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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在走向今天的道路上是辉煌的，而关于明天的进展将不断地震撼着人类的想象力。
爱因斯坦用科学的创造性思维跨越了深邃的时空，人们只是在若干年后才艰难地证实了他的思想的脚
印。
魏格纳远没有这样的幸运，他用“大陆漂移”的思想启动了大陆阀，并推动它在洋底“耕犁”，可惜
直到他的思想连同肉体被掩埋在格陵兰的冰天雪地中，仍然是一无所获。
也许，在地球科学的领域，跨越时代的科学思维，难以及时地由观察所得到的资料解释或证实，“地
学革命”只得姗姗来迟。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不要试图用研究理论物理学的钥匙去打开地球环境科学的大门。
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目光必须始终向下，注视着土地、水和矿产资源，尽量避免在我们的脚下留有遗
憾。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抬起头来用科学思维去洞察地球的未来、关注全球变化，那么遗憾将是
不可避免的。
更糟的是，那将是整个人类的遗憾。
资源与环境作为两个独立的客体分别是地质学家和环境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是当我们把人、资源与环
境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的相互牵制和制约就使得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系统：资源的高度
开发和对环境的高品质追求是人类的本能的需求，但是实际上，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而资源的开发如
果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得拿出利润中相当大的份额来“修补”环境。
否则，资源开发量越大，环境损失也就越大。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它要求有足够的资源储备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它要求
良好的大气环境、水环境以保持人类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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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地球科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从太阳系和宇宙背景谈起，探讨了地球内外圈层的结构、化学组成
和物理特征，阐述了地球的内、外动力作用的发生、发展过程，论述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干预及
其后果，重点考察了在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交叉点上的问题，大量介绍了当代地球与环境科学的研究
动态和最新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地质、地球化学与环境等专业的基础教材，可供环境科研和环境保护工作者参
考，也适合于高等学校理科专业的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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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日地空间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活动场所，空间天气的灾变常造成卫星失效、通讯中断、
导航系统失灵、飞行物跟踪识别困难、核电站变压器、电网烧毁等等，给人类活动带来巨大损失。
日地空间领域关注的前沿是：太阳磁场的产生、结构及其能量的转换和释放；探究电离层－热层－中
层系统中的电动力学过程；探测研究磁尾及其与磁层整体变化间的关系；研究空间等离子体基本问题
，如磁重联、粒子加速等；研究极区中层大气云与极区中层气象之间的联系，极区中层气候的长期变
化及其与全球变化的关系等等，它们都是日地环境和空间天气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科学问题是：认识日地空间环境；探索灾害性空间天气的发生机理、变化规律；空间天气灾害预
报以及空间天气灾害的影响。
（9）地球系统模式与模拟地球系统探测、观测与信息处理的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等正在地球系
统的框架下为地球科学的发展进入整体研究的时代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契机。
“十一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与纲要中提出了地球科学的前沿问题在于：地球系统过程与资源、环
境和灾害效应，主要研究方向：地球系统各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地壳、地幔、地核）的相
互作用，地球深部钻探，地球系统中的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及其资源、环境与灾害效应，海陆相成
藏理论，地基、海基、空基、天基地球观测与探测系统及地球模拟系统。
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包括：（1）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资源勘探与开
发过程的灾害风险预测，重点流域大规模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适应性和区域生态安全，重要生态系
统能量物质循环规律与调控，生物多样性保育模式，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流域、区域需水规律
与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控制原理，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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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球环境科学导论(第2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品教材，“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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