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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我国目前环境问题突出，环境恶化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环境问题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
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必须同步。
为此，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污染监控和治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也是保护自己，造福于子孙
后代。
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1世纪是环境的世纪，环境保护必将成为全人类的一致行动。
让我们为碧水蓝天而共同努力。
 为了适应环境保护与监测专业和环境类专业的教学需要，根据教育部制订的中等职业学校环境保护与
监测专业《环境学基础教学大纲》，在国家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材处的领导下，在化学工
业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写了这本《环境学基础》国家“十五”规划教材。
本书也可供中、高职及“3+2”环境类专业或相关专业使用。
 《环境学基础》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前导性、概论性、基础性专业课程。
为此，编写此书时注意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基础、突出重点、深入浅出、简明易懂、便于学习，
并注意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系统性、实用性和内容的起点、深度以及与相关学科的衔接与联系。
本书以生态学基础知识、资源与环境、环境污染与保护、清洁生产、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为
重点，全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和环境问题、生态学基础、人口与环境、能源与环境、自
然资源与环境、水资源及合理开发利用、水污染及控制、大气污染与防治、其他污染与防治、环境监
测与评价、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
书末附有我国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标准。
 由于环境科学发展迅速，《环境学基础》涉及内容也较多，编写该书时参考吸收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
此领域的最新资料和成果，参阅了大专院校的有关教材和讲义，并收集了大量的有关生产实际资料，
在此谨向有关作者深表谢意。
 本书由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刘超臣、蒋辉编写。
刘超臣担任主编并编写前言、绪论、第一、三、九章，蒋辉担任副主编并编写第二、四、五、六、七
、八、十、十一章。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陈家军教授、国土资源部原中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院汪福火斤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分别作为该书的责任主审和审稿人，认真、系统、仔细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天津职业技术学院杨永杰副教授和郑州工业贸易学校王德明先生也参与审读了本书，提出了许多修改
意见。
本书部分插图由李娜达同志绘制，河南省平顶山城建环保高等专科学校李连山副教授也对本书编写大
纲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环境科学内容广泛、发展迅速，某些内容还未定型，加之作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和
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使其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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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学基础》是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其内容是依据教育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环境保护与监
测专业《环境学基础》教学大纲而编写的。
《环境学基础》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生态学基础知识、资源与环境、环境污染与保护
、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为重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环境学基础知识、生态系统基本原理、人类活动
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与保护、清洁生产、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全书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为环境与环境问题，生态学基础，人口与环境，能源与环境，自然资源与
环境，水资源及合理开发利用，水污染及控制，大气污染与防治，其他污染与防治，环境监测与评价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书末附有我国环境保护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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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分类97 二、矿产资源利用概况97 三、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98 第五节海洋资源的利用与保
护99 一、海洋资源99 二、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101 本章小结104 复习思考题104 阅读材料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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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119 四、加强水资源管理120 五、防治水污染120 本章小结120 复习思考题121 阅读材料121 第七章
水污染及其防治123 第一节水污染概述123 一、水污染及危害123 二、水体污染源与污染物124 第二节水
污染的形成133 一、水污染方式与污染途径133 二、水体的自净与污染物在水中的迁移转化135 三、我
国水体污染的基本状况及危害138 第三节水污染的控制140 一、水污染防治原则与方法措施140 二、水
污染控制技术142 三、污水处理的分级(污水处理流程)147 本章小结149 复习思考题149 阅读材料149 第
八章大气污染及其防治151 第一节大气的组成与结构151 一、大气的组成151 二、大气圈的结构152 第二
节大气污染概述154 一、大气污染的含义154 二、大气污染源与污染物154 三、大气污染的类型157 四、
大气主要污染物与大气污染的危害158 五、我国大气污染的基本状况162 第三节大气污染的影响因
素163 一、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164 二、影响大气污染的地理因素167 第四节全球大气污染问题168 
一、全球气候变暖与防治168 二、臭氧层破坏与防治171 三、酸沉降(酸雨)与防治174 第五节大气污染
的防治176 一、控制大气污染的途径176 二、大气污染的控制技术177 本章小结182 复习思考题182 阅读
材料183 第九章其他环境污染及防治185 第一节固体废弃物污染及防治185 一、固体废弃物及分类与特
点185 二、固体废物的污染途径187 三、固体废物的环境问题187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综合利用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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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控制199 第四节放射性污染及防治201 一、放射性污染的概念、来源、分类及危害201 二、放射性
污染的防治204 第五节电磁污染、振动污染、热污染和光污染205 一、电磁污染205 二、振动污染20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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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环境监测212 一、概述212 二、监测技术214 三、环境监测设计217 第二节环境质量评价221 一、
环境质量、环境质量评价及分类221 二、环境质量现状评价222 三、环境影响评价228 本章小结231 复习
思考题231 阅读材料231 第十一章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233 第一节环境保护对策233 一、环境管理233 
二、环境规划236 三、环境法规239 四、清洁生产242 五、绿色技术245 六、环境教育247 第二节可持续
发展248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本质)248 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250 本章小结254 复习思考
题254 阅读材料254 现场实践教学256 一、生态环境实习256 二、河流污染状况调查256 三、参观城市污
水处理厂256 四、大气环境质量及污染状况调查与参观256 附录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58 附录
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5749—85)263 主要参考文献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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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生态学基础学习指南　本章主要介绍生态学基础知识，重点讲述生态学、生物圈及生物多样
性、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生态学的一般规律、生态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等内容。
本章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且知识点很多，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兼容，因此在学习时应注意深入钻
研，学会弄懂。
学习时应注意突出重点，分散难点，抓住要点，消除疑点，达到教学要求。
教师及学生之间可以互相讨论，教学相长。
生态学知识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主要依据。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前已述及，环境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质量变化基本规律的学科，而本章所讨论的生态学则是环境
科学的理论基础。
为此，本章将着重介绍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深入研究人类的环境
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第一节生态学、生物圈及生物多样性一、生态学与生物圈1.生态学生态学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是
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物（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最近，由于人类环境问题和环境科学的发展，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已扩展到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等方面
，把人类这一生物种也列入生态系统中，来研究并阐明整个生物圈内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样便形成了人类生态学这一领域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科学。
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也已经渗透到生态学的领域中，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动力，使生态学成为
多学科交叉的、当代较活跃的科学领域之一。
例如，由系统工程学与生态学结合，形成的系统生态学，属于生态学领域中方法论的发展，核心是从
整体出发考虑问题。
尤其是大系统的兴起，正在受到人们的普遍注意，这类系统的性能如有所改善，预期其经济效益将是
非常大的。
其他生态学分支的形成，也将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积极作用。
特别是综合运用生态学各分支的成就，使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结合。
这种结合为协调高速发展的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显然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它们所研究的问题基本上是相近的。
只不过生态学是以一般生物为研究对象，它着重于研究自然环境因素与生物的相互关系，单纯属于自
然科学的范畴。
环境科学则以人类为主要对象，把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而和社会科学
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因此，生态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同样也可以应用于环境科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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