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108262

10位ISBN编号：7040108267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左玉辉

页数：3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学>>

前言

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环境科学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环境科学的
学科建设和发展。
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着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的建设
，期望出版一本系统阐述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的教科书，并将之定名为《环境学》。
《环境学》曾先后入选“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和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002年再次入选“十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环境学》对环境科学基础理论作了探索性研究。
《环境学》认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规律有五类（简称“五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
律、技术规律和环境规律，并将环境规律定义为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
《环境学》认为，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客观规律，环境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环境规律，环境学的任务
在于揭示环境基本规律。
《环境学》将环境基本规律概括为环境多样性、人与环境和谐、规则与规律以及五律协同，在此基础
上提出环境学的四个基本原理：环境多样性原理、人与环境和谐原理、规则与规律原理以及五律协同
原理。
《环境学》认为，五律协同是宏观环境调控的基本原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终归宿。
《环境学》指出，环境规律具有独立性，它不从属于自然规律；环境问题的出现并不违背自然规律；
人与自然和谐是一个不完整的理念，它只是人与环境和谐的一个组成部分。
《环境学》指出环境规律与生态规律的本质区别在于主体的不同，生态规律的主体是生物，环境规律
的主体是智慧人；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生物人服从生态规律，智慧人遵循环境规律。
《环境学》建议将环境科学的学科结构概括为“1十4+x”。
“1”指环境学，“4”指环境自然科学、环境社会科学、环境经济科学和环境技术科学，“X”指建
立在“1+4”基础之上的环境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环境规划学等。
环境自然科学按学科分包括环境地学、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环境生物学、环境毒理学和环境数学
，按环境要素分包括水环境学、大气环境学、土壤环境学、生物环境学和物理环境学等。
环境社会科学包括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和环境管理学等。
环境技术科学包括工业生态学、环境监测学和环境工程学等。
《环境学》认为，环境自然科学、环境社会科学、环境经济科学和环境技术科学，这四个分支学科可
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它们分别研究环境规律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技术规律联合作用
的领域；其二，它们分别是环境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交叉渗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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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学》以揭示环境基本规律为主线，分别从人口与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物
理环境、生物环境、人居环境、景观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阐述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境学基本原理第一节 环境一、人类环境二、自然环境三、人工环境_第二节 环境多样性一、
自然环境多样性二、人类需求与人类创造多样性三、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多样性第三节 人与环境的和
谐一、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程二、环境问题三、人与环境的和谐第四节 环境规律一、环境规律二
、五律协同三、规则与规律四、环境调控第五节 环境科学一、环境学二、环境科学第二章 人口与环
境第一节 人口变迁一、渔猎文明阶段二、农业文明阶段三、工业文明阶段四、绿色文明阶段第二节 
人口爆炸对环境的影响一、人口爆炸对土地资源的压力二、人口爆炸对生物资源的压力三、人口爆炸
对水资源的压力四、人口爆炸对气候资源的影响五、人口爆炸对矿产资源的压力第三节 影响人口总量
与分布的因素一、自然因素二、社会因素三、经济因素四、技术因素五、环境因素六、五律协同看中
国人口变化趋势第三章 大气环境第一节 大气概述一、大气的成分二、大气的分层三、大气边界层主
要特征第二节 大气污染一、大气污染源及污染物二、几种典型的大气污染三、大气污染的危害第三节
大气污染控制一、清洁能源二、绿色交通三、末端治理四、环境自净第四节 全球大气环境变化一、全
球变暖二、臭氧层破坏第四章 水环境第一节 地球上的水一、水的形成二、水的分布三、水的循环四
、人与水的关系第二节 水资源一、水资源的基本含义二、水资源短缺三、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对策第三
节 水灾害一、洪水灾害二、干旱灾害第四节 水污染一、天然水的化学性质二、水污染的主要来源三
、主要的水污染物及其环境效应四、水污染的特征五、水污染控制第五章 土壤环境第一节 土壤的组
成和基本性质一、土壤的组成二、土壤的结构三、土壤环境的基本性质第二节 土壤污染和自净一、土
壤污染二、土壤污染物类型三、污染物在土壤中的迁移和转化规律四、土壤的自净能力五、土壤污染
的防治六、污水土地处理系统第六章 物理环境第一节 声学环境一、噪声概述二、噪声来源三、噪声
危害四、噪声控制第二节 电磁辐射一、电磁辐射的来源二、电磁辐射的危害三、电磁污染的控制第三
节 放射性污染一、放射性污染来源二、危害和影响三、放射性污染的分类四、放射性污染的控制第四
节 光污染一、光污染及其来源二、光污染的危害三、光污染的控制第五节 热污染一、热污染的类型
二、热污染的危害三、热污染控制第七章 生物环境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一、生物多样性二、人类活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三、生物多样性保护第二节 生物安全一、食品安全二、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第
三节 生物污染一、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循环二、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归宿三、污染对生物的影响四、污
染对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第八章 人居环境第一节 人居环境的发展和类型一、人居环境的发展历程
二、理想人居环境的探索三、人居环境的类型和差别第二节 城市人居环境一、自然环境二、人工环境
三、人文环境第三节 人居环境舒适度评价第九章 景观环境第十章 可持续发展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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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人类需求与人类创造多样性人类具有的智慧赋予了人类无穷的力量，给整个自然界带来了
巨大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人类本身。
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其内在的驱动力是人类的需求。
人类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其内容日趋丰富。
当自然界提供的物品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类就利用自身智慧所产生的巨大创造力，改造自然
事物或者创造新事物来满足其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需求。
人类创造具有的多样性，堪与大自然相媲美。
人类为了能够保证食物的稳定供应而驯化了稻谷、玉米等粮食作物，驯化了鸡、鸭、鹅、猪、牛、马
等家禽家畜；为了保暖、蔽体、美观等发明了纺织术、印染术，制造了品种繁多的布匹和服装；为了
居住，建造了各种各样的住房；为了健康，发明发展了医药技术；为了实现人类飞翔的梦想，创造了
各种飞行器；为了满足对神秘太空的探索，创造了各种天文望远镜、航天飞机和太空站，实现了登月
的梦想⋯⋯。
如今人类的能力已经在各种各样技术的帮助下变得日益强大，每年人类创造的、自然界原本没有的物
质就达上万种之多，而且还能够通过人为控制的过程产生自然界中还没有找到的元素，甚至人类已经
可以控制生命的产生过程。
人类创造多样性和需求多样性一样，主要是源于人类智力活动的多样性。
首先，创造的主体——人是具有多样性的，一个人的文化背景、人生观、教育程度和方式等都会影响
人作为创造主体的思维方式等特征的差别。
其次，作为创造行为主要动力来源的需求具有多样性。
在创造行为发生的客观条件、创造目的以及众多的偶然因素、创造灵感等使得创造过程也具有多样性
。
在这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创造结果必然也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所有的这些综合起来，也就形成了创造本身的多样性。
（一）物质需求多样性物质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人类为了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摄取营养以维持生命、生长发育，需要从外界获取食物、饮水；为了
蔽体、御寒以及美观，人们需要服装；为了健康，需要治疗疾病的药物；为了安全和舒适，人们需要
居住的场所——住房；为了出行方便、快捷、舒适，人们需要交通工具和建设交通网络；为了生活更
加舒适惬意、为了提高效率⋯⋯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用品。
此外，人与人之间爱好、经历、生活氛围等的差别，使人们对于物质和其他事物的需求偏好存在着或
大或小的差别，有时候这样的差别仅仅存在于非常微妙的细节当中。
这些差别使得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变得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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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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