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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认识和解决由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已是当务之急。
因此，我有了要开设污染生态学课的设想。
几经努力，1981年终于在云南大学生物系首次开设了“污染生态学”课。
该课程的开设引起学生们很大兴趣，也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这就增强了我开好这门课的信心。
　　1984年受中国环境学会环境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的委托，在昆明举办全国污染生态学培训班，由我
讲授“污染生态学”课（王德铭先生讲环境生物学，余叔文先生讲环境生理学，樊德芳先生讲农药污
染）。
由于教学需要，我编写了《污染生态学基础》讲义。
其后经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和反复修改，终于在1990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污染生态学基础
》教材。
该书凝聚了我多年教学和科研的心血，也得到研究生们（杨树华、周鸿、张云孙、孙赛初、杨红玉、
李华林、彭鸣、李素英、高圣义、李森林、李元、丁认泉、单振光、段昌群、余国营和秦天才）的大
力帮助。
因此该书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
　　199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我编写《污染生态学》教材，由我主编，吸收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参加
。
该书是以原《污染生态学基础》一书为基础，吸收近期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经修改、补充完成的。
全书由原来的八章扩大为十章，各章的题目和具体编写人员是：绪论：王焕校，第一章：王宏镔，第
二章：张玲、高圣义，第三章：谭晓勇、李俊梅，第四章：常学秀、孟玲，第五章：常学秀、文传浩
，第六章：段昌群，第七章：李元，第八章：陈海燕、李俊梅，第九章：文传浩，第十章：李俊梅、
陈海燕。
其中第五、九两章是新增加的。
最后全书由我修改统稿。
此外，研究生吕朝晖、马建民、魏大巧、许桂莲等同学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帮助。
　　本书的资料除少数采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外，大多数是引用国内外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写成，首先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提供的资料。
少数图表由于一时疏忽而没有注明出处，深表歉意（原作者见本书后敬请速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
本书第二版予以补上。
　　本书是以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过程为主线，生物与污染环境之间的关系规律为主要内容，生
物抗性形成和生物防治污染为重点，力求在内容上保证系统性、完整性和达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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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学科的发展和教学需要，对第一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其特点是以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过程为主线，以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规律为主要内容，以生物
抗性形成和生物防治污染为重点，力求以映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生物对污染物的吸收，污染物在生物体及生态系统中的迁移、富集，污染物对生物
的毒害作用机理，生物对污染物的解害及抗性的形成，生物对长期污染胁迫条件的生态效应与适应进
化，以及水、气、土污染的生物防治措施和生态问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类专业、生物类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有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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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迁移规律  第一节 污染物的概念、性质及分类  第二节 有关生物对污
染物吸收、迁移的几个基本概念  第三节 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与迁移  第四节 动物对污染物的吸收与迁
移  第五节 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吸收  第六节 影响植物吸收、迁移污染物的因素  思考题第二章 生物富集  
第一节 生物富集的概念  第二节 生物富集机制  第三节 研究生物富集的方法  思考题第三章 污染物的毒
害作用及机制  第一节 污染物的毒害作用  第二节 受害机制  第三节 受害条件  第四节 化学元素的颉颃
、协同关系  思考题第四章 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抗性  第一节 植物的抗性机制  第二节 动物的抗性机制  
第三节 微生物的抗性机制  思考题第五章 生物对长期污染的生态效应与适用进化  第一节 生物多样性
的丧失  第二节 生物对污染的适应  第三节 污染条件下生物的分化与微进化  思考题 第六章 环境污染的
生物监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大气污染的生物监测  第三节 水污染的生物监测  第四节 土壤污染的生
物监测  第五节 环境污染生物监测方法的典型例子  思考题第七章 水体污染及其生物防治  第一节 污水
灌溉  第二节 富营养化  第三节 氧化塘  第四节 污水土地处理系统  思考题第八章 大气污染及生物防治  
第一节 大气污染概述  第二节 温室效应  第三节 酸雨  第四节 臭氧层减薄问题  第五节 大气污染与生物
防治  思考题第九章 土壤污染及生物防治  第一节 土壤污染概述  第二节 土壤污染物对土壤的危害  第三
节 土壤污染监测  第四节 土壤污染的生物防治  思考题第十章 环境质量评价中的污染生态问题  第一节 
环境容量  第二节 环境评价及分区  第三节 注意污染物沿食物链进入人体  第四节 人群健康环境影响评
价  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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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生物对污染适应的两重性　　生物对污染的适应，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污染引
起的“自然”环境的改变（外环境的变化）的适应，以及对污染引起生物的生理变化（内环境的变化
）的适应；第二是生物对污染物自身的适应。
前者是间接性的，后者是直接性的。
任何一个生物要在污染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应对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挑战。
　　应该注意的是，生物对污染引起“自然”环境要素的改变以及生理变化是容易适应的，而对污染
物本身是很难适应的。
其原因在于“自然”环境因子在污染条件下的改变以及生理上的变化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即温度、光
照、湿度、水分、营养条件及生物关系等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变化和生物体内环境的变化，对任
何生物而言都可能经历过，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在其生境中不存在某个生态因子的有无问题，在
其生理活动过程中内环境的变化也只是量的问题。
一般生物比较容易通过自我的生理调节而适应这类变化，即使这些变化达到生物生存的极端环境条件
，生物也具有一定的应对能力，因为生物在系统发育过程中程度不同地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类似变化
，而且固化在它们群体中的遗传多样性很容易适应这类“自然”环境因子的新组合。
但是，对于污染物本身的适应则不然。
尤其是当环境中的污染物是“自然”界没有、生物正常的生理活动从来也不需要时更是如此。
因为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生物外环境和内环境变化的“自然性”的胁迫问题。
绝大多数污染物对于绝大多数生物而言，是从来没有经受过的物质，这种物质环境与污染改变的“自
然”环境具有本质的差别，前者是质的变化，后者是量的改变。
对于质的变化这类全新化学环境，生物一般没有特异性的组织器官对污染进行解毒，往往也没有什么
遗传背景可以作为生理变化调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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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污染生态学（研究生教学用书）》是以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过程为主线，生物与污染环境
之间的关系规律为主要内容，生物抗性形成和生物防治污染为重点，力求在内容上保证系统性、完整
性和达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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