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资源总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然资源总论>>

13位ISBN编号：9787040255515

10位ISBN编号：7040255510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谢高地 编

页数：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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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总论>>

前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凝聚着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
导师们多年心血和汗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面世了。
这套教材的出版，将对丰富我院研究生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肩负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为国家作出基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贡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还担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
　　集成中国科学院的教学资源、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坚持教育与科研紧密结
合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在突出科学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全面素质教育，倡导文理交
融、理工结合，培养的研究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敏锐的科学探索意识、活跃的思维和唯实、
求真、协力、创新的良好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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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资源总论》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总体概括和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关
系。
由于自然资源知识体系过于庞杂，《自然资源总论》并不试图详尽讨论自然资源所覆盖的所有主题，
而是将重点放在目前能帮助人们对自然资源建立正确态度的领域，如自然资源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以及自然资源的评价方法等方面，并力图介绍从事自然资源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什
么，发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见解。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资源有着根本不可脱离的依赖关系，自然资源无论过去、现在还是遥远的未
来，都仍然是决定世界上所有地方人类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自然资源总论》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可用作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以及大
专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适合资源、环境和经济学界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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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人与自然　　1.2　处在自然过程中的人类　　1.2.1　采集时代　　如我们目前
所知，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
早期的人，我们不仅可以想象，而且许多考古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寄生于自然的采集时代，
无论北京的猿人，还是5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
欧洲的考古学者们对5万年前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和其出没的舞台——欧洲大平原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生活的早期情景。
　　尼安德特人出没的欧洲大平原也出没着各种动物，起初有河马、犀牛、猛犸象，刀齿虎已减少到
渐趋灭亡。
然后随着气候变冷，河马和其他喜暖动物不再来这里，刀齿虎在这个地方已绝迹，长毛猛犸、长毛犀
牛、麝牛、野牛、欧洲古牛和驯鹿广布各地，耐寒的植物取代了温带植物。
这一时期，有若干以家庭为小群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来来往往，他们使用一些燧石器，也可能使用大
量的木器，他们住进洞穴，可能会用火。
英国的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人类日常生活的：　　人们居住在靠
河的蹲所。
因为原始人没有取水的器具，只能紧傍水源而居，他们在干枯树叶中间用一些黄铁矿石和燧石互相撞
击取火，一小群人围坐在一大堆羊齿、苔藓之类的杂乱的干草里，有些妇女和孩子不断地去收集干草
使草保持燃烧。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资源总论>>

编辑推荐

　　《自然资源总论》在对自然资源进行总体概括和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关
系。
由于自然资源知识体系过于庞杂，《自然资源总论》并不试图详尽讨论自然资源所覆盖的所有主题，
而是将重点放在目前能帮助人们对自然资源建立正确态度的领域，如自然资源的多功能性、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以及自然资源的评价方法等方面，并力图介绍从事自然资源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什
么，发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见解。
《自然资源总论》内容丰富，讲解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资源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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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