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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保护概论》自2004年出版以来，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垂青，并被不少学校选作教材，这是对
我们最大的鼓励，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鞭策我们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继续前进。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因此，6年前鳊写的《环境保护概论》部分内容已略显陈旧，不能够反映当前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水
平，因此，我们决定修订《环境保护概论》。
　　本版除基本上保持第一版总体框架、总体结构外，对书中的陈旧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增加了一些
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力求能完整地反映环境保护的现状。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黑龙江科技学院战友（第一、五、六、七、九、十章和阅读材料）、东华大学
朱艳彬（第二章 ）、黑龙江科技学院李立欣（第三、八、十二章）、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吴声东（
第四章 ）、沈阳师范大学潘晶（第十一章 的一部分、十四章）、黑龙江大学邢子鹏（第十一章 的一
部分）、黑龙江省黑河市环保局孙平（第十三章 ），战友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李立欣、
孙平任副主鳊。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同类教材及资料；于林杰、张元勇、李江等在本教材的蝙辑
、校对和修改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向所有相关作者和几位研究生表示感谢。
　　尽管编者已经对书稿进行了多次审阅，但由于时间关系和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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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近年来环境保护专业的发展情况，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和环境问题的概念、生态学基本知识、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环境污染与人体健
康、水环境与水资源化、大气污染及其防治、固体废物污染、其他物理污染、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与环境标准、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管理等内容。
与第一版相比，本书增加了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工程治理技术、生态修复等内容，
并对原来的法律法规、环境管理、环境影响评价等内容结合最新国家政策进行了更新。
为更好地理解和深化有关内容，编者还精选了一定篇幅的阅读文章并制作了配套的电子教案与本书同
时出版。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环保教学以及环保人员培训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人员和关注环境
保护的人士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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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指标缺陷与绿色GDP理论 　　二、实施绿色GDP指标体系的重要意义 　　三、构建绿色经济体
系的主要对策 第四章　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 　第一节　概述 　　一、基本概念 　　二、中国的自然
资源保护 　第二节　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一、土地资源 　　二、我国的土地资源 　　三、人
口、粮食和耕地 　　四、土地资源的保护 　第三节　生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一、森林资源的利
用和保护 　　二、草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 　　四、加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
和管理 　第四节　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 　　一、矿产资源概况 　　二、矿产资源开发对环境
的影响 　　三、我国矿产资源保护 第五章　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 　第一节　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 　
　一、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 　　二、环境与疾病 　第二节　环境污染及其对人体的作用 　　一、环
境污染物及其来源 　　二、环境污染的特征 　　三、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四、人体对环境致
病因素的反应 　　五、环境化学污染物在人体内的转归 　　六、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 
　第三节　室内环境与健康 　　一、室内污染源 　　二、居室污染的预防 　　三、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 第六章　水环境与水资源化 　第一节　概述 　　一、水体 　　二、水污染与自净 　第二节　废水
污染控制与处理技术 　　一、废水污染的控制 　　二、废水处理的基本方法 　　三、废水的处理工
艺流程 　　四、污泥处理、利用与处置 　　五、几种常见废水处理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废水资源
化 第七章　大气污染及其防治 　第一节　概述 　　一、大气的组成 　　二、大气污染物 　　三、我
国大气污染现状 　　四、大气污染的危害 　第二节　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方法 　　一、大气污染控
制的含义 　　二、废气排放控制系统 　第三节　大气污染的防治与治理技术 　　一、消烟除尘，降
低排入大气中的粉尘含量 　　二、消除燃料中硫的污染 　　三、从排烟中除去氮氧化合物 　　四、
汽车尾气排放的控制措施 　　五、绿化造林第八章　土壤污染及其防治 　第一节　土壤的组成 　　
一、土壤矿物质 　　二、土壤有机质 　　三、土壤水和土壤空气 　　四、土壤中的营养元素 　第二
节　土壤的性质 　　一、土壤的物理性质 　　二、土壤的离子交换作用 　　三、土壤中的pH值与营
养物质有效 　　利用的关系 　　四、土壤的自净作用 　第三节　土壤污染及危害 　　一、土壤的污
染 　　二、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第四节　土壤污染的防治及修复技术 　　一、土壤污染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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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方法 第九章　固体废物污染 　第一节　固体废物的概念及种类 　第二
节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危害 　第三节　固体废物的产量与减少产量的途径 　　一、城市垃圾与工业
固体废物的产量与测算方法 　　二、城市垃圾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率统计分析法 　　三、减少固体废
物产量的途径 　第四节　固体废物污染的综合防治 　　一、固体废物的控制 　　二、固体废物的无
害化处理 　　三、城市垃圾与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与最终处置 　第五节　几种常见固体废物的综
合利用方式 　　一、坑口电站粉煤灰的综合利用 　　二、矸石的资源化利用 第十章　其他物理污染 
　第一节　噪声污染 　　一、噪声污染源 　　二、噪声污染的危害 　　三、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第二节　电磁辐射污染 　　一、电磁辐射污染及危害 　　二、电磁辐射污染的防护 　第三节　光污
染 　第四节　热污染 　第五节　放射性污染 　第六节　振动污染及其防治技术 第十一章　环境监测 
　第一节　环境监测的作用和目的 　　一、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 　　二、环境监测的发展 　　三、
环境监测的目的、性质和原则 　第二节　环境污染和环境监测的特征 　　一、环境污染与时间、空
间、含量的关系 　　二、污染物的综合效应评价 　　三、环境污染的社会评价 　　四、环境监测的
特征 　第三节　环境监测方法 　　一、常用环境监测方法 　　二、环境监测技术发展动向 　第四节
　环境优先污染物及优先监测 　第五节　环境监测的质量控制 　　一、采样的质量控制 　　二、样
品运送和贮存中的质量保证 　　三、实验室的分析质量控制 　　四、报告数据的质量控制 第十二章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环境标准 　第一节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概
述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第二节　环境标准体系 　　一、环境标准 　
　二、环境标准的分级和分类 　　三、环境质量标准 　　四、污染物排放标准 　　五、环境基础标
准 　　六、环境方法标准 　　七、环境标(校)准物质标准 　第三节　环境标准制定原则 　　一、制
定环境质量标准的原则 　　二、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节　我国主要的环境质量
标准 　　一、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水环境质量标准 　　三、环境噪声标准 　　四、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 第十三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节　环境质量评价概述 　　一、环境质量的概念 　　二、
环境质量评价的类型 　第二节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一、环境质量评价的程序 　　二、环境质量
现状评价的内容和方法 　第三节　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二、环境影响评价
的工作程序 　　三、环境影响评价的分类和等级 　　四、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五、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编制 　第四节　区域环境影响评价与战略环境评价 　　一、区域环境影响评价 　　二、战略环
境评价 第十四章　环境管理 　第一节　环境管理的目的、任务和基本概念 　　一、环境问题产生的
原因 　　二、环境管理的目的、任务和内容 　　三、环境管理的特点 　第二节　环境管理的原则、
对象及手段 　　一、 环境管理的基本原则 　　二、环境管理的对象 　　三、环境管理的主要手段 　
　四、环境管理的基本方法 　第三节　环境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环境管理思想与方法的演
变 　　二、环境管理学的内涵、特点及其形成 　第四节　环境管理制度概述 　　一、概述 　　二、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及发展趋势 　第五节　我国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环境管理正由全
面到深入 　　二、强化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 　　阅读材料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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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环境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发展的社会劳动中所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联系及联系方式
的总和，包括经济关系、道德观念、文化风俗、意识形态、法律关系等。
与自然环境的概念一样，它也是把环境看成是以人为中心的客体的这一大前提下派生出来的一个概念
，它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人类通过长期有意识的社会劳动加工和改造了的自然物质、创造的物质
生产体系、积累的物质文化等所构成的总和。
社会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必然产物，它一方面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促进因素，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
束缚因素。
社会环境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种标志，并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地丰富和演变。
社会环境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等。
　　由自然环境、工程环境、社会环境共同组成各级人类生存环境结构单元。
人类的环境在时间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空间上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张而扩张。
虽然，迄今为止，人类主要还是居住于地球表层。
但其活动的领域已远远超出了地球表层，不仅已深入到地壳的深处，而且已离开地球开始进入了星际
空间。
至于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因素，更是远远超出了地球表层的范围。
因此，人类的生存环境，可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分为聚落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和星际环境，
形成一个庞大的多级谱系（HierarchicalSy8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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