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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保护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人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伤害。
物质材料与资源、能源、地球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材料的开发和生产支撑着各种产品的更新和繁荣；但各种环境灾难的威
胁也随之而来。
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臭氧层空洞、气候变暖等严重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安全。
人们意识到那种无节制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生活方式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只要我们改变浪费又
污染的生活方式，就能够改善环境，减轻地球的负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环境材料的概念也被人们普遍接受。
　　环境材料作为一门联系环境学科与材料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近十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环境材料概念的发展是与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周期评价相联系的。
环境材料的核心是在降低环境负荷的条件下满足对材料各种功能的需求；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实
现材料的可再生循环性和长寿命化。
环境材料既是一种概念材料，又是一大类具体的物质材料。
其以环境协调性为标准，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全面评价，选取那些对生态环境损害最小的材料赋予环境
材料的定义；同时又引导人们开发减轻环境负荷的技术和方法，改善材料的环境协调性，开发具有优
异功能的新的环境材料，其为改造传统材料和开发新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一门面对全校各学科学生的通选课，“环境材料导论”以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以
生命周期评价为工具，引导学生全面评价材料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选择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意识。
　　本书以环境材料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考虑到各学科学生知识背景的不同，详细介绍了可持
续发展的概念，威胁生态系统安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评价材料的环境协调性而引入了资源的环境
特性、环境负荷等概念；作为评价材料环境协调性的重要工具，生命周期评价法的概念框架及其应用
在书中做了重点介绍，而清洁生产、再生循环性和材料的长寿命化作为环境材料的手段和特性也做了
描述；最后在现有技术和材料开发的基础上介绍了环境材料的特性和分类。
本书适合于关心环境科学的发展，对参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兴趣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选用，也可作为
其他人员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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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材料导论》介绍了环境材料概念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备受关切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描述了资源的环境特性和环境负荷的概念，讲述了人类的材料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损害；在此
基础上介绍了评价各种材料环境协调性的工具“生命周期评价法”及其在材料评价中的应用。
《环境材料导论》对清洁生产、材料再生循环设计的基本思路和对减轻环境负荷的重要作用，以及材
料长寿命化与环境材料的相关性也做了详细的介绍；此外还介绍了环境材料的基本特性和分类。
《环境材料导论》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了解材料的生产消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树立新的观念和选择
生活的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从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对所遇到的问题
做出科学的决策。
《环境材料导论》可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相关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关注环境保护事业的读者参考
。
材料是人类衣食住行的基础，材料的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在人们享受材料带来的种种便利的时候，材料的生产和使用也给人类生存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在人们追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环境材料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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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7.3“回收再利用”政策在我国的可行性　　白色污染形成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决非单纯是产
品本身或材质本身的因素造成，它涉及技术、经济、社会、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
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和技术水平条件下，只靠禁令或以不成熟的替代技术，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
造成“白色污染”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基于生产者责任的市场调控机制，社会化的回收体系
薄弱。
上海从2000年10月起，对一次性塑料餐具的回收处置建立了基于生产者责任的市场机制，所取得的成
绩证明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上海各类废塑料主要流向江浙一带的黄岩、温州、台州、萧山、慈溪以及苏州等地，进行小规模
低技术层次的加工处理。
由于没有建立源头体现生产者责任的市场调控机制，单靠行政命令完全取缔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废塑
料回收加工市场往往赓禁不止。
上海周边地区陆续禁止从事废塑料的回收加工，给上海废塑料的处理带来压力。
建立源头体现生产者责任的市场调控机制，实现废塑料的资源化利用已是必然趋势。
　　2000年6月14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一次性塑料饭盒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规定所有生产一次性塑料餐具的生产商与经销商都必须向环卫等有关主管部门申报登记，依据实
际的生产与销售数量缴纳回收处置的费用；明确生产者的责任并按量缴纳回收处置费是上海治理一次
性塑料餐具白色污染的一大突破，有效解决了资金来源的困扰，为建立不依赖政府补贴的回收利用市
场机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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