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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让广大读者了解当前温室效应的产生原因及其机理；了解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
放对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了解如何通过温室气体控制与节能减排来减缓其对气候的影响；了解国际
社会在温室气体减排作出努力所取得的成绩。
全书图文并茂，栩栩如生，通俗易懂，贴近生活。
向读者清晰地解释一些当今最重要的科学话题。

《温室效应--沮丧彷徨希望》共分为6章。
第1章介绍温室效应的概念，讨论了引起温室效应的原因，进而分析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
和人类生活的主要影响。
第2章讨论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以及排放现状。
第
3章一第5章介绍了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的减排办法。
第6章从正反两个侧面讨论了气候变化的未来与对策。

本书是《环境保护知识丛书》中的一册。
该丛书是一套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实用性的科普读物，适合高中文化水平以上、对环境保护感兴趣
、关心环保事业的人士或青少年学生课余兴趣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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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20世纪初人类就知道甲烷氧化细菌能够氧化甲烷，而甲烷氧化细菌广泛散布于土壤、沉积物
以及水环境中。
在热带、温带以及北极地区的许多土壤的研究中证实了土壤可以氧化甲烷。
据估计，全球好气土壤所消耗的大气甲烷的量每年约为30&times;1012g，其中温带常绿阔叶林土壤的甲
烷消耗约占土壤吸收甲烷总量的37%。
好气的自然土壤如森林土壤、草原土壤等都可能具有吸收大气中甲烷的作用，即使是冻原和沼泽土，
在无水层覆盖时也具有吸收作用。
大气中甲烷含量的多少取决于自然源和人为源的甲烷排放与消耗间的平衡，大气甲烷浓度持续升高是
由于甲烷源增加和甲烷减小综合作用的结果。
产生甲烷过程与消耗甲烷过程在土壤中往往同时存在，土壤甲烷通量是两个过程的综合。
1.1.4.3 一氧化二氮 大气中的氧化亚氮也是一种公认的温室气体。
因为N2O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百年之久，并且可被输送到平流层，因此氧化亚氮是一种可以导
致臭氧层损耗的物质。
研究结果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中氧化亚氮的浓度急剧增加，1990年时
已经达到310&times;10—7%，而且每年还以0.2%～0.3%的速度增加。
现在对流层的氧化亚氮浓度在（312～314）&times;10—7%左右。
计算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大气中氧化亚氮浓度增加一倍，全球地表气温平均将上升0.4℃，并且使大气
层中不同高度的臭氧浓度减少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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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普及大众环境保护知识，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冶金工业出版社特组织编写了《环境保护知识
丛书》。
本丛书涵盖了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包括传统的水、气、声、渣处理技术，也包括了土壤、生态保护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监理、温室气体与全球气候变化等，适合于非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企业
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大中专师生以及具有高中学历以上的环保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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