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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环境与环境问题

第一节 我们周围的环境

自·主·探·究

1. 理解环境的概念与分类。

2. 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一、什么是环境

1. 概念:相对并相关于某项1    的周围事物。

2. 中心事物与环境的关系

中心事物 环境

人或人类 2          

生物 其他非生命物质

3. 环境的分类

(1)分类依据:3          。

(2)类型

类型 概念 实例

天然

环境

受人类影响较轻微,仍保留

着4    特点的环境

5    、高山草甸、

6    、极地苔原等

人工

环境

人类在7    基础上,

经长期8    所 创 造

的、须由9    才能维

持的环境

10    、工矿设施、

11    、畜 群 牧

场等

因12       而遭

到破坏的环境

因13    而成的石

山劣地,因14    

而成的荒漠流沙等

二、人类与环境

【参考答案】

1.中心事物 2.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 3. 人类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4. 天然生态 5. 原始森林 

6.大漠盐湖 7.天然环境 8.社会劳动 9.人类

介入 10. 城市建筑 11. 农田水利 12. 人类活

动不合理 13. 水土流失 14. 过度放牧 15. 制

约 16.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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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难·点·突·破

1. 对环境概念的理解

(1)环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主体,环境的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

对于生态科学而言,环境是以生物为主体的环境,即

生物环境。对于环境科学而言,环境是指以人为主

体的环境,即人类环境。

(2)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人类环境的形成经历了与人类社会同样漫长的

历史过程。在时间上,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拓

展;在空间上,它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展而扩展。

[结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样,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

待环境的内涵。

2. 人类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辩证关系 表现 内容 本质

人类与

环境的

对立性

人类与

环境相

互排斥

人类以主观需求、主观认

识评价环境,力求以选择、
改造、治理等方式排斥环

境中不合需要的方面;环
境则以客观属性排斥人类

违背规律的改造活动

人类活动主

观能动性与

环境发展客

观 规 律 的

对立

人类与

环境的

统一性

人类与环境

相互依存

人类的生存发展一刻也离

不开环境;适合人类生存

的环境离不开人类的建设

与保护

人类与环境

相互转化

人类个体通过新陈代谢与

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信
息的交换,人类种群通过

个体的生生死死,在生生

不息的繁衍中实现着与环

境的相互转化

人类活动主

观能动性与

环境发展客

观 规 律 的

统一

[方法与技巧] 示意图法分析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人类与环境相互关系模式图

人类如果能够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使

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那么环境就会给人类一个良性

的反馈作用;如果人类向环境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

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或者向环境排放的

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下

降,那么环境就会给人类一个恶性的反馈作用;会影

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

[结论] 人类与环境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

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人地矛盾的斗争

性是人类必须协调人地关系的理论依据;人类与环

境的统一性是人地关系能够协调的理论依据。

 环境的概念与分类

例1 下列有关环境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是指各种

自然要素组成的天然环境

B.天然环境一点也不受人类影响

C.环境就是人类周围的一切事物

D.根据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程度,可分为天然环

境和人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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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环境的概念与分类。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是指以人或人类为中心

事物,周围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的总和,既包括受

人类影响较轻微、仍然保留着天然生态特点的天然

环境,也包括人类长期社会劳动创造的或受人类影

响较大、其生态特点发生变化的人工环境。天然环

境受人类影响较轻微,但并非不受影响。

[答案] D

[误区点拨] 天然环境完全不受人类影响。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在当今的地球环境中,保持原始特点

的纯天然环境几乎是不存在了。所谓的天然环境只

是受人类的影响较轻微,仍保留着天然生态特点的

环境,其中物质的交换、迁移、转化,能量、信息的传

递,物种的演化等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环境基本上

都可以称之为天然环境。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例2 读下面有关人类社会演进和人地关系的两幅

示意图,回答问题。

(1)甲图所示三种社会形态中,哪些属于乙图所

示人地关系原理的范畴?

  

(2)在我国江南丘陵地区广泛修建梯田,直接造

成的生态环境变化有哪些?

  

(3)列举中国古代不利于生态平衡的农业生产

活动并分析原因。

  

  

(4)影响人地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人类活动与环境的关系。从

题干中可知,图甲为“人类社会演进示意图”,横坐标

为距今时间长度,第一行为人类不同阶段的社会形

态,第二行为不同的工具利用及时代划分。纵坐标

为人口数量。图乙为“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示意图”。解答本题需要从已有的知识提取出人类

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变化等。

(1)从“人类社会演进示意图”中可知,原始社会人类

适应自然环境,对环境破坏很小;农业社会利用的工

具为磨制石器、青铜器、铁器,对环境有了一定改变;

工业社会利用的工具为机器,对环境改变很大。乙

图表示人类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将自然环境改变为

人工环境,将废弃物排入环境中,环境反过来影响人

类。因此属于乙图所示人地关系原理范畴的有农业

社会、工业社会。(2)我国江南丘陵地区按照自然带

分布规律,原有的自然环境应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分布地区,广泛修筑梯田,直接造成的生态环境变化

是森林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加剧,使生

态环境变得脆弱。(3)所举事例 符 合 题 意 即 可。

(4)从甲图和人类利用、改造环境的发展历史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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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地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有科学技术、社会生

产力或生产工具、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人口数

量等。

[答案] (1)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2)森林减少,

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系统变得脆

弱。 (3)放火烧山,围湖造田。原因:古人对生态

环境认识的局限性;魏晋以来,大量人口南迁,隋唐

时期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因过度开垦土地,对

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4)科学技术,社会生产

力或生产工具,人类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人口数

量等。

[点评] 人类与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人

类活动影响了环境,反过来环境也会制约人类社会

的发展,作用力越大则反作用的制约力越大。




















图·表·活·动·探·究

P2图1.1中心事物与环境的关系

[点拨] 本图直观的表示了环境的基本含义。从图

中可以看出,环境是指相对并相关于某项中心事物

的周围事物。中心事物不同,则环境的含义也不同。

与中心事物有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密切联系的周围

事物,构成了中心事物的环境要素。

P3“思考”

[点拨] 案例1集中展示了我国地理环境的变迁,

反映了我国从采猎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

业社会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演变过程。周口店不同历

史阶段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如下表所示:

社会

阶段
生产活动

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

人地

关系

原始

社会
渔猎和采集 轻微 低水平协调

农业

社会
伐林垦田、取木建筑

加大,出现水土流失、

频繁的水旱灾害等

改造自然,

关系紧张

社会

阶段
生产活动

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

人地

关系

工业

社会

大规模工业活动、索取

资源、排放废物

空前加剧,出现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等

征服自然,

人地对立

后工业

社会

反思慎行、破坏与治理

并存

普 遍 关 注 对 环 境 的

影响

谋求 人 地 关

系的协调

[答案] 1.古人类与环境处于原始的平衡状态,具有

低水平协调的特点。其原因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他们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微弱。

2.农业文明以来,他们告别山洞移居平原,无

论农业生产还是修造房屋,都大量地破坏森林,与环

境的关系日益紧张,造成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其原

因是人口快速增长,加之缺乏环境意识,只顾短期的

经济效益。

3.人类和环境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首先

人类自身就是环境的产物,人类无时无刻不与环境

发生着物质、能量的交换。人类不可能离开环境单

独存在,人类的行为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其次,环境

也会反过来制约和影响人类,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力

越大,反作用力也会越大。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

人类是能动的,人类应该也有能力通过改善和约束

自身行为求得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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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训·练

1. 下列有关环境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丘陵缓坡改造成的梯田属于人工环境  

B.环境即是人类环境  

C.目前,城市内部公园以天然环境居多  

D.人类环境的概念等同于自然环境的概念

2. 下列关于人类环境的叙述,错误的是 (  )

A.人类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非生物环境  

B.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C.人类是环境的产物  

D.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环境的塑造者

3. 下列不属于天然环境的是 (  )

A.南极大陆  

B.极地苔原  

C.因过度放牧而形成的荒漠流沙  

D.因气候严寒而形成的冰天雪地

4. 下列环境,需要人工干预调节才能维持平衡的是

(  )

A.原始的热带雨林

B.城市聚落

C.极地苔原地区

D.海洋生态系统

5. 下列现象属于环境把它所受到的影响反作用于

人类的是 (  )

①四川盆地的酸雨 ②全球变暖

③四川的汶川地震 ④黄河近几年来不再

出现断流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②④ D.②③④

读“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相关模式图”,回答6~7题。

6. 图中箭头a表示的人类活动中,可能引起 (  )

A.潮汐

B.地震

C.台风

D.土地荒漠化

7. 图中箭头b表示的人类活动中,可能引起 (  )

A.海啸

B.水土流失

C.公害病

D.生物物种锐减

人类活动会导致某些自然要素的变化,进而带

动其他要素的变化,其中水是比较容易受人类影响

的自然要素。据此回答8~9题。

8. 扩大水域面积与增加植被覆盖对局部地区气候

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  )

A.增加空气湿度 B.调节空气湿度

C.影响附近风速 D.美化当地环境

9. 阿斯旺大坝建成后,对尼罗河河口产生的负面影

响有 (  )

①土壤肥力下降 ②洪涝灾害加剧 ③渔业产

量下降 ④三角洲面积扩大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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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然而,人

类在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将生态

破坏和环境污染带给地球家园。协调人类与环境的

关系,已 成 为 人 类 普 遍 关 心 的 问 题。据 此 回 答

10~11题。

10. 下列几种观点中,正确的是 (  )

A.先发展经济,再治理环境  

B.先投入大量资金治理环境再发展经济  

C. 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治理环境 

 

D.在保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

经济

11. 解决人类与环境的矛盾,主要靠 (  )

A.增加粮食产量

B.增加能源消费

C.控制资源使用量

D.努力发展生产力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

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

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下图为“经济与环境相互

作用模式示意图”。图中X表示经济发展水平,Y表

示环境保护强度,Ⅰ~Ⅳ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保护强

度四种关系模式。据此回答12~13题。

12. 读图判断关于Ⅰ~Ⅳ所表示的模式的叙述,正

确的是 (  )

A.Ⅰ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模式  

B.Ⅱ为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模式  

C.Ⅲ为经济发展滞后于环境保护模式  

D.Ⅳ为经济发展滞后于环境保护模式

13. 目前我国处于图中哪种发展模式 (  )

A.Ⅰ B.Ⅱ

C.Ⅲ D.Ⅳ

14. 读下图,回答问题。

(1)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也

受到自然环境的     。

(2)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     和   

  。

(3)人类社会通过     活动和    

 活动向环境中排放    。

(4)人类同周围的环境是        的。

15. 读图文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下图),从人类诞

生以来就客观存在,并在不断演化,只是我们经

常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它。到今天,人类已经

拥有毁灭地球的强大能力,而地球却越来越不

堪人类的需求重负。我们不能漠然对待,也不

能心存侥幸,而应该科学地和人道地对待地球,

理性地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6



 

DiYiZhɑng
第一章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示意图

注:人类文明中发生了三次转换,形成四个时期,每个时

期文明结构不同。图中坐标横轴为社会生产力结构,纵

轴为社会生产力水平。横轴刻度表示:原始社会时期为

农业与狩猎采集劳动力之比,农业社会时期为狩猎采集

与农业劳动力之比,工业社会时期为工业与农业劳动力

之比,知识社会时期为工农业与知识产业劳动力之比。

圆圈代表工具制造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知识革

命(包含信息革命和生态革命)等。

(1)根据材料,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判断正确

的是 (  )

A.人地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  

B.农业社会时期人地关系最和谐  

C.人类一直在努力使人地关系和谐  

D.知识社会和原始社会人地关系较为和谐

(2)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人地关系是    ;农业社会时期,环

境问题开始   ,人地关系开始不和谐;

工业社会时期,环境问题开始    ;知

识社会时期,人类开始重新认识人地关系,

努力使其和谐发展。

(3)为了使人类长期稳定发展下去,必须走  

  的道路。

16.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在乌兹别克斯坦某一灌溉良好的绿洲

上,土壤表面日平均温度比周围半沙漠地区低

13℃~15℃,近地表(0.5m~2.0m)的日平均

气温比周围半沙漠地区低3℃~5℃。绿洲的

影响随高度增加而迅速减小,但在200m的上

空仍能受到绿洲的影响。

(1)将下列备选答案填入图中的方框内,使之联

系成立。

A.蒸腾作用增强 

B.土壤热容量增大

C.空气湿度增大 

D.最高温度降低

E.土壤湿度增大

①    ,②    ,③    ,④ 

   ,⑤    。

(2)分析说明灌溉对土壤退化和沙化的作用。

  

  

  

  

  

  

(3)在干旱地区如果灌溉过度,分析可能会产生

的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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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当代环境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

自·主·探·究

1. 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表现。

2. 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危害。

3. 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

一、环境问题的表现

1. 表现

表现 成因

资源短缺 1     与2     之间矛盾激化

3    过量向环境排放废弃物

4    主要由5   的破坏引起

全球环境变化 人类的某些行为使全球环境趋于恶化

2. 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了6    ,而这个

方面表现的规律都已7     。

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1. 原因:既有8   原因,也有9   原因,其中

10   原因更为重要。

2. 主要表现———几组矛盾冲突

(1)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11    的

矛盾。

(2)短期12    与长远环境效益的矛盾。

(3)局部利益与13  利益的矛盾。

(4)个人行为和14    的矛盾。

三、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

特点 表现

危害的15    性
环境变化是一个规模极大、时间很长的过

程,难以在实验室中模拟

特点 表现

过程的16    性
环境中的17        过程发生

改变,有些是不可逆的

规模的18   性
有些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如19   

   、20      等

【参考答案】

1.无限的需求 2.有限的供应 3.环境污染

4.生态破坏 5.植被 6.资源短缺 7.扩展到全

球 8. 自然 9.人为 10. 人为 11. 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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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济利益 13.整体 14.大众利益 15.不可

预见 16. 不可逆 17. 物理、化学、生物 18. 全

球 19.全球气候变暖 20.臭氧层破坏






重·难·点·突·破

1.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区别和联系

区

别

主要表现

为形成过

程的差别

环境污染主要是指人类向环境中排放大量的废

弃物,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

而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

生态破坏主要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导

致环境的破坏,引起环境退化,从而影响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

联

系

①这两种环境问题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影响;

②环境污染问题会衍生出许多生态问题,如二氧化硫的大量

排放会导致大气污染,从而破坏森林生态系统和鱼类生物

资源等

2. 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环境问题的产生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其

中人为原因更为重要。人为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对

矛盾的冲突:

矛盾冲突 表现

矛盾冲突 表现

资源的有限性

与人类需求的

无限性的矛盾

地球自然资源的储量是巨大的,但是总量有限,并

且分布不均。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

和个人需求的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在不断的

增长,构成了人口和资源之间永恒的矛盾。庞大

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对全球特别是

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人口压力

短期经济利益

与长远环境效

益的矛盾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都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但

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以损害

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经济效益的短期行为,不少

地区在迅速致富愿望的驱使下,置资源破坏与环

境污染于不顾,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造成严重

的环境问题

局部利益与整

体利益的矛盾

有些地区和国家对待环境问题,采取只顾自身利

益而以邻为壑的态度,对污染物不先行治理即转

移给邻近地区,结果使污染向更大范围转移,扩大

了污染的危害

个人行为和大

众利益的矛盾

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整体环境,个人行为的不负

责任,最终是影响了大众的利益

[结论] 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问题的发生是人类

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与环境发展客观规律性相悖的结

果。这既与人们对发展规律的无知有关,又与“征服

论”环境观无视环境发展规律的思想有关;既与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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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意识有关,又与现实的人口压力有关。

[说明] 在上述四对矛盾中,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

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只顾

短期的经济利益,忽视长远的环境效益是环境问题

的直接原因。

3. 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

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与人类对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与历史上的环境问题相比,当代的环境问题有

以下特点:

特点 表现 举例

危害的不

可预见性

环境变化是一个规模极大、

时间很长的过程,难以在实

验室中模拟,环境污染对人

体的危害,一般是经过一段

较长 的 潜 伏 期 后 才 表 现

出来

DDT被试验证明具有卓越

的杀虫特性,但是大规模使

用几十年后,才发现它进入

了食物链的各个环节,损害

了一些动物和人类的健康

过程的

不可逆性

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

类具有了大规模干预环境

的能力,使环境中经长期演

化形成的物理、化学、生物

过程发生改变,而其中有些

过程是不可逆的

原始森林被砍伐后,人们可

以重新造林,但是人工林中

的动植物、微生物乃 至 土

壤,决不可能恢复到原始森

林本来的面貌

规模的

全球性

有些环境问题不止影响某

一国家或地区,而且还影响

到其他国家甚至全球

酸雨随着大气的运动,能影

响到很远的地区;国际性河

流上游被污染,将使全流域

受到影响

[说明] 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就存在着一系列的环

境问题。不同历史时期受人口数量、生产力水平、生

产方式的影响,其表现也不同,具体如下表所示:

时期 社会发展水平 主要环境问题

时期 社会发展水平 主要环境问题

采猎文明时期
人口稀少,生 产 力 水 平

低下

主要表现为洪水、猛兽、

林火、风暴等自然灾害

农业文明时期

人类开始 利 用 土 地、气

候、水、生物资源等从事

农业种植和畜牧生产

一方面是 气 象 灾 害、病

虫害等对 农 业 的 破 坏;

另一方面是人类不合理

垦殖引起 的 水 土 流 失、

土地退化等

工业文明时期
生产力迅 猛 发 展,人 口

剧增

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

严重,城市环境问题突出

 环境问题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例1 读甲、乙两幅图,回答问题。

(1)从甲图可以看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

口数量      。从乙图可以看出,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量      。

(2)甲、乙两图表现出来的变化体现的环境问题

是    ,产生该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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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的关键是      。

(3)当代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除上述图中体现

出来的环境问题外,还表现为    、    以

及    。产生这些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是  。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环境问题的表现和产生的原

因。读图分析是解答此题的关键。从图中分析可以

得出,人口总量和人均需求量的增长,形成了一种资

源需求无限增长的态势。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和人类

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是导致资源短缺的根本原因。

当代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和全球环境变化,而产生这些环境问题的直接

原因是短期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环境效益的矛盾。

[答案] (1)大幅度增长 大幅度增长 (2)资源短

缺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 控

制人口数量 (3)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全球环境

变化 短期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环境效益的矛盾

 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

例2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60年消灭了50亿只北美候鸽———一个物种的灭绝史

候鸽又称旅鸽,产自美洲。19世纪初一位鸟类

学家曾目睹了一个长386km、宽1.6km的鸽群从

天空飞过,历时4小时,估计达20亿只,当时全球约

有50亿只。

候鸽浑身是宝,在利益驱使下,1850年开始商业

性捕杀。1900年3月24日,最后一只野生候鸽在俄

亥俄州被一男孩射杀。1914年,以华盛顿夫人玛莎的

名字命名、豢养于辛辛那提动物园的雌性候鸽也死

了。它被剥制成标本,在博物馆默默向人们展示着地

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数量巨大的美丽生灵。

(1)从生物角度讲,一个物种灭绝,它所拥有的

基因性状将永久性地消失,这说明环境问题具有 

        特点。

(2)候鸽曾是一个数目大得惊人的种群,它的美

丽,它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哪一个

国家独有的,它的消失是整个地球的损失,这说明环

境问题具有      特点。

(3)候鸽灭绝后,人们并未直接看到因此带来的

危害,但专家们说它的危害也许100年后才能显现,

这说明环境问题具有        特点。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了当代环境问题的特点,即

危害的不可预见性、过程的不可逆性和规模的全球

性。解答此题的关键是仔细阅读、理解每一小题叙

述的角度,然后与当代环境问题的三大特点相对应。

[答案] (1)过程的不可逆性 (2)规模的全球性 

(3)危害的不可预见性

[点评] 环境问题的特点与表现密不可分。








































































图·表·活·动·探·究

P4图1.4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每天对能源的

需求

[点拨] 本图直观地显示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人们

对能源需求量的变化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

数量的不断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人们对能源的

需求量不断增多,而地球上能源资源的数量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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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源问题即是因需求急剧膨胀而导致全球性资

源短缺的典型事例。阅读本图,我们要通过比较三

项数字,把图中缺省的部分在大脑中补上,实现图示

的直观效果。

P6图1.6关于环境污染的报道

[点拨] 本图截取了我国关于环境污染报道的几个

片断,反映了当前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环境污染

问题。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少地区在迅

速致富愿望的驱使下,置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于不

顾,片面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建设一些污染严重的企

业,对废弃物不加处理任意排放,造成严重的环境

污染。

P8图1.8黄土高原景观

[点拨] 本图以黄土高原为例,说明环境问题过程的

不可逆性。黄土高原曾经是林草茂密的地区,但由于黄

土土质疏松,植被遭受破坏,加上夏季多暴雨,水土流失

严重,造成了目前千沟万壑的地表形态。要想恢复到原

来的状况是绝对不可能的。

P6“思考”

[点拨] 1. 漫画形象地刻画了庞大的人口数量给

地球带来的巨大压力,突出展现了人类与环境的几

对矛盾。

2. 人口增长→资源需求量增大→向环境过度

索取资源→环境质量下降→影响经济发展。

[答案] 1.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人口自然增

长率,对全球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较大的人

口压力。人口持续增长,对物质和能源的需求与消

耗随之增多,最终会超出环境供给资源和消化废弃

物的能力,进而出现种种资源和环境问题。

2.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活动。

P7“思考”

[点拨] 教材以山区铁矿的开采为背景材料,引导

学生思考铁矿开采对当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铁矿资源的开发,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

民的经济收入,但采矿破坏了原有地层结构,导致地

下水位降低、地表干旱、草木枯萎、果树死亡;洗矿的

废水、淋洗过废石和尾矿堆的雨水排入河湖、水库,

造成严重的水体污染。

[答案] 1.投资商主要考虑开矿给自己和当地人带

来的经济效益;环保局领导主要考虑开矿带来的环境问

题;果农主要考虑自己受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村长兼

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2. 这件事情的焦点在于如何使经济效益与环

境效益得到兼顾。

3.应认真思考,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深入理解

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直接原因与社会内部的原因。











































































提·升·训·练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答《学习时报》记者问时

说:“截至2009年底,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

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化学需氧量减排也

接近‘十一五’目标要求……必须坚持环保为民的根

本宗旨,切实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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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iZhɑng
第一章

回答1~2题。

1. 下列关于环境问题的叙述,正确的是 (  )

A.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B.固体废弃物不会产生环境污染  

C.美国的生态破坏已得到全面控制  

D.中国的环境污染仍在不断蔓延

2. 下列环境问题,主要属于生态破坏的是 (  )

A.工业“三废”的任意排放  

B.大气污染  

C.放射性物质泄漏  

D.土地荒漠化的加剧

3. 下列属于当前全球突出的环境问题的是 (  )

A.噪声污染和水土流失  

B.臭氧层破坏和地震频繁发生  

C.水体污染和湖面缩小  

D.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化锐减

4. 下列地理现象中,可能影响全球环境的是 (  )

A.我国南方低山丘陵的“红漠化”  

B.东太平洋赤道附近海水温度异常  

C.日本的水俣事件  

D.美国的暴雪天气

5. 关于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

A.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 

 

B.短期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环境效益的矛盾  

C.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D.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读“世界部分地区环境问题分布图”,完成6~8题。

6. 图中①、②、③、④、⑤所反映的环境问题分别是

(  )

A.酸雨问题、荒漠化问题、农田土壤侵蚀问题、

原始森林破坏问题、海域污染问题  

B.荒漠化问题、酸雨问题、原始森林破坏问题、

农田土壤侵蚀问题、海域污染问题  

C.酸雨问题、农田土壤侵蚀问题、荒漠化问题、

原始森林破坏问题、海域污染问题  

D. 荒漠化问题、原始森林破坏问题、酸雨问题、

农田土壤侵蚀问题、海域污染问题

7. 下列污染物与图中②环境问题无关的是 (  )

A.工业排放废气 B.家庭炉灶排放废气

C.汽车排放废气 D.建筑工地扬尘

8. 图中土地荒漠化面积日益扩大的自然原因是(  )

A.滥伐林木,植被遭到破坏  

B.过度放牧,草原退化  

C.沙漠边缘地区气候干旱,风力作用强烈  

D.降水强度大,侵蚀作用强烈

目前到南极旅游人数翻番,许多国外旅行社把

“末日游”看作是巨大的商机。据此回答9~10题。

9. 南极洲、乞力马扎罗山、马尔代夫群岛、大堡礁等

地区成为“末日游”景区的主要原因是 (  )

A.臭氧层空洞  

B.全球变暖  

C.酸雨  

D.光化学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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