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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环境中，随时都与环境发生联系。但

是，我们生存的环境状况究竟怎样？我们在生产、生活中对环

境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如何确保我们未来的环境安全？保护我

们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这是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应

该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农产品和‘菜

篮子’基地环境状况调查，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确保食品安

全。加强禽畜养殖污染防治，合理施用化肥、农药，发展生态

农业，整治农村环境，切实解决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关系“三农”建设全局

的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大问题。

为了进一步加强广大人民的环保意识和法制观念，为了能快

速解决农村和农业存在的环境问题，我们编写了《环境保护百事

通》。本书主要从环境保护基本知识、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农业

环境保护、生态农业几个方面进行介绍。全书采用问答形式，用语

简洁，内容翔实，符合广大农民朋友的购买需求和认知水平。

由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

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月

前 　言



第一章　环境保护基本知识 

什么是环境？

如何对环境进行分类？ 

什么是环境要素？ 

什么是环境质量？

什么是环境容量？ 

什么是自然环境？ 

什么是社会环境？ 

什么是生态环境？

什么是第一类环境问题？

什么是第二类环境问题？

什么是第三类环境问题？ 

什么是环境保护？

什么是环境保护标准？ 

环境保护有哪些意义？

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环境保护的基本战略方针是什么？

环境保护的三大政策是什么？ 

《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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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对造成环境污染危害规定的民事责任

的形式有哪些？ 

为什么说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环境污染？

什么是一次污染？

什么是二次污染？

什么是一次污染物？

什么是二次污染物？

什么是防止污染转嫁制度？

农村环境保护中应防止哪些形式的污染转嫁？

如何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做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应注意哪些问题？ 

地球上危害生命最广泛的10种物质是什么？ 

空气中有哪些主要污染物？

地面水有哪些主要污染物？ 

第二章　农村存在的环境问题  

    什么是环境问题？ 

    人类面临哪些环境问题？ 

    我国面临哪些环境问题？ 

    什么是农村环境？ 

    保护农村环境的目的是什么？ 

    农村（农业）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有哪些？ 

    农村常见污染源和污染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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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水污染？

水污染有哪些特点？ 

控制水污染有哪些途径？ 

防治水污染有哪些原则？

如何判断水污染及其污染程度？

水体污染源怎样分类？ 

如何治理水污染？

如何治理灰水？ 

如何治理温排水？

如何治理灰渣污染？

废水处理应遵循哪些原则？ 

废水处理有哪些基本方法？ 

什么是大气污染？

按污染范围大小，大气污染分为哪几种？ 

大气污染源可分为哪几种？ 

大气污染有哪些危害与影响？ 

如何防治大气污染？ 

如何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

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法律有哪些规定？ 

什么是农村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来源有哪些？

土壤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土壤污染？ 

什么是土壤资源？ 

什么是土地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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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荒漠化的对策有哪些？ 

什么是土地沙化？ 

什么是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有什么危害？

如何防治水土流失？

什么是水土保持？ 

什么是光污染？

光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光污染？ 

什么是噪声？

噪声如何分类？ 

什么是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噪声污染？ 

什么是固体废物污染？ 

固体废物处理原则有哪些？ 

固体废物有哪些处理方法？ 

如何防治固体废物污染？

如何处理处置固体废物？ 

什么是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重金属污染？ 

什么是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有哪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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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放射性污染？

什么是“白色污染”？ 

“白色污染”有哪些现状？ 

“白色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白色污染”？ 

农村乡镇企业污染现状是怎样的？ 

乡镇企业污染主要原因是什么？

乡镇企业污染有哪些特点？

乡镇企业如何防治大气污染？

如何防治乡镇企业污染？

如何防治农村环境中的恶臭污染？ 

如何防治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有毒有害气体引起的

大气污染？ 

如何防治汽车造成的大气污染？ 

如何防治某些临时性活动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第三章　农业环境保护 

什么是农业环境？ 

农业环境保护的根本出路是什么？ 

什么是农业环境污染？ 

什么是农药污染？ 

农药污染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农药污染？ 

什么是化肥污染？ 

化肥污染对环境有哪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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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化肥污染？ 

什么是秸秆污染？ 

秸秆污染对环境有哪些危害？ 

如何控制秸秆污染？ 

什么是农膜污染？ 

农膜污染有哪些危害？ 

如何防治农膜污染？ 

什么是禽畜养殖业污染？ 

如何防治禽畜养殖业污染？ 

什么是水产养殖污染？ 

水产养殖如何引起环境污染？ 

如何防治水产养殖污染？ 

如何防治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第四章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什么是农村生态系统？

什么是人类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有哪些功能？ 

什么是生态平衡和生态破坏？ 

引起生态平衡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生态破坏主要表现在哪些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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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面临哪些生态环境问题？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有哪些原因？ 

恶化的生态环境有哪些危害？ 

为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须采取哪些措施？

第五章  生态农业  

什么是生态农业？ 

什么叫因地制宜？ 

生态农业有哪些特点？ 

生态农业的发展目的是什么？ 

生态农业有哪些模式？ 

什么是有机农业？

什么是有机食品？ 

有机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在哪里？

有机食品与其他食品有哪些显著差别？

什么是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产地需要哪些环境条件？

第六章  环境遭受破坏带来的后果 

什么是酸雨？  

酸雨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酸雨有哪些危害？ 

如何控制酸雨？ 

什么是酸雨区？

什么是沙尘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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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形成有哪些原因？ 

沙尘暴有哪些危害？ 

如何治理和预防沙尘暴？ 

黄河断流有哪些自然原因？

黄河断流有哪些人为原因？ 

黄河断流带来哪些危害？ 

如何控制黄河断流？ 

长江水污染的现状是怎样的？ 

如何防治长江水污染？ 

赤潮发生有哪些原因？ 

如何防止赤潮？ 

第七章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名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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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一 章

环境是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场所，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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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环境？

环境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

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

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如何对环境进行分类？

按环境的范围由近及远将环境分为聚落环境、地理环境、

地质环境和宇宙环境。聚落是人类聚居的地方与活动的中心。

它可分为院落环境、村落环境和城市环境。地理环境位于地球

的表层，即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和生物圈相互制约、相互渗

透、相互转化的交错带上，其厚度约10～30千米。地质环境，

简单地说，它是指地理环境中除生物圈以外的其余部分。宇宙

环境指地球大气圈以外的环境，又称星际环境。“宇”即上下

四方，“宙”乃古往今来，“宇宙”即无限的时间和空间。

什么是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也称环境基质或环境因素，是构成人类环境整

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的而又服从整体演化规律的基本性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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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人们一般把环境要素分为生物环境因素与非生物环境因

素。大气、水、岩石、土壤、光、热等是非生物环境因素，动

物、植物、微生物等属于生物环境因素。各种环境要素本身之

间是互相密切联系、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而且它们也是认

识环境、评价环境、改造环境的基本依据。

什么是环境质量？

环境质量是环境系统客观存在的一种本质属性，并能用定

性和定量的方法加以描述的环境系统所处的状态。环境质量包

括自然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自然环境质量包括物理的、

化学的、生物的质量，如通过对自然环境质量的了解，可以确

定环境要素（水体、大气、土壤、植物等）受到污染的程度。

社会环境质量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等等。人

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不断地改变着周围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的

变化又不断地反馈作用于人。而人类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是全面

的，既包括对自然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包括对社会环境质量的

要求。简单地说，没有受到污染，舒适、宜人的环境，环境质

量就好；反之，环境质量就差。

什么是环境容量？

环境容量是指人类自下而上环境和自然自下而上环境不

3



保 护 基 本 知 识

环 境第 一 章

5

致受害的情况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或者

说环境容纳污染物质的能力是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称为环

境容量。一个特定的环境（如自然区某城市、某水体等）其

容量与该环境的空间、自然背景值及环境各种要素特性、社会

功能、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环境的自净能力等因素有

关。环境容量一般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在满足一半目标值的

限度内，区域环境容纳污染物的能力，其大小由环境自净能力

和区域环境“自净介质”（如水、空气等）的总量决定。二是

在保证不超出环境目标值的前提下，区域环境能够容许的最大

允许排放量。

什么是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如大气、

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物、太阳辐射等。这些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通常把这些因素划分为大气圈、水圈、

生物圈、土圈、岩石圈五个自然圈。人类是自然的产物，而人

类的活动又影响着自然环境。

什么是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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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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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所形成的环境体系，是与自然环境相对的概念。社会环

境一方面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标志，另一方面又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所以人们把社会环

境称为文化-社会环境。

什么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

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

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

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

什么是第一类环境问题？

第一类环境又称原生环境，是指没有受人类活动影响的自

然环境。在原生环境中，由干自然界本身的变异所造成的环境

破坏问题，即自然界固有的不平衡性，诸如自然条件的差异；

自然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太阳辐射变化产生的台风、干旱、

暴雨；地球热力和动力作用产生的火山、地震等，以及地球表

面化学元素分布的不均匀性，常导致局部地区某种化学元素含

量的过剩或不足，所引起的各种类型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都

可称为第一类环境问题。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