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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求知文库》是一套介绍科普知识的丛书，涵盖了环境、能

源、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现代社会拥有高度文明，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都很丰

富。但立足长远，能源贫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自然灾害这

些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人类，阻碍着社会发展，甚至给人类带

来了巨大的灾难。而青年一代正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力

量，怎样传承世界文明，使人类能够更和谐、快速地发展呢？

答案是青少年应该具备足够的知识，了解前人创造的文明，了

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科技，保证社会长足

发展。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以电视电脑为媒介的科学

教育专题节目也越来越多。但考虑到电视传播转瞬即逝，电

脑传播还不是很普及，为更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特推出《求知

文库》这套丛书。本丛书覆盖面广，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兼顾

了科学性和趣味性。希望能给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了解人类



文明、发展的窗口，为青少年朋友增长知识、促进成长尽一份

薄力。

本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她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

把那些原本枯燥乏味的知识讲得浅显透彻、趣味盎然；把那些

生活中经常碰到的或忽略了的日常现象讲得令人恍然大悟、

豁然开朗；她真正地把学生课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融汇

贯通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专家及学者

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对

一些业已发表的稿件进行了采编，有部分未能联系到原作者。

望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方便寄付稿酬。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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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水即生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淡水年特使、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尔索德

我很荣幸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为国际淡水年特使，

深感有责任唤起民众对淡水资源的珍惜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

的社会更加欣欣向荣。正如总干事在国际淡水年发起仪式上的致辞

中所倡议的：“为了世界和平、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让我们携手关

注、珍惜和分享淡水资源。”

由于我本人来自沙特阿拉伯———一个没有常年流淌的河流、小溪

和湖泊、降雨稀少的沙漠王国，我非常清楚淡水的价值。不久前，我国

的人民还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本能地适应水资源短缺的环

境，不浪费水，有多少水，就只用多少，城镇才得以发展。但是今天，人

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沙特正经受着水

资源短缺的严峻考验。

人口增长、工农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使用水量不断上升，已超过

了我国有限水资源的负荷。是的，我们利用宝贵的地下水灌溉小麦、

大麦、西红柿和瓜果并养殖家禽，创造了沙漠繁荣，但这是以牺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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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代价的。我们的灌溉浪费水，排水设施严重不足，加剧了土壤

盐碱化，缺乏规划和监测的泵站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有些地方的

泉水因此干涸。

联合国世界水评估项目组在２００３年３月公布的《世界水发展报

告———水与人类和生命》中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强调了协调

不同用水户的用水需求的重要性。它还发出警告，如果现在不采取积

极的行动，随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越来越少，几年

后全球水危机将达到历史高峰。

该报告标志着联合国２３个机构和委员会第一次联手，共同监测

卫生、粮食、生态、城市、工业和能源等领域用水目标的进度，值得各国

政府在制定本国水利工作计划时参考。在共同应对水问题过程中，联

合国各机构展现了各自的专长。如在淡水领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尤

其关注水质，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

同开展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突出强调和平、

人类发展和安全。早在１９７５年，该组织就成立了国际水文计划，为全

球水资源评估和制定水管理方面的伦理和社会经济指导原则提供了

技术支持。现在，它还强调教育、培训和伙伴关系应为创造更美好、更

安全的明天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每个人、每个社区和每个地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尽绵薄之

力。国际淡水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共同采取

行动。

我们阿拉伯语中有一俗语：“水即生命。”愿我们每次打开水龙头

和喝水时都能想起这句话。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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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水资源危机

第一节　水污染概述

人类的活动会使大量的工业、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水中，使水

受到污染。目前，全世界每年约有４２００多亿立方米的污水排入江河

湖海，污染了５．５万亿立方米的淡水，这相当于全球径流总量的１４％

以上。

１９８４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为“水污染”下

了明确的定义，即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

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征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

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称为水污染。

水的污染有两类：一类是自然污染；另一类是人为污染。当前对

水体危害较大的是人为污染。水污染可根据污染杂质的不同而主要

分为化学性污染、物理性污染和生物性污染三大类。根据被污染水的

地理分布可以分为海水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

化学性污染

污染杂质为化学物品而造成的水体污染。化学性污染根据具体

污染杂质可分为６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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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机污染物质：污染水体的无机污染物质有酸、碱和一些无机

盐类。酸碱污染使水体的ＰＨ 值发生变化，妨碍水体自净作用，还会

腐蚀船舶和水下建筑物，影响渔业。

（２）无机有毒物质：污染水体的无机有毒物质主要是重金属等有

潜在长期影响的物质，主要有汞、镉、铅、砷等元素。

（３）有机有毒物质：污染水体的有机有毒物质主要是各种有机农

药、多环芳烃、芳香烃等。它们大多是人工合成的物质，化学性质很稳

定，很难被生物所分解。

（４）需氧污染物质：生活污水和某些工业废水中所含的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脂肪和酚、醇等有机物质可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进行分解。

在分解过程中需要大量氧气，故称之为需氧污染物质。

（５）植物营养物质：主要是生活与工业污水中的含氮、磷等植物营

养物质，以及农田排水中残余的氮和磷。

（６）油类污染物质：主要指石油对水体的污染，尤其海洋采油和油

轮事故污染最甚。

物理性污染

物理性污染包括：

（１）悬浮物质污染：悬浮物质是指水中含有的不溶性物质，包括固

体物质和泡沫塑料等。它们是由生活污水、垃圾和采矿、采石、建筑、

食品加工、造纸等产生的废物泄入水中或农田的水土流失所引起的。

悬浮物质影响水体外观，妨碍水中植物的光合作用，减少氧气的溶入，

对水生生物不利。

（２）热污染：来自各种工业过程的冷却水，若不采取措施，直接排

入水体，可能引起水温升高、溶解氧含量降低、水中存在的某些有毒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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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毒性增加等现象，从而危及鱼类和水生生物的生长。

（３）放射性污染：由于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放射性矿藏的开采，核

试验和核电站的建立以及同位素在医学、工业、研究等领域的应用，使

放射性废水、废物显著增加，造成一定的放射性污染。

生物性污染

生活污水，特别是医院污水和某些工业废水污染水体后，往往可

以带入一些病原微生物。例如某些原来存在于人畜肠道中的病原细

菌，如伤寒、副伤寒、霍乱细菌等都可以通过人畜粪便的污染而进入水

体，随水流动而传播。一些病毒，如肝炎病毒、腺病毒等也常在污染水

中发现。某些寄生虫病，如阿米巴痢疾、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等也

可通过水进行传播。防止病原微生物对水体的污染也是保护环境，保

障人体健康的一大课题。

海水污染

污水、废渣、废油和化学物质源源不断地流入大海。在许多海域，

倾倒混有石油的污水是非法的，但这种事仍时有发生，而真正的石油

灾难是在巨型油轮泄漏或沉没时发生的。如今我们设法用化学品使

水中石油沉淀以达到清除石油的目的。

向海洋倾倒化学和放射性废物的做法已持续多年。容器总有一

天会腐蚀掉，有害物质便将进入海水中。我们对深层水与表层水的循

环情况还了解不多，其过程或许比我们以前所想的要快。因此有害物

质就会扩散到生物活动的水层中去。

地表水污染

五百多年以前，人们就认为饮用流经大城市的河水是危险的，而

—５—



求知文库

工业化、人口增长以及新的有毒化学品，使情况愈来愈糟。

排水系统的铺设和清洁剂的使用有增无减，使我们的水道和湖泊

中磷酸盐含量日益增多。这种过度营养导致藻类迅猛繁殖，消耗水中

的氧，使鱼类死亡，生态系统恶化。由于工业上不妥善处理汞化合物

和其他重金属，也造成严重的水污染。汞通过食物链的进程逐渐集

中，最后对吃鱼的鸟或人类造成严重的神经损坏。

地下水污染

与地表水一样，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地表或

土壤水的下渗，农用氮肥以及垃圾中的油、酚污染着地下水，氮肥中的

硝酸盐一旦进入地下，便转变为亚硝酸盐，它在人体中能够转变成致

癌物质。地面植被的破坏和湿地的排水减少了地表水的渗透，从而降

低了潜水面。由于城市和工业的过度需要，淡水不断被抽出作为生活

和工业用水，然后作为地表污水重新排放，因而还会导致潜水面的进

一步下降。另一方面，大量频繁的灌溉可以增强渗透作用，使潜水面

一直升到地表。而在干旱地区，被水渗透的土地由于异常的蒸发作

用，引起地下水中盐类的沉淀，迟早会变成不能耕作的盐碱地。

第二节　淡水资源危机

水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物质之一，总体积为１４．１亿立方公里。这

些水如果均匀分布在地球表面，地球水深将近３０００米，其中只有２％

是淡水。淡水的８７％又被封冻在两极及高山的冰层和冰川中，难以利

用。便于人类利用的淡水资源只有２１０００平方公里左右。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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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加上人类的不合理利用，使世界上许多地区面临

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淡水资源短缺

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均用水量的增加，在过去的

３个世纪里，人类提取的淡水资源量增加了３５倍，１９７０年达到了３５００

平方公里。２０世纪的后半叶，淡水提取量每年增加４～８％，其中农业

灌溉和工业用水占了增长的主要部分（见表１），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绿色革命”期间，灌溉用水翻了一番。

表１　世界各洲水资源开采量及部门结构（１９９５年）

总量

（立方公里）

人均占有

（立方米）

年开采量

（立方公里）

人均开采量

（立方米）

部门开采量（％）

生活工业 农业

非洲 ３９９６．０　 ５４８８　 １４５．１４　 １９９　 ７　 ５　 ８８
欧洲 ６２３４．６　 ８５７６　 ４５５．２９　 ６２６　 １４　５５　 ３１
北美洲 ６４４３．７　 １５３６９　 ６０８．４４　 １４５１　 ９　 ４２　 ４９
南美洲 ９５２６．０　 ２９７８８　 １０６．２１　 ３３２　 １８　２３　 ５９
亚洲＊ １３２０６．７　 ３８１９　 １６３３．８５　 ５４２　 ６　 ９　 ８５
大洋洲 １６１４．３　 ５６５４３　 １６．７３　 ５８６　 ６４　 ２　 ３４
世界＊＊ ４１０２２．０　 ７１７６　 ３２４０．００　 ６４５　 ８　 ２３　 ６９

　　注：资料来源：世界资源报告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

＊开采量方面的数字是１９８７年数据。

＊＊开采量方面的数字是１９８７年数据。

根据国际经验，每人每年１０００立方米可重复使用的淡水资源是

一个基本指标，低于这个指标的国家可能会遭受阻碍发展和损害健康

的长期性水荒。目前，世界上有２０个左右的国家已低于这一指标，大

部分位于西亚和非洲。据有关国际组织预测，生活在缺水国家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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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２亿增加到２０２５年的６．５３亿（按照低人口增长预

测）和９．０４亿（按照高人口增长预测）之间。到２０５０年，预测生活在

缺水国家中的人口将增加到１０．６亿和２４．３亿之间，约占全球预测人

口的１３～２０％。这尚不包括中国西北部、印度西部和南部、巴基斯坦

和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美国和南美西海岸这些干旱缺水的地区。因

此，全世界实际上受水资源短缺影响的人口比上述预测数字更多

一些。

与淡水资源短缺相对应的是水资源的大量浪费。农业消耗了全

球用水量的７０％左右，但农业灌溉用水效率普遍比较低，许多灌溉系

统６０％以上的水在浇灌庄稼前就渗漏和蒸发掉了，并带来土壤盐

渍化。

表２　森林消失和淡水资源（２００２）

国家或地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均森林消失量①

平方公里比率（％）

２０００年人均

淡水资源

总量（立方米）

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

度淡水抽取

量占水资源

总量百分比（％）

１９８７年淡水抽

取量的利用
用于

农业

用于

工业

生活

用水

世界总计 ９０３８５　 ０．２　 ８６９６　 ７１　 １９　 ９

高收入国家 －８０１１ －０．１　 ４０　 ４３　 １４

中等收入国家 ２６９３０　 ０．１　 １０５７９　 ７４　 １６　 １０

低收入国家 ７１４６６　 ０．８　 ６２４３　 ９０　 ５　 ５

中　国② －１８０６３ －１．２　 ２２４１　 １８．６　 ７７　 １８　 ５

孟加拉国 －２０４ －０．６　 ９２３８　 １．２　 ８６　 ２　 １２

印　度 －３８１ －０．１　 １８７８　 ２６．２　 ９２　 ３　 ５

印度尼西亚 １３１２４　 １．２　 １３４８７　 ２．６　 ９３　 １　 ６

以 色 列 －５０ －４．９　 ４４９　 ６１．１　 ６４　 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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