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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地球，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人类生存与地球环境息息相关，人类在劳

动中认识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人类对自

然界的作用又是有限度的，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一次次的飓风、地震、海啸、洪水等不可预料的自然灾害接连不断。

灾难面前，人显得无比脆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

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出现空洞、物种加速灭绝……大自然一

次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威

胁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

展。因此，人类的活动毫无例外地应服从物质世界的整体规律，在发展经

济、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以及向大自然排放污染物的时候都必须考虑

不能超过环境的承受极限。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面临的唯一选择。

立足今日，展望未来，环境保护之路漫长而艰巨。我们是继往开来的

一代，未来向我们提出了质疑。

目前最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大气的污染、可饮用淡水的匮乏、固体废

物量的增加等，面对这些挑战，我们要如何防治？环境问题涉及自然、社

会、环境等诸多因素，提高防治措施的科技含量是当务之急，科技行业需

要采取哪些措施应对？现代科技将会以怎样的手段来拯救奄奄一息的地球？

面对资源匮乏、能源紧缺和传统能源污染严重的问题，哪些新能源将会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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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传统能源来造福人类？新型环保材料可以运用在哪些方面？绿色汽车到

底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

未来，我们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我们生存的地球，要用怎样的方式来

拯救地球、来保护我们的共同的家园？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并非

大自然的主宰；地球孕育了人类，人类的一切行为不可超越自然”。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人类社会才能持续发展，才能使人与环境长期共存。我们必

须坚持可持续发展，尊重大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善待我们的生存环境，

与大自然协调发展。

另外，各国要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综

合手段实施环境管理，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我们每一人都要赶快地行

动起来，抛掉生活中的种种陋习，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来保护环境、挽

救我们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

本书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提出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并从政策、法律、科技、能源等方面找寻人类未来的环境保护之路，呼吁

全世界的人们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希望每一位读者在看完这本书

之后，都加入环境保护的队伍中来，从节约一滴水、捡起一片垃圾做起，

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环境保护的未来之路◆◆◆



书书书

ＨＵＡＮＪＩＮＧ ＢＡＯＨＵ ＤＥ ＷＥＩＬＡＩ ＺＨＩ ＬＵ

１　　　　

ContentsContents
目 录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的提出 １………………

　环境问题的发展 ３………………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７…………

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

　大气污染 ２６………………………

　水资源紧缺和污染问题 ３０………

　固体废物污染 ３３…………………

　生态环境的破坏 ３５………………

可持续发展之路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４２……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

意义和作用 ４５…………………

建立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体系

　加强国际合作 ５１…………………

　加强宣传教育 ５４…………………

　建立统一、集中的公害防治

体制 ５５…………………………

　制定有关法律规定，以法治

害 ５８……………………………

　将环保工作纳入市场经济轨

道 ６１……………………………

提高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以科技救地球 ６７…………………

　科技环保材料 ７０…………………

　除污防害前途无量 ７６……………

　节能技术 ８４………………………

加大环境污染的防治力度

　大气污染的防治 ９０………………

　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的

防治 ９２…………………………

　固体废物污染的防治 １０７…………

加强生态保护

　保护生物多样性 １１５………………

　绿化造林 １２０………………………

　保护湿地与草场 １２５………………

　环保农业的兴起 １２７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

◆◆◆目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ＨＵＡＮＪＩＮＧ ＢＡＯＨＵ ＤＥ ＷＥＩＬＡＩ ＺＨＩ ＬＵ

２　　　　

开发和利用新能源

　太阳能 １３３………………………

　风　能 １４５………………………

　核　能 １４７………………………

　生物质能 １４９……………………

　氢　能 １５２………………………

　地热能 １５４………………………

　海洋能 １５４………………………

　其他新能源 １５５…………………

善待自然，举手之劳

　尊重自然 １６３……………………

　衣 １６５……………………………

　食 １６９……………………………

　住 １７５……………………………

　行 １８５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檨

……………………………

环境保护的未来之路◆◆◆



书书书

ＨＵＡＮＪＩＮＧ ＢＡＯＨＵ ＤＥ ＷＥＩＬＡＩ ＺＨＩ ＬＵ

１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孕育生命的地球

地球，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地

球不仅孕育了生命，而且为人类提

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场所。亿万年

来，人类与地球息息相关，并以地

球为依托，从蛮荒走向文明，不仅

创造了无数美好的事物，同时也改

造了自己。这是一部人与地球互相

影响、互相调节的伟大历史。在这

过程中，人类得以生生不灭、代代

相传，地球也因为有了人类而更加

辉煌、更加灿烂，同时给予人类更

加理想的生存空间。

然而，随着人类的发展，以及发展过程对地球的改造，环境问题越来

越突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提出

地球和大自然造就了人类。人类自从成为地球的主人，便从完全依赖

于自然，到着手对大自然这个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进行各种各样的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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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改造，并在实践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人类的出现开始了宇宙

的新纪元。

人类凭借自由的手、交流的语言和发达的大脑，在地球的生物竞争中

掌握了绝对优势，所向无敌。

人类对自然改造的每一次 “胜利”，总是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伟

大的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曾指出：“不管愿意不愿意，人类的作用在于

引导地球的演变过程，其任务是将这一过程引向进步方向，始终朝着它前

进。”人类能否趋利避害完成这项非凡的使命，加倍地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并不断地改善所处的生态环境，使地球的绿色永远鲜亮艳丽呢？

南极臭氧洞

人类对地球索取的速度逐渐加

快，而且越来越快，对地球的压力

逐渐增大。随着对地球、对大自然

的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

全球环境问题最早提出于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５年在南极上空出现 “臭

氧空洞”以后，又被美国人证实，

至此构成了第二次世界环境问题的

浪潮。

这一阶段环境问题的特点是相

继出现 “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

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沉降、海洋污染、土壤沙化、危险废弃物越境

转移、植被破坏物种灭绝、资源危机以及人口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等等。这

些问题的共同特点是不仅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造成危害，而且对人类赖

以生存的整个地球环境造成危害。

环境问题是自人类出现而产生的，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老

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环境问题又会出现。虽然目前环境问题已经受到广泛

重视，但新的环境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人与环境的矛盾是在不断运动、不

断变化，永无止境的。这就是人类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

环境保护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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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就其性质而言，其一是具有不断发展和不可根除性，它与人

的欲望、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同时产生、同时发展。其二，环境问题

的范围广泛而全面，它存在于生产、生活、政治、工业、农业和科技等各

个领域。

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反作用，它迫使人类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

维方式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改变，使人们不仅认识到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同时更重视生态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环境问题的最后一个属性是可控性，即人们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环

境意识，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借助法律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

把环境问题控制在影响最小的范围内。环境问题既然是由于人类活动而产

生的，也就可以由人类去阻止它的发生和扩大。

环境问题的发展

由自然力或人力引起生态平衡破坏，最后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的客观存在的问题都是环境问题。我们常说的环境问题，是由人类

活动引起的。它又可分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两种情况。

环境污染包括由物质引起的污染和由能量引起的污染。当污染严重时

会发生 “公害”事件。公害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它能造成大面积的影响，

对人体和生物体造成严重危害，短期内会使人群大量发病或死亡。

生态环境破坏则是人类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引起的。例如乱砍滥伐

引起的森林植被破坏、过度放牧引起的草原退化、植被破坏引起的水土流

失、草原植被破坏引起的土壤荒漠化、生态环境破坏和大量捕杀野生动物

危及地球物种多样性等等，都属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自古有之，但因其量小面窄，生态系

统尚能通过自身内部的调控得以消除，多世纪以来并没有成为太大的问题。

１８世纪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环境遭到巨大的

破坏和污染，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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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染的河

随着燃料动力的变迁、新工业

部门的增加、新应用技术的出现，

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产业革命开始到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公害发生期。

产业革命使纺织工业、煤炭、钢

铁、化工等重工业迅猛发展，尤其

是作为动力的煤炭大规模应用，导

致大量煤烟尘和二氧化硫进入大气

层，污染空气。同时，采矿业和化

工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污水，严重污

染附近江河的水质，特别是制碱法

的出现使其排入大气的氯化氢与水

汽结合成盐酸，腐蚀衣物、毁坏建

筑物，使树木枯黄、庄稼受害；弃

置在河岸旁的经过硫化的矿石被逐渐分解，产生硫化氢，恶臭熏人、毒死

河鱼。后来，漂白粉、氨碱法等新产品、新工艺的产生，虽然使原来的污

染有所减少，但又往往带来新的污染。

第二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是公害发展期。由燃煤造成的污染

有所发展，同时增加了石油和石油产品带来的污染。３０年代后，内燃机代

替了蒸汽机，各种车辆广泛使用，使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急剧增加，其排

出的废气在紫外线的作用下生成刺激性气体，形成光化学烟雾，损害农牧

业，威胁人类健康。另外，有机化学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使有机毒物对环

境污染的问题更为突出。尤其是含酚废水对水域的污染，不仅毒害水生生

物，而且使人慢性中毒，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第三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现在，是公害泛滥期。由石油及其制品

造成的污染大量增加，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污染源，如农药、化肥等有机合

成物，以及放射性物质等。此阶段，除大气污染严重外，水质污染也非常

环境保护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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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另外，噪声、垃圾、恶臭等污染源纷纷出现。这一时期污染环境较

为严重的是化工、冶金、轻工三大行业，火电厂、钢铁厂、炼油厂、石油

化工厂、矿山有色金属冶炼厂和造纸厂六大工厂。此外，城市汽车也是一

种重要的污染源。

工业化是地球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的根源。资产阶级通过工业化，按

照自己的愿望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但是，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

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外，人类的生存环境被日益污染

和严重破坏。

第二次工业革命

根本原因是，资本家在

工业化过程中为追求高额利

润而牺牲和推迟了对公共福

利事业———包括卫生、教育、

城市规划、公共安全、环境

改善等方面的投资，最终导

致 “私人富裕，公共污秽”

的局面。资本家为了追求利

润，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

在一般条件下，原料、机器设备、劳动力费用很难有较大程度下降。因此，

他们首要目标是减少其他费用，例如，将不加处理的炼铁炉渣小山似地堆

在矿场或高炉旁；让工业废水任意流入江河、工厂废气不断排入天空；对

厂内的噪音、高温听之任之等等。后来，由于工人的斗争，资本家不得不

逐渐改善厂内工人的劳动条件，但厂外的环境依然如故，无人关照。不少

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地球具有净化能力，是 “无偿清洁夫”，没有必要考虑

生产的 “外部经济性”。这就是环境问题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工业化还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人类的大部分工作不再在耕

地上进行，而是在建筑物密布的区域内完成。这有利于减少水、电、交通

运输等的费用支出，有利于劳动力、原料、产品等的交易，以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提高经济效益。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加快，人口迅速集中，废物

及排泄物的祸患也就成倍地增加。城市中非常拥挤的 “棚户区”或 “贫民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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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环境更为恶化；而富人的浪费、挥霍，尤其是汽车的大量增加，使城

市的空气混浊不堪。在这样的环境中，疾病流行，人口过早死亡。凡是能

够避开工业城市市区内污秽、疾病及噪音的中产阶级、大资产阶级，都设

法迁居郊外的绿化园林和别墅。后来，由于火车能通到更远的郊区，居民

从大城市市中心迁到远郊区，形成了 “卫星城”。他们原想逃避污染，实际

上使城市的污染不断扩大。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重要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一方面产

生了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却导致资本家对自然资源的狂采滥伐。工业

化造成的 “羊吃人”故事广为流传，但工业化造成的污染事件未必人人都

知道。尤其是当西欧殖民者用大炮轰开东方落后国家时，对自然资源的掠

夺更是肆无忌惮。他们霸占土地，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甚至烧林毁

地，强迫当地居民放弃粮食作物、种植经济作物，使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

原料供应地。因此，自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开始改造自然起，地球的环

境就受到冲击。但是，地球有其自身的调节力量，使其恢复生态的原来平

衡。即使自然的和人为的巨大冲击力，导致生态平衡严重破坏，甚至造成

某些古代文明的覆灭，但毕竟还是局部地区的。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

帝国主义向全球进军后，资本主义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不再是局部的，而

是全球性质的，环境污染越来越全球化了。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工业化核心的科技革命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这

不仅表现在科技知识加速更新，科技成果迅速增加，而且表现在从科学发

现到技术上实现的时间在缩短，新技术、新产品老化的速度加快。

据统计，从发明到应用所花的时间，蒸汽车１００年，电动机５７年，电

话５６年，无线电３５年，真空管３３年，汽车２７年，飞机１４年，电视机１２

年，原子弹６年，晶体管５年，集成电路３年，激光器１年；新技术、新产

品的老化周期，２０世纪初为４０年，７０年代约为８～９年，８０年代更短。每

一项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会带

来新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这与古代由于科学发展造成的环境影响相比，无

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要严重得多。古代一项科学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可

能需要几百上千年，但是，现代可能只需几年。因此，科学技术发展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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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使大自然自我调节、自我净化的能力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客观变

化，而且人类也难以采取新的措施根除日新月异的污染源。这可能就是地

球环境被加剧污染、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

正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指出的：“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

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

切水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

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

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

因而不断造成新的大城市。”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环境的污染与资源的破坏日益国际化、全球化。

人类的生存、生活都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这种状况还在一天天不断地

恶化。大自然一次次向人类敲响了警钟，保护环境，已经是刻不容缓的紧

急事情。

正在失去平衡的地球

人类借助于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

质财富。但是，自然界的生物 （包括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他们

的活动受着环境及其自身内部规律的制约。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索取和

改造都会遭到大自然强烈的抵抗。正如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

报复了我们”。自从１８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加速了对地球的索取，

致使地球的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生态系统正在失去平衡。

人类在地球上不能单独存在。他们离不开空气、水、土壤，总是在自

然界的一定范围内，与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通过各种方式彼此

联系，互相依存，共同生活在一起，组成 “生物圈”。科学家们也称它为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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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或 “生物群落”。人们对此早已有研究。

达尔文

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写的 《动物

历史》一书中就曾断言： “当动物

占据相同的空间和为了生存而利用

相同的资源时，它们之间就会发生

战争”。

１８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利诺伊

则说： “自然界是个虚弱的体系，

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支持的”；

“在自然政府中，人是最高的侍

从”。

１９世纪，达尔文在 《物种起

源》一书中创立了进化论。１８６６

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作为达尔

文的追随者，将希腊语中的 “住

宅”与 “研究”两个词结合在一

起，创造了 “生态学”这个词。

１８９５年丹麦哥本哈根植物学教授沃明提出了 “生态学是生物学根源”

的著名论点。他的 《植物生态学》被看成是创立 “生态学”这门新兴科学

的标志。

进入２０世纪，植物学家席姆佩尔第一次研究了环境在生理方面对植物的

影响。１９３５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创立了生态体系理论，他认为，在生态系

统中，以人为代表的生物同其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无时无刻

不在利用和转化生存环境中的能量和物质，也无时无刻不在释放一定的能量

和物质。因此，其中一个因子的运动变化，必然影响其他因子的运动变化，

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实质上是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的过程。

１９４２年，美国人雷蒙德·林德曼在对明尼苏达州一个湖进行研究的基

础上，将有关生物与环境之间物质与能源转换的结论推广到所有陆地与水

中的生态体系。“生态体系”变为一种基本概念，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

环境保护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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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确立。他指出，人类应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然。

关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的能量转换，实际上是生态系统内，由非生物环

境经有机物，再到生态环境间的一系列能量传递和转换过程。这些能量最

初来自太阳；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藏在有机物

质之中，这些能量沿着生物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流动。

食物网

“食物链”是有生物以来就客观存在的现象。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

米，虾米吃滓泥”，生动地反映了生态系统中植物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

的关系。这种关系如同一条一环扣一环的锁链，所以叫 “食物链”。食物链

上的每一个环节叫做 “营养级”。

在自然界中，一种生物完全依赖另一种生物而生存的现象是极少的。

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纯直线式的 “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交织的 “食

物网”。正是这种食物链和食物网，为所有的生物提供了生命延续所必需的

能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食物网的能量转化过程中，每传递一次就要有许多能量用于一系列

生命活动，转化为热能散发出去，只有少部分蓄贮在机体里构成自身物

质。所以，能量沿着食物链的营养级流动，必然逐级减少。复杂的食物网

是使生态系统保持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认为，食物网越复杂，生态系统

抵抗外力干扰的能力就越强；食物网越简单，生态系统就越容易波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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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

据统计，每年投射到地球上的太阳能总量为２．１×１０２４焦耳左右，而地

球上每年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可形成的生物量为１．７×１０１１吨 （干重），相当于

３．１×１０２１焦耳的能量，其中陆地生态系统生物量占２／３，即１．４×１０１１吨干

物质；水生生态系统占１／３，即０．５６×１０１１吨干物质。绿色植物的光能利用

率平均仅为０．１４％，大田农业生产的光能利用率平均为０．５％，高产田仅达

到１％～２％。

能量流动逐级递减规律决定了生物系统能量流动呈现底部宽、上部窄

的 “生态金字塔形”：最底层是植物；第二层是食草动物；第三层是食肉动

物；最后是在金字塔顶尖上的人类。

而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比如对植物的毁坏、对动物的过度捕杀，就等

于破坏了食物链和食物网的平衡，就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崩溃。而人也是生

态系统中的一部分，生态失衡，人类也必被殃及。

物质交换是非生物环境中各类参与合成和建造有机体的物质，在环境

与生物之间进行反复循环的过程。这些非生物物质是生物生命所必需的。

有些是生物大量需要的，例如碳、氢、氧、氮，被称为基本元素，也叫能

量元素；有些是生物的营养元素，虽然在生命过程中所需量较少，但却是

不可缺少的。这些元素全部是由地球供给的。植物通过空气、水、土壤等

吸收各种能量、营养元素，将简单的无机分子转化为复杂的有机分子，使

其沿着与能量流动相同的渠道———食物链流动。在这过程中，动植物的排

泄物及其死亡的尸体被微生物分解，将有机分子转化成无机分子归还给环

境，以供植物再吸收。这就是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它主要包括水循环以

及碳、氮的循环。

生物圈是由无数个小的生态系统所组成。它们各自的物质和能量转换

汇合成生物圈总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根据人类干预程度可以划分为：自然

生态系统，如海洋、湖泊、森林、草原、荒漠等；以人为主体的人工生态

系统，如城镇、工矿、宇宙飞船等；介于前两类之间的农业生态系统，是

驯化了的生态系统。生物种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

不同物种、不同类型或不同品种以及它们之间的量比关系，构成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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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的基本结构，又称主体结构。同时，构成生态系统的各生物种群在

时间上的演变和在水平空间以及垂直空间上的组合与分布，构成了生态系

统的形态结构。另外，生态系统中由各种生物成员通过食物营养联系起来

的食物链和食物网，是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

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生物系统的功能，形成生态资源。它为物质资料

的再生产提供活动场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如果没有生态资源，现代工业所需的厂房不能建造，交通运输无法进

行，原料难以获得，商品的流通也会受到影响，现代工业只是一句空话。

人类一旦拥有生态资源，就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导演出一幕一幕伟大壮丽的

戏剧来，创造出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

正如艾伦·科特雷尔在 《环境经济学》中指出的： “能源是最基本

的自然资源……有了充足的能源和消费者的需要，原则上就可能开采出

所需的全部原料，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把低级物质，如海水、普通岩石

和旧工业城市的瓦砾堆转变成人们需要的任何商品，如人工纤维、铬

钢、合成金刚石、人造塑料、淡水、沙漠绿洲、清洁的空气，甚至蛋白

质食物”。

生态资源对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也是极为重要的。人类的生存离不开

空气、阳光、土地、水、动植物等，而且人体的构造、生长、发育、繁衍

等生理活动所需的能源不能靠人本身从太阳能中获取，只能来源于生态系

统中动植物体内贮藏的化学能。因此，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产物的人类，

没有生态资源，就不能生存和发展，也就不能进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当

然，生态资源对社会性质和变革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

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然而生态环境是脆弱的，生态资源的污染与破坏导致

了生态平衡的失调。

生态平衡就是生物与环境在长期适应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处于相

对稳定的状态。它主要表现在生物种类的组成、各种群的数量比例以及物

质、能量输出与输入等方面处于最佳功能的状态，包括结构平衡、功能平

衡和物质平衡。

影响生态平衡的因素很多，例如自然界发生的火山爆发、地震海啸、

◆◆◆人类发展遭遇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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