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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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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最低？如何在所有消防工作者心中树立“绿色消防”意识？是我们需要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本书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全面细致地论述了环境与消防的关

系，结合火灾案例和典型的环境污染案例，研究火灾的发生与扑救过程中产生

的环境问题，尝试提出合理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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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环境概述

人类诞生于环境，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都离不开环境，我们人类只有

一个地球。

大约 45 亿年前，地球开始形成，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丰

富的物质生活基础，使人类能在地球上得以繁衍生存。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其具体内涵随社会的发展而不同。原始社会时期，

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狭隘的单向的形式，人类主要是通过生活活动和

生理代谢过程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是以利用而不是改造的方式与自

然相连接，自然界不仅不因为人类的存在而有所改变，而且包含和支配着人类。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极大的增长，人工自然越来越

多的出现，人类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加，

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逐步提高，人类已不再局限在那些天然条件优越

的地方生存和生活，人类所到之处，砍伐森林、毁烧草原、种植庄稼，一个个

人工自然群落出现在世界各地，很快改变了地球原来的面貌。到了农业时代的

后期，尽管人类改造自然的成绩斐然，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开始显现，人与

自然的关系之中开始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到了工业文明时期，随着工业文明的

不断推进，人类已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也面临着

比农业文明时期更为严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20 世纪以来，许多国家

相继走上了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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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所继承的生物圈与人类自身所创造且不断更新的技术

圈正处在很不平衡的状态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骤然全面激化，全球性的

生态危机频频袭来，地球的环境加速恶化、生态失去平衡并威胁着人类未来的

生存与发展，人类已经不同程度地尝到了环境破坏的苦果，环境问题不再是个

别学者研究和关注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环境定义及分类

“环境”（Environment）一词的含义极为丰富。一般意义上来说，环境

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作为某一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它因中心

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

物就是这个中心事物的环境。

对不同的对象和科学学科来说，环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从生物学的角

度来说，环境是指生物生活周围的气候、生态系统、周围群体和其他种群。从

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环境是指人们生活周围的各种情况和外界

条件。从建筑学角度来说，是指室内条件和建筑物周围的条件。从化学或生物

化学的角度来说，是指发生化学反应的介质。从环境保护的宏观角度来说，环

境就是人类的家园——地球。我国 1989 年 12 月 6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对环境的内涵有如下规定：“本法所称环境，

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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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综上所述，“环境”一词在不同的场合，有着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就环

境科学和环境立法而言，环境的主体是人类，即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人

类生存、繁衍所必需的、相适应的环境。

随着地球的演化，在 200 万 ~ 300 万年前出现了人类，原本的地球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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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的环境，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

人类与其他的生物不同，不仅仅以自己的生存为目的来影响环境、使自己的身

体适应环境，而且为了提高生存质量，还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有意识地改造环

境，把自然环境转变为新的生存环境。这种新的生存环境有可能更适合人类生

存，但也有可能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这一反复曲折的过程中，人类的生

存环境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结构复杂的、多层次多组元相互交融的动态环境体

系 （Hierarchical System）。

一般按照空间范围的大小、环境要素的差异、环境的性质等为依据进行

环境分类。

人类环境习惯上分为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和人工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

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自然环境通常是指非人类创造的物质所构

成的地理空间。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

微生物以及地壳的稳定性等自然因素的总和。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自然环境就

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能量和自然现象的总体（图

1-1）。

图 1-1　自然环境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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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把这些构成自然环境总体的因素，分别划分为大气圈、水圈、土圈、

岩石圈和生物圈等五个自然圈。所以若按此因素来分类，环境也可以分为大气

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地质环境和生物环境。必须指出，自然环境对人的

影响是带根本性的。人类要改善环境，都必须以自然环境为其大前提，谁要是

超越它，势必一事无成。

由于构成自然环境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因此如

果其中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有了变化，其他因素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从而引起自然环境的变化。如：森林面积的减少或造成水土流失，进而导致河

水浑浊、河床上升；某一物种减少，可能造成其他相关物种的议程增殖或衰竭

等。可见，自然环境在时间上又是可变化的，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环境的变化

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

（二）人工环境

人工环境是指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也称人为环境

或社会环境。如农田、草原、人工林、城市、农村、工矿区、居民区、疗养区、

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等。即指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它包括由

人工形成的物质、能量和精神产品，以及人类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或称上层建筑（图 1-2）。

 

图 1-2　人工环境的组成

人工环境的发展和演变受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人工环境的质量是人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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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区别

人工环境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有目的创造出来的，是由占优势

的人工环境因素构成的，当然也不排除人工环境中的某些自然物质，如阳光、

空气、水、土壤等存在的必要性。人是人工环境的主体。自然环境是由非人类

创造的自然物质构成的，生物是自然环境的主体。

通常，按照人类生存环境的空间范围，可由近及远，由小到大地分为聚

落环境、地理环境、地质环境和星际环境等层次结构，而每一层次均包含各种

不同的环境性质和要素，并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组成。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改造者，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

于认识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往往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造成对环境的

污染和破坏，与此同时，环境也不断地反作用于人类，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

随着人口的激增、工业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改变本国贫穷落后

状态的愿望及行动，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治理刚刚取得某种进展的同时，发展

中国家生态破坏和环境却更为严重与突出，反过来，又强烈制约和影响着经济

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南极上空发现了臭氧空洞，它与地球变

暖即所谓“温室效应”和酸雨问题构成了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明显地危及全

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二节　环境问题

一、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指由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引起生态平衡破坏以致直接或间接影

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情况。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危害也各不相

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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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原生环境问题。它是由自然演变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如地震、海啸、

洪涝、干旱、风暴、滑坡、泥石流等。

另一类是次生环境问题。它是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次生环境

问题又分为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两大类。环境污染是因工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

向环境排放过量的污染物质或由于物理因素，如噪声、热、光、放射性等造成

的环境污染，包括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从污染物的不同可分为生

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微波干扰等。环境破坏主要是因为人类开发、

利用资源不当引起的一种破坏自然生态而产生的生态效应。

经研究证明，一些“自然灾害”常常由于人为因素的加入而增强。如：

大量砍伐森林—植被被破坏—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又如：修建大

型水库可以起到防洪、灌溉、给水、发电、养殖和旅游娱乐等积极作用，但有

些水库也会触发地震，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瑞士、前苏联、印度、巴

基斯坦的水库和我国的新丰江水库都曾发生过水库充水触发地震的问题。

二、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在诞生以后很长的岁月里，只是自然食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人类

对环境的影响和动物区别不大。人类主要是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造环

境。这时的环境问题表现为洪水、猛兽、林火、风暴以及种种自然灾害对人类

生存的威胁，如果说那时也发生所谓的“环境问题”的话，主要是因为人口的

自然增长和像动物那样无知，乱采乱捕、滥用资源，从而造成生活资料缺乏引

起的饥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类被迫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学会适应

在新的环境中生活，开始有意识地改造环境。

进入农业和畜牧业社会后，人类改造环境的意识增强，同时也产生了环

境问题。如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引起水土流失、水灾、旱灾的频繁发生；

兴修水利，往往又引起土壤盐碱化和沼泽化。例如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

的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但大规模的毁林垦荒，造成了严重的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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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后期，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1784 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迎来了

英国产业革命，使生产力获得了飞跃的发展），采矿、冶金、机械、纺织、化

工工业的发展，以及煤的大量使用（燃烧），造成了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如

1873 ~ 1892 年英国伦敦曾发生过多次煤烟污染事件，死亡近千人。但此时的

环境污染还是局部的，暂时的，造成的危害也是有限的，环境问题并未引起人

们的足够重视。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工矿企业及能源开

发等都得到了大力发展。除燃煤造成的污染有所加重外，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

石油的开发和炼制，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对环境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近地表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发展到了

高峰，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这一时期世界

公害事故发生的次数和公害病显著增加的事实，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1909 ～ 

1973 年世界公害病情况统计见表 1-1。

表 1-1　1909 ~ 1973 年世界公害病情况统计

期别、年份
公害事故

次数

公害病患者 公害病死亡

人数（人）
年平均人数
（人 / 年）

人数（人）
年平均人数
（人 / 年）

前期 22 年
（1909—1930）

3 9092 413.27 915 41.6

中期 22 年
（1931—1952）

10 14 348 652.18 5529 251.3

后期 21 年
（1953—1973）

52 458 946 21 854.3 139 887 6661.3

总计 65 482 388 146 331

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也就是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 40 多年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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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环境污染的特点是：由工业污染向城市污染和农业污染发展；点污染

向面源（江、河、湖、海）污染发展；局部污染向区域性和全球污染发展，构

成了世界上第一次环境问题的高潮。从此，人们也开始正视保护环境，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发达国家的污染问题部分地获得解决，环境状况有所改善，但环

境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同时，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又会带来新的环境问

题。许多发展中国家又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污染越

来越严重，1984 年 12 月 3 日印度的“博帕尔惨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984 年由英国科学家发现，1985 年美国科学家证实在南极上空出现“臭

氧空洞”，构成了第二次世界环境问题的高潮。这一阶段环境问题的核心是与

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和“酸沉降”三大全球性大

气环境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全人类的高度重视。2013 年，“雾霾”成为

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 1 月，4 次雾霾过程笼罩我国 30 个省（区、市），在

北京，仅有 5 d 不是雾霾天。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 500 个城市中，只有不

到 1% 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

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有 7 个在中国。大气环境问题再次备受关注。

综上所述，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老的环

境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环境问题，人对自然界有高度的依赖性，人不是

超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中的一切并非只为人类的生存而存在，人也不是自然的

中心。但和其他的生物、非生命物质不一样的是，人具有能动的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能力，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自然的一种破

坏。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说，人类对自然支配的每一次胜利，自

然都报复了我们。人类与环境这一对矛盾，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永无止境

的。可以说，现在在地球上很难找到一块未被污染的“洁净绿洲”，环境污染

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国外八大公害事件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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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国外八大公害事件

事件
名称

发生
时间

发生
地点

发生原因 主要后果

马
斯
河
谷
事
件

1930 年
12 月
1~5 日

比利时
马斯河
谷工业
区

　工业区处于狭窄的盆地中，12
月 1~5 日发生气温逆转，工厂排出
的有害气体在近地层积累，据推
测，事件发生时大气中 SO2 浓度达
25 ～ 100 mg/m3，有人认为还有氟
化物污染，一般认为是几种有害气
体和粉尘对人体的综合作用

　3 d 后有人发病，症状表
现为胸痛、咳嗽、呼吸困难
等。一周内有 60 多人死亡。
心脏病、肺病患者死亡率最
高，同时有许多家畜死亡

多
诺
拉
事
件

1948 年
10 月
26~31 日

美国宾
夕法尼
亚州多
诺拉镇

　该镇处于河谷，10 月最后一个
星期大部分地区受反气旋和逆温
控制，加上 26 ～ 30 日持续有雾，
使大气污染物在近地层积累。估
计SO2 浓度为0.0005‰～ 0.002 ‰，
并存在明显的尘粒。有人认为 SO2

与金属及其化合物反应生成“金
属”硫酸铵是主要致害物。SO2 及
其氧化作用的产物与大气中尘粒
结合是致害因素

　发病者 5911 人，占全镇
人口 43％。其中轻度患者占
15%，症状是眼痛、喉痛、
流鼻涕、干咳、头痛、肢体
酸乏；中度患者占 17%，症
状是咳痰、胸闷、呕吐、腹
泻；重度患者占 11%，症状
是综合性的。发病概率和严
重程度与性别、职业无关，
死亡 17 人

洛
杉
矶
光
化
学
烟
雾

20 世 纪
40 年代
初期

美国洛
杉矶市

　全市 250 多万辆汽车每天消耗
汽油约 1.6×107 L，向大气排放大
量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该市临海依山，处于 50 km
长的盆地中，一年约有 300 d 出现
逆温层，5 ～ 10 月阳光强烈。汽
车排出的废气在日光作用下，形
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烟雾

　刺激眼、喉、鼻，引起眼病、
喉头炎 , 大多数居民患病，
65 岁以上老人死亡 400 人

伦
敦
烟
雾
事
件

1952 年
12 月
5~8 日

英国
伦敦市

　5~8 日 英 国 几 乎 全 境 为 浓 雾
覆 盖， 温 度 逆 增， 逆 温 层 在
40 ～ 150 m 低空，致使燃煤产生
的烟雾不断积聚，尘粒浓度最高
达 4.46 mg/m3，为平时的 6 倍。
烟雾中的 Fe2O3 促使 SO2 氧化产
生 H2SO4 泡沫，凝结在烟尘或凝
源上形成酸雾 

　4 d 中死亡人数较常年同期
约多 40 000 人，45 岁以上的
死亡者最多，约为平时 3 倍；
1 岁以下死亡者，约为平时 2
倍。事件发生的一周中因支
气管炎、冠心病、肺结核和
心脏衰弱死亡者分别为事件
前一周同类人数的 9.3 倍、2.4
倍、5.5 倍和 2.8 倍。肺炎、
肺癌、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病
患者死亡率均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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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名称

发生
时间

发生
地点

发生原因 主要后果

水
俣
病
事
件

1953 ～
1956 年

日本熊
本县水
俣市

　含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水
体，使水俣湾和不知火海的鱼中
毒，人食用毒鱼后受害

　1972 年日本环境厅公布：
水俣湾和新瀉县阿贺野川下
游有汞中毒者 283 人，其中
60 人死亡

骨
痛
病
事
件

1955 ～
1972 年

日本富
山县神
通川流
域

　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
水污染了神通川水体，两岸居民
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稻米和饮
用水含镉而中毒

　1963 年 以 前 患 者 人 数 不
明。1963 年 至 1979 年 3 月
共有患者 130 人（90% 以上
为 65 岁 以 上 老 人， 男 性 3
人），其中死亡 81 人

四
日
市
哮
喘
事
件

1961 年
日本

四日市

　1955 年以来，该市石油冶炼和
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
城市空气。全市的工厂粉尘和 SO2

排放量达 1.3×105  t。大气中 SO2

浓度超出标准 5 ～ 6 倍。500 m 厚
的烟雾中漂浮着多种有毒气体和
有毒金属粉尘。重金属微粒与 SO2

形成硫酸烟雾

　1961 年哮喘病发作，患者
中慢性支气管炎占 10%，肺
气肿和其他呼吸道病占 5%。
1964 年，连续 3 d 烟雾不散，
气喘病患者开始死亡。1967
年一些患者不堪忍受而自杀。
1972 年该市共确认哮喘病患
者达 817 人，死亡 10 多人

米 糠
油 事
件

1968 年
3 月

日本北
九州市、
爱知县
一带

　生产米糠油用多氯联苯作脱臭
工艺中的热载体，由于生产管理
不善，混入米糠油，食用后中毒

　患病者超过 1400 人，至
七八月份患病者超过 5000
人，其中 16 人死亡，实际
受害者约 13 000 人。用米糠
油中的黑油作家禽饲料，引
起几十万只鸡死亡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

三、现代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关注后，学术

界的论述可谓头绪纷繁、众说纷纭。概括地说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主要经过了环

境问题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和意识、文明问题等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观

点和分析论证的角度不尽相同，甚至分歧很大，但现在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不

是简单的某一方面的因素所致，应当从多学科的、多维的视角予以研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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