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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污染反过来又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 

发展的现象，称为环境问题。环境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日益严重。残酷的 

现实告诉人们，人类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与资源换 

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酸雨蔓延、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出现空洞、……正是人 

类在发展中对自然环境采取了不公允、不友好的态度和做法的结果。同时，人类正遭受着环境 

问题的严重威胁和危害，这种威胁和危害已危及当今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更危及地球的 

命运和人类的前途。保护环境迫在眉睫。

保护环境不仅需要环境科学、工程与技术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更重要的是需要 

全人类的一致行动。要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 

调统一起来，就必须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本书是在 2009年出版的《环境学概论》一书的基础上重新修改编写而成的。本书内容丰 

富，可满足学生拓宽知识面、适应当前教学信息量大的要求,便于在教学中选择讲授。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生态学基础，能源与清洁能源，大气污染 

及其防治，水体污染及其防治，固体废物污染及其防治，物理性污染及其防治，土壤污染及其修 

复，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监测与环境质量评价等内容。本书融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既 

涉及科学知识和技术，又涉及思想意识和观念 •’既揭露了问题，总结了教训，又阐明了解决问 

题、寻求光明前途的战略和措施。

全书共 11章。第 1、3、4、5、7、10章由曲向荣编写，第 2 章由王剑编写，第 6 章由徐丽编 

写，第 8 章由吴昊编写，第 9 章由刘宝勇编写，第 11章由刘洋编写。梁吉艳、王新、沈欣军、崔 

丽、张林楠、李艳平分别参与了第2、3、5、6、7、8 章的编写。全书由曲向荣统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与资料，在此向这些专家、学

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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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绪  论

1.1 环 境

1.1.1 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不能孤立地存在,是相对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 

心事物有不同的环境范畴。对于环境科学而言，中心事物是人，环境的含义是以人为中心的客 

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主要是指:人类已经认识到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周围 

事物。它既包括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界众多要素，如阳光、空气、陆地（山地、平原等）、土壤、 

水体(河流、湖泊、海洋等）、天然森林和草原、野生生物等；又包括经过人类社会加工改造过的 

自然界，如城市、村落、水库、港口、公路、铁路、空港、园林等。它既包括这些物质性的要素，又 

包括由这些物质性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及其所呈现出的状态。

目前，还有一种为适应某些方面工作的需要，而给“环境”下的定义，它们大多出现在世界 

各国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规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环境作了如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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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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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我国环境法规对环境的定义相当广泛，包括前述的自然环 

境和人工环境。环境保护法是一种把环境中应当保护的要素或对象界定为环境的一种工作定 

义，其目的是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对环境一词的法律适用对象或适用范围做出规定，以保 

证法律的准确实施。

1.1.2 环境要素及其属性  

1. 环境要素

构成环境整体的各个独立的、性质不同而又服从总体演化规律的基本物质组分称为环境 

要素，又称环境基质，主要包括水、大气、生物、土壤、岩石和阳光等。环境要素组成环境的结构 

单元，环境的结构单元又组成环境整体或环境系统。例如，空气、水蒸气等组成大气圈；河流、 

湖泊、海洋等地球上各种形态的水体组成水圈 •’ 土壤组成农田、草地和林地等•，岩石和土壤构成 

岩石圈或称岩石-土壤圈;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全部生物群落构成生物圈；阳光则 

提供辐射能并为上述要素所吸收。大气圈、水圈、岩石-土壤圈和生物圈 4 个圈层则构成了人 

类的生存环境—— 地球环境系统。

2. 环境要素的属性

环境要素具有非常重要的属性，这些属性决定了各个环境要素间的联系和作用的性质，是 

人类认识环境、改造环境、保护环境的基本依据。在这些属性中，最重要的是：

(1)环境整体大于诸要素之和。环境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环境的总体效 

应，这种总体效应是在个体效应基础上的质的飞跃。某处环境所表现出的性质，不等于组成该 

环境的各个要素性质之和，而要比这种“和”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2)环境要素的相互依赖性。环境诸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境诸要素间的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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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K

互作用和制约，一方面通过能量流，即通过能量在各要素之间的传递，或以能量形式在各要素 

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另一方面通过物质循环，即物质在环境要素之间的传递和转化，使环境 

要素相互联系在一起。

( 3 )环境质量的最差限制律。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最差限制律，即整体环境 

的质量不是由环境诸要素的平均状态决定的，而是受环境诸要素中“最差状态”的要素控 

制的，且不由其他要素处于良好状态得到补偿。因此，环境诸要素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 

的。例如，一个区域的空气质量优良，声环境质量较好，但水体污染严重，则该区域的总 

体环境质量就由水环境质量所决定。要改善该区域的整体环境质量，就要首先改善该区 

域的水环境质量。

(4)环境要素的等值性。任何一个环境要素.对于环境质量的限制.只有当它们处于最差 

状态时，才具有等值性。也就是说，各个环境要素.无论它们本身在规模或数量上如何不同，但 

只要是一个独立的要素，那么它们对环境质量的限制作用并无质的差别。如前所述，对一个区 

域来说，属于环境范畴的空气、水体、土地等均是独立的环境要素，无论哪个要素处于最差状 

态，都制约着环境质量，使总体环境质量变差。

(5)环境要素变化之间的连锁反应。每个环境要素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既受到其他要 

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其他要素，形成连锁反应。例如，由温室效应引起的大气升温，将导致干 

旱、洪涝、沙尘暴、飓风、泥石流、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现象互相 

之间一环扣一环，只要其中的一环发生改变，就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1.1.3 地球环境的构成

1. 大气圈

大气圈是指受地球引力作用而围绕地球的大气层,又称大气环境，是自然环境的组成要素 

之一，也是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大气圈垂直距离的温度分布和大气的组成有明显 

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通常可将大气划分为五层，如 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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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_ 1 大气圈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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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气圈的结构。

①对流层。对流层位于大气圈的最底层，是空气密度最大的一层,直接与岩石圈、水圈和 

生物圈相接触。对流层厚度随地球纬度不同而有些差异，在赤道附近髙 15〜2 0 k m，在两极区 

•  8〜lOkm。空气总质量的 9 5 %和绝大多数的水蒸气、尘埃都集中在这一层；各种天气现象 

如云、雾 、雷、电、雨和雪等都发生在这一层；大气污染也主要发生在这一层，尤其是在近地面 

l〜2 k m 范围内更为明显„ 在对流层里，气温随高度增加而下降，平均递减率为 6. 51/1« ^，空 

气由上而下进行剧烈的对流，使大气能充分混合，各处空气成分比例相同，称为均质层。

②平流层。位于对流层顶,上界高度为 50~5510^。在这一层内，臭氧集中，太阳辐射的紫 

外线01<0. 29^1^几乎全部被臭氧吸收，使其温度升高。在较低的平流层内，温度上升十分缓 

慢 ，出现较低等温(一55°0,气流只有水平流动，而无垂直对流。到 2 5 k m以上时，温度上升很 

快 ,而在平流层顶501^1处，最高温度可达一3 1 。在平流层内，空气稀薄，大气密度和压力仅 

为地表附近的 1/1000〜1/10，几乎不存在水蒸气和尘埃物质。

③中间层。位于平流层顶，上界高度为 80〜90km ，温度再次随高度增加而下降，中间层 

顶最低温度可达一1 0 0 1，是大气温度最低的区域。其原因是这一层几乎没有臭氧，而能被 N 2 

和 0 2等气体吸收的波长更短的太阳辐射，大部分已被上层大气吸收。

④暖层。从中间层顶至8001^1高度，空气分子密度是海平面上的五百万分之一。强烈的 

紫外线辐射使队和 0 2分于发生电离，成为带电离子或分子，使此层处于特殊的带电状态，所 

以又称电离层。在这一层里，气温随高度增加而迅速上升，这是因为所有波长小于 0. 2fxm的 

紫外辐射都被大气中的N 2和 O 2分子吸收，在 3 0 0 k m高度处，气温可达 1000°C以上。电离层 

能使无线电波反射回地面,这对远距离通信极为重要。

⑤逸散层。高度 80(^«11以上的大气层，统称为逸散层。气温随高度增加而升高,大气部 

分处于电离状态，质子的含量大大超过氢原子的含量。由于大气极其稀薄，地球引力场的束缚 

也大大减弱，大气物质不断向星际空间逸散，极稀薄的大气层一直延伸到离地面 2200km高 

空，在此以外是宇宙空间。暖层和逸散层又称非均质层。

在大气圈的这五个层次中，与人类关系最密切的是对流层，其次是平流层。离 地 面 Ikm 

以下部分为大气边界层，该层受地表影响较大，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大气污染主要发生在这 

一层。

(2)大气圈的组成。

大气是由多种气体、水汽、液体颗粒和悬浮固体杂质组成的混合物。大气中，除去液体颗 

粒和悬浮固体杂质的混合气体，称为干洁空气。

干洁空气:队 （体积约占 7 8 % )、0 2(约占 2 1 % )、氩 (0.9%)，此外还有少量的其他成分，如 

<302、氖、氦、氪、氙、氢、0 3等，这些气体体积约占空气总体积的0. 1% 。

水汽 :大气中的水汽含量比氮、氧等主要成分含量所占的比例要低得多 ,且随着时间、地 

域、气象条件的不同变化很大。在干燥地区可低至0.02%,在湿润地区可高达6% 。大气中的 

水汽含量虽然不大,但对天气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可形成云、雨、雪等天气现象。

大气颗粒物:指悬浮在大气中由于粒径较小导致沉降速率很小的固体、液体微粒。无论其 

含量、种类，还是化学成分都是变化的。

2. 水圈

天然水是海洋、江河、湖泊、沼泽、冰川等地表水、大气水和地下水的综合。由地球上的各 

种天然水与其中各种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构成的综合水体，称为水圈。水圈中水的总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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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父10|80 ^，其中海洋水约占9 7 .2%，余下不足 3 % 的淡水分布在冰川、地下水和江、河、湖泊 

等。这部分水量虽少,但与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关系最为密切。

水资源通常指淡水资源，而且是较易被人类利用，可以逐年恢复的淡水资源。因此，海水、 

冰川、深层地下水(>10000)等目前还不能算作水资源。显然.地球上的水资源是非常有限 

的。在水圈中，99. 9 9 %的水是以液态和固态形式在地面上聚集，构成各种水体,如海洋、河流、 

湖泊、水库、冰川等。通常情况下，一个水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其中的水、悬浮物、 

溶解物、底质和水生生物等，此时我们又称其为水环境。它们在各种形态之间和各种水体之间 

不断地转化和循环，形成水的大循环和相对稳定的分配。

3.岩石-土壤圈

地球是由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同心圈层组成，平均半径约 6371km。距地表以下几千米 

到 7 0 k m的一层,称为岩石圈。岩石圈的厚度很不均勻，大陆的地壳比较厚，平 均 35 k m，我国 

青藏高原的地壳厚度达65km 以上。海洋的地壳厚度比较薄，为 5〜81« «。大陆地壳的表层为 

风化层，它是地表中多种硅酸盐矿与丰富的水、空气长期作用的结果，为陆地植物的生长提供 

了基础。另外，经过植物根部作用，动植物尸体及排泄物的分解产物及微生物的作用，进一步 

风化形成现在的土壤.土壤是地球陆地表面生长植物的疏松层，通常称为土壤圈。

4. 生物圈

生物圈是指生活在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中的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总体。生物圈的范围 

包括从海平面以下深约1化1«(太平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到地平面上约 91««(陆地最高 

山峰珠穆朗玛峰)的地球表面和空间，通常只有在这一空间范围内才能有生命存在。因此，我 

们也可以把有生命存在的整个地球表面和空间称为生物圈。在生物圈里，有阳光、空气、水、土 

壤、岩石和生物等各种基本的环境要素，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1.1.4 环境的功能

对人类而言，环境功能是环境要素及由其构成的环境状态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所承担的职

能和作用，其功能非常广泛。

1. 为人类提供生存的基本要素

人类、生物都是地球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是生命体与外界环境的 

物质交换和能量转换。空气、水和食物是人体获得物质和能量的主要来源。因此，清洁的空 

气、洁净的水、无污染的土壤和食物是人类健康和世代繁衍的基本环境要素。

2. 为人类提供从事生产的资源基础

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自然资源可以分为可耗竭资源（不可 

再生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两大类。

可耗竭资源是指资源蕴藏量不再增加的资源。它的持续开采过程也就是资源的耗竭过 

程，当资源的蕴藏量为零时，就达到了耗竭状态。可耗竭资源主要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 

源资源和金属等矿产资源。

可再生资源是指能够通过自然力以某一增长率保持、恢复或增加蕴藏量的自然资源，如太 

阳能、大气、森林、农作物以及各种野生动植物等。许多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续性受人类利用方 

式的影响。在合理开发利用的情况下，资源可以恢复、更新、再生，甚至不断增长。而不合理的 

开发利用，会导致可再生过程受阻，使蕴藏量不断减少，以致枯竭。例如，水土流失或盐碱化导 

致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减产;过度捕捞使渔业资源枯竭，由此降低鱼群的自然增长率。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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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资源不受人类活动影响，当代人消费的数量不会使后代人消费的数量减少，如太阳能、

风力等。

3.对废物具有消化和同化能力（环境自净能力）

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或消费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废物并排放到环境中。环境通过各种 

各样的物理(稀释、扩散、挥发、沉降等）、化学(氧化和还原、化合和分解等）、生物降解等途径来 

消化、转化这些废物。只要这些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含量不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就不 

会受到损害。如果环境不具备这种自净能力，地球上的废物就会很快积累到危害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水平。 -

环境自净能力（环境容量)与环境空间的大小、各环境要素的特性、污染物本身的物理和化 

学性质有关。环境空间越大，环境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就越大，环境容量也就越大。对某种污 

染物而言，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越不稳定，环境对它的自净能力也就越大。

4. 为人类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环境不仅能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物质资源，还能满足人们对舒适性的要求。清洁的 

空气和水不仅是工农业生产必需的要素，也是人们健康愉快生活的基本需求。优美的自然景 

观和文物古迹是宝贵的财富，可成为旅游资源。优美舒适的环境可使人心情愉快，精神愉悦， 

充满活力。随着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环境舒适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1.1 . 5 环境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C C )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

“环境承载力”一词最初是用来描述环境对人类活动所具有的支持能力。众所周知，环境 

是人类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载体，它不仅为人类的各种活动提供空 

间场所，同时也供给这些活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能量。这一客观存在反映出环境对人类活 

动具有支持能力。正是在认识到环境的这种客观属性的基础上，20世 纪 7 0年代，“环境承载 

力”一词开始出现在文献中。

环境问题的出现，具体原因是多样的，人口过多，对环境的压力太大;生产过程资源利用率 

低，造成资源浪费及污染物的大量产生;毁林开荒，引起生态失调等。这些均是环境问题形成 

和发展的动因。这些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也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超越了环境的“限度”而引起的。

1991年，北京大学等在湄洲湾环境规划的研究中，科学定义了“环境承载力”的含义，即环 

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一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人类活动作用的阈 

值。了解“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十分重要的。不同时期、不同地 

区的环境,人类开发活动水平将会影响该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的生活水平及其环境质量。 

开发强度不够，社会生产力会低下，人类的生活水平也会很低，而开发强度过大，又会影响、干 

扰以致破坏环境，反过来会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人类必须掌 

握环境系统的运动变化规律，了解发展中经济与环境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了解“环境承载 

力”，在开发活动中合理控制人类活动的强度尽可能接近环境承载力，但不要超过环境承载 

力，这样才能够做到，既高速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又不至于破坏环境，从而实现经济 

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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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环 境 问 题

环境科学与环境保护所研究的环境问题主要不是自然灾害问题（原生或第一环境问题）， 

而是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次生或第二环境问题）。这种人为环境问题一般可分为两 

类 :一是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超出环境承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自然资源枯竭的 

现象 ;二是人口激增、城市化和工农业高速发展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总之，人为环境问题 

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不协调所弓丨起的问题。

1.2.1 环境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从人类诞生开始就存在着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出现了环境问题。从古至今，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也在发展变化，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1.环境问题萌芽阶段(工业革命以前）

人类在诞生以后很长的岁月里，只是靠采集野果和捕猎动物为生，那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 

依赖性非常大，人类主要是以生活活动、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转换，主要是利 

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造环境。如果说那时也产生“环境问题”,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自然 

增长和盲目地乱采乱捕、滥用资源而造成生活资料缺乏，引起的饥荒问题。为了解除这种环境 

威胁，人类被迫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以扩大和丰富自己的食谱，或是被迫扩大自己的 

生活领域，学会适应在新的环境中生活的本领。

随后，人类学会了培育植物、驯化动物，开始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这在生产发展史上是一次 

伟大的革命一一农业革命。而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相应的环境问题，如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刀耕火种、盲目开荒.引起 

严重的水土流失、水旱灾害频繁和沙漠化;又如，兴修水利，不合理灌溉.往往引起土壤的盐渍 

化、沼泽化，以及引起某些传染病的流行。在工业革命以前虽然已出现了城市化和手工业作坊 

(或工场），但工业生产并不发达，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不突出。

2.环境问题的发展恶化阶段(工业革命至 20世 纪 5 0年代）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 18世 纪 60年代至 19世纪中叶，生产发展史上又出现了一次伟大 

的革命一 工业革命。它使建立在个人才能、技术和经验之上的小生产被建立在科学技术成 

果之上的大生产所代替，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增强了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能力， 

大规模地改变了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也改变了环境中的物质循环系统，扩大了人类的活动 

领域，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一些工业发达的城市和工矿区的工业企业,排出的 

大量的废弃物污染了环境，使污染事件不断发生。例如，1873〜1892年，英国伦敦多次发生有 

毒烟雾事件；19世纪后期，日本足尾铜矿区排出的废水污染了大片农田；1930年 12月，比利时 

马斯河谷工业区工厂排出的含有3()2的有害气体，在逆温条件下造成了几千人患病、6 0人死 

亡的严重大气污染事件;1943年 5 月，美国洛杉矶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0,，在太阳光的 

作用下，产生了光化学烟雾,造成大多数居民患病、400多人死亡的严重大气污染事件。如果 

说农业生产主要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它在生产和消费中所排放的“三废”是可以纳人物质的生 

物循环，而能迅速净化、重复利用的，那么工业生产除生产生活资料外，还大规模地进行生产资 

料的生产，把大量深埋在地下的矿物资源开采出来，加工利用投人环境之中，许多工业产品在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放的“三废”，都是生物和人类所不熟悉，难以降解、同化和忍受的。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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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后，大工业日益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环境问题也随之发展

且逐步恶化。

3 .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20世 纪 50年代至 80年代）

20世 纪 5 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更加突出，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接连不断，如 1952年 12 

月的伦敦烟雾事件（由居民燃煤取暖排放的3 0 2和烟尘遇逆温天气，造 成 5 天内死亡人数达 

4000人的严重的大气污染事件）;1953〜1956年日本的水俣病事件(水俣湾镇氮肥厂排出的含 

甲基汞的废水进入了水俣湾，人食用了被甲基汞污染的鱼、贝类，造成神经系统中毒.患者口齿 

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患 者 达 180人，死亡达 5 0多 

人）；1955〜1972年日本的骨痛病事件（日本富山县炼锌厂排放的含0 (1废水进人河流，人食 

用了含〔3 的水和米,造成关节痛、神经痛和全身骨痛，最后骨脆、骨折、骨骼软化，饮食不进， 

在衰弱疼痛中死去，患者超过 280人，死亡人数达 3 4人）；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由 

四日市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排放的3 0 2、碳氢化合物、1^0,和飘尘等污染物造成的大气污染事 

件 ,患有支气管哮喘、肺气肿的患者超过500人，死亡人数达 3 6人 )等。这些震惊世界的公害 

事件 ,形成了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人口迅猛增加，城市化速度加快。刚进入 2 0世纪时世界人口为16亿 ，至 1950年 

增 至 25亿 (经 过 50年人口约增加了9 亿）；50年代之后，1950〜1968年 仅 18年间就由 25亿 

增加到 35亿(增加了 1 0亿 ）；而后，人 口 由 3 5亿 增 至 4 5亿只用了 12年 （1968〜 1980年 ）。 

1900年拥有 7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全世界有 299座，到 1951年迅速增到 879座，其中百万人 

口以上的大城市约有69座。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有半数人口住在城市。

其二是工业不断集中和扩大，能源的消耗大增。190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还不到10亿 t煤 

当量，至 1950年就猛增至 25亿 t煤当量 ;到 1956年石油的消费量也猛增至 6 亿 1 在能源中 

所占的比例加大，又增加了新污染。大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大的工业地带，而当时人们的 

环境意识还很薄弱，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出现是必然的。

当时.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已达到严重程度，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安全，成为重 

大的社会问题，激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并且也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 

人类环境会议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对人类认识环境问题是一个里程碑。 

工业发达国家把环境问题摆上了国家议事日程，包括制定法律、建立机构、加强管理、采用新技 

术。7 0年代中期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城市和工业区的环境质量有明显改善。

4 .环境问题的第二次高潮（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环境问题的第二次高潮是伴随全球性环境污染和大范围生态破坏，在 2 0世 纪 8 0年代初 

开始出现^ 人们共同关心的影响范围大和危害严重的环境问题有三类:一是全球性的大气污 

染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和酸雨;二是大面积生态破坏，如大面积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 

壤侵蚀和荒漠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迭起.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1984年 12 

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1986年 4 月），莱茵河污染事故（’1986年 1 1月）等。 

1979〜1988年这类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故就发生了 10多起。这些全球性大范围的环境问题 

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政府官员，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都普遍对此表示不安。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廿抑^ ^ )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举行的，这次会议是人类认识环境问题的又一里程碑。

前后两次高潮有很大的不同，有明显的阶段性。

其一，影响范围不同。第一次高潮主要出现在工业发达国家，重点是局部性、小范围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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