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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必须从我做起，从点滴着手、从现在

开始、从身边做起，只要你有了低碳生活的积极态度，我们每个人都

能成为环境保护的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

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低碳生活的好方法，你想和大家

一起分享吗？请将你的“低碳妙招”记录下来，并登录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网站 （www.hbstp.com.cn）

发布。

感谢你的积极参与！



前 言“低碳生活”看似一个新概念，反映的却是世

界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环境老问题。环境问题应该是

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谁能不喝水？谁能够离开空

气？人们的衣食住行，哪一项不是直接或间接从环

境中得来的？

可是，我们过去对环境关心得太少，好像我们需

要的东西或是无意中得到、或是从商店买来的，似乎

与环境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试看上面

说的那些事，我们哪一件少得了？环境是大家的，我

们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在这里生活，也需

要大家一起来维护，谁也不能例外。

要做好这些事，就要先学习一些有关环境的最基

本的东西。它将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出现什么

问题了？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

我们对保护环境能够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等等。

环境问题是个科学问题，尽管人们研究了半个多

世纪，但也不是什么问题都弄清楚了。因此，我们把

专家们的不同认识介绍了一些，为的是引起大家的思

考，读起来也会更有趣一些。

希望大家读了以后会有所收获，

从此更关心环境问题，端正低碳

生活的态度并且积极行动起来，

从我做起、从点滴着手、从现在

开始、从身边做起，一起让我们

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编 者

201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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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敲响 震惊全球的环境问题
JINGZHONG QIAOXIANG—ZHENJING
QUANQIU DE HUANJING WENTI

地球是目前为止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是孕育生命的地方。

几百万年来，地球默默地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奉献，而人类为了

生存发展在不断地向地球索取着。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警告人

们说：“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

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几千年来，人类文

明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大量消耗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这一过程使生

态环境不断恶化，积累形成了许多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

1 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了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

（1） 土地退化和荒漠化。

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森林植被的消失、草场的过度放牧、耕地

过度开发、山地植被的破坏导致土地退化，土地出现荒漠化。目前，

有 110个国家的可耕地肥力在降低，每年有 600万公顷的土地变成

沙漠，900万公顷的牧区失去生产力。经济损失每年 423亿美元。

全球共有干旱、半干旱土地 50亿公顷，其中 33亿人遭到荒漠化威

胁。20世纪 80年代，严重干旱使非洲 100万人饿死。

1



我国水土流失亦十分严重，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 50多亿吨，

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 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全国 1年的化肥

使用量）。自 1949年以来，我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 4000万

亩，这对我国的农业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目前，我国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 27.3％，而且，

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 2460平方千米的速度增长。我国每年遭受的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简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1972年成立，总部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

毕。根据 1997年 2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届理事会通过的《关

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作用和任务的内罗毕宣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

主要任务是：譹訛 利用现有最佳科技能力来分析全球环境状况并评价全球

和区域环境趋势，提供政策咨询，并就各类环境威胁提供早期预警，促

进和推动国际合作和行动；譺訛 促进和制定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

境法，其中包括在现有的各项国际公约之间建立协调一致的联系；譻訛 促

进采用商定的行动以应付新出现的环境挑战；譼訛 利用环境署的相对优势

和科技专长，加强在联合国系统中有关环境领域活动的协调作为，并加

强其作为全球环境基金执行机构的作用；譽訛 促进人们提高环境意识，为

参与执行国际环境议程的各阶层行动者之间进行有效合作提供便利，并

在国家和国际科学界决策者之间担当有效的联络人；譾訛 在环境体制建设

的重要领域中为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机构提供政策和咨询服务。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成员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的 58 个国家组

成，任期 3年。其中，非洲 16席，亚洲 13席，东欧 6席，拉美和加勒

比地区 10席，西欧和其他国家 13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以来，中

国一直是其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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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敲响 震惊全球的环境问题
JINGZHONG QIAOXIANG—ZHENJING
QUANQIU DE HUANJING WENTI

沙尘暴天气由 20世纪 50年代的 5次增加到了

90年代的 23次。土地沙化造成了一些地区的

居民被迫迁移他乡。

（2） 全球气候变化。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越

来越大，1990—2010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能源消费增加了 1倍，拉丁美洲的能源消费增

加了 50%～77%。向大气释放的二氧化碳、甲

烷、一氧化二氮、氯氟碳化合物、四氯化碳、

一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导致大气的组

成发生变化。据预测，到 21世纪中叶，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将是工业革命前的两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气温增加了

0.7℃左右，这是人类过去几千年、上万年所没

有过的现象。科学家预言，人类如果不采取果

断的和必要的措施，到 2030—2050年，全球

平均气温有可能再升高 1.5～4.5℃。由于全球

气候变暖，将会对全球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

较高的温度可使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每 10

年将升高 6厘米，其严重后果：一是使地处低

洼的沿海地带和岛屿葬身海底；二是使全球降

水量重新分配，旱涝剧变，森林、湿地和极地

冻土被破坏，直接威胁原有自然环境生态系统

的正常循环，从而导致许多物种的锐减和灭绝；

三是出现极端高温，常年不遇的旱灾、异乎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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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热浪、肆虐的飓风和龙卷风将对人类和生物界造成巨大的灾难。

由于沿海低洼地区被淹掉，还将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环境难民。

现在人类的 60％，也就是 33亿多人住在离海岸线 100千米以内。我

国虽然不是岛国，但却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而且我国的经济发达地

区在沿海，如果出现上述情景，我们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惨重的。

（3）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包

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

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

程中会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同时，随着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

使一些物种消失。所以说，生物多样性是在不断变化的。近百年来，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污染等

原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及其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生物多

样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有学者估计，在过去的 6亿年中，每年灭绝的生物只有几种，

而目前每天约灭绝 50个物种。在我国，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

压力，对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生物多样性所遭受的损失

也非常严重，大约有 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 5000种植物在

近年内已处于濒危状态，这些约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20%；大约

还有 398种脊椎动物也处在濒危状态，约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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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敲响 震惊全球的环境问题
JINGZHONG QIAOXIANG—ZHENJING
QUANQIU DE HUANJING WENTI

7.7%。

因此，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以及这些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环

境，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4） 森林锐减。

在今天的地球上，我们的绿色屏障———森林正以平均每年 4000

平方千米的速度消失。森林锐减带来的各种危害已经越来越频繁地

显现出来：涵养水源功能破坏，物种减少，水土流失，二氧化碳吸

收减少导致温室效应。

针叶树是森林采伐的首选对象。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和西南

横断山区这 3片我国最大的针叶林区 70％的天然林已被采伐，各种

阔叶树林也所剩不多。森林破坏最明显的直接后果是引起环境的剧

烈改变，原来适应于阴湿森林环境中的一些物种如苔藓、蕨类以及

多种无脊椎动物等首先受到威胁，许多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也趋于

消失。

（5） 淡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污染。

全球人均水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可获得的水资源却不足。目

前，人均水资源量不到 2000立方米的国家有 40个，人口比例占

12％，这还不包括像中国这样地区性缺水严重的国家。根据估计，

从 21世纪开始，世界上将有 1／4的地方长期缺水。



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不当，使河流、湖泊、地下水受到严

重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程度。在发展中国家，有 80%

～90％的疾病与 1／3的死亡都与受细菌或化学污染的水有关。现在，

每天有 2.5万人死于水污染的疾病。在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国家，由

于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6） 化学污染。

大工业带来的数百万种化合物存在于空气、土壤、水、植物和

人体中，作为地球上最后的大型天然系统的冰盖也受到了污染。有

机化合物、重金属、有毒产品等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人的食物链中，

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引发癌症，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

目前还存在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的情况。危险性废物是指除放

射性废物以外，具有化学活性或毒性、爆炸性、腐蚀性和其他对人

类生存环境存在有害特性的废物，因其数量和浓度较高，可能造成

或导致人类死亡率上升，或引起严重的难以治愈的疾病。

（7） 城市无序扩大。

1987年 7月 11日，世界人口突破了 50亿大关，这意味着人类

所面临的粮食、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问题更加严峻；人口爆炸、

土地荒漠化、贫穷，所有这些因素促使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的农民

离开农村，聚集于大城市。大城市的无秩序的扩大损害了人类的生

存环境。由于临时居住地的废水和垃圾很少得到处理，使城市及周

边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无限制的城市化应当被看做是文明的新

弊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的“垃圾围城”问题突出反映了

城市无序扩大、污染处置能力不足带来的各种问题。

（8） 过度开发海洋和海洋污染，渔业资源锐减。

海洋是生命之源。海洋的财富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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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由于过度捕捞，海洋的渔业资源正在

以令人可怕的速度减少。

人类活动使近海区海水中的氮和磷增加 50%～200%；过量营养

物导致沿海藻类大量生长；出现赤潮，破坏了红树林、珊瑚礁和海

草，使近海鱼虾锐减，渔业损失惨重。存在于鱼肉中的重金属和有

机磷化合物等物质有可能给食鱼者的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

（9） 大气污染，酸雨蔓延。

大气污染的主要因子为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

碳、氮氧化物、铅等。大气污染导致每年有 30万 ~70万人因烟尘污

染提前死亡，400万 ~700万的农村妇女儿童受害。

为了改善排放地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许多国家采取高烟囱排放

的方法，使大气污染物远距离输送，越界进入邻国。大量进入大气

的二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经过传输、转化和沉降，形成酸雨。酸雨是

指大气降水中酸碱度（pH值） 低于 5.6的雨、雪或其他形式的降水。

酸雨降落到河流、湖泊中，会使鱼虾减少或绝迹；酸雨还导致土壤

酸化，使土壤贫瘠，危害农作物，危害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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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臭氧层损耗。

在离地球表面 10～50千米的大气平流层中集中了地球上 90%的

臭氧气体，在离地面 25千米处臭氧浓度最大，形成了臭氧集中层，

称为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的紫外线，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过

量紫外线的伤害，并将能量贮存在上层大气，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

臭氧层是很脆弱的，如果进入一些破坏臭氧的气体，它们就会和臭

氧发生化学作用，臭氧层就会遭到破坏。

2 温室效应及其影响
（1） 什么是温室效应？

温室是指用玻璃盖成的小屋或用塑料膜覆盖的大棚，用来种植

花草或蔬菜等农作物。太阳光透过玻璃和塑料膜照射到室内，使室

内的温度升高，而屋顶和墙壁又能防止热量散失，使花草和农作物

在冬季和夜晚不会被冻伤。这种用温室来达到保温的效果，就是

“温室效应”，也叫“花房效应”。

地球大气层也有温室效应这样一种物理特性。在晴朗日子，太

阳短波辐射透过大气被地表所吸收，地表升温后发射的长波辐射大

部分被大气吸收，还有一小部分由大气以长波形式再发射回地面。

这样，由于大气的存在，地表得到的热量多，散失的热量少，温度

便会升高。大气的这种增强向地表辐射的作用与温室玻璃屋顶和四

壁的作用有相似之处，故称地球温室效应。

大气中，能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称为温室气体，它们可以

让太阳短波辐射自由通过，同时又能吸收地表发出的长波辐射。

这些气体既包括大气层中原来就有的水蒸气、二氧化碳、氮的

各种氧化物，也包括近几十年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氯氟甲烷、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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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碳、臭氧和氟利昂等。应该指出，大气中少量温室气体的

存在和恰到好处的温室效应，对人类是有益的。要是没有温室

气体，近地层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下降 33℃，地球会变成一个寒

冷的星球。

但是近 100年来，由于人类活动释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打破

了自然界的平衡，加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使全球急剧变暖，由此

给全球环境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目前，温室效应的增强已成为影响

环境的全球性问题。

（2） 温室效应带来的后果。

近 100年来全球的气候正在逐渐变暖，与此同时，大气中的温

室气体的含量也在急剧地增加。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温室气体的大

量排放所造成温室效应的加剧可能是全球变暖的基本原因。气象观

测记录表明，过去 100年中，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了 0.3～0.65℃。

利用复杂的气候模式，有专家估计全球的地面平均气温会在 2100年

上升 1.4～5.8℃。而在过去的 10000年中，根据南极冰芯钻探推测全

球平均气温的变化幅度都不曾超过 2℃。事实上，地球是个极其敏

感的生态系统，平均气温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

生剧烈的影响。

温室效应加剧将在全球范围内对气候、海平面、农业、林业、

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全球气候变暖会使冰

川融化、海平面升高，侵蚀沿海陆地，引起海水沿河道倒灌。据卫

星观测，在过去的 100年内，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 10～2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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