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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把环境生物学的学科内涵按照“生物与人为受损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这个思想体系进行
了梳理和整合，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得到国内高校广泛认同，并入选为高等学校“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的推进，教育部开始组织编写《高等学校环境科学本科专业规范》，《环境生
物学》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讨论确定的、列入环境科学专业规范中
的12门核心课程之一。
本教材进行再版修订时，正好有机会与规范要求的课程内容、知识点进行无缝对接。
鉴于该教材的使用不仅仅是综合性大学的环境科学专业，而且很多农、林、水、环保、生物教育（师
范类）、生物技术等相关学科门类及其专业也广泛地使用，从而再版修编时注意了适用面，适当补充
了一些涉及这些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的知识内容。
同时，尽可能使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应用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使学科前沿热点与解决具体问题有机贯
通，满足本科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强素质”的定位需求。
本教材再版修订时，编写组广泛征求了高校专家和同行的意见，得到了很多专家和同行的积极支持，
特别是张远航（北京大学）、盛连喜（东北师范大学）、左玉辉（南京大学）、邓南圣（武汉大学）
、杨劫（内蒙古大学）、鞠美庭（南开大学）、夏北成（中山大学）、杨凯（华东师范大学）、王仁
卿（山东大学）等多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们的建设性意见，使本
书的内容和知识体系更好地服务和满足新一轮教材建设的需要。
本书编写作为环境科学国家特色专业建设和云南省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云南省高等学校
高原山地生态与资源环境效应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内容，得到了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环境科
学与生态修复研究所、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研究所、环境科学系、生态学系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科学出
版社的宝贵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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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环境生物学主要探讨生物与人为受损环境之问的相互作用和调控机制。
教材编写和修订密切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编制的《高等学校环境科
学本科专业规范》，并与其确定的《环境生物学》核心课程要求的知识内容相吻合，突出环境生物学
学科特点和在环境科学领域的学科定位，体现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性，着重主要概念、重要理论体
系及其应用途径，同时将学科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贯穿其中，如全球变化中的生物学问题、污染全球
化的长期生物学效应、生物入侵、转基因生物及生物安全问题等。
    本教材主要适用对象是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与安全、生态学及其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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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界影响达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
人类像地球上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需要从自然界中以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对象获取生存和发展必
需的物质原料，同时将自己的代谢产物以及不能被利用和利用不完全的物质排放到自然界中。
当技术水平比较低、人口规模比较小、活动范围有限的时候，人类对生物界的影响都将在自然界可以
接受的范围之内，即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的部分，自然生态系统可以较快地补充和更新，人类向自然
界丢弃的废物也可以被分解，从而对整个自然界没有明显的影响和破坏，人类也只是自然界中的一个
普通成员，依托自然界提供的物质条件而获得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不断加强，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的速度远远高于自然界能
够供给的能力，自然界也不能完全分解和吸收抛弃的废物，这样生态环境便日益恶化，环境污染不断
发展，影响了自然界生物的生存和发展，进而也影响着人类自身。
这就是环境问题的起源。
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矛盾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但环境问题是从农耕文明大规模发展以后形成的
。
当时主要通过毁林垦殖、放牧等手段，使原始的森林和草原变为耕地和牧场，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是
地表自然植被被人工植被所代替，而这些人工植被持水保土能力较低，从而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自
然生产力的下降。
这种现象一般成为第一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采矿、冶炼和制造业的兴起，废水、废气、废渣“三废”问题日益凸显，环境问
题又形成了新的格局。
环境污染继生态破坏之后成为第二类重大环境问题，一般称为第二环境问题。
第二环境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十分严重，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努力，发达国家的
环境问题改观很快，而发展中国家面临沉重的发展压力，第一环境问题和第二环境问题都比较突出。
研究环境问题及其保护的科学体系就是环境科学。
环境生物学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探讨人类干扰和影响条件下生物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
关系。
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人类影响和干扰的环境，从而环境生物学的研究将为认识全球变化、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人群健康、地球生物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持和技术源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生物学>>

编辑推荐

《环境生物学(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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