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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也是向人类提供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
它包括大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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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问题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自然因素的破坏和污染所引起的。
例如，火山活动、地震、风暴、海啸等产生的自然灾害，因环境中自然元素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
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质引起的放射病等。
另一类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进人环境，超过了环境容量的容许极限，使环境受到污染和破
坏；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超越了环境自身的承载能力，使生态环境质量恶化，或出现自然资
源枯竭的现象，这些都属于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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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岷江是长江上游一支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北部的岷山，上游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
从高山急流而下的江水流到灌县附近，地势突然平坦，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也就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
床，加剧了水患。
特别是灌县城外还有一座玉垒山，挡住了岷江水东流的去路，因此，每年当山上积雪融化和夏秋洪水
泛滥，猛涨的岷江水一出岷山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将大片大片的庄稼吞没，将一幢幢房屋吞没，将一
群群逃脱不及的人们吞没。
　　李冰经过实地考察和勘测，决定先把玉垒山凿开一个缺口，使岷江的水分流一股到山的东边去，
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一举两得。
凿山开始了，当地民众积极参加，很远就能听到开山人们的欢声笑语和叮叮口当口当的凿石声，很是
热闹。
但开工不久，一根根铁钎折断了，一个个铁锤打秃了。
由于玉垒山的石质坚硬，凿山非常困难，工程进展极其缓慢。
李冰号召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他听取并采纳了一位石匠提出的方法：先在岩石上开一些槽，在槽中和天然的石缝里填满干草和树枝
点火燃烧，然后趁热浇泼冷水，使岩石爆裂，这样开凿就省力多了。
据说当时火光映红了天空，巨石的爆响声震撼着山河，玉垒山终于被凿开了约20米宽的山口。
山口的形状像个瓶口，人们叫它“宝瓶口”。
　　李冰后来发现宝瓶口地势高，流入宝瓶口的水量不多，分洪的效果不理想，洪水大时西岸仍然会
发生水灾。
这使他很焦虑，李冰父子再次对岷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勘测，一个宏伟的筑堰方案制定出来了——在
距离玉垒山稍远的江心修筑一道分水堰，把岷江的水在玉垒山面前分成两股，使其中的一股进入宝瓶
口。
在两千多年前，要在浪涛翻滚的江心筑起一道大堰来，谈何容易！
开始李冰父子带领民众往江心抛石筑堰，可是石头小，水一冲即走，用大石块投入，也被冲得东摇西
晃，多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李冰毫不灰心，继续寻找新的筑堰办法，他带领儿子二郎和几个随行人员逆江而上，再次走访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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