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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述了资源学研究的对象、任务与内容以及发展趋势，系统地概述了气候资源、水资源、土地资
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旅游资源、社会资源等的特征、分类、评价以及合
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等，简述了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社会以及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功能与设计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地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及环境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还可以作为
土地资源管理、土地规划、城乡规划、环境生态规划专业与相关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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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遗传资源与环境污染治理　　利用动植物遗传资源的基因，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
扩大应用于环境污染的防治中。
氢气是无污染的优良燃料，单位质量的氢气燃烧产生的能量是天然气的3.5倍、石油的4.3倍、木材
的9.3倍，而且燃烧后的产物是水，不产生污染。
但目前难以推广的原因在于氢气的规模生产十分困难。
日本科学家应用基因工程，把大肠杆菌的氢气生产能力提高3倍以上，还将霉菌的淀粉基因转入大肠
杆菌，进一步转化为酵母菌，实现了直接利用淀粉生产乙醇，节能60%。
每年全球绿色植物生产的碳水化合物高达2000亿t，若将其中一小部分转化为乙醇，可以大大缓解能源
短缺以及由于传统能源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通过遗传工程，还可以创造分解污染物的“超级生物”，从而克服天然微生物分解效率较低的缺
陷。
比如美国科学家已经找到可以分解芳烃、萜烃、多环芳烃、脂肪烃的细菌，并把这些细菌的基因连接
起来转移到一个细菌，可创造可以同时分解四种石油烃的“超级细菌”。
此外，现在已经创造出能分解剧毒甲基汞的细菌，并正在努力创造能分解塑料、尼龙等物质的“超级
生物”，这都有可能极大地改变环境污染防治的技术和手段。
　　5.2 生物资源的主要类型　　5.2.1 生物资源的分类　　生物物种的分类通常是以种为基本单位，
然后根据亲缘关系把共同性比较多的一些种归纳成属，再把共同性较多的一些属归纳成科，如此类推
而成目、纲、门、界。
因此从上到下的分类等级顺序为界、门、纲、目、科、属、种。
在各分类等级之下根据需要建立亚级分类等级，如亚门、亚纲、亚目、亚科和亚属。
比如黄连，它在生物分类系统的等级和种属于植物界>种子植物门>被子植物亚门>双子叶植物纲>古
生花被亚纲>毛茛目>毛茛科>黄连属>黄连种。
　　而生物资源的分类不同于生物物种的分类，其分类方法因分类标准和角度不同而多种多样。
最常见的是按生物资源的自然属性划分为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三大类。
在植物资源中又可以群落的生态外貌特征划分为森林资源、草地资源、荒漠资源和沼泽资源等；动物
资源按其类群可分为哺乳动物资源、鸟类资源、爬行动物资源、两栖动物资源以及鱼类资源等；微生
物可以进一步分为真核微生物、原核微生物和非细胞形微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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