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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
,

我国环境科学
,

包括环境地

学
,

取得了显著进展
,

很有必要对这方面的问

题进行总结和剖析
,

以推动这门新兴学科的

发展 本文就环境地学方面的几个问题谈些

认识

一
、

环境地学的内容及与

相邻学科的关系

在讨论环境地学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涉

及到生态学
、

地理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关系
,

对后一问题我国环境地学工作者曾发表过很

好的见解

许多学科的内容都涉及其本身的环境研

究
,

但明确地把 自己的外部条件—环境作

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主要是生态学
、

地理学和

环境科学 生态学一开始研究生物与环境的

关系
,

从个体生态学逐步发展为群落生态学
,

进而发展到人类生态学 后者着重研究人类

个体对环境的各种反应
,

也研究人类的生产

和消费活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生物

和人类的影响 地理学一向以作为人类生存

和生活条件的地球表层作为 自己 的 研 究 对

象
,

并称之为地理环境 这个环境包括  

未受人类影响
,

或只受人类间接影响
,

景观面

貌基本上未发生变化的天然环境 极地
、

高

山
、

大沙漠
、

热带雨林
、

自然保护区等 经

过人类影响作用后
,

景观面貌已发生重大变

化的人为环境 农业环境
、

城市环境等
,

还包

括人类自身所创造和形成的环境 经济

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 随着现代工业的

发展
,

开始出现 了大量的高密度人口区 城市

和工矿区 和机械化和化学化的集约农业
,

伴

随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 现

代环境科学正是 由于出现了 严 重 的 环 境 问

题
,

才
一

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

在很多学科的边

缘间进行新的综合而发展起来的
〔

由于地球表层既是生物定居的环境
,

又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地理环境
,

它们又

都遭受了人类的污染和破坏 因此
,

在生态

学
、

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交叉的局面 生态学当其发展为社会生态学

便儿乎包括了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 的 研 究

这是 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把环境污染问题看

作生态学问题的原因 地理学要全面地研究

地理环境也不能不考虑环境污 染 与 破 坏 问

题 环境科学当作狭义理解时
,

似乎只研究环

境污染问题
,

但当把环境问题作广义理解时
,

便不能不考虑在现代工业发展以前就已开始

出现的物种资源毁灭和 自然环境与资源的破

坏等问题 如沙漠化与水土流失等 实践表

明
,

要严格区分上述学科的一些共同研究的

边缘问题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

各门学科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研究与其它

学科共同交叉的领域
,

可以有各自的特点
,

各

自的贡献 综合这些学科对这些边缘问题的

研究
,

将促使边缘性的综合问题获得更好的

发展

从上述讨论中不难看出地理科学与环境

学科的关系
,

也不难看出环境地学在这里所

处的位置 环境地学正是为了适应这种交叉

性局面而应运产生的 环境地学与环境科学

其它的分支学科
,

如环境生物学
一

环境化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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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物理学等相比
,

具有更强的边缘性
、

综合

性
,

与总体环境科学有更多的近似成分 这

是由于地学科学与环境科学研究的对象重叠

及有更多的交叉关系所决定的

尽管如此
,

环境地学仍有自己独立的范

畴和领域 我们曾指出
,

所谓环境地学系指

一系列与地学有关的环境科学的分 支学 科
,

如环境地质学
、

环境地理学
、

环境地球化学
、

污染气象学
、

环境水文学和环境土壤学等的

总称 它们的任务是研究与原各自对象有关

的现代环境问题  在当时
,

显然难以对这

门新兴学科的内容作出确切阐 述 而 到 目

前
,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趋于具体化  

年
,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问世 卿 在

这本书中对环境地学的性质和内容作了相对

成熟的阐述 环境地学以人
一

地 系统为对象
,

研究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过

程和影响 目前较为明确的分支学科有

 环境地质学 主要研究人类活动与

地质环境的相互关系
,

包括由地质因素引起

的环境问题 如由火山爆发
、

地震
、

海啸
、

山

崩
、

泥石流等引起的人类环境灾害 和由人类

活动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 包括由化学污染
、

大型工程建设
、

资源开发和城市化等引起的

环境地质问题

环境地球化学 研究人类环境的化

学性质和演化 天然和人为释放的化学物质

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与环境质量与

人群健康的关系 宇宙元素
、

地壳元素
、

海洋

元素同生命元素的关系 生命过程的地球化

学演化等问题

污染气象学 主要研究近地层大气

运动引起的污染物扩散
、

输送
、

迁移和转化过

程
,

以及大气污染对天气和气象变化的影响

如大气污染对局部气候的影响和大 气 污 染

的全球效应等

环境海洋学 研究污染物的人海通

量和在海洋中的分布
、

迁移转化规律
,

尤其是

研究海洋对污染物的净化与容纳能力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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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对海洋生物的影响等

环境土壤学 以土壤
一

作物 系统 为

对象
,

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壤环境质量变

化及这种变化对人体健康
、

社会经济
、

生态系

统和功能的影响等

本年度即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的环境科学丛书《环境地学》册以人地系统为

对象
,

应用国内外大量事实材料
,

较全面系统

地阐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过程和影响 书中特别阐述了人类强度活

动对环境的压力和冲击
,

包括人类活动对地

质环境的冲击 如大型水库诱发地震问题
,

过

量汲取地下水或开采石油引起的地面沉降问

题
,

人类搅动土地引起的岩体耗损问题
,

以及

矿产资源的枯竭问题等 人类活动对大气环

境的冲击 如城市化对气候的影响 二氧化碳

和大气尘埃量增加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化学

污染物对臭氧层屏蔽作用的破坏 喷气飞机

和海洋石油污染对气候的影响等 人类活动

对水环境的影响 如人类活动造成的水体污

染 都市化对河流水文状况的影响 不适当

水利工程对区域水平衡的干扰 过量引用地

表水导致河
、

湖干枯 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

地下水枯竭和矿山排水对地 下 水 资 源 的 破

坏
,

以及人 口激增和强度人类活动对土地资

源的破坏 如沙漠化
、

水土流失和土壤次生盐

渍化等 这是我国第一本以环境地学命名

的书籍 另一本我国环境地学方面的专门著

作
“

环境地球化学
”

即将由海洋出版 社 出版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环境地球化学的基本原

理
,

是一本带有总结性的理论性的专著
,

较系

统全面地反映了国际上和国内当前环境地球

化学研究的进展 这两本书的写成和即将问

世
,

标志着我国环境地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

已开始走向一个系统化
、

理论化的新阶段

二
、

我国环境地学进展

近年来我国环境地学的进展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
,

一是对学科 自身对象
、

性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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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认识上的深化
,

如上节 所述
,

正确的学

科方法论的建立
,

标志着学科本身逐步趋向

于成熟 当然认识还在发展中
,

但已有的认

识毕竟正在指导着环境地学从自己特有的角

度为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
,

为环境科学的总

休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国环境地学的另一方面的进展上要表

现 在各项具体研究工作上

一 区域环境质量研 究

十余年来
,

我国曾有计划有组织地对一

系列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 如某些大
、

中城

市
,

某些工矿区
,

某些流域
、

水系和海域
,

及某

些 自然保护区等 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

笔者在 年的文章中曾列举了当时为止

在这方面已开展的部分工作 近年来这方

面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 我国的区域环境质

量研究有如下特色 目的性明确
,

为区域

污染综合防治
,

为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
,

为制

定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

措施和方案提供科学

依据 综合性强
,

注意对环境的自然潜力

和人类活动影响强度进行综合研究 对区域

内的不同环境单元
、

不 同环境介质 相 及环

境参数进行综合研究 多学科密 切 配 合
,

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指导和组织不同

研究者和不同课题
,

在各个层次上协同工作

继前几年的工作之后
,

近年来在这方面

的一项较突出的大型工作是
“

京津渤地区污

染规律与环境质量研究
” 此项研究从区域

环境的历史演化出发
,

致力于从总体上保护

和改善环境质量 在较大的时
、

空尺度上
,

对

大气
、

水体
、

土壤及生物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调查研究和模拟试验
,

采用了点面结合
、

微观

音析与宏观综述
,

静态分析与动态对比等方

法
,

对京津渤地区自然环境及承载能力
、

自然

环境的现实功能
、

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等方

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二 环境 区划与环境规划

环境区划是根据环境功能和环境效益的

差异
,

对环境进行分区 环境规划是为改善

和提高环境质量制定步骤与措施 环境区划

与环境规划是两个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

念
,

两者同属宏观决策研究 区划的 目的是

根据各区域环境的特性和功能
,

提出不同区

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原则和要求
,

为制

定区域环境规划方案服务 而环境规划必须

以区域为基础单元
,

为所有各个区域地段分

别拟定发展经济
、

保护环境的具体措施
,

以构

成一套互有联系的整体性的综合措施系统

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控制随着由单纯点

源治理逐步发展到区域污染综合防治
,

环境

区划与规划逐渐被提到重要位置上 这几年

来比较主要的工作有
“

京津渤地区环境规

划
” 、“

京津唐地区环境区划
”、 “山西能源基地

和常州市建设环境规划
”和

“

北京城市生态系

统与环境规划研究
”等

这些工作各有特色
,

在
“
京津渤地区的环

境规划
”中应用陆地卫星影象判读成果

,

对当

地环境的阶梯状格局进行了功能分区 遵循

由区域 自然特点所决定的环境功能的阶梯状

格局
,

保护经过历史过程塑造的城市群的哑

铃状结构
,

维护区域整体环境的圈层平衡关

系
,

从规划角度提出了今后在本区域新建大

型工程必须考虑下列三个基本条件 地区的

环境功能
,

地域的现实负荷和工程的环境影

响为邻区所能接受

常州市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
“

常

州市环境规划
”

的重点是解决经济持续高速

度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
“山西能源

基地建设环境规划研究
”

考虑到当地是生态

环境敏感与脆弱的地区
,

强调能源基地建设

应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进行全面规划
,

搞好

经济开发与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平 衡 研 究
,

以实现能源开发
、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整

体优化
“

北京城市生态系统与环境规划研

究
”

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
,

把城市看作一个准

有机体
,

从宏观战略高度上研究了北京的城

市人 口
、

经济发展
、

水资源
、

能源和城市生态

系统的物质流
,

探索了人与城市环境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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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关系
,

研究了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环境质量和

居民的影响 通过对北京 年来有关统计

资料的分析
,

实地调查和航空遥感图象解译
,

提取了大量环境信息 通过模型计算和对城

市生态系统各类图件的分析
,

提高了对北京

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 的 认 识
,

增强了对系统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的 认 识

在此基础上
,

根据北京市的战略地位
,

存在的

优势和劣势条件
,

探索性地提出了既能保证

城市获得最充分的发展
,

又能使城市及周围

环境保持最佳状态的城市发展和环境规划方

案 从学科性质上看
,

此项研究具有生态学
、

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三重性
,

综合这三个学

科方法论上的优势
,

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
,

把

人 口
、

经济
、

资源
、

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予以

考虑
,

使得我国环境保护研究从区域污染综

合防治的原则基础上又再前进一步

三 污 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转化规律的

研究

长
一

期 以 来
,

地学 科 学 的 一 个 分 支 学

科
—地球化学—

研究化学元素在地球上

的分布和迁移转化规律
,

主要是为矿产资源

的开发与利用服务的 但是实际上人们早已

发现
,

化学元素在地球表面的迁移
、

分布与

农
、

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有密切关系 将地球

化学的思想与方法应用于研究污染物质在环

境中的分布与迁移转化规律
,

有助于了解环

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内在联系
,

了解环境对

污染物的净化与容纳能力
,

对制定环境质量

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

进行环境质量评价
、

预测和制定控制污染措施
,

均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我国的环境地学从一开始就十分重

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文献  中已列举

了这方面的多项成果 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

深化
,

向定量化方向靠拢
,

紧紧地为控制污染

服务 如在国家
“

六五
” 计划科技攻关课题

“

沱江水环境容量
”

和
“

湘江水环境容量
”

研究

中均包含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

应该说明
,

这方面的工作既是环境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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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地球化学 工作
,

也是环境化学与生态

化学的内容 这一研究领域是环境她球 化

学
、

环境化学和生态化学等学科共同交叉的

领域
,

但这些学科的研究各具特色
,

环境地

球化学的特色是除研究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一

般机理外
,

着重研究各区域的环境条件对污

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
,

注意研究迁移特征的

地域差异 在研究方法上更重视现场调查
,

注意接近现场条件的模拟实验
,

注意污染物

在各环境要素间迁移的整体性
,

即研究污染

物在环境中的行为历史

四 环境背景值研究

研究环境的背景特征是 地 学 的 传 统 任

务
,

也是环境科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及早

地研究和掌握环境诸要素的背景值
,

搞清楚

大气
、

水体
、

土壤
、

生物各要素中物质的自然

含量水平
,

对区域环境质量评价
、

制定环境标

准
、

预测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均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环境背景值的研究有悠 久 历 史

大部分是附属在各有关学科的基础研究中进

行的
,

在有关文献上已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在

我国
,

直到不久以前
,

现代 自然科学的基础性

资料积累很少 我国近年来的大规模环境背

景值研究
,

具有一定的填补空白性质 由于

现代测试技术的发展
,

加上我们的工作是在

严格的全程序质量控制下有组织地 进 行 的
,

因此数据的可比性更强 环境背景值研究不

仅为环境科学服务
,

对农业合理施肥
、

地球化

学找矿和地方病病因及防治研究也有参考意

义

五 地方病环境地学病 因研究

地方病是指发生在某一特定地区
,

同一

定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从环境地

学的角度看
,

大部分地方病是由于地壳表面

元素分布不均匀
,

致使在某些地区某一元素

含量显著不足或过剩所造成的 七 十 年代

初
,

我国环境地质学家刘东生等指出
“

深入

研究第一环境 原生自然环境 和第二环境

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 中各种与生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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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物质的环境地球化学行为
,

研究它们

与人群健康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

是环境地质

学的主攻方向之一
”〔 从那时起

,

我国环境

地学工作者与化学
、

生物学和医学工作者密

切配合
,

积极开展了对我国几种主要地方病

的环境病因
,

病区环境地球化学条件及可能

与疾病有关的某些元素及化合物的环境地球

化学行为的研究
,

近年来取得了许多成果

在地方性甲状腺肿环境 病因 的 研 究 方

面
,

有关研究者将我国的地方性 甲状腺肿病

区划分为五种地球化学成因类型
,

即山区碘

淋溶类型
,

沙土区碘淋溶类型
,

泥炭沼泽区

碘禁锢类型
,

油 田水文地质区高碘类型和沿

海区食源性高碘类型
,

并指出了在这五种成

因类型区域内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的可能途

径〔〕

在地方性氟病环境病因研究方面
,

查明

了我国非水源型氟病的环境病因 已有的大

量资料表明
,

进人人体的过量氟是经由高氟

饮水摄入的 但近年来
,

在我国西南地区发

现了非水源性地方病氟病 已查明
,

这里病

人体内的过量氟是通过粮食摄人的 而粮食

中的氟并非来自土壤系统
,

而是来自在当地

特殊自然条件和特殊生活方式条件下高氟煤

燃烧对粮食的烘干过程
,

故称为燃煤污染型

地方性氟病
〔, ,

这是近年来我国在地方性氟

病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项较重大的成果

克山病和大骨节病是我国的两种主要地

方病
,

尽管其病因至今 尚未确切查明
,

但我

国地球化学工作者从地学角度对病因进行研

究
,

提供了关于病区和非病区可能与发病因

素有关的硒和铂的大量环境地球化学资料

另外
,

近几年来我国对其它一些地方性

的或局部高发性的疾病
,

如伽师病
、

地方性砷

中毒
、

肝癌
、

鼻咽癌
、

大肠癌
、

食管癌等也正在

积极地开展环境地球化学病因的研究
,

发现

了许多有趣的现象
,

为病因研究和防治提供

了线索仁。〕

六 其它

上面主要介绍了环境地学方面的一些综

合性研究科 目的进展 除此以外
,

我国环境

地学的一些具体分支学科近年来也均取得了

多方面的可喜进展 如在环境水文地质学方

面
,

对上海地面沉降的控制
,

早在七十年代初

即获得成功 污染气象学方面的一些主要进

展反映在
“六五

”

计划期间在沈阳市和太原市

开展的大气环境容量研究 中 环境土壤学方

面的一些主要成果反映在
“

六五
”

计划期间在

北京地区
、

辽河下游地区和赣南大吉山地区

开展的土壤环境容量研究中
。

环境海洋学方

面的进展
,

不久前吴宝铃等已有专文总结
〔

三
、

今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
,

近年来我国环境地学已 在多

项科 目中取得了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但是应

该看到
,

目前的工作主要只与环境污染问题

有关
,

而对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破坏有关的问

题还涉及很少 我国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国

家
,

众多的人 口给环境以巨大压力和冲击
,

特

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
,

中国人口激增
,

人类对

环境的冲击加剧
,

不仅出现了崭新的环境污

染问题
,

而且原已存在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的

破坏过程 如森林砍伐
、

水土流失
、

沙漠化
、

物

种毁灭等 也大大加剧了 对所有这些问题
,

不仅要求进行传统的地学
、

林学
、

水利学等的

研究
,

也要求环境地学在这些领域内开拓
,

研

究新情况下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控制

另外
,

环境科学的综合性很强
,

任何一

项大型环境研究都需要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

加 环境地学工作者在参加这些综合性项 目

中应进一步发挥地学特色 这里所说的地学

特色主要指应注意研究各环境要素间的整体

联系和相互影响
,

注意研究这种联系和影响

的地域分异过程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
,

各地

环境条件差异很大 例如我国各区域生态平

衡的脆弱程度不同
,

环境对人类活动冲击的

敏感性不同 研究这 类问题的地域差异
,

环

境地学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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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
“

七五”
计划期间即将开 展的与环

境地学有关的环境科学攻关课题为例说明这

一问题 例如酸雨的形成不仅与高硫煤的燃

烧
、

大气中酸性物质的化学转化有关
,

而且与

区域自然条件和地球化学背景有关 已有的

材料表明
,

我国重庆与贵阳等地区的酸雨最

为严重
,

这不仅与那里燃煤的含硫量高 达

有关
,

而且与当地的地形
、

气象条件不

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

与气温高
、

湿度大
,

有利

于二氧化硫转化为三氧化硫
,

并进一步转化

为硫酸有关
,

也与当地的环境地球化学背景

有关 那里的土壤呈酸性反应
,

大气中碱性

尘埃少
,

对雨水中酸的中和能力弱 而我国

北方的一些大中城市或工矿区
,

尽管燃煤量

和二氧化硫排放量高于西南地区
,

但由于这

里的气候干燥
,

土壤呈碱性反应
,

当这些碱性

土壤被风扬到空中时对雨水中的酸有较强的

中和作用
,

因而形不成酸雨

再以环境背景值研究为例
,

环境背景值

研究不是一般性的环境监测工作
,

而是一项

环境地球化学工作 各种元素在环境要 素中

的含量水平是地球表面元素长期迁移作用的

结果
,

与不同地区岩石的类型及风化作用强

度
、

成土过程和土壤性质
、

不同条件下天然水

化学成分的形成过程及元素自身的性质密切

有关 因此在下一阶段背景值研究中
,

除应继

续保持高质量的全程序质量控制外
,

应着重

于揭示环境背景值的区域分异规律
,

寻求可

能的影响因素与环境背景值 之 间 的 定 量 联

系
,

这样就有可能对未测试地区的背景值进

行预测 如果要编制环境背景值地图的话
,

那

么图件的任务不应该只是反映
“

值
”

的区域差

科 学 卷 期

异
,

而应是
“

值
”的区域分布规律的显示

环境科学的综合性很强
,

各分支学科之

间的联系很密切 环境地学必须一方面紧紧

把握住自己的特点和重点
,

另一方面必须紧

紧地与其它学科配合
,

从其它学科中吸取营

养
,

尤其是吸取各相邻学科的现代进展和成

果
,

借以提高 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 许多环

境地学工作者勇于和善于吸取其它学科的新

鲜内容
,

使得环境地学与环境科学的其它分

支学科相比
,

具有更强的综合能力 但在这

样做的时候
,

如果不能谨慎地
、

严谨地利用其

它学科的成果
,

或者不适当地扩大研究领域
,

必将使 自己失去特色
,

而不利于这门学科的

发展

最后谈一下关于环境污染的全球影响研

究问题 环境污染可能通过环境要素间复杂

的相互作用
,

产生一些全球性影响问题 这

些隐藏在局部环境污染后面的全球性效应问

题
,

很大一部分都与环境地学的研究内容有

关 但对这个领域我国环境地学几 乎还 未

涉足
,

今后应创造条件逐步开展此方面的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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