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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论述我国环境与人 口
、

资源的相互关系
, 提出扭转困境的首要问题是要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因

为我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实际上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要 改变局面必须树立一个长期奋斗的战略 目标

,

增强环

境意识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关链词 环境与人 口 资源的关系 环境意识

环境问题是当今全世界 日益受到人们关

注的重大问题
,

也是我国面临挑战的社会经

济问题 由于我国人 口过多
,

资源又相对紧

缺
,

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

潜在威胁较大的特

点
,

本文拟先从泛论环境与人口
、

资源相互关

系方面
,

来探讨增强我国人民群众保护环境

意识的重要意义

一
、

环境与人 口的关系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 他 具 有 智

能
,

使他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
,

另一个特性
,

人类可以在变化极多的环境中生存 因此
,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比一般生物要复杂得多
,

归根到底
,

人类富有较强的生命力
,

成为环境

的主体 对于生物来说
,

一般只能消极地适

应自然
,

当外在环境起了剧 烈 变 化 时
,

往

往就难以存活下去
,

某些动物也只能寻找并

迁徙到适合其栖息条件的地方
,

不然就面临

灭绝的境地 而人类主要借助文化知识和技

术手段
,

不仅能多方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
,

进

而还能改造环境条件
,

以扩大其居住空间
,

并

改变其生活方式
,

求得生存与发展 仅以我

国为例
,

北 自寒冷的黑龙江
,

南到炎热的海南

岛
,

西从高寒的青藏高原
,

东迄低下的海涂滩

地
,

无不有人在那里定居生活
,

连遥远的夭山

冰雪带
、

塔克拉马干沙漠边缘
,

甚至南极冰冻

圈内
,

也都能建立永久的站点
,

这都足以证

明
,

就空间来说
,

环境是无限的
,

同时人类塑

造环境的能力也是育环断创新的

从另一方面说
,

环境的容量却是有限度

的
,

环境条件好坏
,

对人 口的承载能力是不同

的 一般是环境较好
,

居住的人 口就较多
,

环

境较差
,

生活就比较艰难
,

人 口承载力就较

低 在我们国土上也反映得很明显 如果从

东北大兴安岭向西南横断山脉划 分 一 条 界

线
,

则东南半壁
,

因属于季风盛行区
,

水
、

热
、

土条件 均较优越
,

雨热同期
,

平原 占面积大 ,

人口 就稠密
,

承载了占全国人 口 摇 以上居

民
,

而几乎面积相等的西北半壁
,

只不到 并

的人 口分布在那里
,

由于地形多山地与高原
,

大陆气候干旱
,

或是高寒
,

雨水偏少
,

土地比

较膺薄
,

人口 稀疏 我国人 口密度
,

东南半壁

约为 人
, ,

西北半壁约仅 人 淤
,

相差逾 倍

这就是环境影响了人 口 分布不平衡性

一切生物
,

特别是人类与周围环境
,

不

断地进行着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复杂的相互作

用
,

在它们的推动影响下
,

环境必然要发生变
,

化
,

一旦环境起了明显变化
,

人的咸知与行为

也随之而产生变化 因此
,

所谓环境问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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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人
一

环境问题

如果从工业化
、

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来看
,

由于人的欲望与需求
,

一直追求生活上

的舒适和方便
,

积极发展生产
,

提高消费水

平 从工业化
、

城市化进程中
,

通过人类的各

种活动而改变或塑造出来的环境
,

得到了不

少改善生活上的满足和实惠 可是另一方面
,

因为人 口 迅速增加和集聚
,

建筑物过密
,

遮挡

了日照
,

活动空间 也随之减少
,

工业排放废水

废物不断增加
,

污染了空气和水质
,

交通拥

挤
,

噪音倍增等等
,

这种环境又给人们带来了

损害 总之
,

城市化促进了人 口高密度
,

及与

之相联系的高强度经济活动
,

增加了环境负

荷
,

大大影响了环境质量
,

原处于比较安谧的

大 自然
,

竟然变形到威胁人们生活
,

成为日益

突出的环境问题

时至今 日
,

如果把环境的概念
,

从 自然环

境 或地理环境 延伸到生态环境
,

再扩大到

社会环境
,

那末人与环境关 系则将更为错综

复杂 就以人 口而言
,

人口 结构的变化
,

例如

老龄化和就业率等问题
,

也对环境具有不容

忽视的影响
,

本文在此暂不加以阐述

二
、

环境与资源的关系

凡自然物质经过人的发现
,

被输人生产

过程
,

或 直接进人消费过程变成有用途的
,

或

能给人以舒适感
,

从而产生 有价值的东西
,

就

称为资源 它是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也是环境的重要物质基础 促使自然资源的

开发利用
,

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
,

一是利用资

源的总人数不断增加 二是人们企求生活水

平的提高而对资源的消耗扩大

合理开发资源
,

并提高资源利用率
,

对改

善环境质量
,

或是美化环境都起着重要作用

反之
,

如果盲目开发
,

滥采
、

滥伐
,

过度利用那

就会造成环境恶化 由于自然资源具有量
、

质
、

时间与空间等多种属性
,

能供利用都是有

限的
,

即使对再生资源来说
,

也不可能取之不

尽
,

用之不竭的
。

同时各种资源之间常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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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相互制约
,

形成复杂的复合体系 人

们通常限于认识水平
,

只图近利
,

忽视远谋
,

为了自身利益与享受
,

态意采伐
,

甚至掠夺式

经营
,

任意攫取
,

使消耗超过补偿的速度
,

破

坏了资源 自身恢复的机理
,

更不会想到获得

资源体系中的某一部分会引起哪些环境变化

的后果

在我国长期低投人的传统开发利用资源

的过程中
,

就表现 出许多耕地用多养少
,

重灌

轻排 林地砍伐无度
,

重采轻造 草场放牧只

重头数
,

超载过牧 水域酷渔滥捕 矿山采富

弃贫等等
,

从而导致了水土流失加重
,

土壤肥

力下降
,

盐碱化与沙化面积扩大
,

草地退化
,

草质变劣
,

山地森林覆盖率不断减少
,

河流淤

积
,

航程缩短
,

湖泊日益缩小
,

调蓄能力减弱
,

自然灾害频率增加 总的来说
,

资源不合理

利用与经营管理不善是导致我国的环境问题

日益严重的重大原 因

另一方面
,

人们鉴于已被发现可供利用

的资源 日益短缺
,

却千方百计开发新资源
、

新

能源
,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
,

推进物质资源化
,

不断扩大资源种类及其范围
,

例如核能
、

新光

能
、

人造纤维
、

人造橡胶
、

塑料等
,

都是依靠科

技进步
,

增加 了许多替代资源产品
,

广泛用于

工农业
,

创造 了物质财富
,

为人类谋福利 但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
,

它们生产过程中的副产

物和废料
,

却严重污染环境
,

又给人和生 物带

来了新的危害
,

并增加 了环保工作的难度

三
、

提高我国人民环境意识的迫切性

人与环境原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

人离

不开外在环境而生存
,

也还不可能做到人定

胜天
,

根本改变地球上发生的自然作用
,

然而

人类的文明和科技进步
,

却使人具有干预和

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
,

越来越增强 超凡的

智能加上几十亿人口的巨大数量
,

这种极其

重要的组合
,

对环境的冲击
,

今天恐难以想象

有其他的组合可能比拟
,

它的行动往往可能

产生有益或有害的结果



我国人口 起点基数大
,

增长惯性强
,

文化

素质差
,

年龄结构亦不理想
,

今后对各种资源

需求的压力
,

必将 日趋增加 虽然
,

我国领土

辽阔
,

兼跨海陆
,

号称地大物博
,

土地类型多

样
,

光热条件优越
,

不论地面资源和地 下 资

源
,

品种比较齐全
,

从资源总量上讲
,

其中不

少都居于世界的前列
,

堪称资源大国
,

但就人

均占有量看
,

供需相对紧缺
,

又是资源小国

例如耕地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
,

水 资 源

为
,

林地为
,

森林蓄积量为
,

矿

产资源的人均 占有量也不到世界人均 占有量

的
,

而且贫矿多于富矿
,

共生矿多
,

单一

矿少 水土资源与大宗主要矿产尤显 见 不

足 再加资源空间分布很不平衡
,

利用率低
,

浪费严重
,

这都是造成我国人 口与资源
、

经济

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突出
,

从而也直接或

间按地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基本原因

虽然
,

我国人口
、

资源与环境问题是历史

长期积累形成的
,

要扭转这个 困境局面
,

决非

短期内所 能改变 因此
,

我们必须树立一个

科 学 卷 期

长期奋斗的战略 目标
,

坚持不懈地实行综合

治理和配套政策 为了控制人口猛增与环境

继续恶化的势头
,

国家已经明确要改变那种

急于求成的思想
,

把国民经济转移到持续
、

稳

定
、

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
,

并将环境保护列为

基本国策之一 但众所周知
,

环境的演变常

是一个渐变过程
,

潜在恶化的威胁
,

又不太容

易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所能直接感受
,

因此当

务之急
,

就是要深入持久地广泛地进行宣传

教育
,

告民以实情
,

晓众喻大义 首先要提高

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
,

使他们了解人 口
、

资

源
、

环境实际上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因此

环保工作同他们切身利害息息相关
,

然后辅

之以环保法规与条例的学习
,

才能自觉地见

诸行动 如能这样
,

不仅反过来对推行计划

生育和节约资源利用
,

杜绝浪费也会有益的
,

并进一步为实现本世纪第二步战略 目标将起

到积极作用

收稿 日期 年 月 日

·

环境信 息
·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量的燃烧器

日本川崎重工业公司宣布
,
它 已研制成适用于

中
、

小型锅炉的燃煤局部燃烧器
,

新型燃烧器可使锅

炉
二

的排放量减少到 。。 以下 由于

排放量低
,

所以它不需要专门的二硝化作用装置

因此就蒸气产生量为 的锅炉来说新燃烧

器的安装费和年运行费分别比普通燃烧器少 , 汤 和

少 千万日元

常规技术只能将锅炉的
、

排放量降至 一
夕 。 ,

因此炉灰中含有大量未燃尽的可燃物质

新燃烧器有一个鼓形炉
,

由喷嘴向鼓形炉供给

煤粉和空气
,

喷射方向与鼓相切
,

因此
,

煤粉与空气

象旋风般地在转鼓内旋转
,

给煤足以在鼓内产生还

原大气
,

使煤在高温中燃烧
,

从而导致未燃尽煤的气

化 煤气流人下一个锅炉
,

在那里燃烧 因煤是在

还原大气中燃烧
,

与传统技术相比
,

新燃烧器使
、

排放量减少

通过循环气流中所夹带的由微粒组成的所有飞

灰 这种飞灰一直被作为炉渣仍掉 新燃烧器燃尽几

乎所有可燃物质
,

使熔融煤渣完全灰化 所以
,

新燃

烧器所生成的煤灰内只含有 。 以下的未燃尽的

可燃物质
,

没有飞灰
,

只有很容易处理的细粒煤渣

该公司在川崎钢铁公 司建造了一座实验 工 厂
,

其中包括燃烧量为
, 。队 的新燃烧器和燕气产

生量为
, 。。 的整装锅炉 实验工厂试验运

行共
, ,

证明锅炉的
二

排放量少于 。

‘ ,

这是燃烧煤粉的普通中小型锅炉 难 以 达 到

的

钱玲华译自日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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