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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大环境问题

曹 磊

�甘肃省环境保护局
,

兰州 � �。。� ��

摘要 当前或即将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间题可归纳为 �� 类
,

即臭氧层耗损
,

温 室效应及 全球变暖
,

酸沉降危害加

剧
,

生物系统简化
,

土壤退化
,

森林锐减
,

水资源危机
,

海洋环境污染
,

固体废料的污染和有毒化学品污染等
。

本

文对这些环境间题的基本概念
、

内容
、

成因
、

趋势和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影响
,

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论述
。

关扭词 全球
,

环境问题
,

综述
。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对

人类及其它生物的正常生存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和破

坏
,

称为环境问题
。

由自然因素如地震
、

火山喷发等引

起的环境问题
,

称为第一类环境问题
�
由人为因素引起

的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
。

称为第二类环境

问题 � 社会环境本身存在的问题
,

如人 口剧增
、

人类战

争
、

城市化及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问

题及粮食和资源问题
,

称为第三类环境问题
。

近半个世纪以来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急剧增

加
,

出现了不少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

本文所讨论的具有

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是指第二类环境问题
,

其含义为
�

�

产生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某些环境间题
,

在性质上具有

普遍性和共同性
,

从而导致环境危害的全球性 � � 源

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间题
,

其影响和危害具有跨越

国界
、

跨越地区
,

甚至涉及全球 , � 某些环境问题的解

决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和行动
,

包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

家的协助和国家之间的合作
。

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第一篇著名预测报告是 ��� �

年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梅多吾兹等人写的《增

长的极限》, 第二篇著名的预测报告是美国政府 �� � � 年

公布的《� � � � 年的地球》
。

与此同时
, �� �� 年联合国在斯

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

宣言 》和 ��  ! 年《内罗毕宣言》
,

以及 �� � 年通过的《里

约环境与发展宜言》等纲领性文件
,

都从不同角度分析

预测和反映了有关地球环境间题
,

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

和全人类必须共同行动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等全球共识
。

综合当前有关资料
,

现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

题分析归纳为以下 �� 项
。

� 奥权层耗损

地球大气平流层中的臭氧层
,

能吸收滤掉太阳光中

过多的有害紫外线
,

尤其是能有效吸收可严重杀伤人和

其它生物的波长为 ��� 一 ���
� � 的紫外线

,

从而减少对

地球生物的伤害
,

使地球生物正常生长和世代繁衍
。

大

气平流 层中的臭氧层是保护地球生命的天然屏障
。

但是
,

人类的活动使大气中的某些化合物含 量增

加
,

逐渐耗损 和破坏臭氧层
,

例如氯氟烃类化合物

�� �� � � 、

聚四 氟乙烯和其它耗损臭氧的物质破坏了平

流层中的臭氧分子
,

使臭氧浓度降低
,

从而射向地球表

面的有害紫外线辐射增加
。

有资料估计
,

臭氧层中臭氧

浓度减少 ��
,

会使地面增加 �� 的紫外辐射量
,

导致

皮肤癌的发病率增加 �� 一 ��
。

同时给野生动物和水生

生物等地球生物带来灾难
。

自本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

每年 � 一 �� 月南极大陆空气柱臭氧总量急剧下降
,

形成

臭氧层 空洞
,

到 �� � �年此空洞 已扩展到整个南极大陆

上空
,

深可装下珠穆朗玛峰
。

同时
,

北极上空出现的臭

氧层空洞面积也有南极地区的 ��� 大
。

据预测
,

人类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大气臭氧层
,

到

�� �  年
,

由于太阳紫外线的危害
�

全世界将有 �
�

�� 亿

人患皮肤癌
,

其中 ��� 多万人死亡 � 将有 �� �。万人患

白内障 � 农作物将减产 �
�

�� � 水产品将减产 �
�

�� � 材

料的损失将达 �� 亿美元 � 光化学烟雾的发生率将增加

��  
。

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 沮宜效应及全球变吸

地球大气的温度是由阳光照到地球表面的速率和

吸热后的地球将红外辐射线散发到空间的速率间的 平

衡决定的
。

适于地球生命存在的湿润而温暖的气侯是由

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

如 �� � 、

� � 、
、

� �� �
、

水蒸汽及其

它吸收红外线的气体
、

阻挡了地球辐射热的散发
,

起到

地球大气的吸热保温作用 �温室效应 �的结果
。

但是
,

由于人类活动
,

尤其是大量化石嫩料的燃

烧
,

使大气层的组成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

红外吸热的温

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正以空前的速度增加
,

从而导致

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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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侯变暖
。

在过去 � �� 年间全球平均地面气温已增

加了 �
�

�一 �
�

� ℃
,

在 �� 世纪 �� 年代北半球高纬和极地

温升幅度曾达 �
�

� ℃
。

地球气温上升会引起海水膨胀和

陆地冰雪融化
,

使海平面上升
,

沿岸地 区遭海浸等危

害
。

在过去的 �� 。年全球海平面升高了 �� 一 ��
��

。

温

室效应还可引起全球气侯变化
,

如高温
、

干旱
、

洪涝
、

疾病
、

暴风雨和热带风加剧
,

土壤水分变化
,

农牧
、

湿

地
、

森林及其它生态系统变化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

据预测
,

大气中 � �
�

浓度每年大约上升 。
,

� � �增

加 �
�

� � �� 一 � �
,

� � ‘
上升 �

�

� � �� � � ��
一 , �

,

��� � 上升

�
�

� � �� � � ��
一 ’� 一 � � 火 � � 一 ‘� �

,
� �� 上升 �

�

� � ��
�

� �

� � 一 ’�等
。

与此相应全球增温速度为 �
�

� ℃ ��
。

如继续发

展
,

到 � � � � 年全球平均温升将达到 � ℃
,

全球海平面将

升高 ��
� � �

到下世纪末将分别比现在升高 � ℃和 �
�

�

� �
,

从而使人类面临严重危害
。

� 酸沉降危害加剧

大气中所有酸性物质转移到大地的过程统称为酸

沉降
。

通常将 �� 值低于 �
�

� 的湿性酸沉降俗称酸雨
。

酸雨的形成主要是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硫氧化物 �� �
二

�

和氮氧化物 �� �
二

�等大气酸性污染物溶入雨水所致
。

造成酸雨的大气酸性污染物不仅影响局部地区
,

而

且能随气流输运到远离其发生源数千里以外的广大地

区
,

成为穿越国界长距离移动的大气污染间题
。

酸雨最

早发现于欧洲和北美地区
,

本世纪 �� 年代以来
,

在世

界空间分布逐年扩大
,

几乎遍布各大洲
�

降水 �� 值最

低可达 �
�

� 左右
,

并曾测到过 �� � � 的酸雨
,

比柠檬汁

还酸
。

酸沉降危害严重
,

被称为
“

空中死神
”

。

酸雨直接降

落到植物叶面而使植被和农作物受害或枯死
�
使土壤酸

化引起有害金属元素溶出伤害植物根部
�
使江河湖泊酸

化
,

导致鱼类和两栖动物丧失繁育能力
,

使水生 生物减

少 � 同时
,

酸雨腐蚀各种建筑材料和古迹
,

并直接影响

人体健康
。

� 生态系统简化

生物多样性是维护 自然生态 平衡和 人类赖以继续

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基础
。

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
、

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
。

自地球出现生命以来
,

约经

历了三四十亿年漫长进化的进程
,

并已出现过类似恐龙

灭绝的事件 � 次
,

使 �� 纬的海洋动物家族
、

�� �的两栖

动物家族和 �� � 的爬行动物家族消失了
。

据测算
,

地球

上现存的生物种数大约 在 ��� 万到 � � � 。万种
,

其中哺

乳动物 � � � � 多种
,

爬行动物 � � � � 多种
,

两栖动物 �� � 。

多种
,

鸟类约 � � � � 种
,

鱼类 � �。。。多种
�
而海洋生物和

热带雨林生物就有可能超过 � � � � 万种
。

由于人类活动
,

森林大量砍伐
,

草原开 垦
,

湿地干

涸
,

使生物多样性遭到极大破坏
。

据近 � � � � 年以来的

统计
,

大约有 ��� 多种兽类和 ��� 多种鸟类 已经灭绝
�

全世界约有 � � � �。种植物和 � � � � 多种脊椎动物处于灭

绝的边缘
。

近来
,

生物物种消失加速
,

生态系统趋于简

化
,

每天约有 �� 一 ��� 种物种灭绝
,

这是 自恐龙消失以

来最快的物种灭绝时代
,

而地球上现存的野生生物种类

一旦灭绝
,

就没有再出现的可能
。

� 森林锐减

森林是地球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陆上最大生

态系统
,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

森林不仅提供木材和

林副产品
,

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

风固沙
、

调节气侯
、

保障农牧业生产
、

保存森林生物物

种
、

维持生态平衡和净化环境等生态功能
。

在历史上
,

地球曾有 �� 亿公顷的森林
,

到 �� 世纪

降为 �� 亿公顷 � 进入 �� 世纪 以后
,

森林资源受到严重

破坏
,

目前全世界仅有森林 �
�

� 亿公顷
,

其覆盖率为

�� �
,

并仍在迅速减少
。

全球每年砍伐和焚烧森林 � �。。

多万公顷
,

其中热带雨林的消失速度由 � � � � 年的 � � � �

万公顷增到 � � �。年的 � � � � 万公顷
。

世界热带雨林面积

已减少 �� �
,

目前仍以每分钟 �� 公顷的速度在消失
。

照

此发展
,

到 � � � � 年世界雨林可能会丧失殆尽
。

� 土旗退化

土壤退化是指土壤在物理
、

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性

能变劣而导致其生产力降低的变化过程
。

沙漠化和土壤

侵蚀是导致土壤退化的重要原 因
。

目前
,

全球沙漠 已占全部干旱地区 生产面积的

� � � �约 � � 亿 � �
“�

,

相当于地球土地总面积的 � � �
。

全

世界每年约有 �� � 万 ��
,

的土地继续出现沙漠化或有

沙漠化危险
。

纯经济效益为零或负值的土地面积
,

每年

以 � � � � 万 � �
�

的速度持续增加
�
放牧的约 � 成 ��� 亿

� � � �
、

依赖降雨的农田约 � 成 ��
�

�� 亿 � � � �和 灌溉农

田的 � 成 �。
�

� 亿 � � � �的土地因沙漠化 已超过中等程度

而受害
�
因严重沙漠化而受害的农村人 口

,

由 � � � � 年

的 �
�

� � 亿人增加到 � � � � 年的 �
�

�� 亿人
。

在 �� 年代中

期
,

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旱灾曾造成约 �� 。万人死亡
�
现

在消漠化仍影响着世界 � �� 人 口的生活
。

土壤侵蚀指土壤表土因风和 雨而损失的现象
。

全世

界每年因土壤侵蚀损失土地 �� � 万 �� � ,

每年经过河流

冲入海洋的表土达 � �� 亿 �
。

其中世界 主要产粮 国美国

年流失土壤 ��
�

� 亿 � ,

原苏联约 �� 亿 � ,

印度约 �� 亿

� ,

中国约 � � 亿 �
。

同时
,

土壤侵蚀
、

盐碱化
、

水涝和土

壤肥力丧失等现象几乎在所有国家都 日趋增加
。

到 � � � � 年
,

全球人 口预计达 �� 亿人
,

其中 �� 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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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发展中国家
,

对粮食的需求量将增长 �� � 以上
,

而

土地资源却迅速减少和退化
,

生产力下降
,

农作物减

产
,

供需矛盾突出
。

, 淡水资源危机

安全的淡水是维持地球生命的基本要素
。

全球淡水

储量约 �
�

� 亿亿 �
“ ,

占地球水储量的 �
�

�� �
。

与人类生

活密切的河流
、

湖泊和浅层地下水只有 ���
�

� 万亿 � � ,

占全部淡水储量的 �
�

��  
。

大约 �� � 一 �� �的淡水资

源用于灌溉
,

不足 �� �的用于工业
,

� �用于家庭
。

由于淡水资源分布不均
,

随着人 口激增和工农业生

产的发展
,

缺水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

据统计
,

全世界有

� � 。多个国家缺水
,

严重缺水的达 �� 多个
,

占全球陆地

面积的 �� �
。

发展中国家至少有 � �� 的农村人 口和 �� �

的城市人 口得不到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
有 �� �的疾病

和 � � � 的死亡率与受到污染的水有关
。

水污染加重了水资源危机
。

水污染不仅影响人类对

淡水的使用
,

而且还会严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和对生物

的危害
。

全世界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各类污水约 � � �。

亿 � ,

造成 � � � � 。亿 � �

的水体被污染
,

占全球径流总量

的 � � � 以上
�
全世界河流 稳定流量的 �� � 受到 污染

,

并呈 日益恶化的趋势
。

� 海洋环境污染

地球上海洋面积为 �
�

�� 亿 � � “ ,

占地球表面 的

��
�

� �
�
海水体积为 ��

�

� 亿 �� � ,

占地球表面总水量的

�� � 以上
。

世界上 �� � 的人生活在 �� �� �

宽的沿岸线

上
。

海洋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资源
、

矿物资源
、

化

学资源和动力资源
。

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约为陆

地上所能种植的全部农产品的 � � � � 倍
,

而现在人类对

海洋的利用不足 � �
。

但是
,

海洋污染已不容忽视
,

特别

是沿岸海域的污染
,

已直接影响海洋生态和 人类生活
。

污染的 70 % 来自陆地
,

每年约有 4
.1万 km ‘

污水
,

携带

20 0 亿t污染物通过江河进入海洋; 另有 10 % 的污染来

自船只
,

每年大约有 640 万 t船舶垃圾和 150 万 t石油

流入海洋;船舶航行中的事故性排放及海底油田的开发

和自然 因素
、

人为战争等造成的海洋污染
,

可能对局部

海洋的一定时间内造成严重危害
。

此外
,

对海洋资源的

过量开采也对海洋环境造成危害
。

9 固体废料的污染

固体废料包括工业固体废弃物
、

生物垃圾
、

化粪池

和污水渣等
。

全世界每年产生各种废料约 10 。亿 t
。

具

有毒性
、

易燃性
、

腐蚀性
、

传染性
、

反 应性和放射性的

废弃物
,

称为危险废料
。

危险废料主要产生于发达 国

家
,

每年约 4 亿 t
,

其中美国占 3 亿 t
。

最危险的废料是

放射性废料和剧毒化学品废料
。

世界各地核电站每年产

生的核废料约 1 万 m
3。

固体废料
,

尤其是危险废料通过各种途径污染水

域
、

土壤和空气环境
,

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键康和地球

生态系统
。

据预测
,

全球范围的城市废料量将在本世纪

末增加 1倍
,

到 2025年前再翻一番
。

本世纪末
,

20 亿

人将得不到基本的卫生条件
,

每年有约 52 。万人 (包括

40 0万儿童)死于与废料危害有关的疾病
。

10 有毒化学品污染

当前
,

世界上大约有 50 0万种化学品和 700 万种化

学物质
,

并有 7 万种以上的化学品投放市场
,

其中对人

体健康和生态环境有明显危害的约有 3
.5万种

,

具有致

癌
、

致畸
、

致突变的有 500 余种
。

同时
,

每年要有几万

种新的化学物质和几千种化学品问世
,

其中约有 1/6 投

入市场
。

化学品一经生产出来
,

在没有自然或人为消解

的情况下
,

最终必然进入环境
,

并在全球迁移
,

分别进

入各生物介质
,

对全球带来危害或潜在危害
。

实际上化

学品 已对全球的大气
、

水体
、

土壤和生物系统造成污染

和毒害
。

自 50 年代以来
,

涉及有毒化学品的污染事故

也日益增多
,

造成严重恶果
。

化学污染源除工业外
,

还有车辆尾气
、

农药化肥
、

香烟烟雾
、

家庭接触的和天然源的化学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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