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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因此
,

关于环境和环境科学一些基本概

念
、

内容和研究方法
,

都还存在很多不完备之处
,

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本刊将

陆续发表国内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

展开学术讨论
,

以达到比较一致的看法
,

这或许将

会对环境科学本身的发展
,

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环境科学是当前世界上相当令人注 目的

一门新兴学科 许多学科向这里渗透
,

这门

学科很快出现了新的分支 环境地学
、

环境

生物学
、

环境化学
、

环境物理学等等

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
,

环境科学自然有

不完备的地方
,

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
,

例如

对研究对象
、

内容和任务
,

尚在争论中 不过

这个问题在某些古老学科中也不见得完全明

确 随着生产的发展
,

对自然界认识逐步深

化
,

一门学科研究领域会逐步扩大
,

研究内容

会逐渐增多
,

研究任务会逐步增加
,

但研究的

核心不会有很大变化

一
、

环 境

把环境理解为人类从事 各 种 活动的 环

境
,

即把环境当作人类对立统一体 这个理

解争论不大
,

分歧的焦点在于

一 人类是环境组成中的一部分
,

抑或

环境与人类对立而存在

二 环境是仅指人类生活的
、

从事生产

的环境
,

抑或包括对人类有直接和间接关系

的各种环境

环境生物学和环境医学
,

从生态学角度

出发
,

把人类作为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
,

认为环境包括三个部分 体内环境
、

直接环

境 由大气
、

水
、

食物等组成 和一般环境 人

类居住的地球 后两者又合称为体外环境
。

此外
,

环境科学把环境理解为体外环境
,

包括的范围大小却各有不同 有的所谓环境

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

即与人类生活

直接有关的环境 有的所谓环境
,

不但包括

整个地球
,

还包括宇宙

对环境如何理解
,

是值得研究 的问 题

首先从环境科学为什么在七十年代才蓬勃发

展谈起
,

一门科学的诞生
,

不是偶然的
,

而是

社会生产实践发展到某一阶段
,

由于需要才

发展起来的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

大工业兴起
,

城市人

口 集中
,

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 资产阶级为

了追求高额利润
,

生产处于严重竞争的无政

府状态
,

让巨量废气排放大气中
,

大量废水排

入江河湖海
,

废渣堆积如山
,

并且施用过量农

药和化肥
,

引起空气
、

水和食物污染
,

严重危

害人民健康 自五十年代以来
,

情况愈来愈

严重
,

在资本主义世界
,

环境污染已成为社

会公害 因此
,

环境污染成为世界突出的问

题之一 保护环境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呼声

环境科学是在这样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环境

科学研究的环境应是与人们健康直接相关的

人们生活的和从事生产的环境
,

并不泛泛指



一般环境 古老地理学就是以一般环境以及

人和环境之间关系作为研究对 象 环 境 科

学是一门新的学科
,

一定有它研究的特殊对

象
,

有它研究的特殊矛盾

二
、

环 境 科 学

在分析环境科学研究对象
、

内容和任务

之前
,

先讨论一下环境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还是一门社会科学 一门基础科学还是技术

科学

环境因人对立而存在
,

这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问题 研究科学必须有所分工
,

必须有

特殊研究对象
、

内容
、

任务 一门科学决不能

包罗万象
,

既研究生产斗争
,

又研究阶级斗

争 首先应把研究环境的科学分为两大门

 环境科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

环境社会

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研究环境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

这中

间有基本理论问题
,

也有技术问题 环境科

学应集中力量研究有关环境和环境 中出现的

基本规律 技术性问题应由环境医学和环境

工程学去研究

环境科学应是一门自然科学
、

一门基础

科学
二 包括环境地学

、

环境化学
、

环境物理学

和环境生物学 它研究的对象
,

即为环境
,

也

就是人们生活的和从事生产的环境
,

包括大

气圈
、

水圈和生物圈 研究其中质量及其变

化的规律和生物效应 研究内容主要应包括

下列几个方面

一 污染物的性质
、

组成及其浓度在空

间上和时间上变化的规律

二 污染物在大气圈和水圈中迁移
、

扩

散及其变化的规律
,

并研究它们引起大气质

量和水质变化的规律

三 污染物及其产物在大气圈
、

水圈和

生物圈之间转移规律

四 污染物在土壤和生物 中迁移
、

降解

和累积等的规律
,

着重研究通过食物链
,

污染

物在动
、

植物 特别在鱼类
、

牲畜
、

家禽和粮食

蔬菜
、

油料等 体内累积的过程及其引起动
、

植物群体的产量和质量的变化

五 环境质量及其变化的模式

环境科学主要任务是

一 环境调查

二 环境质量监测

三 环境质量预报

四 为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提 供科学

依据和制定战略性的计划
,

如参加制定保护

环境的总体规划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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