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沪
弓荻燕刃护⋯锐认

屯
只 ⋯

问题讨论
飞 飞毛、马飞飞、 飞飞 毛飞 飞飞飞

爹丢、

环境科学的对象
、

任务和分科

刘 培 桐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
,

还没有形成

完整的科学体系 它的对象
、

任务
、

性质和内

容也还不够明确
,

从整体来看
,

可以说它还处

于正在发育
,

尚未定型的胚胎阶段

然而
,

它的发展异常迅速
,

特别是进入

年代以来
,

研究机构
,

如雨后春笋
,

应时而

生 研究范围之广
,

出版物之多
,

资料积累之

丰富
,

在科学发展史上都是不多的 这就说

明 及时地对它的研究对象
、

任务
、

内容和分

科进行初步探讨
,

不仅是需要的
,

而且是可能

的
,

对促进它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一
、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所谓
“
环境

”
总是相对于某项中心事物而

言的
,

总是作为某项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

在的 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
,

随中心

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

它们总是既相互对立
,

又

相互依存
,

相互转化的
,

在他们之间存在着对

立统一的关系

环境科学的对象

对我们来说
,

中心事物是人
,

环境就是人

类的生存环境
,

环境科学就是以
“人与环境

”

这一对矛盾为对象而研究其对立统一关系的

发展
、

预测
、

调控和利用的科学

自然界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
,

在人出现

很久以前它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人则

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
,

具备了一定的条

件
,

才逐渐从动物中分化出来的
,

与此同时整

个自然界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级的
、

在人的

参与和干予下发展的新阶段

—
人与环境交

互作用
、

辩证发展的新阶段

这里所说的环境
,

首先是自然环境 它

是人类经常的和必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

一
,

当然要影响着人类
、

作用于人类 但是
,

人类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而反

作用于 自然环境 有目的
、

有计划地利用它
、

改造它
,

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环境
,

而新的生

存环境再反作用于人类
,

⋯⋯在这一反复曲

折的过程中
,

人终于把洪荒的原野改造成为

今 日的繁华世界

而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

他自己
,

这不仅表现在生理方面
,

也表现在智

力方面 正如恩格斯所说
“
但是

,

人的思维的

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
,

正是人所引起的自

然界的变化
,

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人的智

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

第 页
,

人民出版社一九

七二年版 这就使人离开动物界愈来愈远
,

人

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

愈来愈不同于动物

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
,

人类的生存环境也

越来越有区别于原始的自然环境
,

从这种意

义来说
,

人及其生存环境正是在劳动和自然

环境共同作用下而一齐发展起来的
,

所以人

类的生存环境既不是由单纯的自然因素
,

也

不是由单纯的社会因素构成的
,

而是在自然

背景的基础上经过人类改造加工形成的
,

它

凝聚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
,

体

现着人类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性质和水平
,

影

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

关系着人类的生存

和健康



环境科学的任务

当前我们所理解的环境科学是以
“人类

与生存环境
”

之间的矛盾为其研究对象的科

学
,

它的基本任务就是 揭露这一矛盾的实

质
、

研究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

系
,

掌握它的发展规律
,

调节人类与环境之间

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程
,

寻求解决矛盾的途

径和方法
,

改善环境
,

造福人民
,

促进人类社

会更加繁荣昌盛地向前发展 为此
,

它首先

是研究人类活动对环境所引起的自然 影 响
,

不仅要能预见到自己的活动所引起的比较近

期的
、

直接的后果
,

而且要能预见到比较长远

的间接的后果 其次
,

是研究人类活动对环

境所引起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而在这些研

究中
,

不仅要考虑到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改

造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
,

也要考虑到与

生产关系的制约关系
,

也就是说要考虑到与

生产方式和与它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关系

二
、

环境科学的内容和分科

“人与环境
”这一对矛盾在更广泛的范围

内
,

作为一对特殊矛盾
,

以它的特殊性把环境

科学同其它科学区分开来
,

又以寓于其中的

普遍性而把环境科学同相邻科学联系 起来
,

使环境科学成为一门独立而非孤立的科学

但
“

人与环境”
这一对总矛盾又包含着许

多范围和性质不同的
、

体现着这一对总矛盾

的某些个别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矛盾
,

相对来

说总矛盾成了普遍矛盾
,

而这许多小矛盾又

都成了特殊矛盾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

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 “

人与环境
”
这一矛盾的

普遍性和特殊性就成了我们在环境科学内进

行学科划分
,

并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环

境科学体系的理论根据

仅就我们当前的认识水平试将环境科学

初步划分为基础环境学
,

环境学和应用环境

学

基础环境学指的是 环境物理学
,

环境

化学
,

环境生物学
,

环境地质学⋯⋯等 它们

都是相应老学科中的新分支 应用环境学的

主要内容
,

包括 环境政策
、

法令
、

环境经济
、

环境工程
,

环境管理
,

环境规划⋯⋯等
,

它相

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保护
,

下面兹着重

介绍一下环境学的主要分支

理论环境学

理论环境学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特别是以毛主席的实践

论和矛盾论为指导
,

以我国的环境保护方针

为依据
,

运用有关的现代科学理论 如系统

论
、

信息论
、

控制论
、

规划论
、

最优化理论⋯
,

二
总结古今中外利用和改造环境的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
,

批判地扬弃
、

继承和发展古今中

外有关的环境科学理论
,

以建立与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环境科学的方法论和

基本理论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环境科学方

法论
, “

人与环境
”的对立统一关系论

,

环境质

量评价的原理和方法
,

合理布局的原理和方

法
,

综合利用
,

联合企业及生产地域综合体组

成的原理和方法
,

以及环境区划和环境规 划

的原理和方法
,

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套调整

和控制人与环境之间的
,

通过生产和消费活

动进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过 程 的 理论 和 方

法
,

为解决
“

环境问题
”

提供方向性和战略性

的科学依据

综 合环境学

综合环境学是把
“人与环境

”
这一复杂的

矛盾作为一个整体
,

从各种不同性质和不同

等级的许多矛盾的总体上
,

从其相互联结的

特殊性上
,

全面地研究
“

人与环境
”的对立统

一关系的发展
、

预测
、

调控和利用的科学
,

根

据其研究对象的范围
、

特性及其从属关系可

进一步划分为

 全球环境学 随着人口的增长
,

科

学技术的发展
,

生产力的提高
,

生产规模的扩

大
,

交通工具的改进
,

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
,

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活动及其影响
,

无论

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日益增长的 人类很多

生产和消费活动都足以引起全球性 的影 响
,



全球性的环境变化 而这些影响和变化大都

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大气和水的全球性循环

来进行的 这些影响和变化的性质
、

方向
、

速

度和规模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区域环境学 由于各不同地区的社

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不同
,

人与环境的关系也

随之不同
,

所引起的
“
环境问题

”以及解决
“
环

境问题
” 的方法和途径在性质上和程度上也

有所不同
,

区域环境学就是研究某一区域内

“人与环境
”
对立统一关系的发展及其预测

,

调控和利用的科学

聚落环境学 聚落根据其性质
、

功

能和规模可分为 院落
、

村落和城市 它们

是人类聚居的地方
,

是人类活动的中心
,

因而

也是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
、

最直

接的环境 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
、

创

造生存环境的突出实例 人类由筑巢而居
、

穴居野外
、

逐水草而居到定居
,

由散居到聚

居
,

由乡村到城市
,

反映着人类保护自己
、

征

服自然的历程
,

正是由于人类学会了修建房

舍和其他保护设备
,

人类才把自己的活动领

域由热带扩展到温带
、

寒带以至极地 而且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
,

在今天的世界上
,

这些处

于各个不同发展阶段
,

不同等级的聚落
,

在不

同地区还都可以见得到 总的来说
,

聚落的

发展为人类创造了越来越方便
、

舒适
、

安全和

健康的劳动
、

工作和生活环境 但是往往也

正因为它是人口 密集
、

生产发达和生活活动

频繁的场所
,

而造成局部环境污染的现象也

是非常严重的
,

这已普遍地引起了人们的注

意
,

成了当代环境科学研究的重心

部门环境学
“人与环境

”
之间的许多不同性质和不同

等级的矛盾不仅要从其总体上
,

从其相互联

结上加以研究
,

而且要分别地对它们加以研

究 部门环境学就是以
“人与环境

”
之间的某

种或某类特殊矛盾为对象而研究其对立统一

关系的发展
、

预测
、

调控和利用的科学 根据

环境的组成和性质
,

以及人类活动的种类和

性质可初步作如下的划分

根据环境的组成可分为 大气环境学
、

水体环境学
、

土壤环境学和生物环境学 它

们是分别以
“
人与大气环境

” 、 “人与水体环

境
”、 “人与土壤环境

”
和

“
人与生物环境

”

的矛

盾为对象
,

研究人类活动分别对大气环境
、

水

体环境
、

土壤环境和生物环境的组成
、

结构
、

性状和质量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反过来又影

响人类活动和健康的科学

根据环境的性质可分为 物理环境学与

化学环境学
,

前者是研究振动
、

噪声
、

热污染
、

射线污染以及采矿
、

交通
、

大规模农田基本建

设对环境的物理性状和质量的改变以及这种

改变反过来又影响人类活动和健康的 科学
,

后者是研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
“
三废

”对环

境的污染
,

使环境的化学组成和质量产生变

化
,

以及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影响人类活动和

健康的科学

根据人类活动的性质和种类可以分为工

业环境学
、

农业环境学和医疗环境学

工业环境学

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大工业是我

们利用和改造环境的强有力手段
,

它创造了

丰富的物质财富
,

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
,

也

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

斯所说
“
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

了整个自然界
,

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

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
”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 第七卷

,

第 牡 页
,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
,

但是

如果我们对于这样强有力的手段运 用不 当
,

那么
,

对环境的破坏
,

从而对人类活动和健康

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
,

对于工业环

境学的重要性
,

应有足够认识
,

它的范围是很

广阔的
,

内容是异常丰富的
,

但核心是
“
三废

”

的污染问题 所以它的研究重点应是

首先
,

要搞科学技术革命和革新 改革

工艺流程
,

实行闭路循环
,

加强科学管理
,

防

止跑
、

冒
、

滴
、

漏
,

提高原料利用率
,

少产
“
三

废
” ,

特别是少产有害
“
三废

”
如马克思所说



,’⋯⋯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 度 和 把一

切进人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

用提高到最高 限度
” 《

资本论
》第三卷

,

第 页
,

人

民 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与此同时要提高产品质

量
,

坚固
、

耐用
、

易修以减少消费中的
“
三

废
”

其次
,

要为
“

三废
”

找出路
,

大搞
“三废”

综

合利用
“三废

”

不废
,

弃之为害
,

用之为宝

物质的属性是复杂的
,

我们对它的认识

是无穷的
,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 日新 月 异 的

因此
,

开展
“

三废
”

综合利用的前途是非常广

阔的
,

我们不仅可以把某一生产过程的
“
三

废
”

作为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来用
,

也可以在

同一生产过程中同时利用
“
三废

” 的多种属

性
,

例如利用城市污水的沉淀污泥进行嫌氧

发酵产生沼气
,

发酵液可用作水肥资源
,

同时

沼气可用作动力来源 又如热电厂在煤燃烧

中加入磷灰石生产磷肥
,

这样既利用了煤的

热能
,

也利用了煤中灰分杂质以及 等生

产了肥料
,

消除了
“

三废
” 当然这其中还有

些问题尚待解决
,

如氟污染问题
,

但这一问题

在单独生产磷肥中也是要解决的 这种同时

利用原料或
“三废

”的多种属性的实例是很多

的
,

兹不赘述 总之
,

我们对于处理
“三废 ”的

基本方针是为了综合利用
,

化害为利
,

变废为

宝
,

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达到排放标准而排放
,

正如周总理对某厂废气处理指示所说
“烧掉

是下策
,

放空跑掉是下下策
,

应当把它综合利

用起来 ”要搞综合利用
,

一方面需要技术改

革使原来无法利用的
“三废

”

能够被利用 另

一方面要根据各种工业的性质
,

分析研究它

们之间的协作关系
,

大搞一业为主
,

兼搞别样

的联合企业
、

工业群或工业综合体

第三
,

是把这样的联合企业布置在最适

宜的地方
,

形成生产地域综合体
,

因地制宜地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消除消极因素
,

作好矛盾

转化工作
,

充分发挥天时
、

地利
、

人和的协调

作用
,

而人则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因素

农业环境学

农业
,

特别是现代化农业对环境的利用

和改造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

由于农业的发展

在大面积的土地上
,

把复杂的自然生物群落

转变为简单得多的人工群落
,

大大简化了环

境的组成和结构
,

增加了环境的不稳定性
,

减

低了环境对外来刺激的缓冲调节作用和净化

能力
,

但另一方面又在人类的改造和控制下

出现了高产稳产田 农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

动
、

植物的品种和相对数量
,

而且也改变了它

们全球性的分布状况
,

如中国的大豆
,

美国的

玉米
,

南美的马铃薯⋯⋯都已传遍全球 澳

州的袋鼠已为欧洲的家畜所代替
,

北美的家

畜和家禽也主要来自欧洲
,

这样互济有无
,

大

大丰富了人类的食谱
,

这种复杂化的食物化

学条件在促进人类的发展中 是有 重 要意义

的
,

但与此同时往往使有些疾病随之传播开

来
,

如随着马铃薯的传布凛疡症也传到了欧

洲
,

同时随着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不仅获得

了丰收
,

但也扩大了次生盐渍化 随着水田

面积的扩大
,

血吸虫病也传播开来
,

据估计

身受其害的约有二亿五千万人
,

已大大超过

了曾一度为世界最流行的传染 病
—

疟疾
,

此外如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
,

大量地施用

农药化肥⋯⋯许多事实都说明农业对生态系

统的深刻影响
,

将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长

远的根本性的变化 因而
,

对于我们的农业

环境进行山水林 田路
、

农林牧畜渔全面的规

划是非常必要的
,

以便于发展生产的同时创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环境

医疗环境学

医疗环境学是研究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

改变和这种改变反过来对人类健康的 影 响
,

以及如何改造环境以保障和促进人类健康的

科学 它不仅要研究被污染环境对人类健康

的消极影响及改善环境的问题
,

而且也研究

清洁环境对人类健康的积极影响以保护和创

造优良环境的问题 譬如在国外有研究所谓

长寿环境的问题 今后随着工农业生产以及

其他战线大好形势的发展
,

随着人民生活的



日益提高
,

旅游事业
,

休养和疗养事业也必然

相应地发展 从而这些事业的选址
、

布局
、

环

境质量的评价
,

维持和改进也都应该是医疗

环境学的重要内容

历史环境 学

历史环境学是研究
“
人与环境

”的对立统

一关系的发展历史的科学 因而
,

它是因人

类的诞生而诞生
,

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
,

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生产方式的演替和社

会制度的更迭而波浪式前进的
,

在人类社会

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人和环境的关系
,

所产

生的环境问题
,

危害的性质和程度
、

解决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都是有所不同的

原始社会是公有制
,

生产的目的是为全

体社会成员服务的
,

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很

低
,

人主要是自然食物的采集者和 捕 食 者

这时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动物区别不大
,

主要

是利用自然
,

如果说这时也有
“环境问题

”的

话
,

那么
,

首先就是由于过度地滥采滥捕而使

食物感到缺乏
,

因而被迫扩大食谱
,

吃原来不

吃的东西
,

或者扩大生活领域
,

适应新的环

境
,

更加丰富自己的食谱
,

促进了人类的发

展

随后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了农业和

畜牧业
,

人类由采集者和狩猎者转变为农民

和牧民
,

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次大跃

进
,

人类有意识地开始了扩大再生产的活动
,

有目的地改造环境的活动也 日益明确地显现

出来了
,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逐渐地 出现了

私有制
,

逐渐地转人了阶级社会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

生产的目的首

先是为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

这时

主要是农业生产
,

如果说有环境问题的话
,

主

要是由乱采乱垦而对水土资源和生物资源的

破坏
,

从而引起旱涝水灾和饥荒
,

以后随着蒸

汽机的发明和大工业的出现
,

人类社会进入

了资本主义社会
,

也就出现了以污染为中心

的环境问题

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历史发展 过程
,

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
,

对于激励

我们 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
,

创造美好的生存

环境是有重要意义的

上面简要地谈了一下环境科学内各个分

支学科
,

它们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
,

而是按照

各自在整个环境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总的说来 理论环境学

是在全部环境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而又

是指导各分科向前发展的理论基础
,

同时它

也是环境科学与哲学和数学之间的边际性科

学 综合环境学是环境科学的核心
,

它是在

各部门环境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而各部

「〕环境学则是它和各相邻科学之间的过渡性

学科

三
、

结 束 语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科学
,

它也和其他

新生事物一样
,

总是从旧事物中分化 出来的

当环境问题 日趋严重
,

日益引起人们注意时
,

首先参与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的
,

还是一些

有关的老学科
,

从而便在老学科的内部产生

一些新的分支学科
,

如在化学中产生了环境

化学
,

在生物学中产生了环境生物学
,

在医学

中产生了环境医学
,

在地质学中产生了环境

地质学
,

·

⋯⋯ 实际上这些新分支学科也都

是相应科学与环境学之间的过渡性科学
,

它

们与相应的部门环境学之间的关系
,

也正象

在物理学与化学之间的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

学之间的关系一样
,

既不是
“
非此即彼

”
截然

分开的
,

也不是亦此亦彼
” 混为一体的

,

而

是于逐渐过渡之中各有其本质区别的
,

一个

倾向于母体科学
,

一个倾向于环境学 继续

发展下去
,

它们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是会越来

越明确的
,

现在过早的
、

人为的把它们免强分

开
,

或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
,

而丧失各自的努

力方向都是不利于环境科学的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