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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了污染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发展及研究趋势
,

分析了污染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 之间的关系及主要

的研究内容
。

阐述 了污染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在生态学领域中的地位及其主要的研究方向
。

关被词 污染生态
,

环境生物学
,

环境科学
。

污染生态学 是研究生物系统 包

括人类 与被污染的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规律 的科

学
。

它的概念和范畴有别于环境生物学
,

环境 生物学 国外 多称为环境 保护生态学

 的研究领域包括污染

生态学和自然保护生态学
,

主要研究异常环境条件与生

物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污染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主要

包括 个方面 污染物对生物个体
、

种群
、

群落乃至

生态系统的影响 , 污染物在生物体 内和生态系统各

组分之间的迁移和转化 生物体和生态系统对污染

物的吸收
、

富集
、

降解和净化作用等 环境生物学研究

所指的异常条件 既包括污染条件
,

也包括过渡

或不足的正常环境条件  
。

污染生态学是环境生物学研

究的核心
,

它是环境科学及环境管理的理论依据 同时

也是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理论依据 污染生态学是生态

学研究中的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分支学科 

污染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发展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
,

给环境带来了严重

的污染
,

年代发生 的几大环境事件 伦敦烟雾事件

年
,

日本水误病事件 年 等展惊了世界
,

为弄清这些污染物的来源
、

危害情况及治理措施
,

污染

生态学应运而生
。

从此
,

人们认识到生态学是与人类息

息相关的科学
,

污染生态学是环境生物学研究的核心
,

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命运的科学
。

至 年代末
,

发达

国家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已初见成效
,

但同时也提示人

们
,

环境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
。

为此
,

污染生态学的研

究开始从
“
生物圈

”
角度考虑

,

但仍以单因子污染物及其

治理措施为主
。  年在瑞粤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

第 一次 人类环境会议
,

成立 了
“

联合 国环境 规划署
”

及
“
人与生物 圈

”

组织
。

至 年代
,

“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

提出了
“
只有一个地

球
”
和

“

我们共同的未来
” ,

他告诫人们 人类活动所带

来的环境问题 已威胁到全人类赖以 生存的全球 自然系

统
。

自 年代开始
,

污染生态学的研究一方面向宏观

研究领域发展
,

但研究重点主要在环境质量的评价
、

环

境管理的研究
,

开展生物圈
、

大气圈
、

水圈及岩石圈的

环境变化监测
,

并从研究人类生产活动和工业污染对各

类生态系统的影响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
、

农村等区

域生态系统的研究 另一方面同时向着微观研究领域开

拓
,

如污染物质对生物危害的机理
,

污染物质在生物系

统
、

群落
、

个体之间的转移
、

富集等 
。

同样
,

环境生物学的研究在以污染生态学为核心的

前提下
,

也同时向两极拓展
。

宏观领域 以生态系统为

基础
,

进行区域性的综合治理
,

把 自然科学与经济学
、

社会学相结合来规划城市
、

农村或区域的发展方向
,

把

环境科学
、

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改善环境质量中

去
,

提出合理利用和保护气
、

水
、

土
、

生物资源的措施
。

研究的污染物质以
、 、

氮氧化物
、

酸雨
、

氟化物
、

苯并花
、

各种重金属
、

农药
、

热污染 发电厂
、

热废水

等 和石油污染对河流及海洋中生物群落的影响等为

主
。

同时也开展了一些人类活动破坏的生态系统 如因

开矿而破坏的植被系统
,

因大气及酸性降雨而造成的森

林衰亡
,

固体废弃物的生态处理
,

污水的生物净化等

的生态恢复
。

微观研究领域 因异常环境条件及人类生

产活动而影响生物个体的机理研究及其从细胞水平
、

分

子水平方面的研究等 物质及能量在生态系统的各单元

之间
、

在生物个体的内部
、

在水
、

气
、

土壤和生物之间

的输送
、

转化
、

累积
、

代谢和循环等
。

在自然保护生态

学方面
,

国际自然和 自然保护联盟 以保护个别

濒危物种特别是大型动物为目的
,

其后开始对濒危物种

栖息地的保护
,

但对这些保护地人们并未合理规划
,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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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护
,

仍未达到保护的目的
。

由此逐渐发展到对特殊

景观 下有代表性生境类型的保护
,

旨在保

护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及生态过程  
。

从而由建立自然保

护区发展到生物圈保护区
。

目前国际上已在 个生物

地理 区建立 了 个生物圈保 护区
,

分 布在 个 国

家  并且还在保护和发 展研 究中开展恢复生 态学

 研究
,

对有代表性的 干早
、

沙漠

化
、

土壤侵蚀
、

酸沉降等 生态系统进行退化生境的恢

复与重建研究
。

另外从 年代开始开展了全球气候变

化与陆地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研究
,

其研究包括 生态

系统的代谢
、

污染生态学
、

生物多样性
、

全球地球化学

循环和水循环
。

年全球变化研究提出了优先发展

的 个方面
,

其中
“

在水分循环中植被与物理过程的相

互作用
”
和

“

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
为主要研

究内容
,

, 。

产体污染物一—
生态系统

污染生态学 固体污染物一

—
生态 系统

液体污染物

一
生态系统

污染生态学与环境生物学的盆点研究领域

主要研究内容

污染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按研究对象划分
,

其主要

内容见图
。

植物污染生态学

土城污染生态学

水体污染生态学

蘸
植’

赚巍
·

「污染物质与水体

徽生物污染生态学
阵用微生物处理废水

利用氧化塘处理废水

徽生物降解固体废弃物

污染学生态

环境物生学

动物污染生态学

人类污染生态学

环境污染物对动物的影响

司申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活动带来的环境污染

一  
‘

然
保

生境的生物资源保护

多样性

或衰退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图 环境生物学划分

污染生态学按污染物的类型划分

当今
,

人们对于改善迅速恶化的环境和增强维持全

球人 口需求的资源供给能力的呼声 日益高涨
,

在未来能

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及促进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当

今最迫切的研究领域之一 我国环境生物学和污染生态

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应是

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主要污染物在各种生态系统

中的迁移
、

转化及其造成的损朱
。

区域污染的综合治理
。

深入开展全球变化与生物系统方面的研究
,

与

国际该研究领域接轨

衰退或退化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
,

不但研

究生态系统退化的机理
、

过程及继续退化的恶果
,

而且

要系统地探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的机理与技

术措施
。

建立基因
、

物种
、

生境和生态系统多样性数据

库
,

加速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

为保护生物资源提供

理论依据
。

水域
、

土壤
、

植物系统污染的机理及综合治理

的技术措施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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