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科学中的关键概念定义
  

 



01 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出现

• 工业革命导致生产力迅速发展，
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
•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污染
物排放量增加
•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枯竭
等问题日益严重

环境科学的产生

•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科学应
运而生
• 环境科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交叉学科
• 研究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过程
和影响

环境科学的发展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环境科学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
• 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
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创新
• 环境科学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公众
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

环境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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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 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满足当前人类
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子孙满足自
身需求的能力
• 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
要途径
• 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全球共同
繁荣
•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在经济层面，实现经济增长与社
会公平的平衡
• 在社会层面，提高人类福祉和消
除贫困
• 在环境层面，实现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意义



环境科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环境科学研究环境问题的成因、
过程和影响，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
学依据
• 环境科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
技术手段，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

可持续发展对环境科学
提出新的挑战

• 可持续发展要求环境科学关注全
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
• 可持续发展要求环境科学关注环
境问题的长期影响和综合效应
• 可持续发展要求环境科学研究领
域不断拓展和技术手段不断创新

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相互促进

• 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手段
•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为环境科学提
供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动力

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02 生态系统与环境要素



生态系统的结构

• 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
境
• 生态功能：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和信息传递

生态系统的功能

• 生产功能：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生
产过程
• 稳定功能：生态系统对内外部干
扰的抵抗和恢复能力
• 服务功能：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
的生态服务和文化价值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 抵抗力稳定性：生态系统对外部
干扰的抵抗能力
• 恢复力稳定性：生态系统在受到
外部干扰后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

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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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的概念
• 环境要素是指构成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
如大气、水、土壤等
• 环境要素是环境科学研究的基本单元

环境要素的分类
• 大气环境：包括空气中的气体、颗粒物
等成分
• 水环境：包括地表水、地下水等水体及
其中的悬浮物、溶解物等成分
• 土壤环境：包括土壤中的固体、液体和
气体成分及其性质

环境要素的概念与分类



生态系统对环境要素的影响

• 生物群落通过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
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成分和性
质
• 生物群落对环境要素的扰动可能导致
环境要素的变化，如生态系统退化导致
的土地沙化、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

环境要素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 环境要素的变化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
结构和功能，如气候变化、污染等外部
干扰可能导致生物群落的变迁
• 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可能影响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如大气-水界面、土壤-水
界面上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

生态系统与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



03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的定义
•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某种物质或能量的介
入，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和生态系统的破
坏

环境污染的类型
• 大气污染：空气中有害气体的排放导致
空气质量下降
• 水污染：水体中有害物质的排放导致水
质恶化
• 土壤污染：土壤中有害物质的积累导致
土壤质量下降

环境污染的定义与类型



• 人类活动：如过度开发、城市化进程、资源过度利用等
• 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现象

生态破坏的原因

• 生物多样性丧失
• 自然资源枯竭
• 环境质量下降

生态破坏的影响

生态破坏的原因与影响



污染防治措施
• 大气污染治理：采取脱硫、脱硝、颗粒物控制等技术手段，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 水污染治理：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方法，减少水体中有害物质排放
• 土壤污染治理：采取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方法，减少土壤中有害物质积累

生态修复措施
• 植被恢复：通过植树造林、草地恢复等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
• 水土保持：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防治措施



04 环境污染防治技术



颗粒物控制技术
• 除尘器：如重力沉降、旋风
分离、布袋除尘等
• 脱硫技术：如湿法、干法、
半干法等

气态污染物控制技术
• 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如选择
性催化还原（SCR）、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SNCR）等
•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控制
技术：如吸附法、吸收法、催
化燃烧法等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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