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环境及其相关概念 

一、环境的概念及特性 

  在环境科学中，环境（environment）是指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

地球表面与人类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要素及其总体。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也是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 

  作为以人类为主体的客观物质体系，环境具有整体性、区域性、变动性等最

基本的特性。整体性是指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之间有着相对确定的排布及

其相互作用关系，通过相对稳定的物质及能量流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域性

在于各个不同层次或不同空间的地域，其结构方式、组织程度、物质及能量的流

动都具有相对的特殊性，从而显示出区域的特征。环境的变动性是指在自然和人

类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下，环境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状态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

中。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可以促进环境的良性发展，也可能导致环境的恶化。认

识和把握环境的这些基本特性是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前提。  

二、 环境的分类 

  环境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生活在地球的表层，通

常称为生物圈(biosphere)。 生物圈内存在着各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组成了生

物群落，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不断进行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共同构成了生态

系统。  

  自然环境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原生环境(primary environment)，是指

未受人为活动影响的自然环境，包括清洁的、具有正常化学组成的空气、水、土

壤、食物、森林、太阳辐射等，这些因素一般对人类健康是有益的。但某些自然

环境也对人类的健康及生存不利。如由于地理地质原因，某些地区的土壤、水、

农作物中一些微量元素过多或过少，可引起如氟中毒、砷中毒、碘缺乏病等生物

地球化学性疾病(biogeochemical disease)；火山爆发、地震等都自然现象还会

给人类带来巨大灾害。另一类为次生环境(secondary environment)，即由于人

类各种活动（包括集居、工农业生产、战争等）而改变了的自然环境。研究自然

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是环境卫生学科主要关注的内容。  

  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不断提高人类物质和文化生

活而创造出来的，包括社会制度、经济情况、文化卫生、职业分工等等。人类生

存的环境就是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完成的。社会环境好可以使自然环

境对人类发挥更大的作用。反之，则可使自然环境遭到更大的破坏。　 

从医学和生态学上，又可将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是指人或生

物体内的系统和功能总体。外部环境则指包括大气、水、土壤、食物等组成的外

界生存环境。当人体受到外部环境的刺激时，由中枢神经系统动员体内各个器官、

组织产生生理、生化反应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