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环境与人的关系 

  环境与人体的关系是生物发展史上长期形成的一种互相联系、相互制约和相

互作用的关系。由于客观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人类特有的改造和利用环境

的主观能动性，使环境和人体呈现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许

多疾病与环境因素（大气、土壤、水、居住条件等）密切相关。深入研究环境与

人体的关系，阐明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律，对于更好地利用环境因素、消除

污染、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体由环境中摄取空气、水和食物，每天大约需要 12m3 的空气、2-3 升的

水以及 1.5 公斤的食物。这些物质进入机体后，经过消化、分解，去粗取精，吸

收、同化，组成机体细胞和组织的各种成分，并产生能量，维持着人体的生命活

动（繁殖、生长、发育和工作等）。同时，机体又将摄入体内的不需要的代谢产

物，通过各种途径，排入环境 ，在环境中又进一步的变化，作为其他（动、植

物）的营养物质，再被人体所摄取。这种环境与人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的

交换，反复循环，以至无穷。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有人对环境和人体组

织中的化学元素作了全面的分析，发现构成人体组织的各种元素和环境中元素的

分布丰度明显相关。 

  环境和人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及环境中各种因素（物理的、

化学的、生物的）对人体的作用，一般保持着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是一种动态平衡。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构

成及状态的任何改变（包括自然的或人为的污染），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人体

的生理活动，人体又利用机体内部的调节及改造环境，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以

维持着这种平衡，平衡的实现是保持人体经常处于健康状态的基本条件。 

  从原始生命出现到现在，大约经历了 30-35 亿年，而原始人类的出现，大约

是在 300 万-500 万年以前，人类文明史只有几千年。生物和人类都是地球环境

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生命对环境既适应又矛盾，在

这种对立统一的法则下，生命不断发展，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由单一

性到多样性，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使一些不适应的物种被消

灭、淘汰；而另一些对环境适应性较强的物种与变化了的环境又建立了新的平衡，

使这些物种得以存活和发展。在人类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体对环境的变化

形成了巨大的调节机能，以适应环境的任何异常变化，只要环境条件改变不超过

人体的适应范围，就不造成机体对环境适应力平衡的破坏，人体的健康及生活能

力也就不会受到影响。但人体对环境变化的这种适应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环境条

件出现任何激烈的异常改变（如气象条件的剧变，自然的或人为的污染），超越

了人类正常的生理调节范围，就可引起人体某些功能、结构发生异常反应，甚至

呈现病理变化，使人体产生疾病或影响寿命。  

  环境条件的变化能否造成环境与人体之间生态平衡的破坏，取决于许多条

件。一方面取决于环境因素（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的特性、变化的强度、

持续作用时间；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机体状况（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生理条件）

和接触方式。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只要有环境条件的异常改变，就会对

所有人群带来有害影响，而是受影响的人群比例呈现着金字塔形分布,从下往上

分别为生理负荷增加（不引起生理变化），生理变化不明显，生理代偿状态、患

病、死亡。 

  当环境因素变化对机体影响的强度属于损伤性时，常可引起生理反应的异常



改变，机体呈现代偿状态，当代偿过程相对较强，机体即可保持相对的稳定，可

暂时不出现疾病的临床症状；如果这时停止接触有害因素，机体便向着健康方向

恢复。如果有害因素持续作用下去，或剂量不断加强，或机体代偿能力较弱，超

越了机体的适应范围，代偿发生障碍，机体出现该环境因素所引起的特有的疾病，

或使一般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严重时可导致死亡。当研究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是，应注意及早发现环境因素的异常改变对人群所引起的任何异常生理变化或临

床前期变化，以便及时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这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人和环境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它们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存在条

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地球环境使猿通过劳动进化成人，并发展到今日具有

高度智慧的人类。离开地球人类就不能生存，更不会发展。环境虽是物质的、客

观的，但作为指定阶段特定的概念和范畴，则是对人而定的。环境离开了人就不

成为环境，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次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环境质量

的好坏制约着人类的健康和寿命，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制约着环境的变化。人

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造成环境污染、土地沙化、生态破坏和资源枯竭，威

胁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也就是人类在污染环境的同时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

础和条件。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人和环境的辩证关系，尊重客观规律，努力

寻求和解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到环境利益，以求得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