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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刘东生先生环境地质观、 

深入环境演化与过程研究 
— — 贺东生院士九十华诞 

万 国 江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 550002) 

摘要 1972年刘东生先生发表了“环境地质学的出现”。刘东生院士的环境地质观聚焦于：环境地质学发展的 

动力源于社会需要、地球环境系统的整体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性。35年来，地质环境的地球化学研究 以 

区域环境质量和全球环境变化两大科学问题作为基本 目标 ，经历了调查评价 一区域综合 一界面机理的 3个发展阶 

段，在典型区域环境演化及环境 一生态效应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环境地质学以“地质学与人类”为宗旨，将在 21 

世纪为人类谋求更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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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刘东生先生撰文发表了“环境地质学的 

出现”，全面阐述了环境地质学出现的历史背景、学 

科范畴、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地质学的一个新 

的分支——环境地质学就这样诞生了”⋯。35年以 

来，环境地质学获得了重要发展。值此刘东生院士 

九十华诞之际，深刻领悟刘先生的环境地质观，谨致 

庆贺，必将激励学科的未来发展。 

1 刘东生院士的环境地质观 

刘东生院士纵观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高屋建 

瓴地开拓并指导了许多重大的环境地质地球化学项 

目研究，阐述了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其中，环境地 

质学发展的动力源于社会需要、地质环境系统的整 

体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性等方面的论述更 

具有深远意义 。 

近年，刘东生先生在论著和多次演讲中进一步 

强调 -4]：1)环境问题是 21世纪全球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2)环境问题本身的研究就 

是环境演化的研究，而环境演化在研究未来的时候， 

更需要认识现在和过去；3)地球环境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系统，各圈层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是相互协调；4)人类世——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 

新视角，人类的作用对于地质环境、地质演化是一 

股不能忽视 的力量。 

上述4个方面正是刘东生院士环境地质观的精 

髓，也是环境地质学 35年发展历史的总结!在此， 

我们重温刘先生环境地质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必 

将有益于环境地质学的未来发展。 

地方病是严重威胁着几千万人民生命和健康， 

影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2O 

世纪 6O年代后期，刘先生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地方病 

环境地质病因的科学调查研究，提出了“地质地貌 

与克山病病因的关系”及“克山病多因素病因”的观 

点——这不仅具有学科发展的重要价值，而且具有 

直接的社会实际意义。到7O年代中期，继环境地质 

学确立之后，他从地质学与社会发展关系上阐述了 

地质学发展经由矿产地质到工程地质，再到环境地 

质的3个进程。这体现了国家 目标、社会需求是环 

境地质学出现的动力之源。 

刘东生先生还指出，环境地质学研究同样应该 

遵循地质学发展的生物进化观、物理运动观和化学 

演化观。继而从环境中化学元素的流失和富集、环 

境地球化学条件对元素存在的控制、化学元素与生 

物亲合关系3个方面论述了环境质量与地球化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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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关系 。 。通过磷肥资源开发利用加速磷在 自 

然界地质循环的考察，他提出了环境有害物质积累 

和延缓效应的观点 。这较西方学者的“化学定 时 

炸弹”(CTB)概念早提出3年。 

在“当前环境科学中的若干问题” 一文中，刘 

先生写到：“环境，不是许多孤立的事物和现象的集 

合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内在联系的、互相制约的 

系统。”“环境科学不仅要研究各个要素的规律及其 

与人类的关系(人的活动和健康)，而且要研究总系 

统和人的关系”。上述“环境”和“环境科学”的概念 

体现了刘先生环境地质学研究中“地域、系统、整 

体、依存、协调”的思想。这种环境系统整体性及 

相互依存性的观点，在他参与并指导的“北京西郊 

环境污染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京津渤区域环境 

演化、开发与保护途径”̈ 等重大科学研究项 目中 

获得了成功的实践。此外，他还从人类发展与地球 

环境的历史关系，阐述了人类社会由“顺从 自然”到 

“破坏和利用自然”，再到“保护自然”的转变，并提 

出“改造自然”需以认识 自然为基础，“人力胜天”需 

以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 。 

进入 80年代，全球变化问题提到了议事 日程。 

地质学家视野中的全球变化 问题具有深邃的含义 。 

刘东生先生在中国率先提出“地质学的新任务—— 

预测全球变化””，从而分别从第四纪地质学和环境 

地质学的角度，对过去环境变化信息的地质记录进 

行新的探索。 

在人类社会行将进入2l世纪时，他进一步地强 

调  ̈：2l世纪的地球科学将责无旁贷地肩负起阐 

明地球环境形成和演变的责任；21世纪的地球科 

学应当在开发利用地球的生存空间资源方面做出崭 

新的贡献；只有人们精细地、定量地阐明复杂地球 

系统的作用机理，阐明人为活动对这个系统过程的 

影响，才可能弄清楚地球环境的演变规律，才有可能 

把握协调人和自然环境关系。 

2 深入环境演化与过程研究 

为了2l世纪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 

认识环境问题、维护环境质量。近半个世纪以来， 

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维护环境质量的环 

境系统工程。环境工程体系“三位一体”，即：环境 

控制管理、环境修复治理和环境质量原理。环境控 

制管理是维护环境质量的高层行政决策；环境修复 

治理是维护环境质量的工程技术手段；而环境质量 

原理则是维护环境质量的科学依据。三者以维护环 

境质量作为共同目标，相互联系、互为依托。地质 

环境的地球化学研究重点在于环境质量原理。 

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研究环境演化，而环 

境演化是对现状评估、过去比较和未来预测的综合 

反映。地球环境作为一个结构和变化都复杂的大系 

统，在地球组成的各圈层之间和地球环境系统的各 

个单元之间既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又存在复杂的 

相互作用。由于这些依存关系和相互作用在空间转 

移和时间变化上都存在特殊的规律，认识环境演化 

的基本任务就必须揭示环境过程的途径和速率。 

环境演化与过程具有多种时间尺度。从地质历 

史时期看，环境演化与生命起源、物种进化等全局 

性的问题紧密关联，毫无疑问地具有重大意义；从 

第四纪时期看，环境演化与人类出现、气候旋回等 

人类适宜环境密切联系，是人类发展与环境和谐的 

全记录；而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地质学发展 

的一个新概念 ，显示了地质学 的又一次飞跃 。当 

大约 1万年前农耕出现之时，人类活动就已经给地 

球表面带来重大的改变，一个新的环境地质时代来 

临了1 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而引发的工业革命， 

则更显示出人类对地球影响的加剧。人类的行为对 

地球系统的走向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人类世的基本特点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人 

类对地球环境能动作用的力能是通过 自然能源的转 

换。现代人类使用能源的主要特点是：1)数量巨 

大，人为能量释放已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平衡量的 

十万分之五，约为全球地表热传导总热能损失的 

1／4；2)区域不均，某些地区的人为耗能已相当于自 

然辐射；3)瞬时性强，如瞬时的核爆炸等。所以，人 

类使用能源的发展，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 

反映了人类能动作用的剧烈程度。此外，人类活动 

对地球环境的化学侵害更是十分惊人! 

环境演化与过程具有不同空间尺度。特别是近 

代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既具有全球性规模，更具有 

区域性特点。 

地质环境的地球化学研究从地球环境的整体性 

和相互依存性出发，针对区域环境特点和全球环境 

变化问题，综合研究化学元素在地圈、水圈、气圈 

1)刘东生，万国江．地质学的新任务——预测全球变化．中国科学报，1989年 11月 3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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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物圈各圈层间相互作用的地球化学过程，揭示 

自然作用过程中和人类活动干扰下地球环境系统的 

变化规律，为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及人类 

健康服务  ̈。环境地质学的特色是将环境科学与 

地球科学融为一体；将当今的环境现象与地球历史 

的长期演化进行结合；将地球环境系统的自然演化 

与人为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结合。因而，环境地质 

学在揭示地球各圈层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辨识环境 

质量变异的自然与人为作用份额方面具有独特的学 

科优势。 

30年多来 ，地质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经历了调查 

评价 一区域综合 一界面机理的 3个不断发展的阶 

段 。在早期阶段，着重于地方病病因的地质环境 

调查 、环境污染规律和环境质量评价的研究。这一 

时期，地球化学元素示踪原理在环境调查和评价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开始从区 

域整体上认识和解决环境质量问题。其间，地球化 

学环境分异原理在区域环境综合研究中发挥了指导 

作用。进入 80年代，全球变化问题的提出为环境地 

质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环境变化过程微 

观机理的研究在认识区域环境质量和揭示全球环境 

变化的科学基础中，显示 出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环 

境界面地球化学过程机理和环境变化历史记录的研 

究构成了崭新的研究领域。上述发展进程可见，区 

域环境质量和全球环境变化两大科学问题始终是环 

境地质学探索的基本目标。 

学科发展进程引导了环境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工 

作的内容聚焦于我国典型区域环境演化的发生学原 

理、谱系特征以及健康和生态效应 。 

正如刘东生先生指出，过去的研究工作使我们 

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了解地球环境系统 

的演化。然而，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从这 

个角度看，今后在环境地质学的发展中，我们更要研 

究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深入环境演化与过程的 

研究。 

3 结语 

环境地质学的核心是地质学与人类。环境地质 

学的学科特色聚焦于：地质环境背景及其地球化学 

演化、地球环境整体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 

性。全球环境质量恶化的现实促使人类社会共同关 

心着一个重 大问题 ，即未来 的地球 !未来 的人类 ! 

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给环境地质学的发展带来 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系统了解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 

深入认识环境演化与过程。环境地质学已经为认识 

和解决地球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 

必将在21世纪为人类谋求更多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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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 Since Prof．Liu Tungsheng published his landmark article“The Naissance of Environmental Geology’’in 

1 972，he has maintained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environmental geology should come from social demand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arth environmental system and its inhabitants． In the past 35 years， the study of 

geochemistry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carried out two main purposes：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golobal change．The discipline has experienced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Investigation and assessment，regional 

synthesis，and interface mechanism．Major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eco—environmental effect．Under the theme of“geology and human society’’environmental geology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more benefits to humankind in the 2 1“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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