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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2年出版发行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这给我们以鞭策与鼓舞。为了适应21世纪以来科
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实和各教学使用单位的实际情况，在第2版中，对一些内容作了更新，对与基础
科学关系较远的部分适当地作了删简，以使本书的新版能及时反映当前科学技术的新进展、新面貌，
同时全书也更显精练，适应教学需求。我们热切盼望广大读者在使用中继续提出宝贵修改建议，以便
在下次再版中进一步更新完善。本次再版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以及编辑朱建宝同志
的协助，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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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一书是为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而编写的，其内容由四篇组成：自然科
学发展的历史回顾、现代自然科学基础、当代文明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技术与社会。《现代自然科
学概论(第2版)》特色有：一是学科领域的覆盖面大，给学生以科学整体性与自然整体性的教育：二是
改变科学技术与社会相割裂的状况，体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和关联；三是注意科学知识与科学精
神、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结合，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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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DDT等化学制剂通过皮肤与消化道进人人体。在大气循环的作用下，被带到世界各地，甚至在
北极的海豹和南极的企鹅体内也发现了DDT。这本书被誉为警世之作，不仅引起大众的关心，也使美
国政府着手立法管制杀虫剂。杀虫剂DDT从1941年上市到1972年被美国环保署禁止使用，历时30多年
，这也说明：认识一种化学物质对生态的危害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中期，人们对于有毒
化学物质毒性的时间性、生物聚集作用和致癌性没有认识，以为只要把废水、废渣和废气稀释排放就
无毒了，所以那个时期的环保对策是“稀释废物来防治环境污染”。后来对有毒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有
了更多的了解，开始限制废物的排放量，特别是废物排放的浓度，于是环保对策进入“管理与控制”
的时代。1971年，美国政府成立环保署（EPA），开始对环境污染进行监控和管制，制订了一系列环
保法律。据报道，美国从1900-1960年的60年里，制订了16项环保法规，而从1960一1995年35年里，制
定了100项环保法律。可见，20世纪60年代后环保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人们重视立法与治理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严重的污染事件仍然不断发生。例如，1982年发现美国密苏里州首府附
近一小镇的公路沿线，土壤被极毒品二嚼英污染。二嚼英除具有致癌性、致畸性外，作为一种扰乱内
分泌的物质，还被怀疑可能影响生物的生殖功能。于是700多户家庭撤离，政府提供临时居住场所，还
花费了3300万美元清净土壤。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印度子公司泄漏了46 t异氰酸甲酯气体，造
成32万人中毒，其中2500人死亡，6万人严重中毒，并以平均每天1人的速度不断死亡。1986年，瑞士
巴塞尔市桑多兹化工厂一仓库爆炸，30多吨有毒化学品随灭火液流入莱茵河，造成大量鱼、鸭死亡，
德国、卢森堡、法国等深受其害，井水、自来水被禁止使用，有人估计莱茵河因此死亡20年。2000年1
月30日新千年伊始，罗马尼亚一家工厂的氰化物泄漏到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并顺流南下迅速汇人多瑙
河，造成鱼类大量死亡，河水不能饮用，严重地破坏了多瑙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使匈牙利、南斯拉夫
等国深受其害，引起国际纠纷。至于我国，——+gEUN~——+g，一个造纸厂污染一条河，绝非是个
别现象。上述一系列的灾难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的发生，是否干脆禁用一切化学品，
关闭所有的化工厂显然，这是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不明智的做法。其实，任何物质皆由化学
元素组成，包括人体本身。因此，任何物质均是化学物质，区别仅在于是天然存在的，还是人工合成
的。不能认为人工合成的一定是有毒的，天然存在的一定是安全的。物质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以及
生物功能都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大气中的NO是有害气体，但在人体内NO是血管舒张的生理调节剂
，它参与传递神经信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和抗血栓形成的作用，还有免疫调节功能、抗溃疡、调节
性功能等作用。在正常生理条件下，人体内NO保持着微妙的平衡，NO产生不足或过量都会引起疾病
发生。又如，CO是众所周知的有毒气体，空气中只要有1／800（体积比）的CO，就会使人在半小时
内死亡；但是，C0是一种很好的还原剂，冶金工业中用焦炭作还原剂，实际起作用的是CO.CO还是重
要的配位体，可制备多种羰基化合物，如Fe（CO）2、Ni（CO）4、Cr（CO）2等。现在人们又发
现CO也有重要的生理与病理调节作用，也是重要的细胞间信使，与学习和记忆、痛觉和嗅觉的发生
、血压调控、肌肉松弛、激素的释放有关，在维持血管能力和保护心肌中起作用。再拿氧气来说吧！
粮食、水与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个基本要素。如果三者同时断绝供应，那么引起死亡的原因首
先是断绝空气。有人做过统计，人不吃饭可以维持5个星期；不喝水可以维持5天；但是如果不呼吸只
能维持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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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第2版)》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现代自然科学概论 第2版》

精彩短评

1、这样的书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2、这书不错，符合老师要求，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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