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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

外逸层

热大气层

中间层

平流层
臭氧层

对流层

火箭

极光

流星

气象气球

云，空气飞机
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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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源头 健康影响 环境影响 目前现状

二氧化硫
（SO 2）

化石能源的燃烧
- 发电厂
- 工业活动
- 交通运输

主要因产生颗粒物质而
导致呼吸系统疾病

- 自然生态系统酸化
  （Rodhe et al. , 1995）
- 腐蚀建筑物
  （Kucera et al. , 2007）
-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森林流失

- 欧洲和北美的 SO2 排放已显著地下降；
- 由于全球相关行动，SO2 排放将会持续下降；
-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增长导致排放量仍

可能上升。

含氮化合物
（氮氧化物
N O x，氧化
二氮 N 2O ，
氨 -N H 3）

- 交通与工业部门化石
能源的燃烧。

- 化肥、牲畜和其他有
机物

由颗粒物质和臭氧造成
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血
管疾病

-正面影响：粮食产量增加、
碳固定（ENA, 2011）

-负面影响：氮循环，如温室
气体排放、气候变化、水体
酸化和富营养化造成的生物
多样性丧失

- 氮正逐渐成为主要的环境威胁；
- 全球 NOx 含量的增长止于 2000 年，此后虽

然北美和欧洲的排放在减少，但发展中国家仍
是微幅上升所以排放量仍然维持在一个稳定的
状态

- 氨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将继续增长，主要原因是
氨还不属于受管制的污染物。

- 须制定有效的牛奶和肉制品消费的政策，并做
出相应的改变。



40

大气

第1部分 | 我们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污染 源头 健康影响 环境影响 目前现状

颗粒物质
（PM ，即灰尘
和煤烟）

- 由其他污染物排放或
污染物之间相互反应
时产生

- 人类的交通、建筑、
工业、固废和秸秆焚
烧等活动

- 自然原因，如森林大
火等。

即使低水平，也是对健
康危害最严重的空气污
染（Camelley and Le, 
2011; WHO 2011）:
- 呼吸和心血管系统疾病
- 过早死亡
- 主要影响妇女和儿童

的身体健康

-PM 在空气中扩散范围大，
并可以附着在水体和土壤中

- 空气可见度降低
- 自然生态系统酸化

城市 /户外 PM 浓度：
- 欧洲和北美因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措施而没有超

标。控制措施包括科技、提高能效、清洁能源
与过滤工艺。

-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消费的增加，PM
浓度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室内 PM 浓度：
- 在贫困的农村地区 PM 浓度较高
- 需要更清洁的厨灶

臭氧
（对流层臭氧
和表面臭氧）

-NOx 污染物、一氧化
碳（CO）和挥发性
的有机物（如甲烷）
在阳光作用下相互反
应所产生

- 大多来自人类活动
- 从同温层扩散所致

- 臭氧是继 PM 之后对
健康威胁最大的空
气污染物（UNEP，
2012）

- 呼吸系统疾病，包括
永久性肺损伤（皇家
医学院，2008）

- 是对植被危害最大的污
染物（Ashmore, 2005; 
Emberson et al. , 2009）

- 作物产量减少
- 林地生产力降低 - 是第三大

温室气体（IPCC，2007）
- 生态系统损失
- 碳固定减少

- 高排放和太阳辐射较大的地区通常臭氧含量较
高

- 欧洲和北美的浓度峰值一直在下降，但由于臭
氧的背景浓度上升而被抵消

- 其他地区的臭氧浓度仍持续上升，主要是亚洲
地区

- 臭氧被认为是短寿命大气污染物，也是备受政
策干预关注的污染物

铅

- 汽油是铅的最大来源
（WHO，2010）

- 油漆、颜料、电子垃
圾、化妆品、玩具、
药物、被污染的食品
和饮用水都是铅的其
他来源

- 主要影响儿童健康
- 造成大脑和中枢神经系

统损伤（如智商降低、
抽搐甚至死亡）

- 造成免疫系统、生殖
系统和心血管系统损
伤（WHO，2010）

- 能够在水体和土壤中积累
- 水生生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繁

殖率锐减
- 对鱼类和脊椎动物神经造成

影响

- 全球只有 6 个国家尚未禁止含铅汽油的使用，
但全面禁止还需在几年内完成

- 儿童血铅含量有所降低
- 全球其他材料中仍含有铅的成分，比如油漆



41TUNZA: 为更美好的世界行动



42

大气

第1部分 | 我们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

     

进展程度 大气问题 协议 进展良好或不好的原因

进展良好 平流层臭氧空洞

《维也纳公约》 1. 关注度高
2. 问题复杂度低
3. 解决问题的成本低
4. 解决问题的收益超过其成本《蒙特利尔公约》

有一定进展

空气污染与空气质量
1. 硫化物污染
2. 氮化合物
3. 颗粒物质
4. 对流层及地表臭氧
5. 跨界空气污染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
1. 关注度高
2. 问题的复杂度高，解决颗粒物质与对流层臭氧问

题成本高
3. 一些地区的设备较其他地区完备

《欧盟指令》

《控制长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哥德堡议定书》

进展较少的问题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 关注度不一致
2. 问题复杂性高
3. 解决方案成本高
4. 对温室气体减少的承诺不足
5. 采取行动和取得效果之间时间间隔较长

《京都议定书》

《坎昆协议》

《欧盟 20-20-20 目标》

《德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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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
（MDG）

目标
影响MDG的大气

问题

目标 1c
2015 年将遭受饥饿
的人口减半

气候变化，空气污染
（对流层臭氧）

目标 2a
2015 年前实现全球
初级教育的普及

铅的暴露

目标 4a
2015 年前减少儿童
死亡率

室内空气污染
铅中毒

目标 7b
降低生物多样性锐
减速率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
（氮氧化物和对流层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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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术语表 | 

名  词 定  义
酸化 由于酸性物质浓度的增加 , 导致自然化学平衡的变化。

适应
面对新的或正在改变的环境 , 自然系统或人类系统所作出的调节 , 包括预期反馈适

应、个人和群体适应以及自主与计划适应。

适应能力
系统、地区或群落适应一系列变化产生的影响或作用的潜力或能力。适应能力的

加强意味着对付变化和不确定性、降低脆弱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加强。

气溶胶
空气中的固体或液体颗粒物质的聚合体 , 一般在 0.01~10 微米 , 能够在大气中滞

留数小时以上 , 气溶胶产生的原因可以是自然因素也可以是人为因素。

造林 在土地上种植人造林 , 但它不属于森林范畴。

水生生态系统 由水环境中的生物与非生物因素构成的基本生态单位。

耕地

用于种植农作物 ( 多次种植地区只能计入一次 )、种植草场或放牧、为市场或自家

提供蔬菜水果与花的农圃和菜园 , 以及休耕 ( 少于 5 年 ) 的土地。由于种植物的改

变而被弃置的土地不能归于此类。

人类世
科学家们用于命名新地质时期的术语 ( 在全新世之后 )。它以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

的地球大气层、生物圈和水圈的重大变化为特征。

人类世纪元
用于表征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全球影响的证据与程度的地质

年代时期。

人类圈
贯穿地球系统全部的人类存在 , 包括文化、技术、建筑环境 , 以及与之相关的活

动。人类圈与人类世是互补的。

十亿 109 (1 000 000 000)。

生物富集
生物体中化学品浓度的上升。也用于描述生物体由于化学品物质吸收比率超过其

新陈代谢率和排泄，从而造成化学品数量的递增。

生物承载力

当前管理条件和提取技术下 , 生态系统生产有用生物材料和吸收人类产生的废物

的能力。一个地区的生物承载力按照实际面积乘以产出因子再乘以适当的等价因

子计算得到。通常 , 生物承载力以地球公顷数为单位。

生物多样性

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 包括物种间、生态系统间和栖息地间的遗传水平多样性。

它包括个体数量、分布以及行为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还包括了人类文化多样性 ,

文化多样性同样受生物多样性驱动力的影响 , 而生物多样性本身也会影响到基因、

其他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燃料
干燥有机质产生的燃料或植物的可燃油 , 如发酵糖产生的酒精 , 造纸产生的黑色液

体 , 柴油和豆油等。

生物群落

最大的生态系统分类单位，易于识别低于全球水平的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主

要是以植被为主 ( 如森林和草原 )。尽管群落中的生态系统功能非常相似 , 但在物

种构成上非常不同。例如 , 所有森林都具有某些特征 , 如营养循环、分布和生物

量 , 这区别于草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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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定  义

炭黑

在光吸收和化学反应性和 / 或热稳定性测量的基础上 , 炭黑在操作上定义为气溶

胶。炭黑是通过化石燃料、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的不完全燃烧形 成的 , 它是由于人

为或自然产生的煤烟的部分排放。它由几个链接形式的纯碳组成。炭黑通过吸收

太阳光并重新散发热量到大气层中使得全球变暖；此外，当它沉积在雪和冰中时，

可降低雪和冰的反射率 ( 反射阳光的能力 )，也促进了全球变暖。

蓝水
在水足迹分析前提下，从全球蓝水资源（地表水和地下水）所抽取的以生产个体

或社区所消耗的产品和服务的淡水总量。

二氧化碳当量

用来表明不同温室气体促使全球变暖潜能的通用计量单位。二氧化碳——是一种

自然产生的气体 , 它是化学燃料和生物质燃烧、土地利用变化与其他工业过程的

一种副产品——作为其他温室气体的测量参考。

碳汇 不在大气中而在碳库中增加碳含量的过程。

碳储量 在一个“池”中的碳含量 , 也即有能力积累或释放碳的库或系统中所含的碳量。

流域（地区） 降水流入河流、盆地或水库之中的土地面积。参见流域盆地。

民间团体 代表公民利益与意志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总称。

气候变化

不论是由于自然变异还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任何变

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气候变化”指除在类似时期内观测的气候

的自然变异外 , 由于直接或间接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大气的组成而造成的气候

变化。)

气候防御

速记术语 , 用来识别由于气候变异与变化对发展计划或任何其他特殊的自然或人

类资产造成的风险 , 并在实施项目周期中的计划、设计、建设、运作和停止运作

中的一个或多个阶段 , 通过对环境持久无害、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变化 , 来确

保控制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含氟氯烃
由氯、氟和碳组成 , 高挥发性和低毒的化学品 , 以前广泛用作制冷剂、溶剂、推进

剂和发泡剂。含氯氟烃有消耗臭氧和全球变暖的潜在可能。

交叉领域问题
若不参考通常被单独定义的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 就不能被充分理解或解释的问

题。

滴滴涕杀虫剂（二氯二苯二氯

乙烷）

一种合成有机氯杀虫剂 , 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斯德哥尔摩公约》中所列需要

控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一种。

死区
由于缺氧，常规生物无法在部分水体中生存，该水体称为“死区”。水体缺氧的

原因往往是土壤流失的化肥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 进而造成水体缺氧。

毁林 森林用地被转换为非林用地。

荒漠化

因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导致干旱、半干旱和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土地退

化的现象。它越过了基础生态系统自行恢复的基线 , 要想恢复需要借助更多的外

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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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灾害风险
指在可持续发展的广阔背景下 , 利用社会来最小化脆弱性和灾害风险 , 以避免 ( 防

止 ) 或限制 ( 缓解和防备 ) 灾害的不利影响因素。

流域盆地 ( 也叫流域、分水岭 )
指降水流入的溪流、河流、湖泊和水库所在地区。它是一种陆地特征 , 通过在地

图上两地区海拔最高点 , 通常是山脊间连线处来识别。

驱动力 在环境状况上施加压力的总体社会—经济力量。

旱地

指具有两大制约 , 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服务 : 初级生产和养分循环 , 以缺水为特征

的地区。被广泛认可的四个旱地子类型为半湿润、半干旱、干旱和极旱 , 这体现

了干旱或水分亏缺的上升水平。

早期预警
由认证的机构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 , 对受到危险的个体采取行动，以防止或降低

他们的危险，进行有效反应的准备。

地球系统
地球系统是物理、化学、生物和社会的组成部分 , 以及确定星球及在其上的生命

的状态和进化的进程上相互作用的复杂的社会—环境系统。

生态足迹

指人口或活动使用来生产其消耗的所有资源 , 并吸纳相应废物 ( 如来自于化石燃料

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利用现有技术和资源管理实践 , 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土地

和水个体的面积指标。生态足迹通常以全球公顷衡量。

生态系统
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体 , 以及它们所生活的非生物环境组成的交互作用的动

态复合功能单位。

生态系统服务

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 , 包括：供应服务，如食物、水；调节服务，如控

制洪水和疾病；文化服务。如精神、娱乐和文化收益；支持服务，如维持地球生

命的物质循环。也被称为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濒危物种
指用可获得的证据 , 能表明其符合 IUCN 红色名录所列濒危种类的 A 到 E 标准之

一的物种 , 也就是被认为在野生环境中具有高度灭绝风险的物种。

公平 权利分配和使用的平等。不同情景下 , 公平可指对资源、服务或权力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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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营养化

由于以氮与磷为主的营养物质富集，导致植被（以藻类为主）过度生长和腐烂而

产生的水质或土壤质量退化的现象。湖泊富营养化通常导致了湖泊缓慢演化过

程，变成沼泽或湿地，最终成为旱地。人类的活动会加速富营养化和湖泊的衰退

过程。

蒸散量 土壤或地表水蒸发和动植物蒸腾的总耗水量。

电子垃圾 包括各种形式的已经没有价值与需处理的电器和电子设备的通用术语。

化石燃料
由死于数百万年前的动植物腐烂尸体所形成的煤、天然气和石油产品（如

石油）。

全球公域 自然的无主资产，如大气、海洋、外层空间和南极。

全球变暖 由温室气体排入大气而引起的地面气温也就是全球温度的上升。

全球化
指全球经济和社会，特别是在贸易和资金流、文化与技术的转让渠道递增的一体

化趋势。

治理
指社会组织控制的行动、过程或权力。例如，通过国家、市场或民间社会团体和

当地组织的治理。治理依靠制度（法律）、产权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来行使。

温室效应

行星表面的热辐射被大气层的温室气体吸收后向所有方向再辐射的过程。由于部

分再辐射回到大气底层和地球表层，导致海拔的平均表面温度高于其没有温室气

体时的温度。

温室气体（GHGs）

指吸收和放出热辐射的自然与人为的大气气体组成。它的属性可导致温室效应。

水蒸气（H2O）、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和臭氧

（O3）是地球大气层主要的温室气体。例如卤烃与其他氯、溴物质则是大气层中

人为的温室气体。除了 CO2, N2O 和 CH4，《京都议定书》控制六氟化硫 (SF6)、

氢氟烃 (HFCs)、全氟化碳 (PFCs) 和三氟化氮 (NF3)。

绿水
1）在水足迹分析的背景下，取自全球绿色水源的水量（作为土壤水分储存于土

壤中的雨水）；2）用于植被吸取但不能作为其他用途的土壤存储的水。

灰水
在水足迹分析的背景下，与为个人或社区生产的产品与提供的服务相关的被污染

的水量。

地下水
向下渗透或渗漏并浸透土壤或岩石，可供给泉与井的水。在饱和带的上表面被称

为地下水位。

栖息地

1）指生物体或群体自然产生的地方或者某类地点。

2）区别于按地理分类的，具有生命和非生命特征的陆生或水生区，无论是完全

天然或半天然的。

有害废弃物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已用或废弃的物料。有害废弃物包括重金属、有毒化学

品、医疗废物和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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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
具有金属特性的元素子集，包括过渡金属和半金属（非金属），如砷，镉，铬，

铜，铅，汞，镍和锌，它们都具有污染性和潜在毒性。

氯氟烃（HCFCs)
由氢、氯、氟和碳原子组成的有机物和人造物质。由于氟氯烃的臭氧消耗潜能比

氟氯化碳低得多，氯氟烃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临时替代氟氯化碳。

水文循环

水从大气到地球表面、再返回到大气中的连续阶段称为水文循环。这些阶段包括

陆地、海洋或内陆水的蒸发，云的凝结，降水，水在土壤或水体的聚集，以及重

新蒸发。

水圈
地球上所有的水，包括地表水（海洋、湖泊和河流中的水），地下水（土壤水分

和地球表面下的水），大气中的雪、冰和水，包括水蒸汽。

制度

社会组织自我规范的交互管理模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准则、实践和惯

例。该术语非常宽泛，包容万千，可以包括法律、社会关系、产权和土地使用权

体制、规范、信念、习俗和行为准则，也可包括多边环境协定、国际条约和资金

机制。制度可以是正式的（具体的、成文的、通常由国家批准），也可以是非正

式的（非成文的、默示的、默许的、互相认可和接受的）。正式制度包括法律、

国际环境条约、规章制度、谅解备忘录。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和价值体系的非非

成文准则与规范。制度应区别于组织机构。

京都议定书

指 1997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

约方大会上通过的议定书。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它规定了

对缔约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议定书附录 B 中所有国家（多数 OECD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都一致同意控制本国的温室气体（CO2, CH4, N2O, HFCs, 

PFCs, SF6 和 NF3）排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在协定期间（2008-2012 年）的排

放总量要在 1990 年的水平上下降 5% 以上。该协议将于 2012 年失效。

土地覆盖
指土地的物理覆盖，通常是指植被覆盖或植被覆盖的缺失，受土地利用的影响但

不同于土地利用。

土地退化
指农田、牧场和林地丧失生物或经济生产力与复杂性。主要是由气候变化和不可

持续的人类活动造成的。

土地利用
指土地的功能尺度，一般指用于不同的人类目的或经济活动的土地维度。土地利

用的类别包括农业、工业土地利用，运输和保护区的土地利用。

合法性

指用来衡量政治的可接受度或感知公平性。国家法律在本国有合法性；地方法律

与实践在社会认可的体系中有效。在此体系中，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系统赋予了

它们的合法性。

生命周期分析
指评估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相关的环境影响的技术，包括从原材料的提取，到加

工、生产、分配、使用、维修和保养、再到处置或回收（从摇篮到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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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发展目标（MDGs）

八个千年发展目标，包括从极端贫困人口减半、遏止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蔓延和

普及小学教育，完成所有目标的既定日期是 2015 年，最终绘制一幅被世界所有

国家和主要发展机构一致同意的蓝图。

巨型城市 指拥有一千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地区。

多边环境协议（MEAs） 多个国家同意参与到针对具体环境问题行动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协议。

纳米

处于游离状态的，包含微粒的天然的、偶然的或人工材料、一般以聚合物或附聚

物存在，其中 50% 以上的微粒的外型尺寸范围在 1-100 纳米以内（1 纳米是 1

米的十亿分之一）。这些微粒 / 物质通常被命名为纳米粒子（NPs），纳米化学

物或纳米材料（NMs）。

自然资本
自然资产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自然资本包括土地、矿产、石

油、太阳能、水、生物体和生态系统中所有组分间相互作用所提供的服务。

固氮 指主要来自二氧化氮和氨中的活性氮从大气中进入生物圈的过程。

非国家行为者

非国家行为者被分为以下实体：（一）在国际关系范围内参与或采取行动；具有

足够力量来影响和改变政治的组织。（二）不属于或不以国家结构或一国知名机

构的形式存在。它不具备合法主权未能对对一国人民和领土的进行有效控制。

营养物 生命体生长必需的大约 20 种化学元素，包括氮、硫、磷和碳。

油砂 沙、水和重油黏土的复杂混合物，也叫沥青。

有机农业
维持土壤、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系统。它依赖于适应当地条件的生态进

程、生物多样性和周期，不使用有副作用的合成物。

有机碳（OC）

由于应用于气候研究，有机碳通常是指气溶胶的碳组分，不包括黑色部分。该词

过于简单化，因为有机碳可能含有数百或数千个带有各种大气习性的不同有机化

合物。它包括由碳黑气溶胶的热学分析造成的碳总量。

有机生命形式
指不使用合成肥料或杀虫剂或激素进行种植或养殖的食品，如“有机鸡蛋”、

“有机蔬菜”、“有机鸡”等。

组织

具有特定目的的个人团体。机构可以是政治组织政党、政府和部门、经济组织、

工业联盟、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自助团体），也可以是宗教组织（教堂及其

信徒）。机构区别于制度。

过度开采 指不顾长期生态影响而过度使用原材料。

臭氧层 离地面（称为平流层）10~50 千米高度的大气层，该区域空气非常稀薄。

永冻层（Permafrost）
又称永久冻土，分布在永久寒带地区，持续两年或两年以上保持冻结的土壤、淤

泥和岩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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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有机污染物（POPs)
能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食物网（链）形成生物累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

有害影响的化学物质。

行星界限
为人类国际社会设定一个安全的运行空间的框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框

架涵盖各级政府、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科学界、私营部门。

政策

是指任何形式的干预和社会反应，包括有意图的声明和其他的干预形式，如经济

手段、市场创造、补贴、机制改革、法制改革、分权和制度发展等。政策可以视

为政府治理的工具。当这些干预由国家主导时，称为公共政策。

污染物 任何与土壤、水体和空气混合就会造成环境损害的物质。

污染
当某些矿物质、化学物质或其他物理性质超过自然能够接受的量而导致环境质量

恶化这一界限时，这些物质即为污染物，而其引起的后果即为污染。

贫困

某些人群缺乏适量的物质财产或货币支持的状态。绝对贫困是指某些人缺乏人类

基本需求的情形，人类基本需求通常包括清洁淡水、营养、卫生保健、教育、衣

物和住所。

预防方法 / 原则

预防方法或预防原则，即指如果一项行动或政策被怀疑可能会对公众或环境造成

不利后果，但目前缺乏科学证据，行动执行方应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此项方案或

政策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后果。

公共 - 私营伙伴关系
公共机构（联邦、国家或地方）和私营企业实体间达成的某种协议。依据该协

议，各机构（公共和私营机构）部门在提供服务或设施时，可共享技术和资产。

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

量（REDD/REDD+）

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致的碳放量。REDD+ 框架致力于强化现

有森林，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政策需要通过提供资金自助

和加大投资来完善碳储备体系。

可再生能源来源
指不依赖于有限的化石能源储备的能量来源。最常见的可再生能源为水力发电；

其他可再生能源还包括生物质能、太阳能、潮汐能和风能。

恢复力
为保持的合适的功能和结构，处于危险中的系统、社区或社会通过抵抗或改变来

适用环境的能力。

径流
指部分降雨、融化的冰雪或灌溉用水流经地表，最终流入河流之中。径流会将空

气和土壤中的污染物冲刷到最终流往的水域中。

安全
与个人和环境的安全相关，它包括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获取权，暴力、战争和

犯罪的自由权，以及在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中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力。

沉积物
是指从岩石分解崩塌下来的固体物质，可以由水流、风、冰川等无机介质搬运，

并悬浮或沉淀于这些介质中。

沉降作用

严格来讲，是指将水与冰川中悬浮混悬剂沉淀的过程。宽泛的说，是指岩石颗粒

物质累积形成积淀的所有过程，通常沉积作用是由水、风、冰川和其他无机介质

运输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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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寿命气候因子
对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的物质，如甲烷、黑碳、对流层臭氧、氢氟烃等，与二氧

化碳和其他长寿命气体相比，它们在大气中存在的寿命较短。

物种（生物学）

是指一群可以相互交配并繁衍后代的生物群体，它们与其它生物不能交配或交配

后产生的杂种不能再繁衍，即与其他生物群体具有生殖隔离，但存在许多局部例

外情况。一旦被描述或被认可，公认地基本分类单位与特定的科学名称相关。

物种多样性
物种水平上的生物多样性，经常与物种丰富度及其相对丰富度和物种差异性

结合。

战略环境评估（SEA）

旨在将环境考量纳入到政策、计划与项目方案当中，并评估其与社会、经济考量

之间的联系的一套分析和参与方法。SEA 有助于决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如何使

得环境、社会和经济之间相互契合在一起。

地表水

自然地开放在空气中的所有水源，包括江河、湖波、水库、溪流、蓄水、海洋和

河口。地表水还包括泉水、井水和其他获取水方式都直接得受地表水影响的

水源。

可持续性
是指不以牺牲未来子孙后代或者其他地区人们的生存能力为代价来满足当今这代

人生存需求的一种状态。

可持续发展
是指不牺牲未来子孙后代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当今这代人生存需求的一

种发展模式。

协同效应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物质、进程或其他组织调配在一起相互影响所产生的

作用大于各部分单独运作或应用时所产生的作用总和。

系统 在一定范围内相互作用或相互联系的元素集合。

构造运动
一种地壳运动，能够引起地表岩石圈地质体褶皱、断裂等各种地质构造和地球表

面的隆起和拗陷等。

临界值 / 阈值
系统过程发生突然或迅速变化的量值水平。生态、经济或其他系统中新性质的起

始点或起始级别，低于阈值的数值将无法导致变化的产生。

拐点 指出现新的和有时候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的关键点。

象征主义 仅具有象征意义的政策或实践活动。

有毒污染物
指如果摄入或吸收之后能够导致生命体死亡、疾病或出生缺陷或器官缺陷的污

染物。

城市化 是指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例增加的过程。

虚拟水交易
指当产品或服务进行贸易时，生产他们所需（嵌入的）的水资源也进行了交易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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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定  义

脆弱性

处于风险中的人的本质特征。它是人们对接触单位（如对流域、岛屿、家庭、村

镇、城市或国家）的某种特定影响的敏感度函数和暴露度函数，以及应对或适应

这种影响的能力或无能。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学科和跨部门的动态概念。这种暴

露主要是针对危险状况，如干旱、社会冲突、极端的价格波动与潜在的社会经

济、制度以及环境状况。

水冲突 国家、地区或其他团体之间的水资源争端。

水足迹

衡量生产者或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水资源的指标。个人、社区、国家或商业

水足迹是指生产产品和服务所使用的淡水总量，这些产品用于个人、社区和国家

商业的消费或商业生产。

水资源短缺（水荒） 指年人均供水低于 1000 立方米以下，或 40% 以上的可用水资源被使用的情况。

水资源安全
广义上指水资源系统可持续利用与保护，防止与水相关的灾害（干旱和洪水），

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人类与环境的（获取）水资源功能和服务。

湿地
天然或人工形成的暂时或永久的沼泽、泥炭地、泥塘等带有静止或流动水体的成

片淡水浅水区，还包括在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海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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