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5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漫谈 

——环境保护实用手册 

twd2 

一、 概述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地球生

态环境好不好，直接关乎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所以，研究各个学科

中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十分重要。前些年，柴静的《柴静雾霾调查：穹

顶之下 同呼吸 共命运》又让环境问题成为大众的焦点。此外，保护环境、实现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国家和联合国相应政策的支持与约束。可以看出，环境保护

这一大问题，和政治也是分不开的。本文则试图剖析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科研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并尝试提出尽可能实用的解决方案。全球变暖问题

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其源头之一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国不但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居于世界首位，而且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世界平均值，此外，我国单

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高。优化对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此类问题。所以，本文主要涉及日常生产实践生活中，对于资源的节约利

用。 

二、日常生活中的资源节约利用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做法可以改进来节约我们的资源，保护我

们的环境。不过，关于拖地的水冲厕所、淘米水浇花等问题，已有较多讨论，本

文就不再赘述了。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的瓶装矿泉水或瓶装纯净水的滥用。这些水，统称为瓶装

水，当然也有桶装的形式，不过，这些瓶或者桶都是由塑料制成。众所周知，没

有经过良好回收的塑料会造成白色污染[1]，没有经过特别设计为环境友好的塑料，

可以达到数百年无法降解。有的塑料制品中还含有氯、苯等元素或结构[1]，如果

渗透到土壤中，这对于土壤的危害也将是巨大的。而人们使用瓶装水之后，一般

会忽视对于瓶子的处理，加上我国现在对于垃圾分类的工作还十分欠缺，这就造

成了回收力度不足、资源浪费等环境问题。至于桶装水，虽然制造桶时，塑料使

用更多，但由于桶的成本较高，一般情况下，供水公司会要求用户回收，这反而

不会造成上述问题。顺便一提，经过我的调研，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对于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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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是最严格的，建议常喝这样的水（当然要煮沸并冷却之后才能饮用）。瓶

装水或桶装水由于保存不当等问题，常常会滋生细菌，变得没有自来水干净。所

以，人们应当减少对于瓶装水的使用。类似的塑料产品使用的问题，比如塑料购

物袋的节约以及重复利用，也有较广泛的讨论以及政策约束，这里也不赘述了。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问题。人们需要呼吸到好的空气，这是

十分自然的需求。为此，有两个可能的方案，使用空气净化装置，或者转移居住

地。目前，由于成本或工作原因，人们普遍选择安装空气净化装置来对室内的空

气进行净化。然而，这就出现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空气净化装置的耗材生产的

问题，例如滤芯、滤网的生产，也是会消耗大量能源和资源、排放大量的污染物

的。另外，对于报废耗材的处理，处理不当的话，也会造成环境污染。从这个方

面来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人们为了提高生存质量，不但没有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反而排放了更多的污染物。正确的选择应该是转移居住地，可以转移到环境

更好并且更加发达的国家，比如欧洲地区的国家，进行生存。 

三、学习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利用 

至于学习方面，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小学生从小课业就很繁重，学习压力也

很大。他们要应付中考、高考等升学考试外，还需要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来证明自

己的实力。这就催生了各种补习班的开设、习题集等各种教辅材料的出版，他们

自己的学校也会布置大量作业，印发大量的习题，举行所谓的随堂测验、周测或

月考等考试。这些补习班的开设离不开纸质资料的印刷，教辅材料的生产更是要

用到巨量的纸张，每一次随堂测验、周测或是月考等考试都要印刷成批的试卷，

消耗大量纸质资源。不过，大学在此方面做得就比较好，很多课程都只需要提交

电子版作业，大大减少了对于纸张的使用或浪费。事实上，已经有中小学生组织

抗议，提倡节约用纸，但遗憾的是，效果几乎没有。纸张的生产，显然需要用到

木材，此外，生产纸张的过程中还会消耗大量能源，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排出大

量化学废料。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污染空气和水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由此可以

看得出来，节约用纸真就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只有教育有关部门结合多方力

量，深化实行教育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缓解，以至于解决

掉。对于中小学生自己而言，应该少买或者不买教辅材料，让教辅材料没有生存

空间；使用草稿纸的时候也可以注意适当节约，尽可能把纸用各种颜色的笔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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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之后再丢弃；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反对老师印发纸质作业，提倡改为电子作业。 

三、科研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利用 

我学习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下面就来谈谈本专业科研过程中的资源

节约问题。 

近年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中，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方向十分火热。其实，

正是由于机器学习的火热，机器学习的方法已经渗透到各个学科，所以下面的讨

论对于用到了机器学习的学科同样适用。 

机器学习中关键的一步，就是模型的训练。所谓训练，在此意义而言，就是

对于给定的输入数据，计算出一组最优的参数，使得输入数据经过某一人工神经

网络之后的输出数据，与期望的输出数据的差距最小。其中，这个人工神经网络

由这组参数决定。这个过程，俗称“炼丹”。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因为计算出

最优的参数需要很大的计算量，自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释放大量的噪声（计

算机散热器会产生噪声），而真的炼丹也是如此。能源的消耗，就意味着煤炭的

燃烧，就意味着氮氧化物以及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或温室气体的排放。此外，机

器学习需要机器，而生产机器的过程也是会排放大量的污染物的。以生产最核心

的部件——处理器为例，生产处理器需要高纯度的硅，而硅的提纯就会排放大量

的有毒有害气体。更严重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由于散热

系统故障，计算机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排出而积压在内部，最终导致机房起火、

爆炸等事故，造成进一步的经济财产损失，更严重的，会造成环境污染问题。这

也有一个俗称，叫做“炸炉”。由此可以看出，机器学习对于环境的危害确实不容

忽视。 

事实上，计算机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比较好的算法来计算最优的参数，然而，

由于目前机器学习算法固有的问题，其需要大量的输入，想要减少计算量自然也

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提出更高级的算法。例如，可以设计一种

算法，只需要少量的输入（可能意味着更少的计算），就可以成功的训练出一个

相当好的模型。毕竟，人脑学习认知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数据输入。 

同时，目前“机器学习热”导致人们对于什么问题都想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解

决，这是不正确的极其浪费能源等资源的行为。人们应当对于特定问题精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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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优的算法，而不是一味的把大量的数据塞给计算机，让其进行计算。 

关于其他专业的科研工作，我曾调研过化学、化工的。目前，很多高校对于

有毒、危险化学药品管理方面十分松散，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实验室爆炸以及毒品、

毒气泄漏等事故。同时，高校对于污染物排放的管理也很松散，这样就极易造成

环境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需要政策来约束的。 

四、其他方面的资源节约利用 

据我的了解，很多单位或行政部门的信息化程度都不是很高，他们办公的时

候基本上都会处理纸质文件。这些文件的数量很多，用到的纸质资源自然也很多。

上文已经提到纸张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危害，以及节约用纸的必要性，所以，应当

在办公时减少纸质文件的处理，转而使用信息系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某国的

一家公司，在该公司中几乎见不到一张纸，甚至厕所也是只有冲水的（当然，这

对于水资源的使用就多了），他们对外的往来也都是电子化的，对于纸质信件他

们会直接拒收。当然，我国实现真正的全面的无纸化办公也是需要相应政策扶持

和约束的。有了政策的约束，那么就有希望了。 

五、结束语 

本文试图剖析了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科研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并

尝试提出了尽可能实用的解决方案。从概括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对于清洁生

产的一些讨论，因为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科研，都是某种生产形式。 

虽然本文已接近尾声，但是这并不代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结束，

我希望本文能够作为一个例子，引发大众对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问

题的关注与思考。不过，个人的力量还是十分渺小的，甚至大众的力量也是微不

足道的，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相应政策的支持与约束。否则，由

于人的一些本性，人们，特别是某些政客、商业人士、所谓的企业家，会只顾自

己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不关心环境问题，这样，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

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人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学习和科研过程中，时刻注意环

境保护等问题，更是要积极推动社会各界，特别是有关部门，对于环境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注与重视。 

这样，世界才有继续发展的希望，人类社会才有进步的可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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