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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对施工生态环境的影响体现在利弊两个方面,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科学

技术,就可以辉煌灿烂的现代文明。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改变了人类生活条件及生态环境,导致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各种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严重危害着社会生态发展。如何协调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对

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利弊做了如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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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技技术的发展便于人们更好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大力发展和应

用科学技术,有助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创

造出了很多便于生活及生产的物质,使得人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

巨大变化,人类开始征服自然。但人类在改造和控制自然时,也形成了很多

不良后果,致使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恶化。基于此,开展科

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利弊分析,有利于协调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之间

的关系,实现和谐、友好发展。 

1 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有利的影响 

生态环境的本意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节,是人类生活、生产各种自

然资源的综合体现。因此,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越高,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影响程度就越大,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需要人类能

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引起全球性关注,才能发

挥有利影响,降低不利影响
[1]
。我国之所以能够摆脱贫困限制,成为全球经

济第二大国,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密不可分,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指标。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有利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利用科学技术可有效改善生态环境,环境水污染。我国拥有

7大水系,其中超过一半河流存在污染问题。我国超过50%以上城市河流水

质超标严重,通过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是目前解决水体污染的主要途径,

对人类身心健康、动植物、生态系统良性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二,现如今,“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人口剧增、工业发

展、汽车尾气等是引发“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通过科学技术可以有效

改善甚至是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在汽车上安装二氧化碳吸收分解装置,

通过净化处理之后,在排放到空气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或者通过科学

技术研究新能源汽车,在行驶时不会生产任何污染。 

第三,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异常严重,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致使自然界生态平衡被打破,致使大量动植物死亡。通

过先进科学技术,如：生物胚胎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可保留各种濒危物

种,丰富生物多样性,提升绿地覆盖率,改善环境资源消耗、人口剧增、“温

室效应”的环境生态问题。 

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非常漫长、系统的工作,少则数年、数十年,

多种上百年、上千年,才能恢复生态环境自身功能。为更好的应对和解决,

目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加大科学技术研发和利用力度,掌握生态

环境中化学循环和能量流动之间的关系、规律等,促使生态环境实现良性

发展
[2]
。 

2 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很多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虽然可有效改善生态环

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生态体系失衡。比如：很多科学技术的发明和

利用,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注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经常选

择性的忽略一些不利因素。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会逐步显现出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新生婴儿存活率大幅度提升,同时也

改善了人类的生产及生活条件,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类寿命持续增长。

致使人口急剧增加,人类现有的生存环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

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如果人口持续增加,必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性规定,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另一方面要权责清晰,明确职责,是政策

执行的必要条件。在营造林工程建设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大质量宣

传教育,优化人们的质量意识,提升对质量的认知。 

4.2营造林的基础和关键,即前文中提到的物质基础——种苗的质量。

保证种苗的质量,是从源头上保障营造林工程建设的质量,所以这是工程

建设的第一步,甚至在制定方案之时就要做好市场调查,选择有经验的工

作人员进行种苗鉴别。同时,也要对运输过程提供质量保证。 

4.3在营造林工程建设过程中,要整体优化营造林建设的质量,项目管

理部门还应该科学优化施工工序,不断提升施工技术水平
[3]
一方面,施工

工序繁琐细致,要严格按照设计方案的要求执行,并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

理和沟通,同时,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另一方面,确保施工过程的科学

规范,为保证营造林的长期有效打好基础。营造林长期持续的造福社会和

环境,是检验工程建设质量的重要途径。 

5 结束语 

通过对营造林工程建设存在问题的分析,总结出在提高有效管理上的

些许方法以及如何提高营造林工程建设质量的思考,使我们更加系统清晰

的认识了什么是营造林工程,以及要如何做才能使工程建设保质保量的完

成。可以预见,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中,营造林工程依然是重点,是对生态

建设强有力的支持,符合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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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因杂交技术、转基因技术、农药技术、化学技术等科学技术

的发展,致使农业生产力大大提升,农作物产量成倍增长。虽然解决了人类

温饱问题,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破坏了生

态环境平衡状态。比如：农药虽然可以解决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影响,但同

时也灭杀了大量益虫,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也被破坏,致使农耕用地不断减

少。如果不及时解决,会导致很多农民无地可耕
[3]
。 

第三,工业技术飞速发展,虽然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蒸

汽机时代,煤炭消耗量大幅度提升,“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接踵而来。

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进入了计算机时代,虽然高精尖的智能化科学

技术,为人们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同时也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如：大功率基站会形成较大辐射,无论是对周围生态环境,还是居民,都

会造成较大影响。 

3 科学技术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 

回顾人类发生历史,在原始时代,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一种“隐而不发”

的状态,只能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了解非常少
[4]
。

再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再到铁器时代,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

发明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在人类发展中,自然生态环境只是起到循序

善诱的指导作用,促进科学技术的升级发展。这些就足以说明,科学技术发

展进步和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发展。具体

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3.1通过科学技术创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现有的科学技术无法行之有效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积极创新、主

动创新,摒弃过去老方法,旧思维。创新出可实现经济效益 大化的新型科

学技术。比如：针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污染,降低人

类发展对环境的依赖长度,节约自然生态环境和能源。 

3.2合理制定开发环境资源政策 

在制定开发环境资源政策时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合理协调科学技术

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友好型发展模式,实现科学技术、生态环境、

社会环境、生活生产协调统一,和谐友好发展。比如：“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等政策
[5]
,都可以良好的控制环

境污染,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经济,

提升生活水平。避免滥砍滥伐,应用科学技术植树造林,增加绿地面积,减

少草原放牧,鱼虾过度捕捞等,为生态环境功能的恢复营造良好环境。 

3.3积极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部门要为生态环境保护制定政策、法律法规,规范科学技术应用

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合理利用和开发现有的生态环境资源。制定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绿色科学

技术。比如：潮汐能、风能、生物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资源,代

替煤炭、木材等。各地区还要大力推广绿色节能技术,倡导低碳生活,绿色

生产,从而实现生态环境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利

弊,分析结果表明,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具有积极

有利的影响,也有消极不利的影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生态环境,对人

类生存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实现二者协调统一发展对一个国家持

续、稳定、良性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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