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篇一

当前，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环境问题是：

（一）全球气候变暖

由于人口的增加和人类生产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向大气释
放的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氯氟碳
化合物（cfc）、四氯化碳（ccl4）、一氧化碳（co）等温室气体不断
增加，导致大气的组成发生变化。大气质量受到影响，气候
有逐渐变暖的趋势。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对全球产生各
种不同的影响，较高的温度可使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每10
年将升高6厘米，因而将使一些海岸地区被淹没。全球变暖也
可能影响到降雨和大气环流的变化，使气候反常，易造成旱
涝灾害，这些都可能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和破坏，全球气
候变化将对人类生活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

在离地球表面10~50千米的大气平流层中集中了地球上90%的
臭氧气体，在离地面25千米处臭氧浓度最大，形成了厚度约
为3毫米的臭氧集中层，称为臭氧层。它能吸收太阳的紫外线，
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过量紫外线的伤害，并将能量贮存
在上层大气，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但臭氧层是一个很脆弱
的大气层，如果进入一些破坏臭氧的气体，它们就会和臭氧
发生化学作用，臭氧层就会遭到破坏。臭氧层被破坏，将使



地面受到紫外线辐射的强度增加，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很大
的危害。研究表明，紫外线辐射能破坏生物蛋白质和基因物
质脱氧核糖核酸，造成细胞死亡；使人类皮肤癌发病率增高；
伤害眼睛，导致白内障而使眼睛失明；抑制植物如大豆、瓜
类、蔬菜等的生长，并穿透10米深的水层，杀死浮游生物和
微生物，从而危及水中生物的食物链和自由氧的来源，影响
生态平衡和水体的自净能力。

（三）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
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
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它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
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会产生一
些新的物种，同时，随着生态环境条件的变化，也会使一些
物种消失。所以说，生物多样性是在不断变化的。 近百年来，
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和人类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加之环境
污染等原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及其生态系统受到了极大的
冲击，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有关学者估计，世
界上每年至少有5万种生物物种灭绝，平均每天灭绝的物种
达140个，估计到21世纪初，全世界野生生物的损失可达其总
数的15%~30%。在中国，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对
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破坏，生物多样性所遭受的损失也
非常严重，大约已有200个物种已经灭绝；估计约有5000种植
物已处于濒危状态，这些约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20%；大约
还有398种脊椎动物也处在濒危状态，约占中国脊椎动物总数
的7.7%左右。因此，保护和拯救生物多样性以及这些生物赖
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四）酸雨蔓延

酸雨是指大气降水中酸碱度（ph值）低于5.6的雨、雪或其他
形式的降水。这是大气污染的一种表现。酸雨对人类环境的
影响是多方面的。酸雨降落到河流、湖泊中，会妨碍水中鱼、



虾的成长，以致鱼虾减少或绝迹；酸雨还导致土壤酸化，破
坏土壤的营养，使土壤贫瘠化，危害植物的生长，造成作物
减产，危害森林的生长。此外，酸雨还腐蚀建筑材料，有关
资料说明，近十几年来，酸雨地区的一些古迹特别是石刻、
石雕或铜塑像的损坏超过以往百年以上，甚至千年以上。 世
界已有三大酸雨区。中国华南酸雨区是唯一尚未治理的。

（五）森林锐减

在今天的地球上，我们的绿色屏障--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
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森林的减少使其涵养水源的功能受到
破坏，造成了物种的减少和水土流失，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减
少进而又加剧了温室效应。

（六）土地荒漠化

全球陆地面积占60%，其中沙漠和沙漠化面积29%。每年有600
万公顷的土地变成沙漠。经济损失每年423亿美元。全球共有
干旱、半干旱土地50亿公顷，其中33亿遭到荒漠化威胁。致
使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农田、900万公顷的牧区失去生产力。
人类文明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已由沃土变
成荒漠。中国的黄河流域，水土流失亦十分严重。

（七）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的主要因子为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
化碳、氮氧化物、铅等。大气污染导致每年有30-70万人因烟
尘污染提前死亡，2500万的儿童患慢性喉炎，400-700万的农
村妇女儿童受害。

（八）水污染

水是我们日常最需要，也是接触最多的物质之一，然而就是
水如今也成了危险品。



（九）海洋污染

人类活动使近海区的氮和磷增加50%-200%；过量营养物导致
沿海藻类大量生长；波罗的海、北海、黑海、东中国海（东
海）等出现赤潮。海洋污染导致赤潮频繁发生，破坏了红树
林、珊瑚礁、海草，使近海鱼虾锐减，渔业损失惨重。

（十）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

危险性废物是指除放射性废物以外，具有化学活性或毒性、
爆炸性、腐蚀性和其他对人类生存环境存在具有害特性的废
物。美国在资源保护与回收法中规定，所谓危险废物是指一
种固体废物和几种固体的混合物，因其数量和浓度较高，可
能造成或导致人类死亡，或引起严重的难以治愈疾病或致残
的废物。

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篇二

1、世界地球日的时间世界地球日的时间世界地球日的时间世
界地球日的时间?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每年的4月22日确定为“世界地球
日”

2、第42个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为什么?

珍惜地球资源 转变发展方式

3、世界地球日的由来?

1970年4月22日这一天，全美国有上万所中小学，两千所高等
院校和两千个社区及各大团体共计两千多万人走上街头。人
们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巨画、图表，高喊着保护环境



的口号，举行游行、集会和演讲，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
境。这次规模盛大的活动，震撼朝野，促使美国政府于20世
纪70年代初通过了水污染控制法和清洁大气法的修正案，并
成立了美国环保局。从此，美国民间组织提议把4月22日定
为“地球日”，它的影响随着环境保护的发展而日趋扩大并
超过了美国国界，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4、“世界地球日”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世界地球日”活动旨在唤起人类爱护地球、保护家园的意
识，促进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6、我们需要保护哪些资源

保护资源指的是保护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海洋资
源、生物资源等自然资源。

7、在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我们应该怎么做?

(1)从节约一滴水，一度电开始，树立勤俭节约的美德。

(2)大力节约资源。不使用或少用一次性饭盒、筷子等消费品，
不浪费纸张。

(3)使用环保电池，防止汞、铬污染、慎用洗涤剂，减少水污
染。

(4)自觉保护生活环境，积极参与社会绿化美化活动，保护绿
地花木。

(5)提倡垃圾分类。清理“白色”污染，把废塑料袋打个节再
扔进垃圾箱。

(6)郊游及远足自备垃圾袋，做到文明出游;



(7)节省用纸，必要时才打印，尽量双面使用，安排把废纸回
收再生……

(8)使用可再生材料制成的工作生活用品;

(9)收集废铁、废纸等物品，使它们得到循环利用;

(10)短途出行尽可能骑自行车或者以步代车。

为保护地球，为维护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永
续未来与更持久的经济繁荣，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并以自
身的影响力带动更广泛的公众一起行动吧!

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篇三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7年世界环境
日的主题确定为“冰川消融，后果堪忧”。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为了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首次人类
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
“行动计划”。同年10月，第27届联大根据斯德哥尔摩会议
的建议，决定成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正式将6月5日定
为“世界环境日”。从1974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每年都
为世界环境日确立一个主题，并展开相关的宣传活动。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气温不断
增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从18世纪中叶工
业革命至今，全球平均气温增高了0．75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冰川融化、冰盖缩小、冰架断裂。德
国研究人员曾指出，全世界还有约16万处冰川，而它们正快
速消融。比如，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19世纪中叶缩



小了三分之一，体积减少了一半；非洲最高山乞力马扎罗山
的冰川，从1912年至今，其山顶的冰冠缩小了80%。冰川的消
融使上述地区的永冻土层丧失了“粘合剂”的功能，致使山
崩和泥石流频发。

另外，气象观测发现，过去几十年，北极永久海冰在减少，
冰川和冻土在融化。欧洲航天局专家根据卫星图片分析后发
现，2006年夏季，欧洲北部至北冰洋区域大约5%至10%的永冻
冰开始松动融化。此外，南极在过去十几年里也有三大部分
的冰架坍塌，而缺乏冰架支撑的冰川活动显著加速，冰层也
随之变薄。

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升高，较低地势的海岛及海洋沿岸城市
就会面临被淹没的危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曾发布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按如今
状况持续千年的话，会最终导致格陵兰冰盖的完全融化，进
而导致海平面升高约7米。更可怕的是，如果南极冰盖全部融
化，全球海平面将升高60米，给地球造成的灾难将是毁灭性
的。

地球变暖是造成冰川消融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有共同的义
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发达国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率先
承诺减排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从根本
上扭转地球变暖的趋势，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为呼应这一主题，结合中国环境保护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
展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减少污染物排放、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实现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目标，并将这一约束性指标层层分
解、落实到各级政府各相关行业。当前，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工作力度明显加大，约束性指标的导向作用开始显现。推动
污染减排、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不仅



需要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而且需要取得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动员最广泛社会力量踊跃参与。
将“污染减排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世界环境日中国主
题，旨在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各界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减少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友
好相处成为每个单位、每个企业、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篇四

1. 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

2. 小草给我一片绿，我给小草一份爱。

3. 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心是纯粹的。

4. 爱护小草吧，它是春天的信使！

5. 手下留情花更艳，脚下留情草更翠。

6. 踏破青毡可惜，多行数步无妨。

7. 给我一份爱，送你一片绿。

8. 早一天保护环境，多一份生命保证。

9. 花草丛中笑，园外赏其貌。

10. 少一个脚印，多一份芳香。

11. 花草树木对人笑，因为人类爱环保。

12. 你是否听见，地球妈妈在哭泣。

13. 小草对您微微笑，请您把路绕一绕。



14. 烟尘污染要减轻，集中供热是途径。

15.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

16. 有限的资源，无限的循环。

17. 我们的地球需要每个人的保护。

18. 少抽一支烟，多栽一棵树。

19. 从自己做起，爱护我们的家园。

手抄报世界环保日篇五

设立世界环境日，就是要提醒全世界注意全球环境状况和人
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
它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
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世界环境日也是联合国提高全
球环境意识、敦促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
之一。

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负责处理联合国在环境方面的日常事
务，促进和协调联合国内外的环境保护工作。

unep负责确定每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这些主题基本反
映了当年的世界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热点，很有针对性。

unep每年6月5日举行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发布环境现状的
年度报告书及表彰“全球500佳”。从1987年开始，unep每年
还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联合国的宣传活动中心。许多国家的
政府、民间团体和人民群众每年也都在这一天举行各种纪念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