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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科学

一中国科学院十年环境科学研究工作总结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

总结中国科学院 10 年来环境保护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

制定具有一定特色的环境科学研究发展

规划
,

充分发挥潜力
,

为实现我国 2 0 0。年环境目标做出贡献
。

一
、

十年来的回顾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示下
,

从 1 9 7 2年开始
,

中国科学院开展了一系列环境保护 科 学研 究工

作
。

在实践中
,

从国情出发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建立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
。

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工作发展较快
,

促进了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
。

为了发展环境科学
,

我院于 1 9 7 7年制定了第一个环境科学研究发展规划 ; 为适应我国现代化

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
,

尽快把环境科学搞上去
,

于 1 9 7 8年在厦门召开了
“
环境科学理论研究座谈

会
” 。

通过规划的实施及厦门会议确定的主攻方向
,

对我国环境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

用
。

在这之后的 5 年中
,

加速了环境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

促进了我国环境科学各领域及分支学科

的形成
,

各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环境科学发展的现

状和水平
,

并初步形成 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环境科学
。

(一 ) 环境污染润套
、

监洲与区域环境综合研究

自1 9 7 2年起
,

我院调动和组织有关地学
、

生物学
、

化学及新技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队伍
,

与

有关部门协作开展了水系
、

海域和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调查
,

其中开展了以水体污染为中心的官

厅水库
、

白洋淀
、

蓟运河水源保护的研究
,

以海域为主的我国渤海和黄海北部的海域石油污染调

查及防治途径的研究
,

以城市或工业区污染为中心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
,

等等
。

除此之外
,

利用化学分析手段和生物指示
、

遥测遥感等方法
,

开展了环境调查和监测工作
,

研制了一批专用

或通用的分析监测仪器
;
与兄弟单位协作

,

共同研制成功我国第一辆大气污染监测车和第一艘水

质污染监测船
,
确定标准分析方法与标样

,

开展了大气飘尘的表征研究
、

大气飘尘中多环芳烃的

调查
、

大气颗粒物中有机物的萃取和测量
,

以及测定硫酸盐方法和用于测定硫酸盐滤膜等
。

在第

二松花江水中有机污染物探查 的研究中
,

定性 出水中有机污染物 394 种
,

获得上万个 17 7种有机物

和 10 项总指标 ( C O D
、

B O D
、

p H等 ) 的定量数据
。

并对我国一些城市周围地区土壤植物中的元

素背景值进行研究
,

对水系
、

海域
、

河 口天然水中微量元素及有害物质的本底值进行研究
,

还开

展了珠峰和边远地区冰雪
、

岩石
、

土壤
、

生物中微量元素含量水平等背景值研究
。

这些研究工作

的有些内容
,

对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

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

为我国环境污

染状况和控制环境质量积累了基础资料和科学数据
。

开展区域环境研究
,

必须弄清该区域的环境状况及环境各要素的特征
,

寻找环境污染与生态



衡破坏的原因
,
变化规律

,

逐步建立起一个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
、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
静态与

动态相结合
、

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相结合起来的研究体系 , 充分利用自然界的净化能力
,

调节控制自然环境
,

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
,

使生态系统趋向良性循环
。

对于这一高度

的综合研究领域
,

必须多学科
、

多兵种互相交叉开展研究工作
,

必须采用系统分析方法
,

建立数

学模式
,

对环境质量作出更明确的科学评价
。

近几年来
,

我院与有关单位协作开展了
“ 京津渤区域环境研究

” 、 “
湘江水源污染综合防治

研究
” 、 “

第二松花江污染与水源保护研究
” 、 “

蓟运河水系综合防治
”
等国家重点课题

。

通过

区域环境综合研究
,

建立了区域环境研究的工作程序和方法
,

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经验
,

为综合防

治我国的区域环境间题探索一些路子
,

提高和丰富了我国环境科学研究水平和内容
。

(二 ) 污旅派的治理与练合防洽

在污染源治理工作中
,

我院遵循两条原则
:
一是国家和产业部门提 出的要求或下达的任务

,

我们尽量组织人力开展研究 , 二是为了避免重复
,

我们主要侧重新方法
、

新材料
、

新技术和新工

艺的研究
,

为我国的污染治理提供方法和途径
。

七十年代初期
,

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提出酚
、

氰
、

汞
、

铬
、

砷是主要控制和治理的量大面

广的污染物
,

我院结合任务
,

开展了酚
、

氰
、

汞
、

铬
、

砷的治理
,

建立了一些方法 , 敬爱的周总

理参观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时
,

指示要消除黄烟污染
,

我院立即开展了催化还原法消除氮氧化物污

染的研究
。

针对量大面广的污染治理
,

对经济和环境产生较大效益的
,

有 F一 53 抑 铬雾制剂和无

排放镀铬工艺
,

以及多层流态化技术
。

这三项成果均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
。

根据产业部门提出的

具体任务要求
,

我们还开展了有机磷农药
、

皮毛染色
、

印染废水
、

丙烯睛废水
、

低 滚 度 二 氧化

硫
、 电影胶片

、
T N T废水的治理

。

利用化学和生化的基础理论和工艺学
,

寻找对防治污染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工艺
、

新技术
、

新

材料
、

新方法
,

还开展多手段联用的防治技术的研究
。

如开展双金属对催化氧化法处理 D D T 废

水
、

物理化学法深度净化印染废水
、

反渗透膜材料一磺化聚讽的制备
、

聚讽超滤膜的研究与应用
、

利用腐殖酸树脂净化含重金属废水
、

溶剂萃取法处理杀螟松含酚废水
、

高效脱酚萃取剂 N
一 5 03 回

收酚
,

等等
。

在无害能源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
,

开展了甲醇
一
汽油混合燃料在汽 油 机中的应用

研究
,

提高开放式炉具的燃烧效率与减少室内污染以及提高蜂窝煤炉燃烧效率 和 减少 污染的研

究
。

沙漠形成及治理的研究
,

飞机播种乔灌草的试验研究
,

获得国内外 的好评
,

这对 防 治 沙漠

化
、

开发大西北
、

绿化祖国有重大的实际意义
。

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
,

针对天津等地麦田因三氯

乙醛而受害的间题
,

深入研究了三氯 乙醛在土坡中的转化规律
,

发现在土壤中微生物的作用下转

化为对小麦毒性更大的三氯乙酸
,

并不象普通化学文献上介绍的那样
,

降解成为二氧化碳和水等

简单化合物
,

而是不遵守诱导效应
,

这在学术上具有一定意义
,

在实践中提出了水洗
、

松土
、

保

持土壤湿度等治理措施
。

在综合防治方面
,

我院接受了国家任务
,

与地方协作完成了一些有显著效益的科研项 目
,

例

如
,

鸭儿湖污染治理及农药在氧化塘生物净化机理研究
,

蓟运河流域水源保护综合分析与河流污

染治理途径研究
,

等等
。

噪声产生与控制的研究
。

我院 1 9 73 年在北京首次进行了交通噪声调查
, 1 9 7 6年 与 北京

、

天

津
、

广州
、

南京
、

杭州
、

武汉
、

重庆和哈尔滨等城市协作
,

进行交通噪声普查
,

相继开展了城市

噪声的研究
,

得到了我国城市噪声分布的一些重要规律
,

提出了我国城市噪声测量方法和环境标

准两项建议
,

被国家标准局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采纳
,

定为国家标准使 用
。

此外
,

在 气 流噪



声
、

噪声影响以及吸声
、

隔声研究也取得较好进展
,

提出了喷注噪声产生与控制理论
,

并研制成

功小孔扩散型及微孔陶瓷消声器
,

在工业噪声控制方面取得了效果
。

`

,

(三 ) 污染生态
、

环境弃理和份康的研究

我院从 19 7 2年以来
,

开展了污染对水生
、

陆生及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
,

环境毒理及环境与人

体健康方面的研究
,

了解各种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的影响 、 阐明其作用机制
,

探索调节

控制的途径
,

为防治污染危害
、

恢复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提供科学依据
。

污染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
,

与有关单位协作
,

开展了官厅水库
、

白洋淀
、

蓟运河
、

湘

江
、

图们江
、

第二松花江及黄海
、

’

渤海等水域的调查
。

大量资料表明
,

污染对水生生态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发生影响 , 反过来
,

根据水生生态系统的变化
,

也可以评价水体污染的程度
,

为治理污

染提供依据
。

如结合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
,

研究水库鲤鱼生长
、

繁殖特征及其与水库污染的关

系
,

同时弄清了砷
、

铬等在鲤
、

娜
、

缝
、

蛤
、

鳍五种经济鱼类肌肉及各脏器官和组织中的分布状

况
。

研究证明
,

水生生态系统有一定净化能力
,

甚至废水可以综合利用
,

变废 为 宝
,

湖北 鸭儿

湖
、

汉沽污水库都有成功经验
。

研究还证明
,

我国高等水生植物
,

如凤眼莲
、

三梭蕉草
、

香蒲
、

芦苇
、

眼子菜等具有吸收
、

积累和净化污水中重金属的能力
。

在这方面
,

我院的研究工作有一定

特色
。

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方面
,

开展了酚
、

氰
、

汞
、

砷
、

锡
、

铅
、

锌等对农作物的影响研究
。

它

的影响程度不仅决定于污染物的含量
,

还决定于土壤的理化性质
、

酸碱度
、

腐殖质含量
、

土壤氧

化还原条件等多 研究还弄清了污染物对各种农作物影响的差异
,

以及在农作物的不 同 发育 阶段

中
,

污染物被根
、

茎
、

叶
、

种子的吸收
、

积累
、

代谢
、

迁移
、

转化
、

分布的规律
,

这对了解自净

能力
、

利用污水灌溉农田
、

防治污染的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
。

大气污染对植物影响的研究
,

已从细胞水平来研究 8 0
:

等有害气体对植物的生理影响
。

研究

表明
,

8 0
2

伤害的前奏是细胞膜的损伤
,

表现为叶组织离子外渗的增加
,

研究水平比较高
。

在木

本植物对大气污染抗性的生态解剖学研究中
,

对 30 种木本植物进行了叶片表面显微
、

超显微结构

观察
,

取得叶片表面超显微结构电镜扫描的重要图片资料
,

可作为选育抗性树种的一个依据
; 对

形态学
、

系统学 以及环境生物学的发展也积累了重要的基本资料
,

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

抗大气污

染植物的评选研究
,

通过在污染条件下的栽种试验
,

野外调查研究而选出40 多种对 8 0 : 、

C l
: 、

H F 具有抗性的树种
,
已在广东中南部地区推广种植

。

在污水灌溉方面
,

研究了沈阳张士灌区重金属迁移
、

分布的规律
,

并对沈抚灌区稻米中苯
、

甲

苯
、

乙醛的异味物质进行研究
,

弄清了沈抚石油工业污水灌溉区稻米 中的异味
,

不是苯
、

甲苯
、

乙醛引起的
。

在研究污染物和污水灌溉对作物的影响的同时
,

提出了张士灌区锡土改良和水私污

染防治方法
。

研究说明
,

沈抚灌区经过 10 多年 的污水灌溉
,

获得增产效果
,

在粮食中尚未发现污

染危害
,

因该灌区污水以油
、

酚等有机物为主
,

无机重金属含量低
,

污水在漫长的渠道
、

广舒勺

田间进行了生物净化
,

降低了有害物质的含量
。

污水灌溉的农田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间题
,

我们反对污水不经认真歼完

和处理就盲目灌田
,

主张科学的污水灌田
。

在环境与人体健康关系的研究中
,

完成了全国克山病水土病因综合调查
。

通过调查
,

编红了

全国克山病分布图
,

进而发现我国克山病区硒由外环境到人传输的通量处于非常低 的 水 平
。

叹

此
,

提高我国低硒带生态链通量
,

是防治克山病的重要途径
。

通过调查研究
, 已掌握我国低硒

、

低钥等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布特点
,

积累了我国自然环境中多种生命元素含量和分布的宝贵数据

和资料
。

另外
,

对地方性氟中毒的病源
,

萤石矿区氟的环境健康效应
,

以及土壤碘
、

人发碘与地



方甲
·

状腺肿的关系研究、我院还参加了大骨节病环境病因研究
,

以及全国恶性肿瘤的环境病因普查任

和 《中华
i

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和《全国地方病地图集》 的编制工作
。

研究发现防老剂D有
-

致癌作用
。

·

(四 )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分布和迁移规仲研究
、

汞污染造成 日本
“
水误病

” 的发生
,

已引起人们的重视
。

我院开展了第二松花江及蓟运河汞
-

污染的研究
,

查清了汞的分布及含量范围
,

对汞的存在形态
、

`

甲基化机理及在水体中释放速度等

方面进行研究
。

在第土松花江水源保护研究中
,

对第二松花江水体质量的评价
,

水中有机污染物

的探查
,

环境汞的分析方法
,

其中细菌在第二松花江水体污染的生态规律的研究水平是先进的
。

在蓟运河汞污染化学地理特征的研究中
,

揭示了汞在河流中的富集规律并提出了污染分区
,

以及二

汞在水体中的含量分布
、

季节变化
、

存在形态和迁移转化规律
,

为水体汞污染的评价和河道汞污

染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

在此基础上
,

深入探索水体和底质及大气中汞的存在状态
,

汞的甲基

化作用动力学的研究
,

并建立了一些分析方法
,

开展了底泥中硫化汞稳定性
、

絮凝特性
,

汞的络

合作用及迁移转化影响研究
,

进行了覆盖
、

挖掘与自净等消除河道汞污染方法的研究
。

我院对于汞污染的研究
,

开展比较早
,

也比较系统
,

取得的成果比较多
。

同时还开展了水体二

悬浮
、

沉积物中各组分对锡的吸附作用
,

水体腐殖酸及汞的络合作用
,

以及水体
、

底泥和大气中

汞的形态分析及分析方法的研究
。

由于土壤的胶体特性
、

矿物组成及微生物作用特点
,

污染物进
入土壤环境后也会发生变化

,

开展了重金属
、

农药和氮等污染物在土壤中化学转化过程的研究
,

.

尤其是污染物在土壤一作物体系中的消长规律
、

状态
、

价态与毒 性 关 系
,

以及对作物可给性的厂

影响研究
。

我院还进行了 5 0
:

转化为硫酸盐的研究
,

以及植物绿地吸收 5 0
:

的 野 外 实 验
,

一

得到

5 0
:

衰减率 ; 通过 5 0
:

污染模式计算
,

得到 8 0
2

在大气中输送
、

扩散
、

地面吸收
、

迁 移过程和转

化为硫酸盐的转化规律
,

推进了对硫在环境中的迁移规律的研究 , 另外
,

还对大气气溶胶及颗粒

物的物理化学特性的时空分布及其迁移转化规律进行了初步研究
,

取得了一批成 果
,

提 供 防 洽
5 0

:

污染 的途径
,

丰富了环境地学和环境化学领域的研究内容
,

促进了环境科学的发展
。

在大气污染物的扩散
、

输送规律的研究
,

我院于 1 9 6 8一 19 7 3年间
,

先后在我国西南
、

华北
,

华东
,

华中及华南等区的十几个山区进行了大气野外扩散实验
,

系统地研究了山区空气污染的气

象条件和大气扩散规律
,

并编著了 《山区大气污染 与气象 》 一书
,

这是我第一部污染气象学方国

面的专著
。

它为工厂的合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

得到了广泛应用
。

七十年代开始
,

工业和城市

大气污染间题提到日程
。

1 9 7 3一 1 9 7 6年开展北京西郊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

得到了该地区的大气边

界层结构演变规律和大气扩散规律
,

提出了影响当地大气污染 的主要因子和大气扩散参数
;
在此

基础上
,

建立了我国第、 个考虑风场和大气稳定度时空变化的烟团模式
,

计算了西郊地区 8 0
: 、

C O
、

飘尘的浓度分布
。

近年来
,

在北京铁塔上释放六氟化硫进行中距离 ( 10 一 100 公里 ) 的大气
、

扩散实验
,

用连续示踪物取样器取得直到 70 公里脱离的浓度连续水平分布
,

首次成功地完成中距

离扩散实验
,

了解到 中距离大气扩散特征
,

归纳出影响中距离扩散的四个因子 ( 同切变
、

地面特

征
、

大气稳定度
、

水平同摆动 )
,

得到了城市和平原大气扩散参数
,

从而建立了区域大气污染模

式
。

5 0 2
模式计算结果表明

,

京津地区正是区域性污染
。

根据 S F
。示踪实验和8 0

:

污 染 模 式 计

算
,

北京和夭津地区排放的污染物相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

最近又在上 海 市进 行 25 公里距离的

S F `扩散实验 、 并进行 8 0
:

模式计算
,

为我国宝山钢铁总厂环境预评价和上海市大气环境质量评

价提供了科学依据
。 “

`

一 广 ; -

在综合现有的野外观测资料的基础上
,

以计算机为主要手段开展了大气扩散 规律的 数值研

究
,

对影响中距离扩散的风速风向切变
、

地形的非均匀性 , 行星边界层 湍 流 结 构及下湿沉降等



因子进行了参数化
、

模式化
,

得到了适宜于 100 公里范围的扩散参数型
,
这些结果为环 境 的科学

管理
、

环境工程最佳方案的制定
、

污染模式的建立
、

环境生态平衡的保护以及大气 自然资源的合

理使用等提供理论依据
。

(五 ) 对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
、

生态环境的良性 . 环
、

土地合理利用和国土盆洽等
,

娜进行

了深入的
、

多学科的研究
。

在这些研究中
,

对黄土地区水土流失机制和规律的探讨
,

小流域综合治理
,

陕北昊旗飞播沙

打旺
,

探索改善生态环境
、

建立生态农业
,

运用系统工程在 电子计算机上求合理利用土地的最优

解
,

等等
,

成果比较先进
,

效益皿著
,

得到有关单位的赞同
,

正在逐步推广
。

(六 ) 图书
、

情报交流加班了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五十年代
,

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
,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

在追溯污染渊源和探讨环境

保护科学中
,

情报交流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

1 9 7 6年
,

我院创办了国内第一本 《环境科学》 杂志
,

随后又创办 了高级学术刊物 《环境科学学报》 ,

以及 《环境科学丛刊》
、

《环境化学》
、

《水土

保持通报》 等
,

广泛交流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的成果
。

我院环境化学所受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委

托
,

于 1 9 7 7年成立了全国环境保护情报网
,

开展情报与学术交流活动
,

并创办了网刊
。

随着学术

交流活动的频繁与活跃
,

我院积极参加了学会的筹建工作
,

于 1 9 7 9年中国环境科 学 学 会 正式成

之乙
。

遵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
,

我院生态
、

环境科学家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汇报了 《现代化与环境

保 护》 ,

讲述了环境科学知识
,

并针对我国环境保护现状与间题
,

提出了建议
。

在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方面
,

由科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我国第一套
“
环境保护丛书

” ,

这套丛

书包括环境保护科学各个领域
。

我国下属各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写作
。

目前已出版近 20

丁本
,

到 1 9 8 5年将出齐 30 本书
。

除些之外
,

我院环境科学研究工作者
,

还在各地的报纸
、

杂志
、

电

台发表文章
,

宣传环境保护与四化建设的密切关系
。

我院于 1 9 7 7年 6 月经政府批准
,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资料源查询系统建立了联系
,

1 9 8 1年 7月起开展了国际环境资料源计算机检索服务工作
。

目前
,

在环境化学研究所建立了
“ 污

染文摘
” 、 “ 环境文摘

” 、 “
能源情报文摘

”
文献库

,

并 已对院内外服务近两年
。

最近
,

在兄弟
一

单位的协作下
,

建成了用中文输入和输出的
“
中国环境文献库

” ,

并制成了磁带可供交流
。

综上所述
,

我院 10 年来
,

在以上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
,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

从调查研

究我国环境状况到探索环境质量控制途径
,

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到应用与基础理论研究
,

从国家环境保护任务出发
,

既解决了实践 中的具体问题
,

又发展了环境科学与技术
。

从学科角度

上来看
,

环境科学的许多领域
,

环境质量评价
、

环境地学
、

环境生物学
、

环境化学
、

空气污染气

象学
、

环境声学
、

环境与健康等分支学科相应地发展起来
,

其研究内容 日益丰富
,

研究水平逐步提

高
。

二
、

建议与体会

我国是发展 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

人口众多
,

幅员辽阔
,

有不同气候的地带
,

生态环境类型复

杂
,

地区差异较大
,

出现的环境间题多样复杂 , 我国历史悠久
,

开发很早
,

社会 背 景
、

地理条

件和经济结构有自己的特点
。

目前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

发生的环境间题有其独特性
,

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

没有现成的模式
,

只有寻求符合国情的方式方法
,

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
。

走

我们 自己的道路
。

我们的体会是
:

(一 ) . 于实跳
、

蔺于开创断妞城



中国科学院是全国自然科学研究中心
,

应发挥优势
,

不断探索新的技术科学领域
。

对新兴的

于科学与技术更应勇于探索
,

不断开创新领域
。

1 9 7 5年 10 月
,

我院在无锡召开的
“ 农药与污水灌溉讨论会

”
上

,

迫切要求对环境污染物的测

;定方法
、

样品采集与制备
,

要有一个统一标准和规范
。

我们随即组织力量进行环境污染统一分析

二方法的研究
,

并出版了 《环境污染分析方法》 一书
。

1 9 7 7年 1 1月
,

我院在成都召开的
“ 区域环境学术讨论会

”
上提出

:

随着我国 四 化 建 设的发

展
,

及早地掌握我 国环境中各种要素的背景值
,

研究环境质量
,

制定环境对策
,

有效地保护和改
几

善环境
,

创建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
,

造福人民
,

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

会后
,

我们立即开

泛展了儿个城市周围地区的土坡
,

以及边远地区的冰雪水
、

岩石
、

生物等背景值的研究
,

为区域环

境的评价
、

预测 以及污染物的迁移规律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

1 9了8年 12 月
,

我院又在厦门召开 了
“
环境科学理论研究座谈会

” ,

会议提出建立环境科学的
“

体系
,

尽快把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促上去
,

确定了开展研究的重点课题和主攻方向
,

以及一些
t

具体措施和建议
。

我院环境科学研究的重点
,

转向了结合实际发展环境科学的各分支学科
,

促进

我国环境科学各领域向纵深发展
,

建立了学科储备
。

(( 二 ) 借鉴口外
,

裸索娜决我 . 环境问恤
一

1 9 7 3年
,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美
,

按周总理指示考察环境保护问题
,

对发展我国的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提出建议
。

1 9 7 6年
,

我院又派出一些代表 团到北欧的瑞典
、

芬兰
、

英国和北美的美国考察

环境问题
。

了解到酸雨是一个重要间题
,

分析探讨了我国能源构成以煤为主
,

燃煤引起的大气污
,

染
,

可能发生敌雨间题
,

有关研究所开始对一些地区的酸雨进行考察研究
。

近年来
,

酸雨问题得

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之后
,

全国性的酸雨研究普遍开展起来了
。

目前我院又进一步开展酸雨的

成因和机理的研究
,

酸雨分布的数值模拟
,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研究
。

我们总结酸雨 研 究 工 作

时认为
:

研究国际上的动态和信息十分重要
,

这有助于借鉴别人有益的经验
,

探索解决我国的环
`

境间题
。

(三 ) 预见环境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经典的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环境科学则是六十年代形成的新学科
,

主

要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
。

近年来
,

环境科学从开始阶段注意工业污染物的控制
,

保护人体健康
,

逐渐转向保护 自然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美好
、

舒适的生活环境
,

生态学 由一般生物与环境

关系的研究
,

进而突出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
。

因此
,

以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观点进行环境间题 的

研究
,

把环境与生态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是环境科研发展的趋势
。

科学工作者对发展趋势要有预

见性
,

才能不断地开拓新领域
。

1 9 7 5年 4 月
,

我院在武汉召开
“
环境生物学术会议

” , 1 9 7 8年 2 月
,

又在武汉召开 了
“ 环境

污染与生态学会议
” , 19 7 9年 10 月

,

我院与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韶山联合召开
“
环境生物学学术

讨论会
” 。

通过这三次学术会议的讨论和交流
,

提出环境间题必须从生态平衡的观点去考虑
。

正

如我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教授多次强调的观点
,

即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的研究观点
。

整

体观点是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
,

经济观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础
。

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
,

同时

考虑经济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生态观和经济观的统一
,

方能避免生态平衡问题的片面思

想
,

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生态失调的间题
。

( 四 ) 发挥科学院多兵种大协作的优势

我院在生物学
、

地学
、

化学及新技术等方面具有相当的基础和科学储备
,

对解决我国的环境

伺题有一定的研究力量
。

如承担国家科委下达的
“
京津渤地区污染规律和环境质量分 的研 究 任



务罗我们立即组织了十 J仆个所几首名科研人员
,

谁费院环境科学委员会组织协调下按期完成
.

了任
-

务
。

在这项研究任务中
,

充分发挥了科学院的多学科优势
,

互相协作
,

集体攻关
,

发挥学术带头
人的作用

,

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

几 (五 ) 关于环境科学研究体制的建议

目前
,

我国环境研究工作
,

有中央各有关部
、

中国科学院
、

高等院校
、

环境保护系统等凡方

面队伍
。

全国环境科学研究队伍不论在数量
、

质量及装备上
,

均远不能适应任务的需要
。

更突出

的问题是工作相当分散
,

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和统一规划
、

部署
,

明确各系统分工协作关系
,

充
;

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

我们建议
,

国家环境保护系统—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侧重抓好环境立法
、

政策
、

条例
、

标准
、

监测和管理的研究 , 地方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单位侧重本地区环境间题的研究
;

各工业部门侧重于本行业的污染监侧与防治研究
;
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侧重环境科学的基础理

、

论和应用技术及综合性的科学研究课题的研究
。

另外
,

由于我国财力
、

物力
、

科学研究骨干的不足和环境科学高度综合的特点 , 中央一级的
;

环境科学研究机构应在国家科委的统一规划
、

统一领导下明确分工
,

加强组织协调
。

应在国家科

委设立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

由有关部门派人参加
,

组成研究中心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

为保持
、

研究机构的相对稳定
,

隶属关系不变
。

环境中心负责全国环境科学技术规划
、

计划的 拟 订 和 实

施 ,
经费分配

,

成果评审与学术交流等工作
。

除此之外
,

我国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也可实行合同制

和招标的办法
,

面对全国有计划地重点择优支持一批有基础的研究单位
,

以便几年后在我国建成
若干专业性的高水平的环境研究机构

,

而不必按行政系统
,

层层铺摊子
,

新设研究所
。

-

三
、

今后设想
`

一

中国科学院将进一步发挥作用
,

为实现我国 2 00 0年环境目标贡献力量
,

有步骤
、

有重点地组

织多科性
、

综合性和开拓性的科学研究工作
。

我们将积极开展环境与生态研究
,

既解决 实 际 凤

题
,

又促进环境科学技术和各分支学科的发展
,

加强基础和应用研究
,

提高科学水平
。

(一 ) 进一步发挥我们的潜力
;

为了适应环境科学多科性
、

综合性
、

系统性
、

区域性
、

全球性以及长期的
、

潜在的
、

低剂量

的
、

长效应的特点
,

我院环境科学的管理体制要调整改革
,

建立科学与任务相结合的矩 阵 型 给

构
,

把全院有关力量充分调动起来
,

形成若干环境问题的专业研究力量
。

就研究基础和潜力来说
,

10 年来
,

我院环境保护的科学研究工作
,

发展相当快
。

生态学研究

也进行了多年
。

一

由于原来的学科基础扎实
,

进入环境科学研究新领域后
,

不仅发展速度快
,

而且成

果的质量也相当高
。

1 、

有一批学术带头人和中坚力量
。

目前
,

我院环境和生态这一领域的研究人员上千人
,

在

20 0个高级研究人员中
,

学部委员就有 10 多名
,

中级科研人员近 1 ,

00 。多
,

这是一支素质较好的研

究队伍
,

是有发展前途的
。

2 、

学科门类较齐全
,

利于进行综合研究
。

环境和生态是一综合的研究领域
,

需要多学科联

合协同攻关
,

才能奏效
。

我 院目前 有 动 物
、

植物
、

森林
、

水土保持
、

植物生理
、

生化
、
水生生

物
、

昆虫
、

微生物
、

细胞学
、

毒理学
、

生态学
、

高原生物
、

资源综合考察
、

海洋
、

沙漠
、

地理
、

地球化学
、

土壤
、

大气物理
、

遥感
、

自动化
、

声学
、

化学
、

数学
、

核物理与技术科学
,

等等
,

学

科较齐全
,

并有多年的基础
,

能够胜任环境和生态的综合性和开拓性研究
。

一 .

多
、

有一定的实验条件
。

一

多年来
,

我院各单位陆续购置了一批实验仪器设备
,

.

如气 相 色 谱

仪
、

液相色谱仪
、
几原子吸收光谱仪

、

中子活化分析仪器
、

紫外与可见光光谱仪
、

核磁共振
、

色一
质



联用仪
、

各种光学显微镜
、

电子显微镜
、

微型计算机
、

风洞试验室
、

低空探空仪
、

超声 风 速 温

度仪
、

声雷达
、3 0 2米气象塔

、

噪声统计分析仪
,

数据记录器等
,

稍加充实
,

就可能做出高 水平

的工作
。

4
、

已建立了一批野外定位站
。

多年来
,
我院所属的有杀单位

,
丁

险续在全国不网 自然 地带

(从寒带一直到亚热带
、

热带 )
,

包括山地
、

草原
、

沙漠
、

湖泊
、

森林
、

沼泽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典型地

段
,

建立了 29 个野外定位站
,

有的站已有 20 一 30 年历史
,

如长白山鼎湖山等定位站
,

还是参加国

际
“
人与生物圈

”
的点站

,

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
。

目前大部分定位站都进行了本底调查
,

有

的还积累了长期的气候
、

土壤
、

天文
、

动植物和植被辱规汹资料
。

这些定位站不仅为我院开展环

境与生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而且也为成果推广提供了实验基地和样板
。

5 、

有一定学科储备和基础研究
。

我院开展环境与生态研究所涉及的各个学科
,

都有10 年 以

上的研究基翻
,

’

有的有近 30 年的研究经验
。

如植物
、

动抓 森林
、

土维
、

水生生物
、

地理等
,

不

但有室内的研究基础
,

而且通过厉次缘合性的大型科学考察和定位观测
,

掌握了几乎遍及全国的

各种类醚的气侯
、

土城
、

植被
、

沙漠
、

草场
、

海涂等基础资料
,

有的还与生产建设相结合
,

已作

出了研究推广的样板
。

我们相信
,

中国科学院有力量有潜力
,
只要加以充实提高

,

就可以为环境部门提出
:

的 2 0 0 0年

环境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

、

(二 ) 研究课皿的设想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土作
,

将面向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存在的环境与生

态问题
。

初步设想 19 8 6一 2。。。年
,

可以开展以下研究课题
:

1
、

土地开发利用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与整治
。

如沙漠过程
、

草原和森林退化与破坏对

环境影响及其整治和恢复的途径
,

人为开发对热带
、

亚热带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开发沼泽
、

海滨地

区对生鑫系统的影响
,

以及恢复生态平衡的研究
。

`

一

2
、

煤炭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

如煤炭基地建设和煤矿开发前的环境预评
;

价
,

开采后矿居环境的人工塑造和建设
,

燃煤释放物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及其防治
,

煤炭发电
、

气化利用时的环境间题等方面的研究
。

3 、

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统中环境的优化模式研究
。

将环境科学
、

生态学的成果运用到改善环

魔质量的实践中
,

提出合理利用和保护气
、

土
、

水及生物资源的措施
,

恢复已破坏的生态平衡
,

使可更新资稼永续利用
。

如城市能源与大气污染的关系
,

城市
一

噪声的评价与控制方法
,

污水土地

处理系统的研究
,

污水
、

污泥
、

有机废物等微生物降解的研究
,

城市绿化及生态效益和城乡环境

优化模式的设计和研究
。

-

4 、

水体污染的净化和水利工程建设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
。

为预防水体污染和保护水生生

态系统
,

可研究
:
非点源污染水体的方式及其途径

,

水体自净机理及其应用
,

典型污染水体的恢

复途径和水质径制模型
,

近海石油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预测和研究
。 -

一

丘
、

化学物质在生物圈的循环与人体健康
。

主要有 , 化学物质的环境行为和安全评价
,

微量

元素与人体健康的研究
,

全球性物质循环及其影响预测的研究
,

以及杯境污染物分析
、

测试方法

和控翻技禾的研究` ; 二
一

_

6
、

并发地区自然保护的生态效益研究示主要包括。 农村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

重点建设项巨

和区城性开发地区、
、

城乡复合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
、 、

自然保护区的配置的研究
,

以及已建立 自然

保护区及其对毗邻地区产生的生态经济效益的研究
。 -

一 爪
`

:
· ’

- ,
-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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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起来
。

我们的监测工作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是不行的
,

监测项目和站位都要经过论证
,

特别

是监测方法和标准物质要统一
,

要开展实验室的相互校准
,

只有两统一 (方法和标准 ) 才能提高

资料的可靠性
,

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用的基础资料
。

同时
,

还要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有关间题 的

科学研究
,

特别是对海洋生态学和海洋动力学的研究
,

这对海洋环境的科学管理
,

保持海洋生态

系统的自然平衡
,

并在一旦受到破坏后促使其恢复
、

利用海洋自净能力处理废物等
,

都是十分重

要的
。

3
、

建立健全执法管理和清除海上污染的系统
,

增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力 t

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起步比较晚
,

迄今管理机构
、

站网和手段既不配套
,

又很落后
,

污

染事故处理的力量也很薄弱
,

与我国海洋开发事业很不适应
,

急需增强实际力量
。

第一
、

健全海

上执法系统
,

包括执法管理船舶和飞机
,

各海区的管理站等 , 第二
、

增强处理海上石油污染事故

的能力并建立相应的机构
。

本着边干边建的原则
,

逐步健全这些系统
,

配备必要的比较齐全的和

先进的设备
。

因此
,

需要国家统一规划
,

统一建设
,

并为全国服务
。

总之
,

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
,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

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

今后
,

我们将继续在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

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指导和有关部门支持

下
,

与兄弟单位密切配合
,

共同努力
,

为保护我国的海洋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
。

曰卜心卜心加公卜心加心洲心加心欲以卜必扣心扣心活
,
心扣峨加` 卜昭加昭加心加心扣 `勿、 叫翻 ,

心扣
.舀执心加心扣` :扣 ` 活,习勿、 心扣心扣心:扣 ` 之、心扣

.勿 , 心加心加 ` {扣心弓、 ` 加心加` 卜心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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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
,

计有国土整治和资源利用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

如沙漠化
、

森林砍伐

引起的水土流失
、

草原退化等; 煤炭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问题
,

如矿区良好环境的

人工塑造
、

酸雨形成机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 城市和农村生态系的研究
,

包括人工合成化学品在

环境和生态系统中的循环及安全评价等为重点研究项 目
,

选择一二个重点经济区和不同环境
、

不

同生态特点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全面的环境与生态优化模式的研究和预测
。

本世纪后十年
,

在继续进行上述项 目研究的同时
,

要把人为活动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提高到

系统的水平上
,

探索具有潜在
、

长远和全球性的环境与生态间题
,

争取 2 0 0 0年以前
,

在沙漠化整

治
,

防止水土流失
,
建立草原

、

森林
,

建立热带
、

亚热带山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的实验区和研究

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

为建设四化
、

保护环境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