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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海洋污染及其防治问题
,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基础学科
—

海洋

环境科学 它是以现代海洋生态学为基础
,

广泛应用海洋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新成就和新技术
,

以研究污染物质在海洋环境中的热力学
、

地球化学
、

生物化学过程以及生物学效应为重点
,

以

研究受污海洋环境质量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规律为核心的一门新兴学科
一

在向四化伟大目标进军中
,

怎样解决海洋资源开发
、

发展工农业与海洋污染的矛盾 怎样

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防治海洋污染
,

做到既高速度发展经济
、

实现四化
,

又能保护并不断改善海

洋环境
,

使海洋不断地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这是海洋科学所要解释和阐明的一个核

心问题
,

也是当前海洋科学研究中亚待解决的另一新课题

鉴于国内外许多经验教训
,

海洋一旦遭到污染破坏
,

治理和恢复比较困难
,

而海洋污染又

没有国界
,

因此
,

在不断扩大向海洋进军的过程中
,

我们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污染及其防

治问题的科研工作
,

使海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
、

国际间研究现状和今后发展趋向

近二十年来
,

国外海洋污染及其防治研究进展相当迅速
,

规模越来越大 目前联合国下属

组织如教科文组织及所属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粮农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
、

世界气象组织和原

子能委员会等都设有专门研究海洋污染问题的机构
,

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
、

粮农组织及其海洋资源研究咨询委员会
。

特别是 年由上述六大组织共同组

成的海洋污染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几 年又由该专家组与海洋资源研究咨询

委员会
、

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  
、

海洋气象研究咨询委员会 共同组成全球海

洋环境污染调查联合工作组
,

由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与世界气象组织组成的全球海

洋监测台站系统 委员会
,

以及 夕。年由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产生的人与生物圈

国际协调理事会和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等国际协调机构
,

先后都制定了规划

并出版了许多重要专题报告 各地区也有地区工作组 临海各国政府部门
、

研究机构和大学

大都有相应组织
,

如美国的环保局及其下属研究所
,

英国的普利茅斯海洋环境研究所
,

日本的

环境厅及其下属研究所 夕 年日本的海洋学会还专门成立了海洋环境问题委员会
,

并系统

总结了 日本近年来海洋污染研究的进展情况
,

出版了论文专辑
,

也大都制定了海洋污染及其防

治的研究计划 其中
,

特别值得提到的两项计划是《国际海洋考察十年》 规划和《黑潮

本文曾于 年 月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
,

今略有修改



联合调查》 规划 规划有四个分计划
,

共 个项 目 其主要内容包括海洋环境
、

预报
、

环境质量评价和矿产资源与生物资源估价 环境质量评价分计划中有关海洋污染的内

容主要是海洋环境化学
、

地球化学
、

生物学效应和环境本底值的研究
“受控海洋生态系统污

染实验
” 就是该计划中一项国际性合作研究项 目 其目的是评价低浓度污染物对海

洋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及研究引进污染物在生态系统内的运动规律 参加这项研究的国家有

美
、

加
、

英
、

日等
,

所获得的基本资料和研究成果近 篇文章
,

许多已发表在《海洋科学通报》
、

《海洋科学通讯》和有关学报上 规划是 夕。年黑潮联合调查理事会在东京召开的第二

次会议上选定的最重要的一个计划 嗣后
,

为推进这项计划的实现
,

又由政府间海洋学委员

会
、

印度洋
一太平洋渔业理事会 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成立了亚洲东部海

域海洋污染工作组 年该工作组成员国及地区组织共 名专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联合

召开会议
,

会上提出关于排污口及沉积缓冲带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研究
、

应用牡蜘作为金属污染

指标的比较研究
、

东亚海域赤潮的研究和近海污染物物理扩散过程研究等四个项 目作为区域

性研究课题
,

并确定孟加拉湾
、

马六甲海峡
、

退罗湾
、

中国南海
、

中国东海一黄海一 日本海
、

东部

群岛六个亚区作为东亚海域中尺度研究计划 各亚区分别制定了其重点研究内容并于

年 月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黑潮联合调查会议上
,

全面总结了近年来研究的进展情况 另外
,

近年国际间召开海洋污染研究学术会议之频繁
,

论文
、

报告
、

会议论文集和各种专著之多
,

研究

内容之 日益扩大和日臻深人
,

是空前未有的 目前专门出版海洋污染的定期刊物有 夕。年创

刊的《海洋污染通报》和 年创刊的《海洋环境研究》等

在科研方面
,

临海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
。

有些领域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主要方面是

海洋环境污染状况评价的调查研究 自七十年代起
,

主要由于遥感
、

遥测
、

遥控
、

载人深

潜器
、

海底居住实验室和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开始应用
,

使调查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
,

现已

从单学科转向多学科综合调查
,

由浅海逐步向深海发展
,

由区域性发展到全球
,

实行国际合作
,

在调查质量和时间的连续性方面也都有了显著提高 迄今已对大西洋
、

太平洋和印度洋及其

边缘海如波罗的海
、

北海
、

地中海
、

红海
、

加勒比海
、

墨西哥湾和波斯湾进行了协作调查
,

并在北

大西洋 南纬 弓℃ 以北 从阿拉伯海到欧州和到 日本的油船航道等监测点进行石油污染的国际

性定期监测 但调查区域
,

仍以经济专属区近海包括河 口
、

港湾为重点 调查船仍是最基本的

调查工具

近年来
,

通过《国际海洋考察十年》
、

《地球化学海洋剖面研究》 和区域性海洋污

染专题调查
,

基本摸清了海洋污染的范围和程度
、

污染物的来源
、

种类及其人海途径
,

积累了大

量有关海洋本底值和某些有毒污染物在海水
、

底质与生物体内的含量
、

分布和归宿等资料
,

发

现和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意义的新现象
、

新问题
,

如太平洋表层水中铅含量已超过本

底值的十倍 从北极冰盖中测到微量的铅和汞
,

在水深 米的深海和南极大陆冰块中发现

滴滴涕
、

聚氯联苯 的存在
,

认为汞和滴滴涕主要是通过大气进人海洋的 从河流进人海

洋的滴滴涕大都以悬浮质的形式
,

海洋沉积物是重金属
、

滴滴涕的主要归宿处 凡此等等
,

对

人们认识当前海洋污染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为控制污染提供一些极宝贵的资料

从七十年代初期
,

欧
、

美
、

日各国在基本摸清了全国沿海污染状况之后
,

已从侧重于宏观地

认识海洋污染的来源
、

分布和影响调查
,

转向侧重于研究一些危害生物较大
、

入海后化学性质

稳定
、

能长期存在于海洋中的污染物的存在形式
、

迁移转化和归宿规律及其收支平衡
,

开始对

海洋环境质量变化和自净能力的微观机制研究 图 表示海洋环境质量内部结构及其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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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互关系和影响因素

欧
、

美
、
日等国为了解污染物的迁移规律和 自净机理

,

已建立了海洋污染水文物理模拟
、

生

态模拟实验室和现场实验装置系统
,

开展包括污染物的混合扩散等环境模拟实验
,

并根据有关

调查与实验参数
,

运用系统分析 今  ! ∀ 进行理论计算和分析
,

提出一些数学模式
,

探

索预测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演变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 夕 年 月美国在佐治亚州 萨 凡 那

海洋研究所召开了海洋污染物迁移工作组会议
,

评价历年来这方面研究进展情况
,

推

荐今后的研究项目 强调目前应根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和知识
,

估算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各

种污染物的通量
,

强调应加强污染物在不同界面如海洋一大气
、

海洋一河流
、

海洋一生物圈
、

海

洋一悬浮颗粒物
、

海水一沉积物之间交换等相互反应的机理及其动力学过程的研究 但目前

工作多是根据现场调查数据并结合部分实验参数
,

围绕汞
、

镐
、

铅
、

铜
、

铬
、

滴滴涕
、

聚氯联苯和

石油进人海洋途径
、

通量及其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

提出流程方框图或概念模式图
,

以示不同

成分之间相互关系及污染物的可能迁移途径 而模拟实验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 图 表示石

油在海洋中的迁移转化与循环 石油入海后先经过展开
、

分散
、

蒸发
、

溶解
、

沉降
、

乳化等较快

的物理变化
,

以后转慢
,

其中有生物降解和光氧化作用
,

其迁移转化速率主要取决于油层的厚

度
、

油水混合情况
、

水温和光辐射强度 其在海洋残留时间可从几周到几十年

关于有毒重金属和滴滴涕在海洋中
、

特别在河 口区的迁移转化
,

因污染物的种类而异 一

般认为
,

可溶性污染物有较大的随介质迁移的能力
。

胶体物质和大分子常在淡咸水混合交汇区

絮凝沉淀
,

而颗粒性悬浮物迁移能力最小
,

多在排污 口或河 口区即已沉降 汞
、

铜
、

铬
、

镐在海

水中易被无机
、

有机胶体物质或颗粒性悬浮物吸附
、

沉降
,

其分布常显示出随排污口或河 口 区

向外海伸展的方向而逐渐减少的趋势
,

只有少量是与固相表面有机质组成稳定鳌合物而迁移
,

其在半咸水中鳌合程度的大小为汞 铬 铜 而滴滴涕的分布与迁移主要受无机
、

有机颗粒悬

浮物的吸附和沉淀作用的影响
,

它进入海洋后很快转移到沉积物中
,

进入食物链的只占少量
,

但也有与此持相反看法 ” 年 等通过受控生态系统污染现场实验结果表明
,

铜进

入海洋后大部分在水体中消失
,

其消失率与初级生产力的高低成正比例关系
,

大约 多是通

过颗粒性悬浮物的吸附而一并沉降于沉积物中
,

说明铜的迁移途径主要是通过浮游植物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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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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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于沉积物中 与铜相反
,

汞和茶类主要是通

过颗粒性悬浮物吸附和沉淀作用而沉降于底

质 溶态的和悬浮态的总汞在海水中每天约

减少 并
,

而蔡类在实验装置一天后
,

在水中

的含量即减少 多
,

被认为是浮游植物吸收

和微生物降解的结果 等
,

夕为 图 表

示污染物在海水一底质沉积物界面之间的迁

移途径和交换作用

污染物的稀释扩散研究
,

当前主要是通

过测定污染物的分布变化情况或用示踪技术以及运用流体力学进行数学模式的分析和计算方

法来探索其规律 文献上已出现主要河口区和三维空间的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数学模式

海洋污染的生物学效应研究 近年来这是国外工作最多
、

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 目前

进展的概况
。

在微观上已深入到细胞和分子水平探索有毒物质对生物的毒性
、

毒理作用机制

在宏观上已开始综合分析污染物对生物种群
、

群落和生态系统慢性影响的基本规律研究
,

其中

工作较多的是 污染生态调查
、

生物测试
、

生物学指标和生物的净化作用

通过长期受到污染或污染严重的河 口
、

港湾等沿岸水域进行的广泛持久的现场生态调查

和室内某些经济生物
、

饵料生物的生物测试 主要是急性毒性实验 工作
,

业已阐明几种主要污

染物对生物
、

渔业影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建立极少数近海水域生产力
、

种群和生态平衡失调

的数学模式
,

初步弄清了生物反应与毒物性质
、

浓度之间的关系
,

认为毒物的作用强度主要取



决于污染物的种类
、

浓度
、

组成成分
、

存在形态
、

化学性质以及不同生物种类及其发育阶段对污

染物反应敏感性的差别 如有机汞对生物的毒性远比无机汞为大 反之
,

有机络化铜的毒性

却比无机铜小得多
,

而三价砷比五价砷毒性为大
,

三价铬反比六价铬为小 有些毒物人海后
,

其毒性常因理化条件的改变而有不同
,

如有机氯农药的毒性可随盐度
、

光照条件
,

地理位置而

变化
,

铜的毒性因
、

温度
、

盐度不同而有变化 目前
,

用大量的现场生态调查结果以反映种

群
、

群落结构变化的大部分工作
,

主要是围绕比较固定生活的底栖无脊推动物进行的
,

而这种

群落结构的明显变化
,

也只有在连续接纳污染物的河口 港湾才能见到
,

但要区别污染的影响和

自然因素的影响是当前的主要工作
,

据此有人强调应加强对污染反应比较敏感的小型底栖生

物的研究 污染对海洋渔业资源和养殖业影响的评价
,

目前多是从经济观点出发
,

考虑污染物

的入海量
、

生境恶化程度
、

种类组成变化和渔获量下降
、

经济损失率等而用统计方法来判断的
,

这其中也有如何区分污染与过度捕捞以及自然因素影响的差别
,

但迄今尚无统一的解决方案

在生物测试方面
,

大量的文献报道主要是单因子有毒重金属
、

放射性物质
、

有机氯农药和石油

等对某些生物各生命周期的急性致死反应实验结果
,

而单因子或混合污染物对动物的行为
、

生

长繁殖等生理功能和生化过程影响的亚致死效应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所知甚少
,

这是当前研

制污染生态模式最缺乏而又是最急需的基本资料 和 综述了环境压

力对鱼卵
、

仔鱼亚致死效应
,

认为早期发育阶段 胚胎一鱼苗或早期仔鱼 对大多数毒物的反应

是整个生命周期最敏感的阶段 目前
,

实验生物的选择对象和研究方法 日臻完善
,

实验生物品

种也 日益增多
,

而且更重视低浓度污染物的亚致死反应的研究
,

注意主要理化因子对毒物的协

同和领顽作用
,

并已由室内实验过渡到现场实验的规模

关于生物对汞
、

镐
、

铅
、

滴滴涕和石油的吸收
、

积累和代谢过程
,

人们进行了研究 大量资

料表明 生物吸收
、

积累痕量金属可因生物种类
、

年龄大小
、

性别和季节
、

地理位置
、

温盐度以及

某些元素的共存而有差异 硬壳蛤 。, 二
, 口

体内锌
、

铜
、

铁含量有随动物年龄增

大而增加的趋势 等
,

紫贻贝 夕‘ , 、

个体大的比小的含汞量更高
, 夕 ,

反之
,

小的比大的吸收铅更快
, ,

小个体美国牡蜗
,

, , 比大的吸收汞更快  和
, 夕 在同一种的绿贻贝 (Ch

orom , z il u s

形eri di on ali s) 雄性个体比雌性的含锌
、

镐
、

锰量更高(w at ting 等
,

1 9 7 6
)

.

Ph illi
Ps 进一步探讨了

在室内饲养和生活在自然环境 中的紫贻贝吸收重金属量与个体重量的关系以及金属间的协同

与领顽作用
,

指出室内较轻个体比重个体吸收铅
、

镐
、

锌和铜更快
,

而在自然环境里小而轻的个

体也比大而重的个体含量更高
,

而且紫贻贝吸收铜受锌
、

镐和铅的共存与变化的影响
,

但对锌
、

镐和铅的吸收不受其它金属元素存在的影响
.
在调查与实验所获数据的基础上

,

提出某些有

毒污染物在食物链 (网) 上的可能迁移途径
、

富集量和转换效率
.
图 4

、

图 5 分别表示石油和

汞
、

镐在食物链上的吸收
、

积累和代谢过程
.
以上这些结果

,

对污染物排放与渔业水质标准的

制定以及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提供了有益资料
.

在富营养化形成机制及其危害方面
,

也进行了大量工作
.
据 日本各海湾和波罗的海调查

资料表明
,

富营养化发生率的高低
,

除与氮
、

磷含量高低有直接关系外
,

也与底质和近底层水中

有机质的强烈积累有关
.
另外

,

热污染有导致水中有机质积累
,

加速富营养化的趋势
.

污染的生物学指标研究进展较快
,

发表的论文报告也较多
.
近年联合国粮农组织(19夕6 )

、

国际海洋考察委员会 (IC ES
,

1 9 夕7 ) 和 philli拌 ( 197 7
,

1 9 7 8
) 相继编辑出版的专著和综述文

章
,

都从不同角度详述其所论领域取得的进展
.
目前

,

正在探索研究的方法主要有
: 1
.
生态学



方法
,

主要侧重 于指标生物和生物指数研究
,

以群落种类多样性指数尤为盛行 ;2
.
生物体内残

毒分析法 ;3
.
监测性生物测试法;4

.
生理生化反应鉴别

第四或更高
营养级生物
(顶级肉食动物

代谢
,

死亡

游拼枷灿柳姗

第三营养级生物
肉食动物

(蛾螺
,

龙虾
,

鱼类 )
直接吸收

第二营养级生物

草食和滤食动物

代谢
,

死亡

( 浮
,

贝类
·

棒壶 } 直接吸收

第一营养级生物

(光合细菌
,

浮游和底栖藻)

图 4 石油在近海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的迁移

(引自 G E SA M P ,
1 , 7 7 )

法
.
其中以生物体内残毒分析法的应用较为普遍

,

并

提出了大型海藻 中的泡状墨角藻 (Fuc
。 ,
“sl’c

“
lo
s
us )

、

齿缘墨角藻(F
.

, e ,
4

r a , 。、
) 掌状海带 (L

ao ioa, , a d i gi
t a t a

)
、

泡叶藻 (击co p乃刃爪m no do 沼 m ) 和脐紫菜 (Po
rp人y)’门

。 m bi lic all’
、

)

,

软体动物中的美国牡蜗
、

紫贻贝
、

硬壳蛤和

帽贝护、el la 洲zgal
。

) 真骨鱼类 中的鳄鱼 G ad us m or 入
u 口

)

、

甲蝶鱼(Pl 、yce p ha 坛
,

b as
s

o sis ) 和某些溯河性鱼类
,

以及

壳动物中的美洲鳌龙虾 (H om 。。
, a

o er i ca “
,

)

、

黄道蟹

(C
ancer 户ag :‘r“s ) 和藤壶 佃

ala, “; b
a
l a
o
of d

e s
)

,

多毛动物

中的沙蚕 (N
ore￡s ‘ioers￡co lor) 等可作为痕量金属污染

指标的生物
,

对阐明污染的性质和程度提供了极有益

的资料
.
最近几年

,

国外开始重视生物形态变化作为污

染指标的研究
,

如利用鱼体皮肤癌病理组织学的检查

以确定水质污染
,

这是生物学指标研究新动向
.
Dj un g

-

be rg ( 19夕6 ) 研究指出
。

沿岸水域狗母鱼皮肤肿瘤发生

率高与水域严重污染有密切关系
,

因此有人建议利用

消费者
: (e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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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汞
、

锅在美国佐治亚州湾食物链上的迁移(引自 w in d ol n 等
,

1 9 7 6
)

K + 。 ,

表示转移效率(K
Z,

K
3 ,

K
;

为各营养级生物实际积累量除以生长系数) E i+ 。 ,

表示释放量(通过代谢
、

死亡)
,

Cl
十。 表示各营养级生物实际积累量 (转移效率减去释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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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体肿瘤来指示河口 区致癌物的含量 (sti ck 和 A ct ion
,

1 9 儿)
.
海洋生物的净化作用特别是

微生物
、

藻类降解石油烃和滴滴涕的研究
,

也在加速发展
.

从发展趋向看
,

当前国际上比较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

其中包括污染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食

物链 (网 ) 上的积累
、

转移和代谢规律
,

低剂量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结构
、

功能的长期影响及其数

学模式的研究
,

试图通过这些研究
,

搞清海洋生态系统中各个营养级生物与正常的和被污染环

境之间的关系
,

以寻找不同营养级生物之间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规律
,

最终提 出污染的预报

模型
.
美

、

英
、
日和加拿大等国的海洋生态学家和地球化学家们

,

从 19夕3 年开始进行的
“
受控

海洋生态系统污染实验
” ,

则是反映了七十年代这方面工作的国际水平
,

并将成为八十年代污

染生态研究主攻方向之一 估计
,

生物测试和生物学指标工作
,

仍将成为今后若干年内污染生

态研究的重点
.

3
.
海洋污染的控制与治理技术 这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
目前

,

已开始研究综合防治

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
,

试图采用内环境与外环境相结合的治理途径
,

把管理和治理
、

把消除

污染和提高水域生物生产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

在消除有限量的污染物的过程中
,

充分发挥海洋

特有的巨大净化能力
.
近年由于采取管理措施和治理工程技术

,

在控制海洋污染方面收到了

一定效果
.
如 日本的懒户内海

、

东京湾
、

美国的折撒比克湾
、

纽约湾
、

英国的泰晤士河口和西德

的菜茵河口的污染基本得到了控制
,

局部环境质量有了改善
.
但也有污染加重的海域如波罗

的海
.
另外

,

美国利用生活污水进行综合养殖
、

采用深海倾废和探索生物防治赤潮等都取得了

效果
.
迄今

,

直接在海上治理的主要是石油污染
,

通常采用设置油栅
、

油的回收
、

化学处理和烧

却处理等
.
对受污底质处理的方法

,

除采用疏浚法外
,

最近 日本还提出复土法和复盖化学稳定

剂法
.
美

、

英等国用生物学的理论和酶学工程技术
,

探索人工制造的
、

新的有机体和生物催化

剂
,

用于处理海洋石油污染已初见苗头
.

4
.
海洋污染的调查研究与测试技术的发展和改进 目前测试技术正向分析方法 标准化

、

规范化
、

分析技术连续自动化
、

数据处理计算机化发展
,

并大量采用仪器联用
.
海洋污染调查

正向走航
、

自记
、

遥测
、

遥控和自动化方向发展
,

并已初步形成立体观测体系
,

包括海面调查船
、

观测浮标
、

水下调查潜艇
、

载人深潜器
、

空中观测飞机
、

人造卫星
,

从而开始了联合使用各种调

查装备进行调查活动
.
美国在已发射的科学卫星中

,

大多数都负有海洋观测的任务
.
如 1972

年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
“
E R T S

一A ”
就装备有监测海洋污染的仪器

,

其中包括多谱摄影机
、

电视

摄影机
、

多谱扫描器
、

微波扫描器和多谱辐射剂等
.
欧

、

美
、

日等国应用机载紫外萤光遥测仪观

测海洋油污染
、

有机物污染和赤潮
,

已收集了大量资料
.
另外

,

美
、
日

、

法等国应用载人深潜器

调查潜艇和海底居住实验室观察海底污染与倾废的情况也在进行着
.
应当指出

,

尽管这些近

代先进技术的应用还处于发展初期
,

但其发展前景将是不可低估的
.

综上所述
,

尽管近年国际上在海洋污染及其防治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但也存在一些间

题
,

如 : (l) 区域海洋污染所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如何? (2 ) 海洋环境质量标准是什么? 如何

判别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对海洋环境质量变化的作用 ? (3) 如何处理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

洋污染的发生
、

治理间的关系? 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海洋污染? (4) 海洋环境质量变化与海洋

生物适应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何? ……等等
.
当前国际上海洋污染及其防治研究发展的总

趋势则是在广泛应用现代化手段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

采用现场调查与室内实验相

结合
、

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途径和方法
,

广泛进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

从而产生了

联系密切的分支学科诸如海洋环境化学
、

污染地球化学
、

污染生态学
、

生态毒理学
、

数学生态学



和海洋环境工程学等
.

二
、

我国海洋环境科学研究途径和展望

我们认为
,

我国海洋环境科学研究
。

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

立足于当前
,

规划长远
,

围绕四化特别是发展工农业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新的环境问题
,

抓住关键
,

集中

力量
,

加以解决
.
同时必须重视基础和提高

,

注意长远性
、

方向性和全局性的海洋环境科学基

础理论研究和基本资料的积累
,

采取调查与室内实验
、

微观与宏观
、

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研究

途径
.
先从现场调查人手

,

取得原始资料
,

然后进行模拟实验
,

找出规律
,

加以提高
,

为保护和

改善我国海洋环境
,

建立我国海洋环境科学理论体系作出贡献
.

在当前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

展望未来
,

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项 目作为今后研究的

重点:

1
.
深人进行我国特定海区污染状况的综合调查 这为制定我国海洋环境质量 标 准 和 政

策
、

控制海洋污染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
.

2
.
大力加强海洋环境污染规律和净化机理的研究 当前应着重研究以下几个课题

: 主要

污染物在海洋环境中存在状态
、

迁移转化
、

循环和收支平衡及其影响因素等地球化学问题 ; 主

要污染物在海洋一大气
、

海水一淡水
、

海水一底质界面的交换及其动力学过程 ; 不同物理条件

下污染物的混合扩散及稀释速率 ;海底沉积物吸附
、

累积污染物的沉降过程;赤潮发生的机制 ;

重要经济生物对主要污染物的吸收
、

积累
、

转移和归宿及其影响因素; 主要污染物的生物降解

机制 :开展受控海洋生态系统污染现场实验
,

为海洋环境质量评价
、

环境容量及预测预报提供

基本资料和依据
.

3
.
大力加强污染物的效应及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 当前

,

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课题的

研究
.
某些污染物 (如热污染

、

酸碱废水
、

有机质)对水体理化条件的影响; 主要污染物的生态

毒理实验及其对重要经济生物长期慢性的影响
,

特别从生理生化
、

毒理
、

形态
、

生态和遗传角度

研究生物对污染物的反应
,

污染物的生物学指标及其比较研究 ;主要污染物对生态系统及其组

分的影响
,

包括对各生态类群生物种群
、

群落结构
、

食物链及生态系统能量转换与物质循环的

影响;主要污染物对海洋渔业和养殖业的影响及其评价方法的研究;开展污染生态数学模式的

研究
,

为海洋环境质量评价和渔业水质标准的制定提供基本资料和依据
.

4
.
开展区域海洋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方法及其控制原理和综合防治途径的研究 这为制定

各海区综合防治海洋污染
,

改善环境质量的战略方案和战术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5
.
加强海洋环境科学新方法

、

新技术研究 必须着重加强以下工作
: 遥感

、

遥测
、

卫星技

术在海洋污染调查中的应用
,

电子计算机和同位素示踪技术的应用
,

建立污染水文物理模拟
、

生态模拟实验室和受控海洋生态系统污染现场实验装置系统
,

装备环境分析的先进仪器
.

海洋污染及其防治研究
,

牵涉面广
,

综合性强
,

一方面需要多学科共同作战
,

广泛吸收有关

学科所取得的有用知识和成就
,

另一方面也要组织一些专业队伍
,

从研究污染的发生和发展
,

有意识地抓住J
一

七个关键性问题
,

进行攻关突破
,

为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
,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

出新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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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环 境 地 学 展 望

陈静生 陈传康
(北京大学地理系)

一
、

环境问题与环境地学

地球表面是人类居住的环境
,

这个环境通常被称为地理环境
,

是一系列地学分支学科研究

的对象
.
人类在其生产和生活活动中

,

必然作用于环境
,

导致环境发生变化
,

而发生变化的环

境反过来又对人类有所影响
.
当这些影响危及人类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时

,

便发生了环境问题
,

应运产生了环境科学
.
环境科学并不研究地理环境的全面性质

,

而只研究由于人类作用于环

境引起环境对人类的反作用危及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那部分性质
.

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环境问题
.
古老的石器时代

,

由于人类大规模狩猎和烧

荒
,

曾使不少物种濒于绝迹
,

毁坏了不少具有驯化和引种条件的物种资源
,

影响了物种驯化和

引种工作的继续进行
.
在后来人类的更高

.
发展阶段所驯七和引种的物种是很有限的

.
这显然

与人类不 自觉地毁灭物种资源有关
.

奴隶社会创造了古代文明
,

但是这种文明是很脆弱的
.
人类在荒漠中灌溉创造了两河流

域文明
,

但是一场战争可以使水利失修
,

使沙漠重新人侵
,

或许一场瘟疫可以使文明濒于绝境
.

因此
,

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则在于怎样维持人类对 自然的暂时胜利
.

封建社会能维持比较稳定的农业社会和一定的工商业城市
.
这时的环境间题主要是由于

不合理开垦农田
、

采伐森林等等所导致的水土流失
、

河流泛滥
、

风沙为害和土壤盐渍化等
.
大

聚落已经可以发生生活污染
,

导致
“

肥水
” 的形成(肥水指因生活废弃物污染所形成的含氮

、

磷

等物质的浅层地下水)
,

甚至成为城市另选新址进行迁建的一个原因
.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
,

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发展
,

除了上述那些对自然的破坏继续存在外
,

也开始出现大量的高密度人口 区 (城市
、

工矿区)和机械化
、

化学化的集约农业
,

伴随着
“
三废

”

排放
,

引起大规模的环碗污染
.
此时

,

环境的影响已不限于一般地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

而

是超出了人体生理所能适应的范围
,

危害人体健康
,

导致
“

公害病
”
出现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现代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

在许多学科的边缘形成了一门新兴

的综合性科学
—

环境科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