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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污染蔓延和生态恶化

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与我们的任务

郭 方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月 日至 弓 月 日在北 京 召 开 第

三次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 这次会议 集 中

多位政府领导人
、

环境保护管理专家和

生态
、

环境科 学家 正确分析 了我国生态环境

形势
,

总结 了成绩和经验 提 出奋斗 目标和建

立环境保护工作新扶序的措施 这次会议再

一次把我国环境保护工作推上一个 新 台 阶
,

也必然推动我 国环境科学研究走向 新 阶 段

广大环境科学者将认清形 势
,

勇敢地开拓
、

奋

进
,

担 当起历 史任务

我 国的环境形势十分 严峻 我们 虽然取

得成绩
,

局部 污染有所控 制
,

但总体还在恶

化
,

前景令人担优 这主要是由于我 国人 口

增长过快
,

工业 发展过热
,

资源 消耗过 多造成

环境污染蔓延
、

生态状况恶化 为此
,

我们必

须在治理整顿 经济环境
、

深化改革中
,

促进经

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 我们必须动 员全 国各方

面的力量
,

尤其是科技界的力量
,

为国家的 生

存与发展保护 好我们 的生 态环境 为 了给我

们子孙后代保 留永续矛 用的 自然资源和环境

条件
,

应适当控制经济发展的速度
,
坚决控创

人 口
。

我 国严峻的环境问题
,

除 自然
、

历史和社

会经济的原因外
,

主要是由于环保工作缺乏

严 明
、

科学的扶序和管理工作不 力 一些地

区老帐未还 又欠新帐 讨 乡镇工业缺乏 引导

管理
,
污染从城市向农村 蔓延 由于执 法不

严 滥伐森林
、

滥采矿产
、

滥猎野生动物
,

使

一些地 区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 了严重破

坏 重大的突 发性污染事件也时有发生 为

此
,

加强领导
,

克服对环保工作
“

说起来重要
,

做起来不要
”
的现象是个关健问题 只有这

样
,

才能做到加强管理
,
动 员群众参与监督

,

有效地控制环境恶化

一条重要 的经验教训是我国环境保护科

学技术落后
,

这是制约我国环保工作的重要

因素 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来解决我国的

生态环境问题 做为发展中国京
,

我们经 济

力量差
,

对环保投 资有限
,

但我们 的科学技术

力量并不 差
,

在第三世界还是居先的 我们

可 以 动 员组织一定 的科技力量来解决 生态环

境 问题 我们如果能在国家高技术计划
、

科

技攻关计划
,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计划 以及
“
火炬

’

,’’星 火
”

计划还有新能 源
、

新材杆等有

关学科的研究计划中充分考虑安排有关环境

保护 的课题
,

在各行
、

各业 充分动 员科技 力量

开展环保研究
,

为控制环境 恶化共同努力
,

那

是很有希望的

作为 国家自然科学研究综合中心 的 中国

科 学院
,

年来在生态环境和国土资源 领域

开展 了大量研完工作 对我 国环境资源的基

本状况进行大量 的科 学考察 广泛参加 并主

特 了国家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整治的重

大科研课题
。

还承担 了国家生 态环境建设
、

环境污 染防治
、

大型水利
、

海洋等建设工程的

环境影响 评价
,

环境背景值 与环境容量
、

生命

元素与健康等重要的攻关项 目或重 点 课题

不但取得 了优异 的科学成果
,

还为 国家在资



” 卷 呼 期 环 境

派环境方 面的宏观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最近

中国科学院 国情分析研究课题 组提 交的生存

与发展报告
,

村我国人 口
、

资源
、

环境
、

根食进

行系统研究得到领导和各界人士的 赞许 衬
“

三峡工程
”

生态环境影响与时策的研究
,

评

得院特等奖 在院 环境科 学委 员会主持下
,

制 定 了环境科学发展规划
,

建立 了上千人的

生态环境研究 队伍 中国科学院还有许 多专

业 的资源
、

生态
、

环境研究机构
,

在全 国不 同

生 态环境类 型区建立 了几十个观测 站和试验

示 范 东 已 经形 成拥有海洋
、

大 气
、

冰川
、

沙

漠
、

地质
、

地理
、

土攘
、

生物
、

农业
、

化学
、

物理
、

数学
、

空 间运感和国土资源
、

生态环境等学科

齐全的综合研究队伍
,

经验丰富
、

素质优 良
、

装备也比较先进 只要 国家给予一定 支持
,

就可 以很快发展壮大
,

为 国家解决 生态环境

中的重大科 学技术问题

世界 己进入环境时代
,
面对我 国第三次

环境保护会议提 出的紧迫而 又艰巨 的历 史任

科 学
,

务
,

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挥作用 首先从战略

上研究资源与环境的宏观控 制
,

诸如生态环

境 区划
,

规划
,

区域
、

流域环境整治 的宏观决

策
,

资源承载力 与环境容量 在基础性工作

上
,

要研究生命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与健

康效应 有害有毒物质的迁移
、

转化
、

降解规

律与防 治 改革资源利 用方式
,

研究合理利

用
、

有效管理资源 以 及资源综合利用
,

废物资

源化 的技术 研 究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与实

践
,

评价方 法 与指标体 系
,

生态工程 与生物技

术

加强主要 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优化模式

研究
,

以 及生态脆弱区与经济开 发区的环境

评价
、

预 警预测
,

开展生态环境建设试验与示

范 继续开展全球变化与我 国未来生存环境

变化和对策研究 提供符合 国情的解决我国

生态环境问题的科 学理论方法与途径
。

为建

立完备的学科体 系而努力

加 强 我 国 生 态 环 境 建 设

郭 方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 委员会

余 文 涛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当今
,

世界上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矛盾
,

生态环境恶

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我国过去的十

多年中
,

三废 单项 治理与城市综合整治
,

已

取 得一定的成绩
,

局部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

但

从整体来看
,

我国生态环境仍在继续恶化
,

盯

景 令人担忧 尤其
,

乡镇企业超速度的发展
,

使我国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村经

济结构的改变
,

带来许多环境问题
,

广大乡村

生态环境的恶化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科学院

环境科学委员会对此十分关注
,

多次召开学

术研讨会
,

认为

一
、

我国环境保护战略应朝着生态环境

建设的方向转变

七十年代初 当我国环境污染
、

生态破坏

问题被不断揭露时
,

中国科学院科技人员致

力于环境污染调查
、

检测
、

污染源治理与区域

环境综合整治研究 与此同时
,

开展了污染

物对水生
、

陆生
、

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在

环境中的分布
、

迁移规律
,

环境毒理
,

以及环

境与人体健康方面的研究
,

先后对北京西郊
、

东南女队南京地区
、

官厅水系
、

第二松花江
、

湘江
、

南黄海北部海区开展了环境综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