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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典 本文概述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伏况和国家
“七五

”科技攻关
“

国家环境信息数据库研究
”

课题的背景
、

方法及该

课题的研究成果
,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

”的总体结构
、

规模
、

子系统简介以及该系统
“

八五
”

继续开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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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的发

展状况

自 年代以来
,

信息技术发展 极 其 迅

速 在初期阶段
,

即信息处理阶段是对批量

数据的运算处理和管理 计算机主要起到贮

存
、

运算和输出信息的作用
,

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 系统所操作的是格式化的信息 第二

阶段即为程序化过程模拟阶段 计算机需要

通过软件和由软件模块组成的系统来模拟一

系列人工处理信息的过程
,

如银行帐户存取

管理
,

机票预定
、

销售以及流水线作业等 系

统所要模拟的信 息作业不再是一维的
,

而是

多维的
,

模拟的作业过程是许多简单操作的

巨大组合
,

也就是说是一个可以格式化的过

程 因此信息系统开发的关键已经不再是软

件编写
,

而是对目标系统各个过程的程序化
、

格式化 系统分析成为系统开发成败 的 关

键
。

成功的系统分析不但能使计算机系统准

确地模拟 目标系统的一系列作业
,

还能改进

目标系统原来不合理的作业程序
,

起到简化

过程提高效率的作用 在这一阶段中信息系

统的开发开始走上工程化的道路
,

形成多种

多样的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
,

最多采用的是

自上而下的方法
,

即软件工程的开发方法

年代中期
,

信息技术进人 第 三 阶 段
,

即

大型信息系统的开发阶段 在此阶段已不再

是一系列 或多系列 简单操作的组合
,

它

所要模拟的往往是一个多学科
、

多不定因素,

且需要不断回归和反馈的社会系统 这个系

统不是完全有序的
,

面对的信息和数据也是

非格式化的 不都是格式化的 信息流往往

不固定
,

系统 自身也在变化之中
,

其变化的原

因往往是人为的
、

主观决定的
,

因而具有相当

的随机性 对这样一个信息系统的模拟是一

个艰巨的任务 由此相应地发展起各种模糊

方法
、

推理机
、

人工智能等等 在雌阶段信息

系统的开发是一个计算机系统与 目标系统交

互推进同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

预计 年

代信息技术将跃人一个新的里程
、

将 年代

后期研制的新技术在 年代普及应用
,

如多

媒质化
,

信息处理智能化
,

光缆通信等

二
、 “

七五
, ,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

的开发背景与开发战略

近十年来
,

我国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取得

很大的发展
,

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面对着多

层次
、

多目标
、

人与物质
、

技术与市场
、

实时性

与时间性 日趋灵敏这样一个多种因素相互影

响的复杂系统
,

凭借以往的手工
,

经验式的工

作方式已不能正确
、

及时有效地进行决策和

管理 环境管理工作的科学化
、

现代化成为

亚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由于环境管理问题涉及自然环境条件和

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

环境信息有明显的特

国家 “七五 ”科技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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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环境信息类型众多
,

涉及面广
,

环境信息

量巨大 环境信息离散度和可变度高
、

可变参

数多
,

有明显的时空特征 各类信息内在联系

紧密
,

处理方法各不相同
,

且技术复杂 我国

环境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 国家
、

省
、

市
、

县级
,

条块结合以块为主
,

各级环境管理部

门职责各不相同
,

这就给环境管理工作带来

更大的难度和复杂性 鉴于环境管理工作本

身所具有的全局性
、

多层次性
、

综合性和复杂

性
,

为了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
,

更好地贯

彻我国环境管理新老九项制度
、

对环境管理

工作的科学化
、

现代化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 的 迅 速 发

展
,

使大规模的信息系统的开发成为可能
,

国

家科委
、

国家计委不失时机地在国家
“

七 五
”

期间安排开展
“

国家环境信息数据库研究
”

课

题
,

将其列为国家
“

七五
”

科技攻关项 目之一
考虑到环境信息及环境 目标 系 统 的 特

点
,

且鉴于时间紧
、

任务重
、

资金有限
, “

七五
”

期间设立的
一

课题实际上是一个试验开

发性质的课题 该系统在开发战略上则采用

原型方法与第一把手参与原则
,

在技术上则

强调系统的可改性 环境信息系统的开发工

作将伴随着系统本身的研究
,

并由于第一把

科 学
· 。

手参加的原则
,

在系统不断修改的同时
,

对目

标系统也不断反馈使之逐步有序化
、

格式化

三
、 “

七五
”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

的总体结构与规模

系统的总体结构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由二大部分构成 一

是应用系统 二是管理维护系统 详见图

应用系统结构 应用系统包括四类

子系统 第一类是以基础数据管理和数据检

索为主要功能的信息管理系统
,

如 有毒化

学品信息管理系统  ,

环境质量监测

信息系统 这类系统在数据库技

术和系统性能等方面明显优于其它系统 第

二类系统是以模型库和方法库为基础的管理

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
,

如水环境质量管

理信息系统
,

大气环境质量管

理信息系统 和环境管理辅助决

策支持系统 这类系统以模型驱

动数据
、

用户通过对模型和方法的选择利用

系统自身的数据支持生成满足用户需求的信
,

息 以上二类系统均是在
一

计算

机上采用 关系数据库管理系

统开发的应用系统 第三类系统是在微机上

叫 玛玛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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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的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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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专业性强并以知识库
、

模式库为主要

特征的专家应用系统
。

如污水处理计算机辅

助设计
,

噪声防治系统

第四类系统是为
“

八五
”

大规模开发地方环境

信息系统进行的试点研制系统
,

即
“

环境信息

数据库在地方管理上的应用
”

试

点范围涉及一个部门 化工部
,

一个省 黑龙

江省
,

五个城市 平顶山市
、

吉林市
、

秦皇岛

市
、

常州市
、

唐山市 这些地方试点系统均

是在微机上开发的能够直接为地方环境管理

服务的应用系统

管理维护系统结构 国家环境信息

系统的管理维护系统由四方面的功能构成

一是用户管理功能 包括对各类用户查询
、

修

改 口令和特权
、

增加和删除系统用户 二是

系统的安全维护管理功能 包括系统备份
、

后

映像日志文件恢复
、

报警等 三是系统资源

管理功能 包括磁盘份额使用状况
,

库抖动
、

动态监控磁盘使用状况等 四是系统性能测

试功能 该系统的有毒化学品库
、

决策库
、

监

测库都具有自动侧试数据检索
、

存贮
、

修改和
统计

、

旗
等响应时间的功能

,

系统的规模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装机 总 容 量 为

兆 共建数据库 个 这些数据库共占外

存 兆
,

共存贮数据记录 万条 各库

共有数据关系 个
、

数据项  ! 项 该系

统在整个开发期中共编写源程序 万条
,

共有源程序 余个 整个系统涉及各类

文件 个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
,

国家

环境信息系统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信息 系 统
,

其工作量之大
,

技术难度之高在国内极为少

见

四
、 “

七五
”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

各子系统的主要特点

国家环境信息系统共有八个 应 用 子 系

统
,

现对每一子系统的主要特点作一介绍

一 在 机上开发的应用子 系 统

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系统

该系统由全国城市大气环境 质 量 子 系

统
、

水系河流环境质量子系统
、

湖泊水库饮甩

水环境质量子系统
、

城市噪声状况子系统构

成 并具有对自身进行测试的功能 该系统

现已存储了 年的我国七大水系
、

个

城市河流的近四百个国控监测断面的水质数
据

,

全国 个国控大气监测站的监测数据
、

个城市噪声监测数据
、

个湖 库 及全国

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数据 该系统共有数据

关系 个
,

数据项 个
、

记录 万条
, 、

这个系统实现了从市
一

省
一

国家级的数据

软盘传输
、

数据检查
,

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环

境质量监测信息网络 该系统实用性强
,

有

动态数据支持
,

每年能及时为各级环保部门

提供监测信息
。

该系统的研制成功能使全国

环境质量报告书的编写工作从原来的一年周

期缩短为三个月

水环境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是服务于我国水环境质量管理的

信息系统 该系统具有数据库管理功能
、

河流

水质管理功能
、

湖库水质管理功能
、

模型库及

资料管理功能
、

图形管理功能 该系统在水系

水质功能和级别的分层
、

分类综合评价体系芬

通用河流水质模拟软件和模型参 数 估 值 软

件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分配原则
、

方法上有较

高的水平
,

有实用性

该系统的开发具有支持我国现行水质管

理
,

促进提高我国水环境管理科学化和现代

化的作用
,

可广泛用于多层次各类水质管理

工作中

大气环境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是服务于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管理

的信息系统 该系统具有数据库管理功能
,

模型库管理功能
、

图形显示功能
、

图象软件功

能
、

系统维护管理功能 该系统具有对全国

社会经济状况
、

污染源气象状况
、

污染气象
、

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评价的功能
,

具有大气环

境质量预测功能
,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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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该系统在模式软件的通用性
、

灵活性
、

功

能的全面性方面很有特点
。

该系统可以直接为国家环保局
、

地方环

境管理部门
、

科研人员
、

城市规划
、

设计人员
、

环境监测及工业项 目设计人员提供服务

国家环境管理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该系统由五个子系统构成 基础数据库

管理子系统 环境宏观管理辅助决策支持子

系统 环境质量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城市生态

质量评价子系统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应用子

系统 该系统在环境经济决策模型应用
,

环境

质量决策方案比较评价及环境污染治理费用

计算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
,

有一定实用性

该系统 目前已存储了 多套中长期环

境经济宏观决策
、

环境质量决策以及城市生

态质量评价的模型和有关数据 该系统在国

家和地方环境管理部门中制定中长期环境规

戈断方面得到应用

有毒化学品信息管理系统

该系统是一个集数据型
、

事实型
、

文献型

为一体的大型
、

多库
、

多文件
、

多层次
、

复杂的

信息管理系统 整个系统总量为 余兆

共有 个子库
,

存储数据记录 万余条
,

占外存 兆
,

涉及化学品 万 千余种
,

共

有数据项 个
,

数据关系 个

该系统有三套功能系统 运行系统
、

装

卸
一

载系统
、

测试系统 运行系统主要具有 应

用功能
、

数据库管理功能和数据库维护功能

该系统能提供有毒品基础信息 进人环境的

途径和在不同介质及人体摄人
、

转化的信息

提供哺乳动物
、

水生生物
、

陆生生物及 种

特殊毒性的信 息 提供化学品采样
、

预处理和

分析方法 化学品溢漏
、

废弃物清理
、

处理
,

化

学品急慢性中毒 的诊断和处理方法 化学品

的法规和标准等 个方面的信息

该系统可为我国化学品的管理
、

生产
、

使

用
、

科研以及其他范围广泛的相关领域和学

科发展提供系统
、

可靠的信息 为我国制定有

关环境标准提供重要依据 目前已有国内外

学

余个单位
、

部门的百余名用户使用过该系

科

统
。

二 在微机上开发的应用子系统

城市污水处理计算机辅助 设 计

软件包

该系统针对我国现有污水处理厂 装置

的实际运行情况
,

依据实例数据的分析
,

通过

提取专家的设计经验
、

在定量指标计算和赋

予模糊因素以可变权值的基础上
,

开发并建

立了专家系统
、

优化设计和计算机绘图集成

运行的具有智能化的水处理工程计算机辅助

设计工具

该系统可绘制污水处理厂的总平 面 图
、

总流程工艺图和 种单体构筑物工艺图

该项成果可以大幅度缩短设计周期
、

提高设

计效率和水平
、

有利于在设计
、

运行管理单位

推广应用

城市环境噪声防治系统

该系统由五个功能子系统构成 基础数

据库管理子系统
,

模式库管理子系统
,

知识库

管理子系统
,

系统安装子系统和应用功能子

系统 应用功能子系统具有对交通噪声 包

括城市道路
、

铁路
、

航空
、

航运噪声
、

工业噪

声
、

建筑施工噪声
、

区域噪声等四种噪声进行

预测
、

评价和防治的功能
。

该系统在应用专家系统和层次分析模型

并结合用户要求 输人权值 辅助选择最佳噪

声防治对策方面有较高的水乎 同时由于该

系统具有安装子系统的功能
,

十分便利该系

统的推广应用

环境信息数据库在地方管理上的应用

系统

该系统由基础数据管理功能 对环境监

侧
、

环境统计
、

污染源调查
、

社会环境等四个

基础库进行管理
,

环境质量评价功能 大气

质量
、

水质量
,

环境规划功能 污染物总量宏

观控制
、

制定 目标规划
、

生态规划
、

投人产出

技术应用等
,

业务管理功能 法规
、

标准查

询
、

烟尘控制
、

治理措施
、

事故登记
、

排污收



。
,

。

环 境

费
、

排污许可证等 和图形报表输出等五大功

能子系统构成

该系统的开发研制能紧密结合我国的国

情
、

适合环境管理的新形势
,

在系统设计上突

出实用性
,

在地方环境管理上有广泛推广应

用的前景 目前该系统已在化工部
、

黑龙江

省和秦皇岛市
、

平顶 山市
、

吉林市
、

唐山市
、

常

州市等得到应用

卷 期

五
、 “

八五
”

国家环境信息

系统开发目标

“

七五
”

期间结合我国国情开展了
“

国家

环境信息数据库
”

的初步研究
,

并取得了可

喜成果 但该系统毕竟是一个年青的原型系

统
,

尚需解决信息与信息结构标准化
、

规范化

和建立稳定
、

有效的地方环境信息支持的问

题
,

尚需强化新老九项环境管理制度与决策

功能以及建立完善信息管理制度的问题 为

此
,

在
“

八五
”

期间将继续开展
“

国家环境

信息系统研究
”

在 已 有 的 国 家 环 境 信

息数据库原型的基础上完成全国 环 境 信 息

系统的规范化研究
,

并在国家级和地方系统
中实施 建成数据库

、

模型库和业务管理库为

一体的国家级环境信息系统及重点环境保护

城市和省及部门的环境管理信息系统 国像
级环境信息系统分别在环保局

、

中国环科院

的计算机系统上分布设计并实施
,

实现两者

计算机 网络 完成适用于不同需求的若干套

地方环境信息管理系统通用软件设计
,

并在

地方 省
、

地
、

市
、

部门 上加以推广
,

以检验其

可行性 完成地方
一

国家的数据支持
,

做到标

准化的数据采集和传输
,

解决地方和国家两

级信息的传输技术
,

并形成标准规范

二在功能方面
,

系统应达到实用化
,

成为国

家环保局和地方环保机构计算机业务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应提供环境质量模掀、

评价
、

预测
、

规划和环境经济综合决策等功

有旨

在用户界面方面
,

不仅要友好而且应真

有较强的图形
、

图象辅助决策手段
,

使系统具

有直观
、

动态的良好界面

收稿 日期 ” 年 月 日

·

环境信息
·

内政部审计对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管理处贯彻
“

濒危

物种法
”
的努力表示怀疑

内政部监察长曾发布一项审计报告说
,

美国鱼

类与野生生物管理处管理不善和资金缺乏
,

是它在

保护本国动植物方面失利的主要原因 这项报告宣

称
“
总的来说

,

我们认为美国鱼类与野生生物管理

处没有有效地执行国内濒危物种规划 如 年的

濒危物种法令所要求的
,

我们对于象目前这样组织

和取得资金的这一规划完成的可行性表示怀疑

虽然濒危的和受威胁的野生动物
、

植物目录目

前只列出了 种
,
但另外约 种被认为值得

“
立

刻保护的物种⋯⋯现仍没有被正式列出” 此外
,
报

告还说
, “
该管理处已确定另外 。种被怀疑是受

到威胁或者濒危的动植物
,

但尚未采取行动来将民
“
濒危物种法

”

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野生物保护法

们列上名单和加以保护 ,’

令之一
,

它要求根据“现有最佳科学和商业资料哭来

保护濒危动植物 这份报告指出
,
鱼类与野生生物

管理处估计
,

列出一个物种通常要花费
,

美

元
,

如果制定所要求的所有考虑之中的动
、

植物恢草
计划

,

则费用可能要达到 亿美元 报告说
,

鉴予
这个机构每年花费 。万美元用于恢复计划

, “很函
显

,

以现有的资金水平
,
这个机构不可能充分完瘫

务
”

报告还指出
“
由于得不到法令所规定的充分

资助
”
过去十年中

“
至少有 呜种动植物 已被确家浑

绝” 如果不给这个机构大大地增投资金
,

那么更多

的动植物也将步其后尘

宋春霖译 自
,

·

,

 
! !



,

1 9 9 1

C h i
n e s e

J
o u r n a

l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S
e

i
e n ‘e

叭~ ,

. . . . . . . . . . . . . . . .

~

Pl

e t e , e r o
f , a s t e w a t e r t r e a t i ng m e th o d 钟 plants

‘I t五e 了。a r r o u n
d
.

K
ey W

o r d
一: a r t

i f i
‘
i
a
l
s u

b
s t r a t u

m
, 。0

1 1 1七5 5 c u i r
-

i v a t i o n
,

f i l
a t u r e

w
a s t e

w
a t e r ,

I P
口亩 口

“
召叮脚‘犷ie a F

o ·

r .
k

,

b i
o

P
u r

i f i
c a t i

o 立
.

R
e
. o , al o f P

o l l u t a n *。 1 0 S
e
w 姆
e ‘了 S lo w

R . t
e Io f泣1* r a t io n L a o d T

r e a t口e o t
.
C ai S iyi

,

Z 五亡。 9 Z h
e 。五u a

,

L
u

H
u : ,

Y
a n

g H
o n

g
(

l
o s t i t u t e o

f

A g f b
·

E
n v

i
r o n

m
o n t a l P

r o t . e t i
o n

,

M
i

n
i

s t r 了 o f 人g r i
·

‘u
l t二: e

,

T i
a o

J 沁)
: C几10

.
J
.
五。 , ‘r o o

.
S c‘

.、
1 2

(
今
)

,

1 , 9 1 ,

P P

.

5 2 一56

T his pap“ d显名e u ss“ th e e
川

‘
i
e n ‘y o

f
t
h
e r e

m
o v a

l

o
f

PO
H
u ta n t s

f
r o
m

s e w a g e w i
t
h

s lo w r a te
i
n
fi ltr

a 巨呱

Iand trea tm 即t at different eonditions ineluding ‘e w a
ge

q
u a

l i
t
i
e s a n

d q u a n ti
t让5 as w e ll as P la nt sPe ei

e s 乎。钟i,n g

in 山e tre a血9 I
and. Com Pared 俐th oth er t

reat口亡n t te -

‘
h
n
iq
u e 名, t

h i
‘ 川et五o d w a: fou n d to b

e
m o re effeeti

ve .

K
e v 写V ‘rd 一: s

l
o
w

r a t e i
n
f i l

t r a 亡
i
o n ,

l
a n

d
t r e a -

t m
e o t , s e

w
a g 。

,

p
o

l l
u t a n t s

.

S
t u d y 0 0 t h

e
D

e s
i g n P a r ‘.

e * e r . f o r s坛份

R a te L a o d T r ea t口eo t
.
L ui Z h on ghan (Y

unn a。

In stitu te o f E n v i ro n m o n ta l S e ie n e e
,

K u n
m i

n g

)

:
C 而
-

10
.
J
.
E 。 ,

i
r o 。

·

s

c 滚
· ,

1 2
(

4
)

,

1 9 9 1

,

p p

·

5 7 一61

T he m ain design param eters of {, I o
w r 执te Ian d treat-

m ent a re h yd :a u lie lo ad in g ra te
, e o n s t

i
t u e o t l o a d i

o g r a t , 今
aPPlieation frequency and dept五 o f w at

er ap p lied
.
A s

S R sy stem s ‘五a re b ette r e aP a bility o f d el et沁9 or, ni c

‘
on

t a
m i

n a n ts a n
d

t
h
e o r g a n i

e e o n t a
m i

n a n t ‘o n t e n ts o
f

m
u 吐eiPa l w a stew ater a re far be lo w th e lo ad ing rate s o f

S R sys tem
, t

h
e

d
e s

i g h p a r a
m

e t e r s
Qf S R

‘y 吕t e m w il l b
e

d
o
m i

n a te
d b 了 。

i
t r o g e n e o n e e n tr a t

i
o n o

f w
a s te w a te r

.
U
n
d
e r

知
nm iog oxpori功。。ta

l
c o n

d i ti
o n ,

.
3 , 79 / m

,
·

d

o

f B o D

.

l

o a

d 至n g am oun
t w ill n ot af几‘t t五e p ro ces. Pe

rfo
r
m a n ee

,

如w evcr
,
滋t功沙n loa ding , t e 一

h
o .

ld
n
ot .

亡e目 0 6一
0
.
79/扩

·

d

.

H
y

d

r a u

l i

c

l

o a 击姆
r.te ba

sed on nitro赛n

li m it‘ i
。

3一肠/
a.
伪d
er
砂,

n : 110湘bl
。

场di
ng “tes,

t五e de p t五 of ‘
P P l i

e
d w

a t e r s
h 叱ld b

e les. 比.. 7 em a
屺

压e intery山 betwe既 aPPlicat ion. ra 。妙 fto m 礴 怕 乡

血”
.

肠了
W
o r d .: lan d t ro a t. en t

,

五y d rau li‘ l
o a

d i
n ‘

t . te
-

syste m s
,

b i卜fe: l’o u s sy stem
, s e

l
e e :

i
o n a n

d
a p P l i

e a t
i闭 。

f

fi
n e

va
r
i
e t
i
e s

Of d
e e o

l
o u r

i
n g b

a e te r
i
a a n

d P V A d
e g r a d

a
-

t io ‘ ba ete ria
,

n e 份 typ os of effieie nt
co a g ula n t:

,

h i g h

帕lta砂 pulse eleetrolysis proeesses A ll t肠 teehniqu 。含

m
e n ti o n

e
d

a v o v e ,
w h

e n a P p l i
e

d
t o

d y e
i

n g w “t己w a r 巴r t r 吧合t-

m
e n 亡,

h i g h
r r e a t

m
e n t e

f f i
e

i

e e y e a n
b

e a e q u
i

r e
d

:
C O D

c r

r e

d
u e e

d b y 7 0 一9。%
,

a
n

d
e

ol
o u r

i
t
y

r
e

d
u e

e

d b
y

m
o r e t

h
a n

7 0 %

‘

K

e 了
W
o r d 。: d y

e
i
n g w a : t e w a te r ,

b i
o

l
o

g i
c a

l t r -

e a t

m

e n r , e 五e m ie a l tr e a tm e n *
,

d
o

m i
n a n t :

P
e c

i
e s , 5

1

·

u
d g

e

di

s
P

o , a
l
.

R

eee

o t A d
v a 。

一
10 0 , e盖。‘ 丫犷“te wa

*e r

T re .恤
e.t. w ang Kaim in Jin zhijun (Engineer·

玉n g ln stitu te 。
f 比

。
M i

o
i
s t r , 。

f T
o x t

i z
e
(
x
n
d
u : t r y

)
:

c 汤‘对
·

J

·

E
, ,

i
r o o

.
S
c 求
.,

1 3
(

4
)

,

1 9 9 1

,

p p

.

‘2一67

A dva ne。
’

o

f

t

h

e t e e 五n iq u es in d”ing w ostow ater

。ea

tme

n t in
rec
en t

ye,
rs lie,

m
a

i
n

l 萝 in tw o a‘p ec ts :

i帅
rov ,

m
e

nt
o
f b i

o
l叩i
cal proce, ‘e , , a n

d d
e v e

l
o

p 示en ‘ o
f

助w w astew ater trea t口e n t c五eln iC al二 仆1
5 孙per pres皿ta

tbe ae五ievem en ts d u rin g th e s even th F iv e- , e a r p l a n ,

m
o . t

o
f w h i

c
h h

a v 亡 a
l
r e a

d
y

b
e e n te s t

ed 卜 。
U
o t o x o e r三m e nrs-

。. 。 吕。目口 e
01

to e功 公a 介 ajr。以y 五孟d 血“ to rV o f o r a e ti e a l

a P P l lc a tl o n
·

i 加.e Ineluae anaerob耽 aero blc blo- tre .匕补心n t

D 必 , 目o p . e n t 减 N ation 公 E n viro o山 e. t习
卫可or口a*10。

、

S
了. t , . . . L i Y a ,

Z h
a n g J i q i

: n
g

(
C h i

n e s e
R

e s o a r c
h A

e a
d

e
m y o 王 E n v if o n m en tal S c i

-

。。 ‘。s ,

B
e

i
i

i
o g

)

:
C h 毖,

.
J

,

E

。 ,
i
r o o

.
占c‘

. ,

1 2
(
今)

,

1 9 9 1

,

P p

·

6 8 一7 2

“
N
a t
i
o n a l E

n v
i
: o n

o
e n ta l l公orm ation sy:tem , ,

(
N E

-

1 5 )
w a s a

N
a t

i
o n a

l K e y P
r o

i

e c t o
f

t 五e 7 t五 5 一y e a r
P l

a n
卜

孔
e r、earc h b a

c
k g ro un d

,

m

o
t

h
o

d
o

l
o

g y
o

f
t
h

e

P
r o

j

e e t a 。

w e ll
a s t

h
e s ‘, u c ‘u r e , s c a

l
“

,

m
a

i
n

f
u n c t

i
o n s o

f N E
I

s
a n

呼
its furt五er d ev elo P m en t o b i

eo tiv。: i
n t

h
e

s
t
h s

一

y
e a r

P
l
合亡

P
e r
iod

w e r e d i
se r又b ed in t瓦5 P aP er

.
Th
e e u ;ren t ‘

i
tu a -

t
i o
n o

f
t
h
e

i
n
f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i q
u e s w a s a

l
so o u tli

刀e
d

·

K

e 了
W
o r d . : N a r又o n a l E n v ir o n m on ta l Iu fo r m a

-

t io n Sy s te m
.

A S * u d y o n R e sid u e . a n d P e r si。* e .
ee of

I n
s e e t s ci d

e
i
·

(
4
·
c ‘lo r o p h e一了一)

·

$ (
2
·

e ‘lo
ro肠。-

zo
了l) U

r e a
( C C U ) i n C h io

e s e
C a b b

a g e a o d

5 0 11
。

M

o
H

a n
h
o n

g

,

A
n F o n g c

h
u n

(
R

e s e a r e
h c

e n e e r

f
o r

E
e 。一

E
n v

i
: o n 二e o ra l s e ie n c e s

,

A
c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

Z h
o u

Z h
e n

h
u

i

,

X
u

Z h
e n

g y i
n .

W

e o
g C 五a o l ia n ( S h

a-

n g h a i I n : titu te o f E n ro m o lo g 萝
,

A
e a

d
e

m i
a

S i
n

i
e a

)

,

B i w

a n
g f

u ,

D
o n

g
w

e n
h

o n
g

,

L i D
e n

g
z 五e n

,

L i Y a n -

n a n

(
B i

o
l

o
g y C

e o t e r o
f B

e
i

i
i

n g F
o r e s t r y U

n
i

v e r s
i

-

t y
)

;
C h f

o
.

J

.

E
” ,

i
r o o

.
S
c
i
. ,

1 2
(

4

)

,
l , 9 1 ,

p p

.

7 3 一78
.
A stud y

on t五e r esid u es a nd 脚
515 tenee of snseeti-

eido l一( 4、h lo rop h en y l)一3 ( 2
一 e

h l
o r o

b
e n z

oyl
)

u r e a
(
cc

U )

,

a e
h i

t
i
n s v n t

h

e t a s e
i
n

h 二bito r
,

i
n

伪in
ese eabbage and 5011

桃
s ‘ a r r

i d
o u t 1

0 n o r
th

e r n a n
d

s o u t
h
e r n

C h i
n a

d
u r

i
n g

1 9 8 8
a n

d 1 9 8 9
,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T h
e r e s u

l
t s

i
n t

h
e ‘t u

d ,

i n d i e a t e d t h a r C C U e o u l d b r e a k d o w n e a s i l y i n p l a n t

a nd 5011
.

T h e h
a l f

一
l i f

e v a
l
u e s

f
o r

C C U w as 3 名一 14
‘

O

d

a 萝5 in
Ch
ine ‘e c a

b b
a g e a n

d s
·

8 一27
·

0 d

a
y

.

i

n 5 0

1
1

.

竹
e

m axim um level of CCU residue s was 2
.67 pPm in 伪i

nese

‘a b专
age and 13

·

S
l

p
p m i

n 5 0

1 1 2 1 d

a ” a f脚咋址 last

a
即11

‘a
d 的

of t五e p e stisid e at th e ap Pliea tio n rate s o f

15 0 o r 3 0 09 a
.
i
·

/
h

e e t a r e a n

d
w

i

t

h

a
p p

l i

c a r

i

o n

f

r e
q 配nei。,

o
f 2 or 3

·

3 p 脚
龟吕 t五e m a x im

um

resid ue吕 l
e v e

l f
o r

C C U

i
n

Ch
i
n e s e e a b

ba 群 熟nd 2 1 d a y s a . t h e ‘a
f et , i n t

e r 甲 a
l f o r

t
h
e , 舜g e比bl e trea 烤d w ir五 C C U w .re 了e c o

m m
e n

d
e
d
.

K
e
r 丫犷o r d 一: r e s

i d
o e ,

p
e r s

i
o t e n c e ,

i

n s e e t i
c

i d
e

1

·

(
4
一‘
h l
o r o

P h
o n

y l
)

一
3
一

(
2
· ‘
h l

o r o
b
。” : o

y l
)

u r e a
(
C C U

)

,

c
h i

n e . e ‘a
b b

a
g
e , . 0

1 1

.

A C o
m

p 扭r 盖一0 . of
t卜e E le目. e . t目 C 卜a r aet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