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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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环境问题 同时
,

前一时期的问题也可以在以后的时

期继续存在 目前
,

实际上同时存在着物种资源 包括品种资源 保护
、

自然保护 水土保持
、

森

林保护
、

环境保护 防治污染 等多方面的环境问题 而且
,

前两种问题可以由后者而产生

现代环境科学的内容包括污染调查
、

环境监测
、

污染治理
、

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

环境

质量评价和预测
、

环境污染对生态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
、

环境区划和规划
、

环境经济学研究
、

环境对策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其中环境的被污染过程
,

环境质量调查
、

评价和预测
,

污染物

在环境中的行为及生态影响
,

环境区划
、

规划和管理等是环境科学与地学共同研究的任务
,

亦

即环境地学的研究内容 所谓环境地学
,

是指一系列环境地学分支学科
,

即环境地质学
、

环境

地理学
、

环境地球化学
、

污染气象学
、

污染水文学
、

污染土壤学等的总称 它们的任务是研究与

原各自对象有关的现代环境问题

二
、

环境地学在我国的发展概况

本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
,

现代环境科学在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蓬勃发展
,

七十年代初期为

我国所注意 由于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

特别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多次指示下
,

我国

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科研其中包括环境地学研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由于时 间 较短
,

不少工作尚处于初期阶段
,

但已经看到在许多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 近十年来
,

我国的环境地

学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区域环境 污染调查

这方面已经开展了较大型的工作 在水系保护方面有
:
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研究

,

湖北鸭

J七湖污染调查与控制研究
,

白洋淀污染调查与控制研究等
.
此外

,

对长江
、

黄河及珠江部分江

段
,

对湘江
、

图门江等的污染状况也进行了调查研究
.
在城市和工矿等区域环境质量研究方

面
,

比较主要的工作有
: 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调查与综合防治途径研究

,

南京市城区环境质量与

评价
,

茂名地区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
,

沈阳地区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等
.
目前正在开展的还有

上海吴淞
、

金山等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研究
.
此外

,

某些城市在开展总体规划工作时
,

也

都进行了相应的环境污染调查研究
.
在海域环境质量研究方面

,

已经开展的工作有
: 南黄海

石油污染的来源和影响的研究
,

渤海污染调查
,

青岛胶州湾污染状况调查研究
,

珠江口及南海

的污染状况调查研究等
.
在农业环境质量研究方面

,

如对北京
、

上海
、

沈阳
、

西安
、

成都
、

石家

庄
、

保定
、

郑州
、

茂名
、

哈尔滨等污水灌区的农业环境质量进行了调查研究
,

对我国主要作物区

土壤农药污染等状况进行了调查
.

在上述所有研究中
,

几乎都注意从污染源调查人手
,

全面地查明污染物的种类
、

数量和排

放特征
,

查明当地的主要污染物在大气
、

地面水
、

地下水
、

土壤
、

农作物和水生生物中的分布及

其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

注意清洁区和污染区对比
,

在全面地评价环境质量的基础

上
,

试图探讨各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的原则和方案
.
通过上述工作

,

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在现

阶段我国生产发展水平和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污染水平和影响
,

大大地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环境

保护工作的开展
.

(二) 环境质量评价研完

在前项工作的基础上
,

为了更好地阐明区域环境污染状况
,

分析污染趋势和检查污染治理

效果
,

许多研究单位积极地开展了环境质量的评价研究工作
.
其中应该指出的是

,

在官厅水系

水源保护研究中第一次探讨水质和水体的综合评价方法
.
在北京西郊环境质量研究中

,

在分



别对大气
、

地面水
、

地下水和土壤质量单要素评价的基础上
,

研究了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原

则和方法
,

并从区域环境自然条件
、

污染源特征
、

各环境要素污染水平
、

污染物迁移扩散模式
、

污染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影响
、

污染趋势预测和环境保护规划方案诸方面
,

编制了环境质量

图集
.
这是我国环境科学与环境地学方面的一项较重大的成果

.
此外

,

我国的许多环境科学

工作者还结合各 自的研究课题
,

对环境质量的现状评价
、

预测评价
,

对大气质量指数与水质量

指数的数值计算
,

对环境质量变异的地球化学过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

为我国进一

步开展此项工作建立了基础
.

区域环境污染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研究是环境地学的一项基本工作
,

但要真正做好这项

工作
,

必须多学科密切配合
.
事实上

,

前述所有任务都是 由环境地学
、

环境生物学
、

环境化学和

环境 卫生学等学科协同完成的
.

(三 ) 污染物在环境 中迁移转化规律的研究

长期以来
,

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

地球化学
—

研究化学元素在地球上的分布和迁移

转化规律
,

主要是为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服务的
.
但实际上人们早已发现

,

化学元素在地球

表面的迁移
、

分布
,

与农
、

牧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有密切关系
.
将地球化学的思想与方法应用于

研究污染物质在环境中的分布和迁移转化规律
,

将有助于查明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内在联

系
,

了解环境对污染物的同化能力
,

对制定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

对进行环境质量

评价和制定控制污染措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我国的环境地学从一开始即十分重视这方面的

研究工作
.
近几年来已经开展的主要工作计有

: 在污染物水迁移方面
,

研究了需氧有机物及

酚
、

氰等毒物在排水沟渠及河流中的降解自净作用 (北京东
、

西郊地表水
,

官厅水系
、

黄河兰州

段等 )和稀释扩散作用(长江镇江段) ;研究了若干重金属(汞
、

铬
、

铜
、

镐
、

砷等)在陆地水体及河

口 海域中的迁移与分布特征(北京东
、

西郊地面水
、

松花江
、

蓟运河
、

长江口
、

胶州湾等);在污染

物的大气迁移方面
,

研究了某些重工业区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扩散模式 (北京西郊工业区
、

沈阳

地区) ;在污染物的生物迁移方面
,

研究了酚
、

氰
、

砷
、

汞
、

铬
、

铜
、

锌
、

铅
、

锅
、

苯并 (
。
) 龙

、

油类等

在某些污水灌区土壤一农作物系统中的转移
、

积累和残留问题(北京东
、

西郊污灌区
、

沈抚灌区

等);研究了汞在水生生物食物链和各种鱼体中的富集浓缩作用(官厅水库
、

松花江
、

蓟运河)等
.

在上述所有研究工作中
,

除研究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化学机理外
,

还着重研究了各区域的环

境条件对污染物迁移转化的影响
,

注意迁移特征的地域差异
.
在上述大部分研究中

,

都注意将

现场调查研究与实验室模拟试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
在现场研究中

,

采用共扼研究法
、

追踪研

究法
,

充分考虑环境的整体性和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
在实验室试验研究中注意

采用现代技术手段
,

如应用中子活化技术研究含铬废水在农作物和土壤中的变化规律
,

用
‘巧
锅

研究水稻对镐的吸收和分配规律
,

用
’今

碳标记氰化钾溶液
、

研究氰化物在土壤中的残留特征与

在植物体内的代谢和分布等
.
在研究工作中

,

还注意各类污水在河渠中混合后的相互作用
,

研

究污染物与环境背景化学组成之间作用等
.

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是环境地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但这项工作也

是环境化学和污染生态学的重要内容
.
上面列举的各项工作实际上是上述诸学科共同 (分别

或协作)完成的
.

(四) 环境背景值研究

研究环境的背景特征是地学科学的传统任务
.
目前对环境背景的研究是从两 方 面 进行

的
,

一是配合区域环境污染调查进行的
,

另一是列为专题进行的
.
在前述的所有区域环境污染



调查中几乎都有
“

对照区”调查
,

对照区均选择在不受或少受污染的地区
,

实际上即为环境背景

调查
.
目前正式开展的较大型的环境背景调查是全国 18 个城市的土壤背景值的调查研究

.

(五) 环境区划与规划

我国环境区划工作开展相对较少
.
目前已尝试进行的工作有:

“

中国环境保护区划
” , “

中

国氟环境区划
”
等
.
在后一项工作中

,

根据我国各地区的环境条件
,

编制了
“

中国工业氟容量

图
” .

在官厅水源保护的研究中
,

曾以保护库区水质为中心尝试划分了一级
、

二级
、

三级水源保

护区
.
这些都是环境区划工作的前哨性工作

.

近年来
,

我国一些城市在扩建时十分重视环境规划工作
,

注意探讨污染性企业或企业群

选址与城市功能分区的关系
.
这方面已经进行的研究有

: “

我国季风区各种不同盛行风条件

下城市功能分区的合理布局问题
” , “
摩擦层不同高度的盛行风向与烟囱高度和工厂布局 的 关

系
”等
.

上面列举的是我国环境地学各方面的某些主要工作
.
总之

,

近十年来
,

我国年轻的环境地

学已经取得初步的可喜的成果
.

三
、

今后研究展望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环境地学水平
,

我们认为
,

今后研究方向似应着重下列几个方面
:

(一 ) 关 于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秒转化规律的研 究

这方面研究是环境质量研究的基础
.
其重点除应从微观与宏观结合方面研究污染物在环

境中迁移转化的机理外
,

还应研究不 同环境背景对污染物迁移的影响
,

结合各区域的具体环境

条件
,

研究污染物的扩散
、

稀释
、

降解和 自净的模型
,

即通过较完善的监测系统
,

通过现场和实

验室模拟试验研究
,

收集各类
“

污染源 + 环境系统
”
( 即

“

污染场 ,’) 的系统资料
,

建立系统及其动

态模型
,

并通过计算机的模拟研究
,

设计出最优的环境稀释和净化系统
,

以便充分有效地利用

自然界的净化能力
,

并将此系统与污染源控制系统连为一体
.

(二) 研究环境污染的生态影响

通过食物链和营养级的相互关系去探讨环境污染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影响
,

这方面研究

是环境地学
、

生态学和环境卫生学的共同任务
.
环境地学着重研究外环境的全面网络关系

.
个

体生物内的生理过程和分子生物学过程当其构成对外环境的行为表现时
,

便参加到外环境的

网络中去
.
为不同环境确定外环境的网络模型

,

特别是系统分析模型
。

应是这方面的研究重点
.

(三) 环境质量评价研 究

要提高环境质量评价的水平
,

必须使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基础之上
.
环

境质量评价包括现状评价和预断评价
,

对 已污染区域还包括历史回顾评价
,

亦即必须研究环境

质量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趋势
,

分阶段编制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环境质量评价图
.
应根据不

同区域环境条件
、

污染源特点及其与污染影响间的相互关系拟定综合评价指数
,

划分评价等

级
.
应考虑污染源的输人变化和环境质量的地域分异特点

,

建立环境质量评价模型
,

并据此预

钡」环境质量发展趋势
.

(四) 环境规划和管理研究

环境规划包括水系水源保护规划与城市环境保护规划诸方面
.
水系水源保护规划的目的

在于从一定用途的水质保护要求出发
,

合理地统筹安排水系沿岸城市和工业区的布局
.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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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计算进去
,

则各种农药组分的最小检

测浓度(换算为在水样中的浓度)为
:

口一6 6 6 0
.

6 P Pt 丫一 6 6 6 0
.
8 P P t

夕一6 6 6 7 2 P P t 占一6 6 6 2
.
1 P P t

P
,

P

’一
D D E

’

3

.

8 p p
t

p

,

p

‘一D D T 2 4 即t

但 , 6“ 的空白值较大
。

实际分析中应

以空白值为最小检测浓度
,

约几个 pPt
.

对毫微克级的样品测定
,

表明线性关系

是好的
,

见图 斗
.

四
、

小 结

1
.
采取简易的方法

,

初步建立了有机氯

农药的 PP
t
级分析方法

.

2
.
有机氯农药 特 别是

a一
“6 和 犷666

,

在环境中广泛散布
,

因此实验环境的清洁
,

器

皿的彻底清洗
,

试剂的反复纯化
,

都是极为重

要的
.
在实验中绝不可使用一般的 塑料器

皿
。

3

.

国产抽余油含有机氯农药极少
,

价格

又低廉
,

是值得推广的萃取剂
.

4
.
本工作只是初步的结果

,

D D E 的回收

率还有待提高和稳定
.
此外

,

在建立超净实

验室后
,

应能进一步降低空 白值
,

提高灵敏

度
.

本工作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帮

助做了色谱
一
质谱鉴定

,

天津市商品检验局
,

北京市 自来水公司
,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

究所及中国农林科学院提供了农药纯样 品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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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的任务首先是为具有一定污染物排放的企业和企业群选择合理的位置
,

这个位置不

仅要求工程地质条件符合建筑要求
,

不与农业争好地
,

经济区位优越
,

而且必须使污染性企

业既处于城市的下风
,

同时又处于城市的下水
,

这样才能达到保护城市环境的 目的
,

即制定一

个既符合土地利用原则又符合环境质量标准要求的合理功能分区的总体规划方案
.
这应是环

境规划研究的重点
.
环境管理的研究必须以自然科学研究的规律为依据

,

落实于具体的行政

管理措施上
,

应从环境质量要求出发
,

通过环境经济分析
,

制定立法管理方案
,

才能行之有效
.

这方面的工作不仅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
,

也要求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参加
,

还要求地学中

的经济地理学家参加
.

(五) 污 染的 全球影响研 究

由于环境污染可能通过环境要素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

使环境朝一些意想不到的恶化方向

发展
,

从而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全球影响问题
.
如通过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可能使某个生物种

濒于灭亡
,

或者使遥远的极地和大洋的生物受到损害
.
现在已经初步感觉到的全球影响问题

有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问题
、

飘尘的阳伞效应问题及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
,

飘尘降落对冰川融

化的影响问题
,

平流层臭氧层的破坏及其可能对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等
.
这些问题都

要求人们认真对待和研究
.
这些隐藏在局部环境污染后面的全球性污染问题很大一部分都与

环境地学的研究内容有密切关系
.
我国的环境地学也必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环境科学的综合性很强
,

环境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联系很密切
.
环境地学必须紧紧依

靠与其它环境科学分支学科的合作
,

同时又把握住自己的特点和重点时才能迅速地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