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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环境的感应研究

—
对厦 门经济特 区的调查分析

黄 国 和

厦门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一
、

引 官

在城市环境问题研究过程中
,

人们常常

偏重于 自然科学方面的探索
,

而很少能从社

会学角度
,

如公众的要求方面加以深人探讨

和分析 事实上
,

公众眼里城市的形象
,

其

理想中生活环境的面貌
,

以及他们对城市建

设和环境现状的直觉看法和愿望等等
,

均从

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个城市所应有的环境状

况 因此
,

在城市环境规划研究过程中
,

只有

结合考虑这方面因子
,

才可能使制订的环境

规划方案既科学合理
,

又顺应民意

显然
,

现今地球上的 自然环境多受到人

类活动的影响 人类改造自然
,

改变了环境
,

而环境也同样反过来影响人类 这种反馈现

象
,

在自然面貌被彻底改观的城市环境中表

现尤为显著 同样的环境影响在不同人头脑

中有各种不同的反映
—

感应
,

故每个人对

环境的主观认识和相应的行 为是 各 不 相 同

的 但对一定的人群集团来说
,

其统计效果

却有一定的规律性
。 一习 。

因此
,

我们完全可通

过统计研究
,

以发现其内在联系及变化规律

近年来
,

国外一些地理学家
,

如

和  ! 等 , 刃 ,

对此作了一些探讨
,

但

还仅限于人文地理学方面 有关环境方面问

题的研究报道国内外均尚不多见 为此
,

本

文尝试提出一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文学的

方法 通过在厦门经济特区的一次调查
,

对

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
,

并探讨研究结果在

城市环境规划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显然
,

在

特区大量引进工业和旅游服务业迅速兴起发

展的今天
,

进行这方面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二
、

厦门经济特区概况

厦门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

是该省第二大

城市
,

也是福建南部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交

通中心 全市面积
, ,

人 口

万 其中本岛部分 己 是城市 的

主体
,

由高集海堤与大陆相连 见图
,

并与

金门岛隔海相望

自 年 月中央确定厦门市为经济

特区后
,

这里的城市建设和对外经济活动迅

速发展
,

开发建设了湖里
、

东渡和员当等三个

新市区及厦门国际机场 城市面貌因此大大

改观 然而
,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带来一系



环 境 科 学 , 卷 期

列环境问题 年全市工业耗煤 万
、

烟尘排放量  !
、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 机动车辆也由 年的 辆增至

年的 。。。 辆 污染源增多
,

导致区内

水体和大气质量下降
,

噪声危害加剧 尤其

位处新市区的员当湖水体有机污染
,

已严重

危及滨湖两岸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
、

调查方法及样本情况

将各有关寻答问题通过图表的形式随机

请居民回答

调查地点包括闹市中心
、

公园
、

车站‘ 码

头
、

商店
、

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办事处等 时间

为  年 月 日至 月 一 日

表 受调查者情况统计

文文化程度度 统计范围围 高小以下下 初中中 高中中 大学学 合计计

全全全部部    !!! ∀ !!!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 ∀ 夕夕

性性 别别 统计 范围围 男男 女女 合计计

全全全 部部  !!!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 ,,

年年 龄龄 统计范围围 一 一 一 一 一 合计计

岁
全全全部部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 ∀

职职 业业 统计范围围 干部部 工人人 科技技 军人人 退体体 待业业 个体体 学生生 外来来 其他他 合计计
人人人人人人员员员 人员员 青年年 商贩贩贩 人员员员员

全全全部部    ! 斗斗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月

交交通手段段 统计范围围 步行行 自行车车 摩托车车 公共汽车车 单位专车车 渡船船 合计

全全全部部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在在本市居住时间间 统计范围围 一 一 合计计

年
全全全部部

图图图上回答者者  

有 些人同时需要几种交通手段
,

故答案总数多于 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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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福建省厦门经济特区示意图

表 1 是受调查者情况统计
.

四
、

结 果 和 讨 论

总的表上寻答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2
.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表明
,

人们分别从各

种不同角度来感受和认识这个城市
.

主要有

10 个方面受到注意
,

其中以特区经济建设居

首
,

占34 8个答案的 25. 3 多
.

该方面问题与居

民的切身利益
,

即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
,

因此引起较广泛关注
.

其次是交通拥挤和环

境污染(包括水体
、

大气和噪声污染危害 )问

题
,

分别占 19
.
0多 和 17

.
2 多

,

交通拥挤历来

是我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一个社 会 问 题 ;

环境污染则多由于近年来城市工业和交通的

迅速发展所致
.

“

您节假 日最喜欢去哪JL ?” ,

多数人回答

喜欢上市内风景点 (18
.
2多)和访友 (17

.
5 % )

.

显然
,

每个人都是从个人工作
、

生活
、

健康状

况和兴趣爱好等方面出发来观察和感受 自己

所处环境
.
多数人喜欢上市内风景点和郊外

,

因为那里
“

空气新鲜
” 、 “

雅静 ” 、 “

景色很美
”

.

“

您认 为这个城市最严重的污染 问 题 是

什么?’’
,

37

.

4 多的人认为是城市道路灰尘和

汽车尾气
,

这些人中 70. 6% 以 自行车为交通

工具
,

他们对这方面危害感受最深
,

因而也最

为不满
.

认为是噪声危害的占 21
.
4 外

、

员当

湖污水的占 19 .9 外
.

回答噪声危害的 71 人

中
,

71

.

8 多 居住在交通干线道路两侧;提及员

科 学 , 卷 l 期

当湖污水的则有 75
.
8多住于滨湖两 岸

.
可

见
,

人们总是对与他们生活直接相关
、

易为感

官所感受的现象最为敏感
. “您对特区引进

外资
、

发展工业与改善环境质量两者间的关

系是如何看待的?” ,
3 0

.

7 并 的人看法是
,

只要

工程上具备处理
“

三废
”

的有效手段
,

不妨大

胆引进
,

这样
,

既发展了经济
,

而且也有足够

的资金来源用于改善环境
.

9. 4 并的人持乐

观态度
,

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

环境

污染还“不成问题
” , “

只要过得去
” ,

环保部门
“

不应拖后腿
” .

持相反观点的 (5
.
3 外) 则认

为
,

厦门这样的环境
“

很难得 ” ,

特区建设应以

保持较好的环境质量
、

保证风景旅游资源不

受破坏 为前提
,

不要
“
盲目引进

” ,

以免今后
“不可救药

” ,

反而
“ 更吃亏 ,’.

总的说来
,

特区开放政策是深得人心的
,

调查未发现持反对意见者
.

但 多数 人还认

为不能忽视工业发展可能带来的对环境的危

害
.

图上回答方面
,

从图 2 我们看到
,

作为居

住区
,

鼓浪屿是多数人 (10 8 人 ) 理想中的最

佳选择
,

尤其是南部
.

这显然因该岛优越的

环境条件所致
.

中山公园附近和厦门大学一

带也是人们较喜欢居住的地方
,

回答者分别

占 25, 人的 26
.
7 并和 20

.
4 外

,

仅 次 于 鼓 浪

西 p

O

尸 / 月_

黔
部

V

图 2 对
“

您最喜欢住哪?
”

的回答



户
· 、

长令
“

.’}

厦

口O,

西0

图 3 对
“

您最不 喜欢住哪?
”

的回答

屿
.

一般人认为
,

中山公园位处老城区中心
,

其附近工厂少
,

交通方便
,

又无交通干道穿

过
,

因而是较理想的居住生活区
.

厦门大学

一带“
环境安静优雅

” 、 “
学习风气好

” 、 “

有助

孩子求学上进” ,

故也有不少人喜欢
,

但缺点

是
“离市区太远

” , “ 交通不便 ,’.

图 3 表明
,

多数人 (65
.
9 外)不喜欢员当

湖两岸的湖滨南
、

北路一带
,

因为那儿 “ 空气

恶臭
” 、 “夏天蚊蝇多

” 、 “

离市区远
” 、 “

金属器

具太易生锈” 等等
.

这些人中 62
.
5多 住于该

区
,

其看法显然由亲身感受所得
。

23

.

5 多 的

人不喜欢湖里工业区
,

因为 “服务设施不配

套
” 、 “

太偏远
”等

.

科 学
。

”
。

回答结果还指 出了加强城市绿化的必要

性
,

说明尽管年年搞绿化
,

但市区的低绿化覆

盖间题并未根本解决
,

造成市民的不满
.

交通问题是人们尤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

面
.

居民大多注意到本市交通拥挤
、

车辆噪

声和尾气排放及道路扬尘等问题
.

因此
,

积

极解决这些问题是今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
。

多数居民认为本市最佳居住环境是鼓浪

屿
、

中山公园和厦门大学一带
,

说明从环境学

角度看
,

这些区域具较完善的居住生活条件
.

故规划建设中应妥为保护
,

避免引进可能破

坏原有环境平衡新的建设项目
.

对特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关系

问题
,

一般人认为
,

两者应相互协调
,

即便特

区经济建设摆在前面
,

环保工作也应得到足

够的重视
.

很少人认为可以不顾环境质量的

恶化而一意发展经济
,

创造利润
。

六
、

结 语

五
、

对经济特区环境保护工作

的几点启示

首先
,

从调查结果看
,

多数居民均以特区

开发建设作为城市最大特点
,

说明本市的规

划发展方向是符合公众愿望的
.
同时

,

居民对

良好舒适的生活环境有较高的要求
.

17
.
2多

的人认为本市最大 特点是环境污染
,

说明当

前环保工作在经济特区发展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
。

本文尝试提 出一种研究环境问题的人文

学的方法
,

并把它应用于厦门经济特区
.

结

果表明
,

居民对城市环境状况的感受和要求
,

多数与决策部门的规划设想一致
,

当然更具

体些
、

理想化些
.

此外
,

在某些争议性问题

上
,

公众呼声还为我们提供举足轻重的
、

足以

说明问题的解答和论据
。

由此可见
,

将环境

的社会学与科学两方面研究结果有机地结合

起来
,

无疑对城市环境规划的合理制订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

本方法避开繁琐的模型
,

着重于实用性

和可靠性
,

作直接的调查分析
,

因此简便易

行
,

代价较低
,

适于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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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掺水柴油燃料时柴油机尾气中

苯并(a) 花排放量的变化

何宇联 姚渭溪 李玉琴 徐晓白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

柴油机用

量逐渐增加
,

柴油机尾气对环境的影响以及

如何节省燃料消耗的问题同时引起人们的关

注
.

应用掺水柴油为燃料
,

可能减少柴油机

排烟并降低燃耗
,

这吸引研 究 者 的 广 泛 兴

趣
以一

s].

本研究工作对国产 6130~Q 型柴油机以

乳化油 (柴油掺
x
沁 水)为燃料时

,

于不同工

作条件下所排放尾气中的苯并 (a) 龙 B(
a)P

致癌物含量进行了侧定
.

结果 发 现 B (
a)P

排放量随燃料特性及柴油机工作条件不同而

变化
.

使用掺水柴油 (14
.
, 茄水 ) 为燃料

,

可

减少 B (
a
)P 排放量

.
我们还对其他两种柴

油机进行了比较试验
,

发现不同结构类型的

柴油机所得结果不同
.

一
、

实验材料和方法

1.试剂和材料

苯并(a)龙 K oeh Light 生产
.

溶剂: 环己烷
、

苯
、

甲醇等 (北京化工厂

生产
,

分析纯)
,

在玻璃仪器中重蒸馏
.

吸附剂: G D X 一
1

01 树脂 (天津化学试剂

二厂) 60 一 80 目
,

在索氏提取器中顺次加不

同溶剂迥流纯化
.

玻璃纤维滤膜
: 上海红光造纸厂生产

,

孔径小于 0
.
2户m

,

在 500 ℃ 灼烧 2h 后称至恒

重
、

置于干燥器中备用
.

柴油: 北京市石油公司
,

o 号
.

2
.
仪器与设备

采样泵: 山东青岛唠山电子仪 器 研 究

所
,

K B
一

12
0 型

.

超声提取器:
吉林省通化无线 电 元件

厂
,

J
C

一
2 型

.

高效液相色谱仪
: 日本岛津 L C 一

3 A 型
,

配有 R F一 5 10 荧光分光检测器及 C R I一
A 数

据处理机
.

3
.
采样

采用与E P A 方法 5 相似的采样 方 法伙习 ,

其装置由玻璃纤维滤膜过滤器与 G D x 一101

树脂吸附阱两部份连接组成
.

用内径 为 10

m m
,

长 lm 不锈钢采样管直接插人柴油机

排气管中进行采样
,

采样速率为 7一SL /m in
.

采样过程中过滤器保持在 60 ℃ 左右恒温
.

4
.
试样的前处理及分析

采样后的滤膜及吸附剂均用苯溶剂超声

提取
.
提取液经合并后用 K /D 浓缩器在 N :

气流中浓缩至 0. 5m l. 浓缩后的提取液用硅

胶薄层层析法先进行预分离纯化
,

然后进行

H PL c 分析
.

若仅有烷烃杂质
,

也可省略预

分离步骤
,

因后者一般紫外及荧光响应较小
.

用 H PL C 方法分析试 样 中的 B(
a )P,

色谱条件如下: Z orb ax O D S 柱 4
.
6m m 内

径
,

2
50 m m 长

,

流动相为甲醇/水 (85 :15 )
,

流

速 l
,

o
m

l/
m in

.

检测波长: 激发 364nm ,

荧

光发射 427 nm
.

用保留时间法辨认 B (a) P

峰
,

并用停流扫描法记录其荧光光谱与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