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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环保局日前
宣 布 ，向 匹 兹 堡 北 部 工 业 发 展 公 司

（NSIDC）拨款 40 万美元，这笔资金将
用来对匹兹堡市可能受到危险化学品
污染的废弃工业场地进行评估。有了
这笔资金，这些场地将得到清理和重
新利用。

棕地实际上是一些不动产，这些
不动产的重新利用受到现实的或潜在
的环境污染物的影响。

“这笔资金将帮助 NSIDC 以及匹
兹堡市重新利用荒废数年之久的不动
产，使其变成资产，造福社区，改善环
境，促进经济发展。”美国环保局中大
西洋地区负责人肖恩 M.加文说，“棕
地行动表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
以齐头并进。”

加文是在匹兹堡市的一处老年公
寓宣布这一决定的，这一公寓过去曾
被评定为棕地。加上这笔 40 万美元
的资金，美国环保局自 2005 年起累计
向 NSIDC 提供了 500 万美元的资金，
用以支持这一清洁和再利用项目。

NSIDC 是一家非盈利公司，旨在
推动匹兹堡市北部以及宾夕法尼亚州
西南部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社区发展。
公司致力于通过提供就业岗位以及其
他社区改进措施提高社区整体水平。

美国环保局宣布划拨的这笔资金
将一分为二，分别用于两项用途。一
项用于评估可能受石油污染的不动
产，另一项评估可能受其他危险化学
品污染的不动产。资金还将用以社区
延展服务。加上这笔资金，美国环保
局今年向全美 243 个棕地累计提供了
5430 万美元的资金。

美国超级基金法又称《综合环境
反 应 、赔 偿 与 责 任 法》（CERCLA）。
是美国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的治理及
其费用负担而制定的法律。由美国国
会于 1980 年 12 月 11 日通过。其目的
是建立一个迅速清除因事故性泄漏危
险物质和倾倒危险废物的场所泄漏污
染的反应机制。

超级基金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
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
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
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
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
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
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
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
营运人，或这一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
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
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
题，超级基金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
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
任信托基金。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
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
保，并规定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
物质的违法者的人可给予最高达 1 万
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 2.5
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
2.5 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
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 7.5万美元。

奥地利是个内陆国家，西部和南部
是山区（阿尔卑斯山脉），北部和东北部
是平原和丘陵地带，47.2%的国土为森林
所覆盖，剩下的是绿野一片，迷人的田园
风光，诗情画意。

每座城镇几乎都是前面临着一湖温
柔的碧水，后面倚着滴翠的青山，或一条
小河从城中穿过，慢慢地向远处弯弯延
伸开去。山里的天空蓝得特别纯净，湖
水安安静静，泛着微微的波光，多种水鸟
和睦相处，自由自在地荡漾其间。一幢
幢小房子就建在缓缓的山坡上，看起来
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有的古朴典雅，有
的现代别致。

爱花如爱美人

每家都种了满窗台的鲜花

奥地利人爱树、爱花、爱草，不论城
镇还是乡村，远远望去，都掩映在绿树丛
中。走近一看，虽然每家每户的窗户没
有一扇是相同的，有的镶着边，有的垂着
纱帘，有的铁艺做装饰，但却有一个共同
的特征，那就是每家都种了满窗台的鲜
花，红的、黄的、粉的、紫的、橙的、白的，
在夏日的阳光里，恣意地开放着。

那一丛丛的花，自然从容，尽现生命
的快乐，比时尚的衣裙更明艳，比美丽的
娇容更动人，一下子就把人的心俘虏过
去，叫人不由嫉妒它们的绚烂，嫉妒拥有这
湖、这山、这花和这安宁美丽生活的人们。

在奥地利的花海丛中，有一种白色
的草本小花，可别小瞧了它，因为它是奥
地利的国花，名叫雪绒花，为菊科火绒草
属的高山植物，原产西欧。在奥地利，雪
绒花象征着勇敢，因为野生的雪绒花生
长在环境艰苦的高山上，常人难以得见
其美丽容颜，见过雪绒花的人都可以说
是英雄。

爱树如爱英雄

森林占国土面积的 47.2%

对我这个常年在海上工作的人来
说，开车行进在奥地利真是一种享受。
奥地利是个高山国家，重峦叠嶂，绿树成
林，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0%，连绵起
伏的阿尔卑斯山横贯境内，覆盖了 2/3
的国土面积。奥地利森林资源蕴藏丰
富，森林面积达 400 多万公顷，占国土总
面积的 47.2%，远高于欧洲全境 37.9%的
森林覆盖率。

一想到山多地少，人们不免想到穷
山恶水，但是奥地利的山却是当地人的

“绿色银行”。据奥地利官方统计，全国
400 多万公顷的森林，共有 35 亿多棵林
木，木材总蓄积量为 11 亿立方米，单位
面积储量居欧洲国家前列。人均林地面
积达 0.5 公顷，421 棵树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到萨尔斯堡，

众所周知，那里养育着神童天才音乐家
莫扎特。到维也纳，导游会向你介绍《维
也纳森林的故事》，但这并不是故事，而
是一首名扬世界的乐曲，是作曲家施特
劳斯谱写的，曲名就叫《维也纳森林的故
事》。他另外一首名曲《蓝色的多瑙河》
也是在这多瑙河畔重楼叠翠的幽境中触
景生情而写出的。

灵感来源于环境，环境又给创作提
供条件。施特劳斯在《维也纳森林的故
事》这首圆舞曲里，用舞曲的形式描述了
森林中百鸟啼唱，流泉淙淙，微风低吟，
空气芬芳，马车的得得声等，这首歌因此
名扬世界，维也纳森林的身价也因此倍
增，游人到维也纳大都是踏着这首圆舞
曲走进森林的。

森林位于维也纳西郊。整个林区绵
延 40 公里，覆盖着大片山岭。森林里有
许多耐寒的柏树，还有云杉和漂亮的蓝
杉。树型棵棵挺拔秀丽，苍翠欲滴，旁倚
美伦娜河谷，水青林茂，给这座古城增添
了无比的妩媚色调。

爱大自然如爱自己

山林徒步游老少咸宜

每年 4 月，冬去春来，奥地利开始冰
雪消融，春暖花开，生机盎然，是一年一
度的阿尔卑斯山山林徒步游的黄金季
节。山林徒步游是深受奥地利人喜爱的
一种大众体育活动和休闲方式。旅行者
多以个人年龄、身体状况和爱好选择旅
行路线，以家庭或团队形式在山间和密
林小道上集体行进。远离喧嚣的闹市，
在徒步行进中分享大自然的恩赐，是山
林徒步游爱好者选择这项运动的初衷。

奥地利山多林密，特别适合山林徒
步游运动的开展。在奥地利山区和林区
小道上都设有道路指示牌，以防旅行者
迷路。旅行沿途一般要经过一些民俗小
镇，充满自然或人文景观，旅行者可小憩
或游览观光。山林徒步游参加者很少受
年龄和场地限制，完成一次旅行周期可
以为一天，也可以是数天，一天的行进距
离多则数十公里，少则几公里，完全依参
加者的兴趣而定。

山林徒步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奥
地利兴起，也促进了山区和林区旅游业
的发展。奥地利的一些旅行社专门组织
山林徒步游活动，徒步游爱好者还建立
了自己的协会，山区的一些村镇建起了
接待旅馆、饭店、超市等，并在山林徒步
游季节举办民俗展、品酒会和民间音乐
会等活动，以吸引更多的山林徒步游爱
好者。

除山林徒步游外，还有山林自行车
游。不论采取哪种形式，奥地利的户外
都令人神往，这也是人们认识大自然、体
验大自然的好机会。

本报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秘书处 8月 28日表示，截至目前，
已有50多个国家、相当于涵盖减排总
量 70%的地区，提交了国家自主减排
贡献方案，提交速度远超预期。

“国家自主贡献”（INDCs）是根
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
方会议的要求，由各国自主提出的
2020 年 后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行 动 计
划。今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将在汇
聚各国贡献的基础上，对 2020 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进一步的制
度设计和安排。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表示，目前 95%的发达国家已
经提交了他们的自主减排方案，许
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发达国家的帮助

下提交了本国的自主贡献方案。《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
菲格雷斯表示，各国踊跃提交本国
自主减排方案显示出各国愿意在巴
黎达成一项有效气候变化协议的强
烈愿望。中国政府也于今年 6 月 30
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正式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
自主贡献文件。

为巴黎气候大会做准备的新一
轮气候变化谈判于 8 月 31 日~9 月 4
日在德国波恩举行，以期在大会召
开之前提出一份可供大会通过的纲
领性协议草案。根据安排，《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将在 11
月 1 日提供一份各国自主减排贡献
方案的合集报告。 据联合国官网

本报综合报道 据外媒报道，美国环
保局正着手制定新法规，要求到 2025 年
美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甲烷排放比 2012
年减少 45%。这项规定是奥巴马政府控
制温室气体战略的一部分，消息在总统宣
布清洁电力计划仅仅两周之后抛出，目的
也是为了完成美国承诺的到 2025 年碳排
放比 2005 年减少 26%~28%的目标。

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但当它释
放到大气中时，就变成了一种强效温室气
体。美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快速发展引
发了有关生产过程中甲烷泄漏的担忧，包
括从开采井到输送过程。目前，防止甲烷
泄漏的计划措施还只是自愿性的。美国
环保局局长吉娜·麦卡锡曾表示，尽管自
1990 年以来工业企业已经减少了甲烷排
放量，预计到 2025 年甲烷排放的增量将

超过 25%。
美国环保协会气候与能源副主席马

克·布朗斯坦指出，甲烷排放的挑战很大，
但改变的机会也很大。但目前全美 99%
的企业都未参加自愿性甲烷减排计划。

然而，行业组织称，石油天然气企业
已经在扩大产量的同时限制了甲烷的排
放，要求企业购买额外的减排设备成本很
高，尤其是在油价下跌的时候，对小企业
影响更大。美国石油研究所日前称，自
2005 年以来，天然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甲烷排放已经下降了 11%。

环保人士表示，捕捉甲烷对石油天然
气企业利大于弊，从长远来看将会节约成
本。检测甲烷泄漏和捕捉甲烷的技术目
前已推向市场，这可以帮助企业节约成
本，同时提高石油天然气生产的效率。

土地遭污染 善后很关键
国外经验：重视前期评估，做好整体修复

美国环保局
助力棕地修复
已累计向匹兹堡提供

500万美元

超级基金法

绿水青山奥地利
刘少才

50多国递交自主减排贡献方案
11月 1日向联合国提交各国合集

美拟减少石油天然气甲烷排放
计划 2025 年比 2012 年减少 45%

塑料垃圾威胁海鸟安全
六成海鸟胃中存在塑料制品

□ 相关新闻

□ 相关链接

□ 凭海听风

▼国际 资讯

图为美国
新泽西州伊丽
莎白市采用植
物修复法处理
受化学物质污
染的土地。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郭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
展，化工厂爆炸、化学品泄漏等环境污
染事件频发，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这些受到化工污染的场
地应该如何处理？是进行修复还是暂
时弃之不用？通常采取哪些修复方
法？如何评判修复效果？国外经验能
否给我国的污染场地治理支招？带着
这一系列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修复前要做什么？

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

“化工厂爆炸后的土地将会受到
各种化学品的污染，同时化工厂正常
运营期间长期的生产原料泄漏也可能
导致污染渗入地下，由于化工污染一
般难以依靠生态系统自行消除，因此
需要人为进行土壤修复以降低污染危
害，实现被污染土地的再次利用。”中
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表示。

在对污染场地进行修复之前，需
要先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具体如何操
作？据博天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土壤修复事业部总经理梁信介绍，在
现场二次伤害隐患排除后，立即开展
现场土壤、地下水环境质量调查，确定
污染物的分布范围及超标情况，并根
据分析数据模拟污染物向周边迁移的
可能性，对污染物对场地使用人群、周
边场地使用人群和周边环境的危害进
行风险评估。

如果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污染物
对周边场地使用人群或者周边环境的
危害风险高于可接受范围，那么，即使
场地暂时不进行开发利用，也必须采
取合适的修复措施（无论是清除污染
源还是阻隔污染物向周边扩散的途
径），使其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

“场地是否立即开发不是作为是
否要修复的主要依据，场地中污染物
是否对周边环境或者人群造成不可接
受的危害风险，这才是是否要修复的
依据。”梁信说。

污染土壤治理分几步走？

应急处理、封闭隔离、分类修复

环境保护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
（沈阳）中心主任、沈阳环境科学研究
院院长邵春岩介绍说，虽然化学品种
类繁多，但是发生化工事故后，对受污
染土地的处理无外乎这 3 个步骤：第
一步，控制急性风险，防止污染物进
一步扩散；第二步，集中分类储存，做
封闭隔离；第三步，对土壤进行分类
治理。不同的污染事件处理起来都按

这 3 步来，国内外基本通用，但具体采
取的措施不同。

应急处理阶段，需要使剧毒物质
的毒性降低到一定程度，否则可能对
清理人员的身体造成伤害；土壤修复
阶段，由于土壤清理需要较长的时间，
可以做封闭隔离设施，即建一个临时
性的危险废物暂存场，把这些污染土
壤进行分类隔离与覆盖。这些技术国
内外都很成熟，对收集来的不同种类
的污染土壤进行分区暂存，有利于将
来对其进行分类处理。

据邵春岩介绍，一般情况下，受污
染的土壤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受
有机污染物污染的土壤。一般通过解
析分离技术，把有机物从土壤中分离
出来，然后对有机物进行收集或者销
毁。第二类是含有剧毒化学物质的土
壤。一般通过化学方式，把有毒化学
物质氧化成低毒或无毒物质，氰化物
的处理就是用这种方式。第三类是受
重金属污染的土壤，把这些重金属收
集起来固化/稳定化处理之后进行填
埋处置。

“经济性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设备处理规模较大，处理较快，
但平均到每吨的处理成本就高；设备
处理规模较小，处理较慢，平均到每吨
的处理成本就低。处理时间越短，成
本越高，环境风险越低；处理时间越
长，成本越低，环境风险越高。”邵春岩
表示，“比较敏感的地区在经济可承受
条件下，应尽可能缩短处理时间，以降
低环境风险。”

如何评判修复效果？

看修复后土壤是否满足标准

应急隔离之后，土壤修复还需要
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是否存在一个
评判修复效果的标准？“国家和各地暂
时都是以经过修复土壤是否满足相应
的修复标准作为评判修复效果的核心
依据。”梁信表示。

据了解，修复标准是根据场地的
开发用途而定的，场地开发用途也是
进行风险评估的重要参考因素，直接
影响修复标准的高低。具体的修复技
术依据目标污染物和其所在介质的理
化性质而定（就是场地土壤、地下水中
超过国家标准数值的污染物），达到的
效果就是使目标污染物对场地使用人
群、周边环境、周边使用人群的危害风
险水平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直接来
说，就是达到修复标准。

梁信补充说：“并不是对场地内所
有污染土壤、地下水都进行直接修复，
而是通过设置阻隔措施等方式，切断
目标污染物向场地使用人群或者周边

环境迁移，以达到降低其危害风险的
目标。”

“因此，对于部分局部修复的项
目，会长期对场地内的敏感区域进行
监控，例如对阻隔设施上下游的地下
水进行定期采样检测，验证阻隔设施
是否正常运作，没有发生泄漏。如果
发生阻隔措施泄漏的情况，需要由业
主单位委托专业的修复机构进行二次
修复设计和实施。”梁信表示。

“目前被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比
较显著，修复达标后的土地可以用作
居民用地或商业开发用地。”侯宇轩表
示，“在修复土地的后续利用中，环保
部门应加强监管，在被修复土地的二
次利用之前应确保各项环境指标达到
要求，避免隐藏的环境风险。”

我们从国外学什么？

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修复模式

东方园林生态环境修复事业部总
裁范天立认为，土壤修复不是纯技术
性问题，还涉及政策、资金等方面，我
国目前这些层面都不完备，处于摸石
头过河阶段，需要一个发展过程。

“国外技术有的可以直接拿来用，
但很多时候还是要结合国内状况做一
些调整。”范天立表示，“技术不是最难
的，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例如修复所
需资金的来源问题，要考虑如何调动
民间资本的参与。美国成立的超级基
金，从资金的角度对土壤修复给予支
持。考虑到部门职责划分问题，我国
要成立类似超级基金就不那么容易。”

据了解，欧美国家无论是政策、模
式还是技术都已经非常完备。以美国
为例。美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
代初开始规模性启动污染场地修复，
积累了近 40 年的经验。美国 1980 年
出台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
法》，其中包括责任界定、资金出处、赔
偿等多方面内容。而我国目前没有专
门的关于污染场地治理的法律，预计
将 于 2017 年 出 台 的《土 壤 污 染 防 治
法》中将包含相关内容。

“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整体性的思
维方式以及整体性的修复管理模式。
不是单一地突出某个方面，而是技术、
资金、政策整个通盘考虑，甚至把社会
也考虑进去；此外，系统性、科学性的
管理模式还包括把场地污染、修复过
程也看作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范天
立说，“我国污染场地修复更多的是把
它看作一项工程，一来就上马。美国
则侧重调查、风险评估等前期阶段，以
科学的、系统性的方式搞清楚事情的
来龙去脉，然后再通过精细的工程来
完成。” 奥地利郊外有很多这样别致的小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刘少才摄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
和工业研究组织和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海鸟正日益受到
塑料垃圾的危害，在所有海鸟物种
中，有六成胃中存在塑料制品。预
计 到 2050 年 ，这 一 比 例 可 能 升 至
99％。

这家澳大利亚研究组织于 9 月 1
日发表公报说，研究人员分析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相关记录，发现
塑料制品越来越经常地在海鸟胃中
出现。

依 据 抽 样 检 测 数 据 推 算 ，1960
年时，胃中有塑料制品的海鸟数量不
及全球海鸟总数的 5％。而在 2010
年，受到塑料制品危害的海鸟数量约
占全球海鸟总数的 80％。据估算现

在 90％的海鸟胃中都有塑料制品。
此外，受到塑料制品危害的海鸟

物 种 目 前 约 占 海 鸟 物 种 总 数 的
60％。以现有趋势推算，到 2050 年
99％的海鸟物种都会吃下塑料。

研究人员在海鸟胃中发现过塑
料袋、塑料瓶盖、化纤衣物的纤维等，
这些东西大多由陆地河流和污水管
道流入大海。海鸟会将很多颜色鲜
艳的塑料制品误认为食品，有时它们
会意外吞下漂浮在海面的塑料制品，
导 致 海 鸟 肠 道 阻 塞 ，体 重 减 轻 或
死亡。

研究人员据此呼吁人们减少使
用塑料制品，加强垃圾管理，例如减
少包装，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或
对其收费，加强塑料水瓶的回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