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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情
,

中国科学

院环境科学代表团一行四人
,

于 1 9 8 5年 6 月

Ze日至 7 月 10 日到日本东京
、

筑波
、

大阪
、

京

都
、

名古屋等地
,

先后访问了有关环境科研
、

管理等 13 个单位
:

1
.

东京大学农学部
、

理学

部
、

工学部 , 2
.

东京农工大学农学部 , 3
、

京

都大学工学部
、

农学部
; 4

.

名古屋大学水圈科

学研究所
、

农学部 , 5
.

农林省农业环境技术研

究所 , 6
.

环境厅国立公害研究所 , 7
.

厚生

省国立公众卫生院 , 8
.

东京都环境科 学 研

究所 , 9
.

大阪府公害监测中心 , 10
.

京都市

卫生研究所 , n
.

日本国政府环境厅 , 12 纪

本电子工业株式会社 ; 1 3
.

掘场制作所 (株 )
。

另外
,

还参观了筑波的国际博览会和京都市

的东清扫工场 (即城市垃圾处理厂 )
。

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周密安排下
,

代

表团所到之处
,

都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
,

各

大学有关学部部长
、

研究所所长 和 工 厂 经

理都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
,

热情介绍情况
,

赠

送资料
,

并带领参观实验室和研究设施
。

代

表团临时提出的单位和实验室也能给予安排

参观
。

在访日期间
,

代表团也向对方介绍了

我院环境科研工作情况
,

并回赠了有关资料
。

这次访问进行了学术交流
,

增进了相互了解
,

必将促进今后的友好往来
。

一 日本的环境科研工作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日本的经济有了飞

速发展
,

但另一方面
,

以四大公害为代表的

大气污染
、

水体污染
、

土壤污染等对环境的

破坏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是严重的
。

但是
,

经

过近 20 多年的努力
,

日本现在的环境状况有

了很大的改善
。

尽管如此
,

日本政府对环境

保护科研工作仍然比较重视
。

根据环境厅的

资料介绍
,

有国家机关
、

地方公共团体和民

间组织参加环境保护研究工作
,

国家一级除

了环境厅所属的单位外
,

还有 12 个省厅如通

产省
、

农林省
、

文部省
、

厚生省
、

科技厅等所

属的许多单位参加
,

1 9 8 5年的环境科研经费

约为 2 7 4亿多日元
。

目前
,

日本的环境科学主要进行以下十

项研究
:

1
.

防治大气复合污染的综合研究 ,

2
.

排水深度处理的综合研究 , 3
.

防治沿海

海域污染的综合研究 , 琪
.

废弃物处理和 资

源化技术的综合研究 , 5
.

自然环境管 理 与

保护的综合研究 , 6
.

城市环境保护规 划 方

法的综合研究 , 7
.

防治噪音
、

振动及其评价

的综合研究 , 8
.

提高环境污染物测试 技 术

的综合研究
, 9

.

环境污染物的影响与 评 价

的综合研究 , 1 0
。

全球性的环境保护问题 的

综合研究
。

上述的研究项目
,

是环境厅根据

属于 1 3个省厅的 57 个国立研究机构的 1 14 个

课题 ( 1 9 85 年 )归纳起来的
。

因此
,

可以认为

这十个研究项 目基本上反映日本环境科学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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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现状和趋向
。

一般而言
,

大学的全 国性的环境科学研

究工作
,

多偏重于长期探索性的墓础研究
,

理

论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

甚至着眼于全球性的

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

工作较深入
,

水平较高
。

国立公害研究所的工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

出代表
。

而地方的环境科研单位则针对本地

区的问题进行研究
,

也有一定的特色
。

和农药等对土壤的污染
。

尤其是污泥等固体

废弃物的农业利用更受重视
,

为此
, 1 9 9 2年10

月于东京专门召开 了污泥农业利用的国际讨

论会
。

二
、

环境科学研究的设备和仪器

各单位的仪器都比较多
,

如原子吸收光

谱
,

气相色谱几乎每个研究室都有
。

例如
,

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土壤调查分类研 究 室
,

全室仅有研究人员三人
,

但是他们除了原子

吸收光瀚仪外
,

还有电子显微镜和 X光衍射

仪
。

而全国性的科研单位如国立公害研究所
,

除了原子吸收光谱和气相色谱外
,

还有大型

仪器如光电子光谱
、

色质联用和 X 光荧光仪

等以及研究大气
、

水体
、

土壤的大型模拟试

脸研究楼
,

其中土壤环境实验楼内设有容积

为 5 立方米的大型排水采集器八个
,

地上
、

地

下部分的光照
、

温度
、

湿度
、

水分等皆可进行

自动控制
。

总之
,

仪器
、

设备都比较充裕
。

三
、

对大气
、

水体和土壤污染的

研究

在日本由于消烟
、

除尘和脱硫技术设备

的普遍推广
,

大气中二氧化硫的研究已不复

为重点课题
。

目前对排水中的重金属污染物

有较严格的控制
,

所 以水体中的重金属等污

染间题已成为过去
。

由工矿企业造成的土壤

重金属污染已查清
,

严重污染的土壤已得到

改良和 治 理
,

再也不是农业环境中的重要问

题
。

因此
,

日本现对大气
、

水体和土壤污染

的研究重点转移到
:
1

.

研究大气中的氮氧化

物
、

光化学烟雾
、

气溶胶等及其对生物的影

响 , 2
.

研究水休中氮
、

磷的富营养化问题和

含卤素有机物对水体的污染问题 ; 3
.

研 究

下水道污泥
、

废弃物
、

难分解的有机化合物

四
、

电子计算机的利用

日本在环境科学研究工作中普遍利用 电

子计算机
,

贮存计算数据
。

几乎每个试验室

都配备有一般的电子计算机
。

另外
,

还有大

型的电子计算机室
,

主要用在环境的综合分

析
、

评价
、

制图方面
。

还有电子计算机与仪

器联用
,

如电子显微镜
、

大型分析仪器等
。

随

着环境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

日本对环境

污染物分析技术的研究和改进也很重视
,

目

前很注重环境中有机污染物的形态和元素状

态的分析方法的开发研究
。

对现有分析方法

则加强提高分析测试技术的研究
。

五
、

环境科学的组织工作

日本的环境科研课题往往是几个研究室

共同来承担
,

特别是综合性题目更是如此
,

而

且几乎都有情报室的人员参加
。

全国性的研

究所由于设备条件好
,

所 以有些大学的教授

或副教授都到研究所参加研究
,

以便利用研

究所的良好设备
。

另外由于各研究室或教研

室人手不多
,

一般为 3~ 5人
,

所以研究生都

参加课题土作
,

既协助导师完成研究任务
,

又作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

总之
,

日本的环境科学研究工作起步较

早
,

工作深入
,

水平较高
,

科学仪器设备比

较先进
,

数量也多
。

中日两国相距较近
,

在

我国经济发展中
,

会遇到与日本类似的一些

环境问题
,

应有选择和有针对地请有关专家

来华讲学和培养研究生
,

进修生或合作开展

一些研究等多种形式
,

加强与日本有关研究

所和大学的联系
,

进行学术交流
。

这对我国

环境科学的发展
,

对我院环境科学研究工作

的深入都是有利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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