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在有毒有害

新污染物监测分析、风险评

估、排放源溯源、污染物有效

去除技术研发与评价等方

面开展了工作，研究建立了

“筛—评—控”逐级识别与

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

体系，形成了系列标准、技

术规范，有效支撑了新污染

物治理工作。

◎本报记者 李 禾

◎本报记者 华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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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同期相比，丰台区水环境状

况稳步提升，4 种清洁指示鱼类首次现身

丰台河湖 。”在近日举行的“遇见丰台·众

汇京彩”北京丰台区河流水生态环境治理

成果发布活动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高级工程师张敏在介绍丰台区河流水

生态环境治理成果时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守护“绿

水”，近年来，丰台区积极争创一批国家及

全市试点示范项目，2021 年丰台区获批北

京市首个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试

点，2022 年设立全市首个区级水生态监测

实验室，在水环境及水生态治理方面收获

丰硕成果。

水生态系统整体向好

为推动水环境管理目标从“污染防

治”向“水生态系统保护”转变，丰台区自

2021 年起启动辖区河流水生态环境状况

调查工作。

2022 年，丰台区分别于春季、夏季、秋

季对辖区三大水系 14 条河流 25 个监测样

点开展水生态环境状况野外调查，调查范

围涵盖鱼类、大型底栖动物、大型水生植

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

调查发现，丰台区水环境状况明显改

善，2022 年共捕获鱼类 30 种 2487 尾，较

2021 年增加 8 种 1333 尾，新发现 4 种清洁

指示鱼类。调查中还发现大型底栖动物

99 种，同比增加 45 种；大型水生植物 23

种，同比增加 15 种；浮游动物 165 种，同比

增加 28 种。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丰台区主

要河湖水系的水生态环境质量处于良好

状况，尤其是 2023 年初至今，丰台区 2 个

国家考核断面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的比

例达 100%，7 个市级考核断面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体的比例为 85.7%。

近年来，丰台区坚持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三水统筹”，发挥“河长制”“湖长

制”统筹作用，实施《丰台区街镇跨界断面

补偿、排名办法（试行）》，提高了属地治水

积极性。同时，丰台区还积极发动群众参

与环境治理工作，“当班河长”、佑安巡河

志愿队等一批新时代劝导队、环保志愿服

务队崛起，初步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

建，全民共享”大生态环保格局。

“水环境的向好，让鸟类越来越多。

现在，在丰台区能拍到 70 多种鸟类，其中

有震旦鸦雀、纹须雀、白眉鸠鹟、中华攀

雀、熊猫鸭等珍稀鸟种！”鸟类摄影爱好者

高洪升感叹道。

如今，从园博园、晓月湖、宛平湖、北

宫森林公园，到沙窝桥、凉水河、莲花池，

常常能够见到市民们拿着单反、手机等设

备抓拍鸟类。

形成环保产业强链条

丰台区水环境的明显改善，与丰台区

积极构建“生态环保产业圈”、支持创新企

业采用环保科技等举措息息相关。

“近年来，我们为丰台区地表水的精

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首批国家级重

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英视睿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视睿达）

总经理周刚说。英视睿达是首批丰台区

“生态环保产业圈”成员企业之一。

据介绍，英视睿达辅助丰台区搭建以

“水基因”技术为核心的地表水环境监测

与管理体系，提升了生态环境智能化管理

水平，构建了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管

理体系。采用科技手段，丰台区近两年的

国市考断面全部达标，优Ⅲ类水体持续增

加，劣Ⅴ类水体持续减少，推动 90 余个入

河排口整治工作，初步达到入河排口的立

体化全覆盖监管。

“我们配合丰台区，将丰台地下水研

究中心打造成为国家级示范工程，形成了

丰台特色土壤/地下污染防控技术体系，

并面向全国推广可复制的高新产品与高

新技术服务，全力推进地下水生态环境保

护产业化发展，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丰台区生态环保产业圈

成员之一、北京中环丰清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穆彬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环保企业加入丰台

区生态环保产业圈，成为提升丰台区环保

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助力。

丰台区副区长孔钢城表示：“我们将以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探索生态环境

价值转化路径，通过打造生态环保产业圈，

与环保领域优秀企业加强沟通、合作共赢，

形成环保产业强链条，把环境资源转化为

发展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共

同为丰台区的碧水蓝天保驾护航。”

中轴永定承古韵，蓝脉绿廊绕今城。

随着水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一幅人

水和谐的生动画面在北京市丰台区铺陈

开来。

北京丰台打造生态环保产业圈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关于多氯萘等 5种类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要求的公告》，对 5种类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POPs）作出了淘汰或限制的规定。截至目前，我

国已全面淘汰 23种类《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

摩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国主要行业二噁英排

放强度大幅下降。我国对新污染物的治理步入“快车道”。

动态开展对新污染物的
“筛—评—控”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环境中，且具有生物毒性、环境

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

较大风险，但尚未被纳入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

防控其风险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据了解，新污染物大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经毒性、生

殖和发育毒性、免疫毒性、内分泌干扰效应、致癌性、致畸

性等多种生物毒性。同时，新污染物还可以随着空气、水

流实现长距离迁移，并经食物链富集后，长期蓄积在生物

体内。

去年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指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

产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目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

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等。《行

动方案》还明确提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分阶段目标任务、

实施路线图。《行动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新污染物治

理工作已全面启动。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刘

国正说，与常规污染防治不同，新污染物治理的复杂性在

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种类繁多、来源广泛、环境风险隐

蔽。在确定每种新污染物治理措施时，需紧密结合环境风

险的特异性，找到有针对性的环境管理对策。

“目前，我国在有毒有害新污染物监测分析、风险评

估、排放源溯源、污染物有效去除技术研发与评价等方面

开展了工作，研究建立了‘筛—评—控’逐级识别与分类管

理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形成了《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

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试行）》等系列标准、技术规范，有效

支撑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

长邹首民说。

“筛—评—控”逐级识别与分类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

体系，是指有关单位开展调查和监测，筛选出环境风险较

大的新污染物，科学评估其环境风险，再对其实施源头禁

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措施。刘

国正说，由于人们对新污染物危害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深

入的过程，新污染物的筛查与环境风险评估还需要不断

推进。

绿色替代品助力新污染
物治理

多年来，我国大力研发新污染物绿色替代品、替代技

术，有效支撑着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以六溴环十二烷（HBCD）为例，HBCD 是一种多溴代

白色固体物质，可以作为阻燃剂添加到其他材料中使用。

研究发现，HBCD 本身具有毒性，容易进入生物体内，

HBCD的大量长期累积还可能增加致癌风险。

山东是 HBCD 的生产和加工使用大省，山东省生态环

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邹晓东说，在推进 HBCD 淘

汰过程中，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科学制定方案，协助企业寻

找绿色先进的替代产品和工艺技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研究、试验认证，发现甲基八溴醚

和溴化 SBS（溴化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能

有效替代 HBCD，并且具备工业化生产条件、环境风险

低。原来使用 HBCD 生产保温板材的企业，仅需要简单调

整工艺参数就能使用替代品进行生产，并使产品质量满足

国家要求。如今这两类替代品的产能正在不断扩大，产销

两旺。”山东省固体废物和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中心主任

刘强说。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表示，我国强化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助力钢铁、

化工、造纸、建材等十余个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我国

环境和生物样品中有机氯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含量水平

总体呈下降趋势。

不仅如此，我国还为新污染物的全球治理贡献了“加

速度”。

作为《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

首批签署国之一，我国每年减少了数十万吨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生产和环境排放，提前完成含多氯联苯电力设备下

线处置的履约目标。

生态环境部原副部长邱启文表示，签署公约以来，我

国建立国家履约机制、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强化绿色

替代、参与全球治理等，为履约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

2021 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提出了实

施调查监测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强化源头准入等要求。

根据《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对一批重点

管控新污染物开展专项治理。同时，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

技术体系，强化法治保障。强化科技支撑与基础能力建

设，加强宣传引导，促进社会共治。

建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
支撑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行动方案》发布后，全国约 30 个地区

发布地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正

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

但不容否认的是，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仍处于起步阶

段，面临着治理难度大、技术复杂程度高、科学认知不足等

困难和挑战。

“面对新挑战以及新的防控需求，应以有效防范新污

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以构建新污染物的风险评价

与控制技术体系、建立完善风险评价方法学、识别重点风

险源为目标，开展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强调，应大力发展高效、灵敏的新

污染物检测技术，实现新污染物识别、重点管控新污染物

清单研究，开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风险评价体系研

究，发展绿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实用去除技术，研发、构建

大数据技术支持下的、涵盖新污染物转化迁移体系的智慧

化水网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

员江桂斌则表示，面对更为繁复的新污染物环境问题，我

国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机制，促进新污染物

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新污染物治理效果，保障生

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例如，通过区块链、深度学习等技术

研发绿色替代品；通过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开

发针对新污染物的毒性测试和优先化筛选体系等。

江桂斌说，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系统可以让新污

染物的防控与风险预警更进一步。比如可以从一个化合

物的结构设计开始，提出绿色化学合成方案，从源头减少

对生态环境具有潜在危害的化学品的产生，为环境友好型

替代品的安全设计提供虚拟筛查等。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步入我国新污染物治理步入““快车道快车道””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6月 25日，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

局获悉，青海省湿地面积为 712.39万公顷，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总

面积的 12.64%，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青海省以维护“中华水塔”坚固丰沛、确保“一江清水

向东流”为目标，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分级管理、资源监管、保护修

复、监测评估五大体系建设，形成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湿地公园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湿地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处副处长宋维菊表示，青海在

全国率先实施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在三江源综合试验区 22县区

设置 963名湿地管护员，管护面积 2890万亩，形成了“牧民为主、专

兼结合、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湿地生态管护形式，建立湿地保护

领域行政执法与公益司法协作机制，有效构建了具有青海特点的

湿地资源网格化管理新体系。

同时，青海省编制《青海省湿地保护“十三五”规划》《青海省湿

地公园发展规划（2021—2030 年）》，重点在三江源、青海湖、柴达

木、祁连山以及河湟地区的重要湿地内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重大工

程。十年来，青海累计投入资金 11.87 亿元，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

项目 226项，湿地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

目前，青海省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域的湿地监测网络，定期对国

际重要湿地、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开展系统监测评

估，实时掌握湿地资源的动态变化。

青海湿地保护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湖鸟岛湿地一景青海湖鸟岛湿地一景。。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杨涛杨涛摄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宇航 通讯员王超）记者 6 月 26 日获悉，

《西藏不同生态地理区域适生草品种及栽培管理技术手册》（以下

简称《手册》）于近日发布，《手册》展示了近年来西藏草业领域取得

的科技成果。

草原是西藏自治区重要的生态系统。近年来，西藏草业科技

取得长足发展，有力支撑了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国土绿化、草产业

发展及美丽西藏建设。

中国科学院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研究员余成群表示，《手册》

基于西藏草业科技重大专项 10余年的数据和成果，介绍了 59种西

藏不同地理区域适生草品种及栽培管理技术，对今后人工牧草种

植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对西藏的畜牧业发展、草地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副厅长钟国强介绍，在 59种西藏不同地理

区域适生草品种中，10余个品种（系）有望在 2至 3年内完成区试并

申报自治区草品种委员会审定，13 种西藏野生牧草品种或乡土品

种可以广泛用于西藏天然草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

科技支撑西藏草产业发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韩荣）记者 6 月 25 日从山西省工信厅了解

到，为推动山西省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有效推进工业领域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日前山西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印发出

台了《山西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紧握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主线，加快传统优

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规模发展，深入推进

能源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强化科技创新

和数字智能支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坚决打好

转型攻坚战，全力打造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以工业领域高质

量转型助力全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山西省工业领域碳达峰工作的总体目标在《实施方案》中得到

明确。即到“十四五”末，产业结构与用能结构优化取得积极进展，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取得显著成

效，绿色制造体系基本构建，绿色低碳技术装备广泛应用，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

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率达到国家设

定目标，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

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到“十五五”末，产业

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积极进展，绿色制造深

入推进，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降低，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普遍建立，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年前达峰。

《实施方案》提出了 6项任务，即完成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

推进能源消费绿色升级、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促进资源节约高

效利用、提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聚

焦重点行业，制定钢铁、建材、焦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碳达峰

实施方案，研究消费品、装备制造、电子等行业低碳发展路线。

此外，为助力全社会碳达峰，《实施方案》还提出发挥绿色低碳

产品装备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的支撑作用，完善设计开发推广

机制，依托光伏、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氢能、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链

的建设，为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质量产品

装备，打造绿色低碳产品供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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