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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军’，李琼华!

（’*西昌学院 人事处，四川 西昌 )’#"’+；!*巴中师范学校，四川 巴中 )+)""!）

!" #$ 环境化学是化学和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文中简要回顾了!"年来环境化学的发展

历程、主要成就和我国环境化学研究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环境化学的发展作了简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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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主要研究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存在、

转化、行为和效应及其控制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它是

化学科学的一个新的重要分支，也是环境科学的核

心组成部分。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

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的划分，环境化学的研究

主要包括环境分析化学，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化

学，污染生态化学，污染控制化学等四部分内容〔’〕。

环境化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年以前为孕育阶段，&"年代为形成阶段，%"年代以后

为发展阶段。二次大战以后至)"年代，发达国家经济

从恢复逐步走向高速发展，由于当时只注意经济的

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污染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

的事件接连发生，事实促使人们开始研究和寻找污

染控制途径，力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年代初，

由于当时有机氯农药污染的发现，农药中环境残留

行为的研究就已经开始。这个阶段是环境化学的孕

育阶段。到了&"年代，为推动国际重大环境前沿性问

题的研究，国际科联’()(年成立了环境问题专门委

员会（./012），’(&’年出版了第一部专著《全球环境

监测》，随后，在&"年代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与化学有

关的专著在&"年代环境化学研究和发展中起了重要

作用。

’(&!年在瑞典斯德歌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立了一系列研

究计划，相继建立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324.）和

国际潜在有毒化学品登记机构（5617/），并促进各

国建立相应的环境保护结构和学术研究结构。应该

说，这一系列的举措在人类的环境保护事业中起到

了里程碑作用。

%"年代全面地开展了对各主要元素，尤其是生

命必需元素的生物化学循环和各主要元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人类活动对这些循环有重大影响的种种因

素的研究；重视了化学品安全性评价；开展了全球变

化研究，涉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等全球性环境问

题。同时加强了污染控制化学的研究范围。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89/2:），国际科联组织了数十个学科的

国际学术机构开展环境问题研究。例如：国际纯粹与

应用化学联合会（581-/）’(%(年制订了“化学与环

境”研究计划，开展了空气、水、土壤、生物和食品中

化学品测定分析等六个专题的研究。

’((’年和’((+年在我国北京召开的亚洲化学大

会和581-/会议上，环境化学均是重要议题之一。

’((#年诺贝尔化学奖第一次授予三位环境化学家

/;<=>?@，6ABCD@E和4ACF@D，他们首先提出了平流层

臭氧破坏的化学机制。/;<=>?@于’(&"年提出了90G
理论，6ABCD@E和4ACF@D于’(&H年提出了/I/J理论，

这几位化学家的实验室模拟结果在现实环境中得到

验证。从发现平流层中氧化氮可以被紫外线辐射分

解而破坏全球范围的臭氧层开始；追踪对流层大气

中十分稳定的/I/J类化学物质扩散进入平流层的

同样归宿，阐明了影响臭氧层厚度的化学机理，使人

类可以耗损臭氧的化学物质进行控制。这些理论的

研究成果因’(%#年南极“臭氧洞”的发现而引起世界

的“震动”，从而导致’(%&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

订，这充分表明环境化学家的工作已引起全人类的

重视，环境化学已经开始走向全面发展。

我国的环境化学研究也已经有了!"多年的历

史，自&"年代起，在典型地区环境质量评价，环境容

量和环境背景值调查，污染源普查，围绕工业“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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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在大气、水体、土壤中环境污染物的表征、迁移

转化规律，生物效应以及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工作。近年来，完成了一批公关课题和重大基金项目

等国家任务。“八五”和“九五”期间，在有毒污染物环

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效应、水体颗粒物和环境工

程技术、有机物结构效应关系、废水无害化和资源化

原理与途径等方面的工作分别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科技攻关、中国科学院重大重点等项目的

支持，取得了一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

支从政府到地方各级行政管理与环境保护部门、科

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多层次的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

队伍〔!，"〕。

#$$!%#$$&年国家基金委员化学部资助了重大

基金项目“典型有机污染物环境化学行为与生态效

应”的研究，探讨了些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在

介质中的迁移转化规律、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水

生天然有机物的起源、表征、与金属互相作用机理与

模型以及卤代烃生成潜力等。在新的农药单甲脒的

环境行为和生态毒理效应以及有机锡的生态毒理效

应研究中取得了创新性成果。首次发现城市水源中

的硝基多芳烃的存在，对多氯联苯的光解规律和产

物毒性提出了新的机理和解释。部分研究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该工作于#$$$年获得了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一等奖。

在’"的测量技术、中国光化学烟雾特征、室内大

气光化学反应模拟、空气质量模式、汽车尾气高效净

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其中大气微量组分源排

放、大气氧化能力、大气光化学模拟和模式的研究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曾获得国家进步二、三等奖。

在天然水质变化与水污染控制原理、难降解有

毒有害污染物的物理化学去除与生物降解和高级化

学氧化、水质净化的高效生物和絮凝反应器、废水的

无害化与资源化、清洁生产等方面取得了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

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随着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公众环境保护意

识的提高，跨世纪的环境化学任重道远。无论是控制

或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还是从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人体健康、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等各个方

面，环境化学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环境监测，大

气复合污染的化学机制、污染评价与防止对策，水体

中复合污染及土壤多介质污染机制研究，有毒化学

品生态效应及危险性评价，内分泌干扰物质的筛选，

污染控制原理，环境修复技术等诸多领域，环境分析

化学，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化学，污染生态化学，污

染控制化学等分支学科都面临着挑战和良好的发展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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