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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李远军

(西昌学院 生化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摘 要】本文阐述 了化学与环境质量的辨证关系
,

化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以及政府部门的历史责

任
。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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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愈来愈受到极大的破

坏
,

各种自然灾害接连发生
,

如洪水
、

干旱
、

气温升

高
、

河流及土壤被工业三废和生活垃圾污染等造成

动植物死亡和人类生产
、

生活的巨大灾难
。

环境质

量受到科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

坚持科学发展观
,

实

现可持续发展是化学工作者的职责和任务以及政府

部门的历史责任
。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

1 无沉积
、

无回收
、

无危害

在美国每年要抛弃几百万吨废旧塑料
,

大部分

直接丢人海洋
。

事实上
,

美国每年倒进海洋的固体

垃圾达一千万吨
,

仅商船抛人大海的废物就有 6
.

6

百万吨— 这些垃圾足以填满 44 万个教室川
。

许多人认为塑料垃圾最终是全分解的
,

事与愿

违
,

这种分解可能需要 50 年之久
。

在这段时间里许

多垃圾会发生聚集
,

海洋环境特别敏感的一个问题

—
塑料垃圾浮于水面

,

被海生动物误认为海蛰或

其他食物
,

此外
,

每年丢人海洋的塑料渔具就有 巧

万吨
,

海洋动物会被卷缠在这些塑料垃圾里
。

在北

极圈内可看到另一个讨厌的问题
,

即那里的垃圾不

断聚集
,

因为该地的气温非常低
,

生物降解作用被抑

制 T `” 。

化学家们采取重大步骤来减轻这个苦恼的问

题
,

挽救的办法在于塑料本身的结构
。

塑料是高聚

物
,

是石油化工制品
。

它们由重复的分子团长链组

成
。

化学家已找到几种方法来改变塑料分子结构
,

使

这些分子能适应环境的要求
。

一种方法是在高分子

链的一定距离之间添加光敏基团
,

用这种高聚物制

成的塑料暴晒在阳光下
,

光敏基团就吸收辐射而使

高聚物在此断裂
,

然后 自然界断开其余部分
,

这些小

碎片容易进行生物降解
。

速变的塑料 ( Per st o)
、

可光

解的塑料
,

把酮基加入普通的高聚物 (如聚丙烯或聚

乙烯 )而制成的可光解材料是特别有意义的
。

这些酮

代高聚物在人工光线照射下是稳定的
。

而在光的短

波范围内如太阳光照射下就能发生光解反应
。

另一

种方法 是把长的塑料分子剪裁得合符 自然界的要

求
,

即引入一些基团
,

使它适合某些微生物的 口味
,

这些微生物能使长分子链断裂为小碎片
。

利用 以上

这些改革
,

我们的塑料垃圾难题
,

有朝一 日是能解决

的
。

每个社会都试图自备充足的食品和住宅
,

以及

一个有益健康的环境
。

当这些基本需要得到保证时
,

注意力便转向对舒适和方便的追求
。

所有这些愿望

能得到满足的程度决定了生活的质量
。

然而一般来

说
,

由于这种或那种质量的取得很容易以牺牲其它

方面为代价来实现
,

因而需要作出抉择
。

今天
,

我们

发现要获得更丰富的消费品和能源以及满足人 口流

动性的愿望是同保持一个有益健康的环境相抵触

的
。

当代一个重大的问题是
: 面对世界人 口 日益增

长
,

人 口不断集中 (城市化 )和生活水准不断提高
,

我

们应如何保护环境川
。

环境退化及其所伴随的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和生

态系统的破坏
,

并不是一个新现象
。

有史以来
,

一直

就有关于人类干扰环境的记载
,

下水道污水处置问

题始于城市的诞生
。

收稿日期
: 200 6 一 05 一

30

作者简介
:

李远军 ( 1 9 6 5 一 )
,

男
,

副教授
,

主要从事化学教学及科研工作
。



西 昌学陇学报
·

有从科学板 第 2 0 春

虽说我们可以稍感慰籍的是
“

环境污染
”

并不是

一 种发明
,

但是
,

全球人 口一直有增无减
,

而城市发

展甚至更快些
。

人均消费量和能源使用量还在不断

增加 污染问题还在 日趋显著
,

人们也正在认识周

围世 界中的某些微妙的相互作用
,

发现以前未曾注

意到的次级效应
。

许多环境干扰已开始全球规模出

现 诸如
:
印度博帕尔和意大利塞韦常发生的那些

偶然工业事故提醒人们
:
所需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

,

可能需要 妥善处置大量有潜在危险的原料物质
。

悲

惨的博帕尔事故突出说明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

此事

发生 于 一个被饥荒困扰的国家
,

而用这些有毒物质

制造的产品却可以增加食物的年供应量以拯救成千

卜万个生命
` , ,

、
、

保护我们环境的有效战略是
: 需要充分的知识

和适 当的 r 解 我们必须回答下列问题
;

①在我们的空气
、

水
、

土壤和食品中
,

存在着哪

些潜在的有害物质?

②这些物质来自何方 ?

③有何方案— 代用品和改变生产工艺— 能

缓解或消除已知的问题 ?

④某物质的危险程度与接触程度的依赖关系如

何
`

! 在那些可用的改进提案中我们应如何做出选

择
`

了

显而易见
,

在解决前三个重要问题方面化学家

可以起核心作用
。 ,

要了解在环境中存在哪些物质
,

我们就需要分析化学家发展越来越灵敏
,

选择性越

来越高的分析技术
。

为了对污染物质溯本求源
,

我

们也指望分析化学家们经常与气象学家
、

海洋学家
、

火山学家
、

气候学家
、

生物学家及水文学家
、

农业学

家开展合作研究
,

起到侦探的作用
、

寻根求源可能

需要从化学 L详细了解在污染源与最终有害或有毒

之间发生的各种反应
。

因此
,

解决方案的制定需要

全面的化学知识
。

如果由于 DD T 能在环境中长期存

在
,

而不能用它来降低全世界因疟疾引起的死亡率
,

那么能合成出哪些既可同样有效地拯救生命
,

但又

可以自发分解的物质呢 ? 如果我们必须使用较低的

能源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要
,

那么能开发出哪些催

化剂和新工艺来避免使目前烟煤电厂的酸雨与致癌

物排放问题的恶化?

因此
,

我们的社会如果想要及早警报环境危害

的出现
,

想 r 解该种退化的根源
,

想选择经济上可行

的解决方案
,

就必须保证化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

其

它学科也能做出各自独特的贡献
,

但没有哪个学科

能比化学起到更核心
、

更重要的作用
。

第四个问题则

是医学界
、

毒理学家和流行学家的研究领域
)

这些学

科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
社会已认识到在能使某些

危险减少到何种程度和社会 为达到此种程度需付出

的代价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

医学界必须琢磨有关物

质的危险知识
,

诸如大气中的铅
、

饮用水中的氛仿
,

奶汁中的放射性银
,

工作场所中的苯及家庭中的甲

醛等等
。 “

某一类物质可能具有致癌性
” ,

这种定性说

法再也不能令人满意
。

我们必须能根据若限制使用

该类物质将会损失哪些利益来权衡危险与代价之关

系
。

而我们必须能把这些危险与由于 自然界本身而

言已存在的哪些危险加以比较
。

更重要的是
,

社会无

能力支付超额费用来消除一切危险
,

因为
,

随着期待

的危险程度趋于零
,

费用将会陡增至无穷大
。

最后
,

在各种解决方案之间做 出抉择的工作必须移交国家

机关办理
。

化学家及其他有关科学家在此肩负着特

殊而且重要的信息责任
。

每一项政治决定都应得到

最好的
、

最客观的和最有效的科学资料
。

2 把检测变成保护

一切环境保护战略均应 立足于真实的危险域

值
,

以及我们在某有害物质的存在量远未达到该域

值之前就将其检测出的能力
。

化学家必须不断提高

分析技术
,

从而
,

即使在远低于该危险域值的低微浓

度就监测出来
,

那么在必须采取严厉纠正行动之前

早就能监测到该有毒物质的存在
,

当可能做到这一

点时
,

我们就会发现
: 可以把检测和保护等同起来

遗憾的是
,

新闻媒介
、

公众以及我们的政府机构

经常把检测和危险混为一谈
。

这是 由于人们通常误

认为
: 一种在某特定浓度下可证明有毒的物质

,

在任

何浓度下都将是有毒的
。

有无数实例证明这种认识

一般是不真实的
。

试看 C O
,

这种无时不存在于大气

中的化合物
,

其浓度超过 10 0 0 p p m 时才达到有危险

的毒性
,

而且只有长期接触浓度超过 10 PP m 时才认

为具有不 良的健康效应
。

然而
,

我们决不能得出必须

从大气中完全消除 C O 的结论 ! 这样做将是愚蠢的
,

也是不可能的
,

因为我们生息繁衍于一个总是含有

很容易检测 C O 的 l pp m 的 自然大气中
。

显然
,

我们

的任务是决定应 当在已知毒性域值和已知安全范围

之间的哪一点上开始采取净化措施川
。

这样早期检测使人们有时间做出关于来源趋势

和将要适时采取纠正措施的水平的慎重决定
L

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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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检测就是保护

。

关于污染物的来源
,

运动和归宿的结论都取决

于充分的环境监测
,

无论该问题是酸雨
、

是全球气候

变化
、

是臭氧层破坏
、

还是有毒废弃物处置
。

某些消

费巨额资金的
,

有关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资源质量

的决策
,

有时就是根据不充分和不准确的环境情报

做出的
,

用以补救由过去的无效战略引起的危险的

应急计划 (如
“

预算外拨款
”

项 目 )是很费钱的
,

最佳

的未来投资方向应当是长远基础环境科学和监测技

术
,

这样才能避免去依赖那些费钱的补救计划
。

提高环境监测效果需要改进监测手段
。

面临的

挑战是要测定以痕量水平存在于含有很多无害化合

物的复杂混合物中的某一特定化合物
。

即改进灵敏

度
。

选择性分离
、

采样
,

准确度
、

速度及数据解析
。

例

如遥感技术— 红外光谱法
。

几种激光技术一吸收

法
、

相干拉罗法
、

双激光法
。

以确定环境成分的化学

状态为 目标的研究日益重要
。

例如
: Cvlr 有毒

,

C尸
`

毒性很小
,

而且对于某些生物系统
,

它很可能是生命

必需的一种痕量元素
。

四氯二嗯英 ( 22 种不同结构 ) 有一种结构形式

对试验动物的毒性比另一种结构形式高一千倍
。

这些实例说明那些能鉴别潜在污染物的化学形

式以及数量的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

化学法
、

色谱法及

质谱法都属于可用于此类研究的强有力手段
。

2
、

3
、

7
、

8一四氯二嗯英有毒

那么使用模式识别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

必

定有助于进行有价值的解释
。

应当对环境数据的组

织
、

贮存和收集给予注意
`, ’ 。

层
,

厚度大约只有 3 m m
。

此外 0
。

破坏机理是以链式

反应为基础的
,

一个污染的
、

能破坏数千个 0
3

分

子
。

例如
`4 ’

N O 进入同温层便发生重要的链式化学反应

环化循催

ù

1
李
l
少3 同温层中的臭氧

在二十多年前人们才认识到
:
同温层被污染

,

部

分保护性臭氧层可能受到破坏
。

这种似乎很不可能

的说法已经有很多科学证据
,

而且已变成全球性潜

在的严重环境问题的最好实例之一
。

这个问题还能

充分显示化学在其了解
、

分析和解决问题方面所起

的核心作用
。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同温层化学? 同温层中的臭

氧是能吸收和阻挡对生命有毒的太阳短波紫外辐射

的天然滤波器
。

同温层是介于约 10 km 一 5 0 km 高度

之间一个无云
、

干燥
、

寒冷的区域
,

其中的空气在垂

直方向上混合很慢
,

但在水平方向上混合得很快
。

结果有害物质一旦进人同温层
,

就不会在那里停留

很长时间
,

而且会迅速跨越国界和海洋绕地球分布
,

使该问题成为真正全球性的问题
。

我们的臭氧屏障

大量衰减
,

会导致到达地表面的危险紫外辐射增

加
。

臭氧层很容易被受干扰
,

在同温层中
,

臭氧是一

种痕量成份
,

其最大浓度时
,

0
3

也只占空气分子的

百万分之几
。

假设在 0
。

浓缩并常压下环绕地球一薄

N O + 0
3

斗N 0
2 + 0

2

O + N 0
2

升N O + 0
2

0 + 0
3

升 0
2 + 0

2

N O
、

N O
:

未被消耗
,

每一个完整的循环中都再

生
,

每个循环的效应都是减少一个氧原子和一个 0
3

分子
,

现已确定为臭氧破坏的主要机制
。

大批超音速飞机在同温层中飞行
,

尾气留下的

NO
、

N 0
2 、

N Z
O

,

核爆炸也产生很大量的氮氧化物等

等
。

后来 ( 19 74 年 )又提出了人为的污染
,

例如
: C -F

C一
, 、

C r
Z
C 1

2

(氟里昂 )
。

从最初对问题的认识
,

化学家就起了领导作用
。

4 减少酸雨

酸雨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更为显著的空气质量问

题之一
。

酸性物质以及导致形成酸性物质的化合物
,

是在燃烧矿物燃料来发电和提供运输时生成的
。

这

些物质主要是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衍生而成的

酸
。

这些物质也有一些天然来源
。

例如雷电
、

火山
、

生

物物料燃烧和微生物活动
,

但除了罕见的火山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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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这些天然来源同来自汽车
、

电厂和冶炼厂的排放

气相比
,

是相当小量的
。

在某些地方
,

偶而观察到降下的雨水像醋那样

酸
。

酸雨影响的程度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主题
。

对湖

泊和河流 中水生物的危害是最初人们注意力的焦

点
,

但现在已认识到
,

对建筑物
、

桥梁和设备的危害

是酸雨的另一些代价高昂的后果
。

污染空气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是最难以定量确定的
。

受到最大危害的是那些缓冲能力很差的湖泊
。

花岗岩 (酸性 )地层上的湖泊容易受到直接危害
,

因

为雨水中的酸能溶解 lA 和 M n
这些金属离子

,

这些

能引起植物和藻类生长量的减少
,

还会引起鱼类种

群的衰败或消失
,

还会引起植物的破坏
,

直接影响从

叶片到根 系

能防止污染物排放的化学洗气器是可能的补救

办法之
「
、

5 防止气候变化
:温室效应

为寻求食品
、

消费品
、

家庭供热以及供给工业

社会的能源
,

我们已经使大气中很多痕量气体的浓

度增加了
。

其中有些痕量气体吸收太阳能
,

并将其转

变成热量
,

最终可能引起具有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

全

球变暖
,

结果可能是
:
极冰融化造成洪水泛滥

,

良田

沦为沙漠以及最终出现饥荒
。

能截留太阳能的气体
,

宣传得最多的是 C 0
2 ,

但
N :

()
、

C H 4

及其它气体增加所产生综合效应可能也等
于 C O

:

的效应
。

用以减少其它污染物排放的方法不适合 C O : 的

情况
,

因为矿物燃烧和生物物料的燃烧所产生的
C O

Z

数量是巨大的
。

在这一方面
,

碳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具有重大意义
,

但量的增加
,

无疑是有很大的影

响
。

总之
,

保护环境与我们的化学是紧紧联系在一

起的
,

没有化学
,

就没未来环境的概念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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