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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色透明液体，不溶于
水，溶于乙醇、乙醚、氯仿、苯等多数
有机溶剂。化学性质相对稳定，常温
下不易受空气及光的影响，长时间沸
腾则脱氯。易燃，遇明火、高热或与
氧化剂接触，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其
爆炸燃烧产物中包含有毒的氯化氢。

作用及用途 1940 年 ~1960 年
间，氯苯大量用于生产滴滴涕。1960
年后，滴滴涕逐渐被高效低残毒的农
药所取代，氯苯的需求量日趋下降。

如今，氯苯用途依然广泛，可用于生
产苯胺、杀虫剂、酚，制造油漆、橡胶助
剂和快干墨水等。氯苯还是制造染
料和许多农药的中间体。

健康危害 氯苯对人体中枢神
经系统有抑制和麻醉作用，对皮肤和
黏膜有刺激作用。

氯 苯 对 环 境 有 较大危害，对水
体、土壤和大气均可造成污染。不过，
由于氯苯具有很强的挥发性，水和土
壤中的氯苯会很快挥发到空气中。

又称四氯甲烷，为
无色透明油状液体，具有醚样气味，
微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剂。易挥
发，不燃烧，遇火可分解为二氧化碳、
氯化氢、光气及氯气。

作用及用途 四氯化碳可用作
麻醉剂、驱虫剂、染发剂、干洗剂等。
现代工业生产中主要用于制造二氯
二氟甲烷、二氯氟甲烷和三氯甲烷；
也用作油漆、脂肪、橡胶、硫磺、树脂
等的溶剂，以及有机物的氯化剂、香
料的浸出剂等。

健康危害 四氯化碳被列为“对
人类有致癌可能”一类的化学物，可
经呼吸道、皮肤、消化道侵入有机体。
它在体内代谢较为迅速，吸入 48小时
即不能在血液中查出。若产生接触，
一般在组织中的含量比血液中高。

接触四氯化碳的浓度与频度，影
响其作用部位及毒性。高浓度时，首
先是中枢神经系统受累，随后累及
肝、肾；低浓度则主要表现肝、肾受
累。乙醇可促进四氯化碳的吸收，加
重中毒症状。

对 环 境 存 在 污 染 风 险 的 项
目 ，选 址 距 离 的 确 定 通 常 有 3
种技术方法：安全防护距离、卫
生 防 护 距 离 和 大 气 环 境 防 护
距离。

安全防护距离 主要是指在
发生火灾、爆炸、泄露的安全事故
时，防止和减少对人员伤亡、中
毒、邻近装置和财产破坏所需要
的最小安全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 主要是指装
置或设备无组织排放源，排放污
染物的有害影响从车间或工厂的
边界至居住区边界的最小距离。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主要是
指为保护人群健康，减少正常排
放条件下大气污染物对居住区的
环境影响，在项目厂界以外设置
的环境防护距离。

防护距离的主要作用是为无
组织排放的污染物提供一段扩散
稀释距离，使其到达居住区最近
边界时，有害污染物浓度符合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等的有关规定限
值，不至于影响长期居住区人群
的身体健康。

为减少污染工程对学校、居
民区等环境敏感区域的影响，国
家规定，针对新改扩建项目，大气
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 300 米，
项目厂界大气环境防护距离之内
不应有长期居住的人群。

为防范意外发生，石油化工
等企业应采用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减少污染的清洁生产工艺和
设备，加强管理与设备维护，最大
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无组织排
放量。

毒地是指危害人体健康及生态环
境的地块，一般是因为从事生产、贮存、
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迁移、突
发事故等造成的。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被称为“棕地”，其特点是土地被开发
过；之后被闲置或者遗弃；会造成环境
污染等。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
中逐渐出现了大量被污染的土地，污染

物来源主要是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
化有机污染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的危害途
径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间接途径是通
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
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
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此次常州曝光的污染地块，经检
测，土壤、地下水中含有大量氯苯、四氯
化碳等有机污染物。

江苏省常州外国语学校近日被曝
学生出现不良反应，有皮炎、湿疹、支气
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等症状。有家长怀
疑这与校旁的农化厂污染地块有关。
一份项目影响环评报告中显示，这片地

块土壤、地下水中含有氯苯、四氯化碳
等有机污染物，以及金属汞、铅、镉等重
金属污染物。

这些污染物危害几何？土壤污染都
有哪些修复方法？本期应知加以解读。

什么是防护距离？

新闻眼
知识堂

毒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途径

他山之石

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身体出现异常 毗
邻
毒
地
，危
害
几
何
？美国：早在 1980 年，美国就明确了

由污染土地的原使用者承担大部分清
洁费用的原则，依据“超级基金法”，向
石油和化工巨头征收化工税，用于清理
泄露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2002
年，又颁布了《棕色地块法》，将污染责
任和现在的开发商分开，再通过折价，
让开发商有获利空间，促使社会资本介
入棕地修复。

英国：采用多种方法来处理受污
染的土壤，其依据的基本原则是清除
污 染 源 、移 除 受 污 土 地 、阻 断 污 染 扩
散路径。对于重金属污染，通常采用
降低金属离子活性的方法（阻断污染
扩散路径）、土壤清洗法、填入垃圾填

埋场，随后要对地下水施以监测式自
然 衰 减 法 。 降 低 金 属 活 性 的 方 法 包
括 ：固 化 或 稳 定 化 处 理 ，一 般 用 于 重
金 属 污 染 ；原 位 修 复 ，用 于 固 化 核
废料。

日本：1877 年，日本枥木县发生铜
矿山公害事件，成为世界上发生土壤污
染的最早记录。之后，日本不断完善法
律法规。1970 年，日本颁布《农用地土
壤污染防治法》，将镉、铜、砷指定为特
定有害物质，此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环境
标准和法律法规。2002 年，颁布《土壤
污染对策法》，使得污染治理由被动行
为转为主动行为，对日本土地污染问题
的改善发挥了很大作用。

发达国家如何治理？

污染土壤的修复方法
污染土壤修复包括对现场的评估、

调查、选择清理方案、设计并实施清理
工作等阶段。现有的土壤修复技术包
括换土法、化学修复、生物修复、电修复
和热修复等。

新鲜土壤替换污染土

换土法是用新鲜未受污染的土壤
替换或部分替换原污染土壤，以稀释原
污染物浓度，增加土 壤 环 境 容 量 。 换
土法又可分为翻土、换土和客土 3 种
方法。翻土是深翻土壤，使聚集在表
层的污染物分散到土壤深层；换土是
把 污 染 土 壤 取 走 ，换 入 新 的 干 净 土
壤，适用于小面积严重污染土壤的治
理；客土是向污染土壤内加入大量的干
净土壤，覆盖在表层或混匀，使污染物
浓度降低。

化学溶剂清洗重金属

化学修复是借助能促进土壤环境
中污染物溶解或迁移的化学溶剂，在重
力作用下推动淋洗液注入被污染的土
层中，再把含有污染物的溶液从土壤中
抽提出来，进行分离和污水处理的技
术。如用表面活性剂或有机溶剂清洗
土壤中的有机污染物等。

利用电场分离污染物

土壤电修复是一种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的新兴土壤修
复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在被污染土壤
两端加上低压直流电场，利用电场的迁
移力，将污染物迁移到一端电极室，从
而使污染物得到分离。

加热蒸发有害物质

热修复是利用污染物的热挥发性，
采用加热的方法将汞或蒸汽压大的有
机物从土壤中解吸出来的一种方法。
其工艺简单，可以运用现有成熟技术，
但能耗过大，操作费用高，且只适用于
易挥发的污染物。

微生物修复很有效

微生物修复主要利用原土壤中的
土著微生物，或向污染环境补充经过驯
化的高效微生物，在优化的操作条件
下 ，加 速 分 解 污 染 物 ，修 复 被 污 染 土
壤。它的成本低于热修复及化学修复；
不破坏植物生长所需的土壤环境；污染
物降解比较完全；对低分子量的污染物
去除率可达 99%以上；可原地处理，操
作简单。

相关图书推荐

我们要的是吃和吃好
◆王琳琳

在阅读《明日的餐桌》一书之前，
笔者曾经在小范围内做了一个调查，
问题是“你是否 认 为 天 然 来 源 的 维
生素比合成的维生素在某种程度上
更 健 康 ”，被 问 到 的 人 性 别 、年 龄 、
职 业 、身 份 多 有 不 同 ，但 答 案 却 都
惊 人 地 一 致 ，在 他 们 的 观 念 中 ，确
实认为天然来源的维生素比合成的
维生素要健康。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然”认定
事物好坏的心态，也出现在了转基因
的身上，甚至人们会谈转基因色变，认
为转基因作物威胁环境生态，危害人
体健康，并且最终危及人类伦理。在
这样的心态下，看到《明日的餐桌》一
书，估计很多人会产生把它从手里扔
出去的冲动。因为这本书支持转基
因，认为转基因和有机农业相结合，是
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保持生
态平衡的关键方式。它虽然没有直接
明示有机农业和转基因结合能为农业
提供所需的一切改进，但是也旗帜鲜
明地指出了有机农业和转基因都将在
未来的粮食生产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没有必要相互责难。

如果是其他谈论转基因话题的作
品，可能会被质疑专业性是否足够。
但《明日的餐桌》一书，两位作者很具
权威性，一个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植物病理学教授、著名的植物抗
病研究专家帕梅拉·罗纳德，另一个是
从事有机农作物种植 30 年的美国加

州有机农业认证机构的总裁拉乌尔·
亚当查克。他们根据各自擅长的领
域，操刀了作品的不同章节，最后又合
写了“解构晚餐”一章。

奥尔多·利奥波德曾经提出大地
伦理的概念。从那时起，土地和人类
的关系就进入人们的思考范围。什么
是土地？什么样的粮食是合乎伦理
的？什么样的生产是合乎伦理的？这
些问题困惑着人类，也随着农业因人

类科技不断发展进步而逐渐工业化、
科技化愈演愈烈。

转基因作物是工业化农业的高级
阶段，但并不合乎人们惯常接受的生
态伦理。很多人认为，转基因问题首
先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商业问题、社会
问题、政治问题和环境问题。必须把
转基因问题从科学问题的狭小范围中
提出来，才能看清转基因问题。

这正是《明日的餐桌》的奇妙之
处。一位有机农场主，一位植物遗传
学家，本应该“水火不容”的两位，为何
会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和平共处？他
们是怎么就对方的领域达成共识的？
追寻这些让人好奇的答案，是阅读《明
日的餐桌》的最大冲动。

作者的逻辑是这样的，有机农业
的起步及发展史，每一步都与植物科
学的进展密切相关。在科学家看来，
在生物防治中利用细菌才能控制和减
少害虫，植物抗病育种、杂交技术，其

实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转基因技术，而
今大多数所谓的非转基因农作物，也
都带有因植物育种、基因调整而赋予
的抗性基因。如果追溯到更早，就会
发现，在农业史上，农民惯常地从野生
和栽培植物中刻意选择及改良具有理
想特性的植物，也是频繁的基因迁移、
改良、重组的结果。

书中还大篇幅介绍了转基因的好
处，对比了拒绝转基因、使用农药带来
的危害。作者表示，转基因技术可以
增加作物的营养成分、增强抗病性、提
高产量，还可以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
潜在的不良影响，减少农药使用，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

可以说，《明日的餐桌》很好地对
转基因进行了普及化的阐释，无论最
终是否接受转基因，都能让读者增加
对它的认识。至于能否达到相互理解
和支持，则需要对话与交流，消除误解
和偏见，消除消费者和科学家之间的
认知隔阂。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像相信有机
农业一样相信转基因。因为有机农业
带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环境友好、可持
续，并且安全、健康。事实也的确如
此，有机农业对解决传统农业的环境
恶化问题有帮助，还能回收利用有机
废弃物，改良农作物品种。

目前，我们正面临严峻的粮食安
全、生态危机等问题，而且至今没有找
到解决方式。期待着如同伊甸园一般
的原教旨主义的自然耕作方式是不现
实的，有机农业还撑不起未来粮食需
求的大梁，转基因仍面临各种各样的
问题。也许，我们得以一种开放的态
度面对传统农业、有机农业以及转基
因，期待每位参与到转基因工程、有机
农业、传统农业中的实践者，可以全身
心地投入自己所操持的内容，为“吃和
吃好”而殚精竭虑。

因为对于公众来说，最需要的和
最关心的不是别的，是吃和吃好。

书名书名：：《《明日的餐桌明日的餐桌》》
作者作者：：［［美美］］帕梅拉帕梅拉··罗纳德罗纳德

拉乌尔拉乌尔··亚当查克亚当查克
译者译者：：蒋显斌蒋显斌
出版社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出版时间：：20162016 年年 11月月

小链接

氯苯

四氯化碳

《改变生活的新饮食方式》是销量高达
300 万册的《一座小行星的饮食》姊妹篇。
作者走访世界各个角落，探寻人、食物与地球
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以及食物资源匮乏的
解决之道。这趟旅程以食物为出发点，通
过见识不同的文化、气候与饮食习惯，以及
对食物和社会的用心观察，发掘新的世界
观。作者认为以农业、食物为出发点的可
持续生态观，是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与
转变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作者：［美］弗朗西斯·摩尔·拉佩 安娜·拉佩
译者：林言 雨辰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1月

□ 图书简介

《生态农场纪实》记述的是一个科研性生
态农场的实践之路，从中折射出中国 30 年的
社会变化给传统农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一群
科研工作者放弃空谈，进行了关于生态农业
的实践。他们用数据呈现给我们一个令人振
奋的成果：生态农业不仅能彻底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还能让退化的生态环境休养生息。
农业是立国之本，只有解决了农业和农村问
题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蒋高明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5月 1日

□ 图书简介

《转基因食品：天使还是魔鬼》汇集了当
前关于转基因争论的主要观点、争论，讨论了转
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转基因粮食对国家粮食安
全的影响、转基因作物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跨
国生物公司的掠夺、转基因专利陷阱、转基因主
粮推广过程中公众的知情权等问题，旨在启发
读者关注这一问题，了解转基因食品的知识和
相关争论，进而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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