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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中。党的十九大将“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治
党治国的基本方略。

特别是“十三五”以来，随着国家
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
建设，生态环境科技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和事业发展的“春天”。

新形势，新引领，新发展。环科
院及时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
的发展 思 路 ，“ 十 三 五 ”伊 始 ，根 据
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求和生态
环 境 部 统 一部署，启动了新一轮科
技体制改革，优化“基础研究——技
术支持（应用研究）——技术服务”三
大板块设计，搭建“前店后厂”的支撑
模式——以管理决策机构为“店”，科
研机构为“厂”，围绕改善环境质量的
布局开展科研工作，实现环保科技创
新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解决科研与
管理脱节的问题，增加环保科技产品
的社会性。不断创新人才激励机制，
提高科研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以支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构建
生态环境科技“四梁八柱”为主体，18
个中心为框架的，结构优化、布局合
理、高效精干、能打硬仗的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团队。

2011 年 10 月，科技部批准在环
科院建设环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
重点实验室，是生态环境系统第一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我国环境基准与
风险评估领域的研究搭建了高水平
的科研平台；2016 年 6 月，国家发改
委批准建设湖泊水污染治理与生态
修复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2017 年，
按照原环境保护部统一部署，由环科
院牵头，采用 1+X 模式，联合全国优
势科研力量，成立了国家大气污染防
治的攻关联合中心，2018 年，继续组
建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
研究中心。已建成国家环境保护重
点实验室 8 个，正在建设国家环境保
护科学观测研究站 3个。

环科院紧密围绕生态环境部中
心工作，开展二级单位机构优化整合
调整，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气所、

水所、生态所改革，新组建湖泊环境
研究所、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研究中
心、土壤与固体废物环境研究所、环
境政策与战略环评研究中心等，加强
海洋环境、农村环境等领域的科技布
局，基本形成对污染防治攻坚战七项
标志性重大战役和四个专项行动的
全面科技支撑布局。

积极构建国际交流平台，国际合
作覆盖全球五大洲，已与美、日、英、
法、德等 19 个国家的环境科研机构
和高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气环境、水环境、
机动车污染控制等多个领域全面开
展了合作。同时，在环境外交工作中
积极发挥智库作用，在生态环境部国
际司的指导下执行一批国际合作履
约配套项目，协助国际司为生态环境
部部长级对话及各业务司国际合作
提供支撑。

环科院 40 年发展实践表明，始
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保障生
态环境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指路明
灯。也只有始终紧密围绕国家环境
保护中心工作，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牢牢把握“环境科技的人民性”，提升
全院的平台化、国际化、产业化、规范
化、信息化水平，以解决老百姓面临
的突出环境问题为己任，开展科技创
新和支撑工作，才能为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做出应有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

面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关键
期、攻坚期、窗口期”三期叠加的新形
势,环科院将高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怀揣美丽中
国梦想，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全面提
升平台化、国际化、产业化、规范化、
信息化水平，努力建设国际一流、全
球知名的环境科研院所，着力打造中
国生态环境保护高端智库，全力以赴
打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科技铁
军，为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懈
奋斗。 童克难

与时代同行 以生态环境科技实现美丽中国蓝图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建院 40 周年纪实

四十载 栉 风 沐 雨 ，四 十 载 春 华
秋实。胸怀天下、克己为民的一代
代 环 保 人 ，以 保 护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为 己 任 ，用 求 知 激 情 和 前 瞻 视 野 ，
不 断 探 求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共 生 之
道。他们从不曾停下脚步，只为心
中的绿色家园。

一张老照片，将记者带回到改革
开放初期的北京——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以下简称“环科院”）所在的

“大羊坊”。听名字就知道是当时“货
真价实”的农村郊县。

几 座 板 房 孤 零 零 的 矗 立 在 野
外 ，周 围 蛇 虫 肆 虐 ，回 顾 当 时 的 场
景 ，大 家 都 由 衷 地 感 叹 ：“ 生 活 条
件 虽 然 艰 苦 ，但 是 这 里 气 象 宏 大 、
前 途 可 期 ，值 得 为 明 天 而 努 力 奋
斗。”

如老一代环保科技工作者所言，
从 1978 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和煦春
风成立，到如今逐渐成为国家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智库和环保科技人才
库，40 年风雨兼程，环科院紧紧围绕
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始终与国
家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协力同行、共生
共长。

一代代环科院人面向国家生态
环境保护战略需求，牢牢把握生态环
境科技人民性，着力开展创新性、基
础性重大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致力于
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决
策提供战略性、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科
技支撑，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
生态环境问题的工程技术与咨询需
要，伴随和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的发展历程。

边基建 边科研
1978-1995

《1978—1985 年 全 国 科 学 技 术
发展规划纲要（草案）》首次将“环境
保护与污染综合防治技术”列入国家
科技攻关计划。至此我国生态环境
科技创新发展拉开了新的序幕。

对 于 环 科 院 的 发 展 而 言 ，1980
年 5 月 24 日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时 间 节
点。正是在这一天，环科院的建设与
发展纳入国家基建重点项目。彼时
的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刚刚起
步，环科院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这一历
史任务，艰苦创业，白手起家。边建
设、边科研，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生态
环境科研体系。

在环境容量研究方面，环科院成
立后，在刘鸿亮院士的带领下，率先
在沱江及深圳河开展水环境容量研
究，并组织开展“主要污染物水环境
容量研究”等攻关课题，在水环境容
量基础理论和应用方面取得多项成
果，有力支撑了我国水质规划与总量
控制工作。任阵海院士主持开展了
沈阳、太原、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大
气环境容量研究，实现区域大气环境
容量的科学准确测算，为保证大气污
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
了重要支撑。

在大气光化学污染研究方面，
1981 年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保
局下达“兰州西固地区光化学烟雾污
染规律与防治研究”项目，王文兴院
士、唐孝炎院士、任振海院士都参加
了攻关研究。这次联合会战是我国
首次在区域性范围内将大气化学与
大气物理相结合的大规模同步观测
的现场研究，也是首次将现场研究与
室内外烟雾箱的模拟实验研究相结
合，支撑大气污染治理科学决策，为
其 他 城 市 治 理 大 气 污 染 提 供 了 先
例。该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在酸雨 控 制 研 究 方 面 ，环 科 院
先 后 承 担“ 六 五 ”攻 关 重 点 科 研 课
题“我国酸雨的来源和影响及其控
制 对 策 ”、“ 七 五 ”科 技 攻 关 项 目

“ 华 南 地 区 酸 雨 来 源 、影 响 与 控 制
对 策 的 研 究 ”、“ 八 五 ”科 技 攻 关 项
目“我国酸沉降时空分布规律的研
究 ”，课 题 组 长 均 由 王 文 兴 院 士 担
任。探明我国酸雨分布情况，解析
酸雨来源与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
控制对策。酸雨研究成果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作为中国最高的环境科学研究
机构，必须在完成国家科研任务的同
时培养一大批科研骨干和引进新技
术新设备。但当时的国家经济相对
落后，进口设备不但消耗大量宝贵的

外汇，而且由于国外对我国技术封
锁，很难得到先进设备。1988 年，环
科 院 自 行 研 制 成 功 HK-11 型（环
科 -11）多 普 勒 声 雷 达 用 于 大 气 探
测。经中科院、解放军总参、空军、民
航、北大的专家鉴定，一致认为达到

“国内首创，国际先进”水平。日本京
都大学在与环科院开展联合观测时，
坦承 HK-11 的性能优于他们从美国
重金定制的相控阵天线多普勒声雷
达。多普勒声雷达是环科院的一把
宝刀，曾多次参加重大环境科研项
目，用于大城市的环境规划，在多个
重大科研项目里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在生
态环境保护研究方面的投入力度不
断加大。1985 年，环科院在联合国
开发署提供的部分援助下开展大气
环境风洞实验楼 建 设 ，于 1991 年 2
月 建 成 通 过 验 收 。 环 境 风 洞 实 验
主要用于模拟大气扩散、预测大气
污染状况，是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工
作的一种较先进的实验手段，该风
洞 的 建 设 有 效 提 升 了 我 国 大 气 环
境 科 研 水 平 。 环 科 院 与 日 本 国 立
公害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在
湖 泊 环 境 等 领 域 开 展 合 作 研 究 ，
1995 年，中日两国政府建成中日友
好环保中心公害防治技术部，以公
害 防 治 技 术 部 6 大 模 拟 装 置 为 平
台 ，开 展 了 中 日 JICA 项 目 等 多 期
技 术 合 作 计 划 ，扩 大 了两国环境科
研人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环境科学
研究和实用技术的发展。

这一阶段，我国在积极探索环境
管理办法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环境管理八项制度。上述攻关成果，
以及京津唐地区环境保护与生态平
衡问题研究、“环境保护技术政策”蓝
皮书编制等，奠定了中国环境管理基
本制度的科技基础。

环境标准是国家环境政策在技
术方面的具 体 体 现 ，是 行 使 环 境 监
督管理的主要依据。建院以来，环
科 院 还 承 担 了 大 量 的 环 境 保 护 标
准管理的技术支撑工作，同时也承
担 了 一 大 批 环 境 保 护 标 准 的 起 草
编 制 工 作 ，为 我 国 形 成 两 级（国 家
级 和 地 方 级）五 类〔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污 染 物 排 放（控 制）标 准 、环 境
监测类标准、环境管理规范类标准
和环境基础类标准〕的环保标准体
系提供了有力支撑。1986 年，原国
家环保局规划标准处、水处组织调
查 会, 调 查《地 面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3838—83）执 行 中 的 问
题 。 该 标 准 与 水 域 功 能 无 紧 密 联
系, 级 别 偏 少, 不 能 适 应 多 种 功 能

大发展 大跨越
1996-2012

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十一五”
期间《国家科学与技术中长期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的正式发布。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科技
进步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九五”初
期，环科院积极调整科研结构，建立环保
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解决了“吃
饱”的问题。在国家财政收入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环科院人不畏艰辛，迎难而
上，攻坚克难，继续开展环境科技攻关，
环科院进入了全面提升、跨越发展的新
阶段。

《规划纲要》将环境列入“重点领域
及其优先主题”，给环科院的快速发展带
来了机遇。

2005 年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环科院启动了学科优化设置工
作。经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批准，设立
大气环境研究所、水环境研究所、生态环
境研究所、环境工程技术研究所、环境安
全研究中心、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
中心等 6 个二级科研机构，共 18 个学科
领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和管
理支撑能力。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的形势和需求，
在不断巩固水环境、大气环境、生态环
境、土壤环境、环境规划与管理等传统优
势学科的同时，积极拓展学科发展方向。

在国内率先成立固体废物污染控制
技术研究所，为国家铬渣污染综合整治
行动、三峡库区固体废物清理、汶川特大
地震灾后环境安全评估与应对措施、日
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销毁的环境保护等
国家重大专项行动和突发事件中的固体
废物清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开创化学品管理学科，支持全国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全国汞污染排放
源调查等国家重大专项行动。

开拓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研究领
域，组建环境工程评估学科，为污染源削
减和全过程控制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奠定基础。

国家环境主管部门根据环境管理需

求，基于环科院人才、技术和平台的积
累，依次分离成立了环境规划院、环境工
程评估中心和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
术中心，成为生态环境部的直属单位。

如果说开展科技体制改革，增强了
科技创新活力，那么科研平台的逐步完
善，则大幅提升了生态环境科研实力。

“十一五”以来，环科院科研能力建
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仪器设备等固定资
产 投 入 由 2006 年 的 0.93 亿 元 增 加 到
2012 年 的 3.71 亿 元 ，科 研 平 台 趋 于 完
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

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公害防治技术部
建设日益完善，建成分散型污水处理装置
技术验证试验系统、大型室外光化学烟雾
模拟实验系统、颗粒物环形标定风洞、汽车
发动机排放性能监测系统、燃油品质与添
加剂性能评价系统、大型可控试验温室和
土柱模拟实验系统等多套设施。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环境
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现加剧发展的趋势，
跨入 21 世纪后，国内一度被“有水皆污”
的形势困扰,当年发生的太湖水污染事
件导致江苏无锡停止供水,震惊全国。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 年)》,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被纳入科技重大专项，旨在为我国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
支撑。环科院共牵头水体污染控制与治
理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13 个，课题 59 个，
在流域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境
管理等领域开展了技术和集成创新。

为支撑环境质量改善，环科院主持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4
个，在湖泊富营养化、酸雨沉降、现代城市
病水环境基准等领域取得创新性和前瞻性
成果；主持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重大课题和课题研究，在区域
性、复合型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强化污染全过
程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提高传统污染防治技术
水平等领域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承担的国家
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在有机类工业废水预处理
和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关键技术取得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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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期环科院 科研人员在野外取样

类 别 的 要 求 ，三 级 标 准 值 基 本 上 接近
保护人体健康和水生生物的毒理学要
求，但并非全部地面水水域都需要如此
高 的 水 质 。 在 王 扬 祖 副 局 长 亲 自 指
导 下 ，环 科 院 成 立 了 以 夏 青 研 究 员 为
组 长 的 标 准 修 订 工 作 组 ，参 考 美 国 环
境 标 准 手 册 、美 国 水 质 基 准 及 其 评 论
及英联邦、联邦德国等 10 余个国家的

标 准 资 料 进 行 分 析, 确 定 了 分 功 能 区
进 行 标 准 修 订 的 思 路 。《地 面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GB3838-88）变“ 标 准 分
级 ”为“ 标 准 分 类 ”，实 行 高 功 能 类 别
高 标 准 保 护 ，低 功 能 类 别 低 标 准 保
护 ，这 一 分 类 管 理 思 想 延 续 至 今 ，形
成 水法规定全国水功能区管理的基本
格局。

破；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在
陆地石油开采生态风险评估与污染
控制、新农村建设城乡环保统筹等领

域创新突破瓶颈技术制约，提升了产
业竞争力，很好地支撑了生态环境保
护和环境管理决策工作。

老一代环科院科技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