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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新闻 出 版 署 关 于 2019 年 全
国 统 一 换 发 新 闻 记 者 证 的 通 知》（国 新 出
发〔2019〕39 号）的 文 件 要 求 ，我 社 对 持 有
新 闻 记 者 证 人 员 资 格 进 行 了 严 格 审查，现
将拟换发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如下：

李瑞农 陈廷榔 陈谦 黄冀军 朱育漩
陈婉 孙浩 张倩 张秋蕾 雷英杰
丁瑶瑶 程梓桐 张聪 吕望舒 刘晶
宋杨 谢佳沥 廉伟 陈妍凌 王玮
闫海超 宗建树 张辉 文雯 刘晓星
童克难 刘海涛 查玮 邓佳 班健
杜宣逸 李贤义 高楠 李维 王亚京
王琳琳 徐琦 黄勇 徐小雪 张黎
方芳 王奎庭 马新萍 姜妮 刘蔚
严文 原二军 霍桃 邢飞龙 史小静
汪震宇 刘秀凤 赵娜 张楠 徐卫星
张春燕 江滨 陈媛媛 崔煜晨 李莹
欧阳近人 张 蕊 朱智翔 李景平 肖成
梁隽 岳植行 郑红艺 董若义 李涛
喻妙 余桃晶 张铭贤 张林霞 张兴林
魏然 王轶慧 梁雅丽 昌苗苗 崔万杰
黄慧诚 钟奇振 晏利扬 王璟 范晓黎
王双瑾 杨涛利 杨晓娣 李莉 潘骞
李曙东 肖颖 安世远 蔡新华 孙秀英
吴玉萍 高岗栓 蒋朝晖 郭文生 杨爱群
季英德 周雁凌 钟兆盈 周迎久 王小玲
刘立平

公示时间：2020 年 3月 4日至 3月 13日
新闻记者证核发办公室举报电话：010—

83138953
新闻记者证换发期间，旧版新闻记者证

继续有效使用。待新版记者证全面启用后，
旧版新闻记者证将全部作废。

中国环境报社
2020年3月3日

中国环境报社换发新闻记者证
人员名单公示

2020 年 2 月 28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淡水
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2020 年版），这是我国
第一个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吴丰昌院士和有关专家就基准的出台意义等
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作为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委员会的主任
委员，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
基准？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自己的生态环境基
准？这对新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有什么重要
意义？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吴丰昌院士：生态环
境基准是在特定条件和用途下，环境因子（污染
物质或有害要素）对人群健康与生态系统不产
生有害效应的最大剂量或水平，不考虑社会、经
济及技术等方面因素，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生态环境基准研究以环境暴露、毒性效应
和风险评估为核心，揭示环境因子影响人群健
康和生态安全客观规律。从揭示客观规律看，
生态环境基准具有普适性，由于自然地理和生
态系统构成等方面的差异，也会使这种客观规
律呈现一定的地域特殊性。大家从刚刚发布的

《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镉》可以看
到，由于推导方法、关注物种的差异，不同国家、
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的镉水质基准也
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美国于 1980 年、1985 年、
1995 年、2001 年和 2016 年，对淡水水生生物镉水
质基准进行了 5 次修订。1980 年发布淡水水生
生物镉水质基准时，短期水质基准推导纳入了
29 个物种的急性毒性数据，长期水质基准推导
纳入了 13 个物种的慢性毒性数据；2016 年基准
更新时，短期水质基准推导纳入了 101 个物种的
急性毒性数据、长期水质基准推导纳入了 27 个
物种的慢性毒性数据。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各国、各地区应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生态环
境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准研究。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15 条提出：“国家
鼓励开展环境基准研究”，为建立健全国家生态
环境基准体系、推动生态环境基准工作健康发
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
化及其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要求的不断提高，研究
制定符合我国生态环境特征的生态环境基准，不仅
是制修订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评估生态环境风险以
及进行生态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
是构建国家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基
石。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国家生
态环境基准也将适时修订和更新。

问：2019 年 10 月 29 日，国家生态环境基准
专家委员会在京成立。会议提到，近期，国家生
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将主要围绕生态环境基
准体系顶层设计，以及生态环境基准的研究计
划、质量管理、转化应用等方面，组织开展研究
工作。在此，我们想请您谈谈对国家生态环境
基准体系的认识，以及“十四五”期间，国家生态
环境基准专家委有什么样的工作安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吴丰昌院士：生态环
境部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基准工作。2017 年以
来，发布了《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组
建了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陆续发布
了一些基准制定技术指南，近日又发布了我国
首个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初步形成顶层设计、技
术规范、基准值有序衔接的生态环境基准管理
链条，但这些工作距离满足生态环境管理工作
的实际需要还远远不够。

国家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基准管理工作的目
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生态环境管理能力和水
平 ，这 是 一 项 需 要 长 期 持 续 推 进 的 基 础 性 工
作。国家相关法律和政策中虽然有一些支持开
展生态环境基准工作的规定，但还停留在原则
性和指导性层面，具体实施需要顶层设计，加快
确立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国家战略、现状和趋势，分
析所有可能的管理和技术模式给出答案。有了
清晰的目标蓝图，从规划布局到实施落地才能
做到有目标、有层次、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

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是连接环境
科研与环境管理之间的桥梁，是生态环境基准
研究、汇总、评价的智库。我国在环境科学、毒
理学、生物学和风险评估等方面都开展了大量
研究，下一步，专家委员会将对此进行全面回顾
和系统梳理，在掌握与生态环境基准密切相关
研究底数和分布的基础上，从大气、水（淡水、海
水）、土壤等方面，提出“十四五”国家生态环境
基准工作的规划建议，全面推动国家生态环境
基准体系建设。与此同时，专家委员会将持续
跟踪国际科研新动向和前沿研究进展，积极汲
取先进经验和做法，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提
出我国生态环境基准重点研究方向和内容，供
决策部门参考，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基准科研和
管理水平向“国际一流”水平迈进。

问：国家生态环境基准涉及很多内容。我
们注意到，紧随《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
之后，生态环境部又相继发布了《淡水水生生物
水质基准—氨氮》《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苯
酚》《营养物环境基准—中东部湖区》三个征求
意见稿。作为起草我国第一个国家生态环境基
准的专家，想请您介绍一下，从这几个基准入手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白英臣研究员：我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共有109
项指标，其中24项是基本项目，在水生态环境管理
和保护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随着水生态环境
的精准、精细化管理要求，水质标准也需要适时修
订，而基准是标准修订的重要科学依据。镉、氨
氮、营养物（总磷、总氮）都属于基本项目，苯酚
是基本项目中挥发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选择镉、氨氮

和苯酚 3 个污染物入手制定我国水生态环境基
准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污染物的代表性。
这 3 个污染物分别代表了重金属、常规污染物和
有毒有机污染物，不同水质环境因子对这 3 个污
染物生物毒性影响不同，基准推导方法上也有
差异，可为后续基准的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二
是数据的充分性。相对于其他污染物，这 3 个污
染物的淡水生物毒性数据比较充足，研究基础
较好；三是这 3 个污染物均属于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的基本项目，可为制/修订我国地表水水质
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湖泊富营养化是全球水环境面临的严峻问
题之一，湖泊营养物基准是对湖泊富营养化进
行评估、预防、控制和管理的科学基础，总磷和
总氮是湖泊营养物基准的核心指标。美欧等国
家和地区已基于区域差异制定了相关基准。我
国湖泊营养物基准研究始于 2007 年，经过十多
年的系统研究，在参考美国湖泊营养物基准制
定技术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适合我国湖区特
征的湖泊营养物基准制定技术方法。我国湖泊
营养物基准拟按中东部湖区、云贵湖区、东北湖
区、内蒙湖区、新疆湖区、青藏湖区和东南湖区 7
个分区制定，《湖泊营养物环境基准-中东部湖
区》（征求意见稿）最先完成，后续几个分区基准
正在制定中。

问：《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
镉》介绍了基准推导方法及使用的数据。我们
注意到，基准推导过程中使用了大量来自国外
实验室的毒性数据。而且，后续征求意见的《淡
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氨氮》《淡水水生生物水
质基准—苯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了
解一下，这样推导出来的基准值能够反映我国
生态环境特点吗？我国制定的基准值与其他国
家相比有什么不同？这对我国水质标准制修订
有什么样的参考作用？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白英臣研究员：淡水
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推导过程中，需要尽量吸纳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方法学上讲，不需要
区分一个物种的数据是来自国内实验室还是国
外实验室，只要该物种在我国流域水体中广泛
分布，数据获取规范可靠就可以使用。

《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2020 年版）
所用数据主要来自英文毒性数据库和中英文文
献数据库，共纳入 1137 篇中英文文献和 7907 条
毒性数据库数据，依据《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
技术指南》（HJ 831-2017）进行筛选、剔除和质
量评价后，获得可靠数据 344 条数据用于基准制
定。涉及 65 种淡水水生生物，基本代表了我国
淡水水生生物区系特征，涵盖了草鱼、鳙鱼等我
国淡水水生生物优势种。

后续征求意见的《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
—氨氮》《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苯酚》，也是
在根据我国淡水水生生物区系特征，充分吸纳
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推导的，这是基准
方法学决定的。当然在新时代，随着我国基础
科研逐步加强，也期盼我国实验室和学者能为
我国生态环境基准研制，乃至世界各国生态环
境基准制定，提供更多的可靠数据，因为这反映
了一个国家基础科研水平。

我国发布的淡水水生生物镉水质基准和其
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导方法不同。根据《淡水水生生物
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HJ 831—2017），我国
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制定采用物种敏感度分布
法，这是目前多数国家采用的方法；美国则一直
采用毒性排序法，加拿大还用过评价因子法。

其次，涉及物种不同。刚才已经介绍了，我
国《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2020 年版）推
导过程涉及 65 种淡水水生生物，包括本土物种、
国际通用且在中国水体中广泛分布的物种、引进物
种，涵盖了草鱼、鳙鱼等我国淡水水生生物优势
种，基本代表了我国淡水水生生物区系特征。
国外基准制定是不可能以我国物种为基础的。

第三，水体硬度不同。水质参数是影响镉
毒性和水质基准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酸碱
度、盐度和有机碳等水质参数对镉的毒性影响
较弱；水体硬度对镉的毒性影响较大。根据我
国地表水水体硬度（以 CaCO3 计）分布特点，我
们 将 水 体 硬 度 划 分 为 50 mg/L、100 mg/L、150
mg/L、200 mg/L、250 mg/L、300 mg/L、350 mg/L
和 450 mg/L 八个等级，分别给出短期和长期镉
水质基准。

此外，《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
镉》（2020 年版）在给出基准值的同时，也提供了
保护 5%，10%，25%，50%，75%，90%，95%物种的
物种危害浓度，便于管理者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进行决策参考。

问：《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的发布，
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基准从无到有，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接下来，我们想请两位副主任委员
分别谈一谈，在加快推动我国大气环境基准、土
壤生态环境基准研究方面，有什么样思考和建
议？“十四五”应重点解决哪些问题？工作方向
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清华大学 贺克斌院士：大气环境基准是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制定的科学依据，世界卫生组
织、欧美国家所发布的准则和标准，均有相应的
基准研究作为支撑。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我国大气污染严重，组成、来源和形成机理复
杂，但相关的生态和人群健康风险研究积累少
且 起 步 晚 。 我 国《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基本参照 WHO 的《空气质量准
则》（2005）制定，制订依据多为 2000 年前欧美流
行病学和毒理学研究结果，缺乏我国自己的数
据支持。近年来，随着我国大气科研的强力推
进，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但仍存在缺乏系统性和
完整性等问题。

“十四五”期间，我认为：国家层面上，应围
绕我国大气环境保护的需求，在全面分析我国
大气污染特征及其科研进展的基础上，建立一
套适用于我国的大气环境基准体系，同时开展
大气环境基准制定的相关基础科学研究。主要
有以下几点：

一是评估国际现有大气基准或准则值在我
国的适用性。总结我国大气环境、大气污染对
人群健康及生态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欧
美发达国家大气基准制定方法学，系统分析我
国大气污染物的环境特征、暴露水平、社会经济
等因素，评估国际相关基准在我国的适用性。
同时，综合评价我国现有研究对大气生态基准
工作的支撑情况。

二是完成我国的大气环境基准体系的顶层
设计。充分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及世界卫生组织
等大气基准的研究经验，结合我国大气环境特
点和管理需求，建立一套适用于我国的包括大
气生态环境基准框架和配套理论方法的大气生
态环境基准体系，出台大气生态环境基准制定
的技术指南，开展大气环境基准制定的相关基
础科学研究。

三是选择代表性大气污染物，开展大气环
境基准研究。基于我国大气环境特征，结合暴
露和风险评估，筛选符合我国大气环境特点的
基础目标污染物清单。选择具有制定基准条件
的代表性大气污染物，建立数据库，编制大气生
态环境基准科学评估报告，为我国制修订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和大气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骆永明 研究
员：土壤生态环境基准是科学制定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的依据。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土壤
污染防治法》第十二条提出“国家支持对土壤生
态环境基准的研究”。我国土壤类型复杂多样，
土壤生态环境基准研究起步、基础薄弱，“十四
五”期间迫切需要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点：

一是构建我国土壤生态环境基准框架和方
法体系。要立足国际科学前沿，充分借鉴欧美
发达国家在土壤生态环境基准研究方面的经
验，结合我国土壤环境特点和管理需求，制定符
合我国实际的土壤生态环境基准框架和方法体
系，为系统开展土壤生态环境基准研究提供理
论指导和方法学基础，尽快出台土壤生态环境
基准制定相关技术指南。

二是推动关键参数本土化。土壤生态环境
基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基于风
险评估的理念，采用模型进行基准值推导，模型
的参数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样的模型，代入不
同的参数，则会推导出截然不同的基准值，参数
准确与否直接决定了基准值的科学性。而目
前，基于我国实际的本土化参数严重缺乏，部分
关键参数仍采用国外的参数值，给基准推导带
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参数的本土化是一项
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

三是开展我国土壤生态环境基准分区、分
类、分级研究。我国土壤类型复杂多样，土壤理
化性质千差万别，土地利用方式和需要保护的
敏感受体也不尽相同。因此，迫切需要基于我
国国情开展土壤生态环境基准分区、分类和分
级的研究，提高我国土壤生态环境基准研究的
科学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为我国土壤生态环境
标准的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问：这次机构改革，全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管
已经纳入生态环境部工作范畴。您是国家生态
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长期从
事海洋环境保护的专家，关于海洋环境基准工
作，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王菊英研究员：全
国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已经纳入生态环境部工作
范畴，包括拟订和组织实施全国及重点海域海
洋生态环境政策、规划、法律、标准等。在防止
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海洋环境质
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海洋
生物质量》（GB 18421—2001）等国家标准的作
用最为基础，应用最为广泛，在海洋环境的规
划、监测评价、污染治理，保护公众健康以及保
障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等的监管中均发
挥重要作用。

海洋环境基准是制定海洋环境质量标准的
科学依据，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海水环境基
准的研究在我国极为薄弱。我国 1997 年修订实
施的《海水水质标准》，主要依据日本、前苏联及
欧洲等国的水质标准和美国的水生态基准，在
说明现行海水水质标准可为我国海洋环境中大
多数水生生物提供适当的保护方面，我们缺乏
充分的科学证据。为适应新时代我国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与管理的需求，建议在海洋生态环境
基准领域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海水水质基准研究，构建国家海
水水质基准/标准方法学体系。组织涉海高校、
研究所形成合力，共同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基准
研究工作，研究建立适宜我国海洋生物区系、可
操作性强且符合国情的海水水质基准的方法学
体系，制定并发布海水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

二是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环境质量基准和
标准体系。2018 年，根据机构改革方案组建的
生态环境部，将原来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统一起来，为解决陆海环境质量标准不衔接这
一难题带来历史契机。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环
境质量基准和标准体系，将在合理开发利用海
洋资源、建立人海和谐关系以及保障公众健康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重视营养盐基准研究。美国和欧洲均
提出了各自的海洋营养物基准，而我国海洋环
境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氮和磷，近年来出现了低
氧和酸化等新型环境问题，由于营养物的区域
背景、来源、危害形式和基准确定方法等都明显

不同于特征污染物，因此需要加强营养物基准
的研究。

四是支持海洋沉积物质量基准的相关研
究。由于政策及技术等方面问题的复杂性，建
立沉积物基准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极具挑战
性的工作，建议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开展相关
研究，为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技术
支撑。

五是构建海洋基准支撑体系。以具有我
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的不同营养级的生物作
为目标靶体，全面系统地开展优控污染物生态
毒理学试验，加强海洋生态毒理学能力建设，
建立具有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的海洋生态
毒理学数据库。

问：您长期从事生态环境基准研究工作，
想请您结合自身经历谈谈体会，特别是对下一
步国家如何推动生态环境基准工作有哪些具
体的建议？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王子健研
究员：环境基准是环境质量标准的科学基础，
环境质量标准是环境质量管理的科学基础，环
境基准是科学管理的具体体现。制定环境基
准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如水质学、生态毒理
学、毒理学、管理科学、环境分析化学等。由于学
科研究在不断发展，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
逐渐深化，导致基准必须“与时俱进”，用新的研
究方法和新获取的数据来更新基准推导方式
和基准的定值。例如，美国地表水标准中的保
护水生生物的氨氮基准分别在 1999 年和 2013
年分别做过 2 次修订，欧盟环境质量标准指令
则明确要求每 5 年更新一次标准的指标。我国
的基准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势头非常好，
成立了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形成了
一支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的研发团队，开
展了一些污染物的基准研究。对下一步推动
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工作，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全面系统推进以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的管理体制建设，打通生态环境基准、生态
环境质量标准和生态环境质量管理之间的联
系。建议在《国家生态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
行）》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基准的定位、框架结
构、研发内容及其与质量管理之间的联系。当
前需要重点考虑的有：国家和地方层面基准/
标准架构、如何筛选需要研制环境基准的污染
物，基准值的定值方式，如何将基准转化为具
有法规依据的标准并用以支撑当前和未来的
环境质量管理。

二是进一步扩大基准研发队伍。尽管我
国环境科学和工程研发团队很大，但是基准研
发所必需的生态毒理学和毒理学的研究队伍
还较小，专业从事综合性很强的基准工作的研
究团队更少。下一步工作中，应进一步以国家
重点实验室为核心，广泛吸收我国在生态和环
境基准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青年才俊，加入到
生态和环境质量基准工作中来，形成合力。要
形成一个可操作的工作机制，为社会力量加入
基准工作提供方向和目标，加强国家环境基准
专家委员会下各工作组的能力建设，设立或组
织申请相关项目和课题，通过多种形式培养或
培训一批专业人才。

三是充实、丰富本土化数据类型和数据
量，建立具有自主产权的国家级数据库。制定
基准的基础是科学的数据，包括污染物的物理
学性质、环境分布与归趋、对生物的毒性和毒
理，以及与疾病相关的各种健康数据。和部分
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自己产出的数据量非常稀
少，尤其缺乏生态毒理学测试方法标准和先进
的计算毒理学手段，针对我国代表性本土生物
和我国特定人群的数据更是凤毛麟角。客观
地说，我们的基准定值是在国外数据库的基础
上完成的，距离独立自主制定自己的基准还有
相当的差距。当前需要做的事包括：尽快形成
一批以我国本土代表性生物为基础的毒性毒
理测试方法标准或规范和数据质量保证方法，
建立一个能够支撑基准研发的基础数据库和
证据权重方法，鼓励科研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
开发本土化的测试数据，加强计算毒理学方法
研究和数据填空方法的研发。

问：作为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委员会的委
员，您如何看待我国生态环境基准工作的发
展？您希望如何参与到相关工作中来？

北京师范大学 夏星辉教授：首先，我很荣
幸能够成为国家生态环境基准委员会的委员。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基准研究与发达国家
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虽然这个差距正在逐步缩
小，主要体现在缺乏适合国情的生态环境基准
制定理论方法体系，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不能
满足环境管理需求，制度保障、管理平台、队伍
建 设 和 成 果 应 用 方 面 还 面 临 很 多 问 题 和 挑
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我国生态系
统、人群环境行为模式特点，制定适合国情的
生态环境基准体系非常必要，特别是管理层面
上要制定相关的制度，加强应用性研究。

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是连接环境科
研与环境管理的桥梁，应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
智囊、规划和指导作用，助推国家生态环境基
准工作的协调发展。应从长远和全局角度来
谋划开展生态环境基准工作，做到甄别、汇总
有实用价值的生态环境基准研究成果，支持管
理部门制修订环境质量标准以及管控环境风
险。面向广大科研机构和人员，要把握研究方
向，提出明确的重点研究领域和任务，引导推
动科技力量，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实际需求。

作为一名国家环境基准专家委委员，我希
望能够借助委员会这个平台，为推进国家生态
环境基准工作出一份力。与其他委员一起，就

生态环境基准研究、制定与生态环境管理面临的
难点和热点问题等进行研究，对相关基准的研究
制定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为环境标准的制修订
提供决策依据。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水环境，希望能将水环
境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水生态环境基准的
制定。水环境中的污染物有多种形态和多种赋存
方式，尤其是有机污染物的赋存形态直接影响了
其生物有效性和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因此建立有
机污染物的生态环境基准有一定的难度，我国在
这方面的工作也一直欠缺。我希望能为有机污染
物生态环境基准的制定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以使
相关基础研究工作能够切实为我国的生态环境管
理服务。

问：生态环境基准是多学科长期科研成果的
集成，随着科技进步不断更新。如何推进这项工
作健康有序发展，同时让社会各界充分、准确认识
生态环境基准的意义和作用？

成都理工大学 蒲生彦教授：生态环境基准是
生态环境标准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构建
国家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的重要基石，在推动
环保科技进步、支撑生态环境管理以及维护公众
健康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进这项工作健
康有序发展的核心就是保证基准的科学性、真实
性、可靠性和权威性。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基准工
作的持续推进，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我们必须
抓住当前的有利契机，积极提升内力，壮大队伍，
提升素质，创新方式方法，引导社会各界充分、准
确认识生态环境基准的意义和作用。

一是加快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科学实用
的生态环境基准技术支撑体系。生态环境基准涉
及大量的基础性工作，跨越多个学科，牵涉众多领
域，对数据搜集与筛选、现场调查、实验室操作、模
型和参数选择、统计分析、质量控制与评价，结果
审核等多个关键环节应予以统一规范，这既是支
撑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和风险管控的重大需求，也
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研究课
题。开展多学科、多层次、综合性的研究活动，发
挥研究成果在生态环境重大决策、科学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

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基准信息数据的标准化，
保障成果的有效整合和共享。生态环境基准的研
究和制定是一项非常严谨的工作，研究的是机理
性的问题，需要做大量的科学研究、数据的分析和
采集。核心数据内容不统一，数据定义格式表达
不一致，标准化信息能力跟不上，不仅影响研究结
果的可靠性，还极大地限制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
整合利用和共享。对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
同部门、不同学科产生的大量基础数据的综合利
用，是生态环境基准制修订工作的突出特点和重
要任务。

三是结合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搭建国家生
态环境基准资源共享平台。我国尚未建立能够支
撑生态环境基准研究的基础数据库和共享平台。
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推进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
建议统筹考虑生态环境基准工作对资源共享、信
息标准化、信息技术开发的需要，充分利用专家委
员会的资源优势、专家学者的专业优势以及现代
传媒的传播优势，搭建国家生态环境基准资源共
享平台，及时向社会各界提供最新进展，推动研究
成果有效服务于生态环境管理需要。

专家解答《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镉》（2020年版）有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