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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第六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专辑序言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２４日，第六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在上海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外近
１７００名专家学者莅临大会，成为我国环境化学研究继往开来，快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参
与者。

环境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核心。环境污
染对健康所造成的危害已经成为本世纪各国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民众共同关注的热点
问题。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重大需求始终是环境化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上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全球化、城市化对环境产生了强
烈冲击，在许多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环境
问题，如复合污染，大面积水体富营养化，大型或超大型城市及城市群的空气污染，土壤和
地下水污染，室内空气和食品污染以及内分泌干扰物、持久性有毒污染物、药物和个人护
理用品等新型污染物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据统计，目前已有的化学品多达１０００多万种，
但每年还有上千种新的化学品和材料被合成、生产和应用，它们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危害。尤其是持久性有毒污染物（ＰＴＳ）排放的不
断增加和人们对ＰＴＳ认识的不断深入，使得ＰＴＳ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和难点
问题。许多新型污染物对环境及健康的影响机理尚不清楚，给相关控制和管理措施的制
定特别是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带来极大困难。此外，ＰＴＳ污染物还呈现持久性、全球传输及
低剂量效应等许多复杂特征，需要探索和发展新的方法学和新技术手段。研究表明，污染
物的毒性往往不仅仅取决于其总量，且与其赋存形态及环境行为密切相关；环境中多种污
染物的同时存在将产生协同或拮抗作用。这些都使环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对环境化
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了有效地控制和削减环境污染物的存在水平，我
们必须首先了解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分布特征、环境过程与行为及其毒性效应，而这些正是
环境化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历程，我国环境化学与国际环境化学同步发展，都经历了１９７０年
以前的孕育阶段、１９７０年代的形成阶段、１９８０年以后的发展阶段。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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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正在迎接成熟阶段的到来。在过去的４０年中，我国环境化学工作者潜心为学，
硕果累累。几代科学家以国际学科前沿为导向，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己任，脚踏实地，
开拓创新。在环境污染调查、环境污染监测与控制标准、污染物分析方法体系、环境过程、
毒性效应和控制技术以及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然而，我们清醒地看到，环境化学涉及的内涵非常丰富，国家和社会需求十
分迫切，未来发展任重而道远。我国环境化学工作者一方面要通过相关研究解决国家重
大需求，为国家目标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原创性工作提高环境化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回顾近十年环境化学大会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见证和追踪
我们前进的步伐与足迹。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５—２７日，第一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浙江大学刘维屏

教授负责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１６２篇，实际参会近２００人。除大会报告外，近１００
人分４个分会场进行了口头报告。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０—１３日，第二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在上
海交通大学召开，上海交通大学贾金平教授负责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２５２篇，来自
国内外８０余家单位的２８０名代表参会。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４—７日，第三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
在厦门大学召开，厦门大学袁东星教授负责承办。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３１９篇，实际参会
３３０人，共有１３个大会报告和主题报告，包括ＥＳ＆Ｔ副主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Ｊｏｈｎ Ｃｒｉｔｔｅｎｄｅｎ教授有关能源与水环境方面的国际研究动态报告。与会代表的１３０多篇报
告在５个分会场里得到口头交流和讨论，３３位研究生在８场研究生论坛上展现了才华。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６—２９日，第四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在江苏省南京市江苏省会议中心举行，
会议由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联合承办，南京大学孙成教授负
责会务组织工作。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４００余篇，除大会报告外，有２００余名专家在６个
分会场做了口头报告。２００９年５月９—１２日，第五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在大连世界博览
广场召开，大连理工大学全燮教授负责承办。国内外１８０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１０００多
位专家和研究生参加大会。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７６０篇，除开幕式和７个国内外知名
学者的大会报告以外，还安排了５个分会场的１７０个分会报告。

近年来，我国环境化学研究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在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杂志
发表论文为例，２００３年，我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在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上仅发表１３篇论
文；到２００９年，发表的论文增加到１６０多篇，稳居全球第二。我国学者在环境领域发表的
ＳＣＩ论文不仅数量上升很快，引用率和影响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以ＰＯＰｓ研究为例，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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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年间，我国在ＰＯＰｓ领域发表论文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其引用率也
跃升到第二的位置，率先进入国际该领域研究的第一方阵。

第六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召开之时，正值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时维九月，春华秋
实。大会邀请到一批在环境化学及相关领域卓有建树的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做大会报告和
分会特邀报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Ｍａｒｉｏ Ｊ． Ｍｏｌｉｎａ教授以
墨西哥大都市大气污染为例，说明人类活动产生的黑碳、光化学反应形成的臭氧等也是影
响全球变暖的重要因素；美国工程院院士、ＥＳ＆Ｔ杂志主编Ｊｅｒｒｙ Ｓｃｈｎｏｏｒ教授报告了水的生
命周期循环中各环节消除污染物的技术方案，提出“废水”也是一种资源的新理念；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君石院士介绍了食品风险评估中的一些科学问题和引起公众对食品安
全误解的症结；北京大学陶澍院士阐述了利用耦合多介质过程的大气传输模型、表征源汇
关系的概率密度函数等，对我国多环芳烃的排放、迁移与暴露风险做了深入分析；中国工
程院院士、福州大学校长付贤智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Ｃｈｒｉｓ Ｌｅ教授和著名环境卫
生杂志ＥＨＰ主编Ｈｕｇｈ Ｔｉｌｓｏｎ教授分别就光化学降解技术、毒理与健康效应等方面做了精
彩的大会报告。会议学术交流内容丰富，除了大会报告之外，会议安排了２４个专场进行
学术交流。从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本届会议的学术交流已跨越环境化学学科，渗透到环
境科学基础研究的诸多领域。大气环境主题的相关论文有１００余篇，其中口头报告４９个；
土壤环境主题的相关论文有１００余篇，其中口头报告２８个；水环境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
有５００多篇，其中口头报告８９个；环境毒理学方面的研究论文３０８篇，其中口头报告６８
个；环境分析方面的论文１６５余篇，其中口头报告３８个。这些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国内
外环境化学的水平与发展趋势。

会议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环境化学讲座、海外专家专场、青年基金获得者专场、
研究生专场等都颇有新意，各具特色，场场精彩。会议组织的“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邀请
了ＥＳ＆Ｔ杂志主编Ｊｅｒｒｙ Ｓｃｈｎｏｏｒ教授、副主编江桂斌院士、ＥＨＰ杂志主编Ｈｕｇｈ Ａ． Ｔｉｌｓｏｎ
教授、ＪＧＲ共同主编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ｙｉ教授、ＡＥ共同主编Ｃｈａｋ Ｋ Ｃｈａｎ教授、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Ｂ
副主编Ｈｉｒｏｍｉ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教授、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杂志副主编Ｔｅｔｓｕｒｏ Ｍａｊｉｍａ教授、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副主编郭良宏研究员等１０位著名国际杂志的主编、副主编，为国内学者提供了
近距离与著名杂志主编接触和请教的机会。

本次大会的召开充分展示了我国环境化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了国际和我国环境
化学领域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也体现了本领域凝聚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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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育我国环境化学人才、促进国际交流、加速环境化学学科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
作用。

本次大会得到我国环境化学相关领域专家的热烈响应，共收到论文摘要１１６０篇。与
前五届相比，无论是参会人数还是收到论文摘要的数量都创造了历届大会的最高纪录。
为展现本届大会的学术成果，《环境化学》编辑部与大会组委会选择了其中部分与会专家
学者的３３篇论文编辑成册，以飧广大读者。由于编辑时间匆忙，在论文选择、编辑加工过
程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专辑的编辑过程中，本次大会的承办单位，特别是组委会负责人复旦大学陈建民教
授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环境化学》编辑部也在论文组织和编辑加工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此一并致谢！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我国环境化学学科的发展已经由“而立”跨过“不惑”，迈向
成熟与收获，其崇高的发展目标必定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实现。我们期待并确信，我国
环境化学研究将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创造新的辉煌！

２０１２年初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