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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创刊 ４０ 周年纪念专题之一

环境化学发展之管见

庄乾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化学科学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环境化学是研究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效应及其污染控制原理和方法的科学，
是化学科学的重要分支和环境科学的核心学科。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放在

非常重要的位置，党中央对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环境化学的研究工作不但立足世界科技前沿，又满足国家重大需求，
同时与经济建设和人民健康密切相关，是典型的同时满足“四个面向”的学科。 近年来，环境化学面向

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前瞻、创新、交叉、应用，在污染防控、生态建设、人民健康

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 为了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环境化学学科发展提出的新需求，让环境化

学科学研究深度对接“四个面向”，切实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污染与控制问题，环境化学应重点

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一、重视基础研究

环境化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国家重大需求，更存在瓶颈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一支

高水平的环境化学基础研究队伍。 虽然环境化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国际地位逐步显

现，一些研究工作已经由“跟跑”逐渐向“并跑”乃至“领跑”转变，然而我国环境化学的学科实力总体仍

不够强大，难以全面满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 环境化学工作者应该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在
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足功夫，瞄准国家需求，大力开展重大环境问题驱动下的基础研究，为生态文

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加强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是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环境化学在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只
有积极与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生物医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特别加强与化学学科的交叉融合，
从分子层次研究环境污染、控制、放射、辐射、毒理与健康等问题，环境化学才能在认识环境污染规律和

解决重大环境问题中取得新的突破，推动环境化学学科在攸关国家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若干重要交

叉领域取得原创性成果。

三、聚焦“真实环境”
环境化学以服务国家需求为目标。 十九大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建设进入新时代，实行最严格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 在防治措施上，新《环保法》、《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的陆续出台实施，这将帮

助中国取得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推进我国早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环境化学需要针对我

国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关键污染与控制问题，进一步凝练学科前沿与重大科学问题，要以“真实环境”为
研究对象或研究介质，加速中国所面临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关注“介质协同”
区域环境质量问题已成为改善民生的重大国家需求，多介质环境复合污染是当前环境科学领域的

重大科学问题。 区域环境质量问题与水、土、气、固废等介质不可分割，大气中的污染物沉降会加重水体

污染，污水和污泥中释放的恶臭气体、生物气溶胶以及温室气体等多种污染物会对空气环境造成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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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土壤农业面源污染及固体废弃物中的污染物可以挥发进入大气或通过雨水进入水体。 因此，区域环

境问题的解决核心是跨介质复合污染的协同治理与控制。 这表明我们进行环境问题的研究时，不应该

只局限于单一环境介质，更应对不同环境介质污染物的界面行为与跨介质迁移转化给予更多的关注。

五、突出“量”的概念

污染物浓度的高低与存在量的多少，是衡量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 环境污染指自然的或

人为的向环境中排放某种物质而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对环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产生危

害。 环境的任何污染，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健康，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环境污染的程度与污染持续

时间。 因此，环境化学不仅要揭示环境中污染物的种类、含量、赋存形态和迁移规律，为制定环境质量标

准，进行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提供定量数据支撑，还需要甄别污染物来源、研究污染物环境生态和人类健

康危害机理，为环境污染有效预警、防控及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离不开对污染物

“量”的深入理解与精确管控。

六、强化人才培养

环境化学创新是基础，人才是关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
我国环境化学领域高水平的研究人才相对缺乏，实践经验证明，一个学科的强弱与该学科拥有的优秀人

才数量密切相关。 环境化学要积极为青年学者搭建一个健康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他们的创新意识

培养、科学问题凝练、瓶颈问题解决和学术道德建设起到引导效应，鼓励青年学者敢于探索，开展具有创

新性、独立性、独特性的研究工作，把优秀的年轻人推选出来，使他们尽快成长、成才。 通过优秀人才的

培养带动创新团队的建设，形成有国际影响的研究队伍。

七、注重学风建设

学术道德是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是学科立足之本。 学风不仅关系到国家学

术进步和科技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们对科学研究的信任和支持，影响到学术界的形象和尊严。 科学研

究既需要学者献身科学的志向追求，更需要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环境化学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

术氛围，致力于建立追求卓越的学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