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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图书杂谈

出现在离北京、天津及雄安新区不远的 17
万平方米工业废水渗坑，不是当地主管的环保
部门或地方政府发现的，而是由一个民间环保
组织发现，引起公众注意后，才触动了相关政府
部门的调查。

调查的结果竟然是两个农民的“杰作”。我
决不相信两个农民有那么大的能力制造出那么
多的废酸与废液，我也不相信这件事仅仅与这
两个农民有关，而没有其他官员与不法企业的
责任。因为地下水被污染了，首先应该怀疑有企
业向地下注入工业废水。

多年前，广州市准备清理一些河道淤泥，以
更好地解决河水黑臭问题。在清淤过程中，发现
某个河道的淤泥中含有高浓度的铬、镍等重金
属污染。而河道的岸边是高档住宅区与一些党
政机关，没有电镀企业。

查找历史，原来建国初，那片区域有小型的
军工厂，里面有电镀工序，当年的少量电镀废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道。工厂已关闭几十年了，
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河道淤泥中的重
金属仍清楚地诉说着几十年前的污染。

几年前，在广州周边地区，有几家小型电镀
厂找我，说希望能有既省钱又能环保过关的废
水处理方法。当我们提出处理方案后，他们还是
觉得太贵了，说是小电镀厂，生产产品就赚一点

点辛苦费，若废水处理、废气处理要花这么多
钱，就几乎不赚钱了。我就告诉他们，靠着污染
环境会赚一点钱，可将来要修复这些污染的环
境，你们这么多年来赚的钱全部赔上都不够。

这种恶劣的污染环境事件不是我国独有。上
世纪 70 年代，美国也发生过“爱河污染事件”。缘由
是一家化学公司在有防渗层的爱河河床上，用铁
桶放置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化学品废料，并将这
些废料填埋起来。几十年以后，该公司将这块土地
以象征性 1 美元的价格卖给当地社区，且在卖地
的合约里声明了地下埋有化学品。当地社区在其
上建了小学和居民点。由于铁桶在长时间贮存过
程中腐蚀，化学品从铁桶中漏出，导致土壤与地下
水污染，当地居民中有人发生皮肤过敏等中毒现
象。事件报道后，政府前后花了数亿美金、用了十
多年时间，才将该地区的地下污染清除。

再回到当下这个事情。发生大面积废水渗
坑，不可能短时间生成，应是多年污染形成。它
是一些黑心老板只顾自己赚钱、不顾社会公众
利益的结果；也是当地个别领导，在只发展当地
的经济、不关注环境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或只考
核经济发展指标，而没有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标
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相关人员故意睁只眼闭
只眼，放纵污染的结果。

我想问的是，这个大污水渗坑被发现了，全

国还有多少没有发现的渗坑、偷埋的危险化学
品？各地环保局及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该
主动地摸底排查，对管理区域内潜在环境污染
风险来个彻底了解。不要再等到被民间组织发
现了，才做应急处理，更不要等到已发生重大的
污染事故，甚至引起人员伤亡了，才采取行动。
要改变被动的、出现问题后的应急处置，应提前
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我认为，那些
以前污染了环境或偷埋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即使现在关门了，仍逃脱不了应负的责任。若能
主动报告相关部门，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可以
从轻处罚。若心存侥幸，等发生了污染事故，要
让其付出更加高昂的经济与法律代价。

所以，通过这次巨大废水渗坑的处理处置，
要让那些做过类似事的人明白，与其整天提心
吊胆担心东窗事发，还不如主动报告，清除“定
时炸弹”。

对环境污染问题，应采用终身负责制。无论
是企业主，还是当地的主管部门，决不能为了眼
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环境。
坚守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子孙后
代留下一方净土。

（http：//blog.sciencenet.cn/u/Taylorwang）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

（本版主持：温新红）

还有多少废水渗坑没被发现
姻汪晓军

网罗天下

耶罗岛：世界上最环保小岛
马志飞

在非洲大陆西北部的大西洋上，分
布着一片由 7 个小岛组成的岛屿群，名
为加那利群岛。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它
熟知，主要归功于中国台湾著名女作家
和旅行家三毛女士，她曾写过一篇《逍遥
七岛游》，将这 7 座小岛的美丽景色和风
土人情展现给我们。然而，由于身体和经
济上的原因，三毛在那次游历中放弃了
最西边的那个小岛伊埃萝，给我们留下
了无限遐想。

伊埃萝，现在被翻译为耶罗岛，2014
年 9 月 18~22 日在加拿大召开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第六届国际地质公园大会上，
它成功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耶罗岛究
竟有何特殊之处呢？

火山、地震、大滑坡

加那利群岛在大西洋中沿东西方向一
字排开，仿佛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而耶罗
岛是其中最小的那个，东西长约 29 公里，
南北宽约 16 公里，面积仅为 268.71 平方公
里。从上空俯瞰，它呈现出三边凹陷的三角
形，有点类似于不规则的心形图案。虽然加
那利群岛的七兄弟距离非洲大陆仅有 100
多公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隶属于远
在 1000 公里之外的西班牙。

在成因上，它们都属于火山岛，耶罗
岛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大约形成于 120
万年前。至今，该岛上依然保留着非常典
型的火山遗迹。据统计，该岛上有 500 多
个火山锥、70 多个熔岩洞穴及通道，可谓
研究火山的天然实验室。不仅如此，这里
的地质构造直至今天仍十分活跃，地震及
火山爆发时有发生。

2011 年 7 月 17 日，地震监测机构发
现，耶罗岛附近的地震活动明显增加，短
短的几十天之内，发生的微小震动就超过
了 4000 次，其中震级最大的一次为 4.3
级。频繁而密集的低级别地震正是火山爆
发的前兆。果然，在 10 月 10 日，西班牙国
家地理研究所通报消息称耶罗岛南部的
火山喷发了。喷发的位置位于耶罗岛南部
约 5 公里处的海底 1000 米以下。随后的
几天时间里，不断有气泡从海底冒出，海
水仿佛沸腾了一般，大片区域内都弥漫着
硫磺的刺鼻气味。为了安全，当地政府转
移了附近的部分居民，并暂时关闭了该区
域的港口，禁止船只和飞机通过。看到火
山如此巨大的威力，有人预测说这里将会
诞生一座新的岛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所谓的新岛并未露出海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耶罗岛的卫星地
图，会发现它北部存在一个明显的弧形
山脊，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学者研究后认
为，这是山体发生滑坡造成的后果。通过
钻探取芯等地质勘查手段验证，耶罗岛
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滑坡，其中最
近的一次距今约 15000 年，当时的滑坡
形成的堆积物总方量约 150～180 立方
千米。有学者认为，规模如此巨大的滑坡
曾引起一场海啸。

风力、水力、电力

耶罗岛气候温暖，四季气温变化不
大，属于亚热带气候，降水稀少，年平均降
水量仅为 170 毫米左右，与我国西北内陆
地区相当。传说在 15 世纪，西班牙探险家

第一次登上耶罗岛时，看到奇怪的一幕：
这里的原住民收集一棵大树上的水珠，不
仅可供生活饮用，还能灌溉农业。通过这
种方式采集的淡水不仅安全环保无污染，
而且能够循环利用。

当然，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事实究竟
如何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孤立的火山
岛而言，耶罗岛上没有油气资源，也没有
煤炭，如何获取能源和资源来养活岛上
的一万多人确实是个大问题。曾经有很
长一段时间，当地政府只能依靠油轮从
外地运送柴油到岛上，然后发电供千家
万户居民使用。

后来，人们设计了一套巧妙的发电系
统。基本原理是这样的：在耶罗岛的某个
高地上（海拔 700 多米）开挖出一个蓄水
池，在岛上的低洼处（海拔 50 米）再挖出
一个蓄水池，二者用管道连接起来，中间
修建一座水力发电站，然后在山上安装 5
套风力发电设备。当风大的时候，开动风
力发电机，用水泵把水从低洼处抽到高处
储存起来，待到风静之时再向下放水，推
动水力发电机发电。这样一来，灵活运行
的发电系统不仅可以弥补单纯依靠风力
发电的波动性，还节省了燃料，没有任何
污染。

据新 闻媒体 报道，2016 年 2 月 15
日，耶罗岛首次成功实现了连续 24 小时
以上由可再生能源供电，这也就意味着
可以彻底摆脱油气资源，实现可持续发
展。所以，有人称赞耶罗岛为“世界上最
环保的小岛”，许多国家派人前来学习借
鉴成功经验。

蜥蜴、鱼群、葡萄酒

耶罗岛及其周边海洋中的动植物资
源十分丰富，有许多当地特有的物种，比
如著名的耶罗岛大蜥蜴。这里曾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生物圈保护区”，但近年
来部分物种消失不见，耶罗岛大蜥蜴也濒
临灭绝。

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 2014 年的消
息，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3 年 3 月之间，
由于耶罗岛南部海洋的火山喷发，造成附
近海域中的大量动植物消失，主要原因在
于火山释放了大量的热量和二氧化碳。但
是，火山喷发也会带来丰富的矿物质，对
于动植物来说，或许就是一种难得的营
养。科学家利用无人水下探测器拍摄的水
下景观显示，耶罗岛附近的海洋生态系统
已经逐渐恢复，许多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以及鱼、虾、蟹、贝类都再次出现在火山喷
发形成的熔岩洞穴中。

落在陆地上的火山灰，是一种细微的
火山碎屑物，直径通常小于 2 毫米，其中
所含有的多种微量元素有利于植物的生
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火山灰算得上是
一种肥沃的土壤。耶罗岛上特殊的土壤条
件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葡萄生长，早在 16
世纪初，西班牙人踏上耶罗岛时，这里就
开始了葡萄树的种植，此后耶罗岛逐渐成
为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现如今，耶罗岛已经成为一座地质学
家的科研宝地、动植物的天然乐园和闻名
世界的旅游胜地，需要我们慢慢去认识，
更需要我们谨慎地保护。

（http：//blog.sciencenet.cn/u/pony19
84621）

前不久，“河北 17 万平方米污水渗坑”成为
公众关注的热点新闻事件。

奇怪的是，发现这一渗坑的不是华北平原当
地人，而是位于重庆的环保公益组织“两江环保”，
他们在 4 月 18 日下午发布了 《华北地区发现
170000 平方米超级工业污水渗坑》图文报道。

4 月 19 日中午看到凤凰网新闻，我立刻发了
微信朋友圈。一些朋友很震惊，问我是否是真的，我
回复说估计是真的，因为我在河北考察时曾亲眼看
过河沟、水塘中五彩的污水。还有一个学生发给我
一个“哭泣”的表情，说大城县就是她姥姥家。

这次各方的反应是很快的。4月 19 日，大城县
政府作出回应。4 月 18 日晚，该县组织县环保、公
安对渗坑情况进行详细调查。17 万平方米废砖厂
强酸渗坑是两个农民所为，两人已经被抓起来了，
且已经在 2014 年投资委托龙淼公司治理渗坑废
水，只是没有治好。3 万平方米化肥厂渗坑已经委
托给碧水源公司治理，也是没有治好，还打了官司！
环保部也作出了回应，立即派工作组到当地检查。

4 月 20 日，廊坊市成立由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为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城县现场调度处置工
作，派出市纪委工作组入驻大城县展开调查；大城

县主管副县长、环保局长和环境执法队长、南赵扶
镇镇长和主管领导已停职检查。在此基础上，市纪
委已展开调查，将对相关责任人予以严肃问责。

不过，目前一些消息还是让人感到扑朔迷
离。首先，17 万平方米的渗坑，据说水深 1~2 米，
原来的水印还高出 1 米多，说明废水总量在 40
万方左右，那么问题来了。

首先，两个农民是怎么把这么多强酸废水弄
来的？如果用运力 40 吨的液罐车拉，得要 1 万车
次！那动静也太大了吧？而且，强酸废水的来源在
哪里？得把源头找出来吧？即便负责拉运的农民有
责任，让他们拉废水的企业更脱不了干系吧？

其次，上市公司碧水源发布声明：他们和大
城县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也没有诉讼关系，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拭目以待。

其实，华北平原的地表污水污染地下水的
问题由来已久。很多人都知道华北平原有一句
俗语：“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几乎每条河都干
涸断流，如果有水也是污水，水质大都是劣 V
类。很多河流平时是断流的，一节节被拦起来，
用来存放浓度很高的污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
避免污水流向下游被诉，就采取拦蓄的办法，只

等发大水时随洪水冲走。
即便如此，一些地方还用这样的水灌溉。曾

经看到造纸污水使灌溉渠、田间都变成红褐色。
尤其让我感到有些讽刺的是一条从北京流到河
北、天津的河流，河流名称竟然就叫“北京排污
河”！在河边可以看到，水很浑浊，有臭味，属于
典型的黑臭水体，可是农民还在用这样的水灌
溉，还有人在河里捞鱼。这些河沟、灌渠、水塘里
面的污水，不可避免要下渗污染地下水。

十几年前我曾说过，相对于水量短缺，我国
水资源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水污染。水污染已经
对我国的水资源安全、食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尤其是地下水的污染后果更严重，因为要想治
理恢复，难上加难。

到底该怎么办？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观念，
再也不能走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老路，坚决
打击各种环境污染行为，落实地方党政的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对环保不力的官员严厉追责！另
外一个需要转变的观念是：环保本身也是产业，
大力投资环保，发展环保产业，也可以带动经济
的发展。 （http：//blog.sciencenet.cn/u/jiasf）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曾几何时，笔者在牛津管理英文 SCI 科技期
刊的时候，周围的出版大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强
调 SCI 论文的原创性。就是论文的内容一定要是
作者原创的，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均如此。一旦
论文发表了，就不能再次消费，包括翻译成其他的
文字再次发表。否则就有自我抄袭之嫌。这不仅是
国际共识，亦是对作者原创工作的尊重和保护，更
是世界知识产权法理念的基石之一。

图书的情况则有些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近几年由中文原著翻译成英文在国内外
出版的有增无减。

图书的翻译出版由来已久，只要原著版权
一方和新著出版方达成协议或共识，交付版权
费或翻译费，原著以另一种语言面世在出版界
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在文艺类著作里尤为突出
和常见。同理类推，科技著作的中文原著翻译成
英文或其他文字出版，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

艺术作品的翻译，讲究的是尊重原著，尽量准
确地把作品的精髓和意境展现给读者。科技原著
的要求似乎不完全如此。如果是作者本人把自己
已经出版的中文著作翻译成英文，由国外的出版
社出版，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允许改动和添加更多
的内容，或者增减原著中的章节。只要事先和前后
两家出版社沟通和协调妥当，为了市场需求和新
书的读者考虑，适当的改动是允许的。如果改动不
多，原版可以是头版，英文版可以算是二版。如果
改动比较大，英文版按首版算起的情况也是有的。

翻译书的出版，虽然与著述原版书相比，创
作过程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但需要注意的地方
同样很多。

首先是正文部分，中译英的途径很多，有作

者亲力亲为的；有让学生代劳导师审定的；也有
干脆当甩手掌柜，交给翻译公司，自己落个清闲
的。不论是哪一种，文字的准确和译稿的通畅很
重要。本人曾经看过个别中译英的文稿，中文暂
且不论，英文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过，这不是
太大的问题，如果作者自己的英文写作水平不
能胜任，找个好帮手就很重要。最后请母语是英
文的同行校定一下，是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找到
给力的翻译公司也不失为有效途径之一。

其次是图表，所有的图注、表注和脚注都要翻
译成英文。以前工作中看过不少图表里夹杂中文
注解的，大多是作者或译者的疏忽所致。国外的语
言编辑英文很好，但中英文双修的目前还是凤毛
麟角。加上隔行如隔山，让英文编辑翻译中文图注
实在勉为其难。出版过程中出现这样问题的时候，
出版编辑只好把原稿返回到作者手里改正。如果
拖延到校样阶段，很容易延误出书日期。

再次是引用图表的许可，这是一个虽然很
重要，却经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已经出版过的
图表，如果在翻译书中再次使用，作者要搞清楚
哪些图表是不需要许可即可直接再次使用的，
哪些是需要获得许可才可以重复使用的。现在
大部分出版社要求作者自己搞定图表的引用许
可，需要付费的也由作者自己承担。但有些出版
社有专门的版权服务部门帮助作者解决引用许
可或资助付费。如果引用的图表是作者自己之
前出版物的内容，可以直接和之前的出版社沟
通，如果是他人的图表，要先联系原图作者，搞
清楚版权的归属，然后再联系版权人。

许多大的出版社之间有版权协议，专门针对
期刊或图书出版物中彼此互相引用图表的情况。

流程和手续要简单得多，办事效率也高些。不论属
于哪种情况，作者要事先有所准备，在时间上留出
余地，最好是交稿前后把引用许可的问题办妥。如
果申请不到引用许可，则图表必须更换甚至取消。
如果这种情况在出版流程后期而不得不为，势必
造成不必要的拖延，对作者和出版社都不利，所以
最好尽量避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印刷。如今国外的科技图
书，彩印是少数，大部分是黑白印本，但网上的电
子版是彩图。这样，印本和电子本有黑白和彩图两
个版本，对原图的要求就复杂了。作者在设计图表
的时候，要事先考虑周全，先和出版社沟通，搞明
白自己的书将是彩色印本还是黑白的，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把图注和图解以及图中的表述对应起
来，免得交稿时提供了彩图，但书最后是黑白印
本，会影响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最好的办法是图表
的设计既适合黑白版，又可以印彩色的。如果不能
两全，就向出版商提供两个版本。

除了上面几个主要的问题，还有几个中国
作者出英文书都应该注意的环节，比如和涉外
出版社的沟通、提问的艺术和中西文化中应对
的不同侧重点和角度，等等。

据笔者工作多年的观察，原版中文水平高
的书，英文译本的文字水平也不会太低。中国作
者的审校速度大都比较快，但遗漏也比较多，可
谓欲速不达。不论怎样，随着国内科技水平的不
断提高，想必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译英科技
著作面世。而随着作者对科技图书出版更深入
的了解，相信质量也会越来越高，在国际市场的
影响力也会越来越显著。

（http：//blog.sciencenet.cn/u/ 李霞）

月 日，“两江环保”微信公众号发布《华北地区发现 平方米超级工业污水渗
坑》的图文报道，文章称，大城县南赵扶镇存在 万平方米和 万平方米两个工业污水渗坑，
并将有关情况上报环保部及有关部门。相关部门随即采取行动。

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污水渗坑？如何追究责任以及如何治理？科学网特别约请了两位
博主撰写文章，分析这一事件并提出他们的观点。

面对华北污水渗坑，我们怎么办？
姻贾绍凤

中文原著如何更好地翻译成英文？
姻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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