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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资源环境

北京举行农村科技协调员
技术成果推介会

本报讯 日前，北京市科委等单位联
合举办了农村科技协调员技术成果应用
推介培训主题活动。此次活动围绕加强农
村科技协调员队伍建设这一工作重心，由
应用技术成果展、现场主题讲堂、技术成
果咨询区 3 个主要部分组成，通过展览方
式集中推介技术成果，通过课堂形式传授
技能知识，通过设咨询摊位沟通技术需
求。

应用成果展区重点突出应用技术成

果、科技资源优势、农村信息化等 3 个主
题，以技术成果应用为主线，以农村科技
协调员为主体，重在展示近年来北京市以
农村科技协调员为载体重点推广的 52 套
针对协调员的适用技术成果。这些成果一
部分源自基层农村科技协调员和市各农
口局及相关推广部门的工作实践，一部分
源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最新研究成
果。

据悉，这 52 套技术的推广应用将覆
盖北京市 2500 余名农村科技协调员，并
给他们及京郊广大农民带来显著的经济
效益。 （郑金武）

第八届福特汽车环保奖启动

本报讯 以“绿色共建，和谐家园”为
主题的第八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近日举行
了启动仪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福特
汽车环保奖以关注社区、调动基层为焦
点，特别增设了社区环保小额资助项目，
鼓励与社区相关的环保创新方案。

今年是福特汽车环保奖进入中国的
第 8 年，将由 22 个获奖项目 （不含提名
奖）分享总计 105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据
悉，福特汽车环保奖还将陆续在西北、华
南和东北地区开展系列宣传及项目推广

活动。除了为这些地区的民间环保组织举
办能力建设培训外，福特汽车环保奖还为
大学生环保社团提供资助，倡导和鼓励他
们走进社区，开展环保知识宣讲和环保文
艺交流。

福特汽车环保奖于 2000 年首次进入
中国，在过去的 7 年中，用于福特汽车环
保奖项目资助和推广的总费用已经超过
1700 万元，共有 113 个环保个人和团体获
得资助。此项活动不仅得到了热爱和支持
环保事业的人士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
也得到了国内政府、环保组织、新闻界和
公众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张其瑶）

第六届中国贝迩年会
探讨企业环境责任

本报讯 由国家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等
单位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贝迩年会”近日
在京闭幕。会上，企业家与学者汇聚一堂，
探讨了企业如何面对环境污染和能源短
缺的挑战，以及承担社会环境责任的问
题。

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移动、中石油等
中国国内著名企业介绍了其近期发布的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社会责任报告发布
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应。这些企业的负责

人表示，在不断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企
业必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成熟
企业必备的素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境外知名企
业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也积累了
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中国企业
借鉴。西门子和标致雪铁龙公司介绍了各
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历程及经验，并对中
国企业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据介绍，中国贝迩年会已经举办过 5
届，每届年会都会结合当时环境领域的热
门话题，邀请中外知名专家，共同探讨中
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王莉萍）

专家访谈
关 注

施用不当袁有机肥料同样威胁耕地健康
□本报记者 张巧玲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赵秉强等
人不久前发表论文指出，我国是有机
肥料使用大国，传统观点是有机肥料
施用多多益善，鼓励农民多施有机肥
料。但近年来，我国有机肥料在城郊和
保护地的农田中出现无节制施用现
象，其间存在的安全隐患并未引起人
们的重视。

在“只要是有机的就是好的”这样
一种思维定势下，加强有机肥料安全
性研究和管理已迫在眉睫。

有机肥料遭质疑

我国用占世界 9.5%的耕地面积养
活了占世界 1/4 的人口。应该说，这一
成就的取得与大量有机肥料、化肥的
使用不无关系。

通常的观点认为，有机肥料是安
全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有机农业
实践中，提倡使用有机肥料而拒绝化
学肥料。国内绿色食品的肥料标准中，
也规定只准施用有机肥料和微生物肥
料。

所谓有机肥料是指农家就地取
材、自行积存制作的多种肥料，也称

“农家肥料”。有机肥料以富含有机质
的动物、植物为原料而积制，除含植物
所必需的氮、磷、钾外，还含有其他营
养成分，故又称完全肥料。常用的有人
粪尿、厩肥、家禽粪、家畜的蹄角、鱼
杂、骨粉等动物性肥料和油粕、绿肥、
豆饼、酱渣、米糠、堆肥、塘泥、凼肥、泥
炭等植物性肥料，但均须经腐熟后才
能施用，否则对作物是有害的。

一般认为，大量施用有机肥可改
良土壤，使沙土变得有结构、黏土变得
疏松易耕，此外，还可协调土壤中空气
与水分的比例，从而有利于根系的生
长和水分、养料的吸收。不足的是，有
机肥养分含量较少且肥效迟缓，故在
生产实践中常采用与化学肥料配合使
用的方法。

然而，赵秉强等人发表的论文《对
我国土壤肥料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
表明，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一样，施用
不当和过量施用，同样会带来硝酸盐
淋失、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风险。目
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立法
的形式来控制和指导农田有机肥料的
使用。

赵秉强还指出，近些年，我国规模
化养殖业迅速发展，畜禽粪便中重金

属、抗生素等含量增加，有机肥料的安
全性也存在隐患。

根据国家农业部的调查表明，我
国的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越来越
严重。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 1.5
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3250 万亩，
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 200 万
亩，合计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 1/10
以上。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
就达到 1200 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00 亿元。

专家指出，造成这一现象与我国
有机肥料无节制施用和我国肥料的低
利用率直接相关。

施肥不当存隐患

赵秉强介绍，通过 20 世纪 70 年
代我国开展的长期肥料试验证明，在
我国的主要类型土壤上，氮、磷化肥
具有普遍的增产效果，要获得持续高
产，必须有氮、磷、钾化肥配 合。 而
氮、磷、钾化肥与有机化肥配合，可以
获得比氮、磷、钾化肥更高的产量收
益。

然而，我国目前普遍存在施肥不
当和肥料利用率低的现象。赵秉强指
出，我国的肥料利用率平均低于发达
国家 10~20 个百分点。我国有机肥资
源量每年约有 40 亿吨，其中含有氮、
磷、钾养分的有 5300 万吨。但是，我
国目前利用的农业有机养分资源只
有总量的 1/3。有机肥资源利用率低
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作
物秸秆中，20%被焚烧，10%被丢弃；
畜禽粪便约有 25%~30%进入 水体 ，
造成严重的水源污染。

与此同时，我国的土壤肥力建设
偏重于化肥投入，忽视生物肥力的
培育。我国占世界不到 10%的耕地
却消费了世界 30%的化学肥料。单
位耕地面积的化肥投入量是世界平
均用量的 2.8 倍；每年农药用量超过
130 万吨，单位面积用量为世界平均
用量水平的 3 倍。化肥利用率非常
低。在 2000 多万吨氮肥消费中，有
1000 多万吨被损失掉，直接经济损
失达 400 亿元，同时又带来严重的环
境污染。

据统计，我国农药污染的农田面
积达 0.09 亿平方米；多年来，工业

“三废”的无序排放和污溉面积的急
剧扩大，导致我国重金属污染面积超
过 0.2 亿平方米。

赵秉强指出，土壤质量退化、肥
料利用率低、土传病虫害加剧，造成

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农产品
质量下降，将直接威胁国家粮食安全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合理施肥培育土壤生物肥力

长期以来，普通化肥的低利用率
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环境风险一直是
困扰全球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积
极探索提高肥料利用率、遏止环境污
染的方法和途径。据悉，世界现代肥
料产业经历了 3 次变革：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主要生产单质低浓度化

肥；60~80 年代，发达国家发展高浓度
化肥和复合化肥；最近 20 年，以缓 /
控释肥料为代表的新型肥料成为发
达国家肥料研究与开发的热点。近年
来，我国也开始意识到提高土壤肥料
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性，并对相关问题
进行了研究。

赵秉强指出，提高耕地效率的一
个重要方面是应重视培育土壤生物
肥力，发挥土壤生物在保护和提高耕
地质量中的核心作用。

土壤的生物肥力是指生活在土
壤中的生物有机体促进和满足植物

生长、繁殖和优良品质所需的营养需
求的能力，并且，这一生物过程对土
壤的物理学和化学过程可以产生积
极影响。土壤生物是土壤生态系统中
极其重要和最为活跃的部分，在土壤
养分转化循环、系统稳定性和抗干扰
能力，以及土壤可持续生产力中占据
主导地位。土壤生物及其过程一旦受
到严重干扰和损害，土壤养分转换循
环的生物化学过程受阻，资源转化和
利用效率下降，土壤退化和环境功能
衰退，病虫害加剧，就会影响到土壤
的可持续利用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赵秉强介绍，现代集约农业依赖
于发展灌溉，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
其他含有重金属的化学物质，发展机
械化、高产品种、单一种植、提高用地
强度等，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干扰越来
越强烈，导致土壤的生物种群破坏、
数量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而工业

“三废”的大量进入，加剧了这一过
程，最终使土壤生态系统遭到严重损
伤。

赵秉强认为，加强对土壤生物系
统的保护和开展土壤生物肥力培育，
已经成为我国耕地质量建设、保育和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此外，赵秉强还认为，应积极推
进有机肥料产品升级，科学利用和发
展有机肥料，以及加强土壤质量长期
监测预警工作。

阴本报记者 潘希

《科学时报》：“973”计划启
动京津渤区域污染、修复问题
的研究意义何在？

曲久辉：复合污染的科学
研究是深刻认识京津渤地区重
大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区域
性和复合性是环境污染的基本
特征。京津渤地区环境介质中
有多种污染物共存，不同介质
及其污染物间相互影响和作
用，具有突出的复合污染特征。
但由于对主要污染物的来源、
分布及复合污染成因等重要问题尚缺乏研究和认
识，无法为区域复合污染控制提供必要的科学依
据。因此，针对区域的环境特征开展复合污染的基
础科学研究，对确定区域环境质量变化的关键过程
和主控要素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该区域的复合污染及生态和健康安全问题，
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乎全局的重
大影响。但目前对区域内具有生态与健康风险的
主要污染物质及其毒理学作用机制、在区域特定
社会与自然环境下的生态毒理效应及其调控途径
等，缺乏系统研究。因此，选择区域内具有代表性
的问题，开展复合污染的生态毒理与健康效应研
究，对保证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提高人民的健康
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陆地—近海复合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研究，
是遏制区域生态系统退化、保护近海经济生物资
源的现实需求。开展渤海海岸带复合污染控制和
近海生物资源恢复、保护及利用研究，对整个环
渤海区域，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具
有重大意义。

《科学时报》：该项目希望解决的主要科学问
题都有哪些？

曲久辉：随着京津渤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区域的环境质量与生态健康正在持续下降，
在已有污染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新的污染问
题正在不断产生，水、土、气污染越来越表现出交
互作用、协同效应的复合特征，陆地污染对渤海
近海生态系统和生物资源安全产生深远影响。项
目拟分解为 7 个课题，包括京津渤区域主要污染
物的源解析与时空分布规律、重点区域水体和土
壤环境的复合污染特征等。

我们的研究将围绕非均相体系复合污染的动
力学过程、复合污染的生态毒理效应、区域复合污
染控制与生态修复原理等重大科学问题，阐明主要
污染物的多界面过程和多介质传输规律，探索复合
污染的生态与毒理效应，认识渤海近海主要经济生
物资源的退化机理，建立区域复合污染控制与生态
修复的原理和方法，为改善京津渤区域环境质量、
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
供科学依据、技术基础和调控策略。为推动我国环
境科学的学科发展，提升我国在区域性复合污染研
究方面的整体学术水平作出贡献。

《科学时报》：本项目预期会取得什么样的成
果？

曲久辉：项目以区域环境污染的风险控制、保
障陆地—近海生态安全为目标，阐明京津渤地区
复合污染的形成过程，揭示主要污染物在多介质
环境中的陆—海传输机制及其生态毒理与健康效
应，探明近海主要经济生物资源的退化机理，形
成陆源复合污染控制及典型受损生境修复的原理
和方法，提出区域复合污染生态风险调控的宏观
策略、管理模式和技术措施，为制定该地区的生
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全
面提升我国区域性复合污染研究水平，造就一支
高水平的综合性环境科学研究队伍。

同时，阐明京津渤地区的复合污染特征，确定
主要污染源类型及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揭示在
大量污染物存在下，微量污染物之间的联合毒作
用机制，探明主要饮用水源和污灌土壤的生态与
健康风险；阐明复合污染的多界面过程及多介质
陆海传输通量，明确陆地复合污染对近海环境及
主要经济生物资源的影响，为保证区域生态环境
安全提供科学理论和方法。

此外，形成区域复合污染风险控制与生态修
复的原理和模式，建立典型污灌土壤和海岸带生境
修复的原理和方法，提出针对京津渤区域复合污染
控制和风险管理的科学对策，为实现区域环境与社
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通
过对区域性复合污染问题深入系统的研究，促进我
国环境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区域
性环境综合研究平台和基地建设，为我国环境科学
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作出贡献。

破解京津渤
生态治理瓶颈

研究表明，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一样，施用不当和过量施用，同样会带来硝酸盐淋失、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风险。
目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形式来控制和指导农田有机肥料的使用。

阴本报记者 易蓉蓉

保 护 性 耕 作 ，5 年 前 对 山 西 临
汾、尧都、潞城等地的农民来说还是
一个陌生、新鲜的事物；时至今日，你
要再问保护性耕作给他们带来了什
么，他们肯定能如数家珍，说出一通
好处。

山西省只是农业部 5 年来推广
保护性耕作的受惠省份之一。

从 2001 年起，农业部在旱作地
区示范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建立了
167 个国家级保护性耕作示范县，示
范推广面积 2000 多万亩，夏玉米普
遍实行免耕播种，春播和秋播作物的
免耕作业面积也不断扩大，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

近日，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举行
的“专家讲堂”上，农业部保护性耕作
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
洪文用“成效显著”4 个字，评价了实施
保护性耕作的意义。

据介绍，土地生产力下降是一个
全国性的大问题，北方尤为严峻。地力
下降，主要是土壤侵蚀和掠夺性经营
引起的，而前者，是导致全世界 83%的
土地出现地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保
护性耕作所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地力
下降的问题。

“以秸秆覆盖留茬还田、免耕播种
施肥复式作业为主要内容”———这是
一份学术报告中对保护性耕作的简要

解释。其带来的效果包括了防治农田
扬尘和水土流失，蓄水保墒、培肥地
力、节本增效、减少秸秆焚烧和温室气
体排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等诸
多方面。

“实施保护性耕作的最初目的是
抗旱增产，这是由北方干旱、水土流
失严重等原因促成的。”李洪文说。

据李洪文介绍，在我国北方，无
灌溉条件的旱地占耕地面积 60%，年
均降雨量 400 毫米左右，遍布 15 个省
区，“而由干旱导致的减产占各种自然
灾害总损失的 60%”。此外，华北水危
机日益严重，在太行山前沿京广线，形
成了以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濮阳
为中心的浅层地下水下降漏斗区，约
1.4 万平方公里。同时，土壤风蚀、秸秆
焚烧，都使珍贵的土地资源面临退化、
沙化的危险。

经历 10 年的试验研究，国内的研
究人员在国外技术国产化基础上，对
保护性耕作进行了成功探索，并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

“首先，针对一年一熟地区的不
同区域特征提出了保护性耕作的技
术体系：针对农牧交错区的土壤沙
化、退化、风蚀严重，提出免耕、留高
茬固土，除草；针对黄土高原一年一
熟地区的干旱、水土流失严重，提出
免耕、深松、秸秆覆盖；针对华北两茬
平作区的地下水超采、土壤肥力下
降，提出少免耕、深松、秸秆全覆盖；
针对东北冷凉风沙区的冷、旱、风蚀，

提出秋季免耕、留茬固土、春播破茬
起垄。”

“其次，我们在机具研究上取得突
破性进展。国外机具，总体上宽、长、
重、大、贵，性价比不合理，而且没有适
合中小马力拖拉机、小地块玉米秸秆
覆盖地的小麦免耕播种机，一般免耕
机都需要 120 马力以上拖拉机，而我
国 120 马力以上拖拉机保有量极少，
而且主要集中于一些大型国营农场。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力气自行研制保护
性耕作机具。比如玉米免耕播种机，从
2 行到 6 行的都有；深松机，有凿式深
松机和全方位深松机。”

“接下来，就是农民的耕作观念问
题了。”李洪文认为，只要理解了保护
性耕作的增产原理，农民朋友就会更
容易接受这个新鲜事物。

在李洪文看来，保护性耕作的确
好处多多。

秸秆覆盖还田和免耕播种改善
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
量，减少了水分蒸发，增强了蓄水保
墒保肥能力，可以实现农田的可持续
利用；还可使作业工序减少，生产成
本降低。和河北翻耕体系相比，保护
性耕作减少了运秸秆、深翻等 5 道作
业，减少油耗 51%，每亩节约成本 40
元。与天津旋耕体系相比，保护性耕
作减少 3 道作业，减少油耗 50%，每
亩节约成本 35 元。

在一年一熟旱作地区，产量增加较
多，小麦、玉米产量增加 10％～15%；一

年两熟灌溉区，小麦玉米增产 6%。在一
年两熟区，保护性耕作节本增产带来
的综合经济效益平均为每亩 101 元，
一年一熟区为 43.5%。山西临汾小麦保
护性耕作试验区 13 年来（1993～2005
年）产量增加了 20.7%，而且土壤有机质
年均增加 0.04%，其中速效氮 1.2%、速效
钾 0.8%。保护性耕作还会增加蚯蚓数
量。临汾小麦试验区测定：1992 年没有
蚯蚓，保护性耕作 6 年后每平方米有
3～5 条，10 年后每平方米 10～15 条，而
传统耕地仍没有蚯蚓。

在增产节本的同时，保护性耕作
还具备保护环境的效果。李洪文说：

“ 传 统 耕 作 方 式 一 般 通 过 翻 耕、耙
蘑，将土地整得细碎、平整，令地表
干净整洁。这种地块下雨时容易产
生径流，冬春季节遇到大风时容易
发生风蚀，成为沙尘暴的主要尘源。
传统农业对秸秆的处理一般采取焚
烧、收割或打碎秸秆后再翻地耙平
等方法。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也
浪费资源，而将秸秆收割或打碎都
要使用机器，耗费大量能源。收割过
后，地表失去作物的保护，进入裸露
状态。而农田土壤表面几厘米的土
是最肥的。”

内蒙古武川、松山和河北丰宁等
地的田间监测和风洞模拟试验结果
表明，秸秆覆盖分别减少农田扬尘
60%、54.4%和 48%。秸秆覆盖还可增
加土壤蓄水量 16%～19%，提高水分
利用率 12%～16%。对于一年两熟地

区，全程采用保护性耕作后，每季作
物至少可以减少一次灌水量，两季
作物每亩可以少灌水 100 立方米。

以北京市为例，如 100 多万亩作
物全部实施保护性耕作，每年至少可
节约灌溉用水 1 亿立方米，相当于整
个怀柔水库的蓄水量。

据介绍，2006 年全国保护性耕作
示范县已有 500 多个，示范推广面积
2400 万亩左右。一年两熟地区保护性
耕作超过 600 万亩，经济效益 7.5 亿
元。2006 年 5 月，北京全面实施保护性
耕作项目启动。陕西尧都、潞城 3 年基
本实现保护性耕作，部分乡镇已 有
80%实现保护性耕作，而且实现市场
化。

李洪文强调说，保护性耕作是公
益性很强的农业项目，国家应站在公
益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角度上加
以推广，将这项技术做给农民看、教给
农民干、带着农民干。而且，保护性耕
作的机具比较贵，需要国家出台这方
面的鼓励或支持政策。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
美。保护性耕作也有负面效应：杂草量
将明显增加，病虫害可能有所增加，这
些都不容忽视。但总体而言，还是利大
于弊。”李洪文说。

据悉，农业部今后将进一步完善
保护性耕作发展规划，扩大实施面积，
加强技术指导和培训力度，探索针对
不同地区情况的管理方法和模式，促
进保护性耕作又好又快发展。

国 土 资 源 部 4 月 12 日 公 布 的
《2006 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
果报告》显示，截至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耕地总面积已下降到 18.27 亿
亩，比上一年全国耕地面积 18.31 亿亩
减少 460.2 万亩，人均耕地减至 1.39
亩。

根据“十一五”规划纲要，到 2010
年末，全国耕地面积必须确保不低于
18 亿亩。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中
国年均净减少耕地面积将不能超过
650 万亩。

面对快速增长的经济，18.27 亿亩
的耕地保有现状告诉人们，耕地保护的
形势更加严峻，18 亿亩这条红线能否
保住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耕地保有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
和经济安全。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

每年粮食消耗量应该在 4.5 亿吨左右。
200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 4.57 亿吨，
到 2003 年降到 4.3 亿吨，仅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水平。2004 年、2005 年和
2006 年连续实现恢复性增长，到 2006
年为 4.9 亿吨。专家指出，守住 18 亿亩
耕地底线，不仅有助于保证中国人的吃
饭问题，也有助于保障经济的又好又快
发展。

调查显示，2006 年全国实际占用
农用地 433.2 万亩，超过了年度 400 万
亩的用地计划；当年建设占用耕地面积
中未批先建的有 55 万亩。

为扼制地方政府用地冲动，国家
重新修订了禁止类和限制类项目用地
的规定，明令禁止别墅类房地产、高尔
夫球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
新建培训中心等项目用地。国土资源

部日前下发的《2007 年全国土地利用
计划》也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要求严
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并要求新
增建设占用的农用地与耕地量与去年
持平。

“确保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 亿
亩，必须严格落实土地管理和耕地保
护责任制。”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 要求，开
展对各省（区、市）当年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履行情况的检查；同时，加强基
本农田保护和监管，坚持耕地占补平
衡中数量质量并重，妥善协调生态建
设与耕地保护的关系。

据悉，2007 年国土资源部将采取
多项措施切实加强土地宏观调控，严格
控制建设用地规模。 (邓雅英)

曲久辉 “973”项 目
“京津渤区域复合污
染过程、生态毒理效
应及控制修复原理”
首席科学家

京津渤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
心，也是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区域，具有举足轻重的
战略地位。然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
国家实施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战略的重要瓶颈。日
前，科技部“973”计划项目“京津渤区域复合污染过
程、生态毒理效应及控制修复原理”正式启动，项目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曲
久辉接受了《科学时报》记者的采访。

相关阅读

守望 18 亿亩“红线”：现实与措施

保护性耕作十全九美

简 讯

在有机农业实践中，曾普遍提倡使用有机肥料而拒绝化学肥料。 邓雅英 /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