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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近日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暴雨让很多城
市陷入一片混乱中，街道被淹、高速路中断、路
面塌陷等现象陆续发生，在给人们带来“来内
地看海”的笑谈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命和财
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城市规划中，有关
城市暴雨雨涝的设计有何缺陷？在全球气候变
暖的大背景下，未来城市的自然地理状况还存
在哪些隐患？科学家在这些项目上的研究究竟
如何？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简
称中科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束炯等表示，其实早在多年前，他们就曾
开展过城市环境灾害项目的研究，可惜因为种
种原因一直没能通过评审。从根本来说，目前
我国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立项存在一定的缺陷，
“可以说，科技界存在‘八年之痒’的现象”，科
研项目的前瞻性应加强。

曲折立项路

7 月 23 日，在一场暴雨过后，家在北京中
关村的王铮收到老朋友束炯的短信：“王老师，
北京特大暴雨灾害，你家一切都好？”王铮颇有
些感动，“还好，周末我与同学加班。中关村是
新建社区，下水道好一些”。
在这场暴雨后，王铮和束炯几乎不约而同

地想起了多年以前两个人相继向有关部门申
请城市环境相关课题的往事。“中国的城市环
境确实不行……当年我们在这方面的课题却
一个都没中过。”
“实在是很曲折”，王铮在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讲述其申报过程时，仍掩饰不住自己的遗
憾。他说，自己的这段经历，也许很值得现在的
科学研究者反思。
尽管进入中科院政策所已有十余年，但王

铮最初研究的并不是宏观的政策和管理学，而
是地理课题。早在 1992年，他还在中科院地理
所工作，协助张丕远教授负责研究“地球（表
层）系统复合自然灾害活动基本规律”。他说，
当时这个项目中有一部分就是研究城市暴雨
雨涝灾害活动规律。
接下来的设计有些工程化，想研究容易积

水的下垫面地段，暴雨过程成灾的城市地理分
布规律以及不同地理环境下，灾害的发生、发
展与衰退，以及最优河渠网络等问题。“当时我
还发明了个名词，叫‘城市工程地貌学’。”王铮
说，可惜的是，在 1994 年鉴定课题的时候，他
们的这个项目被否决了。“当时评审的人说，城
市雨涝有什么研究的，哪里下雨哪里就涝。”
此后不久，王铮由地理所转至政策所工

作，他的第一次尝试宣告失败，“这让我体验了
孩子夭折的痛苦”。
但王铮并未对城市地理灾害的科研项目

死心。2000年前后，王铮应邀进入华东师范大
学执教，兼任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2003
年前后，他和同事再度提出城市自然地理学的
项目建议。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我国亟须开展城市“河渠网络设
计”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的建筑有很多是上世纪苏

联援建的建筑，其地下排水也是沿袭苏联的。
当时的情况是，每年一下雨，大学校园里就起
雨涝，我的研究也是从这个身边的情况入手
的。”王铮说，当时他通过教育部和上海市委相
继上报了这一项目，希望得到认可。
“但当时国外研究城市雨涝的不多，上面认

为不是热点科学问题，又被淘汰了。”王铮回忆，
当时的情况是，有关部门征集对于城市建设的课
题，“当时车越来越多，路越修越多，交通越来越
堵塞，所以后来获得通过的是交通建设方面的”，
而他的课题是有关城市基础建设、自然灾害防御
的，自然和当时的热点搭不上界。
王铮回忆，十余年来，就城市的自然地理

学和城市环境灾害的课题，他先后向不同的部
门申报过 3次，但无一次获得通过，“主要原因
是，审批的人认为不是国际热点”。
而在王铮卸下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之后，他

的同事和继任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也沿
袭了他的步伐，依旧没能让这一课题获得认
可。
束炯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大约是在

2008 年前后，考虑到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地
区，随着气候的变化和城市环境的改变，城市
病日益凸显，他换了一个更为科学的题目———
“三角洲大城市环境复杂性及其信息分析”，继
续向上海市有关部门申报。“报告写上去以后
一点回应都没有，更没有人来对我们的课题进
行审批，就这样没有了消息。”
经过这回的申报失利，束炯也逐渐放弃了

在城市环境方面的研究，转而集中关注气候的
变化。例如他手头上现有的 PM2.5 的相关课
题，正是时下炙手可热的项目。

错位的价值判断

王铮回忆，当年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试图从
事城市自然地理研究时，曾经和多方面的专家
合作，如束炯负责布局研究城市气候学，许世
远等负责城市水文地貌学，刘敏、陈振楼等负
责城市地球化学，可谓人才济济。当时，他还约
请了中山大学周春山教授等从规划和土地利
用角度一起研究。
“当时许世远一直想组织一个城市自然地

理学的系统研究，可惜我们这些当年相对年轻
的人只有跟随国际热点才能申请到课题，而只
有申请到课题才能生存。大家都清楚，使用‘城
市环境’一词容易获得申请课题，但是用‘城市
环境学’代替‘城市自然地理学’，却让我们忽
视了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基本问
题，会留下后患。”王铮说。
在当年的项目申请报告书中，王铮和他的

同事这样写道：“城市时空过程是一类复杂过
程，它包含了物理、化学、生物、地学、经济、人

口机制，它们构成了城市管理的复杂对象，在
过去的 10年中，这项研究在国际上日益成为
热点问题。城市自然地理的第一个内容是城市
气候，第二个问题就是城市水文地貌过程。”但
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
“直到这次北京发生雨涝，我才发现还是

前辈科学家许世远、张丕远提的‘城市自然地
理学’抓住了根本。”王铮说，“也许只有经过这
次暴雨，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才会成为热
点。”
让王铮感到心情沉重的不仅是他的城市

自然灾害的研究未获重视，还在于这种申报项
目的经历在现实中比比皆是。
“其实，即便是 PM2.5 这个现在的热点问

题，早在 2005 年我们就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提
过，只可惜当时没人重视。”王铮说，当时他还
在上海执教，一名曾在北京环科院工作过的评
审专家来上海听取了他的汇报，然后告诉他，
有关 PM2.5项目的研究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他
们早已经解决了，还把他训斥了一顿。“后来一
打听，这个评审搞过 PM10 的研究，我们在想，
对方可能是把 PM2.5 和 PM10 混为一谈了”。
而早在 1999年，王铮申报太湖污染项目时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1996年，王铮参加了中
科院长江三角洲发展问题院士考察团，在考察
中，太湖污染的问题引发了他及众多学者的关
注。3年后，他和清华大学教授何强、天津大学
教授陶建华，共同提出长江三角洲的水污染治
理与太湖流域管理的问题，并建议将此作为攻
关课题。申报项目最终没有被接受。

2007 年，太湖水污染问题集中爆发，湖面
漂浮的大量蓝藻导致湖水缺氧性恶臭，污染严
重，并威胁到无锡居民的正常用水，人们才开
始重视太湖的水质问题。
“这些经历说明，当时的项目审批者、管理

者在科研项目方面缺乏前瞻性。一些审批者一
味追捧国际热点，不是热点就不批。”束炯说，
他研究的 PM2.5项目虽然现在是一个热点，但
是很多研究者没有注意到，在 PM2.5 问题解决
之后会出现的后续问题。“真正作研究，就要考
虑到后面延续的一些问题，科学家就应该从这
一方面考虑。”

“八年之痒”

王铮认为，十余年来，从他和束炯的城市
自然地理学的申报过程来看，恰恰反映了我国
科学界存在的所谓“八年之痒”的现象。
也就是说，科学界在进行科研项目立项

时，往往会有一些专家拿着国外的热点做展
示，要求科研人员当做研究的热点，而不去结
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比如城市排水问题，我国
1949 年前没有标准，1949 年后教条地学习苏
联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但实际上，他们的城
市河渠系统建筑标准并不适合我国的自然地
理条件。这就埋下了‘定时炸弹’。”王铮说，与

此相比，欧美很多国家是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
的城市河渠标准，所以城市雨涝问题不太突
出。“而 SCI（科学引文索引）不大研究这方面
的问题，因此，雨涝规律和气候变化下雨涝的
适应问题也就成不了世界性的热点。”
王铮进一步表示，经过自己和他之前所带

的研究生龚轶的探讨，发现我国科学研究的热
点往往是 8 年前国际研究的热点。在国际上出
现某种原创性东西后，3~4 年后还有一个跟进
的高潮。由于是高潮，国际上就会举行学术会
议，我国一般会派代表参加。随后几年，国内会
开始启动研究，产出并发表研究成果。也就是
说，我国比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研究落后 8
年，堪称中国科学的“八年之痒”。
在王铮看来，前述提及的诸多项目，从提

出项目到最后被有关部门重视，时间大致在 8
年左右。
“八年之痒”是怎么发生的？王铮认为，这

和目前负责科学立项的人多为学者型官员、战
略科学家有关系。这些学者型官员由于有大量
行政工作要做，很难有时间看科学文献、做科
研，关注具体科学问题，因此只能浮光掠影地
讨论科学问题，“战略”地评价课题价值。
“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唯 SCI 论，

这些都是中国科技界的弊端，是科学研究方向
失稳的原因。科学家，或者端‘科学’这个饭碗
的，需要认真反思。”王铮说。

长久以来被忽视的
城市排水问题，对一些
科学家而言并不是什么
新课题。然而令人遗憾
的是，科学家感兴趣的
课题，却因为不是“热
点”而通不过评审。中科
院政策所研究员王铮发
现了一个现象———我国
科学研究的热点，往往
是 8年前国际研究的热
点；也就是说，我国比
国际上对同样问题的
研究落后 8年。

近日，就上海与北京的城市排水
系统的异同、未来城市气候变化的趋
势、科研立项的前瞻性等问题，《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了英国利物浦大学
地理系荣誉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束炯。
《中国科学报》：你怎么看待科学

界追捧热点的现象？
束炯：申报课题也好，作研究也

好，都不能过分追捧热点。以诺贝尔
奖为例，获奖者一开始研究的那些问
题往往都不是热点。所以我们在判断
科研项目时，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观
念。一些看来不是热门的问题，反而
值得引起重视，比如城市灾害防御的
研究。所以在作科研立项的时候，前
瞻性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针对目前公众对

城市内涝的普遍担心，你怎么看上海
的城市排涝系统？

束炯：上海的情况可能比北京还
复杂一些。因为它位于滨江沿海，原
本有很多滩涂地带。这个滩涂的作用
非常重要。它对于防御自然灾害，减
轻环境污染都有很大的作用。应该说
滩涂是不应该被占用的，但是现在中
国东部沿海的滩涂无一例外地都被
占用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时兴找海
洋要土地。这个现象其实非常不好。
原本上海的河沟密布，有非常好的自
然环境，原本可以很快地将水疏导出
去，有效地防御如暴雨等自然灾害带
来的影响，但是现在就不太好说了。

以上海目前的状况，要遇到大雨
的话，恐怕也是个严峻的考验。一个
城市，渗透地表和非渗透地表要保持
一个合适的比例。也就是说，非渗透
地表比如水泥地面要少一点，而绿地
应该多一些。如果非渗透地表过多，
则会导致大量降雨在短时间内无法
迅速渗入地下。在这个方面，北京上
海都一样。当然上海的城市管理比较
好，一旦遇到暴雨或者台风天气，广
播、电视都会通知，各个部门也会提
前沟通，将水泵的水提前排空，作好
准备。

当然，上海的地下排水系统也存
在问题。比如上海这么多年一直在建
造房屋，有很多泥浆都进入下水管，
这可能造成堵塞，问题很严重。
《中国科学报》：未来城市的气候

变化将呈现怎样的趋势？
束炯：现在的大城市越修越高，

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比较厉害，形成所
谓的城市热岛效应。以上海为例，目
前上海的增温效果达到全球气候变
暖的一倍以上，这个非常厉害。城市
气温升高带来很多负面效应，比如空
气质量、城市排水等问题。
《中国科学报》：未来应如何降低

暴雨或者其他极端天气带来的不利
影响？

束炯：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者们要
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城市的好坏不仅
取决于楼有多高、城市面积有多大，
更重要的是改善人居环境，这是一个
重要的课题。同时，不能让城市人口
无限量增加。中国的情况和国外不一
样，人口数量如果过多，这座城市可
能就死亡了，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
此外，地下空间要统一规划，统一处
理。要采取修修补补的方法，如逐个
排查下水不畅的地方并进行改造，进
一步提高城市下水道的排涝能力。

改善人居环境
是重要课题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观点

北京一场大雨过后带来许多话题，其中颇具
热度的是大雨和城市现代化关系的讨论。有网友
在第一时间翻出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多年前发表
的论断：“如果一场大雨使你全身泥泞，汽车轮子
陷在路坑里，这大概是个‘开发中’国家———它或
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
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你要等一场
大雨才看出真面目来。”

而《人民日报》也在近日刊文指出：“一座城
市现代化，不仅需要把地上建设得富丽堂皇，更
需要夯实地下的百年根基。”尽管城市的现代化
与否未必与城市的下水道建设有着必然联系，但
值得庆幸的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有更多的人开
始反思城市建设的问题，而不仅仅将目光停留在
一些表象上。

就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进程来
看，这种飞快的进程容易导致社会难以适应，并
出现一些脱节、脱序之处。比如北京的地下空间
更多地留给了日常需要的电力、电信以及地铁，
下水道的空间无形中遭到挤压。

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城市的下水道建
设、河渠排污系统的建设情况，同其他基础设施
建设一样值得关注。而且，中国也不缺乏有远见
和实干的科学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却缺
乏一个让他们的意见能够得到采纳的渠道，或者
说我们在科学研究的前瞻性上着实存在一些问
题。不管是否存在“八年之痒”现象，我们不得不
承认，在很多科研问题上，我们的确存在过度追
捧热点、忙于赶超国际前沿的焦躁心态。一如
PM2.5的问题，在有关部门表态重视之后，恍如

一夜之间，全国上下就多了很多有关 PM2.5的课
题和专家。或许，城市下水道的问题，在不久的将
来也会由冷门转为热点研究领域。这种不正常的
现象再次让人警醒———科学研究固然应该与社
会需要紧密结合，但这种结合需要具有胆识和气
魄的前瞻性，而不是简单地追捧热点。

由此，如何才能解决科研项目评估存在的种
种弊端？在现有形势下，让一些学者型官员放下
架子，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一线科研人员紧
密联系，在多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再作出合
理的判断，无疑是一个必要的方法。另外，在科研
项目的评审会议上，逐步减少管理层次，让了解
社会实际需求的一线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发言机
会，获得应有的评审权甚至决定权，也是解决问
题的有效方法之一。 （小彭）

让一线科学家拥有话语权

观察

城市灾害课题申报屡屡受阻背后———

科技界的“八年之痒”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降雨天气正在考验中国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图为呼和浩特市文化宫路段上的积水。 新华社记者赵婷婷摄

大雨来袭时的郑州市街道上的排水口。
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城市下水道 图片来源：昵图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