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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四川省成都
市锦江区的白鹭湾湿地。只见亭亭玉立的
荷花迎风摇曳，湖面上栈道蜿蜒，白鹭翻
飞；湖边树木成林，花草连片，缥缈的诗画
幽境就在眼前。

规划面积约 13.3 平方公里的白鹭湾
湿地孕育了 200 余种植物品种，10 万余株
乔木，因成群白鹭常年栖息于此而得名。
从空中俯瞰，成都环城生态带宛如一条翡
翠项链环绕市区，而白鹭湾湿地正是这条
翡翠项链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作为成都环城生态区“六库八区”建设
的一部分，白鹭湾湿地的打造，是成都营造
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水相依的生态宜居
城市的具体举措。集科普、旅游、展示、生
态保护为一体，2013 年，总面积 5000 多亩
的白鹭湾湿地一开放，就吸引了游客们的
目光。

“引水入景，活水环绕，这里的空气可
清新了，可以说是成都的‘大绿肺’。荷花、
睡莲、菱角、风车草，在哪里能找到这么原
生态的水生植物？”住在白鹭湾湿地附近的
市民陈先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晚饭后
他都会带着孩子到这里来“养养肺”。

与自然保护区不同，作为城市湿地，白
鹭湾既要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又
需要市民在与之亲近的同时，给予更多的
呵护。

游客们来到白鹭湾湿地，有两处景观
十分惹眼。其一是入口处的游客中心，青
砂石、青瓦屋等川西元素“混搭”的风格十

分别致。游客中心内的巨型显示屏上，实
时显示这里和附近区域的空气质量数据。
其二是景区为了维持原生态连贯性，保持
区域内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特地修建了
棚洞，形如白鹭湾湿地与双流区新富路之
间的“桥梁”。棚洞之下，汽车穿梭不停，棚
洞之上满眼葱绿，道路两侧种满了植物，人
们可以骑自行车或走路穿行其间。

棚洞可谓白鹭湾湿地最为直观的生态
保护措施，更多措施尽管不可见却从未停
止。建设伊始，白鹭湾湿地便突出湿地保
护和生态重建，在尊重原有地形、地貌、植
被的基础上，采用大量乡土物种进行植被
恢复，并借原有水系统形成了水面湿地和
长达 6 公里的水域生态景观。如今，湿地
设有浏览活动区、重点保护区、湿地展示
区、科普展示区等功能区域，植物绿化率达
到 65%，陆地绿化率将达到 90%以上，具
有生态涵养、水质净化、景观休闲、水量调
蓄、抗洪防涝等多重功能。

据白鹭湾湿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别
于一般公园的游玩、景观性，白鹭湾湿地的
特色在于完整的生态系统以及强大的生态
功能。“自然性、保护性和可持续性，是白鹭
湾湿地的三大设计理念。”

与三圣花乡的“花香农居”“幸福梅
林”“荷塘月色”“东篱菊园”“江家菜
地”这“五朵金花”毗邻，白鹭湾已有较
好的生态底蕴。位于白鹭湖与“荷塘月
色”之间，是以生态景观方式建设的水质
净化区域。区域内种植大量的芦苇、香根

草、姜花、香蒲等水生植物，除对水质进
行生物净化外，还兼具生态性、景观性，
形成了水草相依、层次丰富的湿地景观。
这片看似普通的水域，通过栽种、投放水
生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性手段，每日污水
处理能力可达 25000吨。

除湖区外，白鹭湾湿地还可以承载临
近“荷塘月色”等区域的污水处理。处理后
排放的污水一部分流入陡沟河，片区水系
可得到本质性改善。同时，白鹭湾大面积

的植被起到了净化空气的作用，白鹭湾中
不断增加的野生动植物也保证了当地的生
态多样性。

2012 年，成都全面启动“六库八区”湖
泊水系建设。至 2017 年，成都将依托现有
水系，在环城生态区建设 6 个湖泊、8 片湿
地，将湖泊河道水系面积比例由 7%提升到
21%。所有建设都尽量利用原有地形地
貌，保证区域内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植物
的原生态性和乡土性。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白鹭湾湿地——

生 态 明 珠 润 天 府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赵 彬

很多人以为，气候变化

离 我 们 是 一 件 非 常 遥 远

的事。

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

融，北极熊无家可归⋯⋯这

一切，听上去的确离我们很

遥远。很多人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北冰洋

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去，北极熊大不了在海洋馆里

看看而已。如此遥不可及的事，我为什么要关心呢？

全球气候升温，令海平面持续上升，天堂般的度

假胜地——马尔代夫要不了多久就可能被淹没在浩

瀚的印度洋中了。很多人会想：太可惜了，趁它还没

被淹没，我要赶紧去玩一趟；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很

不幸，不过，它还是离我太遥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呢？我又不能做什么。

于是，气候变化一步步地逼近我们，而我们却对

此无动于衷。在如此宏大的关系人类前途和命运的

问题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渺小和微不足道，以

至于我们害怕面对如此沉重的话题，本能地选择了

逃避，拒绝思考，放弃努力。

直到有一天，灾难降临，昔日家园变成汪洋泽

国。每个人都无法再逃避。

面对这一刻，我们才惊觉：气候变化的脚步狠狠

地向人类逼近了一大步。你越逃避它，越害怕面对

它，越不愿意行动，它越是肆无忌惮地向你袭来。

近日，武汉等长江中下游城市频频“看海”。救

灾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深刻反思：如果没有人类无节

制地拦湖养殖、围湖造田、填湖建城，使武汉城区的

127 个湖泊在 60 年里消失了近 90 个，那么也不会有

本该被排到湖里的水到处泛滥。如今，我们一边喊

着要建“海绵城市”；一边却肆意鲸吞湖泊、湿地这些

天然“蓄水池”，破坏了大自然正常的调蓄雨水功能，

导致今天的城市动辄内涝严重、水患成灾。这不能

不说是大自然对人类行为的巨大嘲讽！

人类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也不要忘记，大自然

也需要有它的空间，让万物生长、鸟语花香。人类不

能为了私利，把大自然逼得无路可走。那样的后果，

必然是非常可怕的，如火山爆发、堤坝决口、山崩地

裂。自然之伟力，不可不敬畏。

长期以来，有种说法叫拯救地球。其实，地球早

就经历了 50 亿年的沧海桑田而岿然不动；反倒是地

球上的物种淘汰了一代又一代，曾经有无数物种消

失在地球生物进化史的深处。这说明，地球根本不

需要拯救，该拯救的反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毕竟，虽

然文明进步如斯，我们目前只有一个地球。

当暴雨倾盆、城市“看海”这一刻到来，我们才发

现：气候变化离我们并不遥远。人类的行为无时无

刻不在为气候变化推波助澜；气候变化也自始至终

伴随和影响着人类活动。大自然已经一再向人类发

出警讯，如果我们再不从根本上重视和改善与大自

然相处之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那么下一个面临灭

顶之灾的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气候变化与

人类有多大关系？
杜 铭

这是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深井镇一处荒山光

伏发电场（7 月 7 日摄）。张家口市作为国家可再生

能源示范区，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2022 年北京联

合张家口举办冬奥会的契机，加快风电、光伏、光热

发电基地建设。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追风逐日”张家口

南方稻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稳步推进——

从“土”开始 治镉之“疾”
本报记者 常 理

图为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的白鹭湾湿地一景。 （资料图片）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壤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
人类食物生产的主要基地。然而，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壤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
多安全隐患。

日前，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了南方
稻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行动
现场会，介绍了行动推进一年多来，科
学团队在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取得的进
展，并揭秘了镉大米污染的特征与迁转
规律，为土壤重金属的综合治理提供了
重要的科学依据。

重金属污染不容小觑

我国是水稻生产和消费大国，约有
65%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近年来，土
壤、灌溉水和农业投入品中的重金属污
染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稻米质量安全，
镉污染尤为严重，直接导致稻米镉超标
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人体健康和社会
稳定。

从环保部 2014 年公布的《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
前土壤污染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土壤总
的点位超标率为 16.1%，镉、砷、镍的点位
超标率分别达到了 7.0%、1.6%、4.8%。

与“七五”时期相比，土壤中镉的
含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在西南地
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 50%，在华北、
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 10%至 40%。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往
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
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而
且，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
对土壤的污染基本是不可逆的。治理土
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农
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马义兵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面对这一系列棘手问题，我国对土
壤污染治理的力度持续加大。农业部、
财政部 2014 年 3 月批准启动湖南长株潭
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及农业种植结
构调整的试点；2015 年国务院专门批复
了 《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总体规划

（2014-2018 年）》 和 《全国农业可持续
发展规划 （2015-2030）》，都把重金属
污染防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明确要
求和任务；不久前出台的“土十条”明
确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
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到 2030 年，全国土
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到本世纪中叶，
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重金属污染所引发的问题受到我国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
2013 年湖南等地‘镉大米’事件以来，
重金属污染问题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
山认为，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工
程，将极大降低重金属镉被稻米吸收和
富集的概率，防止外源污染对稻米生产
的影响，同时减少农民群众在生产和消
费过程中对重金属镉的暴露风险，为人
体健康建立有效的安全保障；在保障水
稻安全生产的同时也保障了稻米的安全
消费，减少污染农产品对人体健康的危
害，将极大提高社会各界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信心，有效促进社会稳定。

揭秘污染主要途径

土壤重金属污染是由多方面因素造
成的。首先，自然背景值高是一些区域
和流域土壤重金属超标的原因，如我国
西南岩溶地区成土母岩为碳酸盐岩，在
土壤形成的过程中，岩石的主要化学成
分碳酸钙发生溶解淋失，而在岩石中含
量很低的砷、镉、铅、汞强烈富集，可
使土壤中砷、镉、铅、汞等元素含量比
成土母岩富集 10 倍至 20 倍之多。其次，
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污染
了土壤，汽车尾气排放导致交通干线两
侧土壤铅、锌等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污
染。第三，农业生产活动中，污水灌
溉、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
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导致耕地土
壤污染。

既然环境因素严重影响了土壤中的
重金属含量，我们所吃的粮食又必须种
在土壤里，该如何解决？

“稻米中的重金属镉主要是在种植过
程中从土壤、灌溉水和肥料转移而来，
土壤污染不等于农产品污染也不等于食
品污染，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手段让土壤

中的重金属元素不被吸收，或者不被运
输到种子中，这样就降低了食用风险。”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方稻区重金属污染协
同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刘仲齐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

科学团队研究发现，非选择性阳离
子通道是影响大多数水稻品种镉吸收转
运的关键通道。水稻体内生物膜对无机
离子的跨膜运输有被动运输和主动运输
两种方式。被动运输的离子通道和主动
运输的离子载体都会影响镉的吸收和
转运。

并且，环境因素对于植物体内的镉含
量产生了影响：早稻灌浆期降雨量大，品
种的遗传背景对稻米的镉含量有极显著
的影响；晚稻灌浆期蒸发量大，稻米镉超
标率更为严重。秋季耕层土壤中镉的富
集是导致晚稻镉超标的主要原因。随着
生长期的延长，水稻根、茎叶及籽粒中镉
逐渐增加，即成熟期>灌浆期>拔节期。

从植物的部位来看，穗轴和旗叶是稻
米镉的直接来源；根系、叶鞘、节间等营养
器官是稻米 Cd 的间接来源。土壤中的镉
会富集在作物的根系中，但是不一定会被
传导至稻米之中，而大气中的镉通过沉降
在叶片中，会显著影响稻米中的镉含量。

协同治理效果好

土壤重金属治理是一件复杂而精密
的工作，中国农科院开展协同创新以
来，共有 7 个研究所、11 个团队加入到
协同攻关中来，对选种、种植、加工全
过程进行综合治理，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中国水稻所副所长胡松培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在品种筛选上，团队针对 200
余份南方主栽品种，通过重新筛选，选出

了部分镉积累相对较低的品种。并发现
早熟品种镉积累普遍较低，籼稻交杂交稻
糙米镉含量普遍较高，粳稻镉积累整体上
并不比籼稻要低。

灌溉所研究人员发现，海泡石和坡
缕石可显著降低酸性稻田土壤中镉的有
效态浸提含量，降幅 40%至 70%，可以
使中轻度镉污染稻田生长的水稻糙米镉
含量降低至 0.2mg/kg 的国家标准最大限
量值以下。他们制备了羧基和巯基修饰
海泡石作为钝化材料，应用成本显著降
低，修复效应明显提高，具有大规模推
广的潜力。

此外，麻类对于吸附镉有着很好的
效果。据麻类所研究员王玉富介绍，水
稻镉污染农田经过一年苎麻种植修复
后 ， 土 壤 含 镉 量 从 1.22mg/kg 降 到 了
1.12mg/kg，土壤镉含量降低了 8.19%。
水稻镉污染农田经过一年红麻种植修复
后 ， 土 壤 含 镉 量 从 1.28mg/kg 降 到 了
1.23mg/kg，同时红麻干皮产量保持了
较高水平。

稻米从收获到餐桌，要经历复杂的加
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技术
手段去除稻米中的镉元素。从稻米的营
养成分构成来看，淀粉约占 70%，蛋白质
约占 10%，另外还有脂肪、维生素、纤维等
成分，而镉主要是和蛋白质结合。“我们尝
试了在加工的最初环节，用食用醋酸对稻
米进行浸泡，以去除蛋白质中的镉元素，
目前看，效果比较明显。”农科院加工所研
究员郭莉波告诉记者。

据介绍，目前加工所正在研制一种再
造米，先把稻米全部粉碎，将淀粉蛋白质
分离，然后去除掉蛋白质中的镉元素，然
后再根据营养比例将稻米粉末制成米粒
形式，形成脱镉再造米。

背景图为位于湖南湘潭的背景图为位于湖南湘潭的““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镉污染综合防控南方地区稻米重金属镉污染综合防控

技术示技术示范基地范基地”，”，该基地一期建设面积该基地一期建设面积 100100 亩亩，，包括包括 66 大功能区大功能区，，目前已目前已

入驻科研团队入驻科研团队 1414个个，，相关企业相关企业 99家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常常 理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