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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会立室三十春

洪业汤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贵阳 ������

学会与学科两者总是紧密相关
，

相互促进
，

携

手发展
。

过去三十年
，

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

会与其靠挂单位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

地球化学研究室一路走来的历史
，

就是一个例子
。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

给中国科学

界带来了科学的春天
，

改革开放的思想深人人心
，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迅速做出一系列决策
，

推动地球化学所进人重大变革阶段
。

其中
，
����年

做出的两个决定对我们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工作

者特别具有历史意义
，

这就是 ����年 �月决定在中

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下设立环境地质地球化

学专业委员会 �也是在这一年
，

由地化所呈报经贵

州省批准
，
以贵州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黔科党字

第 ���号文
，

任命刘东生先生为环境地球化学研究

室主任
，

洪业汤为副主任
，

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室在

地化所正式成立
。

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与环境地球化

学研究室这两个机构的同时创建
，

是科学春天的和

绚丽阳光下
，

在欣欣向荣的中国科技百花园中萌发

的两朵新花
。

它们能够适时破土而出
，

得益于此前

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积累
。

����年夏天
，

一批还在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的青年科研人员
，

随同他们

的老师从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分迁到贵阳
。

他们在地化所老一辈科研人员的培养和熏陶下
，
渴

望着能在地球化学研究中有所作为
。
����年秋天

，

西安医学院克山病研究室的两位医学科研人员专

程来到贵阳寻求帮助
，

在地化所老食堂召开的大会

上
，

向科研人员详细介绍 了克山病的危害情况
，

深

深打动了科研人员
。

他们的报告 中有三点事实特

别引人注意
�

一是克 山病对农 民生命 的严重危害

性
，
已在中国大陆十几个省 区

，

严重威胁着几千万

农民的生命健康
�二是既往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克山

病的生物学病 因方面
，

而病 区群众普遍直觉地认

为
，

克山病是一种水土病 �三是一些科研人员发现
，

克山病病区有明显的灶状分布特点
，

有明显的地区

性
。

这个报告促使这些青年研究生意识到
，

克山病

病因可能是一个与地球化学环境有关的问题
。

他

们在食堂墙上贴出一份呼吁书
，

请求开展克山病
、

大骨节病研究
，

请地化所予以支持
。

这个行动立即

得到地化所科研人员响应
，

并认为应 当组成一支多

学科的研究队伍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

很快
，

由地

化所几个研究室抽调出 �名科技人员
，

组成了中国

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克山病战斗队
，

随后正式称

为环境地质研究组
，

隶属第 四纪研究室川
。

在随后

的十余年中
，

环境地质研究组在地化所各研究室的

支援下
，

先后与西安医学院
、

哈尔滨医科大学
、

白求

恩医科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的医学科研

人员结合
，

在陕西
、

黑龙江
、

吉林
、

内蒙古
、

河北
、

山

西
、

四川和云南等省区开展克山病
、

大骨节病
、

地方

性甲状腺肿和地方性氟中毒等地方性疾病
，

以及食

管癌等多发病环境的地质地球化学调查
，

首次发现

克山病
、

大骨节病在中国大陆上呈现一种从东北地

区延伸向西南地区的条带状分布现象
，

较系统地论

述了这个条带状病区环境的地质地球化学特征 �据

此在陕西省永寿县和黑龙江省北安县农村蹲点改

良饮水水质预防地方病
，

在云南省牟定县开展持续

�年的农作物喷施钥肥预防克山病试验 �对病区居

民用于治疗和预防克山病的卤碱进行系统的矿物

学和地球化学分析研究 �提出中国北方 由高氟地下

水所致的地方性氟中毒分布规律
�
对河北

、

河南
、

山

西食管癌多发病区环境进行了地质和地球化学研

究 �对上述地方病
、

多发病病 区及相关对照 区环境

的岩石
、

土壤
、

地表水
、

粮食
、

人发
、

血
、

尿
、

心脏及骨

骼等样本开展 了多元素分析测定等
。

特别是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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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上述原生 自然地质地球化学环境与人体健康关

系的基础上
，

从 ����年起
，

环境地质组的研究活动

又扩展到研究 由人为活动引起的污染物的地球化

学问题
，

弄清了影响北京官厅水库库区水质的周边

人为排放污染物的状况
，

阐明了人为释放的污染物

在人库河流中的迁移
、

自净过程
，

在库区水体
、

沉积

物
、

生物体中的含量
、

分配
、

积累和转化过程 �全面

地调查 了北京西郊污染物的种类
、

数量和排放特

征
，

查明污染物在大气
、

地表水
、

地下水
、

土壤
、

农作

物和水生生物中的分布及其对生态系统和人体健

康的影响 �研究了环境质量 的综合评价原则和方

法
，

编制了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图集
，

为我 国随

后广泛开展的区域环境质量评价工作提供了经验

和借鉴
。

非常幸运的是
，

这些研究活动适逢科学的

春天
，

获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充分肯定
，

在 ����年

的全国科学大会上
，

分别获得 �项全国科学大会奖
、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及 中国卫生部全 国医

学大会奖
，

为 ����年设立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

员会和建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室奠定了基础
。

上述研究活动概略地展现了我国环境科学工

作者独立 自主地开展环境地质地球化学研究的简

史
，

具有明显 的土生土长性质
。

值得注意的是
，

如

同过去也曾有过的历史事例
，

有时国际科学思想的

发展似乎具有某种时间上 同步的现象
。

正当地化

所的科研工作者在
“
文化大革命

”
风风雨雨的 ����

年组建克山病战斗队
，

开始地方病的地球化学环境

与人体健康关系研究时
，

在地球那一边的西方国家

也正在采取行动发展这一学科
。

����年 �� 月
，

一

个以
“
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疾病

”
为主题的学术讨

论会
，

在美 国的达拉斯召开
。

正是在这次讨论会

上
，

来 自地球化学
、

化学
、

土壤学
、

地理学
、

流行病

学
、

病理学
、

生物化学
、

营养学和牙科医学的科学家

竭力主张建立一个学术团体
，

把来 自多学科的科学

家团结起来
，
以便联系和发展共同的环境地球化学

领域
。

����年美国科学院地学部成立了一个
“
地球

化学环境与健康疾病
”
委员会

，

附属于美 国全 国地

球化学委员会之下
，

作为美国科学院在环境地球化

学与健康研究方面 的牵头组织
。
����年 �月 ��

日
，

国际性的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协会在美国密苏

里哥伦比亚大学成立
。

����年 �月英国皇家学会

成立了
“
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

”
组

，

负责审查开展英

国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的研究状况
，

制定有关政

策
，
团结环境地球化学工作者

。

在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下设立环境地

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
不仅体现 了中国环

境地球化学与国际上 的同时起步
，

同步发展
，

同样

也是为了构建一个学术联系的平台
，

团结全国相关

学科的科学工作者
，

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

促

进环境地球化学新兴学科的发展
。

����年至今
，

环

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 已先后在贵阳
、

杭州
、

广州和武汉等城市主办 �次全国性的环境地球化学

与健康学术研讨会
，

出版了 �本会议文集或详细的

中英文论文摘要汇编
。

这些研讨会上展现 的研究

成果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环境地球化学的发展面貌
，

从较多地交流地方病环境的地球化学成果
，

逐渐发

展成更多地展现局地乃至区域性污染 的地球化学

研究
。

随着 �� 世纪 �� 年代后期人类社会对全球性

环境质量变化的关注
，

国际环境科学进人全球环境

变化研究阶段
。

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敏

锐地注意到了这个新的发展动向
，

并在 ����年 ��

月及时组织召开 了以中国环境地质地球化学纪录

与环境变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
，

来 自全国众多高

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 多名代表与会
，

围绕碳
、

氮
、

硫
、

磷
、

重金属和微量有机物在地球表面环境中

的迁移富集规律
，

交流和研讨了环境质量的影响因

素
，

以及黄土
、

冰芯
、

湖泊
、

河流沉积物及树木年轮

等所记录到的气候环境变化
，
显示了向全球环境变

化研究发展的兴趣
、

趋势和潜力
，

促进 了中国的全

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深人开展
。

相信随着对地球水

圈
，

土壤圈
，

大气圈
，

生物圈的地球化学过程
，

及各

圈层间相互作用规律的深人研究
，
环境地质地球化

学专业委员会的学术交流活动将会更丰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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