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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日方不
顾国际社会反对，准备最快 8月开
始把核污水排入大海。

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尤其是
中国、韩国、一众太平洋岛国以及
日本国内的渔业从业者们对计划
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有分析人士
表示，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放后，洋
流大循环会使得太平洋岛国受到
最快和最直接的冲击。太平洋岛
国论坛秘书长此前声明，福岛核污
水排海将对太平洋岛国构成严重
影响和长期隐患。

韩国市民团体呼吁废除日方
寻求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背
书”其核污水排放的相关评估报
告。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表示，该机构公布的综合评估报告
是基于日本方面提供的数据，可信
度存疑。如果日方执意排污入海，
共同民主党考虑推动立法，升级对
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该报
告证明不了日本排海计划的正当
性、合法性与安全性，它不能成为
日方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将给全
球海洋环境、生态系统和各国人民
生命健康带来潜在危害。与一般
核电站排放的工业废水主要含有
氚不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
水和其燃料残渣中含有 1000多种
核素。目前人们的视线被大量存
在的“铯”和无法去除的“氚”所吸
引，而更有专家敏锐地指出，还有
一些潜在的核素没有被检测到，而
且其危害更甚。

“日本政府将经过多核素净化
处理系统 (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
称为‘处理水’，强调‘处理水’已达
标可排，但该系统在运转后不久即
发生故障，70%以上处理后的核污
染水的放射性核素活度超出排放
限值。”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

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赵顺平告
诉记者。国际社会对该系统长期
高负荷运行的性能与效率始终存
疑。

日本欲借 IAEA报告蒙混过关

IAEA总干事称“福岛核‘处理
水’可以饮用、游泳”。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对此回应：“如果有人认为
福岛核污染水可以饮用、可以游
泳，我们建议日方把核污染水好好
利用起来，供这些人饮用或游泳，
而不是排进大海，让国际社会担
忧。”

首先，IAEA发布的这份报告
并不代表其批准日本向海洋排放
核污染水，该机构扮演的只是一个
评估者的身份，而不是决策者的身
份。大连海事大学黄渤海研究院
院长张晏瑲表示：“日本是否有权
利排放核污染水，不是可以由任何
单一国际组织决定的，还需要考虑
其他国际组织，比如说国际海事组
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
织，它们同样具有监管的权利。”

其次，此次报告结果是基于日
本对 IAEA的授权而开展的评估。
日本有意将授权范围限制在了对
排海方案的评估，出具的报告只是
对核污染水排海的片面分析，并没
有办法经过对比证明排海是处置
核污染水的安全可靠方法。因此，
该报告无法为日本排海行为正名。

再次，日本此次提交的样本并
不完整。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
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余雯向记者
解释道：“日本储存核污水的罐子
非常大，污染物比较浓的物质沉淀
在下面，而日本只提取了表面污水
做样本，所以取样的代表性很成问
题，日本没有提交充足的取样。”种
种行为表明，此次日本请求 IAEA
开展审查评估只不过是打算“蒙混
过关”。

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7月
4日曾指出，这份报告未能充分反
映参加评估工作各方专家的意
见。“这份报告是以格罗西总干事
的名义发布的，虽然在报告发布
前，IAEA秘书处曾就报告草案征
求技术工作组专家意见，但留给专
家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秘书处
收到反馈意见后，也未再次与各方
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采纳情况
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就仓促发
布了该报告。”参加 IAEA 对福岛
ALPS处理水排海问题评估技术工
作组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刘
森林研究员介绍了报告出台的内
幕。

记者了解到，此次评估报告中
的六家第三方实验室分别来自瑞
士、奥地利、摩纳哥、韩国、法国和
美国，除了韩国以外都是域外国
家，利益攸关方较少，因此这个报
告很难让人信服。“相较于此次报
告中第三方实验室的选择，我们更
加呼吁 IAEA在未来能够尽快建立
长期的、有日本邻国等第三方实验
室充分参与的国际监测机制，并且
在此过程中能够充分考虑各利益
攸关国家的关切和参与度。”张晏
瑲院长对此表示。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正当性
广受质疑

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行为在
正当性上受到质疑。“所有涉及核
辐射的人类行为，首先要做到的就
是‘正当性’，简单来讲就是必须充
分说明该行为好处大于坏处。比
如我们看病时，做CT、X光也有辐
射，也是对人体有害的，但医生通
过专业判断，其带来的好处大于坏
处，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做。”
余雯教授向记者表示，“日本明明
有对自然环境来说更安全的方案，
但最后却选择了成本最低、对它自

己最有利的方案。”
“日本‘精打细算’决定通过海

底管道将核污染水排海，该方式刻
意规避了《伦敦倾废公约》的适
用。”张晏瑲院长表示。据报道，日
本东京电力公司将预先把核污水
里氚的浓度稀释到每升 1500贝克
勒尔，然后通过海底隧道排放至近
海。日本是《伦敦倾废公约》的缔
约国，所以该公约对日本有约束
力。《伦敦倾废公约》第三条第一款
明确了“倾倒”的含义是从船舶、航
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
上有意在海上倾弃废物或其他物
质的行为，并没有提到管道引流。
日本管道引流的方式是通过陆源
方式排海，意在规避公约的适用。

直接排海方案将核污染水对
日本陆地的影响降低，而核素会随
着离岸洋流扩散至远离日本国土
的太平洋乃至其他大洋。德国海
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福岛沿岸拥
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从排放之日
起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
平洋大半区域，3年后美国和加拿
大将遭到核污染影响，10年后污染
蔓延全球海域。

福岛核污染水中含有 60多种
放射性核素，很多核素尚无有效处
理技术，部分长寿命核素可能随洋
流扩散，对周边国家海域生态平衡
和海洋环境带来的影响难以估
量。“日本执意将含有放射性物质
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入海
洋，并且规模如此之大、计划执行
时间如此之长，实在罕见。”生态环
境部特邀观察员、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表示。

日本应拿出更有诚意的处理
方案

针对日本8月份实施核污水排
海计划引发的担忧，赵顺平研究员
指出，排海后续监测中存在严重问

题：“即便要实施排海，其监测也应
该做到独立取样，即由第三方组织
进行取样，而不是由日本单方面取
样。”

据悉，日方的监测会由东京电
力公司、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然而，实施
排海计划的东京电力公司已是“劣
迹斑斑”，恐怕没有人会相信东京
电力公司能够从头到尾都本着严
谨的态度去处理核污染水。例如，
净化装置的数据是否可靠，长达30
多年甚至更久的监测是否真实有
效，都存在争议。东电公司在事故
爆发当年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人为
失误，在事故过程中的应急处理也
出现了不少问题，多次被发现存在
隐瞒、篡改数据和缺乏诚信的做
法，这个有着不诚信记录的公司已
经失去了公信力，得不到国际社会
的信任，所以他们得出的陈述和结
论是令人质疑的。

“对于具有国际影响的环境排
放，正确的做法是建立独立有效的
长期国际监测机制，由国际机构牵
头，多国特别是利益攸关邻国共同
参与的监督性监测机制，确保核污
染水排放现场监督和取样监测分
析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赵顺平研
究员表示。

排海并不是处置核污水的唯
一或最佳方案。生态环境部核与
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魏方欣介绍，
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曾经
有过多种方案，日方最后把方案范
围缩小到地层注入、海洋排放、蒸
汽排放、氢气排放和地下掩埋这五
种方案，其中海洋排放、蒸汽排放
是日方主推的两种方案，但在2020
年，日本在这两种方案中最终决定
采取海洋排放。

日本核污水排海之举是便自
身之利，却将风险转嫁给他国。日
本这样做不正当、不合法、不安全。

多方认为：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不正当、不合法、不安全

现在就宣称欧洲已成功战胜
天然气危机可能为时过早。国际
能源署（IEA）警告称，如果俄罗斯
进一步削减对欧洲大陆的天然气
供应，面对欧陆地区可能的寒流侵
袭，欧盟将面临一个非常艰巨的

“寒冬”。
外媒援引国际能源署说法称，

即使在今年 10月前欧盟的储气率
接近达到 100%，仍然不能保证未
来天然气市场不会出现波动。欧
盟约 10%的进口天然气仍由俄罗
斯供应，并且随着中国的液化天然
气进口量恢复，全球液化天然气市
场供应可能会更为紧张。过于干
燥和寒冷的气候因素也将对欧洲
天然气市场造成压力。

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机
构（Gas Infrastructure Europe）的
数据，欧盟当前的天然气储量比前
五年平均水平高出近 20%。分析
师预测，可容纳约1000亿立方米的
天然气储气库将在 11月前达到欧
盟官方储气目标的90%。

然而，若在寒冷天气、俄罗斯
完全切断管道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供应量低的情况下，欧盟储气库明
年 4月的天然气储量将只有 20%，
威胁到正常的能源供应。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
源价格飙升。欧盟在同年7月迅速
采取降低天然气需求的举措，使其
天然气需求在 2022年下降了 550
亿立方米，降幅达 13%。这是历史
上降幅最大的一年。

550亿立方米中，约 100亿立

方米的下降是由于生产缩减，而非
相关产业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用
可替代能源。非俄罗斯能源供应
商、当年温和的天气、工业部门需
求走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俄罗
斯天然气的减量，在2022年帮助欧
洲平稳度过了原本可能会很严峻

的天然气危机。但欧盟天然气需
求降低的政策成效并没有预期般
显著。

国际能源署认为，欧盟应当谨
慎评估国际局势对于今年本土能
源市场的影响。液化天然气是欧
洲地区的基础能源，其在欧盟总需

求从 2010年代的平均 12%上升到
2022年的近35%。

从供应端看，在 2025年之前，
全球几乎没有新的液化天然气和
管道气新增产能上线运营。这意
味着市场平衡依然脆弱，一旦需求
侧出现超预期的正向冲击，气价短
时间大涨的概率就会增加。

尽管2022年的需求缩减，但去
年全年欧盟的天然气进口账单仍
接近 4000亿欧元，是 2021年总额
的三倍多。2022年底，俄罗斯的出
口气在欧盟进口天然气总量中的
占比从 2021年的 40%下降到 10%
以下，但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依
旧令俄罗斯获得了可观收入。

国际天然气联盟（IGU）近日在
其最新版《世界天然气报告》中提
示风险称，当前天然气市场失衡，
危机尚未结束。该报告认为，当前
液化天然气价格已从高点回落，但
仍然存在重现 2022年市场波动的
潜在风险。2022年欧洲对进口液
化天然气的依赖明显增加，进口量
同比增长 66%，其中 70%属于现货
贸易。目前，欧洲市场十分依赖现
货液化天然气，或加剧市场价格波
动性。

欧洲天然气危机尚未结束
多重潜在风险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