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横天下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李卓斌 美编/黄武圣A04 2023年5月21日

星期日

福
岛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进
入
倒
计
时
？

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推行核污染水
排海计划时，给出的主要理由是福岛第一核电
站内的核污染水存储罐已快存满。日本一些环
保组织对此提出质疑，而日本政府和东电的托
词是，这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福岛地方政府和
土地所有者协商。然而，福岛核事故处理的时
间跨度以数十年计，日本政府和东电居然说没
时间，显然是不想为，而非不可为。

太平洋岛国论坛聘请的第三方专家组针对
日本的排污入海计划尖锐指出，把核污染水排
放入海，在技术上落后于时代，在生态伦理上不
正当。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不是一国一时之事，
必须三思而后行。

在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多核素处理系统
（ALPS）”设施附近，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养
着一种常见海鱼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是普
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水，即
所谓“ALPS处理水”。东电每天在网上发布比
目鱼饲育状况和鱼体内放射性元素氚的数据。
东电承认ALPS无法过滤清除核污染水中的放
射性氚，但声称氚对鱼类并继而在食物链上对
人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果真如此吗？科学界的看法是并非如此。
2022年12月，美国全国海洋实验室协会发表声
明指出，日本缺乏足够和准确的科学数据来支
持其安全保证，而有充分的数据支持对日本排
放核污染水的严重担忧。

太平洋岛国论坛聘请的第三方专家组在一
份调研报告中指出，对于放射性氚在海洋中转
化为有机结合氚（OBT）后对海洋生态的“长期
影响”，东电并没有提供评估说明。

此外，科学家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
理其他相关数据也疑虑重重。美国蒙特
雷国际研究院核物理专家费伦茨·道尔

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
方向太平洋岛国论坛提供
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
不一致，具有片面性”，据
此做出的排海决定是

“不合适的”。
上述专家组在报

告中还指出，东电的
测定数据有问题。
经过处理后的核污
染水取样检测也有
问题，一是只抽样
检测了四分之一
的存储罐；二是
取 样 样 本 太
少，只有几十
升；三是没
有 取 样 存
储罐底部
的 核 污
染水。

声音

外交部发言人：

日本政府说福岛核污染水安全无害，
为什么不直接向国内排放？
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日前有韩国济州研究院学者

撰文表示，日本政府以经济理由回避了专家提
出的多种核污染废水处理的方法，但是选择了
可能会引发人类灾难的最坏的方法，将犯下大
错。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称，我注意到相关的报道，我想很多
人都有一个疑问，既然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福
岛核污染水安全无害，那么日方为什么不直接
向日本国内排放核污染水？或将其用作农业工
业用水，而要向海洋一排了之？日方出于一己
之私，把全世界置于风险当中，这是十分不负责
任的行为。

汪文斌指出，日本也是今年七国集团会议
的主席国，拥有了主角的光环，那么日方更应该
以负责任的态度来回应解决国际社会的关切。
但令人失望不安的是，日本置亚洲邻国和国际
社会的关切于不顾，依然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
划，大幅增加防卫支出，发展进攻性武器，不断

突破和平宪法
的约束和专
守防卫的承
诺，还不时
出现为二
战时的军
国 主 义 分
子招魂喊冤
的言行。

汪文斌表
示，日本一贯标
榜自己是国际社
会负责任的一员，我
们提醒日方要做负责任
的国家，不是空喊几句口
号就行了，而应认真对待国际
社会的关切，拿出实际行动，真
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绿色和平组织资深核专家:

日本政府和东电
故意扭曲放射性氚所存在的风险

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日本办公室资
深核专家肖恩·伯尼认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公司至今未能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给出科
学、合理的解释，无视福岛当地民众、尤其是渔
业团体的反对意见，执意将大量含有放射性元
素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此举令人担忧。福岛
核污染水中所含的钚、锶、碘等放射性元素和同
位素有害于环境和生命，其中碳-14的半衰期长
达5700年。这意味着即便今后历经2000多代
人，依然可以检测出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碳-
14。他说，“这种利用地球的未来进行实验的行
为，让人无法接受。”

“日本政府和东电故意扭曲了放射性氚所
存在的风险。”肖恩·伯尼说，“他们只关注于氚
可能带来的外部伤害，可实际上，当氚进入植
物、动物、海藻、鱼贝类以及人类体内时，才是问
题所在。”正如科学文献所示，有机结合的氚有
可能进行生物积累、生物放大，氚在细胞内可以
反复破坏DNA结构，其危险性远高于日本政府
和东电所说的那样。而且，福岛核污染水的排
放时间也会比预计的30年更长。

肖恩·伯尼解释说，福岛核电站的地下水每
天都在累积，按照目前日均100吨计算，一年就
是3.65万吨，到2053年或将增加100万吨含有
放射性核素的核污染水。日本政府和东电没有
解释将如何处理这些地下水，但几乎可以肯定，
他们仍会提议排海。“这一根本性问题如果不能
解决，这场危机就没有尽头。”这位资深核专家
说，“福岛第一核电站及其周边有能力建造更多
储水罐，核污染水可以长期储存，‘排海’并非福
岛核污染水的唯一处理方式。”

肖恩·伯尼表示，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将
对海洋生物和人类健康造成长期性的严重影
响，而更大的辐射危险则来自于核燃料碎片。
这些总量为600至1100吨的放射性物质对太平
洋构成了巨大威胁。

他认为，日本政府和东电制定的废炉计划
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没有可靠的技术可以将

核燃料碎片从反应堆中移除，
因此这些碎片将残留数十年甚
至更长时间。福岛第一核电站
多年来不时出现问题，让公众意
识到核灾仍在继续，这让人们对
本来就缺乏信赖的废炉计划进一
步产生质疑。

那么，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
公司缘何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执
意排海计划？肖恩·伯尼说，日本
政府和东电希望民众相信，福岛的
核灾难已经结束，废炉工作正在推
进。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
希望尽可能多地重启核反应堆，争
取在2030年达到全国电力需求的
20%至22%。

日本政府和福岛县之间达成协
议，承诺在2051年之前拆除福岛第
一核电站并将其从福岛县内移除。

“这是不可能的。”肖恩·伯尼说，“可
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向外
界传达一种信息——相信这一切会
发生，但却没有可靠的技术或工程
计划来证明这些事情究竟会如何完
成。”他进一步表示，“这实际上是日
本政府给本国国民和亚太地区民众
传达的危险错觉。”

肖恩·伯尼从事核问题研究已
有近40年，在谈及针对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的应对方案时，肖恩·伯尼
坦言，当务之急是让尽可能多的人
认识到核污染水的真正危害，以科
学为基础，准确普及相关知识。
民众和民间团体敢于公开并持续
地发出反对声音至关重要。此
外，诉诸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等法律途径也可能是迫使日本
政府放弃“排海”的有效方法。

太平洋岛国论坛聘请的第三方专家组：

东电的测定数据有问题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污染水排海
方案中，“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是关键。日
方坚持把经过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
水”，认为“处理水”已达标可排，但国际社会对福

岛核污染水处理装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可持续
性始终存有疑虑。

首先，ALPS是仓促上马的工程，国际上并无运用
先例，技术上仍不成熟，安全性存疑。2013年ALPS开始

试运行，2022 年 3 月才获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检查合
格”。考虑到日本政府2021年就宣布了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

一姗姗来迟的“检查合格”似在追认既成的事实。
事实上，ALPS运行期间不断出现问题。2016年，该装置被

发现有4处漏水。2018年，所谓“处理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被
曝超标。2021年，ALPS用于吸附排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滤网近
半数出现损坏，而这些滤网两年前刚换过一遍，此后东电一直

未点检。
其次，福岛核污染水被彻底“处理”的有效性存疑。

按照东电的说法，在133万吨核污染水中，132万吨已经过
处理，但东电官网上核污染水处理情况示意图则显示“处
理完毕”的只占其中三成，其他仍在“处理中”，实际并未达
标。

更有问题的是，国际环保组织2020年在题为《东电福
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危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核污染水中
存在高浓度的放射性碳14，ALPS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去除碳
14。东电直到2020年才承认所谓“处理水”中碳14的存在。

第三，ALPS的“寿命”不详，可持续性存疑。东电迄今未
曾公布过ALPS的设计或使用寿命。根据东电目前的废堆计
划，至少要到2041年至2051年才能达成福岛第一核电站彻
底报废目标，这意味着其间大量核污染水将源源不断产生。
而从ALPS滤网两年损伤近半等情况看，这一系统装置的“寿
命”并不乐观。

除了以上因素，还缺乏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对ALPS“处理
水”进行监测。日本政府和东电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介
入视为获得国际理解的“背书”，但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
授、海洋生物学家罗伯特·里奇蒙质疑IAEA是否适合评估核污染
水风险，“因为IAEA是旨在推动核能利用的机构，而我们的宗旨
是保护人类和海洋”。

如果太平洋海域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渔业团体、环保组
织等利益攸关方不能参与监督，日方一口咬定所谓“处理水”没
问题就是自说自话。

评论

休想以所谓“达标”
蒙蔽世人

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数百名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反
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在距日本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霞关约一公里的东京电
力公司总部前，来自东京、福岛、长崎等地的民众在16日拉
起了各色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不要把污染水排放入海”
“不要污染大家的海洋”“大海不是核电站的厕所”等标语，
并齐声高呼“不要污染海洋”“保护渔业”“守护未来”等口
号。

“不要再污染海洋！市民会议”是在东京电力公司总
部前的请愿行动组织方之一。该组织代表、来自福岛县
的佐藤和良说，日本政府最初就是想要将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所以一直说其他方法行不通或者无法在陆地上保
存核污染水等，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现在政府又花费
大笔经费，通过各种渠道宣传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但他
所代表的团体并不会相信政府这些宣传，他们要通过
今天的行动向全世界发出更大的反对声音。

该组织另一名代表织田千代向东京电力公司代
表宣读并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该公司遵守与福岛县
渔业合作协会联合会等机构的约定，在获得相关方
理解和同意前不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要求公开
所有放射性核素的浓度、总量等信息，重新评估
核污染水对海洋环境和生物的影响；要求东京
电力公司探讨修建大型储水罐长期保存核污
染水、推动氚分离技术实用化等。

已经多次参加反排海集会的关幸三表
示，他的家乡在福岛县，包括福岛当地渔协
成员及居民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核污
染水排海。所以必须要阻止排海计划。
有关部门应该思考和研发妥善的处理方
式，而不是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

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约500名民
众于16日晚间集会抗议。福岛县磐
城市渔业从业人员柳内孝之说，此
前发生过数次储水罐中的核污染
水泄漏事件，福岛的水产品都会
因此遭到拒收。渔业从业者不
能接受核污染水排海。

抗议活动还得到了韩国
市民团体的声援。特地从
韩国赶来参加集会的一位
柳姓女士说，她非常担
忧核污染水排海，所以
赶来声援集会。

保护海洋 守护未来
——日本民众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5月19日至21日，日本

利用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广

岛举行七国集团（G7）峰会，

引发争议。日本政府的强推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更是备受

质疑，大批日本民众走上街

头，反对将核污染水排放入

海。他们还向东京电力公司

（简称东电）递交请愿书，要

求停止排海计划。

2021年4月，日本政府

决定推行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染水排海计划。计划推出

后，一直遭到渔业团体等日

本国内民间团体的反对。国

际社会也多次对日本核污染

水排海决定表示反对和质

疑，认为直接将核污染水倾

倒入海极不负责任，一旦实

施将对海洋生态和环境造成

威胁。但日方罔顾国际社会

基于科学提出的合理安全关

切，无视国内外反对声音，一

意孤行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

划的错误做法。

日本媒体预测，排放可能

于7月份开始。而日本政府

就排放开始时间的表态依然

是1月份宣布的“今年春夏之

际”。这意味着，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或已经进入倒计时。

文/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
图/新华社

抗议

55月月1616日日，，民众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总民众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总
部前集会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部前集会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