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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方面，20个监测断面中，19个断

面水质为Ⅱ类，占95.0%。”省环保厅厅长缪

学刚告诉记者，长江安徽段总体水质保持稳

定，总体水质状况保持优。

“近年来，我省对长江的污染主要是

因为来自地表流入水的污染，这其中包括

工业排放、生活污水以及土壤上因为种植

业带来的化肥以及农药的污染。不过，毕

竟长江是一个大的水体，并不是这一段治

理好就能解决的。”缪学刚告诉记者，“鱼

体中被检出的‘环境激素’壬基酚和辛基

酚，并不在检测范围之列，国内的法律法

规也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检测标准。并且

很多所谓的‘环境激素’仍然在广泛地使

用，也没有下‘禁制令’，但这提醒了我们

要关注长江水质的保护。”

关注三：长江鱼含激素说明了什么？
省环保厅厅长缪学刚：

我们要关注长江水质的保护

本报长江野生鱼含“环境激素”报道，引起国家环保部高度关注——

将掀起整治沿江污染“风暴”

8 月 30 日，本报在国内独家报道国际环

保组织“绿色和平”在来自重庆、武汉、南京，

以及我省马鞍山四市的野生鲤鱼与鲶鱼体

内，检测出广受国际关注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全氟辛烷磺酸等“环境激素”。报道一经发

出，被全国众多主流媒体转载，造成了强烈的

社会影响。

同时，社会各界对报告引发了不同的声

音，形成激烈的争论。8月31日，记者再次对

话该组织负责人、报告发布者武毅秀，并就此

采访了国家环保部。 记者俞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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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鱼体检测出“环境激素”的

问题，省农委渔业局副局长钱东方表示，

在媒体报道之前并不清楚此事。

“长江很大，水体又具有流动性，

所以对长江中的野生鱼类进行检测是

比较困难的。”钱东方告诉记者，渔业

部门的检测范围主要在水产养殖基

地、水场种苗和水产品市场三方面，长

江中的野生鱼类，则不是他们检测的

重点。

“主要是针对抗生素类药物残留、

重金属以及农药残留等指标进行检

查。”钱东方告诉记者，我省的野生江鲜

在市场上的销售还是很少的，市民吃的

鱼大部分来自于养殖户。而对于市场

上的鱼，往往采用的也是抽检。就这几

年抽检结果来看，我省的水产品合格率

还是很高的。

“其实，被检测出有问题的鱼，就好

像是一种表现特征，通过它们实质问题，

说明的还是鱼类生存环境的问题。”钱东

方介绍，问题绝不仅仅在于鱼，长江的水

质问题是源头根本，这反映出的是长江

水质环境的恶化。

省农委渔业局副局长钱东方：

长江水质问题是源头根本

“无环评的一律停止建设，未经验

收或验收不合格投入生产的，一律停

产，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发现有

化工石化企业，立即取缔，拆除。二级

保护区内的违法化工石化建设项目，

予以关闭。”昨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国

家环保部宣传教育司司长、新闻发言

人陶德田，他告诉记者，环保部有关领

导已从网上看到了本报报道，引起了

高度重视，并决定将于今日着手，开展

长达 2 个月的全国沿江沿河化工石化

企业环境污染隐患排查，特别是对长

江流域等重点流域的查处。

“行动从9月开始，9月17日至10月

31日以地方及企业自查为主，10月中旬

至11月中旬以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

为主，11月底前各地要完成排查整治行

动并提交报告。主要是督查沿河沿江的

二级支流、三级支流，沿海的污染企业也

是排查范围，国家海洋局也有此行动。

而对查出来的企业，地方政府会公布。”

陶德田告诉记者，排查范围包括所有在

沿江沿河设立的原料及产品，属于危险

化学品的化工石化企业（包括取缔、关停

及废弃的）以及原油、成品油、化学品等

输送管线、码头及储罐区。

据介绍，排查整治的重点是，辖区内

重要江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沿线的化工

石化企业，以及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

辖区内重要江河干流及其主要支流涉及

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准保

护区及上游的化工石化企业。

关注四：保护长江水质有哪些措施？
国家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

将掀起查处沿江沿河污染隐患“风暴”

省渔业局专家表示，其实现在长江

里的野生鱼类已经少之又少了，市场上

许多“长江野生鱼”都是养殖出来的。总

体而言，我省产的水产品还是比较安全

的，大家大可不必惊慌。

渔业部门同时提醒市民，鱼如果摄

入了有害物质，一般也是存在于它的内

脏之中，在得不到及时排除的情况下，便

会不断累积。所以吃鱼时一定要煮熟煮

透，千万不要生吃，鱼的内脏也不要吃。

记者：为什么选择鲶鱼和鲤鱼这两种鱼？

武毅秀：因为这两种鱼是长江流域最常

见的鱼类之一，也是老百姓最常食用的鱼类。

记者：监测中，激素含量最高85.0微克/

千克。但有专家表示，这些含量不会对人体

造成明显危害。您是怎样看待的？

武毅秀：国际上已确认壬基酚、辛基酚

及全氟辛烷磺酸对人体有害，至于具体含量

多少对人体有害，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

准。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有害物质量的不

断积累势必会导致质变，只是早晚的问题。

记者：许多人对你们的组织机构产生怀

疑，并对你们抽样检测的取样方法的科学性

发出质疑。您怎么看？

武毅秀：绿色和平是一个独立的环保组

织，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两百五十万以个人

作为名义的会员在支持着绿色和平组织 。

大陆地区的唯一办公地点在北京东城区新

中街68号，这里有50多名成员。抽样检测

是在许多环保专家支持下进行的。公布此

次调查初衷并不是要告诉市民这两种鱼不

能吃了，而是要告诉大家，这些危害是人为

制造出来的。报告已经递交国家环保部、水

利部，给予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与支持。

关注一：报告是否科学、权威？
对话报告发布人武毅秀：

报告得到国家环保部、水利部的鼓励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环境毒理学专家

周炳升接受采访时证实，国内淡水鱼包括生

活在江河、湖泊、水库的鱼类，由于水污染的

影响，体内含有壬基酚和辛基酚是比较常见

的。目前检测仪器可以检测出鱼类体内很

轻微的壬基酚和辛基酚含量，但国内还没有

对壬基酚和辛基酚在食品中的含量上限设

定相关标准。

周炳升说，壬基酚和辛基酚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影响到什么程

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结论。

关注二：长江鱼含激素是否危害人体健康？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环境毒理学专家周炳升：

激素影响，目前没有明确结论

特别提醒

鱼要煮熟煮透，内脏千万不要吃

报告中85.0微克/千克的激素含量，这

个含量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被称为

‘环境激素’的壬基酚和辛基酚，理论上是毒

素，但是否导致江鱼‘中毒’，这也要看有害物

质含量有多少。此外，只有当这种激素积累

到一定量时，才可能对人体造成一定损伤。”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吴晓辉：

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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