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性物质泄漏会对海洋环境、食

品安全和人类健康产生深远影响，日本

大量核废水的排放无疑将带来更多的不

确定性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
面临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环境影响不容小觑
不少专家认为，含有放射性物质的

核废水一旦被日本排入大海，对环境的

影响将是空前的。
首先，日本所谓的“处理水”总体上

依然达不到理想的环境排放标准。为降
低核废水中的放射性物质，2015年起日

本使用一种名叫“多核素去除装置”的设

备，通过大规模过滤作业去除大部分放
射性物质。但仍有一种物质无法通过现

有技术去除，那就是氚。对此，日本方面
表示，排出废水前会把氚的浓度稀释到

日本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也是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饮用水标准的七分之

一。但有人指出，这不是“1和 100的差
别”，而是“0和 1的差别”。

除了目前已知的氚元素，福岛核电
站核废水处理罐中还含有多种放射性成

分，国际环保组织的报告认为：“这些污

水中的其他放射性成分，在数千年内都
将是危险的，并有可能造成基因损害。”

其次，福岛核废水的巨大体量，导致
整个排放过程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

根据日本环境省数据，存放核废水的储
存罐最快将在 2022年 10月被装满。福

岛核废水排放作业可能最早从 2022 年

开始，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数十年之久。
再者，日本太平洋沿岸海域将受到

影响，特别是福岛县周边水域。专家指

出，这些核废水经过大海稀释，辐射量理
论上暂时不会对人体构成伤害，但会对

一些海洋生物造成毁灭性打击。国际研
究的结论基本接近：核污染由点及面，将

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危害，中长期影响
不容小觑。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
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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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将受到核污染影响。按照日本研

究机构的模拟演算结果，铯 137顺着海
流 5年后将到达北美，10年后回到亚洲

东部，30年后几乎扩散到整个太平洋。

激起政治经济波澜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雷认
为，核废水处理给日本带来的政治经济
波澜，才刚刚开始。

不少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前首相安
倍还是现任首相菅义伟，都没有在解决

这个问题上展现真正的决心。目前，有十
几个国家和地区仍对日本农产品及渔业

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某种意义上，来自福
岛的担忧，也完全可能成为全日本农林

水产业及旅游业的担忧。对日本重振经

济的努力来说，这不是个好消息。核废水

问题也引发了外界对东京奥运会的担
忧，因为一些比赛项目地点距福岛废弃

工厂甚至不到 60公里。

在陈子雷看来，在处理核废水一事
上，应该有合理的长期规划、公开透明的方

式方法、充分的解释说明和开放的国际
合作胸襟。日本的“格局”显然与其常年来

打造的“环境立国”形象不符。因此，日本
的做法短期内很难得到地区国家的谅解。

法律风波正在路上
中国海洋法学会会长、 中国政法大

学国际法学院特聘教授、 国际海洋法法
庭前法官高之国认为，福岛核废水排海
不仅是日本的国内问题，也涉及到全球

海洋环境、生态安全以及人类生产生活
等诸多方面，显然也涉及国际法问题。

他指出，日本的核废水排海计划，并
未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项下的国际法义务。日本对于核

废水排海事项的决定，应当与周边国家或
者将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国际机构展开

合作分享必要的信息，制定应急计划，以
执行为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对海洋

环境污染而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核废水排入海洋势必涉及沿海诸多
国家，也包括日本自身，存在放射物扩散

的很大风险。”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席
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认为，把
核废水排入海洋有违相关国际法原则和
规定，应该追究这种做法的道义责任，并

视可能造成危害的程度而诉诸舆论及国

际机构。有关国家同时应抓紧调查、研
究、分析和预测核污染的后果，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并为损害赔偿的诉求做好
充分准备。 本报记者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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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在哭泣、鱼类在哭泣、地球在哭泣！”福

岛民众近日聚集在街头，打出反对标语。在东京，
反对排放核废水的标语也出现在首相官邸附近。

但来自国内外潮水般汹涌的批评和质疑声，

也没有能阻止日本政府今天一大早做出最终决
定：将 100多万吨含有放射性物质氚的核废水排

入大海。

一大早开会决定
日本政府在 4月 13日上午召开的相关阁僚

会议上决定，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不断增加的含有

氚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向大海进行排放。
日媒报道称，日本在排放核废水时，将氚的浓

度稀释到国家标准的四十分之一。日本政府表示，
将请当地政府和水产行业人员等加入，加强对排

放前后氚浓度等数值的监控体制。此外，日本政府

还打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帮助下，向国内外公
开“高度透明和客观的”信息。

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导
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反应堆炉心熔融事故，目

前仍有地下水和雨水渗入已经损坏的建筑，每天
会产生 180吨高浓度放射性污染水。截至 3月底，

核电站内约 1000个储存罐内保管的核废水已达
到 125万吨。

此前，日本设想的核废水处理方案包括排入
大海、蒸发后排入大气、埋入地底以及在核电站内

新建储水罐等。但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了将所谓的
“处理后”的废水直接排放入海的“经济选项”。

民间一片反对声
被忽视的，是早已蔓延在日本社会的不安。截

至去年 12月，已有 45万个日本民众签名，反对将

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放入海。“如果把核废水排
入大海真的安全的话，政府为什么不把污水排向

东京湾、或者洒在国会议事堂周围呢？”日本雅虎
网站上的一条评论，在网上广为流传。

11日下午，来自日本福岛县各地的民众，在

磐城市小名浜港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政府将核废
水排入大海。福岛县磐城市议员佐藤和良说，最大

的问题是政府完全没有听从国民的声音，“这种日
本政府单方面的强行决定，是一种暴行。”

“我想问的是，只确定方针不提出对策的政治
家们到底在做什么？从事故发生到现在的 10年

里，我们一直遭受各种非议和折磨，希望这些政治
家们能够到福岛县来生活。”一名 70多岁的老人

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愤怒。

自去年 4月起，日本政府对核废水的处理问
题已经召开了数次听证会，每次都收到不少反对

意见。《朝日新闻》今年 1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 55%的受访日本人反对将核废水排入大海。
对自诩为环保大国的日本来说，这个“经济却

有害的”决定无疑损害了其苦心打造的国家形象。
“就是为了不将核废水排入大海，我们才将它们存

放至今的，不是吗？”小说家畠山理仁的一条推文
获得了数千点赞，“国家声誉的损害是无法控制也

无法弥补的。”
以干净马路为傲的日本，却要将肮脏且危险

的核废水排入海洋。在日本有一句老话：灾难会在
人们将它遗忘时不期而至。眼下着急处理“福岛后

遗症”的日本，似乎忘记了这句老话，而最终付出
代价的，也包括日本人自己。 本报记者 吴宇桢

日本百万吨核废水排海
政府强推“经济选项” 民众游行反对“暴行”孤行

贻害数千年 风暴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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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齐旭）围绕日本福
岛核废水的处理，质疑和批评声不断。
“极其不负责任。”13日，对于日

本政府的决定，中国外交部这样回
应。外交部指出，“在未穷尽安全处置

手段的情况下，日本不顾国内外质疑
和反对，未经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

充分协商，单方面决定以排海方式处

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这种做法
极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

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
益”。对此，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

道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留作出进
一步反应的权利。此前，中方已经通

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重关切。
韩国对于日方的决定也深表遗

憾。韩国国务调整室室长具润哲表
示，将向日方转达反对此次决定的民

意，并要求日方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韩
国公民安全和保障海洋环境不受污

染。与此同时，韩方将向国际原子能
机构（IAEA）等国际社会转达韩方对

此事深感忧虑的立场，并要求国际社

会对日方处理核废水进行科学验证。

而对于日本排放的核废水未来对人类健康可能
带来的影响，许多人深感担忧。“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

都是利益攸关方。”韩国济州岛知事元喜龙说。13日，
由 31个韩国公民团体组成的“脱核市民行动”发表声

明，谴责日本政府擅自决定向大海排放核电站废水，
并将日本政府的决定界定为“核恐怖活动”，称将谋求

一切手段阻止核废水入海。

■ 福岛核废水储存罐

▲ 日本民众反对排放核废水 茛 工作人员在核废水储存罐前 图 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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