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8月24日13时（北京时间12

时）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启动排海。

日本计划今年排放31200吨，整个排海工作预

计持续30年。

核污染水排放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海产品还能放心吃吗？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公海捕捞加强监测监管
记者：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海产品还能

放心吃吗？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院长陈新军

教授：不必过分担心市面上水产品的安全。
在我国市场上流通的海产品一定是经过严格

检测的，是安全的，可放心选择。

我国动作还是很迅速的。事件发生同

日，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自2023年8月24日

（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

（含食用水生动物），对污染源附近海产品进

行了严格管控。

对于公海捕捞的水产品，国家有关部门

将会继续加强监测与监管，并与相关沿海国

家开展国际合作，就海洋生态系统、海洋生物

生存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研究。

在不久前结束的西北太平洋科考航次，

科研团队也采集了一些样本，为后续研究提

供分析依据。事实上，在2011年福岛核电站

放射性物质泄漏后，我国就开始了海洋监

测。当时，国家海洋局（后并入自然资源部）

曾设立一批研究项目，对西北太平洋渔业资

源、海洋生态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后，生态环

境部除对近海进行常规监测外，还对整个太

平洋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分析和研究。农业

农村部也支持相关科考航次，在日本核污染

水排海之前，对水体、渔业、生物资源进行样

本采集，为后续研究提供对比依据。

暂停水产品进口影响不大
记者：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

漏事故发生后，我国对日本水产品采取了哪
些措施加以监管？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中国林牧渔业经

济学会副秘书长杨卫博士：2011年3月24日，

当时中国质检总局曾发布公告，禁止进口日

本福岛县、栃木县、群马县、茨城县、千叶县的

乳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水生动物及水产

品，并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进一步加强对

日本这些县生产的其他输华食品农产品中放

射性物质浓度的检测，防止受放射性污染食

品农产品进口。同年4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从

日本进口食品农产品检验检疫监管的公告》，

产地范围由5个扩大到12个，包括福岛县、群

马县、栃木县、茨城县、宫城县、山形县、新潟

县、长野县、山梨县、埼玉县、东京都和千叶

县，品种从原来仅禁止乳品、蔬菜、水果、水产

品扩至整个食品、食用农产品及饲料。

今年7月7日，海关总署宣布，禁止进口

日本福岛等10个县/都（除上述12个都/县的

山形县和山梨县）食品，对来自日本其他地区

的食品特别是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严格

审核随附证明文件，强化监管，严格实施

100%查验。

今年8月24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全面

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公告》，暂停所有原产

日本的水产品。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从日本水

产品进口正常，进口额达2.89亿美元，同比仍

上升15.85%。但7月实行新的进口管制以

来，7月份从日本进口水产品总额为4121.63

万 美 元 ，同 比 下 降 27.23%，环 比 下 降

29.20%。生鲜蓝鳍金枪鱼进口额环比下降

65.27%，降至123.60万美元。生鲜扇贝类降

至1.55万美元，环比大幅下降97.31%。

记者：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
品后，会对我国海鲜市场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杨卫：从中国水产品国内生产总量以及

从日本进口量综合考虑，我们认为此次暂停

进口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有限。

中国进口水产品中，2022年数据显示，日

本位于中国从全球国别进口中的第12位（统

计含饲料用鱼粉），只有5.91亿美元，仅占中

国水产品进口总额的2.53%。与此同时，进口

主要品种如扇贝、鱼类、海胆和海蜇占国内各

品种养殖量的比例极低，分别为5.58%、

2.39%、1.00%和3.87%，这还没将国内这些品

种的大量捕捞计算在内。至于蓝鳍金枪鱼，

国内远洋捕捞也有不少，因此完全可以由国

内养殖、远洋捕捞甚至从替代国进口转移。

不过需要关注两类海产品，也就是海蜇和海

胆，原先进口自日本的海蜇和海胆品质都较

高，这次暂停进口对特定人群消费者会有一

定影响，也许可以转向俄罗斯的优质捕捞水

产品，只是转变消费习惯可能需要些许时间

缓冲。

中国暂停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从短期来

看利好国内水产养殖业，国内外水产品实质

上存在着竞争，因为食品安全原因暂停从日

本进口水产品，有利于以国产水产品来替代

进口水产品。

不过，根据国内相关团队研究，核污染水

预计240天左右或者更快会影响到中国东部

沿海（如果预测准确的话），但无论如何最终

会影响整个太平洋以及全球海洋，消费者容

易形成不好的预期，使传染性效应占主导，可

能将对中国水产养殖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问题，严防走私，在相

关节点加强监控，密切关注水质情况，科学应

对，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可能对中华鲟保护不利
记者：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会对我

国洄游水生物带来怎样影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

伟：中华鲟在东亚大陆架水域，包括日本附近
海域都有分布，目前还有鹿儿岛及其附近海域

捕获的中华鲟养殖在鹿儿岛水族馆中。我认

为，核污染水向海洋排放后，可能对中华鲟的

繁殖和保护带来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 郜阳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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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专家就食品安全、生物保护等问题接受本报采访

我国市场流通海产品是安全的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在上海精武体
育馆，2023年坐式排球城际邀请活动展开激

烈角逐，参赛者都有肢体残疾，几乎都缺少一

条腿，他们坐在地上比赛，依靠手臂和臀部的

支撑，移动身体飞扑救球，攻防节奏并不比健

全人运动员逊色。看完这场特殊比赛的观众

们觉得，这些身残志坚的运动员“个个都是好

样的”！

此次活动于8月23日至26日在上海举

办，包含坐式排球上海邀请赛、融合体验、坐

排项目研讨会等内容。作为第五届市民排球

节品牌赛事活动之一，旨在普及和推广残疾

人坐式排球运动，也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以

赛促训”条件，为教练员提供更多培训切磋机

会，为公众拓宽了解坐式排球运动的信息渠

道。

经过17场比赛的激烈角逐，上海队夺得

冠军，江苏队获得亚军，浙江队和云南队并列

季军，最佳运动员奖和最佳新人奖分别由来

自上海队的许艺潇和江苏队的丁健获得。

坐式排球是近年来中国残疾人运动领域

的优势项目，特别是自从中国女队2004年在

雅典以七战全胜成绩勇夺第一个坐式女排残

奥冠军后，坐式女排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不

断获得冠亚军，成绩骄人。坐式排球国家队

的训练基地就设在上海市残疾人文体促进中

心内，上海队员也是国家队的主力。

像上海队主力队员许艺潇本身就是专业

排球运动员出身，只是因伤致残后才开始练

习坐式排球。坐式排球的发力技巧与站着打

排球完全不同，她也经过了艰难的磨合期，特

别是坐着移动身体，对手部和臀部“考验”非

常大，每个坐排运动员都经历着反复摩擦、旧

伤未愈又添新伤的过程。许艺潇说：“坐式排

球的精神和中国女排精神一样，不到最后一

刻，决不放弃，每一分都要争取！”

这个夏天，上海飘着书
香。对于爱书人来说，逛书展
常有惊喜：有时候是“蓦然回
首”，与记忆中的老书重逢；有
时候则可能“惊鸿一瞥”，遇见
一本似曾相识的新书。细细想
来，颇让人回味的是，这一番寻
寻觅觅的过程——书展的一大
魅力，也许是让“遇见一本书”
有了浓重的仪式感。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又如何遇见一本书？

书店曾经是与书相遇的
“最佳场景”，但近年来实体书
店遭遇生存挑战，数据显示，
    年实体店渠道零售图书码洋同比下降
  .  %，曾经如火如荼的平台电商图书销售
也同比下降  .  %。有人感慨，忙碌的现代
生活让不少人与书、与阅读擦肩而过。

不过，真的想拥有“读一本书”的浪漫，其
实并没有太多时空限制。今年春天回了趟浙
江老家，有一天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对母女坐
在河边草地上读绘本。春风拂面，那一幕颇
为动人。多年前有一次去欧洲采访，在一辆
慢悠悠的老火车里，又感受到某种“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震撼：窗外是忽闪而过的田园风景，
车内安静，只听见好几位乘客翻书的声音。

方寸之间，亦有阅读，关乎的大多是人们
的心境。某种意义上，在与书相遇的另一面，
书也在寻找读者。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只
要人们依然拥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依然
有拥抱知识的热情，“读一本书”的浪漫便不
会真正地消失。我们看到，从图书馆、书店到
直播间、短视频，忙碌的人们也有了更多抵达

“一本书”的路径。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

4月  日为“世界读书日”。“希望全球各地的
人们，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
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
来的乐趣。”

愿生活中，常有“遇见一本书”的惊喜和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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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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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式排球 残疾人是“好样的”
用手臂和臀部“飞身救球”绝不轻言放弃

上海轨交

17号线西延伸

段位于青浦区，

从现有的东方

绿舟站延伸至

西岑站，全长6.6

公里。建成通

车后，将支撑新

城发展和城市

内部交通系统，

促进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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