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蓄谋已久”

日本在反对声中
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组织开展海洋辐射环境监测

事
件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
24日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
染水的排海。

当地时间24日下午1时（北京
时间12时）许，东京电力公司操作
人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监控室通

过远程操作启动水泵，开始排放核
污染水。

东电公司负责福岛第一核电
站报废和“多核素处理系统”
（ALPS）“处理水”的松本纯一在当
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已对22

日采集的稀释后核污染水样本中
氚浓度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核污
染水与海水的混合稀释按期完成，
24日的气象和海洋条件也符合要
求，因此决定启动排放。

当天上午，许多民众在东电公
司总部前紧急集会，抗议日本政府
和东电公司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按照东电公司的排海计划，
接下来的17天，东电公司将每天
排放约460吨核污染水，之后逐渐
增加排放量。东电公司2023年
度计划排放3万余吨核污染水，相
当于排空30个储水罐。福岛第一
核电站内目前储存的核污染水约
134万吨，每天还在产生新的核污
染水。

日本共同社一项最新民调结
果显示，超过八成的日本受访者
认为日本政府就核污染水的说明

“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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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
反对，于8月24日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
污染水排海。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和世界贸
易组织相关规定，海关总署决定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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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为全面
防范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食品安全造
成的放射性污染风险，保护中国消费者健
康，确保进口食品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协定》有关规定，海关总署决定对原产地
为日本的水产品采取紧急措施，即日起全面
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负责人表
示，中国海关高度关注日方此举对日本输华
食品农产品带来的放射性污染风险。通过
持续开展对日本食品放射性污染风险的评
估，在严格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对从日本进
口食品采取了强化监管措施。接下来，海关
总署将持续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情况，视
情动态调整有关监管措施，防范核污染水排
海对我国国民健康、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

今年7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总干事格罗西访问日本，将福岛核污染水处
置综合评估报告呈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报
告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上“符合国际安全
标准”，日方因此宣称方案安全性已获“权威
认证”。

然而，围绕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和科学性，
存在诸多疑问。

日方是先做出排海决定，再委托IAEA
作安全评估，目的显然不是要找到科学合理
的解决方案，而是利用该机构为排海计划背
书。

报告内容显示，日本政府2021年4月宣
布排海决定后，于同年7月与IAEA签署委
托“评估ALPS处理水安全性”的“授权协
议”。评估对象仅限于排海方案，不涉及其他
方案。这意味着评估结论无法证明排海方案
就是最安全可靠的方案。

《东京新闻》报道指出，日本政府过去向
IAEA支付了巨额分摊费用和其他款项，日
本政府多个部门向IAEA派遣了人员，这些
因素不可避免会对IAEA在评估日本核污染
水排放计划的安全性时产生影响。

参加IAEA对福岛“ALPS处理水”排海
问题评估技术工作组的中国专家——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刘森林研究员向媒体表示，
IAEA秘书处曾就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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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专家意见仅供参考，是否采纳由
IAEA秘书处决定。IAEA秘书处收到反馈
意见后，也未与各方专家就报告修改及意见
采纳情况进行讨论协商，就仓促发布该报告。

（综合新华社）

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
局）相关负责人 24 日就日本启
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了回
应。

这位负责人指出，生态环境
部高度重视日本福岛核污染水
排海问题。2021 年、2022 年先
后组织开展了我国管辖海域海

洋辐射环境监测，摸清了目前相
关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的本底情
况。

监测结果表明，我国管辖海
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人工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总体
处于历年涨落范围内。当前，生
态环境部按照监控重点区域、覆

盖管辖海域、掌握关键通道的思
路，正在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我
国管辖海域海洋辐射环境监
测。后续生态环境部将持续加
强有关监测工作，及时跟踪研判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我海洋辐
射环境可能的影响，切实维护我
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

海关总署：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

外交部发言人24日就日本
政府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发
表谈话：

8 月 24 日，日本政府无视
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
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
染水排海，中方对此表示坚决
反对和强烈谴责，已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停止这

一错误行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是

重大的核安全问题，具有跨国界
影响，绝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
自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人为
向海洋排放核事故污染水没有
先例，也没有公认的处置标准。
12年前发生的福岛核事故已经
造成严重灾难，向海洋释放了大

量的放射性物质。日方不应出
于一己之私利，给当地民众乃至
世界人民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
上，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
护食品安全和中国人民的身体
健康。

起底核污染水
排海决策前后

福岛第一核电站自2011年3月发生严
重事故以来，因用水冷却熔毁堆芯以及雨水
和地下水等流过，每天产生大量高浓度核污
染水。2011年4月，核电站运营方东京电力
公司故意将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引发社会高
度关注和担忧。同年12月，东电表示已制定
一份“低浓度污染水”排海计划。

2013年3月，东电处理核污染水的关键
设施“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投入试运行，
但此后不断出现问题：频繁漏水，2018年被
曝经过处理后的水中锶等放射性物质仍超
标，2021年被发现用于吸附放射性物质的排
气口滤网近半数损坏……

自从ALPS投入运行后，日方就把经过
处理的核污染水称为“处理水”。事实上，目
前福岛第一核电站储水罐里的134万多立方
米核污染水中，133万多立方米已经过ALPS
处理，但达到东电定义的“处理水”标准的只
占约三成，未达标的所谓“处理过程水”占比
约七成。另有近9000立方米核污染水尚未
经过ALPS处理。

这些“处理水”的最终去向又该如何解
决？早在2013年12月，日本核能主管部门
经济产业省就设立工作小组就“处理水”排放
问题进行技术探讨。2016年6月，该工作小
组发布报告称，经过对海洋排放、地下掩埋
（加入水泥等固化后埋入地下）、地层注入（用
管道注入地层深处）、蒸汽释放（气化为水蒸
汽排入大气）、氢气释放（电解为氢气排入大
气）等5种方法的评估，将“处理水”稀释后排
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这份报告为后来的排海方案定了调。
2021年4月，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意见，
单方面宣布将在2023年实施核污染水排海。

“自导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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