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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结合目前环境治理现状，笔者认为应该以生物多样性科学为指导，遵循“污

染治理三公理”和“生态恢复四原则”，以及“让野草长”、邻里生物多样性（BCON）

等理念，去开展河流湖泊治理、环境工程治理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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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对“水”的自然状态的尊

重及如何科学治理，以及“生态修复”

和“生态恢复”的对比，就如何讲明

白、说清楚生物多样性科学，笔者想

提出几点看法：

先来看“污染治理三公理”和

“生态恢复四原则”。现在涉及环境

工程的课本教材内容，很多都是在讲

如何用化学的方法去处理水、土、渣，

这样的教科书和教育培训基本都延

续工业文明的设定而来的。在生态文

明时代，继续这种教育思路是不恰当

的。应该把“三公理”和“四原则”

纳入到里面。因为自然是不需要治理

的，要治理的是对自然的破坏。

以河流湖泊的治理为例，一些河

流、湖泊自然形成的特征和属性，这

些都属于自然的产物，它们是不需要

治理的，需要治理的是生活污水、生

产污水等未经处理就排到河流湖泊

当中的破坏自然的行为。应该在这些

污水排向自然之前就对其进行治理，

这是生态文明时代一个原则性的改

变。

再比如，开展环境工程治理，什

么要治，怎么治？治到什么程度，也

是要有“公理”遵循的。内蒙古的岱

海水质检测出氟超标，有人认为岱海

需要治理，但该治理的并不是岱海，

而是人为制造并加重污染的企业。因

为自然环境中本身就存在氟，如果不

是人为制造的污染物排放到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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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就不会超标，所以该治理的应该是

制造污染物的源头。我们不应该去改

变自然，我们要改变的是人对自然的

破坏。

治理本身是具有巨大生态代价

的。所以，我们用的每一滴水，每一

度电，都充满了生态代价。我们用隐

性的生态代价去改变自然，这是不科

学的。

还有，我们不要去做“生态修

复”，而要去做“生态恢复”。科学

家对一些湿地修复后的评估结论是：

湿地修复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破坏作

用。甚至很多年之后，修复湿地的生

物多样性都不能恢复到自然湿地的

状态。包括城市中飞防过度消杀昆虫，

当然虫子多了影响我们的生活是不

可以的，但不能长期频繁甚至过度。

比如，一些地方通过飞防消杀的方式

控制松材线虫病，导致当地的昆虫多

样性急剧减少。

数据显示，在过去 27 年中，德

国一地区昆虫数量普遍减少 75%。这

个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是史无前例

的，也是非常震惊的。我们在预防虫

害的同时一定要掌握度，城市中大规

模的病虫害防治对生物多样性的负

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昆虫生物多样

性的丧失，是整个生态系统崩溃的一

部分。城市内大量打药导致大量昆虫

的丧失，进而导致土壤和水中的农药

含量增加。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整个

人类的生存，迟早会敲响警钟。

生物多样性科学就是这样，真的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场和角度上

来说，我们当前更重要的应该是“让

野草长”、邻里生物多样性（BCON）

以及遵循“污染治理三公理”和“生

态恢复四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