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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4_B8_93_E

5_AE_B6_E5_BC_BA_E7_c57_614762.htm “记者同志，请你赶

快来看看！圆明园正在自毁自己的命根子！” 3月24日中午，

正准备吃饭的记者突然接到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

打来的告急电话，“圆明园的湖底在铺设防渗膜，已经快铺

完了，如果不马上停止，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下午，记

者打车赶到圆明园，进行实地采访。 诺大的圆明园游人稀少

，记者边走边看，所见所闻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大部分湖底

已被“开膛破肚”，防渗膜已经铺完，上面盖上了被晒干压

碎的污泥，就像平整后的农田；在石头砌的驳岸边，有的民

工用水泥把延伸到岸边的防渗膜压住，然后再盖上泥土；有

的民工正在用水泥认真地砌严石头缝防渗工作可以说是横到

边竖到沿，天衣无缝。 在一处正在铺设的狭窄河道，记者目

睹了防渗的全过程：前边挖土机开道，把地面压平，几个民

工把一卷防渗膜展开，跟在挖土机后面铺，然后再盖上泥土

。 防渗膜由“一布一膜”构成：一层是塑料防滑膜，一层是

特制的白色土工防渗膜。据施工人员介绍，这样防渗得效果

会特别好。 张正春教授到北京出差之余，3月22日偶然到圆明

园参观，目睹了这一“宏伟工程”后，急得睡不找觉。看着

热火朝天的场面，张正纯教授心急火燎：这哪里是什么保水

，简直就是给圆明园自掘坟墓！ 他认为，对圆明园的天然湖

底、河道进行如此严密的全部防渗处理，将导致两大严重后

果 一是破坏圆明园的整体生态系统。水是圆明园的命根子，

环绕互通的河湖是维系整个园林生态系统的命脉。经过300多



年的自然演化，淤泥中的土壤生物、昆虫、两栖动物，和水

中的鱼、虫等浮游动物和荷花、芦苇、藻类等水生植物，以

及岸边的花草树木植物，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完整生态生

态系统。这些动植物不但依赖水生存，还具有净化水的功能

。如此大规模地挖掘、搬运、弄碎淤泥，不但把许多在淤泥

中栖息的生物置于死地，破坏了物种的多样性；再把湖底全

部盖死，使防渗膜下的生物全部憋死，而且隔断了水的自然

循环，使之无法与防渗膜下的部分进行物质、能量交换。 更

为严重的是，这样一隔，更把本来就不能流动的湖水彻底变

成了死水，一则降低了水的自净能力，更容易导致富营养化

，使水变绿变臭；二来更易产生甲烷类有害气体，把防渗膜

上的水体变成了一个“沼气池”，加速了水环境的恶化。 二

是会破坏圆明园的古典园林风格。圆明园是中国规模最大的

皇家园林，是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被称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所在的地方本来是天然湿地，清朝的能工巧匠们经过

几十年、上百年的修建，挖河挖湖，堆山植树，又经过数百

年的演化，终于使圆明园成为真山真水、山水相连、浑然一

体的经典园林，形成了举世无双的独特园林风格。把园中的

水底全部防渗处理，并整成平地，改变了湖底高低不平、深

浅不一、平缓起伏的本来面目，无异于把自然湖、河道变成

了人工水池、水渠，无异于“假山假河”，彻底改变了它的

固有面貌。特别是严丝合缝的水泥砌岸，人为地把水体与山

体割裂开来，破坏了山水相连、气息相通的整体格局。 湖底

防渗真地会导致如此严重后果吗？记者又电话采访了李皓女

士和王如松先生。前者是留学德国过年的博士，现在为民间

环保组织北京地区纵观科普中心的主任，她此前针对北京城



市生态建设中存在的水泥硬化、拆墙透绿等弊端提出了许多

建设性的意见，多次得到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

认可；中科院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研究员、中国生态学会理

事长、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还是北京市政

协委员、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们同意张正春的看法，并且

认为，防渗后水质的变化短期内可能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

必然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环境的恶化在所难免；由于湖

底和岸边的防渗工作做得如此密不透风，使湖水无法向地下

河两岸渗漏，势必会影响岸边、山上的植物生长，天长日久

，许多需水量大的敏感草木会因干渴致死，从而将会危及整

个圆明园的植被系统。 经过记者多方联系、多次要求，圆明

园管理处主任李景奇在3月26日下午接受了采访。李主任是前

年6月17日走马上任的，此前曾担任过两个乡的干部。 他告诉

记者，防渗工作是考虑到圆明园渗水严重的实际情况，经过

多位水利专家研究并制定规划后，于前年开始实施的。 “我

们这样做是为了保住圆明园有限的水资源，保护圆明园的生

态环境。”他介绍说：在圆明园5200亩的总面积中，水面约

占2/5，即在2200亩左右，在蓄满水的情况下，平均水深在1.5

米左右。 “历史上圆明园是水景园，水是圆明园的灵魂，如

果没有水，圆明园的生态系统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诉记者

，由于圆明园的湖底是砂石质的，加上北京地下水超采严重

，特别容易渗水。目前一年要从玉泉河补3次水，总量多达数

百万立方米。即使是这样，水面干涸的最长时间长达7个月。

他说，防渗是无奈之举，一：北京非常缺水，要不来水，每

次补水都非常麻烦；二是水很贵，补不起。目前从玉泉河引

水每吨1.3元，一年的补水花费就是几百万元；几年之后，水



价会更高，我们就更用不起了。 为证明防渗的科学性，他向

记者出示了《圆明园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这份规划由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圆明园管理处、海淀水利局3家单位

编定，完成时间是2003年10月。《规划》显示，圆明园“平

水年缺水540多万立方米，偏枯水和枯水年更加严重”，“解

决圆明园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指导思想是大力提倡节水、保护

生态环境、开发新的水源、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优化配置

”。 在“防渗”部分，《规划》认为，圆明园“年渗水量250

多万立方米，因此必须有选择地对湖底进行防渗处理，目前

圆明园除福海外全部在做防渗处理，对于现有水域也必须进

行防渗处理”，其前提是“保护遗址和湖底生态系统”。在

对全部水域防渗处理后，每年可减少渗漏损失量150.79万立方

米。 对于专家“防渗会使水体富营养化”的质疑，李主任说

：在防渗处理之前，圆明园的水就已经出现富营养化了，严

重的时候水体发绿发臭，水华现象严重。他认为，水质恶化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引来的水本身就不干净，而是圆明园

的水“只有进口、没有出口”，本来就是“死水”。 “我看

不出防渗与水体富营养化有什么必然联系。”他说，防渗后

水量增加，再在水里种荷花、芦苇、养鱼，还会增加水的自

净能力。 至于“防渗会威胁岸边、山上的植物”一说，李主

任认为：其实在未做防渗之前，植物就缺水厉害，长得不好

，夏天湖边的柳树“大量死亡”。他说：我们目前只是在湖

底防渗，是“下渗”，“侧渗”驳岸的衬砌则没有做。 而记

者看到的是，此前的防渗只做了“下渗”，没有做“侧渗”

；而今年是既做了“下渗”，也做了“侧渗”，而且做得非

常之好。 李主任称用防渗膜是“软渗”，用水泥衬砌是“硬



渗”。 记者问：为什么没有选择“硬渗”？ 他回答：“硬渗

”一来造价太高，做不起，二来对水体影响太大，担心引起

专家的强烈反对，做不下去。 记者又问：为什么不保留一些

湖底，以做对比？ 他回答：这样一部分不渗，一部分渗，就

会产生“木桶效应”，看不出防渗的效果了。 我国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早就规定，新上马的工程要做“环

境影响评价”，而2003年9月起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

定，水利等规划也要做“环境影响评价”。当记者提出“环

境影响评价”这个词语时，李主任显然不理解是什么意思。

他接着说：防渗处理本身就是环境整治工程，不需要做什么

“环境影响评价”。 李主任告诉记者，前年做的防渗效果非

常好：水面没有干枯，冬天还引来许多野鸭。“如果没有水

，哪能来什么野鸭呀？” 关于防渗的投资，李主任介绍：一

平方米的预算造价是28元。防渗膜的设计寿命是50年。他认

为自己为圆明园做防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在一处做

完防渗的开阔湖面，李主任对记者说：我看不出防渗会产生

什么问题。“当然了，实践会说明一切。” 李主任告诉记者

，圆明园是“遗址”也是“公园”。防渗做完后，还会种荷

花、芦苇，养鱼，圆明园的风光会更漂亮。 不仅如此，在做

防渗时还留出了游船的旅游线路。防渗后蓄满水，就能满足

更多游客划船游玩的需求。 对此，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

长俞孔坚博士认为，不能把圆明园等同于一般的公园，它的

真正价值在于“遗址”，而不是“公园”。作为中国近代史

上遭受帝国主义破坏的遗址，圆明园承载的是一段不能抹煞

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是进行爱

国主义和历史教育的活教材。游客们去圆明园，最想看的是



被破坏的遗址，而不是去划船、去游览。如果过分强化圆明

园的游玩功能，就会本末倒置，误导游客。 张正春教授也认

为，她既是中华文明无比辉煌的历史纪念，有是中华民族历

史耻辱的纪念遗址，在人类文明史上，她是西方尖端文明毁

灭东方文明的历史见证，是值得全人类检讨和反思的文化遗

存，这是圆明园特有的旅游价值。绝大部分外地游客来到圆

明园是为了凭吊和追念，是为了感受和领会中国古典园林的

美学境界和思想内涵，圆明园寄托着人们极其丰富的历史文

化情怀，圆明园所教育的，不仅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而且

是一代又一代西方人，教育的对象是全人类。相比之下，游

览圆明园的娱乐价值是次要的，公园目前孜孜以求的游船水

上娱乐活动并非圆明园最重要的，况且由塑料包裹的一潭死

水成为一种相对缺氧的环境，大量厌氧微生物(如甲烷细菌

等)所排放的有毒气体对于水底土壤中的生物群落、水生生物

、包括水生鱼类、水禽和游园的人们也是一种危害。无论是

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来到圆明园娱乐有什么意义呢？ 至于圆

明园的审美价值，张正春认为，圆明园是中国规模最宏大的

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者，是向子孙后代、中

外游客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稀标本，可以说是“后无来者

”。应该大力向游客介绍的，是圆明园山水纵横、山重水复

、浑然天成的古典园林艺术，而不是看去古建筑，去赏花看

草。随着国民素质的逐渐提高，圆明园独一无二的独特艺术

价值会更加显现。 俞孔坚博士和王如松研究员还认为，北京

市并不缺少人工景点好的公园，二圆明园则保留了独一无二

的自然之美、野生之美。经过数百年的自然演化，尽管遭到

许多破坏，圆明园还是保存了相当多的乡土物种和自然生态



系统，是典型的北京原始生态群落。目前在北京市内，这样

的生态系统找不到第二个，具有独特的生态教育和审美功能

。 因此，专家们认为，圆明园应该下功夫做的，挖掘、展示

它在文化、思想、艺术、生态等方面的独有价值和功能。如

果像对待普通公园那样改造圆明园，刻意追求划船游览和人

工景观，则会降低圆明园的品位，无异于舍本逐末、买椟还

珠。 目前，除了少数几出河道湖底未开挖外，其余大部分已

经铺设完毕。据介绍，防渗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计划在今年

五一前全部完工。 针对这一现状，专家们指出，在自然河道

、湖底进行全部防渗的做法，早已被证明是因小失大的错误

做法，别的国家改正还来不及，我们不能再做傻事了。特别

是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更不能草率行事。他们强烈呼吁，

应该立即停止所有施工，尽快召开由各方专家参加的论证会

，研究补救措施。 如何补救？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有两种意见

：一是应该赶在补水之前，撤去已经铺设的防渗膜，恢复原

貌至少也要部分拆除，部分恢复原貌。 专家们指出，如果等

到将来后果县显时再行拆除，那导致的经济、生态损失将会

更大，而且极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国际影响。 那么，渗漏问题

如何解决？谁来出钱补税？ 专家们认为，圆明园处在北京市

的上风上水地区，其周围高校、科研单位众多，水渗漏到地

下会补及圆明园本身和周边乃至全北京市的地下水，对于维

护圆明园本身、海淀地区和北京市的生态环境都有好处。 那

渗漏后如何补水？专家们认为，圆明园作为中国的皇家园林

、世界闻名的文化遗址，北京市和中央政府应该出资解决补

水问题。对于目前北京市和中国的财政状况来说，一年拿出

几百元补水应该不成问题。 王如松研究员认为，圆明园的全



部防渗，应该引发我们的反思 圆明园是国家的园、首都的园

还只是企业的园？ 圆明园是遗址公园、生态公园还是商业公

园？ 圆明园的水生态服务功能应包括水生生态、湿地生态、

陆生生态和浅层地下水涵养的西山区域生态，以及上风上水

服务北京城的城市生态还是只为旅游用水的景观生态？ 圆明

园应以生态保育、生态修复为主还是以大规模的“现代化”

建设为主？ 圆明园的任何修建工程要不要首先进行项目的自

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影响评价和生态工程设计， 传统的土木工

程设计适不适合湿地生态建设？ 圆明园的“生态旅游”应是

保育、涵养、学习生态的公益性旅游还是以榨取生态的商业

旅游？ 他说：“100多年前八国联军的大规模烧杀抢掠劫难彻

底摧毁了圆明园的人文生态结构，而去冬今春生态无知的大

规模塑料防渗工程，则将彻底破坏圆明园的自然生态功能二

者异曲同工，圆明园将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和自然生态破

坏的遗址公园，以外耻内愚警示我们的子孙后代！” 专家们

大声急呼：北京只有一个圆明园！中国只有一个圆明园！ 世

界只有一个圆明园！救救圆明园！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