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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污染水
排海之祸

日本东京时间8月24日下午1时（北京时间12时）
许，福岛第一核电站开始排放核污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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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目前储存的核污染水约134万吨，
2023年度计划排放3万余吨。

核污染水一旦排海，
放射性物质，
将在57天内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
10年后蔓延全球海域。
……

8 月 24 日，韩国市民团体在釜山
海云台海水浴场集会，抗议日本核污
染水排海。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面对国内外强烈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
音，日本当局为混淆视听，发起密集公关行动，
大肆宣扬“核污染水安全论”，并将其作为日本
外交的一个重点。

日本外务省、经产省、复兴厅等政府部门均
在官方网站首页设置宣扬 ALPS“处理水”安全
的专题链接。外务省和经产省的社交媒体账号
也将相关宣传视频置顶或放在醒目位置，并推
出多语种版本。

日本是七国集团（G7）今年的轮值主席国。
在今年 4月的G7气候、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期
间，日本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在新闻发布会上声
称“包括‘处理水’排海在内的废炉工作的稳步
进展受到欢迎”，结果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当场
表示“不能欢迎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日方
原本试图在会议联合公报中塞入“欢迎走向排
海的透明进程”等内容，以显示“国际认可”。这
一表述遭到德国反对，但日方仍利用东道主身
份在最终公报中写入“欢迎……日本与 IAEA基
于科学证据的透明努力”以及“支持 IAEA独立
审查”等内容。同样的内容后来也出现在 5 月
G7广岛峰会的领导人联合公报中。

日方还针对太平洋岛国发起公关攻势。这
些岛国当年曾因美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而深受

其害，如今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声强烈，也
因此成为日方重点“安抚”对象。根据经产省
7月 31日发布的报告，日方自今年 2月以来对太
平洋岛国论坛全部成员国和地区都分别进行了

“说明工作”。
日方还频频针对各国驻日外交官和外国记

者举行说明会，千方百计宣扬核污染水排海的
“安全性”。在日方的说明中，特别是外语版本
资料中，一般都用“处理水”来指代核污染水，意
图淡化其污染特性和潜在危害，以混淆视听。
另据一些驻日外国记者透露，一旦其报道中有
质疑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性的内容，东电和日方
有关人员就会来电来函施压。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IAEA有关放射性物质
排放到环境的安全规定，对排放放射性物质进
行授权，应向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并
进行磋商，“一些相关方可能在其他国家，特别
是邻国”。但面对周边国家的反对和质疑之声，
日方不是诚恳沟通，而是倒打一耙，把地区国家
对海洋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合理关切污蔑为“打
政治牌”。日本一些右翼媒体甚至把日本这个

“肇事者”打扮成“受害者”，愤愤不平地扬言要
“反制”对核污染水排海提出异议的邻国。

（据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

指鹿为马矫饰伪行

福岛第一核电站有一个海洋生物饲育室，
养着福岛沿海常见的比目鱼。其中一处水槽里
是普通海水，另一处水槽里是处理后的核污染
水，即所谓“处理水”。

从科学角度来看，对东电提供的核污染水处
理及其他相关数据，专家和环保组织疑虑重重。

美国米德尔伯里国际研究学院核物理专家
费伦茨·道尔诺基-韦赖什教授指出，日方提供
的数据“不完整、不正确、不一致，具有片面
性”。日本环保团体“FoE Japan”指出了东电有
关“处理水”说法的种种问题：经过ALPS“处理”
后的部分水中，碘 129、锶 90等放射性元素依然
超标；东电迄今所检测的水样只占储存污染水
的 3%，其提供的检测结果不具代表性；福岛的

“处理水”与熔毁堆芯直接接触，不能与正常核
电站排水相提并论……

更让人担忧的是，东电此前就有篡改数据、
隐瞒核电站安全问题的“黑历史”。

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第三天，东
电根据相关数据就已经可以判定 1号到 3号机
组发生堆芯熔毁，但却一直以“堆芯损伤”来粉
饰，直到两个月后才承认堆芯熔毁，东电后来承
认这是根据时任社长的指示有意隐瞒实情；东
电一度声称 2011年 6月之后没有新的核污染水
排入海洋，但随着 2013 年一系列泄漏事件曝
光，东电最终承认有高浓度核污染水泄漏入海，并
称是因为担心影响当地渔业声誉而未及时公布；
2021年9月，东电在报告ALPS排气滤网破损时承
认，两年前发生过同样的滤网破损情况，但并未上
报，也未调查原因，只是更换滤网了事；2022年
10月，东电又被曝出用有问题的辐射检测仪误导
参观者，以证明“ALPS处理水”的安全性。

惺惺做秀诚信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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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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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日方在正式授权 IAEA评估前，早就
围绕“认证牌”开始了相关布局。

2013 年 4 月，即 ALPS 投入试运行后不久，
日本政府便邀请 IAEA考察团前往福岛。考察
团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日本着手研究排放

问题。当时的 IAEA 总干事是日本人天野之
弥。在格罗西2019年12月接替病故的天野之弥
出任 IAEA总干事后，日本继续对 IAEA做工作。
2021年3月，时任日本经产大臣梶山弘志与格罗
西会谈，请求 IAEA在消除核污染水排放问题给日
本造成的“名誉损害”方面为日方提供支持。同年
4月14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排海决定的第二天，梶
山弘志再次与格罗西会谈，请求 IAEA在环境监
测和向国际社会解释方面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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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IAEA 评估报告在开头部分便强调，
报告中的见解并不必然反映 IAEA成员国的看
法，报告不是对日本排海方案的推荐和背书，
IAEA 及其成员国不对报告引发的任何后果承
担责任。这一免责声明清楚表明，该报告不能
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也无法证明日方排海方
案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自导自演“权威认证”

追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全过程，可以清晰看到，排污入海是其蓄谋已久
的“既定方针”，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国际法之举，是极端自私、不负责任的国家行
为，其结果是将福岛核事故处理成本转嫁给全世界。

起底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决策前后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24日电 中国驻日本大使
吴江浩 24 日就日方启动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向日本
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提
出严正抗议。

吴江浩表示，今天日
方罔顾国内外强烈质疑和
反对呼声，将核污染风险
转嫁给包括中国在内周边
邻国和国际社会，将一己
私利凌驾于地区和世界各
国民众长远福祉之上，将全
球海洋环境和全人类健康
作为危险赌注，执意正式启
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中方
对此坚决反对，再次向日方
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日方立
即中止这一极端自私自利
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吴江浩指出，福岛核
事故是迄今全球发生的最
严重核事故之一，造成大
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国际
上没有以排海方式处理的
先例，更缺乏经过科学和
实践检验、确证“安全无
害”的排海技术。日方在
未充分论证现有排海技术
的长期安全性和可靠性、
未取得各利益攸关方广泛
谅解、未建立完备的国际
监督和追责赔偿机制的情
况下，执意强行启动排海，
蕴含巨大风险隐患和不可
预测危害。

吴江浩强调，海洋是
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蓝色家
园，各国都负有保护和保
全海洋环境的国际法义
务。日方无权擅自决定向
海洋倾倒核污染水，必须
对由此引发的后果承担全
部责任。中方严肃敦促日
方立即停止排海，以负责
任的态度同周边邻国诚实
沟通，接受国际社会严格
监督，切实采取科学、安
全、透明的方式处置核污
染水。如果日方执意为

之，将背上长远的道义与法律责任。
吴江浩指出，日方排海已经引发中

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强烈担忧。中
国政府一贯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决回
应人民关切，维护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
公众健康。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暂停进口
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完全必要的。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
完全在日方，日方应该反躬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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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电 日本政
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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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
国相关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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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总署：
全面暂停进口
日本水产品

本政府无视国内外反对呼声，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两年
多来，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一直受到国际
社会质疑。下面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进程重要节点的时间线：

● 2011年3月11日 日本福岛县附近海域发生 9.0级特大地
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福岛第一核电站，造成核电站 1至 3号
机组堆芯熔毁。次日，日本有关部门确认，福岛第一核电站有放射性
物质泄漏到外部。随后，持续冷却堆芯等措施以及雨水、地下水流入
反应堆设施产生了大量核污染水，并不断增加。

● 2011年4月12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
表，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严重程度评价提高到最高级别7级。这使
日本核泄漏事故等级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等级相同。

● 2015年8月 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以书面形式，向日
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等组织信誓旦旦保证，在得到当地渔民等相关
方面理解前不会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 2021年4月13日 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
站内上百万吨核污染水经处理并稀释后，于 2023年春排放入海，排放
过程可能持续 20年至 30年。排海的理由是截至 2021年 3月福岛第一
核电站已储存125万吨核污染水，且每天新增140吨，到2022年秋已有
储水罐将全部装满，且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设储水罐。日方在缺乏
充分科学论证、国际监督和信息透明度的情况下为一己之利排污入
海，引发日本国内外强烈质疑。

● 2022年2月 应日方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小组 2月
14日开始走访日本经济产业省以及东京电力公司等，15日前往福岛第
一核电站现场调查，至18日完成首次实地调查。

● 2022年7月22日 日本核监管机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召
开会议，正式认可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 2023年1月13日 不顾国内和国际社会反对，日本政府宣
布“今年春夏之际”开始向海洋排放经处理过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
染水。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当日再次声明，反对核污染水排放入
海的态度毫无改变。

● 2023年6月12日 东京电力公司开始试运行核污染水排
海相关设备，试运行使用淡水而非核污染水，将其与海水混合后，通过
海底隧道输送到距岸边约1公里处排放。日本渔业从业者等持续对核
污染水排海计划表示反对。

● 2023年7月4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东京向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提交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的综合评估报告，但他在报
告前言中强调，这份报告并非是对日本排海决定的“推荐”或“背书”。

● 2023年8月21日 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
信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见中作出表态，反对在未获得国民理解
的情况下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坂本雅信当天在与日本经济产业大
臣西村康稔会谈时表示，核污染水一旦开始排海，恐怕要持续几十年，
日本渔业从业者对此感到非常不安和担忧。

● 2023年8月22日 日本政府举行内阁成员会议，决定于
8月 24日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当天，许多日本民众在东京的首相
官邸前紧急集会，抗议政府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进程时间线

8月 24日，日本民众手持“不许将污染水排入大海”等标语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抗议
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无视民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