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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祖国内地与

澳门合作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王
,

志石

(澳门大学科技学院 3 00 1 信箱
,

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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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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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回归祖 国怀抱 已 近两年
。

特 区政府的施

政方针 已大致明朗
。

澳门特首何厚桦先生在他的治

澳方略中强调
:
区域定位

,

区域合作
,

在
“

一 国两制
”

下
, `

J 内地合作
,

将争取 中央政府和部 门的支持放

到优先考虑的位置 上
。

由此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对澳门科学研究的支持将会越来越重要
,

合作

前景也会越来越宽阔
。

从 1995 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始资助

祖国内地 与澳门开展合作科学研究以来
,

已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
。

特别是在资助澳门开展环境科学研究

方面
,

成效显著
。

澳门大学与祖国内地清华大学
、

北

京大学
、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

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都

建 立 r 合作关系
,

开展了合作研究工作
。

日前
,

已完成的科研项 目有
:

( l) 澳 门市区 空 气 中有 害气体 的危 险性分析

( 199 5 年 ) ;

( 2) 澳门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 ( 19 95 年 ) ;

( 3) 澳 门市 区 机 动 车尾气 扩散 的计算 机模拟

( 199 6 年 ) :

(4 )澳 门大气 光化学过程 的计算 机模拟 ( 19 97

年 ) ;

( 5) 遥 感技 术在珠 江河 日 环境评 价上 的应用

( 19 9 6一 19 99 年 ) ;

( 6) 澳门河 口有机污染的迁移
、

转化和控制过程

研究 ( 一9 9 8一 199 9 年 ) ;

( 7 )珠江河 口有机污染 物迁移转化规律和控制

途径研究 ( 19 96一 19 9 8 年 ) ;

( 8) 澳 门城市 污水 可生化 降解性 的研究 ( 19 99

年 ) :

( 9 ) 21 世纪 澳 门城 市 规划 的环 境评 价 ( 19 99

年 )
。

上述项 目研究是澳门大学 与内地大学特别是清

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和水力
_

L程系
、

北京大学

环境科学中心
、

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等

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的
。

项 目经费来 自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

澳门基金会和澳门大学
。

19 9 8 年 3 月 20 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

际合作局和地球科学部领导听取
一

了我校关于澳门合

作研究的建议
。

当时我校结合澳门的具体情况提出

5 个研究课题
:

澳门城区尾气污染控制策略 ; 澳 门河

口泥沙迁移数理模型 ; 澳 门河 日 底质生态化学机理

研究等
。

同时确定 了召开第一届澳门环境和城市发

展研讨会
。

从而
,

使得澳门环境合作研究 卜了一个

新台阶
。

19 9 9 年 3 月在澳 门召开 了第一届澳 门环

境与城市发展研讨会
,

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 主

办了这次会议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孙枢副主

任参加了研讨会的开幕式
。

20 0 0 年 4 月和 2 001 年 5 月在 国家 自然科
’

攀基

金委员会资助下又举办了两届澳门环境与城市发展

研讨会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马福 臣副主任参

加 了 2 0 0 1 年会议
。

这 3 次研讨会在澳门的影响是巨 大而深远 的
,

澳门各主要媒体都派记者采访 每次研 讨会
,

并做详

细报道和发表社论
。

研讨会参加人员大多是澳门特

区政府的公务员
,

对澳 门政府的环境管理和澳门社

会的环保工作起到很大推动和指导作用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 的项 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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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1969 一 19 99 年间 由澳门大学与清华大学合作完

成的环境遥感研究项 目
:

应用遥感技术对珠江河 口

西部水域的环境评价
。

由内地与澳门两地专家历经

3年的研究
,

在澳 门回归前夕完成 了研究报告
。

研

究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

识别和评价珠江河 口西 部

地区的环境特征
。

主要 内容包括
:

澳门土地利用的

历史与现状的识别与评价
,

珠江河 口悬浮泥沙的运

动与分布特征
,

珠江西部河 口 的叶绿素识别
,

以及澳

门地理信息系统及其应用
。

从最近十年的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可以知道
,

澳

门的陆地 面积从 19 8 8 年的 17
.

7I k衬
,

扩展到 19 97

年的 24
.

18 k衬
,

平均每年扩展 0
.

64 k衬
。

而从 191 2

年至 19 86 年 的 70 多年 间
,

澳 门的陆地面积只增加

了 5
.

04 k衬
,

平均年增 0
.

0 6 8 k衬
。

这与澳门 19 8 0 年

代到 199 0 年代 的经济高速发展密切相关
。

下世 纪

初
,

澳门的经济发展仍将依赖于陆地 面积 的进一步

扩展
。

珠江河 口西部是泥沙聚集和沉积区
。

泥沙的沉

积给澳门沿岸建设深水港 口造成困难
,

但是泥沙 的

沉积为澳门增加了不少的土地资源或为填海造地创

造了条件
。

从卫星数据提取的泥沙信息说 明路环公

路两侧是泥沙沉积区
,

可因势利导
,

填海造地
,

为澳

门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资源
。

从遥感数据 中提取水 中单个污染物的信息
,

是

如何应用遥感技术进行水域环境评价的关键
。

本研

究对于从 T M 数据中提取海水叶绿素含量 的信息进

行了探索
。

用黑箱经验模型分区处理方法取得较为

满意的结果
,

同时对水色遥感的理论模型作 了初步

探索
,

为今后在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

经研究发现
,

澳门的地域面积很小
,

卫星遥感信

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互配合
,

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

本研究除了按照预定计划进行遥感信息处理
,

研究

珠江河 口西部的环境特征与环境评价之外
,

还制作

了 1 : 5 00 0 比例尺的澳 门数字化地图
,

并将它 与地

理信息系统相结合
,

研究澳 门的城市版 图在本世纪

的发展
,

评价了澳 门半岛的道路空气污染状况
。

在 19 9 9 年底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进一

步推动这种合作又做了新的安排
,

批准了一批新 资

助项目
,

包括
:

( 1) 澳门市 区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控制策略研究

( 2 0 00 一 20 02 年 ) (清华大学环境系郝吉明 ) ;

( 2 ) 水 色 遥感 反 演 中不 确 定 性 的 概 率 分 析

( 20 00 一 2 0 02 年 ) (清华大学环境系程声通 ) ;

( 3) 澳门水域抛泥工程 的环境影响评价 ( 2 0 00 一

200 2 年 ) (清华大学水力系王光谦 ) ;

(4 )珠江 口难降解有机物高污染 区 的形成 和影

响研究 ( 20 00 一 2 00 2 年 ) (中国科学 院广州地球化学

研究所傅家漠 )
。

这些项 目研究是一个整体
,

都是针对澳门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环境污染 问题
,

首先是

有关澳门市区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控制策略研究
。

前期澳 门环境研究发现
:

澳 门城区机动车尾气

污染是在新世纪初面临 的突 出的环境问题
。

早在

19 95 年对澳 门空气质量监测 时发现多种有毒有害

有机污染物 ( P A H )
,

特别在气溶胶 中
。

在交通繁忙

区挥发性有机碳也很高
。

经气溶胶正烷烃的碳数分

析和挥发性有机碳的分布特征
,

确定这些多种有毒

有害有机污染物来 自尾气污染
。

风洞空气动力学试

验发现
:

澳门城区 旧街道存在
“

街 区峡谷
”

效应 (低风

速
,

高湍流 )
,

这引起尾气在街区 内积聚
。

如何控制尾气污染
,

成为改善澳门空气环境质

量的关键
。

这就产生 了这一合作项 目
。

它由内地 3

个科研单位参加 (清华 大学
,

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的有关研究所 )
,

澳门 3 个单位参加 (澳门大学
,

澳

门气象 台
,

环境技术办公室 )
。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和澳门大学共同资助
。

除了继续深人 已开展的研究外
,

集中进行计算

机模型评价
。

考虑交通状况
,

车辆情况
,

天气条件
,

由计算机模拟出各种控制方案
,

并用地理信息系统

系统把不 同方案预测 出的各种不同结果表示 出来
,

便于方案优化选择
。

另一个合作研究是关于澳门周围水域的环境评

价
。

上述 3 项批准的关于澳门水域的环境研究是相

互联系的
。

已完成 的合作项 目
:

应用遥感技术对珠

江河口西部水域的环境评价
,

发现从 T M 遥感数据

中提取叶绿素的 图像信息受悬 沙的影响极大
。

所

以
,

提出在利用黑箱模式提取叶绿素信息时
,

按悬沙

浓度分布划分水域为近区
、

远区 和过渡 区
。

为进一

步弄清这一问题
,

提 出水色遥感反演 中不确定性的

概率分析 ( 2 0 00 一 2 00 2 年 )的新项 目
。

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合作进行 的

有关珠江 口底质中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监测研究中

发现
:

澳 门水域底质 中有机农药残 留
,

P A H
,

P C B 都

高于上游水域
,

属于高污染 区
。

为了控制这种污染
,

改善水生态环境
,

这些污染的来源
,

在水域 中的迁

移转化是首先必须搞清的
。

为此
,

就有 了这一新合

作项 目
: 珠江 口难降解有机物高污染 区 的形成和影

响研究 ( 20 0() 一 2X() 2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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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华大学王光谦教授 的项 目 :澳 门水域抛泥

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 (2 00 0一 20 20 年 )
,

正是上述两

个项 目的补充
,

为污染物 的迁移途径的研究提供一

理论摧础
,

即澳门水域泥沙迁移 的物理的和数学的

模型
。

而且
,

王教授 的研究意义还在于澳 门水域泥

沙迁移规律对澳门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

程声通

教授的研究项 目成果之一就是
:

发现了填海造地对

澳门城 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最近
,

由澳门

大学科技学院和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联合起草的
“

21

世纪澳门城市发展规划纲要
”

中
,

提 出为了发展
,

澳

门还须造 出 20 k时 的土地
。

如何进行 这样大规模

造地
,

前期科学研究必不可少
。

利用遥感技术可以

解决部分问题
。

最终还需靠泥沙迁移的模型研究与

现场监测
。

总之
,

澳门已经回归祖国
,

特区政府必然将会把

加强 与内地合作作为其主要施政方针
。

而科技合作

又是最迫切需要的
。

而且会长期坚持的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已在支持内地与澳门合作科研方面

作 了大量工作
,

取得
一

了明显成效
,

有了一个很好的

基础
,

因此
,

希望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
,

必会 收

到更大成效
,

受到澳门特区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

建议今后研究的领域可以进一步扩大
。

澳门特

首何厚华先生在他的施政方针 中提出
“

经济重建
”

的

紧迫性
,

将单一 的博彩业为支柱的澳门经济
,

转变

为
:

博采旅游业
,

房地产业
,

出 口 加工业 和金融服务

业 四大支柱互补并存 的格局
。

其中出 日加 五业 已经

起步
,

建立 了
“

联生工业 园区
”

招商引资
,

已有八 间

企业进人园区
,

包括精细化工
、

成衣
、

家用 电器等
。

目前
,

迫切期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

一定的高新技

术的基础研究很有必要
。

譬如
,

澳门大学与清华大

学化学系张复实教授合作研究
“

激光立体光刻的快

速光固化树脂
”

的研究
,

技术新
,

有科技难点
,

需要

进行机理研究
。

该项研究的应用前景也很广阔
。

另外
,

合作层次有待提高
。

可否考虑建立联合

实验室或研究
“

双
”

基地等
。

从组织 上加强这种合

作
。

充分利用澳 门与 内地双方的科研资源
,

促进人

员和信息流动和交流
。

譬如
,

类似于香港 中文大学

与中国科学院建立地理科学联合实验室的形式
,

澳

门大学与清华大学是否也可建立环境科学联合实验

室
。

同时
,

资助的渠道是否可进一步正规化
,

像与

香港一样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否可 与澳门

也建立某种联合科学研究资助基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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