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雪妍

80多亩土地挖了160多个坑，每
个1.5平方米左右，深的六七米，浅
的两三米，几个年轻人在坑里哼哧
哼哧地挖土。挖出的土被分门别类
打包编号，运回光复西路1347号的
实验室——这不是在考古，而是在做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除了挖垃圾，我们还要泡在泥

浆里，上得了高原，下得去海，可以说
是上天入地。”马栋说着哈哈笑了起
来。他是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研究室（简称“司鉴院环
境室”）的负责人。一旁的司法鉴定人
郭雪艳接话：“我们学环境的，早就做
好挖垃圾的准备，但以前没想过还要
去破案，有时还得出庭。”

司鉴院有90多年历史，传统三
大类鉴定——法医类、物证类、声像
资料类，奠定了其国家队地位。相比
之下，2019年成立的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科室很“年轻”。但五年来，他们做
的鉴定已覆盖全部七大类领域，遍布
11个省份。目前团队共有47人，博士
以上学历超过55%。承担日常工作的
主要是马栋和5位年轻人。

他们追根溯源查明环境损害情
况，为定罪提供证据，并给出最合适
的修复方案——非法填埋建筑垃圾，
究竟造成多大危害？耗资数十亿的非
法采砂填岛，对周围水域环境造成怎
样的破坏？偷盗天山雪莲、中华鲟甚
至黑土地，给生态系统带来哪些难以
修复的损伤？

环境无法发声，生物不能言语，
他们要为它们“讨公道”。

大地无声
为它四处奔走

郭雪艳翻出手机视频：一大片泥
沼中央，她穿着橡胶雨裤，半个身子
埋在里面，费力拔腿前行。镜头一转，
树下一块黑黢黢的泥块在移动，这其
实是一只身上裹满水泥的小龙虾。
“它在费力爬，但就是爬不动。这块林
地被人偷排水泥，不仅植物的根系无
法呼吸，其他生物也相当于被捂住口
鼻，根本喘不上气，最后都会窒息。”

渣土、沙子、垃圾这类固废垃圾
的填埋案例，环境室这些年没少做，
泥浆相对少见。郭雪艳说：“填埋固体
垃圾后树还能活，但泥浆就不一样
了。这种泥浆一般是修隧道打钻时产
生的，里面加了很多悬浮剂、表面活
性剂，大多偏碱性，加上又是黏土，透
水性差，被偷倒进林地后，会把土壤
里的孔隙堵住，植物的根系被包裹起
来，整片林地会逐渐失去生机。”

这就像恐怖的“水泥活埋案”，不
过被“埋尸”的是30亩林地。

去年11月底，案发刚一周多，公
安就侦查到了，急忙找到环境室，请他
们帮忙鉴定损害情况，并给出修复方
案。这原本是一片漂亮的林子，种满香
樟、水杉、栾树。因为植被丰富，雷达和
无人机探测用不上，只能采用最原始
的手工测量法。郭雪艳说：“那几天寒
潮，泥浆又冷又黏，总量巨大，深的地
方一米多，浅的也有五六十厘米。”

根据测量的数据，他们制定了修
复方案——挖出所有泥浆，重新覆土。
郭雪艳说：“这种情况下，现场修复的
可能性极低，不像渣土，只是营养成分
不够，可以加入一些有机质进行改良，
这片地已无法改良，必须抽出来。”

渣土填埋案件即使是见得比较

多，鉴定人还是经常会被损害的程度吓
到。马栋说起之前做过的几个非常隐蔽
的案子：施工方和相关养护单位有“合
作”，某地台风季雨水多，在一些地势低
洼的林地中，他们故意不把水排干净，
让树木被淹死，再借着改造之名，申请
引进绿化土壤，实则在背地里倾倒渣
土，动辄就是几十万方。从肉眼来看，非
法填埋的垃圾很明显，渣土却很难分
辨。但专业人士一眼便知，这些渣土板
结严重，与种植土壤差异很大。

马栋解释，渣土也叫基坑土、原土，
是从几十米的深基坑挖上来的，有机质
含量低，不透气，和水泥差不多，下雨后
水就从表面流走，渗不下去，上面一层
和糨糊一样，动植物根本无法存活。“其
实就是建筑垃圾，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但拉去建筑垃圾消纳点，成本高，所以
他们要钻空子。”
“长在这种土上的小树很可怜，病

恹恹的。”郭雪艳补充说，往往是在看到
植物生长不正常后，这些案情才被追
究，但这时危害已经形成。开篇提及的
80亩地，还是水源涵养林，也出现了这
种情况。

他们曾在南方某市鉴定过一个上
百亩的地块，是个农业园区，当地鉴定
出来没有污染，当地政府请司鉴院重新
鉴定。“刚开始，涉案人每天都来，拍着
胸脯说自己的地没问题，看到我们的坑
越挖越多，他的话越来越少，后面就不
来了。”郭雪艳说，当时已是11月，但南
方还是很热，天天在坑里忍受刺鼻的味
道，“必须规规矩矩全挖开，给出的结论
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作为生态学博士，生态价值估算是
郭雪艳的专长，她形容这与中医类似。
不过他们是在为环境把脉问诊，给出药
方。在计算生态系统损失时，直接损害
很直观，最难的部分是对整个生态系统
损失的估值，但这也是极其重要的部
分，是法院量刑的参考。

波澜不惊
伤害更应重视

在海洋污染中，非法开采海砂是
较常见的一类，但如何科学评估该行
为造成的损害，一直是相关案件办理
的难点。
“海砂是重要的矿产资源，在非法

采砂案中，要调查清楚海砂的来源、数
量，以及对占用海域和邻近海域环境损
害的影响范围和对象等。”司法鉴定人
程宽说，海砂的组成成分因其形成的地
点、所在海域的地质环境、海砂搬运过
程以及水生环境而有所不同，其中有岩
石矿物碎屑，还有壳类、珊瑚、有孔虫等
生物和化石，以及锆石、电气石、磁铁矿
等重矿物。

这些组成物的成分，都是海砂溯源
的重要依据。“比如有孔虫，是种古生
物，身上有很多孔，是海洋沉积物和海
洋环境的特征指示生物之一，不同海砂
中存在不同种类的有孔虫。”程宽说，通
过海砂矿物组成、粒径分析，重矿物和
元素分析，有孔虫分析等手段，可以追
溯海砂来源信息；用声呐测绘，能详细
对比出海底地貌的改变情况；通过建
模，可以评估非法采砂活动对海洋生态
系统的整体影响等。

程宽加入司鉴院环境室三年来，
和海砂打过很多交道，说起非法开采
海砂造成的破坏，她可以一口气列出
很多——淘空底层砂后，淤泥层会因重
力作用塌陷，导致采砂位置的底栖生物
被掩埋；非法采砂往往是无序、随机的，
沙坑分布杂乱，在回淤的过程中，会侵
蚀附近海床，影响相邻岸线的稳定性；
采砂行为改变了水生生物原有的栖息
环境，会对水生动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也威胁到水生生态系统的安全。

虽然在生态保护者眼中，砂石是

河床的“稳定器”、水生生物的家园。但
是，在非法采砂者看来，每粒砂都是
钱，他们采一晚上的砂石，有时就能赚
好几万元。

2019年，上海首例非法采砂致生态
环境损害案中，犯罪嫌疑人在长江大桥
下游累计非法采砂1万余立方米。在鉴
定中，司鉴院团队通过模型推算出受影
响的环境范围，发现除生态系统，该行
为还影响了河势稳定和通航安全，甚至
还有可能影响到桥基，这些损失都会被
量化，作为判罚依据。

破坏容易，但海洋生态恢复却很复
杂。在制定修复方案时，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人需要根据地形地貌、生物群落受
损程度、水质变化等具体情况，设定包
括恢复特定生物群落、提高水质等具体
恢复目标。

不止大海，身边的水域也经常难
得安宁。去年夏天，上海郊区的生态环
境局接到报案，某农场河流有严重异
味，周围植被大量枯死，怀疑化工厂非
法排污导致河道污染，希望司鉴院鉴
定污染物和污染源。“我们到现场采样
时，打上来的水是白色的，味道非常刺
鼻，肉眼可见污染非常严重。我们需要
尽快鉴定污染物、污染范围、污染源。”
程宽说，这起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这
个污染物不是常规污染物，他们试了
很多种检测手段，才最终锁定一种有
毒的挥发性有机物。

环境中的污染物化学组成复杂，污
染物进入环境后，经过稀释、混合、降解
和风化作用，组成成分和初始排污时已
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想要确定来源，技
术上也很困难。通过布点采样、模型推
演，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新问题又
来了——这种物质是标准中没有的，那
浓度多少才能认定它造成环境风险呢？
最终，他们用实地调研结果比对污染指
标，综合计算后给出了环境风险值，判
定最终要修复的目标。

做个杂家
以科学捍卫公正

去年，西南某地的民警千里迢迢送
来几条死鱼。当地农民承包的一个鱼塘，
一夜之间上千条三文鱼都翻了肚皮，当
地怎么也查不出原因。“三文鱼的脂肪含
量高，高浓度的油脂会让机器堵塞，也会
让信号不准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分离
其中的成分。后来从鱼的体内和鱼塘的
水中都检出甲型聚酯，这是一种农药的
主要成分。”参与鉴定的徐贵锋说。

根据上下游以及分叉河段水体中
的药物浓度，民警还原了案情：有人经
常去这个鱼塘钓鱼，被主人赶走后为了
报复，在上游的河里偷偷投毒。
“肯定是有人给我家鱼塘投毒！”

2019年，上海郊区村民老吴看着一池塘
的死鱼，急得满嘴冒泡，立刻报警。警方
委托司鉴院对池塘水质和死鱼进行鉴
定，当时马栋接手这个案子，很快就检
出氨氮、磷氮等在内的有机物与化合
物，“这些都是由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
污染物产生的典型化学物质。我们判断
这些鱼可能死于水质污染，很有可能鱼
塘周围就有被填埋的垃圾”。

马栋在两张卫星照片上发现端倪：
2016年的照片显示，村西边不远处有两
个方形池塘，但2017年的照片上，这两
个池塘消失了。他们推测，垃圾极有可能
被填埋在原先那两个废弃的池塘里。时
隔多年，池塘所在地已被草木覆盖，用物
探雷达对填平范围进行扫描后，他们发
现地下4米至9米深的位置确实填埋着
物体，几乎占满两个池塘所有区域。

经过建模，大致能推算出其体积在
2.8万立方米左右。马栋说：“我们先进
行小范围挖掘，在土层下发现了塑料、
编织袋、织物、玻璃瓶、钢筋等生活垃圾
和建筑垃圾，还散发着恶臭。”凭借鉴定
结论，公安和环保执法部门作出处罚决
定，当事人除了被要求清运垃圾、复原
生态外，还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和巨
额的社会修复费。

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实施前夕，
非法捕捞行为依然猖獗。崇明东滩鸟类
自然保护区有人用电捕方式捕捞水产
品，并在九段沙湿地设深水网，捕捞凤尾
鱼和白米虾。还有人多次驾驶小艇，在长
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使用电脉冲方
式，用三重刺网非法捕捞水产品。渔获
中，有花鲢、鲈鱼若干，还有一条疑似中
华鲟。为了确定这条鱼的种类，环境室和
法医物证学研究室一起攻关，用外观形
态性状检查和DNA技术双重论证方式
进行种属鉴定。在确定是中华鲟后，按照
相关标准进行胸鳍取样和切片年轮检
查，综合认定其为野生的中华鲟幼鱼。

谈到这些案子，郭雪艳说：“不管是
用电捕还是网捕，捕捞的是中华鲟还是
其他生物资源，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
影响都不一样，生态恢复工作开展的方
式也不同，在司法鉴定中，这些都要一
笔笔算清楚。”她解释，分析非法捕捞和
采摘的影响，必须系统全面，除了要考
虑生物资源的直接损失，还包含对食物
链上其他生物造成的损害。随着评估体
系越来越精细化、科学化，受损链条上
的每一环都被纳入考量。

不同于其他司法鉴定种类，做环境
损害鉴定更需要“杂家”——要把整个事
件调查清楚，不仅需要像社会学家一样
调研，还需要生态学、环境科学、分析化
学、水文地质、卫星遥感等多学科配合，
而且动植物、声光电也都得了解，这是个
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强大的专业团队。

2019年，司鉴院在环境室成立之
初，就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中心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成为58家检察公益诉讼
中“先鉴定后付费”的鉴定机构之一。以
“保青护绿、守正创新、益心为公、执鉴为
民”为准则的环境室，目前承担先鉴定后
付费的案件达95%以上，并积极推进与
多地公检法、政府建立战略合作，完善对
口帮扶机制，全力支持办案需求。

环境室工作群的背景图是司鉴院
门口的大石，上面写着“以科学捍卫公
正”。对他们来说，科学也能为环境“仗
义执言”。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追根溯源查明环境损害情况，为定罪提供证据

挖垃圾滚泥地泡泥浆，为环境“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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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员在泥浆中勘查。
资料图片

焦点

（上接第1版）要先立后
破，加快新技术赋能，
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优化
资源要素配置，把传统产业打造成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各区要
立足实际，发挥优势，找准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突破口，在细分赛道上聚力
发力，做到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项
更强。

龚正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平改
革开放，推出更多实质性举措，力争
取得更多首创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
果。要加快先行先试，落实中央赋予

上海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巩固
提升制度创新的先发效应。要强化改
革举措之间的联动性，注重区域联动
和功能联动，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创新
链、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五个中心”
相互赋能、效应叠加。要让改革开放
成果惠及更大范围，打造联动创新
区，把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改
革经验加快向全市复制推广，及时将
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或法规。要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力提效做好

新一轮民心工程和为民
办实事项目，千方百计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迎难而上推动“两
旧一村”改造等工作，持续用力解决好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提升城市治理
现代化水平，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落实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披露问
题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扎实抓好城市安全工作和风险防
范，持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市领导华源、张小宏、解冬、陈杰部
署有关重点工作，刘多、张亚宏、舒庆、
彭沉雷出席。

务实有力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 （上接第1版）佛瑞亚是全球
第七大汽车零部件科技企
业，其前身法国佛吉亚集团是首届进博会
最早申请参展的企业之一，2022年经历重
组，今年是佛瑞亚第七年与进博会结缘。
从第一届到第七届，佛瑞亚观察到，进博
会的主题不断发展出新的内涵，展示出中
国市场新的需求，赋予企业发展机遇。“通
过参加进博会，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
市场的趋势和消费者偏好，更好地针对中
国市场的整车厂客户和终端消费者打造
产品。”李京诚说。

有着近140年历史的江森自控，今年

也将第七次参加进博会，是当之无愧的
“进博铁粉”。“目前我们胜利在望的一个
政府类的能源类项目，就来自去年展台上
的邂逅，这可能是一个价值150万美元的
商业机会！”

江森自控亚太区市场部总监蒋薇说。
在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上，暖
通、通讯、防火系统均由江森自控提供，部
分设备订单正是在进博会上签下。蒋薇表
示，江森自控每年都会在进博会上带来全
球首发产品，今年也不例外。“前年开始，

我们从单纯的设备提供商，向
垂直、场景化的行业解决方案

提供商转型，销售收入也从过去大多来自商
业建筑，转向更多来自新能源、半导体、生物
医药相关的工业建筑。这种不断迎合本土
化、定制化的需求，恰是江森自控扎扎实实
在中国投资与深耕的表现。”

据了解，第七届进博会签约汽车及技术
装备展区的企业还包括米其林、摩比斯、安
波福、科德宝、伟巴斯特、霍尼韦尔、西门子、
三星等。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透
露，今年还将有一家全球知名的汽车零部件
一级供应商首次参展进博会。

第七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已超6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