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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货轮 “若潮” 号在毛里求斯附近海域搁浅后断成两截， 附近海水被泄漏的燃油污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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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湾变“黑湾”，毛里求斯遭遇生态劫难
搁浅日本货轮断成两截，约 1000 ?燃油泄漏负面影响或将持续几十年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上

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 再依照毛里求

斯的样子创造了天堂”。 但是如今“天

堂被投毒了！ ”近日，英国《每日邮报》

用大幅标题表达对发生在毛里求斯的

燃油泄漏事件的痛惜之情。

20 日 ，毛里求斯宣布 ，正开展对

造成燃油泄漏的日本籍货船“若潮”号

的沉船作业。 15 日，“若潮”号断裂成

两半，前半部分于 20 日被拖至距毛里

求斯海岸 13 海里（约合 24 公里）的海

域开始沉船作业， 但后半部分仍有近

30 立方米混合油未被抽出，这部分船

体仍处于搁浅事发海域， 随时可能泄

漏并污染该海域。

四周前，“若潮” 号在毛里求斯外

海触礁搁浅，此后造成约 1000 吨燃油

泄漏。经过数日努力，毛里求斯总理贾

格纳特本月 12 日宣布，搁浅货船的抽

油工作已经结束。科学家称，这是毛里

求斯遭遇的最严重生态灾难， 漏油的

负面影响或将持续几十年。

眼看绿松石一般的
海水变黑，“心如刀绞”

毛里求斯人索瓦奇在听到漏油事

件几分钟后， 就紧急奔赴海滨参与救

援， 直到政府宣布搁浅货轮的抽油工

作结束。 尽管如此，还是有约 1000 吨

燃油像毒液一样慢慢地侵蚀着这个岛

国的东南海岸线。 索瓦奇对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NBC）表示，眼看着绿松石

一般的海水渐渐变黑，“心如刀绞”。

7 月 25 日，日本货轮“若潮”号在

驶往巴西的途中路过毛里求斯时触礁

搁浅。 据当地媒体报道， 货轮上载有

3800 吨船用燃料油和 200 吨柴油。 8

月 6 日，船体的一个燃油舱出现裂缝，

燃油随即泄漏。 另据全日本新闻网 14

日报道，船员们表示，事发当晚他们正

在举行生日派对，为了方便连上 WiFi

信号， 特意让货船驶向靠近陆地的方

向。报道称，这一系列行为可能导致事

故发生。

因事发地临近毛里求斯知名海洋

生物和珊瑚保护区———蓝湾海岸公园

和埃斯尼角湿地，7 日，毛里求斯政府

宣布全国进入“环境紧急状态”。 9 日，

事态进一步恶化。 从无人机航拍的图

片中可以看出， 大量燃油流向近海一

处潟湖，经过海浪冲刷，油污涌向海岸

线。 当地民众对海洋生物安危的担心

日甚， 毛里求斯政府也向法国和联合

国机构寻求帮助。

据法新社报道， 由于毛里求斯距

离法国海外领地留尼汪最近，法方 10

日从留尼汪派遣一架军用运输机运送

除污设备， 同时还派一艘海军舰艇向

毛里求斯运送额外物资。

贾格纳特 10 日表示， 当时还有

1950 吨燃油待抽取，在未完成全部抽

油工作前， 船体有进一步破裂甚至断

成两半的可能，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只

能作“最坏打算”。 所幸工人们日夜赶

工， 在货轮可能断裂沉入海底之前将

绝大部分燃油清空， 避免造成更大污

染。 贾格纳特称， 得益于志愿者的努

力，蓝湾等自然保护区受影响有限，该

栖息地的大部分鸟类和其他动物已经

被转移至安全地区。

志愿者用甘蔗叶 、

头发等自制围油栏

“尽管确如总理所说，一些濒临灭

绝的鸟类被成功转移， 但此时评估漏

油事件对环境破坏的程度还为时过

早。”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会负责人

维卡什·塔塔扬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说，“现场可以看到大量死鱼，螃蟹、

海鸟这样的动物也被油污覆盖。 可见

漏油事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规模

很大，很有可能是一场环境灾难。 ”

非洲一家环保组织的最新报告也

指出， 此次很可能是这个岛国有史以来

遭遇的最可怕的生态危机之一。 该组织

气候与能源运动高级经理哈牡布勒说，

原始潟湖周围的数千种物种都有可能被

淹没在被污染的海洋中，后果难以估量。

“修复潟湖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而且永远

不会完好如初”。

除了生态危机外， 毛里求斯还有可

能因此遭遇经济危机。 毛里求斯是非洲

的富裕国家，有“非洲瑞士”之称。作为非

洲东部的岛国， 毛里求斯国土四周被珊

瑚礁环绕，岛上地貌千姿百态，向来是世

界生态旅游爱好者的天堂。 数据显示，单

就去年，该国就获得了 630亿毛里求斯卢

比（约合 110亿元人民币）的观光收入。

但是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毛里求

斯的旅游业造成不小打击， 近来该国政

府正着手恢复旅游业。“但空气中弥漫着

汽油和死鱼的气味， 有害物质的杀伤力

逐渐显现，”几乎未离开过海滨的索瓦奇

怀疑自己快失去了嗅觉，“人的健康面临

着威胁，还有多少游客愿意冒险而来？ ”

旅游经营者也表达了绝望之情。受疫

情影响， 毛里求斯已经面临观光业停工、

民众生活失去保障的窘境，再遭遇漏油事

故，他们坦言无法想象未来会成什么样。

或许绝望中仅有的希望来自于像索

瓦奇这样的志愿者和普通民众。 尽管政

府建议民众应待在家中，但自 9 日起，人

们还是自发参与清理油污。 他们制作了

由甘蔗叶、 塑料瓶和头发结合而成的临

时围栏，试图吸附有害物质，阻止油污在

海水中扩散。为此，海滨酒店为这些志愿

者提供免费住宿， 理发店也为捐赠头发

的人提供特别折扣。据报道，志愿者们已

经制作了大约 400 个这样的围油栏。

不过也有环境科学人士提醒， 由于

毛发在水中会下沉， 因此并非是清理泄

漏原油的最好物品， 聚丙烯等合成吸附

剂具有疏水性和高浮力，更适用海滩、海

面等水环境。

研究报告显示， 漏油
对鱼类和人体危害巨大

之所以有专家发出如此提醒， 是因

为人们从 10 年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2010 年 4 月 20 日， 英国石油公司

（BP）租用的一个名为 “深水地平线 ”的

深海钻油平台在北美墨西哥湾发生爆

炸。 历时三个月，累计约 1.7 亿加仑的石

油漏进大海。这场事故被称为“全球最严

重的漏油灾难”。 事故发生后，许多研究

人员开始研究泄漏事件对环境的影响，

BP 也做出了一项“为期 10 年、价值 5 亿

美元”的承诺来资助研究。 今年 4 月，关

于过去十年以来的研究报告发表在 《科

学报告》杂志上。

报告指出， 并非所有油污都漂浮在

海洋表面，一部分油污也进入海底。这直

接导致生活在海底洞穴中的鱼类的体内

出现了较高的多环芳烃（PAHs）含量，随

着时间推移， 海底的油污和多环芳烃含

量一直增加。

多环芳烃具有毒性、遗传毒性、致癌

性，对动物和人体可造成多种危害，如导

致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损伤，

对肝脏、肾脏造成损害，被认定为影响动

物和人类健康的主要有机污染物。

该研究强调，自 2010 年墨西哥湾漏

油事件发生以来， 爆炸现场附近的鱼

类种群减少了 50％至 80％。 随着鱼类

数量的减少， 其捕食者包括鱿鱼、蓝

蟹、宽吻海豚的数量也在下降。

据海洋保护组织 “Oceana”称 ，事

故发生后的几年中，该地区多达 75％

的海豚怀孕失败， 珍稀鲸鱼的数量减

少了 22％， 至少有 80 万只鸟类和 17

万只海龟死亡。

此外， 海洋生物体内滞留的多环

芳烃极易经食物链传递， 一旦与人接

触，直接攻击人体皮肤、眼睛、耳朵、鼻

子、喉咙和肺部。

报告还显示， 当时在墨西哥湾进

行油污清理的工人在高度污染的环境

中作业，未佩戴防护面罩。 后来，不少

当地人和工人报告感觉身体不适，甚

至突然患上“怪病”，却因缺乏足够证

据无法向石油公司索赔。

也许正如毛里求斯野生动物基金

会负责人塔塔扬所说：“墨西哥湾石油

泄漏事件的教训就是， 如果这场环境

灾难注定要持续很久， 毛里求斯人应

该从最开始做好自我保护。 ”
巴西安静沿海吸引鲸回归

因疫情少了邮轮和货船惊扰

因疫情而少了邮轮和货船的惊扰

后， 大西洋的安静吸引大量鲸来到巴西

东北部沿海的高温水域繁殖。

非政府组织“座头鲸计划”运营协调

员、生物学家塞尔吉奥·西波洛蒂向埃菲

社解释说：“船只噪音的减少会吸引鲸和

海豚等鲸目动物， 因为这些动物要利用

安静的环境来进行声音沟通。 ”

根据该非政府组织的数据 ，2019

年，约有两万头鲸经过巴西海岸，进行交

配、怀孕和分娩。随着 6 月初在圣埃斯皮

里图(东南部)首次现身，鲸的数量可能会

增加，直至 10 月，届时这些鲸目动物将

启程返回南极。

人员和船只的流动减少，减少了幼鲸

被撞击和海洋受到污染的风险。这名生物

学家同时表示，安静的环境也有助于发出

的声音“不受干扰”，例如海豚诱捕时发出

的声音和座头鲸交配时的歌声。

然而，该非政府组织指出，现在要对

疫情的影响， 主要是对阿布罗柳斯群岛

的影响进行量化仍“为时尚早”。 该群岛

是座头鲸出生和交配的核心地区。

疫情下海洋的安静也让其他物种最

近现身于巴西 7367 公里长的绵延海岸

线。 （据新华社）

“垃圾岛”日益成为海洋毒瘤

海洋污染是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

一。 近日俄罗斯海洋探险家和保护者

菲利普·库斯托再次对公众呼吁，地球

上的海洋“垃圾岛”面积正越来越大，

最大的已经 3 倍于法国本土面积，这

些“垃圾岛”多由塑料垃圾组成，对海

洋生物和人类经济社会危害巨大。

全球有 5 ? “垃圾岛”，

最大的约 160万平方公里

8 月 11 日， 库斯托在接受俄媒

采访时表示， 疫情期间的相对隔离状

态给海洋带来了些许喘息机会， 但海

洋环境问题却不能因此被忽略，“一个

事实是，海洋中的‘垃圾岛’体积越来

越大，是时候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库斯托口中的 “垃圾岛 ”并不是

一个新鲜名词，英国《卫报》10 年前就

曾报道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

夏威夷州之间的巨大“垃圾岛”，并将

这个“大太平洋垃圾带”称为世界“第八

大陆”。

报道称，“大太平洋垃圾带” 是由美

国海洋学家查尔斯·摩尔于 1997 年发

现，由北太平洋过去 60 年塑料垃圾累积

而成。塑料垃圾通过洋流作用，被巨大的

海洋漩涡吸引到一起，积少成多，再经过

太阳照射降解， 形成了 5 毫米左右的微

塑料， 这些微塑料一边吸附海藻等海洋

生物进行光合作用， 吸引鱼类和海鸟捕

食，一边释放出大量双酚 A 和 DOP（?

苯二甲酸二辛酯，一种增塑剂）等致癌物

质，俨然成为海洋中巨大的“毒岛”。

一份国际报告显示，“毒岛” 浮出海

面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 85%深藏海

面下，甚至到达海洋深处。

经过 10 年的累积，如今的“大太平

洋垃圾带” 已经成为一个面积约为 160

万平方公里的巨型“岛屿”，《卫报》称，这

个“垃圾岛”正慢慢向亚洲移动。

并非只有亚洲国家面临“垃圾岛”的

威胁。 截至 2017 年，人类共发现 5 座海

洋“垃圾岛”，其余 4 座分别位于北大西

洋、印度洋、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 五大

“垃圾岛”像五颗毒瘤危害着海洋安全。

位于荷兰的海洋清理基金会曾针

对“大太平洋垃圾带”进行跟踪和研究，

发现取回的样本中有 80%是塑料制品，

而这些塑料制品里，有 84%含有过量的

有毒化学物质。 让人深感痛惜的是，这

些被分解的有毒微塑料经常被鱼类和

海鸟当成食物。 美国摄影师克里斯·乔

丹曾拍摄到一组照片：一只成年信天翁

口衔塑料垃圾喂食自己的宝宝，但是这

些微塑料却成为割断幼鸟食管、致其死

亡的元凶。

研究指出， 每年超过 100 万只动物

死于这些海洋垃圾， 而垃圾中的毒素又

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给人类。 人类在与

这些有毒物质共处的同时， 每年还需浪

费 130 亿美元的成本进行废物治理和自

身医疗。

几乎无法完全消灭，人们
正探索解决方案

面对如此巨大的健康与经济风险，

有没有解决良方呢？目前来看，想完全

消灭“垃圾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

人们也在探索可行方案。

荷兰一位建筑学家想过 “变废为

宝”，由于海洋清理基金会曾多次出海

搜集“垃圾岛”中的样本进行研究。 这

位建筑学家希望利用这些样本， 在近

海区域打造出一个“人工岛”，并在人

工岛上开辟农业基地。如果试验成功，

再到“垃圾岛”上复制经验，将“毒岛”

变成能为人类所用的“宝藏岛”。 不过

显然，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

还有更加魔幻的招数。2017 年 11

月， 英国一家新闻娱乐出版机构和美

国“塑料海洋基金会”向联合国递交了

一份正式申请，要求承认“大太平洋垃

圾带”为“垃圾群岛共和国”。 组织者

们不仅设计了“国旗”“货币”“护照”，

还组建“国家足球队”。

尽管让人啼笑皆非， 但 “垃圾岛

国”的一份声明却表露出他们的心迹：

“我们希望垃圾岛的面积能够缩小，不

能再有垃圾加进来了。 海洋对于人类

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要保护海洋”。

体验神秘的玛雅古城
墨西哥南部的帕伦科和东南部的奇

琴伊察，是两个最重要、最有特色的玛雅
古城。

位于丛林深处的帕伦科古城坐落在
乌苏玛琴塔河边，属于恰帕斯州，城名的
西班牙文原意居然是栅栏。走在城中，感
觉就像走在中国的普通县城， 四周植被
丰富，街头民风淳朴。帕伦科王朝的繁盛
时期是公元 7 世纪，古城遗址可以追溯
到公元前 226 年至公元 799 年， 历时
千余年。古城衰亡之后，此地就逐渐被茂
密的杉木红木丛林覆盖起来， 直到后来
考古发现并进行了挖掘修复， 才得以吸
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 不过 ， 直到
2005 年， 挖掘开发和维护的古城面积
还不足整体的 10%，至今依然有大量的
文物建筑掩埋在丛林里。

已开发维护的部分十分适合行走观
光，人们可以悠闲轻松地放慢脚步，徜徉

于各处遗迹之间，坐在山岩巨石上，对着
这些遥远时光散落的碎片，或眺望，或沉
思。 置身其中，这些恢弘的遗迹和文物，

与当下的世界如此格格不入， 这一千多
年前属于僧侣、工匠、星相师和农人的社
会究竟是如何消散的呢？

所行之处，到处是残存的金字塔、天
象台、神庙和宫殿，各种雕塑依稀留存昔
日的风貌， 时间流走中或沧桑或反讽或
神秘的意味， 都是投射在旅人心中的主
观印象吧。 丛林野草中高耸的建筑在貌
似的散乱中形成了暗合的关联， 即便是
当下少量的挖掘开发， 已然透露了昔日
繁华古城的盛景。

帕伦科有着“美洲的雅典”之称，因
为与世隔绝了 900多年， 热带丛林的掩
埋让此后的重见天日更显惊艳。古城内的

建筑，无论庄严的神庙、宫殿，还是质朴的
民居，大多依坡而建，彼此错落成群，主要
建筑包括帕伦科宫和太阳神庙、 狮子神
庙、碑铭神庙等。 其中的帕伦科宫有众多
庭院、门廊和房间，其中还有四座观测天
文的石塔。 遥想千年前的莫测天象，万千
星辰真是见证了此地的沧海桑田。

走到一处当时属于居住生活区的遗
址，正想登上高处坐坐，突然发现有一条
长达一米半的巨大蜥蜴蹲伏在台基岩石
上，久久地静止不动，由于大蜥蜴的颜色
与岩石十分接近， 差点让人以为是一尊
石雕， 靠近再看， 惊诧地发现竟然是活
物！或许是惊慌，或许是不愿意打扰它的
安静，我悄然绕开了。 在那个瞬间，我甚
至觉得这只巨型蜥蜴就是古城千年时光
的见证者。

奇琴伊察是墨西哥玛雅文化的另一
处圣地，距离梅里达 100 多公里 ，长途
汽车自然是首选。到达奇琴伊察景区，买
门票时遇到意外，门票 80 比索，但是当
地政府新近向参观者加征“遗址保护税”

406 比索，还得在专门窗口交付。 走入
景区前， 我以为相较于之前门票为 80

比索的各处世界文化遗产， 奇琴伊察的
景区面积会大大拓展，结果正相反，全园
只需一个小时左右的观赏时间， 区域范
围还小于其他几处遗址， 这个性价比多
少影响心情。好在我竭力调整，毕竟心境
无价而珍贵。

南侧老奇琴伊察的著名建筑包括金
字塔神庙、球场、市场和椭圆形天文观象
台等，以石雕装饰为主；北侧新奇琴伊察
的建筑以灰色为主调， 彰显托尔特克文

化风格，有库库尔坎金字塔、勇士庙等，

线条装饰更为素朴， 最突出的是羽蛇神
灰泥雕刻。

都说玛雅文化的神秘性在奇琴伊察
最为彰显， 其实不如说这里揭示了人性
在历史演变中的另一面。 此处的祭祀台
是将活人体奉献给神明，甚至挖空内脏，

以求得某些人的重生。 羽蛇神庙与万年
历的精美设计， 包括由日照引起的阴影
移动，令人感知生命、建筑、信仰、时间上
的奇妙结合。

走在这片区域， 看到不同雕像、浮
雕、整齐排列的石柱，心生各种诠释。 所
谓世界新七大奇迹， 展现的姿态和震撼
感并未超出之前看到的其他遗址。 在文
化和历史定位上， 价值判断完全是当代
人的行为，其中的荒谬和反讽，早已深藏
于表象之下， 有时跟着排行榜或旅行攻
略看风景，大概也常有谬误和无奈。来回
6 个小时的车程，一个半小时观光，较之
其他同类景致超出 6 倍的“入场”价格，

肯定没有太大愉悦。 不过， 若是当作经
历、体验的丰富，懊恼就慢慢消解了。

■本报记者 刘 畅

美放行北极油气开采遭批

美国政府近日批准将阿拉斯加州国

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沿海平原用于租

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招致批评。

美国内政部长戴维·伯恩哈特 17 日

签署文件，将大约 6313 平方公里、占国

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总面积 8%的整

个沿海平原地块划为油气租赁开采及潜

在资源开发区域。

批评人士指认， 联邦政府这一举措

虽有利于大型石油公司， 却将损害北极

独特的生态系统和当地原住民生计。 国

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是北极熊和格兰

特驯鹿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代表当地养驯鹿为生部落利益的

“库钦人指导委员会” 在社交媒体推特

说：“保护格兰特驯鹿产犊场的斗争仍未

结束。 ”

美联社报道， 共和党人过去 40年间

致力于推动阿拉斯加州北极保护区油气

钻探。民主党人曾两度阻止共和党人起草

的相关法案获通过。 但特朗普 2017年就

任总统后，坚持要求国会把批准钻探令纳

入一份税收法案。内政部下属土地管理局

2018年 12月结束前期评估，认定保护区

沿海平原可供油气钻探， 不会伤及野生

生物。 海洋（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智利重罚三文鱼生产商

69万条喂药鱼逃入大海影响生态

智利环保部门 21 日说，由于维护不

当致使 69万条饲喂抗生素的三文鱼逃入

大海，一家挪威三文鱼生产商收到这一政

府机构开出的 660万美元创纪录罚单。

法新社报道， 这张总额 53 亿比索

（约合 660 万美元） 的罚单关联 2018 年

智利洛斯拉戈斯地区雷东达角渔场 “三

文鱼大量逃逸造成的不可修复环境损

害”。洛斯拉戈斯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以南大约 1000 公里。

当年， 那家渔场的饲养网箱在一场

风暴中受损，致使三文鱼大量逃逸。涉事

渔场由挪威美威集团经营。针对处罚，美

威有为期两周的申诉期， 但尚未发表公

开声明。

环保部门说， 由于三文鱼是具有侵

略性的掠食者，对当地环境构成风险，可

能造成本土物种数量减少， 改变当地海

洋的食物链。另外，那些人工饲养的三文

鱼还可能将病菌传给其他海洋生物，以

及其他渔场的三文鱼。

另外，环保部门还因“处理死鱼设施

不足” 向这家挪威企业开出 270 万比索

（3400 美元）罚单。

田野（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对阻止

新冠疫情传播意义重大。 但环保人士担

心， 疫情期间大量被随意丢弃的个人防

护用品会加剧海洋污染， 给海洋生物带

来威胁。

图为 8 ? 22 ?， 在美国加州长滩，

一名男子从被遗弃的口罩旁跑过。

新华社发

乱扔口罩或加剧海洋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