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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英国的空气污橐回题已有几十世纪 选十同艟的性质也显生了变化，剧 烈的局部烟雾污染已大为 

下降．丽污橐钫的盛量j；l爰扩散距高却增加 丁。 

2．空气污染造成的生态损害在污橐蔼附近减步，面在边远乡村增大。 

3．在英国，空气污染引起淡东酸化．破坏莉植嗬区系，也许连使森林酗生长状况恶化丁． 

4．=氧化氨和氨 排出量不断增加，导取髟响盅赫植睹群蒂的氟沉降钫的急剧生成。 

5．在被污橐的英国乡村，寰柞睹受到臭摹和其它气体污染睹的不利影响，但是酸雨对英国农作钧髟 

晌并 不大 ． 

B．空 气污染可 以趋过 边境 缦 ．因此 空气污染 间题 要求国 际台 怍 殴 正在 从生 态标准 出发考 虐如 何 

毒I定咄步污染钎排出量的战略． 

7．依据最近欧凋共同体协议，英国需减少某些柠染唧排出量，但是遗也许并不足以保护生态系统和 

生钧体． 

关■饲：英国，空气污橐．环境后果，生盎效应． 

一

、 英国空气污染的历史 

在英国，空气污染不是新问题。在六个世纪以前，伦敦就遭受燃煤引起的烟尘污染。为 

了尽力减少由于居民煤炉产生烟尘造成的损害，1273年，伦敦通过了第一个空气污染法。但 

是 200年前，随着工业的发展，空气污染影喻越来越广。为消除城市中的严重的空气污染问 

题，1853--1856年 通 过了一系 列 “减小烟尘法夸”，随之而来的是1863年通过的 “碱化法 

案”， 目的在于控舯以制碱工程排出的 酸 性 物 质。后来任命了工业空气污染检查员，第一 

个检查员 R·A·史密斯分忻了英国许多城市中的空气和雨。 1852年，他发表了一篇科学论 

文n ，描述英国北部的一个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空气和雨水的污染情况。他说：发现 

降在该城市中所有的雨水都含有一定比例的硫酸。20年后，在有关化学气候学的一本书中， 

史密斯详细地描述了空气和雨水的污染状况，并首次使用了 “酸雨”这个词 。 

本世纪初，城市烟尘污染虽然开始减少，但是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1952年，烟雾笼 

罩伦敦选 5天之久。二氧化硫和烟雾浓度分别选到了2000~g／m 、 1500~g／m。，能见度下降 

到 5米 据记录，发生烟雾这一周，伦敦死亡人数比平时多了四千人。结果，1956年通过了 

清洁空气法案”，由此建立了城市中的烟雾控制区。在这些区域，禁止从烟囱 中排 放 烟 

尘。政府拨款强迫改变家庭用燃煤炉采暖系统。城市旧式化石燃料电力站被废弃，新～代电 

站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烟囱中，安置了静电除尘器以减少微粒排放量，并且加高了烟囱以 

注 率文 由吴觐 ．赵 秦涛译 ，王思 ：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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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污染物更好地扩散到大气中。这些措施降低了英国城市中的烟雾浓度和二氧化硫浓度 (见 

图 1) 。 

噬 

圈 l 英国城市硫氧化鞠和烟屯年平均散度 

(1982-- 1994年 ) 

硫氧化钉⋯⋯ 婀尘一 

鼓据来 自环境韶环境保护和水统计数字 (1987)文摘 

Fig．1 Mean annual coneent~ation9 of sulphur dioxidc 

(⋯)and smoke (一 ) in uriah lrc~ls in 

Btirain in 1962-- 1984， Date from D_螭est of 

E1 irD衄 e Prote~ion and W 时 Slatlsti~~ 

(1987)．Dcpartmcnt of the Enviroame~t． 

二、空气污染今析 

随着烟尘污染减少，污染性质发生了 

变化。截止~glgz0年，能源需求量和石油 

潴耗量一直在增加。因而二氧化硫也在增 

多。英国70 的二氧化硫和4o％的氮氧化 

图 2 1985年，全英电坫．汽车和其他来源捧出的 

=氧化蒜和氟氧化韧 (--氧化氯) 

数据来 自环境保护和水统计 (环境摔) 世及 "Warren 

Spring实验室 (贸易与工业署 )的文摘 【．]． 

Fig．2 TD1tI BriI_sh cmlsSions of sulphur d／oxide 

and nitrogen oxides (gs nitrog~m dloxidc) 

(一 )with eontrl bIlt oⅡ自of power starions 

‘■)motor veh~cleS(■)and other sources 

‘口 )to cmissions in 1985 Data groin Digcsts 

of Environment|l Prote _oD and W I1er Sta— 

tistlcS‘DcpBrtment of the Envir0nmen1)，and 

W iLvr~ S L~borxtory tD印 tm曲t oE 

个 e and[ndnstry)． 

物通常是 由动力站排出来的(见图 2)，这些气体从高烟囱中排出来，被带到几百公里以外， 

作为酸雨中的溶质而沉降下来。当前的污染混合物，通过氮氧化合物和碳氧化台物的光化学 

反应，生成了臭氧。碳氢化合物来源有石油化学工业和汽车。欧洲本世纪以来，汽车的迅猛 

增加所产生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使臭氧本底浓度增加 了 一倍 。工农业产生的氨氮 

也导致了污染问题。 

与酸雨 (湿沉降物)相比，气体污染物 (干沉降物)随污染源距离的增 加 而 减 少。然 

而，英国空气污染类型既受距都市和工业区远近的影响，又受气候因素影响。英国西北的降 

雨量是东南的六倍左右，因而西北地区的湿沉降污染物是主要的。英国南部空气很少流动， 

气体污染物不易扩散，因而南部地区的于沉降物是主要的。 

40年代以来，英国城市地区的_C--氧化硫和浓度受到了监控。过去几年中，英国整个乡村 

也设立了站网监控酸雨和气体污染物。表 1表示荚国乡村和城市地区空气污染的一般特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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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气污染的生态效应 

过去，空气污染造成局部地区重大的生态损害。在英国城市附近地区，植被受到破坏， 

许多敏感种类完全灭绝 i 5 。现在，这些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改善。譬如，三十年前不 能 生 

囊 1 英国乡村和城市污染物浓度 污染物沉辟的总特征 

Table 1 General charIcterjsticI of rural and urb4n pollutant coRcentrlttl0ns and 

pollutant depositlon in Britain 

臭氧 (h／ e ) 

~'118(Bg／m 0) 

>l 57(u ／m 0) 

<~ga(．ug／m 0) 

碡 水pH年 均值 

琉沉降蜘 (kg／h~·year) 

酸沉降静 (kg／ha·year) 

氟沉降静 (kg／h*·ye ) 

loo-- 200 

100-- 200 

< 1O0 

10— 50 

4、I一 ‘． 

< 0．2，一>0．5 

10— 20 

比乡村辅小 

比 乡村 稍小 

比乡村档小 

长的树现可以生长”)，曾经消亡的地表现又重现” 。 

然而， 当这些恢复迹象在局部地区开始显现时，可是距污染源遥远地区却发生了显著的 

生态破坏。在7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科学家的结论认为；英国和欧洲其它地方，排放到高 

空中的污染物正 以酸雨形式沉降在他们那里，而且引起鱼类死亡 。 

四、淡水的酸化 

挪威和瑞典南部，岩石和土壤的缓冲能力很低，欧溯各工业区产生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 

氮经过盛行风的输送，作为降雨中的酸性物质沉降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引起了土壤和水的 

酸化 在英国，大量排放的污染物也导致了远 离工业中心的地区酸化，这些地区的地质敏感 

程度与斯堪的纳维亚相似。通过对古生态的详细研究，工业排放物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 

区淡水中的酸化作用得到了明确地证实。 

测量沉积物中留存的硅藻和分析沉积物 中金属和烟尘微粒的分布状况，来重建湖水pH值 

历史。19世纪中叶 以来，许许多多湖}flpH值下降了，而最近的几十年，随着工业污染物注入 

湖泊，湖泊开始受到工业污染 。已经证明沉淀物中的含碳微粒和磁性矿物分别 来 于石油 

燃烧和电站飞尘 。 

酸性强，钙浓度低，铝浓度高是典型的酸化淡水，对鱼类有毒害作用 “ 。这现象在斯 

堪的纳维亚已经显示。曾经有报道说在英国敏感地质区由于酸化使鱼产量减少 “ ，淡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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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生物也受到影响。pH值和硬度在内的水的化学特性影响着微生物系统和大型植物区系 

以及无脊椎动物群落的种类组成，这一点在 Ormerod Wade和Gee所得的数 据中得到了证 

实 ”。酸化不仅能改变群落性质，而且能减少种类多样性 。以水生生物为食的哺乳动 

物和鸟类也可能受到酸化的不利影响 例如在英国，有一种以水生无 脊椎动物为食，而又善 

于潜水的鸟CincIus cindus(L．)由于河流酸化而使数量大大减少 。还有人指出在 某 些 

高地，水獭Lutra lutra(L．)受到了鱼产量下趺的冲击 。两栖动物在水中繁殖，所 以对 

酸化也可能是敏感的。酸性水也不利于普通青蛙Ran．a temporarta(L．)卵的发育，Cummins 

证宴具有与苏格兰强酸沉降物区域相同的酸浓度和铝浓度对蝌蚪的发育不利 ”。英国的一 

种濒临绝迹的黄条背 蟾蜍B 加 calamita(L．)的繁殖力也受到酸化影响。污染沉降物使英 格 

兰南部某些沙土石南灌丛池塘由于酸性太强，因而使黄条背蟾蜍不能顺利繁殖 。 

五、森林退化 

在7O年代，德 国高地森林出现了死亡迹象。从此，受影响的种类越来越多，时常称这种 

新的破坏为 Waldstr ben。这 种 现 象已经在整个欧洲和北美部分地区发现。解释森林退化现 

象，已提出好几种假设，其中大部分假设都是把空气污染作为原因之一 提出的有关污染物 

对于森林影响有 ： 

(1)二氧化硫、一氧化氮或各种气体协同混合物的直接破坏， 

(2)臭氧的直接破坏，引起了营养物随雨雾从叶中丧失掉， 

(3)酸雾，酸雨的单独直接破坏，与各种气体混合作用的破坏} 

(4)土壤酸化和随后盐基阳离子损失及 (或)铝迁移带来的破坏J 

(5)富营养 (常含氮)沉降物引起树木的生长型改变以及随后对逆境抗性下降， 

(6)污染物使树术对病原体和气候的敏感性增加。 

～ 般认为，树的生长不良与备式各样原因有关，其中包括污染、病原体和气候等因索。 

在不同区域，也表现不～样。所 以森林退化不只表现为一种现象，它在不同区域表现为不同 

形式。不同退化型的成 因已部分得到解决。例如，云杉 Picea针叶枯黄说明了破坏型随地理 

位置而发生变化 在德国中部和南部，土壤酸化、树木采伐以及干旱引起的镁缺乏都可能与 

云杉损失有关。但是，英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海洋性气候使镁很快沉淀下来 。 

六、氮沉降物对植被的影响 

● 

● 

■ 

在充分证实了硫污染物对当地和远距离地区影响后，各国政府认识到了硫污染所起的破 

坏作用。与之相比，氮污染物 (～氧化氮和氨)对环境的威胁只在最近才着手研究，虽然一 

个世纪之前就有这样的评述： “巳证明在雨水中有=种物质，值得特剐注意的，因为它们影 

响植物生长，这两种物质是硝酸盐和铵” 。 

欧洲的氮氧化合物大部分是 由汽车和发电厂产生的。氮氧化合物除具有肥沃土壤的作用 

外，在某些地方，当二氧化硫排出物减少时，还是酸雨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成份 ” ，在低 _ 

层大气中，氮氧化合物在对植物具有毒害作用又破坏森林的臭氧的形成中亦起作用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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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排放氨，动物排泄物和广大农村地 区使用的化肥也排放出大量的氨。氨加速了二硫化物的 

氧化作用，使硫化铵在雨水中的浓度大大增加。氨的分解和铵离子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些土类 

的酸化。据估计1950年至1980年，欧洲氨的排放量增加了50 “ 。 

来 自欧洲 (包括英国)的报告把某些植物群落的变化归于氨氧化物和氨的排放而导致氮 

沉积物最过高 (表 2)。在英格兰南部的某些地方已经观察到了与所记载的在荷兰石南灌丛 

所记录的变化相似的变化。现在正在调查氨 沉 积 物 可能起到的作用。在英格兰北部和北威 

尔士的实验地进行的研究证实沉降在泥炭沼上的氮沉积物抑制泥炭藓 (Sphagnum)的生长。 

南宾尼士是英格兰北部一个受到污染的地区，那里的泥炭藓 (Sphagnum) 自工业革命 以来 

由于受硫损失有关。 

沉积物的 抑 制。据 测 定，在1980--1982 

年间，宾尼士南部氮沉积量高达每年每公 

顷32公斤。北威尔士远离工业区和都市中 

心，在某实验场的氮沉积物高达每年每公 

顷14公斤 ”。从该处所作向泥炭藓增施 

氮的试验降低泥炭藓生长，说明空气中供 

应的氨对该区域高地植被至少是充足的， 

甚至可能超过了最适值 。因为泥炭藓 

是泥炭地植物的优势种，因此不利于泥炭 

藓生长的氮沉积物的少许增加都将引起整 

个植物群落稳定性发生重大变化。最近研 

究证明氨沉积物对胎毛藓Racomitrium也 

有同样影响。胎毛藓Racomitrium是高地 

石南灌丛群落中的重要部分 。 

固 3 英 国 (占调 查树 林百 抒 比)．西德 (占调 查 种 类 

面积 比)超过 25 树；西厚度减 少的 比啻I i“． ， 

注 (a)针叶树林，包括西德的 揶威云杉．格树、玲 

杉，英国的Sitka云杉、挪威云杉、苏捂兰 

松 树 

(b)山毛 榫林 

Fig．3 Comp~risoa bet-~reen the proportion of (·) 

c0n’f日。s and (b)beech trees w1th 0v口 26 

crownthlnnln~(dp~ses 2． a＆ 4 ) 。n Bri— 

tain (巳 ，perc~tage of tre器 surveyed)|丑d 

W est Germany‘●，percentage 0f spvc’es 
area surveyed)． Co njless include Norway 

spruce．pine and Kr ；n W e8t G~'many aad 

Sitka sprace，NoW ay spruce·Ⅱd Scots p； e 

iⅡBritain．DatI from Innes摩 Bos eI】(1988) 

Bnd Bundesministers fur Er~ hrung． Land一 

百irtschaft and Forsten ‘1998) 

七、空气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 

在关于污染物对于英国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影响，只有少量数据。英 国乡村 大 多 数 地 

方，低浓度污染物确实对农作物也带来同样的影响，1981--1985年间，在农村测得的二氧化 

硫和二氧化氮最高平均浓度分别是35．5 g／m a和 42P~g／m ，经作物熏气试验证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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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氯的高沉降量对天然擅板的影响 

Table 2 Nafaral vegelation changes attributed to high Bltrogen deposition 

生 境 种 类 下 降 种 类 增 加 国家 参 考 

石南 帮释地 Eric letraHx L． Matfnia caaru!即 L． 荷兰 Roelofs f19S6)I 8】 

Roelofs[1886)【 8】 

pen IJ~rtog(1986)119】 

Bobbink and W ille血s 13eI 

Gattuna vutgaris L． Pesclcampsia ftexuosa L． 

瑞 典 

(1887) 

石南i血帮 LtttoreI~a uniflora L． Sphagnum 印p． 

Lobelia dorImanna L． Juncus bu~bosus L． 

Isoot Lacttstris L． Brachypodium pinnalurl~L 

草 地 Diverse ftora 

森林 植物 区系 Rubur ida “5 L． Falkengen—C-reX'up(1986) 。I 

Chamaenerion angustifOHum L． Tyler(1987)I。z] 

A egopod~um podagraria L． 

Urtlca diolca L． 

泥 潭 Ombrotrophlc 英 国 Press，W oodin and Lee' 

Sahagnum  spp． i (1086) Woodin，St~dholmea．adLee 
看南蠢丛 Rac0mnr{“m l英国 (1887)．|51Lee，Wooden and 

l I~．ddeley(1989)【 T】 

值都在造成损害的I瞌界浓度之下 。英国乡村 当前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环境 浓 度 不 

大可能对作物直接造成重大破坏作用。但是，伦敦内部和周围进行的剖面实验结果证睨乡村 

受污染区的污染混合物可能抑制作物生长 ” 。污染物与病原体和气候的相互作用也不应忽 

略 。”。 

英国南部一地方各种作物对臭氧的敏感性有很大差异， 当臭氧浓度超过 196P．g／m。时， 

可以看到生长在这种空气中的敏感作物 (Vit[s [ere、Phaseolus wlgair~s、Lycopersfcon 

esculentum mill、Zea mays、Medicago stat Sva、Spinacia aderacea)受到明显损害 。对生 

长在空气中的作物和过滤空气中的作物所作实验进行比较表明，当臭氧浓度超过118~tg／m ， 

时，几种敏感作物生长缓慢 。美国关于臭氧和作物损失之间关系的一项研究表 明， 虽然 

实验条件无法与英国田间条件相比较，但是对大多数敏感作物而言，使作物减产的臭氧临界 

浓度为78btg／m。。夏季，虽然英国乡村臭氧基值幅度为 3g一 78 g／m ，但有许多对段浓度远 

高于此值。一般每年中浓度大于llSPg／m。的对间为10O一2OO小对，浓度大于196Pg／m。的对 

间为10—50小时，这些对段主要集中在 4— 9月 。因此，臭氧很可能是英国作物 减 产的 

原因，特别是在千热 的夏季。 

北美关于酸雨对作物影响的研究比英国做的要多。在大多数有关叶受伤害或减产的报告 

中，其模拟降雨效应的pH值为3．O甚至更低，这比英国多数降雨中的酸度大得 多 。英 国 

偶有酸性强的酸雨，已记录到的pit值最低对小于 3，但是，无论何处，这种雨在全年降雨中 

的比例很小t 4 ，在英国，酸雨导致作物减产的可能性不大。 

八、全球行动 

由于英国城市局部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事实已促使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城市中的烟尘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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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所 长期污染引起生态损害的事实同样也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减少跨越边境的硫和氨的污 

染。联合国欧洲监控和评价署 (EMEP)对 欧洲污染数值进行过校正和模拟。沉降模拟实验 

表明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其所产生的硫的大部分降在其本土之内，而斯堪的纳维亚国 

家所接收的沉降污染物则大部分来自其边界之外。当前污染物的穿越国界意味着问题的解决 

必须采取国际合作。 

联台国经济委员会签署的欧洲协议已使许多国家同意在 1980--1993年间减少二氧 化 硫 

30 的排放量，停止排放NO ，当然这个目标还不足以保护 自然环境，科学讨论仍在继续提 

出进一步减低排放量的建议。有二个重要概念是这些讨论的基础： 

(1)临界负载量。斯堪的纳维亚科学家提出这个概念，它包括利用生态学研究的数据 

来评价一个没有遭受化学或生物损害的敏感生态系统能接受多少硫，氮或酸性沉积物““。 

然后利用这些数据制订负载目标并建议减少排放量直到使沉降物降到该负载值 以下。确定临 

界负载值较为困难，特别是对具有复杂生态循环的氮更为困难，因为对排放量和沉降量之间 

的关系不完全了解，特别是对于氧，不易从沉降率的所需减少量推断出排放 量的 所 需 减 少 

量。然而，把生态需求将换成政治上的对策仍然是需要花气力予以解决的重要方法。 

(2)临界浓度。指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如果超过这个浓度，就会对植物、生态系统或 

物质等等发生直接的、不利的影响 临界浓度也可吼作为建议减少排放量的目标。 

表 3表示所建议污染物临界负载和临界浓度。与表 1中数据相比可知英国乡村污染物负 

裹 5 污染物瞄界负t和瞄界浓度’ 

Table 5 Crlllea,I loads and crftfcnl levels of pollutants．(DBtl complied at meeting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Convention on Long—m 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 1088) 

数据来自l988年曦台国欧 经将共同悼召开的关于辟越边境太面积空气 染台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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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超出了临界负载，例如最大的硫沉降速率超过最低临界负载10倍 以上，二氧化硫和臭氧旅 

度也超出了临界豫度。 

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达成协议减少汽车和大工厂排放污染物。根据对大型燃油工厂的协 

议，以1980年排放量为基线，英国将这些厂SO 排放量在1993、1998 2003年分别减少20 、 

40％、6O％。电站氨氧化物排放量 (占英国排放总量的40 )在1993年、1998年．分 别减 少 

i5％，3O 。汽车排放量协议规定依据汽车发动机大小 以制氨氧化物，碳氢化物和一氧化碳 

排放限度。这个协议有效性取决于汽车总数和汽车分布状况。据统计，从长期来看，这个协 

议有效性将被汽车总数增加抵消 ，。 

虽然二氧化硫规定的排放量减少得不小，但是仍未达到科学家研究的临界负载所应达到 

的减少量 。欧洲协议的实施使氨氧化物排放减少量的作用将比二氧化硫的作用小得多， 

而且也不可能满足保护天然生态系统的要求。英国现还投有关于减少氧排放的计划，而其它 
一 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降低排放的措施，他们认为氨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九、英国对污染实行控制 

● 

英国由皇家污染检查团 (HMIP)控制空气中的工业污染物。一些工厂需经检查团 同 意 

才能开工。检查团负责确保工厂污染排放量在限定范围内。检查团准则是用一切最切实可行 

的方法阻止污染源的产生。作为应当怎样减少污染的决议中，应该考虑两方面因素t减少污 

染物的环境效益 和采取减少排放的方法所需成本，捡查团决定什么是可行的，工厂则承担控 

制所需成本。政府运输部门负责实施对汽车排放量的合法控制。 

减少从主要污染源的工业大锅炉所产生的硫的技术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费用昂贵。在电 ‘ 

站安装的燃气脱硫装置，除硫率为9O ，有效地减少了污染，使硫降到欧洲协议 所 要 求 的 

量。同时 在 工 厂中安装了除氪率为 30—40 的低氨氧化物燃烧机装置，有效地减少了这 ． 

些工厂排出的氨氧化物，为大锅炉设计的选择性催化技术使氨氧化物排放量减少两倍，但费 

用昂贵，没有被 HMIP采用。由于在排放 系统安装了三式崔化转化装置或不严格地说 由于使 

用了更有效的 “不完全燃烧”发动机结合二式氧化催化，汽车减少了污染排放量。这两种方 

法中，任何一种都能保证英国大多数汽车都能符合欧洲协议标准。 

十、讨 论 

本世纪，空气污染性质在英国、西欧发生了很大变化，局部烟尘和烟雾问题被污染物长 

途迁移问题代替，后者造成了远离污染源区域的环境问题。酸雨引起了犬面积淡水酸化， 当 

前污染混合物是造成森林退化的部分原因，氨沉降物增多改变了生态系统组成成分，据说欧 

洲的臭氧在增加，可能引起英国作物减产。跨越国境的空气污染问题只有国际合作才能有效 

解决。如果要使空气污染降到能充分地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的话，生态学家需设计制订出降 

低排放物的战略。许多生态数据表明为了保护 自然环境，欧洲一定要大力减 少污 染 物 的 排 

放。 

本文讨论的空气污染问题几乎只限于一个大陆上。虽然科学家已认识和了解 了上 述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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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政府官员才开始着手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新的，甚至更大规模的空气污染问题巳 

变成十分明显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由人为排放物而部分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对我 

们环境产生的深刻变化。正如其它污染问题～样，全球污染毫无疑问是许多预测生态学， 实 

验生态学，考察生态学的课题 从这个问题研究中获得的信息和了解非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 

制订发展战略来避免、解决或减少污染问题，不管它是局部问题还是全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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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0NMENTAL EFFECTS OF AIR P0LLUT10N IN BRITAIN 

S．J．rWoodin 

(CMel Scientist DirecWmt~,Nature Co~~ervanoy Council，Northmtnster House， 

Pelerborough PE1 IUA，UK) 

(I) There have been air pollution problems in Britain for severa1 centuries．The 

nature of such problems has changed：intenSe local smoke pollution has been largely 

reduced，whilst total emissions of pollutants an d their dispersal over long distances 

have increased． 

(2) Ecological damage by air poUutants has been reduced in areas close to 

emission sources but has increased in remote rural areas． 

(3) Air pollution has caused freshwater acidification in Britain，with consequent 

damage to flora and fauna．It m,w also be implicated in tree heahh decline
．  

(4) Emissions of nitrogen oxides and ammonia are an increasing problem， 

resulting in high rates of nitrogen deposition，which is afecting natural vegetation 

communities． 

(5)Crops in Britain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by ozone and， in polluted 

rural areas'by other gaseous pollutants．Acid rain is unlikely to affect crop production 

in Britain． 

(6) Air pollution crosses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so air pollution problems 

demand international action． Ecological criteria are now being conside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Europe． 

(7)Some emissions‘are to be reduced in Britain， incompliance wim recent 

European Community agreements，but this may not be suffici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ecosystems and organiSm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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