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轮 船 失 事 后 幸 免 于 难 的
人，置身于辽阔的大海中，等
待救援。他们遇到的最大困
难 就 是 干 渴 ，这 比 饥 饿 和 鲨
鱼 对 生 命 的 威 胁 更 大 。 可
是 ，极目望去 ，一片汪洋 ，海
水 有 的 是 ，但 却 解 不 了 渴 。
奇 怪 的 是 ，鲸 、海 豚 等 海 洋
哺 乳 动 物 ，翱 翔 在 海 洋 上 空
的 海 鸟 ，一 生 在 海 中 生 活 的
海龟以及从江河中回游入海
的鳗、鲑等鱼，怎么能那样悠
哉 游 哉 、怡 然 自 得 地 在 海 域
生活呢？

须 知 ，地 球 上 广 阔 的 水
域中拥有的水量多达 15 亿立
方 公 里 ，而 淡 水 所 占 比 例 仅
为约 3％，其中的大部分淡水
以天然冰或地下水的形式存
在 。 因 此 ，在 淡 水 缺 乏 的 临
海 城 市 或 地 区 ，建 造 了 各 种
类 型 的 海 水 淡 化 装 置 ，以 及
从 其 他 液 体 制 备 淡 水 的 装
置，如各种蒸发装置（包括太
阳能装置）、冷冻脱盐器（冻
结 时 ，淡 水 以 冰 晶 形 式 析
出）、电渗析装置、超过滤装
置（在高压下，淡水透过特制
薄膜 ，盐则留下）、离子交换
法脱盐及其他矿物质。海水
脱盐，费用昂贵，水质也比不
上天然淡水。

为 了 从 海 洋 动 物 脱 盐 机
制 中 找 到 借 鉴 ，人 们 做 了 不
少研究工作。

高 等 动 物 的 有 机 体 ，能
对 血 液 、细 胞 间 液 的 组 分 进
行 精 确 地 调 节 。 其 中 ，血 液
渗 透 压 起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例如，人喝了很多水后，
血 液 中 的 溶 解 物 质 减 少 ，液
体 就 溶 到 浓 度 大 的 细 胞 里
去 。 水 容 易 渗 透 细 胞 膜 ，而
溶解在水中的物质则不容易
渗 透 。 因 此 ，有 机 体 中 的 水
往 盐 分 高 的 地 方 跑 ，以 求 达

到水分中含盐量的平衡。这
种运动的性质决定了渗透压
的大小。

活 的 有 机 体 失 水 时 ，血
液 中 的 物 质 浓 度 增 大 ，细 胞
起 皱 ，而 水 过 量 时 ，细 胞 肿
胀，对大脑、心脏及其他器官
的 工 作 也 会 产 生 不 良 影 响 。
血液 中渗透压通常维持在低
于 1％ 的 水 平 ，如 果 达 到
1%—2％，甚至更高，就会有
越 来 越 强 烈 的 干 渴 感 ，如 果
太低，则肾脏加强排水。

干 渴 感 刺 激 有 机 体 饮
水。对于生活在干旱缺水地
区 或 海 洋 中 的 动 物 来 说 ，只
有采取别的办法——用特别
的 腺 体 或 肾 脏 使 血 液 脱 盐 ，
也就是为机体生产淡水。

动物的脱 盐 装 置 有 几 种
类 型 ：软 骨 鱼 类 、鸟 类 和 爬
行 类 用 盐 腺 ，哺 乳 动 物 用 肾
脏 ，昆 虫 也 有 一 套 特 殊的脱
盐装置。

脱 盐 的 方 法 之 一 是 由 机
体 内 直 接 脱 盐 ，如 鸟 和 爬 行
动物的盐腺。它们从血液中
分 离 出 盐 分 子 ，直 接 排 出 体
外 。 海 鸟 有 一 对 鼻 腺 ，在 眼
窝 上 方 ，其 导 管 的 开 口 在 鼻
腔 内 ；海 龟 的 盐 腺 在 眼 窝
内 。 这 些 动 物 在 饮 过 海 水
后 ，“盐 ”泪就夺眶而出。海
蛇 的 盐 腺 开 口 在 口 腔 内 ，

“ 盐 ”涎 由 口 中 流 出 。 海 鱼
也 有 排 出 盐 分 的 地 方 ，如 鲨
鱼 从 肛 门 排 盐 ，多 刺 鱼 的 鳃
中有专门把血中的氯离子和
钠 离 子 排 出 体 外 的 细 胞 ，从
而保证了血液中的含盐量达
到平衡。

很 多 海 洋 动 物 血 液 中 的
含盐量比周围环境要低。它
们常把体内的水通过皮肤排
出去，脱水后，血液中的含盐
量 增 高 ，出 现 干 渴 感 。 多 刺

的海鱼、海龟、海蛇、海鸟就
喝 起 含 盐 的 海 水 来 。 水 经
过 小 肠 吸 入 体 内 ，血 液 中 的
盐 分 更 增 高 ，于 是 海 鸟 和 海
洋 爬 行 动 物 通 过 盐 腺 、海 鱼
通 过 腮 中 的 脱 盐 细 胞 ，开 始
向 外 排 出 高 浓 度 的 盐 溶
液 。 这 时 的 盐 溶 液 浓 度 比
血 浆 高 ，甚 至 比 海 水 高 ，所
以 能 达 到 脱 盐 的 目 的 。 当
鱼 失 去 淡 水 后 ，一 切 又 重 新
开始。

每 千 克 海 水 中 约 含 有 钠
10.62 g，人 和 海 鸥 的 血 浆 中
含钠约 140mmol/L，银色海鸥
盐 腺 液 中 含 钠 约 600—
800mmol/L，黑 脚 信 天 翁 约
800—900mmol/L，北 方 海 燕
高 达 1100mmol/L。 盐 腺 并 不
总 在 工 作 ，它 只 在 有 机 体 内
盐 分 过 剩 时 才 进 行 工 作 。
它 的 工 作 效 率 是 很 高 的 ，人
的 肾 脏 每 小 时 最 多 可 排 液 l
公 升 ，而 海 鸥 的 盐 腺 排 液 量
要 高 20 倍 。 盐 腺 专 用 于 排
盐 ，而 肾 脏 可 用 来 排 出 各 种
各样的物质。

盐 腺 的 工 作 原 理 是 ：根
据 神 经 系 统 的 信 号 ，血 液 中
的钠、钾、氯三种离子往腺细
胞中排出的过程增强。氯离
子 穿 过 整 个 细 胞 ，透 过 细 胞
膜，进入腺导管，钠离子则从
另 一 个 途 径 ，穿 过 细 胞 间 的
空 隙 进 入 腺 导 管 ，同 氯 离 子
化 合 ，形 成 高 浓 度 盐 溶 液 而
排出体外。

人 和 温 血 动 物 的 肾 中 ，
进行着另一种将机体排泄液
中 的 盐 分 加 以 浓 缩 的 过 程 。
他 们 的 肾 脏 液 体 的 渗 透 压 ，
要 比 血 液 高 25—30 倍 。 澳
洲袋鼠创造了纪录——每公
升 血 浆 含 钠 约 9400 毫 克 分
子。肾脏内物质的高度浓缩
使得物质交换过程中生成的

水 得 以 保 存 在 机 体 内 ，这 些
水完全能满足机体对淡水的
需 求 ，而 不 必 再 去 喝 水 。 对
于 肾 脏 浓 缩 盐 的 工 作 机 制 ，
过去认为是它主动地把水从
肾 液 中 抽 到 血 液 中 去 ，现 在
才 知 道 ，是 在 渗 透 梯 度（即
向 盐 浓 度 高 的 地 方 渗 透）的
作 用 下 ，肾 小 管 内 的 水 被 动
地渗入血液内。

海 洋 动 物 还 用 一 种 在 血
液内保持较高的有机物含量
的办法来获取淡水。如鲨和
鲧 的 肾 脏 ，能 使 其 血 浆 内 的
尿素含量比人血高 100 倍，而
尿素对氯化钠及其他盐类能
起 到 一 种 透 射 调 节 作 用 ，即
能使血浆与细胞外液体的渗
透 压 比 周 围 的 海 水 高 出 很
多。因此 ，“淡水 ”被动地穿
过 鳃 和 表 皮 的 某 些 区 域 ，渗
入鱼的身体，这样一来，鱼就
没有喝海水的必要了。

有 时 ，也 会 遇 到 相 反 的
情 况 —— 机 体 内 水 分 过 多 ，
必 须 保 留 盐 分 ，排 出 水 分 。
或者需要生成含低浓度物质
的生物液体。上述情况见于
涎腺、汗腺 ，以及鱼类、两栖
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动
物 的 肾 脏 ，蚯 蚓 和 甲 壳 动 物
的排泄器官。这一过程的机
制 在 于 ：盐 浓 度 跟 血 浆 差 不
多的液体由血液进入盐腺前
部 或 肾 单 位 ，腺 体 或 肾 脏 的
导 管 细 胞 通 过 不 渗 水 的 器
壁 ，吸 收 钠 和 氯 两 种 离 子 ，
生 成 低 盐 液 体 。 只 不 过 ，人
的肾单位集管壁能改变透水
性 ，当 需 要 使 水 中 饱 含 盐 分
时，集管壁就让水通过，反之
则阻滞水通过。

人 类 可 以 从 动 物 脱 盐 装
置 中 得 到 启 发 ，制 造 出 更 经
济 有 效 的 脱 盐 装 置 ，缓 解 水
资源短缺地区的困境。

汉代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
阶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
西 汉 司 马 迁 的《史 记》和 东 汉 班
固的《汉书》。《史记》是中国第一
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
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历
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
断代史，记载从汉高祖刘邦到王
莽时期二百多年的西汉历史。两
部著作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在
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两部著作产生的时代文
化 背 景 不 同 ，编 纂 思 想 不 同 ，体
例 也 不 尽 相 同 ，但 是 ，两 部 著 作
都涉及西汉从高祖刘邦到武帝刘
彻 这 段 历 史 ，从 渊 源 来 说 ，《汉
书》记载此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来
源于《史记》，有四篇纪、六篇表、
三篇志、四十篇列传是在《史记》
基础上改写而成，或者说脱胎于

《史记》，加之两部著作体例上都
是 纪 传 体 ，具 有 文 学 色 彩 ，叙 事
写人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这就有
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
是，从汉魏六朝开始就有了对两
部著作的比较分析，王充《论衡》
中 说 班 氏 父 子“ 文 义 浃 备 ，纪 事
详赡，观者以为胜于《史记》”，着
眼于“文义”和“叙事”，认为《汉
书》优于《史记》。《晋书》记载，张
辅撰《班马优劣论》，认为：“迁之
著 述 ，辞 约 而 事 举 ，叙 三 千 年 事
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
八 十 万 言 ，烦 省 不 同 ，不 如 迁 一
也 。 良 史 述 事 ，善 足 以 奖 劝 ，恶
足 以 监 诫 ，人 道 之 常 。 中 流 小
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
二 也 。 毁 贬 晁 错 ，伤 忠 臣 之 道 ，
不 如 三 也 。 迁 既 造 创 ，固 又 因
循 ，难 易 益 不 同 矣 。 又 迁 为 苏
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
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
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
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张辅明
确 指 出 班 固《汉 书》有 三 个 方 面
不如《史记》，虽有一定道理，但
不够全面深入，尤其是以文字的
多少、叙事的详略来判断《史记》

《汉书》的优劣，有些牵强。东晋
文学家、史学家袁宏，对“班马优
劣”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后
汉纪·序》中说：“史迁剖判六家，
建 立 十 书 ，非 徒 记 事 而 已 ，信 足
以 扶 明 义 教 ，网 罗 治 体 ，然 未 尽
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
作，然因借史迁，无所甄明。”范
晔《后汉书·班固传》曰：“迁文直

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
序 事 ，不 激 诡 ，不 抑 抗 ，赡 而 不
秽 ，详 而 有 体 ，使 读 之 者 亹 亹 而
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较公允
地指出了两书的不同特征，也特
别注重文学叙事。他们的评论，
在后代也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
唐 代 史 学 家 刘 知 几《史 通·杂 说
上》：“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
详 备 者 ，唯 汉 兴 七 十 余 载 而 已 。
其 省 也 则 如 彼 ，其 繁 也 则 如 此 ，
求 诸 折 中 ，未 见 其 宜 。 班 氏《汉
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

《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
足 编 次 故 也 。 若 使 马 迁 易 地 而
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
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
邪？”一方面反驳张辅，另一方面
扬班抑马。到宋代，班马异同问
题 引 起 更 多 人 的 注 意 ，苏 洵 、郑
樵、朱熹、叶适、黄履翁、洪迈、王
若虚等人都发表过评论，各种看
法都有，涉及思想、体例、文学等
方 面 的 比 较 。 特 别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这 个 时 期 出 现 了 专 门 的《史
记》《汉书》比较研究著作，《班马
异同评》就是其中的代表。

《班马异同》共三十五卷，旧
本 或 题 宋 倪 思 撰 ，或 题 刘 辰 翁
撰 ，或 认 为 倪 思 撰 ，刘 辰 翁 评 。
该书不同于以往的零散评论，而
是对《汉书》改写《史记》的部分
逐 字 逐 句 进 行 比 较 ，但 也 有 缺
憾 ，《史 记》十 二 本 纪 中《孝 文》

《孝景》二篇，八书中《天官》《封
禅》《河渠》《平准》四篇，七十列
传中贾谊、黥布、韩王信、东越、

西南夷、儒林、大宛等传及《太史
公自序》没有进行比较。从研究
方法上说，它很独特，《史记》原
文用大字，《汉书》增加的文字用
细 笔 。 凡 是 被《汉 书》删 削 的 文
字 则 在 旁 边 划 一 条 墨 线 ；凡 是

《汉书》前后窜动《史记》文字的
地方，即注明“《汉书》上连某文，
下连某文”。如某文被《汉书》移
入其他纪传，就注明“《汉书》见
某传”。倪思、刘辰翁所加评语，
一一列在眉端，使《史记》与《汉
书》的异同，一目了然，为研读者
提供了方便。《四库提要》也肯定
了此书体例上的创造。从内容上
看，王晓鹃教授的《班马异同评》
对《史记》《汉书》的比较，或比较
体 例 ，或 比 较 人 物 ，或 比 较 章 法
结构，或比较语言，非常细致，对
于读者认识两部著作的特点有很
大的帮助。对《史记》和《汉书》
的 评 价 ，绝 不 偏 执 一 端 ，而 是 严
格 根 据 两 书 对 勘 得 出 的 实 际 差
别 ，判 断 是 非 优 劣 。 当 然 ，从 总
的倾向上看，对《史记》还是比较
偏爱，对《汉书》修改《史记》的地
方 往 往 讽 刺 为“ 儿 童 之 见 ”。 总
体来说，《班马异同评》的价值意
义在于它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班
马比较研究著作，标志着从汉魏
六朝以来关于《史》《汉》比较问
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后来的
班马比较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班马异同评》之后，《史记》《汉
书》比 较 研 究 继 续 深 入 ，明 清 时
期更为兴盛，许多文史著作涉及
这一问题，专门著作如明代许相

卿《史汉方驾》，清代杨于果《史
记 笺 论》、杨 琪 光《史 汉 求 是》
等。近现代到当代，班马异同问
题 仍 然 是《史 记》研 究 中 一 个 不
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有大量的成
果 问 世 ，专 题 论 著 如 郑 鹤 声《史
汉 研 究》、徐 朔 方《史 汉 论 稿》
等 。 海 外 学 者 也 很 关 注 这 一 问
题 ，如 韩 国 朴 宰 雨《史 记 汉 书 比
较 研 究》，就 是 代 表 著 作 之 一 。
当然，后来的比较研究不再局限
于《史记》《汉书》内容相同的部
分 ，学 者 们 从 各 个 方 面 进 行 比
较 ，或 全 书 ，或 分 篇 ；或 考 辨 事
实，或分析字句；或偏于史学，或
偏于文学；或分析《汉书》如何继
承和发展《史记》，或探讨《史记》

《汉书》的共同价值，等等。观点
也 各 不 相 同 ，或 甲 马 乙 班 ，或 甲
班 乙 马 ，或 平 分 秋 色 。 由 此 可
见，《班马异同评》在《史记》研究
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古代《史记》研究著作和
研究资料的整理，是《史记》研究的
基础。二十世纪以来，一些有代
表性的著作逐渐被整理出版，给
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班马异
同 评》一 直 还 没有新的整理本。
王晓鹃教授以此申请国家课题，得
到批准，并顺利结项。我觉得这个
整理本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底本选择。《班马异
同》的 版 本 ，主 要 有 明 嘉 靖 李 元
阳 刻 本 、高 瀫 覆 校 本 、明 万 历 韩
敬 序 刻 本 、明 天 启 闻 启 祥 刻 本 、
明末傅昌辰版筑居据天启四年闻
启祥小筑藏版重梓本、明末刻本

和四库本等。其中，李元阳刻本
是《班马异同》诸本祖本，高瀫本
和韩敬本从李元阳本而来，闻启
祥本从韩敬本而来。在众多版本
中，作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
靖 十 六 年 李 元 阳 所 刻《班 马 异
同》三 十 五 卷 为 底 本 ，以 陕 西 师
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万历韩敬序
刻 本 为 校 本 ，同 时 参 校 台 湾“ 国
图”所藏明天启甲子四年闻启祥
刻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史记》
和 中 华 书 局 1962 年 版《汉 书》。
这一版本选择，体现出独到的学
术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

其次，是校勘工作。在整理
过程中，除了校勘刘辰翁评语，以
及《史记》和《汉书》原文的讹错衍
倒现象外，还需对《汉书》删减《史
记》文字部分进行校勘。《班马异
同》全书以《史记》原文为主干，凡
是《汉书》删减《史记》文字处，原
书都应有细线勒之，而嘉靖本没
有细线勒之，万历本有，对勘闻启
祥本和今本《汉书》，亦当有细线
勒之的地方，在嘉靖本中高达千
余处。这些工作是琐碎的，需要
一定的耐心才能完成。

再次，是标点工作。刘辰翁
评 语 ，大 约 有 1300 余 条 ，既 涉 及

《史记》和《汉书》对应篇目的具
体 字 、词 、句 等 基 本 内 容 ，以 及

《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
等写作特点，又涉及汉初的众多
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标点时，
需要查阅相关的众多史料。整体
而 言 ，标 点 是 科 学 的 ，也 是 符 合
古籍整理规范的。

第四，是附录工作。经过竭
泽而渔式的工作，整理出 52 则关
于《班 马 异 同》的 历 代 叙 录 。 其
中 ，既 有 杨 士 奇 、汪 佃 和 韩 敬 等
人的序跋，也有刘伯爕、张彦琦、
周中孚、钱泰吉和叶德辉等人的
评议，又有陈振孙、马端临、朱睦
㮮、祁承爜、钱谦益、季振宜、陈
梦雷、纪昀、永瑢、丁丙、张之洞、
陆心源和丁仁等人的目录记载，
以及其他书籍的相关记录。这些
资 料 ，对 我 们 进 一 步 了 解《班 马
异同》及刘辰翁评语在历史上的
流 传 ，以 及 本 书 的 主 要 内 容 ，无
疑大有裨益。

此外，围绕《班马异同评》，晓
鹃教授还进行了系列研究，如认
为刘辰翁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
法来点评历史人物，刘辰翁评语
体现出“尚奇”的倾向等观点，都
颇 有 见 地 。 我 们 相 信 ，《班 马 异
同 评》一 书 的 整 理 出 版 ，对 丰 富

《史 记》《汉 书》的 研 究 ，尤 其 是
“马班异同”研究，定有帮助。

《史记》与《汉书》不仅是中国
史学史上的经典，而且是中国文
学 史 、思 想 史 等 领 域 的 经 典 ，深
入研究以《史记》《汉书》为代表
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挖 掘 民 族 精 神 ，
建设当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
江 学 者 ”，全 国 高 校 黄 大 年 式 教
师 团 队“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教 师 团
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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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持 续 深 入 打 好 蓝 天 保 卫
战，国务院近日印发《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这是继 2013 年“大气
十条”之后的第三个国家层面的
保卫蓝天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以降低细
颗粒物（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
推动氮氧化物和 VOCs 减排”“优
化含 VOCs 原辅材料和产品结构”
等要求。VOCs 是挥发性有机物
的简称，指同时具有挥发性和参
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一类物质。

VOCs 治 理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大
气污染防治的工作重点之一。随
着各地对 VOCs 治理投入加大，相
关治理技术和工艺水平也在快速
提 高 。 科 技 成 为 监 测 和 治 理
VOCs 不可或缺的力量。

VOCs是生成PM2.5 和臭氧
的共同前体物

VOCs 是 一 类 污 染 物 的 集 合
概念。目前检测到的 VOCs 种类
已有数百种。比如在汽修企业的
喷漆、家庭装修的涂料、汽车排放
的尾气中都含有 VOCs。

VOCs 是 生 成 细 颗 粒 物
（PM2.5）和 臭 氧 的 共 同 前 体 物 。
VOCs 与氮氧化物等在紫外光照
作 用 下 会 发 生 一 系 列 光 化 学 反
应，生成臭氧和二次有机气溶胶
等。这些二次有机气溶胶和硫酸
盐、硝酸盐、铵盐、黑炭、有机化合
物等共同组成 PM2.5。不仅如此，
进入大气的 VOCs 还可以增加大
气氧化性，助推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污染物转成硫酸盐和硝酸盐
气溶胶，最终形成 PM2.5。

《行动计划》提出，加强决策
科技支撑。研究低浓度、大风量、
中小型 VOCs 排放污染治理技术，
提升 VOCs 关键功能性吸附催化
材料的效果和稳定性。研究分类
型工业炉窑清洁能源替代和末端
治理路径，研发多污染物系统治
理、低温脱硝、氨逃逸精准调控等
技术和装备。

据了解，治理 VOCs 所需的生
物治理技术、等离子裂解技术、光
催化技术、膜分离技术等新兴治
理技术及各种组合处理工艺已日
益成熟。这些技术与工艺有效克
服了 VOCs 成分复杂、传统方法治
理难度较大等问题。随着相关技
术工艺的商业应用推广，VOCs 的
治理成本显著降低。

162 个城市已开展VOCs 自
动监测

近年来，我国在 VOCs 治理方

面取得了不俗成绩。2023 年全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会 议 指 出 ，
2022 年，全国已累计整改 4.6 万余
个 VOCs 突出问题。

“集成创新环境空气 VOCs 监
测技术，系统评估 VOCs 减排与控
制成效，对推动 PM2.5 与臭氧污
染协同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
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陈金融说，
2019 年至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制定并陆续发布多项 VOCs 自动
监测质控、数据审核及工业园区
和交通环境空气监测技术规定，
明确在线监测联网、运维质控、数
据 审 核 等 方 面 的 技 术 要 求 。 目
前，监测数据已应用于大气污染
成 因 机 制 、VOCs 污 染 溯 源 等 研
究，为 PM2.5 与臭氧污染协同防
控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还致力于
VOCs 监测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及
标准化建设，推动红外热成像、红
外 VOCs 组分成像、氢火焰离子化
检测、光离子化检测、色谱和质谱
等 技 术 在 VOCs 监 测 领 域 的 应
用。这将为 VOCs 排放监督管理
提供支撑，并让设施运行效果的
评估更加准确。

（据《科技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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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科张新科

““班马研究班马研究””的新收获的新收获
———评王晓鹃—评王晓鹃《《班马异同评班马异同评》》

□□吕雪萱吕雪萱

动物脱盐动物脱盐的生理机制的生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