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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英国科学家Thompson等人[1]首次在Science上提出“微塑料”(micro-
plastics)一词, 即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较好地观察到的塑料颗粒. 2008年, 在美
国华盛顿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海洋微塑料分布、影响及归趋研讨会上, 微塑
料被定义为直径小于5 mm的塑料颗粒, 并得到广泛应用[2]. 从此, 微塑料研究成
为全球环境领域的热门话题. 在2016年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 微塑
料作为一种新兴环境污染物, 被列入环境与生态科学研究领域的第二大科学问
题, 成为与全球气候变化、臭氧耗竭等并列的重大全球环境问题. 2017年, 二十
国集团汉堡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海洋垃圾行动计划”, 将海洋塑料污染和微
塑料问题上升到了全球治理层面[3]. 2019年5月, 巴塞尔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
会审议通过《在巴塞尔公约下进一步采取行动应对塑料废物》, 从全生命周期
的角度对塑料废物提出了全球性的管理方案, 标志着全球防治塑料废物污染框
架基本建立[4].

我国的环境微塑料相关研究始于2013年, 华东师范大学率先报道了长江口
及其附近海域漂浮微塑料的污染状况. 随后,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香港大学、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等研究单位相继开展了探索性工作. 2016年,
科技部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海洋微塑料监测和生态环境效应评估技术研究”
项目. 同时, 国家海洋局也开始进行海洋微塑料业务化监测试行. 此后, 科技
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先后资助了百余项与环境
微塑料相关的研究. 在研究机构方面, 2015年12月,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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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海洋塑料研究中心. 2017年,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建立了“海洋垃圾和微塑
料研究中心”. 2019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海洋塑料碎片和微塑料区域培训和研究中心”. 2019年10月, 中国土壤学
会批准成立环境微塑料工作组. 2020年,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成立微
塑料研究中心.在学术交流方面, 2016年10月第283期东方科技论坛“海洋微塑料
污染与控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的海洋微塑料污染与
控制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8年6月, 第一届全国环境(海洋)微塑料污染与
管控学术研讨会在浙江舟山举行, 共有来自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自然资源
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及企业界的140家单位450余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 2019年5月, 第二届全国环境(海洋)微塑料污染与管控学术研讨会在南京
召开, 大会展示了环境微塑料前沿科学、创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
和实践经验,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环境微塑料污染现状、成因、风险和管控研究
奠定了基础.

当前, 微塑料污染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环境问题, 在研究与治理上, 尤其在
真实环境及微塑料实际含量水平下, 仍有诸多具有挑战性的前沿科学、技术与
管理问题有待回答与解决: (1) 环境微塑料研究的方法学, 特别是亚微米和纳米
级塑料分离和鉴定技术的突破; (2)微塑料在多介质环境中的分布、迁移、输运
及通量的大尺度综合研究; (3)环境微塑料生态毒理学的研究方法、综合监测、

量化表征和微塑料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评估; (4)探究微塑料进入人体的多种
途径, 量化评估微塑料的健康风险与危害性等[5].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交流环境微塑料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此在《科学通报》组织出版“环境微塑料”专题. 本专
题共收录5篇文章, 包括1篇评述和4篇研究论文, 内容上涵盖了土、水、气等环境中微塑料的来源与分布特征、风
化与表面变化、生态效应与环境风险. 专题邀请了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部和教育部等相关单位的10余名从
事环境微塑料研究的专家学者, 从地球科学、化学、生物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角度, 系统综述了水、土、气、沉
积物等环境中微塑料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展望了环境微塑料未来研究方向与关键科学问题[5]. 汪磊团队[6]基于优化
的化学解聚-液质联用分析方法, 定量评估了大气沉降和污泥施用导致的PET微塑料陆地输入通量; 孙承君团队[7]

报道了常见塑料薄膜制品在紫外作用下的拉伸性能、红外光谱以及塑料表面和拉断截面的微观形貌等性能变化
特征; 骆永明团队[8]阐述了不同生物地理海岸环境中微塑料的表面性质与形貌变化特征, 及其与湿地类型和条
件、微塑料种类、暴露时间和方式等的关系; 章海波团队[9]揭示了设施农业土壤微塑料污染特征及其对细菌群落
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值此专题出版之际,对所有作者、审稿人以及《科学通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表示诚挚感谢!希望通过本
专题的出版, 能使国内从事环境微塑料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师, 以及产业界和管理部门的有关人员进一步了解国内
外环境微塑料研究的现状、进展和挑战, 促进交流与合作, 推动我国环境微塑料领域产、学、研、管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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