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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
电）的核污染水排海方案中，“多核素处
理系统（ALPS）”是关键。日方坚持把经
过 ALPS 处 理 的 核 污 染 水 称 为“ 处 理
水”，认为“处理水”已达标可排，但国际
社会对福岛核污染水处理装置的安全
性、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始终存有疑虑。

首先，ALPS 是仓促上马的工程，国
际上并无运用先例，技术上仍不成熟，
安全性存疑。2013 年 ALPS 开始试运行，
2022 年 3 月才获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检查合格”。考虑到日本政府 2021 年就
宣布了核污染水排海计划，这一姗姗来
迟的“检查合格”似在追认既成的事实。

事实上 ALPS 运行期间不断出现问
题。2016 年，该装置被发现有 4 处漏水。
2018 年，所谓“处理水”中锶等放射性物
质被曝超标。2021 年，ALPS 用于吸附排
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滤网近半数出现损
坏，而这些滤网两年前刚换过一遍，此
后东电一直未点检。

其次，福岛核污染水被彻底“处理”
的有效性存疑。按照东电的说法，在 133
万吨核污染水中，132 万吨已经过处理，
但东电官网上核污染水处理情况示意
图则显示“处理完毕”的只占其中三成，
其他仍在“处理中”，实际并未达标。

更有问题的是，国际环保组织 2020
年在题为《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
危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核污染水中存
在高浓度的放射性碳 14，ALPS设计之初
没有考虑去除碳 14。报告作者、德国研究
人员肖恩·伯尼指出，东电直到 2020年才
承认所谓“处理水”中碳 14的存在。

第三，ALPS 的“寿命”不详，可持续
性存疑。东电迄今未曾公布过 ALPS的设
计或使用寿命。根据东电目前的废堆计
划，至少要到 2041 年至 2051 年才能达成
福岛第一核电站彻底报废目标，这意味
着其间大量核污染水将源源不断产生。
而从 ALPS滤网两年损伤近半等情况看，
这一系统装置的“寿命”并不乐观。

除了以上因素，还缺乏独立的第三
方监督机制对 ALPS“处理水”进行监测。
日本政府和东电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介入视为获
得国际理解的“背书”，但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教授、
海洋生物学家罗伯特·里奇蒙质疑 IAEA 是否适合评估核
污染水风险，“因为 IAEA 是旨在推动核能利用的机构，而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人类和海洋”。

如果太平洋海域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渔业团体、环
保组织等利益攸关方不能参与监督，日方一口咬定所谓

“处理水”没问题就是自说自话。
正如斐济副总理卡米卡米加所质疑的：如果经过 ALPS

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如此安全，日本为何不在自己国家、在
本国农业等领域利用这些核污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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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危机如何化解未
有眉目，另一场“上限”危机已然袭来。

随着非法移民快速驱逐令“第 42 条”11
日到期，美国南部边境移民潮汹涌，一些大城
市收容移民能力迫近极限，直喊“吃不消”。

与债务上限危机情况相仿，民主、共和两
党在移民问题上也是缠斗得不亦乐乎。

【已到极限】

美国移民系统眼下遭受前所未有的压
力。据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国海关与边境
保护局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边境执法人员 10
日逮捕非法入境移民超过 1 万人，为连续第
三天逮捕上万移民。

据美联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
美方目前每天拘留上万移民，这一人数较今年3
月接近翻番，且不断逼近1.1万人的“预期上限”。

在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民主党籍市
长埃里克·亚当斯 11日说，过去 12个月中，超
过6.1万名移民在纽约寻求帮助；最近数周来，
平均每天有 500 名移民抵达纽约；而当“第 42
条”到期后，“每天可能有数以千计人”涌入。

所谓“第 42条”，是指 2020年时任共和党
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援引《美国
法典》中公共卫生和公民权利相关条款，以疫
情防控为由，对试图非法跨越陆路边界进入
美国的移民实施集体驱逐。

据《纽约时报》报道，截至 9 日，纽约市主
要的无家可归者安置系统中有超过 7.8万人，
将近一半是移民。

10日，亚当斯不得已发布行政命令，暂停执
行在规定时限内为无家可归者找到住处的法律
规定。亚当斯的发言人说，纽约市的收容能力“已
到极限”。纽约市移民事务主管曼努埃尔·卡斯特
罗1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纽约市“已没有能力安
置需要紧急庇护所的人”。纽约州民主党籍州长
凯茜·霍楚尔9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多市承压】

纽约市政府多日来找地方安置移民，甚至
包括机库，同时向民间组织和企业求援，寻找
安置场所。政府官员看上市中心一座闲置的地
标式大厦，希望大厦所有者同意移民入住，但
遭拒绝，理由是里面“没法洗澡、没有暖气”。

另外，纽约市政府把一些移民安置到纽
约州其他地区。10日，亚当斯安排大客车把数
十名移民运送至奥兰治县纽堡市一座酒店。
奥兰治县共和党籍主管官员史蒂文·诺伊豪
斯指责亚当斯制造“混乱不堪的灾难”，誓言
要阻止纽约市向奥兰治县转移移民。

在首都华盛顿和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等
民主党人主政城市，移民安置压力同样巨大。

据美联社援引华盛顿一家民间组织人士

的话报道，当地用于临时安置移民的酒店已
住满，“我们将最终看见移民们睡在帐篷里或
汽车旁边”。芝加哥的收容设施也已满负荷运
行，应对移民涌入的资源使用达到“极限点”。

【党争凶猛】

面对移民潮危机，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指
责。前者称后者利用移民为“政治棋子”，后者
则称前者“伪善”“双标”。

约瑟夫·拜登2021年入主白宫后，民主党
政府一直寻求终止“第 42 条”，但希望留出政
策执行缓冲期。此举触发共和党人不满，以得
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为代表的一些
共和党籍州长甚至直接动用大客车，把拉丁
美洲移民“抛”给纽约等民主党人主政城市。

“第 42 条”11 日到期当天，共和党人推动
的《2023 年保护边境法案》在该党控制的国
会众议院获表决通过。法案内容包括特朗普
执政时的多项标志性强硬移民政策，如修建
边境墙、收紧移民避难审批等。

拜登上任后叫停边境墙项目，同时调整
特朗普主导的多项移民政策，放宽对移民限
制，大量移民随后在美墨边境聚集。

《2023 年保护边境法案》预计在民主党
控制的参议院“折戟”。不过，法新社分析指
出，该法案实际是一份“传声法案”，代表了共
和党立场，可能成为两党围绕移民政策改革
的“谈判起点”。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共和党人主
政的佛罗里达州政府 11日向法院起诉联邦政
府，以试图延长“第 42条”效力。诉状指责拜登
政府“让我们的司法体制和宪法成为笑柄”。

【政府挨骂】

面对移民不断涌来，民主党也采取强硬手
段。依据拜登政府10日发布的新规，“第42条”
到期后，移民如果未事先在途经国家申请避难、
未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将很难在美申请避
难。没有获得避难资格者将被驱逐，并在五年内
被禁止再次进入美国，违者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
斯 10日和 11日接连强调，“第 42条”终止并不
意味着美国边界开放。他警告，非法越境者将

“面临更严重后果”。
民主党内部也出现对拜登政府应对移民

潮不满之声。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曼
钦指责拜登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纽约市长亚当斯也抱怨拜登在帮助纽约
应对移民潮方面做得不够。

“这演变为一场危机，”纽约市移民主管
卡斯特罗说，“因为联邦政府拒绝干预和阻止

（得克萨斯州）州长阿博特的所作所为，拒绝
提供及时援助。”

这是这是 55 月月 1212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圣迭戈附近的美墨边境墙边拍摄的州圣迭戈附近的美墨边境墙边拍摄的
一名移民儿童一名移民儿童。。

5 月 12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移民坐在地
上哭泣。

5 月 16 日，移民从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雷诺萨的一处收
容所内走过。

5 月 11 日，移民穿过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后隔着铁丝
网与美国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队员交谈。

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和平前景难言乐
观。停水断电、物价飞涨，在冲突阴影下生活的首都喀土穆
人普遍感到焦躁、煎熬甚至恐惧。

市民塔里夫·哈纳菲告诉记者，老百姓不仅要面对冲突
带来的直接威胁，还要克服停水断电造成的困难——长时
间电力紧缺导致城市停水，不少人被迫逃离喀土穆。

“我住的地区每天停电 8到 10小时，而有些地区供电一
直没有恢复。”为应对频繁停电带来的不便，穆罕默德·阿卜
杜勒-拉希姆只在必要时打开手机，在短时间内给家人报
平安并集中收发信息。

苏丹主要食品工厂和进口企业大多位于喀土穆，在冲
突中不得不关门停业，食品供应中断引发物价飞涨。加之冲
突严重威胁种植作业，其叠加影响加剧了苏丹本已严峻的
粮食安全风险。

阿卜杜勒-拉希姆告诉记者，大饼的价格已经从冲突
爆发前的每张 500 苏丹镑（约 5.8 元人民币）涨到 1000 苏丹
镑。此外，喀土穆市内大型超市几乎全部关门，人们难以买
到牛奶、鸡蛋等生活必需品。

苏丹绝大多数学校持续停课，还不清楚大约50万名高三
学生能否参加原定6月举行的高考。苏丹教育部官员萨拉赫·阿
卜杜勒-加法尔说，冲突对学生造成的心理影响尤其令人担忧。

4月 15日以来，苏丹冲突在喀土穆等地爆发。冲突双方
5月 11日就避免平民伤亡达成原则协议。不过，双方连日来
在喀土穆市郊仍未完全停止交火。

快速支援部队 5 月 16 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片段，
声称占领苏丹武装部队位于喀土穆北部地区的一处主要营
地。苏丹武装部队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否认这一说法。

没有迹象显示冲突双方短期内能够实现完全停火。相
关数据显示，此次冲突已造成约千人丧生，5100 多人受伤，
近百万人流离失所或逃往邻国寻求庇护。

联合国方面警告，冲突爆发前，苏丹全国 4600 万人口
中有大约三分之一需要依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而如果冲
突持续，苏丹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可能还要增加
200万至 250万人。

“不知道（实现）真正的停火还要等多久？”阿卜杜勒-拉
希姆告诉记者，他和家人每天都在盼望着电力供应尽快恢
复，盼望着停火协议能给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真正的和平。

苏丹民众煎熬中期盼和平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5 月 16 日，民众在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集会要求
叫停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数百名日本民众16日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前以及众议院第
二议员会馆前等处集会，反对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计划，并向东京电力公司递交请愿书，要求叫停这一计划。

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 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

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债务上限危机未解

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美国又遭移民潮““““““““““““““““““““““““““““““““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上限””””””””””””””””””””””””””””””””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重压

这是 5月 16日在美墨边境城市墨西哥雷诺萨的一处收容所内拍摄的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