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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车

我爱问编辑

科技前沿科技前沿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北京
地区居住环境电磁水平调查研究”课
题组历时 5 年，对北京 100 多个小区、
写字楼、购物中心等进行实地电磁测
量。结果表明，北京地区居住环境电
磁水平是安全的，供电系统的工频电
磁场不会产生电磁污染。

据介绍，电力在输送与使用过程
中，输电线路、变电设备和用电设施
的周围，会存在感应电场与磁场。输
电线路邻近住宅的工频电磁场是否
会对居民健康产生有害影响，已成为
国际上关注的热点之一。

北京市科委于 2010 年立项“北
京地区居住环境电磁水平调查研究”
课题。几年来，实验人员对北京市区
和近郊高压传输线和变电站周边电
磁场进行了实测。

研究人员将实测到的电磁场数
据和环保行业标准相比较，输电线路
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数值都很小，
大约是限制值的千分之几到百分之
几。所有现场监测的电磁场数据表
明，输变电设备周边的电磁场强度远
低于国家限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
的限值。

北京居住环境电磁场强度远低于国家限值

输变电辐射不会产生健康危害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援引《日本经
济新闻》报道称，日本正在研发新的光
触媒净水技术，有望为解决饮水问题
提供技术支撑。此技术是将特殊光触
媒粉末倒入污水中，照射紫外线即可分
解有毒金属，净化成饮用水；也可用于
整治受污染河川，且对环境生态无害。

报道称，这种新型光触媒粒子是
由沸石粒子与二氧化钛微粒所构成，
在紫外线照射下充分混合于污水中，
可使污水净化至可饮用的程度。新
型光触媒净水设备相当简便，且一天

可净化 3 吨水，净化每吨水所需费用
约为人民币 26元。

当光触媒粒子混入水中时，可使
水中的氧分子转变成活性氧等活性
物质，分解水中有毒物质砷、六价铬，
使其变成无害的水。反应过的光触
媒粒子会悬浮在水中，用滤膜过滤后
可再循环使用。相较于 RO 反渗透
膜、氯等净水方法需要大型设备、且
效率低等特点，新型光触媒净水分解
有毒砷的速度是旧方法的 50 倍、分
解有机污染物速度为 100倍。

日本研发最新光触媒净水技术
可分解水中重金属且对环境无害

图片新闻

北京市农业局近日举行“高效施药全面降低化学农药用量”启动仪
式，推广使用辣根素（芥末素）代替农药。据了解，这种生物熏蒸剂没有污
染，可以替代很多种化学农药，以减少药剂对蔬菜产品和生产环境的污
染。图为北京顺义区农民领到代替农药的生物熏蒸剂辣根素和相关资
料。 人民图片网供图

北京读者：北方地区近日连续
出现沙尘天气，北京更是时隔 13
年再次遭遇沙尘暴。请问沙尘天
气会带来哪些健康影响？应该如
何做好防护？

编辑：沙尘天气会导致大气中
总悬浮颗粒（TSP）和可吸入颗粒
物浓度升高，空气质量下降。大气
中的总悬浮颗粒对人体的呼吸系
统和心脏病患者危害极大。这种
颗粒经过呼吸进入呼吸道，尤其是
直径在 0.5～5 微米的颗 粒 可 进 入
支 气 管 、细 支 气 管 ，最 后 沉 降 于
肺泡，从而对肺组织产生强烈的
刺 激 作 用 ，可 引 起 急 、慢 性 呼 吸
道疾病。

另外，颗粒物表面还吸附着多
种有害物质，如细菌、病毒和有害
化学成分，这些成分通过肺组织进
入血液循环，对人体造成危害，可
诱发呼吸道疾病，导致多种慢性病
发生等。

沙尘天气还可能诱发过敏性
疾病、流行病及传染病等多种疾
病。通常情况下，人的鼻腔、肺等

器官对尘埃有一定的过滤作用，但
沙尘天气带来的细微粉尘过多过
密，极有可能使患有呼吸道过敏性
疾病的人群旧病复发。即使是身
体健康的人，如果长时间吸入粉
尘，也会出现咳嗽、气喘等多种不
适症状，导致流行病发作。此外，
大风跨越几千公里，将沿途的病菌
吹到下风向地区，其中可能包括一
些传染病菌。

遇到沙尘天气应及时做好防
护。如及时关闭门窗，必要时可用
胶条对门窗进行密封；外出时要戴
口罩，用纱巾蒙住头，以免沙尘侵害
眼睛和呼吸道而造成损伤。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应减速慢行，密切注意
路况，谨慎驾驶；妥善安置易受沙
尘暴损坏的室外物品。发生强沙尘
暴 天 气 时
不宜出门，
尤 其 是 老
人、儿童以
及 患 有 呼
吸 道 过 敏
性 疾 病 的
人。

身高处于汽车尾气排放扩散水平面易受侵袭

“脏空气”致儿童患过敏性鼻炎增多

大气污染与儿童过敏性鼻炎究竟
有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此，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和上海市气象局合作，对儿童
过敏性鼻炎和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行了
长达数年研究，近日公布的研究结果显
示：气象因素、环境污染和儿童过敏性
鼻炎有较大的相关性。

专家表示，一般儿童的身高恰好处
于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扩散的水平面，
在城市人行道上行走或在户外活动时，
儿童会吸入较多的汽车尾气，也就是俗
称的“最脏的空气”，PM10、臭氧、二氧化
硫等大气污染物对儿童过敏性鼻炎影
响最大，儿童很容易被过敏性鼻炎侵
袭。另外，气温骤降，温差超过 5℃以
上也易诱发过敏性鼻炎。

大气污染物PM10、臭氧、二
氧化硫增加时，儿童过敏性鼻炎
也会有所增加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应性鼻炎，是一
种很常见的鼻病，其发病率约占整个人
群的 30%～40%，可发生于 1～90 岁之
间的任何年龄。儿童过敏性鼻炎的发
病率随年龄逐步增长，学龄期和青春期
是发病高峰。

上海市几大儿科医院的耳鼻喉科
这几天迎来了一波儿童过敏性鼻炎就
诊高峰。“现在一天就有 400 多个小病
人，最小的只有 18 个月。而几十年前
看儿童耳鼻喉科，一天仅三四个过敏性
鼻炎的孩子。”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耳鼻
喉科主任陈洁告诉记者，在看病的孩子
中 ，八 成 的 孩 子 达 到 中 度 、甚 至 是 重
度。事实上，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鼻子
的问题，如不抓紧治疗，还会引起过敏
性结膜炎、支气管哮喘、中耳炎等。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儿童患过敏性
鼻炎？陈洁表示，大气环境污染是一个
主要的因素，因为儿童身高恰好处于汽
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扩散的水平面，尾气
被儿童直接吸入体内。而大气污染物
PM10、臭氧、二氧化硫增加时，过敏性鼻
炎小病人也有所增加。

另外，大幅降温也会诱发过敏性鼻
炎。低温会对鼻腔粘膜造成刺激，导致
收缩。专家发现，在平均温度为 11℃
和 21℃时，儿童过敏性鼻炎就诊人数
较高。随着空气湿度的增加，门诊人数
反而减少。高湿度对过敏性鼻炎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
环境污染、气温变化引起过敏性鼻

炎也有一定的滞后性，一般气温骤降几
天后，孩子才会出现症状。

据陈洁介绍，医学和气象专家们招
募了 500 个有过敏性鼻炎孩子的家庭
进行跟踪调研，当天气大幅降温，或者
PM2.5在 100 以上时，就会向这些家庭发
短信进行预警，提醒减少户外运动，出
门戴口罩，并用海盐水洗鼻子预防。这
些 家 庭 则 要 给 孩 子 记 一 份“ 鼻 炎 日
记”。在对现有的数据分析后，专家发
现，每次预警后的几天，很多家长会发
现孩子出现了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据了解，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已经在
考虑通过医院的官方微信平台发布预
防、保健的指南。

儿童过敏性鼻炎需要早诊
断、早治疗、早预防，健康人天天
洗鼻则会破坏防御功能

有些家长认为，过敏性鼻炎只不过
是早上起床时打几个喷嚏，流点鼻涕，
无所谓。事实并非如此。

专家表示，儿童过敏性鼻炎若不及
时治疗，其炎症会向其周边器官侵犯，
引发鼻窦炎、支气管炎、咽炎、中耳炎、
眼结膜炎、顽固性头痛、扁桃体肥大、腺
样体肥大、呼吸睡眠综合征、支气管哮
喘等。长期慢性鼻炎也可引起全身症
状，如乏力、食欲不佳、体重不增，生长
发育迟缓和器官功能障碍，严重时还会
导致记忆力减退，引起智力发育障碍。

因此，儿童过敏性鼻炎一旦发生，
需要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这样才能
控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有不少市民通过“民间偏方”来保
护鼻腔，各种鼻腔护理产品也畅行于
市，一时热销。上海仁爱医院耳鼻喉科
专家提醒，鼻炎患者洗鼻有助康复，但
正常人群不必刻意洗鼻。健康人天天
洗鼻反而会破坏鼻腔的防御功能。

专家解释说，鼻腔内有很强的防御系
统，鼻毛能遮挡灰尘；不断摆动的鼻纤毛
和其表层上的粘液毯能够粘住细菌和灰
尘颗粒，起过滤作用；灰尘进入鼻腔，会
变成痰咳出来；即使到胃里也会被胃酸
消化。相反，常洗鼻破坏了鼻腔的防御
功能，反而可能让细菌、灰尘更有机可
乘，增加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

因此，外出戴口罩才是比较可行的
保护鼻子的办法。

◆本报记者李曙东 蔡新华

鼻炎等过敏症发病率在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均显著增加，特别是我国近
年来过敏性鼻炎发病率迅速增加，但其
原因尚不明确。为此，从 2011 年 11 月开
始，中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针
对大气污染物对鼻炎发病率的影响展开
了研究。

1995～2001 年 ，香 港 相 关 研 究 表
明，当地 6～7 岁儿童鼻炎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 然而，现今大多数研究主要是
针对大龄儿童与成人，对 3～6岁学龄前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流行病学研究却十分
缺乏。

另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均是基
于污染物平均背景浓度，并没有考虑个
人累积浓度的影响。事实上，污染物对
健康的影响不仅与暴露浓度有关，而且
与暴露时间密切相关，大气污染物对呼
吸系统的健康 影 响 具 有 累 积 效 应 。 因
此，研究大气污染物累积暴露对学龄
前 儿 童 过 敏 性 疾 病 发 病率的影响更具

科学性。
中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对

长沙市 4988 名 1～8 岁儿童进行了问卷
调查，包括健康状况、家庭环境、过敏原
暴露等因素，同时收集了长沙市 2006～
2011 年 室 外 大 气 污 染 物 PM10、SO2 和
NO2浓度监测数据。

此次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男孩发
病率为 9.2%，高于女孩发病率 7.5%；6
岁儿童发病率为 12.2%，明显高于 3 岁儿
童发病率 6.1%。此外，研究还发现，儿
童过敏性鼻炎与 PM10、SO2 和 NO2 的
平均背景浓度无关，而与个人年龄累积
暴露浓度显著相关，儿童个人年龄累
积 PM10、SO2和 NO2 浓度每增加 10 ug/
m3，导 致 儿 童 鼻 炎 发 病 率 分 别 增 加
2.1%、2.6%和 3.7%，其中 NO2 的累积暴
露风险最大。

因此，研究结果充分说明，长时间暴
露于高浓度的大气污染物能够显著增加
儿童过敏性鼻炎的患病风险。 李军

我回来了！
阿嚏——阿嚏——

二氧化氮接触多患鼻炎风险最大
男孩发病率明显高于女孩

□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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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与日本国
际协力机构（JICA）日前联合举办了“中
日石棉相关癌症诊断学术交流会”，两国
专家共同探讨石棉相关癌症诊断领域存
在的问题，交流研究成果。

关于石棉的健康危害，并不是一个
新话题。与 PM2.5类似，石棉纤维可以分
裂为元纤维，其直径和长度均为微米级
别，通过呼吸道或者消化道进入人体，能
引起石棉肺、肺癌和胸膜间皮瘤等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于 1987 年已宣布石棉是 I 类致
癌物质。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环境与健康数据中心主任王建生表
示，为了加强石棉的污染防控工作，切实
保障人体健康，我国应在《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对石
棉浓度限值的规定，并着手制定《石棉对
健康的损害判定标准》。同时，应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石棉危害的认识，增
强自我防护意识，尽量降低石棉污染对
健康的影响。

石棉矿的开采及运输、石棉加工和
石棉制品的作业工人，长期吸入石棉粉
尘，有可能导致石棉肺

石棉可分为蛇纹石石棉（温石棉）和
角闪石石棉（包括青石棉、铁石棉、直闪
石石棉、透闪石石棉和阳起石石棉 5 种）
两大类。王建生告诉记者，角闪石类石
棉约占石棉总量的 5%，且致癌性非常
强，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均已经宣布停止
生产、销售和使用，中国也于 2002 年 7 月
宣布禁止使用。温石棉约占石棉总量的
95%，健康危害与角闪石类石棉相比相
对较弱，具有高度耐火性、电绝缘性和绝
热性，应用广泛。石棉制品或含有石棉
的制品有近 3000 种，其中使用较多的是
建筑、汽车、化工、电器设备等制造部门。

法国癌症研究论坛曾公布一项数据
显示，作为“职业癌症”，大多数肺癌与人
们过去暴露在用石棉材料装修的环境中
有关。55 岁以上肺癌患者中，12％的人
患病与石棉有关。在日本，经济高度成
长时期，许多建筑物或各种制造工厂大
量使用石棉物质，造成了一系列石棉危

害健康的事件发生。
“石棉矿的开采及运输、石棉加工和

石棉制品的作业工人，若长期吸入石棉
粉尘有可能导致石棉肺。”北京朝阳医
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医师郝凤桐
表示，石棉肺属于不能根治的尘肺病之
一，长期接触石棉的作业者，在脱离石棉
作业后 20～30 年，依然有发病的可能，
严重危害劳动者的健康。

据郝凤桐介绍，角闪石石棉由于其
物理性状硬，不易被呼吸道清除，易刺
穿肺组织，并可到达胸膜，导致肺及胸膜
疾患，与肺部肿瘤的相关性已得到国内
外专家的一致认同。

温石棉的致癌性一度成为大家争论
的焦点。国内研究人员曾经对石棉厂接
触温石棉的工人进行了长达 25 年的跟
踪研究，结果发现，接触温石棉组的肺癌
发病率是不接触组的 8.1 倍。而石棉与
胸膜间皮瘤的因果关系，也得到众多研
究的确认。

石棉使用、消费环节，特别是含有石
棉的建筑材料处理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
视，人群健康风险大

据统计，目前已有 40 多个国家禁止
使用各类石棉制品，包括温石棉。但是，
有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在生产
或使用温石棉，甚至增加了产量和使用。

据王建生介绍，我 国 石 棉 消 费 量
相 对 较 大 ，自 2000 年起到现在，石棉消
费量达 760 万吨，近几年每 年 消费量维
持在 50 万吨左右。石棉的使用以建筑
业水泥制品为主，约占总消费量的 80%，
摩擦材料约占 12%，密封和其他材料约
占 8%。

“尽管我国已于 2010 年起要求建筑
材料不含石棉，但由于过去的建筑内大
都含有石棉，当进行翻新、拆建等工程活
动中，石棉物料会进入环境，从而对人群
健康带来危害。”王建生说，目前不少国
家要求进行建筑物拆除或整修前要专门
采取措施防止石棉的环境污染。

王建生表示，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
内仍然处于大规模建设期，在拆改建工
程中将有大量含有石棉的建筑材料需要
处理。然而，相对于石棉开采、制造环节

导致的显性问题（粉尘危害、环境污染），
石棉使用、消费环节的隐形问题，特别是
含有石棉的建筑材料处理问题尚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

郝凤桐也指出，即便我们现在停止
使用石棉，石棉污染依然可能持续。一
些旧住宅内的天花板、建筑和管路的保
温层、隔音材料等大多含有石棉，当这些
含石棉的材料被拆除、维修、切割、重塑
时，会有大量的细小石棉纤维飘散在空
气中。1 千克石棉约含 100 万根元纤维，
元纤维的直径一般为 0.5 微米，长度在 5
微米以下，在大气和水中能悬浮数周、数
月之久，持续地造成污染。

“目前没有石棉致癌效应的阈值标
准，但有研究者认为在石棉低水平暴露
条件下，人群中依然存在致癌风险的增
加。”郝凤桐说，消除石棉相关疾病最有
效的途径就是停止使用各类石棉。

□ 政策建议

如何减少石棉危害？

王建生告诉记者，我国尚缺乏石棉
的环境污染相关数据，对于石棉环境污
染的主要途径及进入人体的主要暴露途
径、健康风险状况都缺少应有的了解。
除此之外，对于石棉这种能够产生严重
健康危害的物质，我国目前除了在《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中规定了石棉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以
外，尚无石棉的环境质量标准。这些标
准尚不能满足保障公众健康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加强石棉的污染防控工
作，切实保障人体健康，王建生建议在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中增加对石棉浓度限值的规定，着手
制定《石棉对健康的损害判定标准》，增
加建筑材料标准中对石棉的限值，并制
定鼓励替代产品等的相关法规和标准。
同时，加强石棉行业管理，推动石棉禁用
政策，以及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石
棉危害的认识，加强自我防护意识，尽量
降低石棉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资料图片

本报综合报道 4月20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使
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动剧毒、高
毒农药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加快淘
汰剧毒、高毒农药。剧毒、高毒农药不
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食品安全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对违法行为应从重处罚。据了
解，在修订草案二审稿中规定，禁止

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
药残留、重金属、生物毒素、污染物质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
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违反
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犯罪的，没收违法所得
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及用于违法
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
且最高可处以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货值
金额20倍以下罚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

蔬菜瓜果等拟禁用剧毒高毒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