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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斯河是他们的，也可能是我们的

过 去 几 十 年 来 ，在 汤 姆 斯 河 流 淌
的，不是水，而是一部黑色的血泪史。
上百位居民用他们的生命和健康代价，
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偷排废水的化工企
业是如何影响小镇两代人生活的。

作者丹·费金曾在《华盛顿新闻报》
担任环境记者 15 年，现任纽约大学新闻
系副教授。为完整呈现汤姆斯河水污
染和癌症集群事件，他追踪调查 10 多
年，先后采访了上百位化工企业高层和
普通员工、政府官员以及饱受污染之害
的当地居民、医生、律师等，于 2013 年终
于完成《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
村”的故事》写作。

漫长的调查经历和写作经历被费
金形容为像跑了一场马拉松，行进途中
高潮和低谷情绪交叉出现。其中，大段
叙述因污染致癌的儿童病状让他非常
痛苦。不过，费金觉得，与那些污染致
病家庭所经历的磨难相比，他的痛苦微
不足道。

1952 年，世界化工巨头之一的汽巴
来到汤姆斯河镇开厂，给当地经济带来
了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污染。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随着汤姆斯河的环境污染
日益严重，镇上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显著
升高，公众健康成了焦点。

书中一开始，费金就描绘了一个牵
动人心的生病儿童形象：迈克尔·吉利
克。他很少需要通过日历知道过到了
一周的哪一天，通常看看药盒就行了。
他有一个小手提包大小的药盒子，里面
分成 7 个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
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 5 次
药：早上 7 点、正午、下午 3 点半、8 点半
和晚上 11 点。每周，迈克尔或者他的母
亲例行地补充药盒子中的药品，这仿佛
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沙漏。

在汤姆斯河镇，像迈克尔·吉利克
这样的儿童还有几十位。他们无奈地
接受了自己永远无法健康的命运，并对
这 种 痛 苦 用 超 出 常 人 想 象 的 坚 强 隐
忍。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份隐忍抚慰自
己的等待，等待某些人、某些企业为他

们的癌症和痛苦的人生负责。
等 待 真 相 揭 开 的 过 程 ，艰 难 且 痛

苦。因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说明，
癌症的发生是由污染导致的。科学上
要想证明癌症的聚集性，必须有一个相
对封闭的环境，人群必须是明确的、稳
定的，并暴露在一种强烈而易于定量的
污染中，这种污染还要是致癌性的。最
终，罹患癌症的病案数还得足够多，这
样才不会被视为一种不幸的偶然现象，
进而可以合理地将其判定为病案集群。

翻译这本书的环境科学博士、科学
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成员王雯说：

“这本书写得非常严谨，下的结论非常
谨慎。”费金没有武断地做出“污染必
然导致癌症”的结论，全书中也只是列

举了科学家严谨论证的过程，告诉了人
们儿童白血病高发与污染的相关性，而
其他癌症与污染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

相信略懂法律的人都知道，存疑有
利于被告。这种存疑给当地人带来的
痛苦漫长且持久。为了推动调查继续，
为了将汤姆斯河的非随机癌症集群认
定为“真”，有一批人放弃了原有的生
活，组织所有患病家庭的儿童抽取血
样，参与实验；利用媒体给政客施压；监
督化工厂清理工作；施压州卫生部，保
证癌症等级系统更新，并持续观测本地
儿童癌症的发病率……

在叙述时，作者只是用客观的视角
全面展现了政府、媒体、环保组织，以及
汤姆斯河镇的受害家庭等各方面孔，科

学且不偏颇地描述着化工企业 100 多年
的疯狂扩张史、对化工企业的复杂态度
以及处理污染事件的漫长历程等。

为了分析的科学性，费金甚至牺牲
了一定的可读性，频繁地在历史与现实
之间跳跃，这让读者的头脑无法有效处
理错综复杂的信息、千头万绪的线索以
及旁征博引的史实。

不过，这也正促成了本书典型的写
作风格，既像一本非虚构传记，又颇有
新闻调查采访报告的特点。《众病之王》
作者评价这本书时说：“费金以学者的
机敏、记者的真诚和小说家的妙笔，向
读者呈现了癌症与污染的复杂关系。”

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成就了这样一
本书。在后记里，费金充满深情地写
道，多亏了一大群充满激情的人们，他
感激有那么多人愿意将自己的激情传
递到书的创作中来。书中描述的事件
是痛苦的，且时光流逝并未消蚀这种痛
苦。但那 140 位采访对象依然愿意对一
个陌生人讲述，把愈合或仍在流血的伤
疤一次次重新翻开。费金把他们看作
是最勇敢的人，是他们毫不退缩的坚守
促成了真相的大白天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汤姆斯河镇的喧
嚣逐渐过去。1986 年，新泽西州卫生部
展开全面调查；1991 年，污染化工厂关
闭了汤姆斯河镇的排污管道；1996 年，
化工厂被关闭，小镇渐渐恢复了生气。
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终结。1997 年，
这家化工企业在瑞士的总部把化工生
产厂迁移到了中国和印度。新的生产
基地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制造着曾经引
发汤姆斯河镇半个世纪痛苦的物质。
这已经不是一个“别处”的问题，在“本
处”也正在发生。费金曾在采访时说
道，之所以写《汤姆斯河》这本书，就是
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从这点上说，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
“ 汤 姆 斯 河 是 他 们 的 ，也 可 以 是 我 们
的”，当你关心时，汤姆斯河在身边，当
你漠视时，汤姆斯河在远方。

只是，当我们遭遇可能的汤姆斯河
时，是否有人带我们趟出黑色的河走向
光明。

1984年拍摄的汤姆斯河镇

如今的汤姆斯河镇一角

相关图书推荐

《莱茵河：人与自然的对决》
作者：薄义群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 年 5月

《深海危机：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作者：［美］彼得·雷纳、鲍勃·迪恩斯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 年 5月

莱茵河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被冠以
“欧洲下水道”的 恶 名 ，经 过 40 多 年 的
治 理 ，莱 茵 河 又 恢 复 了 昔 日 的 风 采 ，
成 为 世 界 大 河 中 成 功 治 理的典范。《莱
茵河：人与自然的对决》全面解析了莱茵
河从“欧洲下水道”到重塑“浪漫莱茵”的
全过程，介绍了用高额代价换来的宝贵
治理经验。

2010 年 4 月，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
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喷发
并引发剧烈爆炸，大量原油污染了几千
平方公里海域。《深海危机：墨西哥湾漏
油事件》介绍了这一事故发生的经过及
所造成的危害，探讨了事故发生的原因
和应吸取的教训。

《水俣病：污染与战后日本的民主斗争》
作者：［美］蒂莫西·乔治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 6月

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对当事人
的访谈，本书描述了水俣病发生之后受
害方、施害方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着重聚
焦于受害者及其支持者为获得赔偿和救
助所付出的努力，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运
动。其中，作者对日本水俣病这一环境
公害及相关各方博弈过程的描述，值得
我们参考借鉴。

◆王琳琳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 VOCs 的
管控力度，从制定政策体系、建立监测
标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与
二氧化硫等常规污染物相比，VOCs 成
分复杂，污染源点多面广，且无组织逸
散排放，因此单靠目前排放监管的方式
难以全面控制。VOCs 控制面临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基础数据匮乏，法律法
规滞后，排放标准和监测规范不完善，
控制技术亟需更新等。

基础数据匮乏，排放状况不清 中
国工业门类复杂，产业规模庞大，目前
环 境 污 染 控 制 主 要 着 重 于 常 规 污 染
物。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以及有毒有害
废气管理与监控条件所限，我国环境监
管部门对于工业企业有毒有害废气的
排放源分布、排放强度和治理情况等基
础 信 息 掌 握 较 少 。 环 境 空 气 中 的
VOCs 监测仍以科学家自主小规模探
索式研究为主，缺乏区域和全国环境空
气 VOCs污染特征等基础数据，排放状

况不清。
法律法规滞后，污染防治与监管体

系不健全 现阶段我国 VOCs 控制刚刚
起步，系统性不强、行业针对性差、控制
不全面等问题较为突出。对有毒有害
废气的污染防治管理条文缺少对环保
准入、日常监管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专项
具体要求，系统有效的有毒有害废气污
染防治和监管体系亟待建立。

排放标准和监测规范不完善，控制
技术亟需更新 VOCs 污 染 物 种 类 复
杂，来源广泛。目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尚未包括 VOCs，典型行业 VOCs
排放标准也存在明显不足。大气污染
源和环境空气 VOCs 监测分析方法以
参考国外相关标准为主，缺少统一的技
术规范，不同研究结果缺乏可比性，增
加了污染防治工作的难度。在控制技
术方面，以模仿和追踪国外技术为主，
缺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控制技术。

美国 美国根据 VOCs 排放源

类型的不同，分为工业排气、设备泄
露、废水挥发、储罐、装载操作 5 类
源，分别规定排放限值或工艺设备、
运行维护要求。

除制定 VOCs 排放标准外，美
国环保署同时实施城市有毒空气污
染物控制战略，筛选出 19 种 VOCs
物质并明确其来源。此外，为识别
VOCs 等空气污染物的区域污染状
况，美国政府定期进行全国范围内
有毒空气污染物风险评估，并建立
基于风险评估模型和污染物普查结
果的有毒空气污染物控制基准体
系 。 目 前 已 有 12 种 VOCs 物 质 被
列为国家层面或区域层面具有较高
健康风险的有毒空气污染物。

欧盟 欧盟各成员国为加强对

单项 VOCs 物质的管制，同时实施
分级控制标准。根据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关于致癌性的分类、职业卫生
的最高允许浓度（MAC 值）或 8 小
时 时 间 加 权 平 均 允 许 浓 度（TWA
值）等指标，将 VOCs 物质根据健康
毒性分为高毒性、中等毒性和低毒
性 3类，分别规定了浓度控制限值。

日本 日 本 政 府 在 2004 年 修

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新增了
“VOCs 排放规制“一章，并于 2005
年发布实施令、实施规则和测定方
法。随后，日本又实施对化学品制
造 、涂 装 、工 业 清 洗 、粘 接 、印 刷 、
VOCs 物质贮存 6 类重点工业源的
9 种工艺设施实施排放控制，有关
方面必须申报对象设施、遵守排放
标准及进行测定等。

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前，
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就已经通过条例
制定了关于 VOCs 排放浓度及设备
标准等的规制，以及要求企业申报
相关排放设施。对象设施及规制方
法也各不相同，如针对超过一定规
模的加油站的汽油储藏设施制定了
设备标准等。

此外，日本政府对大气污染物
实行管制，确定的空气毒物中，苯、
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3 种 VOCs 物
质被列入需要优先采取行动的毒
物，通过区分现有源和新源，分别制
定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限值。

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首 次 将 挥 发 性 有 机 物（VOCs）纳

入监管范围，明确生产、进口、销售

和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

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

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随着近两年法律法规及标准

的完善，VOCs 已经成为各地大气

污染治理的一大重点。专家认为，

新大气法操作性和针对性强，将

VOCs 纳入监管范围为其治理提

供了法律依据，在给企业上“紧箍

咒”的同时，也给环保技术的推广

带来了机遇。

北京市环保局等部门于 9 月

15 日联合下发通知，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北京市将开始征收 VOCs 排

污费，主要包括家具制造、包装印

刷、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电子行业

等五大行业的 17 个行业小类。通

过经济杠杆，引导企业从源头减排

并加强末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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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挥发性有
机物（VOCs）是指沸点 50℃~250℃，常
温下以蒸气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
有机物，包括烃类、卤代烃、芳香烃、多
环芳烃等。

VOCs 是空气中普遍存在且成分
复杂的一类有机污染物，因易挥发形成
VOCs 气体造成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

VOCs 具有较强的光化学反应活
性，能在环境中进行二次转化，其光化
学反应会引发城市光化学烟雾，造成二

次污染；VOCs 作为细颗粒物（PM2.5）的
前体物之一，是造成灰霾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在夏季，VOCs 对城市和区域臭
氧的生成也至关重要。

对人体危害方面，VOCs 的成分复
杂，所具有的特殊气味能导致人体出现
不适，具有毒性和刺激性。已知许多
VOCs 具 有 神 经 毒 性 、肾 脏 和 肝 脏 毒
性，甚至具有致癌作用，能损害血液成
分和心血管系统，引起胃肠道紊乱，诱
发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及造血系统疾
病及代谢缺陷。

VOCs是PM2.5和臭氧的前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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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 VOCs 的排放源主要有自然源和人为源两类。人为源包括固定
源、活动源和无组织排放源等，如化石燃料燃烧、溶剂（涂料、油漆）使用、机动
车等交通工具的排放等。主要涉及到石油化工、有机化工、包装印刷以及表面
涂装等行业。

VOCs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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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治理刚刚起步

尽管 VOCs 危害很大，但是对其治
理并未很早提上议程。直到 2011 年，
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深化颗粒物
污染防治”，作为大气细颗粒物的重要
来源，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逐步受到
重视。

2011 年 12 月，《国家环境保护“十
二五”规划》发布，其中强调“加强挥发
性有机污染物和有毒废气控制”，正式
提出控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并
明确提出开展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监测
工作。

2013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需要
控制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重点行业。
同期，环境保护部等六部委共同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2014 年 7 月，环境保护部等六部委
共同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实施细则》，规定
了 全 国 大 气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控 制 的 进
度。至此，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
开始开展，监测工作也正式开启。

2014 年 12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石
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
石化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率
先开展。

总体来看，我 国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治
理 从 京 津 冀 、长 三 角 、珠 三 角 地 区 向
全 国 逐 步 开 展 ，其中石化行业已制定
明确的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