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长江流域

水质明显改善。然而近日有媒体调研披露，目前，

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并称“长三角约 40%孕

妇尿液中检出抗生素，近 80%儿童尿液中检出兽用

抗生素”。

此消息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众多人士认

为，妇女儿童受到的伤害触目惊心，抗生素污染事

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早干预

早控制，不能再等了。

那么，抗生素主要应用于哪些方面，又是如何

产生污染的？环境中的抗生素会对人类产生哪些

影响？

抗生素具有强效杀菌和
抑菌作用
“抗生素是具有强效杀菌和抑菌作用的一类

药物，除了被用于人体输液治疗之外，还广泛用

于养殖业中，比如禽类、畜类、鱼类等养殖业。”江

苏理工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师罗世鹏博

士说，在养殖业比较通用的做法是作为饲料添加

剂，相关养殖的动物吃了含抗生素的饲料，就能

够对致病微生物具有抵抗力，降低发病概率；此

外，一些化妆品中，如祛痘、护肤产品，也有可能

含有抗生素。

苏州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慧利教

授介绍，抗生素是由细菌、真菌或其它微生物在

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或合成的类

似物。

“是药三分毒”。如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

类等抗生素在螃蟹、青虾、鱼为主的水产养殖中使

用，导致水体中残留较多；头孢类、青霉素类和大环

内酯类是我们常用的抗生素，一旦被滥用和随意丢

弃，会随着生活污水进入环境；阿莫西林、氟苯尼

考、青霉素等是畜牧兽医使用较多的抗生素，同样

是抗生素污染的来源。

目前，世界上有 3000 多种药物在临床上使

用，而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和使用药量最多的国

家 ，相 关 统 计 显 示 ：中 国 每 年 生 产 抗 生 素 21 万

吨，仅土霉素产量 1 万吨，占世界年生产总量的

65%；我国人均年使用量为 138 克，是美国的 10

倍多。

“如此大量的抗菌类药物连续使用，随人畜排

泄物进入环境，无疑给环境污染和人类健康带来严

重威胁。”王慧利说，越来越多的检测数据显示，抗

生素已经成为水环境中极为重要的新型污染物之

一。 因此，抗生素的污染问题成为人们和政府普

遍关注的问题。

王慧利告诉记者，人畜服用此类药物大多不

能被吸收，多以活性代谢物形式进入环境，尤其

是渔、牧、禽养殖场等周边排放场所及污水处理

厂附近，其浓度极高。如氟喹诺酮类在水中的溶

解性很小，环境中很难降解，虽然其半衰期不是

很长，但由于大剂量、高频率使用，导致“假持久”

现象，难免在环境中维持一定浓度并随着各种排

污手段进入水体，对水生生物及食物链中最高级

的人造成健康威胁。

在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检测认证学院邓玉

营看来，河流里抗生素污染来源主要有饲料生

产、加工企业排污，抗生素生产企业排污，养殖业

相关企业排污，以及一些违法添加的化妆品企业

排污。

“国内对一些产品中抗生素的添加有严格的

标准和规定，如农业部公告第 193 号、《化妆品卫

生规范》等。”罗世鹏说，然而，一些不法企业，为

了增强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关功效，经常过量添加

甚至是非法添加一些禁用抗生素，造成抗生素的

滥用及污染。

要完善法律法规和抗生
素使用标准

水资源的环境安全卫生和健康风险已成为 21

世纪对人类生存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之

一。目前，滥用抗生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了全

球共同关注的焦点，亟待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解决

这一难题。

“抗生素会在河流生物链中富集，最终相关鱼

类被人类所食用后，使人体内抗生素超标，降低人

体的免疫能力，尤其是对老人、儿童及孕妇等免疫

力较低的群体产生严重的影响。”罗世鹏说，而有些

禁用抗生素对肝、肾等内脏具有较大的毒性。此

外，由于整个环境中都含有抗生素，还会导致一些

细菌产生耐药性，形成超级细菌，人类被此类细菌

感染后，将会造成“无药可治”的后果。

专家们提出，治理抗生素污染，必须要解决源

头污染，要从多方面发力，特别是在治理方面，需要

有关部门运用大数据对抗生素用量进行全面监测，

基于获得的数据，结合科学研究完善法律法规和抗

生素使用标准，减少抗生素的污染来源。

要尽快实施开发绿色环保药物的技术策略，实

现精准靶向治疗，寻找抗生素的替代品，以减少抗

生素的应用、使用频率和排放。

尤其要加强和提高污水处理新技术、新材料的

研发，提高污水处理末端痕量抗生素的去除效率，

改良其治理策略。同时，进一步完善抗生素生态健

康风险评估体系，加大抗生素抗性危害的研究，开

发新型消毒工艺替代传统氯消毒，利用微生物降解

来处理水源中的抗生素，降低抗生素的生态环境和

人类健康风险。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和监管力度，注重普

及抗生素危害的宣传教育，畜禽水产养殖中拒绝抗

生素滥用。

堵住抗生素污染源头需从多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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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前有盲人歌手周云蓬携导盲犬入住酒店被

拒，今有太原女交警带导盲犬乘公交车被逐下

车，导盲犬不被公众接受甚至遭到歧视的事件一

直在发生，相关争议也一直存在。

同一事件和争议的频繁出现，是文明更进一

步的信号和标志。事实上，热议导盲犬问题，社

会关心的不是它们本身，而是它们背后的残障人

士。说到底，科学认识和解决好导盲犬的问题，

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好对残障人士的关爱和保

障问题，社会治理自然更进一步。

本报记者 张景阳

不论是地铁站、公交站，还是广场酒店，导

盲犬被排斥的现象时有发生，成为一个社会争

议焦点。

呼和浩特某宠物联盟组织的负责人徐竟帆

有过多年与导盲犬训练生活的经历，他告诉记

者：“谁都不能否认，排斥和拒绝导盲犬并不是一

两个人的行为，放眼社会，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

问题，而出现这一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导盲犬

的认识不够深，大众对导盲犬的认知还停留在

‘刻板印象’层面。”

刻板印象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人

们对事物形成的一般看法和个人评价，认为某种事

物应该具有其特定的属性，而忽视事物的个体差

异。刻板印象往往会形成偏见，让人们在认知过程

中忽略个体差异性，把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看作是某

类人或事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或事的评价视为

对某个人或事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

“比如人们对狗的印象，往往是有可能传播

病菌、很吵闹、会咬人，这些印象决定了狗在公

共场合中出现，会与人们印象中的‘和谐’画面

产生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对导盲犬的排斥。”徐

竟帆认为。

要为导盲犬“正名”，首先就要从其社会化的

角色进行分析论证。徐竟帆介绍，导盲犬上岗需

要专业机构颁发证书，而专业的导盲犬训练，已

经将其作为狗的不利因素一一排除，使其具备了

成为社会分工其中一员的条件，因此，社会对导

盲犬的刻板印象需要及时改变，这是让导盲犬融

入社会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导盲犬数量的多少，是评判

一个国家或地区发达与否的标准之一。根据国

际导盲犬联盟的评估，视障者与导盲犬的理想比

例为 100∶1。然而目前，全国约 1730 万视障人

士，正规服役的导盲犬仅 70只左右，这一比例，远

现状：排斥、歧视导盲犬是常态
2008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保障法》明确了对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

场所的认可，并要求要“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国

务院 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

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规定，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2015年，《北京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视障人士可携带导

盲犬进站乘车。

“事实上，我国法律法规在导盲犬对于残

障人士的支持方面已经进行了配套，也做出了

较为详细的规定，比如在公共场合使用导盲犬

要出示残疾证、动物免疫证、导盲犬工作证。”

内 蒙 古 立 浩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陈 龙 告 诉 记 者 ，

“但对于导盲犬社会化和使用正规化来说，这

些仅是基础。”

陈龙认为，为导盲犬“正名”，将导盲犬使用

正规化，需要法律法规、社会认知和社会管理创

新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将其作为一项

社会事业纳入社会管理体系。

“要改变社会对导盲犬认知的缺位，法律和

科学的普及很重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应该加

大对这方面相关知识信息的宣传力度，普及思想

认识，纠正落后观点和误解偏见。”陈龙表示。

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管理中的大量应用，我

国的社会管理创新有了长足发展。陈龙呼吁，在

导盲犬使用上，还应充分发挥先进信息技术的作

用，例如在要求使用者出示一系列证件的同时，

将多个证件合一，甚至可以制作成为类似于身份

证的智能识别证件，方便出示和查询，将导盲犬

使用变得更加名正言顺、有理有据。

“值得重视的是，在制度保障上，我们还需要

积极探索和改进，目前的法律法规只做出了相关

规定，还缺乏一定的执行力度保障，下一步，可以

考虑将配合和接纳导盲犬使用的执行规定纳入

相关单位的考核体系，从制度上进行约束和考

核，以提高导盲犬使用的效率，逐步消除频频发

生的排斥导盲犬现象。”陈龙说。

进步：创新社会管理和技术手段

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导盲犬与城市中所有的无障碍设施一样，

为残障人士服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

残障人士的关爱和服务程度。在奥运会、冬奥会

等重要的国际盛会中，我国的导盲犬都曾闪亮登

场，出色完成了使命，但与此同时，社会中排斥和

歧视导盲犬却是常态。这种矛盾现象暴露出我

们对于导盲犬的使用起步很晚，对于残障人士的

关爱保障工作仍有缺陷，对此，社会认知亟待转

变。”徐竟帆呼吁。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 讯 员 宋丽娜 徐燕华 雷 宁

为导盲犬为导盲犬““放行放行””
转变公众认知是关键转变公众认知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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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益阳市委宣传部表示，针对“云南昭通市镇雄

县销毁一批来自湖南益阳的重金属超标大米”的报道，益阳市通

过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决定对 7家涉事企业予以立案调查。

而就在 3年前，有企业将 1440.25吨镉严重超标的大米销售

到多省市，其中也包括云南昭通。事实上，不仅是镉大米，镉小

麦以及其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产品还有很多，监管部门、流通

流域对此的处罚与问责，也一波接一波。

对此，知名治土专家党永富表示：“只有从生产领域着手，让

镉大米种不出来才能根治这一顽疾，而不只是在流通和销售领

域把控粮食安全。”

据党永富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推行化肥、农药“双减量”技

术，但在农业生产中的化肥使用量仍超过世界总量的 30%，受

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我国出现镉

大米，有专家认为过量使用磷肥是重要原因。在 2013年出现问

题大米时，就有相关专家调查认为，问题大米周围并没有重金属

企业，大米镉超标或由肥料带入。

另外，矿区污染也是湖南省作为“有色金属之乡”大米镉

超标情况在我国最严重的原因。如果含镉的废弃物不能很好

地分离回收，不管是进行焚化还是掩埋处理，都会导致土壤镉

污染，含镉的固体废弃物造成的土壤污染也是出现镉大米的

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一些养殖场排泄物也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据

悉，这些养殖场的粪便，本来经过发酵后是上好的土肥，但也导

致植物枯死。原因可能在于饲料中的添加剂，可能含有不易被

畜禽消化的重金属。

党永富解释，镉容易被水稻吸收并蓄积在水稻籽粒中，通过

食物链传输，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人吃了含有镉的食

物，会蓄积在人的肾脏、肺、骨骼及肝脏等部位，长期积累会造成

中毒, 损伤肾脏，导致骨骼病变, 引发骨痛病。

镉可以通过废水、废渣、废气进入环境，再通过水源进入土

壤和农田，最终进入食物链。

“要从根本上解决镉大米等粮食安全问题，必须从源头土壤

污染防治着手。”党永富表示，“通过构建‘过程农业’系统工程体

系，形成农业全过程管理模式，解决当前碎片化农业，推动化学

农业转型升级。”

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党永富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

工作：树立耕地“质量红线”理念，以政策引领科技创新补齐土壤

短板。他认为，耕地作为一种资源，既有数量的概念，更有质量

的要求。要把耕地质量保护作为一项基础性、公益性、长期性的

工作，贯穿于耕地保护的全过程，并且纳入各级政府考核目标，

划定耕地质量保护的“硬杠杠”，强化耕地质量保护的“硬约束”，

做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要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大要素统一，实现耕地从单纯保耕地数量向保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并重的根本性转变。

“此外，还要构建支撑耕地质量保护的科技创新体系，为耕

地质量保护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把土肥与栽培技术集成化融

入于农机作业中，集成推广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党永富说，

“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倒茬、栽树、轮作等方式，以调结构方

式来防治土壤污染，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成熟适用绿色技

术、绿色品种的示范、推广和应用，实现生产与生态协调发展，提

升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镉大米又现市场

耕地“质量红线”亟待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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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盲犬及其价值常有体现在各类影视作品

中，它们带着主人熟练地穿梭在人流中，无论去

超市还是坐地铁，都能够帮助视障人士完成高难

度任务。它们是社会中忙碌的“眼睛”，默默服务

着一个特殊的群体。

与其它宠物犬相较，导盲犬背后附带有特定

的社会价值，也经历过不为“犬”知的层层筛选和

专业训练——“其实电影中对导盲犬的描述都是

基本接近真实的。作为与警犬一样的工作犬，导

盲犬与警犬相比不仅工作内容同样专业，而且社

会化程度更高。”有着警犬训练经验的内蒙古某

派出所所长邱瑞兵告诉记者。

据 悉 ，导 盲 犬 的 挑 选 有 着 非 常 苛 刻 的 规

定。一只狗成为导盲犬，一般都在出生两个月

后就会被寄养到家庭学习“社会生活”，直到一

岁至一岁半左右，狗的性格已经稳定，接受、反

应能力最佳，就会被接回到训练中心，由训练

师接手开始导盲犬工作上的训练。即使入选

的狗，可能依然会被淘汰，它们从幼犬入围阶

段开始就一直被测试，比如几代之内不能有过

袭人经历，再如被响声吸引的、过于活泼的、胆

小的、精神不集中的都会落选，经过无数筛选

之后能够真正达到合格标准的狗寥寥无几，它

们被淘汰的几率高达近 90%，在这种严要求的

选拔之下，能够成为一只合格导盲犬的狗可谓

凤毛麟角。

从品种上来看，被训练成为导盲犬的狗一般

以金毛犬和拉布拉多犬为最多。细看一只狗从

普通狗变为导盲犬的历程你会发现，真正的导盲

犬只是在物种上属于狗，而其本身更是一种带有

智商和感情的、承担社会分工的一个角色。

“一只导盲犬从一出生就要开始接受训练，

目前国内专业的导盲犬培训机构屈指可数，一只

导盲犬的培训费用一般都超过 10万元，综合这些

因素来看，导盲犬不是普通家养的略通人性的宠

物狗，而是具备专业工作能力的工作犬。要让导

盲犬真正融入社会，这种科学的认知是前提。”邱

瑞兵强调。

“由此可见，导盲犬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中，

它有自己应该承担的工作，有自己的社会分工，

是社会组成部分中的一员，这是由导盲犬的社会

化特点和社会的需求决定的。从这个意义来说，

导盲犬绝不是社会的负担和累赘，而是一种珍贵

的社会资源。”邱瑞兵说。

认知：导盲犬不是宠物而是社会一员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乔 地

近日，河北省重点工程——秦皇岛市抚宁区境内的洋河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工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在加紧施工。
图为5月5日工人在洋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工地施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秦皇岛：洋河水库除险加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