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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窗

文·吴 志

本该是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春天，但 3 月 24 日

至 28 日，北京再次遭遇重度污染。北京市环境保护

监测中心通报，3 月 24 日，北京城六区和东南部区县

遭遇五级重度污染，其他地区均为中度污染，首要污

染物 PM2.5 浓度将在 150—250 微克/立方米之间。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扩散条件持续转差。

2 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并且呈

现出时间长、范围大、浓度大的特点。截至 2月 24日，

我国实施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 161个城市中，有 57

个出现了重度及以上污染，其中有 15 个是严重污

染。京津冀 18个城市重度污染。中央气象台当天 18

时发布今年首个霾橙色预警，此前中央气象台连续 5

日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而 2 月 23 日，北京市空气

重污染应急指挥部首次启动“橙色预警”，之后又宣布

“橙色预警”持续至 2月 27日。

而就在2月初，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2012年全球

癌症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出现惊人的增长，中国首当其

冲。最新的《世界癌症报告》说，非洲、亚洲和中南美洲

的发展中国家受癌症影响最大。就肝癌、食道癌、胃癌

和肺癌这四种恶性肿瘤而言，中国的新增病例和死亡病

例同样最多。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所属研究机构国际癌

症研究所表示，研究发现空气污染能够导致罹患癌症，

应该将空气污染和细颗粒物列为人类致癌物质。

面对来势汹汹的十面“霾”伏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对中国癌症病例的报告，科学、正确地认识雾霾，应对

大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危害成为重要课题。

冲破“霾”伏 向大气污染致癌说“不”

我们每天都要与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打交

道，但时有被生活用品“毒害”的事件发生。那么，

哪些生活用品会成为“毒品”呢？让我们重新审视

身边的这些生活用品吧。

当心身边的有毒生活品

大部分漂白剂都含有一种名为次氯酸钠的

化学物质，它具有很强的腐蚀性，会释放出具有

刺激性的有毒气体，过度接触可能对肺部和头发

造成损伤。漂白剂和氨水产品（常用作家庭清洁

剂）同时使用尤其危险，因为两者会发生化学反

应，释放出氯气。

替代方案：对于一些难以洗净的污点，可以

用柠檬反复擦拭。

漂白剂

■延伸阅读

“这是一个‘谈癌色变’的时代。不断攀升的癌症

发病率，既是生活方式变迁使然，更是社会发展过程

中无视环境保护所致。”对此，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肿瘤专业）主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肿瘤科主任欧

阳学农主任医师说，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包

括室内装修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都已经成为癌症发

病率增高的重要因素。

中国是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目前，我国日

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机动车数量以及工业的迅速扩

张，导致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污染物相互作用，这也是

导致因癌症死亡的重要环境因素。随着烟雾、阴霾和

酸雨发生频率增加，较重污染区域的环境质量总体在

下降。

以悬浮颗粒物为例，在中国，最显著的大气污染

物是悬浮颗粒物。超过三分之一的监测城市悬浮颗

粒物浓度超过Ⅱ级标准，比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浓度

超标的城市比例高得多。中国大部分地区的 PM2.5

浓度也很高，并成为严重的区域环境问题。研究显

示，随着暴露在颗粒物和空气污染中程度的增加，罹

患肺癌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室内空气污染中的厨房油烟污染，爆炒、烧烤、煎

炸等等厨房油烟，加上冬季较少开窗通风，冬天传统

的取暖方式也是致癌因素之一。房屋拆迁和房屋装

修过程中，石材装修导致的氡污染、家具制造等等家

装材料造成的苯系物污染、甲醛污染、可挥发性 PPP

有机化合物；可溶 PPP 铅、镉、汞、砷等重金属元素都

与癌症发病有关。此外，除了汽车尾气会增加患癌风

险，车内苯、甲醛超标也会导致癌症高发。

——— 习以为常 ———
污染成癌症增发重要因素

空气清新剂大多含有苯酚，人体吸入后，会产

生呼吸困难和头痛，并刺激眼睛。接触皮肤后，还

可能导致脱皮，引发麻疹。

替代方案：可以用带有芳香的水果、鲜花清新

空气。

空气清新剂

人造地毯大多含有不稳定的有机化合物，长

期接触可能会导致过敏性疾病。

替代方案：购买使用天然纤维，如羊毛、棉花

制成的地毯。

人造地毯

2013年出现的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波及多

个省份，感染者病情进展迅速，病情凶险，病死率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李兰娟率团队在 H7N9诊治中获得重大发现，

相关部门的安评和检定结果显示，李兰娟团队研究发

现的疫苗株各项指标均符合“流感疫苗种子”的要

求。3 月 25 日，李兰娟院士表示，中国自主研制的

H7N9禽流感病毒疫苗 5月有望上市。

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发生后较短的时间

内，李兰娟团队研究结果就在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在

《Lancet》和《NEJM》上发表。国内外同行表示，该研

究 成 果 的 重 要 意 义 是 ：确 定 疾 病 来 源 ，首 次 证 明

H7N9 病毒源于禽类，再向人类传播，首次发现重症

患者存在类似 SARS的“细胞因子风暴”；全球首次揭

示 H7N9 流感感染的临床特征；为中国建立规范的

H7N9 流感诊疗体系提供重要支持；对于 H7N9 流感

重症及危重症病例的早期预警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

意义。据了解，相关研究成果入选了教育部 2103 年

度十大科技成果以及 2013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据了解，由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领衔，以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研究主

体，联合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单位

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李兰娟院士及其研究团队用自

主分离获得的 H7N9 病毒株为模板，分别克隆了 H7

及 N9 特异的抗原片段，并利用反向遗传学技术成功

构建了重组 H7N9流感病毒疫苗种子株。最近，该疫

苗种子株已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

所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的流感疫苗减毒种子株安

全性雪貂评价实验，并通过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按照流感疫苗种子株标准和要求的全项检定。安

评和检定结果显示，该疫苗株各项指标均符合“流感

疫苗种子”的要求。

李兰娟院士介绍，由浙江大学牵头，联合清华大

学、香港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的感染性

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自 2012年 5月成立以来，以十

余位院士为核心，针对感染性疾病急需解决的病原、

发病机制、诊断、治疗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已在

H7N9 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基础和前沿领域实现重

大突破，取得了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重症肝病诊治领域取得的系列理论创新和技术突

破，也是李兰娟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该成果获得2013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李兰娟院士表示，成果

的取得也离不开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

为破解重症肝病高病死率这一国际医学难题，在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973计划、86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支持下，依托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基础研究与临床转化紧密结合，李兰娟及其

团队开展了艰苦的科技攻关，取得了重症肝病诊治领

域系列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业内专家评价，李兰娟团队的这一成果创造了多个

“首次”“率先”：创建独特有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李

氏人工肝系统，显著降低肝衰竭患者病死率；首创李氏

人工肝联合肝移植治疗重症肝病的新方法，重症肝病肝

移植受者5年生存率提高到80%以上；率先全面揭示肝

病肠道微生态宏基因组变化规律；首次运用分子生物学

方法确立肠道微生态失衡的判断标准；首次发现毛螺菌

科等细菌变化与重症肝病发病密切相关；发现一批代谢

标志物对肝硬化和肝癌鉴别诊断有重要价值；肝炎慢性

化、重症化免疫调节机制研究获得新突破。

“可以说，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引领我国

感染性疾病相关学科发展，并在国家感染性疾病诊治

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方位防治感染、保障健

康做出了贡献。”李兰娟院士说，“协同创新的重要价值

与地位在多项感染病防治控制中得以充分体现。”

协同创新助力 H7N9疫苗株成功研发
■医卫前沿
文·曹红翠

洗碗液和洗衣粉含有碳酸钠和磷酸盐，都容

易导致过敏反应。

替代方案：用不含磷酸盐的产品。

洗碗液和洗衣粉

沾上癌症，一切幸福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城

市癌症发病率总体上高于农村，肺癌是城市居民发病

率较高的癌症，吸烟是重要的致癌因素，背后与空气

污染也有关系。

“当然，这种高度关注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提醒人

们遵循规范、安全的生活方式。”欧阳学农主任医师也认

为，量化到每个人，大气污染的致癌几率不高，但危害在

于几乎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可能。大气污染在致癌方面

的危险度已与烟草、紫外线和石棉等致癌物处于同一等

级。空气污染除了可能导致肺癌，还有可能增加罹患膀

胱癌的风险。如果长期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下，就会大大

的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病率，例如肺癌、肝癌、胃癌等。

“只有相对安全，没有绝对安全”。临床上，致癌

原因是很复杂的，导致癌变要有许多前提条件。“如

今，各类‘致癌说’泛滥成灾，今天这个不能吃，明天那

个不能碰，好像每天都受到癌症的威胁。”欧阳学农

主任医师也强调说，“致癌说”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现

象，往往没有明确的科学报道或实验研究定量的分

析，来证实具体多少含量、多长时间足以致癌，所以人

们应当适当警惕，但不用过分猜忌。

“‘谈癌色变’倒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应该从这

些‘死亡数据’中获得教训，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

式。”欧阳学农主任医师指出，癌症患病率的正常值是

十万分之五左右，因为 40%的癌症可以通过合理的生

活方式来进行科学预防，而癌症的早期发现治愈率可

达到六成以上。

——— 谈癌色变 ———
适当警惕但不用过分猜忌

专家提醒，日常生活中，吃喝住行都有防癌之道。

吃：增加在家吃饭的次数，每天定时定量饮食就

餐，食物经常变化。少吃肉，多吃新鲜的蔬果，在保持

以谷类为主的膳食结构的同时，逐步增加豆类、豆制

品和蛋、奶、禽、鱼类的摄入比例。不抽烟，少饮酒，不

吃垃圾食品，如烧烤、膨化、油炸食品等。同时，发霉

的米、面、花生等食物中含有致癌的黄曲霉毒素，应弃

之不吃。

喝：限制摄取酒精性饮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

此外，含糖饮料也不“清白”，绝不能大量饮用。喝大

量的含糖饮料，再加上运动缺乏，多余的能量就会导

致人体肥胖。而肥胖会造成人体代谢紊乱，加大各器

官的负担，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息息相

关，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家庭可采用合格的家用净

水器，这是解决当前饮水致突变性的简易方法。

住：家庭装修应该尽量少用人造板材。新居装修

——— 吃喝住行 ———
日常生活皆需防癌

雾霾在一开年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

让大家见识了其中的厉害，一些体弱者也因此中招，感

冒、哮喘、鼻炎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明显多起来。雾霾

致癌的几率究竟有多高？又最容易导致哪类癌症？

欧阳学农主任医师说，患癌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环境和大气污染也是重要的致癌因素。雾霾的组

成成分非常复杂，包括数百种大气颗粒物，这些颗粒物

是有毒的，进入人体后，不仅会黏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中，

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它们还会被人体组织吞蚀、

吸收，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有可能容易诱发肺癌。

“上世纪 50 年代伦敦发生过一场很严重的雾霾

天气，那次导致几千人中毒死亡，可见雾霾的危害有

多大。”欧阳学农主任医师说，雾霾的危害甚至比吸烟

更广泛。近 30年来，我国公众吸烟率不断下降，但肺

癌患病率却上升了 4 倍多。这可能与雾霾等大气污

染增加有一定的关系。

肺癌发病率第一，死亡率也第一，已经成为“杀伤

力最大的肿瘤”，这主要缘于肺癌通常很难早期被发

现。约有三分之一的早期肺癌没有症状，还有一部分

病人尽管有轻微的早期症状，但未重视或被误诊，如

同“放虎归山”，而延误了病情。因此，长期处于雾霾

天气的人群，尽可能专业防癌的全面体检，特别是对

于肺癌高发地区、或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建议做低

剂量螺旋 CT 筛查，在发达国家一定范围内已经实行

低剂量螺旋 CT普查。

另外，空气中的细颗粒物进入人体后，会停留在

肺泡内一段时间，对肺脏造成危害。对此，专家建议

雾霾过后，人们仍然要注意饮食起居健康，预防疾病

的发生。雾霾后可以多食用清肺食物，增强肺的自我

清洁能力。

雾霾或与肺癌“沾亲”

多用天然的材料，比如杉木、实木等，不要过多地使用

墙纸、三合板、刨花板等。墙纸、三合板中的胶水、黏

合剂含有甲醛、苯等致癌物。新居装修后，至少要通

风 3个月—6个月后再居住。

行：在正常体重范围内尽可能瘦，每天进行 30分

钟到60分钟适当强度的身体活动。搞好个人防护，必

要时外出戴防护口罩，这对于减少大气对人体的危害，

降低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将大有裨益。此外，定

期的专业防癌体检，是防治癌症的最好手段，如在胃癌

的高发地区，胃镜则是健康体检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1.三大常规：血、大便和小便常规检查可发现癌

症的蛛丝马迹，特别是血常规出现异常，很可能是血

液系统肿瘤的表现。

2.肝肾功能：可查出肝肾的功能状况，慢性肝炎

和肝硬化患者必查。

3.肿瘤标志物：常用的有甲胎蛋白（AFP）、癌胚抗原

（CEA）和CA125等，有间接提示作用，但不具特异性。

4.胸片：反映肺部情况，拍片时最好正位侧位都

拍，长期吸烟者必查。

5.B超：腹部 B 超可查出腹部各脏器状况，慢性

肝炎和肝硬化患者必查，盆腔 B 超可了解卵巢、附件

等情况。

6.胃镜：长期生活不规律、暴饮暴食、有不良饮食

习惯的人必查。

7.肛门指诊：普查直肠癌的最简单方式，长期便

血或大便习惯异常者必查。

常见防癌体检的“七种武器”

■知识链接

科技日报讯 3 月底，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

治疗专业委员会主管的肿瘤急症微创治疗分会成立

大会暨肿瘤急症微创治疗高峰论坛在在解放军第

302 医院举行。来自协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解放军第 302医院等全国知名医疗单位的 70多位

专家学者出席大会。

据了解，肿瘤急症微创治疗分会成立后，将通

过集合肿瘤微创权威专家开展研讨、交流和合作，

致力于进一步规范肿瘤微创诊治技术，有效提高我

国肿瘤急症的微创治疗水平。在随后的论坛活动

中，多名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汇报，与会学者们还

纷纷围绕肿瘤微创的前沿问题展开研讨交流，分享

了彼此的治疗经验。

据专家介绍，随着我国肿瘤的发病率不断攀升，

许多肿瘤在发现时已经处于中晚期，在其自然发展病

程中或治疗过程中，均会出现危及患者生命、需要紧

急处理的情况，比如肝癌可发生自发性破裂出血。对

这些肿瘤相关急症的及时识别和迅速得到处理直接

关系到肿瘤治疗效果，甚至患者的生命。而微创治疗

是目前公认的对肿瘤急症处理最迅速、安全、有效的

治疗手段。

近年来，一批三甲医院长期致力于肿瘤急症的微

创治疗研究，他们不断将肿瘤微创治疗技术运用到临

床诊治，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下一步，他们将在

进一步规范肿瘤微创诊治技术上展开合作，有效提高

我国肿瘤急症的微创治疗水平。 （戴欣 郭阳虎）

中国肿瘤急症微创治疗分会成立
据新华社讯，世界卫生组织 3 月 28 日呼吁，西非

尤其是与几内亚相邻的地区应加强对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的监控。

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当

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截至 3 月 27 日晚，几内亚

共出现确诊及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 103 人，

其中死亡 66 人。

哈特尔说，目前西非地区疫情不断变化，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以及当地卫

生部门必须对疫情给予高度重视。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疫情通报，自埃博拉出血热疫

情暴发以来，几内亚绝大部分埃博拉出血热感染病例

出现在该国东南部盖凯杜、马森塔和基西杜古三个行

政区，患者年龄集中于 15至 59岁。此外，几内亚的邻

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均已报告若干疑似病例，并有

患者死亡。

哈特尔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已在几内亚相关地

区调配两个移动实验室，帮助缩短确诊时间。从埃

博拉出血热疫情暴发的历史来看，感染病例多出现

于相对偏僻地区，大规模感染人群的案例很少。目

前，世卫组织也尚未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布限制旅

行建议。

埃博拉病毒是迄今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

一，尚无有效疗法。该病毒通常由血液和其他体液传

播，传播速度很快，可导致埃博拉出血热，其主要症状

为高烧、头痛、腹泻与呕吐等。

世卫组织呼吁西非加强埃博拉疫情监控
许多电器，如电视、计算机和电热毯，通常含

有溴耐燃剂。溴耐燃剂释放到空气里，有可能被

人体吸入，而且不易排出体外。目前，溴耐燃剂已

经被证实能导致老鼠流产，在瑞典等欧洲国家被

禁用。

替代方案：用热水袋代替电热毯；把电器搬出

卧室，避免在睡觉时吸入溴耐燃剂。 （一）

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