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http://www.stdaily.com 2015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五 今日 12 版

乙未年七月初一 总第 10368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责任编辑 马树怀 张爱华 电话：（010）58884051 传真：（010）58884050 科技日报微博：新浪@科技日报 腾讯@科技日报

科技日报北京8月13日电（实习生王杰）13日下午

4点30分，天津市召开发布会介绍爆炸事故相关情况，据

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介绍，目前环境监测主要集中

在空气质量和水的污染上，经过持续检测，均低于工业企

业规定浓度。

根据《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的中国空气

质量检测体系仅能检测细颗粒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六项指

标。温武瑞称，目前对天津市现有的四个监测点的监

测情况来看，这六项空气污染物均在正常范围，没有受

到太大影响。

中国气象局消息显示，接下来的 13 日夜间、14 日、

15日，天津仍以西南微风为主，空气污染主要往渤海上

空扩散，对天津城区、北京等地空气影响不大，但需要

注意的是明日（14 日）天津地区可能会有降雨，相关部

门应注意降雨导致相关危化物遇水反应，以及相关污

染物的遇水处理。

根据当地环保部门 2014 年的验收文件获悉，事发

仓库被设计用于存放电石、硅钙合金、氰化钠和甲苯二

异氰酸酯（TDI），其中氰化钠属于“极度危害”的剧毒物

质。在所储藏的各类商品中，氰化钠赫然其中，引发关

注。资料显示，氰化钠可通过皮肤接触、吸入和食入及

眼睛接触影响人体，症状包括“刺激感、虚弱、头痛、呕

吐、溃疡、腐蚀、灼伤、麻木”，吸入人体 200—300ppm 即

可迅速致人死亡。

对此，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车延科在接

受采访时解释说，氰化钠的确属于剧毒物质，但其本身

为固态，扩散的可能性不大，但其易与酸作用，反应产

生相应的含有剧毒的氰化物，危害极大。但民众也不

要因此而恐慌，氰化钠即使遇到酸性物质产生反应生

成有毒气体扩散，这些气体仍可与次氯化钠、氯化铁等

试剂发生反应，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氰化钠反应扩

散至空气的可能性不大，相关情况也应在救援队伍的

控制之中。

同时，专家还建议，若发生危化品事故，处于室外

的人应立即转移到上风向、河流上游或山上，应尽量转

移到离事发地点 2.4 公里以外的地方；尽量避免接触任

何液体、烟雾或固体化学材料；如果可能，请用毛巾捂

住口鼻；在确认危化品种类之前，避免接触受害者。位

于室内的人应关好门窗，无过滤装置的中央空调或通

风系统，应关闭；用湿毛巾、塑料薄膜或胶带封闭门窗

缝隙和通风系统出风口；如果有毒化学气体可能已经

进入建筑物内，请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不摄入可能

已被污染的食物和水。如需疏散，应关好门窗和空调

等任何通风系统后再离开。

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车延科表示

氰化钠虽有剧毒 扩散可能性不大

8 月 12 日 23 时 30 分左右天津港

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

危险品仓库起火并爆炸，牵动着亿万

国人的心。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官方

微博发布，截至 13日 21时 30分，天津

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死亡

人数已经升至 50 人，其中消防人员

17 人；住院治疗 701 人，其中重伤人

员增至 71人。

指挥部为什么决定
暂缓现场救援？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环境保护

监测站于 2014 年 8 月出具过一份关

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跃进路堆场改造工程”的环

保验收报告，即此次发生爆炸的瑞海

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检测显示，仓库

存储有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

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

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毒害

品、腐蚀品等六大类、十余种化学物

质，其中，电石为遇湿易燃物品，氰化

钠被标注为剧毒物质，硝酸钠、甲苯

二异氰酸酯的毒性分级为中度危害。

由于爆炸起火的地点是危险品

仓库，给这次救援工作造成了很大的

困难。如何科学合理地施救是这次

救援的最大难点。

现场的消防专家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由于存储的危险品种类繁多，

且以集装箱的形式摆放，传统的灭火

设备几乎都派不上用场。“大家知道，

传统的救火方式是用水扑灭，而这里

由于存放着大量的危险品，这些危险

品中含有大量的过氧化物。过氧化

物遇水不仅不能熄灭，而且会加速燃

烧或引起爆炸。这样在救援过程中

就不能用水或者含水的灭火剂。另

一方面危险品中还有很多有毒物质

如氰化物等，面对这样的物质在灭火

中既要防止毒物扩散又要防止二次

污染。”该消防专家说。

在现场，记者看到有许多水的痕

迹，消防专家称，那是在危险品仓库

的外围建立起的防止火焰蔓延的隔

离带，没有遇水燃烧的物质。

到达现场后，面对危险品仓库，消防部门用了什么

办法施救？消防专家告诉记者，他们主要采取了沙土

加干粉的方法。与其他地方不同，这次灭火救援天津

市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专家组到场，公安部也很快组织

专家和消防人员到场。

由于危化品数量内容存储方式不明，国务院事故调查

组在确定的几点工作思路中提出：暂缓扑灭，确定好具体

方案再实施；密切关注环保监测，派防化团进现场。13日

上午10时，天津爆炸现场救援指挥部决定，暂停现场救援。

据报道，北京军区派出的国家核生化应急救援队

217名官兵已于 13日下午陆续赶到天津滨海新区。

“这次救援共出动 46 个中队、151 辆消防车、1 台无

人机、1000 消防士兵。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在 13

日下午天津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公安

消防局局长周天介绍，“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的参与将让

我们的救援措施更为稳妥。”

危险品仓库爆炸对环境有何影响？

这次危险品仓库起火并爆炸的事件最让人担心的

问题之一就是对环境的影响。

“事故发生后，市环保部门迅速启动环境应急监

测，已布设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点位 17个，水和废水的

监测点位 5 个，”天津市环保局局长温武瑞说，“监测出

事故的特征污染物的情况表明，六种污染物影响不明

显，与全市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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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13日电 （记者王小龙）美国科

学家日前成功拍摄到一段果蝇幼虫在移动时全身神经

系统活动的动态影像。对如此复杂且处于运动之中的

生物体来说，此举尚属首次。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将

为人类大脑等更复杂神经系统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直以来，人们都对生物体大脑和神经的活动非常

感兴趣，但苦于无法看到其处于活跃状态时的动态影

像。而此前类似的研究更多地限于如线虫这样的微小

生物，或是复杂动物神经系统的局部。

在新的研究中，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菲利

普·凯勒和他的同事采用了一种名为光片显微的技术，对一

只仅有几毫米长的果蝇幼虫的神经系统进行观测。在实验

中，实验装置会从两侧发出激光照亮整个样本，经过基因改

造的果蝇的神经系统会在受激后发出荧光。通过安装在果

蝇背部和腹部的两台摄像机，研究人员就能创建出高清晰

度的3D影像。摄像机会以每秒5次的频率抓取图像，整个

过程持续一个小时的时间，分辨率足以看清单个神经元。

凯勒说：“通过对神经系统各个不同部分在同一时

间进行成像，我们能够看到神经系统的活动，并确定其

工作模式。这能帮助科学家了解大脑和神经之间相互

作用，以及最终产生行为的过程。”

这项工作提供了一种获得生物体中枢神经实时影

像的方法，为一些研究更大的有机体奠定了基础。下一

步，研究人员还将通过这种方法对成年果蝇、斑马鱼以

及小鼠胚胎的神经活动进行研究。

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神经系统控制生物体所做的一切——从呼吸到运

动，从思维到感觉。我们想要了解信息是怎样从感觉集

成到所有的动作，就必须看到整个大脑的活动情况，而

不是只欣赏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元。因而能拍到复杂生

物神经活动的影像，不啻于

一次视觉的盛宴。从实用

角度来讲，其还将有助于找

出涉及脑部疾病的细胞或

网络，引导新的治疗思路。

看 到“ 思 想 ”不 是 梦

首次拍摄到复杂生物神经系统活动影像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8月 12日 23时

30 分许，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

爆炸事故。截至13日18时，事故已造成50人死

亡；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增加到71人。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天津市组织强有力力

量，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失踪人员；尽快控制消

除火情，查明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

做好遇难人员亲属和伤者安抚工作，维护好社

会治安，稳定社会情绪；注意科学施救，切实保

护救援人员安全。国务院速派工作组前往指导

救援和事故处理。各地要汲取此次事故的沉痛

教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认真进行安全隐患排

查，全面加强危险品管理，切实搞好安全生产，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力量扑灭爆炸火

势，并对现场进行深入搜救，注意做好科学施

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抓紧组织精干医护力量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因伤死亡；查

明事故原因，及时公开透明向社会发布信息。

同时，要督促各地强化责任，切实把各项安全生

产措施落到实处。

习近平对天津“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尽快控制消除火情 全力救治伤员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李克强就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作出批示

8 月 13 日，朋友圈被一张“世间最

帅的逆行”图刷屏。当群众撤离危险

区时，一个橘黄色背影却奔赴现场。

这就是消防员。

截至记者发稿时，天津滨海新区

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

库爆炸事故已有 50 人遇难，其中包括

17名消防官兵。这种危急时刻是否只

能消防官兵“人肉”浴火奋战，有没有

办法避免或减少消防人员伤亡，无人

机、机器人等“钢铁侠”能否发挥作用？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
严格按规程处置
“这种规模的化学品爆炸，国际通

用的是 Burn Down 原则，即：划出隔

离带，人员撤干净，里面烧完了炸完了

再进去处理。化学品事故中二次爆炸

几率非常高，不被二次爆炸伤害也极

有可能中毒死亡，完全不该由没有经

验的年轻消防员来处理。”有评论称。

对此，北京化工大学安全管理研究

所教授张建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由于

对已经进行的救援程序不了解，无法判

断程序是否科学。但他表示：“危险化

学品事故的应急和处理都有严格的预

案和措施。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应该按

照这些程序进场，在不确定危险物及规

模时不能贸然灭火，避免人员伤亡。”

张建文说，我国规定的 8 类 21 种

危险化学品均有相应的应急抢险预

案。“国家也非常重视，我们的经验是，

当这种公共灾难发生时，宁愿让老百

姓骂，也要减少无谓的牺牲，生命永远

是第一位的”。

他具体解释说，首先应确定危险物

泄露源及规模。“根据现场条件如风速、

居民数量等，来判断危害到底有多大，然

后确定应对方案。”张建文说，危险物的

溯源技术是目前的研究重点。群体智能

判断是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最快可以在

毫秒至几分钟内确定泄露源头及规模。

中国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

程师、中国化学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张明森也表示，危险化学品救灾

现场需要相关专家指导消防队，对于

爆炸性的危险化学品的救火指挥采取保守措施，在未

查明起因并无法控制危险品爆炸时，不要让消防队员

冲进爆炸源抢险，最好采取周围隔离措施，先喷水降

温，等爆炸平息后再去现场救火。

13 日下午的消息是，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确定的工

作思路之一是，“由于危化品数量内容存储方式不明，

暂缓扑灭，确定好具体方案再实施”。（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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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非常清静，只有一艘船驻足歇脚。天蓝水

清，鱼儿游弋，鸟儿飞掠。岸边，集装箱整齐码放，成片

的新车摆放有序……”

张明森 11 日去天津港考察时，对这个亚洲第四大

集装箱码头印象深刻。“秩序井然、管理有序，全然是现

代化码头。”然而，让这位化工领域教授级高工遗憾的

是，仅隔一天，轰隆隆的爆炸声撕碎了宁静。

8月 12 日 23：30 左右，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

有限公司（下称“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

炸。截至发稿时，已有 50 人遇难，住院治疗 701 人，其

中重症伤员 71人。

爆炸源到底是什么

采访中，多位专家以“尚未查清爆炸源”为由婉拒

记者采访。不过，公众和媒体关注的恰恰也是爆炸缘

由。

记者查阅瑞海公司官网发现，该公司仓储业务分

为六种：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氩气、压缩天然气等），

易燃液体（甲乙酮、乙酸乙酯等），易燃固体、自燃物品

和遇湿易燃物品（硫磺、硝化纤维素、电石、硅钙合金

等），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硝酸钾、硝酸钠等），毒害

品（氰化钠、甲苯二异氰酸酯等），腐蚀品、杂类（甲酸、

磷酸、甲基磺酸、烧碱、硫化碱等）。

“抛开爆炸原因和爆炸源头不说，危险品仓库中如

氰化钠、压缩天然气都是极度危险的化学品。”中国石

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中国化学标准化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张明森说。

历史惊人的相似。1993 年 8月 5日，深圳清水河油

气库相邻的一个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并导致连续爆

炸，幸未波及油气库。 此前不久，日照石化企业也曾

发生爆炸事故，但发生在生产阶段，而天津港爆炸事故

发生在储存阶段。

“生产阶段的危险品往往是单个品种，而储存过程

中品种更多，因而环境更复杂，抢险救灾也更难。”北京

化工大学安全管理研究所教授张建文说。

既然危险化学品从生产、运输、存放到使用，具有

成体系的规章制度，那么，惨痛教训为何还会发生？

张建文直言，储存阶段的事故主要因为储存条件

的变化，如压力、温度等。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有

严格的规范，有可能在操作和运行中偏离了规程。

张明森推断，一个可能是“原始设计出了问题”，比

如仓库允许的储存量，能储存什么东西，不同仓库间是

否安全隔离？“氧化剂和过氧化物、压缩液化气体不能

放在一起，它们的性质相反”。 （下转第八版）

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三大谜团待解
本报记者 刘 垠 操秀英

图像显示果蝇在向后爬(左)和向前爬（右）时
神经系统的图像。蓝色代表首先被激活的区域，
红色代表最后才被激活的区域。

8月12日晚，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图为8月13日拍摄的爆炸现场附近的汽车仓储场。 新华社发

8月12日晚，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图为受爆炸冲击，天津港码
头的集装箱凌乱不堪。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