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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专项试
点工作已启动，目前进入实施方案编
制阶段，科技部近日就这项方案向社
会征求了意见。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专项实施方
案（征求意见稿）》指出，我国大气污染
来源多样、成因复杂，大气污染防治需
要从重霾天气的应对向大气 PM2.5和臭
氧的协同防控转变，控制技术重点需要
从以往末端治理为主向全过程控制转
变，管理技术要求从城市向区域尺度的
空气质量监管转变，这些都对大气污染
防治科技提出了新的迫切的需求。

自上世纪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和英国伦敦煤烟污染事件之后，发达国
家经历了漫长的治污历程，通过建立严格
的监测-减排-核查-评估等管理机制和
支撑技术体系，不断升级空气质量标准
和污染排放标准，实施全过程的污染综
合治理，实现了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

面对严峻的污染形势和艰巨的治
理任务，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科技支
撑能力亟待加强，全面提升我国大气
污染科学认知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
决策支撑能力。

这一专项的总体目标是支撑治理

雾霾及光化学烟雾等大气问题，按照
“统筹监测预警、厘清污染源头、关注
健康影响、研发治理技术、促进成果应
用”的思路，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科技支
撑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协同攻关和成
果共享机制，协同开展大气污染形成
机理、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监测预
报预警技术、污染高效治理技术、大气
质量改善技术策略等研究，提升大气
环境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先进适用技
术成果转化应用及产业化，为不同阶
段和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基础理论
和技术支撑。

专项的主要任务包括：统筹空气
质量监测预报预警研究，完善空气质
量监测技术及质控标准，建立统一科
技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对重点地区雾
霾二次细颗粒物形成机理及扩散规
律、影响雾霾和光化学烟雾形成因素、
污染源解析方法等研究；加强对大气
污染与人群健康关系研究，加强大气
污染与心血管、呼吸道等疾病关系及
临床诊断和防护干预产品等研究；加
强污染治理高效技术研发；开展重点
地区大气污染来源识别及区域联防联
控技术集成研究等。专项的实施年限
为 2015～2020 年。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专项试点启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 PM2.5对健康人群
患血栓病等心脑血管疾病有影响。雾霾与
肺癌关系几何，需要一个长期的科研调查、
采样、跟踪过程，以科学的态度说，目前尚
不能得出“空气污染直接导致肺癌”的结
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
伦：森林能够降低雾霾的机制目前还不清
楚，但森林植被较多的湿地能够对雾霾发
挥沉降、分解功能，对减少雾霾有益处，建
议从研究湿地治理和微生物在自然界对分
解 PM2.5作用入手，充分发掘林业的多种功
能，力求把森林引入城市、将城市建在森
林，实现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

“前年我提出来，雾霾的危害甚至
比当年的 SARS 更厉害，当时还有人认
为我夸大其词，两年过去了，现在治理
雾霾成为全民包括国家领导人高度重
视的一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说。

钟南山表示，治理雾霾需要弄清楚
三方面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
何危害身体的？如何清除它？这需要
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努力。

如今，雾霾已经成为全民“公敌”，特
别是两会期间，关注更加集中，人们希望
代表委员提出更加有效的建议，期盼政
府出台更多治理的措施，解决心肺之患。

□谈危害
雾霾与肺癌有多大关系？

公众关注雾霾主要是处于自身健康
的考虑。近年来，我国肺癌发病率大幅
提升，成为所有癌症之首。很多人认为，
肺癌发病率上升与近些年的严重雾霾有
关。那么，雾霾和肺癌到底有多大关系？

“ 我 们 所 得 到 的 雾 霾 与 肺 癌 的 关
系，绝大多数是来自国外，在中国还没

有一个长期的研究。”钟南山接受媒体
采访时说，“我所看到的资料，有一个比
较明确的相关性，就是大气污染物中的
二氧化氮跟肺癌患病有密切关系，其他
都还不太清楚。”

不过，钟南山表示，已有的研究证
明，PM2.5 对人群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
有影响。另外，有些事实却不能否认，
雾霾相对严重的城市，男性肺癌患病率
远高于农村男性。“肺癌与吸烟的关系
很密切是肯定的，在国外也是很肯定
的。但跟雾霾的关系有多大？现在下
一个很明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许多学者的观点与钟南山不谋而
合，他们认为，目前空气污染和肺癌之
间 存 在 的 关 系 ，被 认 为 是“ 合 理 的 猜
想”。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

肺癌与雾霾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肺癌本身的发病机
制比较复杂，二是肺癌有潜伏期，而雾
霾大面积发生的时间较短，其发生时间
可能小于肺癌的潜伏期。

不过，也有人大代表指出，雾霾的
组分非常复杂，含数百种之多，而不同
地区、不同时段雾霾成分完全不同，因
此，雾霾的危害究竟有多大，本身就无

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不可否认的
是，雾霾会对人体健康，特别是老人、孩
子、孕妇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严重伤
害，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谈治理
加强雾霾健康影响监测和研
究，开展风险评估

对于治理雾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全国上下已经达成共识，问题的关
键是如何消除？

“将治理雾霾真正付诸于实践，会
涉及到很多利益问题。”钟南山表示，
从国家层面讲，要找到发展经济与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对于行业、地
方来说，要找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
间的平衡点。所以，解决雾霾问题不是
那么容易，但是要有决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森林生物学学科带头人尹伟伦表示，针
对雾霾问题，大家都在做分析员，就是
讨论雾霾是怎么产生的，如何进行清洁
能源利用，这是对的。但是，一点不排
放也是不可能的。在我国这样大的人
口密度和这样大的经济工业发展模式

下，应该抓紧研究雾霾的分解机制。
还有人大代表建议加强雾霾影响

健康监测，开展风险评估。针对包括
PM2.5在内的污染物监测，全国人大代表
吕忠梅建建议，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
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建立环境监测体系
与卫生监测体系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
机制，将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指标更多地
纳入常规环境监测范围。

据介绍，合肥、长沙等城市日前相
继启动了空气污染（雾霾）对人群健康
影响监测工作。如，合肥市在空气污染
相对较重的区域和污染相对较轻的区域
各设立一个监测点，监测内容主要包括
资料收集和现场样品采集。在此基础
上，通过开展健康风险评估，揭示空气污
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特征及变化趋势，
为保护公众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此 外 ，还 应 加 强 对 雾 霾 组 分 的 甄
别、雾霾对健康影响的协同效应和关键
机制，以及健康效应标志物识别等方面
的研究。

由于雾霾短时期内无法消除，做好
雾霾天健康防护也至关重要。全国人大
代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
建议，在遭遇重度雾霾天气时，广大中小
学要延缓体育课程，或者取消室外活动。

代表委员关注雾霾危害和治理

雾霾猛于虎 已成心腹患

环 境 污 染 对 健 康 的 影 响 ，看 似 明
显 ，但 很 多 时 候 却 说 不 清 楚 ，比 如 雾
霾。这是为什么呢？

一直以来，对于环境污染的危害就
存在两个说不清楚：一是环境污染对经
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有多大，说不清楚；
二是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害有多大，也说
不清楚。即使国内外做了大量研究，这
两个问题依然难以说清楚。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疾病发生
的原因比较复杂，多数疾病是综合因素
作用的结果，很难分清楚导致某种疾病
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拿雾霾与肺癌的关系来说，目前病
因学给出的结论是，两者有关联，而有
关联不等于是因果。也就是说，不能说

“雾霾直接导致肺癌”，因为肺癌发病
率、死亡率上升，还与职业接触、诊断
水平、疾病筛查及人均寿命延长等多种
因素有关。

另一方面，说不清楚还与环境污染
本身的特点有关。从已有的研究来看，
从环境污染到产生健康效应，呈现的是
一种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健康问题
往往是一因多果或者是一果多因。

同时，基础性数据不足，也制约了
全面、客观地进行环境污染疾病负担研
究。比如，我国关于雾霾对健康影响的
研究，也就是最近几年才展开，而基础
性数据采集可能需要至少 10 年以上，甚
至更长时间。

此外，我国关于环境污染对健康影
响的研究还比较凌乱和分散，系统性、
完整性不强，研究单位之间缺少协调和
配合，特别是很多科研数据不共享，制
约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在管理上，国家有死亡率、发病率、
人口和环境等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但是
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独立，每个部门只
负责本领域的工作和资料收集，比如，
卫生部门只收集死亡率和发病率等数
据，民政部门负责收集人口资料，而环
保部门只收集与环境相关的数据，相互
之间缺乏共享和交流，影响了环境与健
康科研工作的开展。

基础研究不足带来的后果是，无法

在环境污染与健康损害之间建立起科
学的证据链，自然难以说清楚。

而说不清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不
知道怎么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不
能够对症下药。另外，说不清楚容易引
起公众的恐慌和误解，甚至夸大某些污
染的负面影响。说不清也无法追究污
染者应有的责任，无法让受害者得到更
为合理的赔偿或补偿。

环境健康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当务之急要
加强科学研究，特别是一些基础研究，
弄清相关污染物的致病机理和健康效
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手段，保障公
众健康。

今天说不清，何时能说清？
李军

大家大家谈谈

◆本报记者李军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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