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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遭遇致癌风波，加工肉制品及红肉还能不能吃？

平衡适量不会影响健康

本报讯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IARC）日前发布报告
称，火腿、香肠、肉干等加工肉制品为

“致癌物”，并把生鲜红肉，即牛、羊、猪
等哺乳动物的肉，列为仅次于加工肉
制品的“致癌可能性较高”的食物。此
结论一出，很多人不禁心中问号连连：吃
肉究竟有多危险？摄入多少会致癌？

10 月 30 日，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
在北京举办媒体吹风会，世卫组织驻日
内瓦总部营养健康和发展司司长弗朗
西斯科·布兰卡表示，此次报告将加工
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将红肉列为可
能致癌物，是基于对超过 800 项关于食
用加工肉制品及红肉与人类患癌关系
研究成果进行审查后得出的结论，也
是对世卫组织 2002 年发布的《饮食、
营养和慢性病预防》报告中相关建议
的确认。

弗朗西斯科·布兰卡说，当危险因
素和癌症产生存在确定关系时，就会
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虽然加工肉制品
和烟草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两
者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完全不同。吸烟
致癌的风险极高，因此世卫组织对吸
烟的建议是完全禁止，但是食用加工
肉制品的风险没那么高。

我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副研究员、食品安全博士钟凯也指出，
尽管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并不意味
着加工肉类真的成为与砒霜并列的毒
物 。 据 介 绍 ，IARC 将 致 癌 物 分 为 4

类，加工肉类和砒霜确实同属于一类，
不过致癌物分类 的 依 据 并 不 是 谁 致
癌 的 能 力 更 强 ，而 是 科 学 证 据 的 确
凿 程 度 。 越 是 致 癌 证 据 明确的，级
别越高，而致癌的能力则与分级没有
必然联系。

“这项报告的本意并不是让人们
完全停止食用这些肉类，而是减少食
用会降低患癌风险。对于红肉与致癌
的关系，由于目前掌握的证据有限，如果
现在食用红肉量不是很多的话，我们
只是建议不要增加。”弗朗西斯科·布
兰卡说，对于加工肉制品和红肉的安全
食用标准，还需要进一步风险评估后才
能回答。

法国心脏病专家、营养学家弗雷
德里克·萨尔德曼对当地媒体说，吃红
肉和加工肉制品引发癌症风险与摄入
量、吃肉频率、烹饪方法及配菜等多种
因素都有关系，人们仍然可以继续吃
红肉和加工肉制品，但要注意不要频
繁、过量，并在合理摄入肉类的同时佐
以大量蔬菜，借助蔬菜中的有益成分
促进食物种类均衡。

针对加工肉制品及红肉致癌所引
发的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
斯蒂安·林德梅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如果以平衡适量的方式
摄取不会对健康产生问题，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报告也推荐平衡正常地摄取
肉类。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

研究发现研究发现

印染残留物成隐形杀手
增大患过敏性皮炎风险

本报讯 纺 织 印 染 过 程 中 会 用
到 大 量 的 化 学 物 质 ，因 此我们对于
买回家的成衣也需加倍小心。瑞典斯
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 最 新 研 究 发
现 ，日 常 穿 的 衣 物 中 存 在 大 量 化 学
物 质 残 留 ，其 中 一 些 有 害 物 质 可 能
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

瑞典研究人员检测了 60 件来自
瑞典和国际服装生产链的衣服。初步
分析发现，这些衣服中含有数以千计
的化学物质，约有百种化学物质成分
被初步识别。其中，有些物质并非来
自于生产者，而可能是由运输过程导
致的化学物质残留。

斯德哥尔摩大学分析化学博士焦
万娜·卢翁戈说，与这些化学物质的接
触增大了患过敏性皮炎的风险。此类
化学物质还可能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环
境带来更多危害，其中一些物质已被
怀疑或被证实是致癌物，另一些则对

水生生物有毒害作用。
根据这 些 化 学 物 质 的 出 现 率 、

数 量 、毒 性 以 及 渗 入 皮 肤 的 难 易 程
度 ，研 究 者 选 定 了 4 组物质进行进一
步分析。其中，涤纶类衣物中浓度最
高 的 两 种 物 质 分 别 是 喹 啉 和 芳 香
胺 ，而 棉 质 衣 物 中 含 量 最高的化学
物质是苯并噻唑，就连有机的棉织品
衣服中也有残留。

其中，喹啉具有中等毒性，会对皮
肤产生刺激作用。芳香胺因具有致癌
性，是一种被禁用的化学染料。苯并
噻唑则具有急性毒性，会刺激眼睛和
皮肤，并轻度危害水体。

报道称，研究者清洗了用于研究
的衣物样本，并测量了其中的化学物
质残留水平。一些化学物质被洗掉
了，但又成为了污染水生环境的罪魁
祸首，而另一些化学物质则仍在衣物
中保持高浓度残留。

在地铁车厢能放心呼吸吗？
专家呼吁制定轨道交通列车车厢环境空气质量专门标准

◆本报记者蔡新华见习记者刘静

随着城市地铁不断建设完善，轨道
交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由于
地铁站及车厢相对封闭，且人员密度大，
地铁内空气潜在的健康危害不容忽视。

“如果地铁列车车厢 PM2.5 的浓度
长时间高于 10 微克/立方米，将对人体
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上海市人大代

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消化内科主任医
师李健因此提出了关于改善轨道交通
列车车厢环境空气质量的建议。

承担上海地铁建设运营的申通地
铁集团公司和上海市环保局近日回复
李健称，对其建议给予“解决采纳”。申
通公司表示，将着手研究将列车空调过
滤网替换为空气过滤装置，以提升上海
地铁车厢空气质量。

空间封闭人员拥挤，地铁车厢空气污染威胁乘客健康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附近高级
商务楼上班，家住郊区闵行区的上海市
民刘小姐坦言，正在考虑每天早点出门
乘坐地铁，以避开人多时段。她表示，
高峰拥挤时的地铁车厢内，经常会感觉
空气比较浑浊，有时甚至感到胸口很
闷，体感不舒服。

对于地铁里空气质量问题，国内外
都有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2014 年
5 月，英国《每日邮报》刊登英国伦敦国
王学院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英国的室内
外各种环境中，地铁里空气最脏。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选择了
6 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让他们随身携
带空气检测仪，在一天时间里，随时监
测自己所到之处的空气质量。监测结
果发现，地铁中的空气质量最差，每立
方米 PM2.5浓度达到 64微克。

“地铁中 PM2.5 的最高值已达到欧
洲标准的近 3 倍，几乎成了最脏的地
方，污染颗粒物无所不在。”伦敦国王学
院环境健康学教授弗兰克·凯利说。

早在 2011 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主任宋伟民等专
家的调查研究就显示，地铁车站的空气
污染程度超过地上公交车站，二氧化碳
作为判断车站污染程度的重要参数，浓
度最高时超标两倍。

李健表示，上海地铁对列车车厢空
调管道定期清洗消毒的周期较长，原来
为两年一次，自 2014 年 起 改 为 5 年 清
洗 消 毒 一 次 ，这 与 公 共 场 所 空 调 设
备 清 洗 消 毒 的 标 准 相 差 甚 远 ，也 非
常 容 易 造 成 空 调 管 道 滋 生 细 菌 ，污
染 环 境 ，危 害 乘 客 身 体 健 康 。 虽 然
为 保 证 列 车 空 调 的 洁 净 和 作 业 正
常 ，上 海 地 铁 列 车 会 定 期 对 空 调 滤
网 进 行 清 洗 和 更 换 ，但 是存在的问题
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李健看来，如果地铁列车车厢
PM2.5 的浓度长时间高于 10 微克/立方
米，尤其是在人员拥挤且处于封闭的列
车车厢内，将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监管存在漏洞，呼吁开展全面清洗和专业卫生检测

申通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地铁站
间距较短，平均每两分钟一次开关门带
来了空气的内外交换，是移动的开放式
空间，因此车厢内的空气质量特点类似
于地面公交，较难做到精细化控制和精
确检测。

据了解，为净化车厢空气，申通公
司每月一次更换列车空调滤网，并定期
对 空 调 出 风 口 格 栅 及 风 道 口 进 行 清
洗。在列车架修、大修中会再次对列车
风道进行全面清洗，并请第三方检验机
构对空调出风口的积尘量、细菌总数、
真菌总数、致病微生物等指标进行检
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如若发现细菌超
标情况，会再清洗并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直至车厢空气质量达标。

申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提
升乘车环境和站务人员的工作环境，申
通公司现已完成了对全路网所有隧道

的清洗工作。此外，他们还准备着手研
究将列车空调过滤网替换为空气过滤
装置，进一步提升地铁车厢空气质量。

目前很多城市地铁内的空气质量
监管处于盲区。李健呼吁尽快制定地
铁车站和车厢内环境可吸入颗粒物质
量标准，合理设计地铁通风空调系统，
利用人工方法对地铁内的温度、湿度、
有害物浓度和空气流速等进行控制，为
乘客提供健康的乘车环境。

李健指 出 ，申 通 公 司 应 按 照《上
海 市 集 中 空 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
法》规定，对地铁列车车厢的空调设备
及通风管道每年进行全面清洗和专业
机构的卫生学检测，以确保其卫生清洁
符合标准。

李健还建议上海市疾控中心实施
地铁列车车厢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监
测，以保障乘客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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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厢污染物来自哪儿？
伦敦国王学院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本·巴勒特博士认为，地铁内颗粒物主要
来自车轮与轨道摩擦时产生的金属粉尘
微粒。

瑞典医学教授哈恩·卡尔森在对斯
德哥尔摩地铁空气的研究中也发现，地
铁空气中存在大量对身体有害的微粒，
如煤、沥青、铁等，主要是由未充分燃烧
的燃料及车轮摩擦产生。这些超细金属
粉尘微粒可透过肺部组织进入血管，对
健康造成威胁。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
健康教育系教授钮文异则认为，地下、密
闭、人员密度大，是造成包括地铁在内许
多地下场所空气污浊的重要原因。人体
呼出二氧化碳，产生部分细微颗粒物；身
上携带一些尘埃，摩擦拥挤时会导致二

次扬尘……这些因素加上通风不良，最
终导致地铁内 PM2.5升高。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教
研室主任宋伟民研究还发现，真菌污染
也是引起各类感染的重要因素，各种微
生物均易附着于颗粒物表面，长期悬浮
于空气中。如果地铁内相对湿度高于
70%、灰尘多，加上通风不良、日照不足，
真菌可存活较长时间，影响人们健康。

有专家总结认为，地铁车厢内污染物
主要来自4个方面，包括大量装饰材料和保
温材料释放出的化学污染物，如醛类、苯系
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人群自身携带和释
放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
氨、细菌、病毒等；车厢内长久滋生的细菌
等生物污染物；通过车厢空调的新风口和
车门的频繁开关进入的可吸入颗粒物等。

延伸阅读延伸阅读

乘地铁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佩戴口罩 专家建议，乘客在地

铁内应继续佩戴口罩，可以多备几只以
便更换使用。

◆坐完地铁要洗手 每次坐完地铁
都要洗手，格外注意指间的缝隙、指甲沟
等地方，胃肠道疾病很多是以手为媒介
传染的。

◆转移焦虑情绪 地铁外面黑洞洞
的 ，不 像 路 上 交 通 工 具 可 以 欣 赏 窗 外
风 景 。 再 加 上 人 员 拥 挤 、通 风 不 畅 ，
时 间 一 长 ，难 免 会 令 人 产 生 焦 虑 情

绪 。 乘 客 可 以 通 过 看 书 、看 报 纸 、看
地 铁 电 视 等 方 式 ，转 移 注 意 力 ，减 轻
焦虑情绪。

◆尽量不佩戴耳机 有些人乘坐地
铁喜欢戴上耳机听音乐，但这样做可能
会损伤听力。因为地铁运行时声音很
大，再加上周围噪声，已经超出了正常的
环境声音。在这种环境下，人会不自觉
地加大耳机音量，而长时间、大音量使用
耳塞式耳机很可能影响听力，造成听力
减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