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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车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编制工作沟通会召开

全面评估总结 注重前瞻科学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新一轮

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编制项目
工作部门沟通会近日在北京召开。
与会代表认为，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环
境保护部作为牵头部门，应积极合
作、密切配合，确保行动计划评估和
编制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会议认为，新一轮国家环境与健
康行动计划编制，应确立由国家卫生
计生委和环境保护部两个部委双牵
头的工作机制，成立评估工作组和编
写工作组，制定好调研方案，充分开
展调研工作。要做好理论学习，编写
组成员要学习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报告及编制规划的相关内容，指导行
动计划编写工作。同时，广泛征求意
见，确保新一轮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
计划的战略性、前瞻性、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新一轮国家环境与健
康行动计划编写工作方案（讨论稿）
及前期开展的工作，来自国家卫生计
生委和环境保护部相关司局的领导
和专家对工作方案（讨论稿）进行了
充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据了解，两部委在此之前还召开
了《 国 家 环 境 与 健 康 行 动 计 划

（2007-2015）》实施情况评估方案研
讨会。专家表示，行动计划的实施有
力地推进了我国环境与健康工作，新一
轮行动计划的编写，应对其进行全面评
估和总结，结合当前的形势，综合考虑
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的职责，在吸收原
行动计划优点的基础上，使目标更明
确、针对性更强，并体现地方的职责。

国家食药监总局抽样检测冬虫夏草，样品砷超标

长期食用存在较高健康风险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国家食

药监总局近日组织开展了对冬虫夏
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的监测
检验，结果显示，检验样品中砷含量
为 4.4 mg/kg～9.9 mg/kg。

专家表示，冬虫夏草属中药材，不
属于药食两用物质。保健食品国家安
全标准中砷限量值为 1.0 mg/kg，长
期食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
片等产品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
在人体内蓄积，存在较高健康风险。

国家食药监总局提醒消费者，
科学合理选购保健食品，避免听信
虚假夸大宣传和盲目消费，保障食用
安全。

此外，消费者选购保健食品要认
准产品包装上的保健食品标志（小蓝
帽）及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相关产品
信息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网站查询；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名称
及其生产许可证号，可到企业所在地
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网站查询。

山西农村饮水安全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5%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山西省水利

工作会上获悉，省内农村饮水安全状
况得到根本性好转，今年起将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山西 80％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
区，且水资源严重短缺，一些地区农
民特别是山区农民只能靠肩担车拉
的方式解决吃水问题，还有一些地区
农民长期饮用高氟水、苦咸水等。据
2005 年的普查结果，山西省农村饮
水不安全人口达 1092万人，占农村总
人口的50％左右，其中饮用氟砷超标水
350余万人、饮用苦咸水 96万人。

为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山
西省曾连续 10 年将其列为为全省人
民兴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并在 2010
年年底基本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全覆盖。“十二五”期间，山西省着
力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平，又新建和
改扩建农村饮水工程 9685 处，解决
了 523 万农村人口、58.6 万农村师生
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 由“ 十 一 五 ”末 的 75％ 提 高 到
95％，118 个市县水质检测中心全部
建成。

会议认为，当前山西采煤沉陷区
和山区老区群众饮水安全还存在不
稳定问题。为此，从今年起，将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扩大集
中连片供水范围，改造升级已建工程
标准，健全完善维修养护机制，建立

“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与运行管护体系。

晏国政

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消费
者投诉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为进一
步加强乘用车内空气质量控制，环境保
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对《乘用车内空气
质量评价指南》（GB/T27630-2011）进
行了修订，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

修订后仍然仅适用于新生产车辆，

但将由推荐性国家标准变为强制性国
家标准，并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对部
分污染物限值进行了调整。

专家表示，修订后的强制性标准
更 加 严 苛 ，在 车 辆 制 造 过 程 中 消 除
和 减 少 污 染 ，切 断 车 内 空 气 污 染 物
的 来 源 ，能 够 有 效 地 解 决 车 内 空 气
污 染 问 题 ，更 好 地 保 护 驾 乘 人 员 的
健 康 。

推荐性国标修订为强制性国标，苯等主要有害物质限值加严

对于此次标准修订的目的，编制组
表示，主要是为了将推荐性标准修订为
强制性标准，并根据强制性标准的要
求，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同时对部分
限值进行调整。另一个重要工作是研
究在标准中增加多环芳烃限值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

车 内 空 气 污 染 物 的 成 分 较 为 复
杂 ，且 车 内 空 间 狭 小 、密 闭 性 好 ，其
空 气 污 染 会 对 驾 乘 人 员 的 健 康 产 生
重 大 影 响 。 有 关 机 构 检 测 和 研 究 表
明 ，车 内 空 气 中 存 在 的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有 几 百 种 之 多 ，包 括 烃 类 、醛 类 、
酮 类 物 质 等 ，其 中 ，苯 、甲 苯 、二 甲
苯 、乙 苯 、苯 乙 烯 、甲 醛 、乙 醛 、丙 烯
醛 等 物 质 对 人 体 的 危 害 较 为 严 重 ，
新 标 准 对 这 些 有 害 物 质 都 给 出 了 明
确 限 值 ，部 分 有 害 物 质 限 值 较 原 标
准更为严苛。

苯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
的人类致癌物质，是标准确定的 8 种污
染物中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物质，因
此也是应该进行最严格控制的有害物
质。WHO 对环境空气中苯的建议是
越低越好。此次修订将苯的限值由原来
0.11 mg/m3 大幅度加严为 0.06 mg/m3，
以便更有效地保护驾乘人员的健康。

记者注意到，此次修订中将甲苯的
限 值 调 整 为 1.00 mg/m3，较 原 标 准 加
严 10%；而二甲苯和乙苯的限值都调整
为 1.00 mg/m3，均降低到原来的 2/3。

另外，根据典型样车车内空气质量
的测量结果，修订后的标准规定甲醛、
苯乙烯和丙烯醛 3 项污染物的限值维
持不变。

记者发现，在此次修订中，乙醛限
值是唯一放宽了要求的项目，由原标准
0.05 mg/m3 调 整 为 0.20 mg/m3。 这 是
为什么呢？

据编制组介绍，为了确定乙醛的安
全接触浓度，课题组查阅了大量有关乙
醛研究的国外相关权威文献。

国内外专家认为，车内空气中乙醛
浓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主流汽
车企业在内饰材料、黏结剂、密封材料
的选择上对重 点 控 制 物 质 ，如 苯 、甲
醛 、乙 醛 、甲 苯 、二 甲 苯等进行严格限
制，已取得了良好的控制效果，但对乙
醛的控制效果不佳，并且车内空气中乙
醛浓度随时间呈随机变化，批量生产汽
车的乙醛测量结果也表现出时间上的
不确定性。

分析表明，虽然从内饰、黏结剂和
密封件上对乙醛进行了严格控制，但乙
醛在车内可再次生成，而影响乙醛生成
的原因很多，例如乙醇的氧化等。

根据上述分析及国际上关于乙醛
的安全限值研究结果，此次修订将乙醛
限值调整为 0.20 mg/m3，低于国际上广
泛认可的 0.30 mg/m3 的对人类无害的
安全阈值。

另外，据介绍，为进一步论证车内
空气中增加多环芳烃（PAHs）和总挥
发性有机物（TVOC）限值的可行性，
2015 年 3 月，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
专门组织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形成的意
见和建议是：鉴于 PAHs 来源、物理性
质和测量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不列入本
标准；TVOC 与健康关系不明确，应进
一步开展研究。

原标准约束性不够，随着汽车工业水平大幅提高，需要修订调整

我国汽车工业和汽车消费近年来
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趋势。公安部交
管局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年
底 ，全 国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达 2.79 亿 辆 ；
2015 年，小型载客汽车达 1.36 亿辆，其
中，以个人名义登记的小型载客汽车

（私家车）达到 1.24 亿辆，占小型载客汽
车的 91.53%。全国平均每百户家庭拥
有 31辆私家车。

除了家庭和工作场所，车辆成为人
类主要滞留的场所之一。2014 年出版
的《中国人群暴露手册》（成人卷）显示，
普通驾乘人员在所有交通工具中，暴露
时间最长的是小轿车，全国平均暴露时
间为 40 分钟/天，其中北京、天津、广东
等 地 驾 乘 人 员 的 平 均 暴 露 时 间 高 达
60 分钟/天。中国人均小轿车累计使
用时间为 71 分钟/天，但交通拥堵使得
驾乘人员在车内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为满足消费者对汽车舒
适性的要求，生产企业不断改进内饰结
构设计，使用更多的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尤其是非金属材料和黏合剂的大
量应用，导致车内污染物积聚，危害人
体健康。

对于车内环境，由于缺少相关管控
标准和法律依据，导致车内空气质量问
题日益突出。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
断 提 高 ，车 内 环 境 问 题 近 年 来 备 受
关注。

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汽车产品缺

陷信息投诉情况表明，除变速器、安全
气囊、轮胎等质量问题外，车内异味已经
成为车主投诉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

2011 年，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检
总局联合发布了《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
价指南》（GB/T 27630-2011），于 2012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指南根据车
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种类、来源和
车辆主要内饰材料本身挥发特性，确定
了 8 种主要控制物质，即车内空气中
的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
醛、乙醛及丙烯醛，并规定了浓度要求。

根据实车实测结果，标准对改善车
内空气质量起到了明显效果。但同时，
标准也存在一些不足。

如《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为推荐标准，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约束不
够；《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和醛酮类物质
采样测定方法》要求受检车辆放置在恒
温、恒湿、静风、洁净空气环境中，并完
全处于静止状态，这与车辆实际使用时
的状态不一致，很难完全反映出车辆在
行驶状态下的车内空气质量状况。

另外，考虑到原标准实施时的工业
水平，有一些车内污染物限值设定较宽
泛 ，与 国 际 上 同 类 物 质 的 限 值 相 比
偏高。

鉴于上述情况，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建议立项，将原推荐性标准修订为强制性
标 准 ，并 增 加 相 关 强 制 性 标 准 要 求
内容。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强制标乘用车内空气质量强制标准拟出台准拟出台，，将将优先保护驾乘人员优先保护驾乘人员健康健康

八种主要有害八种主要有害物质将被严控物质将被严控

控制物质

苯

甲醛

甲苯

二甲苯

乙苯

苯乙烯

乙醛

丙烯醛

原限值（mg/m3）

0.11

0.10

1.10

1.50

1.50

0.26

0.05

0.05

修改后限值（mg/m3）

0.06

0.10

1.00

1.00

1.00

0.26

0.20

0.05

参考依据

原标准加严

参考 WHO，维持原标准不变

原标准加严

原标准加严

原标准加严

维持原标准不变

参考国际标准确定

维持原标准不变

车内空气质量污染物限值修订前后比较

据编制组介绍，经过多次专家
讨论，确定了制定车内空气控制物
质的 3 条基本原则：能够在车内空
气中检测到；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
尤其应严格控制致癌性物质；确认
是由车辆内饰件挥发出来的物质。

基于大量车内空气的实验研究结
果和对内饰零部件的分析结果，最后
决定本标准控制项目维持《乘用车内空
气质量评价指南》（GB/T27630-2011）
规定的 8 种物质，即苯、甲苯、二甲
苯、苯乙烯、乙苯、甲醛、乙醛和丙烯

醛，并根据标准实施情况和各种物
质的健康危害对限值进行调整。

据了解，世界车辆规章协调论
坛于 2015年成立了全球车内空气法
规工作组，致力制定全球统一的车内
空气质量标准，工作组分别于 2015
年 6 月、2015年 11 月、2016 年 1 月召
开了 3 次 工 作 会 议 ，来 自 欧 洲 、北
美、日本、韩国的专家共同确定了将
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乙苯、甲
醛、乙醛和丙烯醛作为车内空气控
制物质，这与我国国家标准一致。

编制组经多次研究和讨论，确
定了污染物浓度限值的制定原则：

标准限值应首先保护车内驾乘
人员的健康；

标准限值应参考国内相关标
准，与国内外相关空气质量标准限
值相协调；

综合考虑车辆的使用情况及乘

客在车内环境的暴露时间；
标准应考虑汽车工业现状，有

利于促进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在优先保

护人类健康的前提下，结合汽车企
业以及标准编制工作组获得的整
车 实 测 数 据 ，制 定 了 车内空气质
量污染物限值。

车内空气质量问题成因比较简
单，主要是汽车内饰材料释放的有
害物质。

据编制组介绍，虽然车内空气
污染程度可能会随着车体材料中有
害物质的 不 断 释 放 而 有 所 减 轻 ，
但 是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车 辆 从 制 造
完成到交付用户使用的间隔只有
几 天 到 几 周 时 间 ，加 上车辆在库
存和运输过程中，乘员舱都处于密
闭状态，往往用户开始使用新车的
时候，也是车内空气污染最为严重
的时期。

检测显示，车内空气污染状况
与车辆制造工艺和零部件种类有直
接关系，影响较大的有汽车仪表板
总成、车门内饰板、地毯、顶棚、汽车
线束、座椅总成等。

车内空气污染问题由车辆制造
产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进汽
车、零部件、原材料等的生产工艺，
使用更加绿色环保的内饰材料。

车内空气污染的“祸根”一般是
在车辆生产过程中种下的，在汽车
使用过程中已经很难消除，而且消
费者一般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和技术能力，汽车生产企业应对新
车车内污染治理承担第一责任。因
此，修订后的标准适用对象是新生
产的、出厂销售状态的新车，汽车生
产企业是新车车内空气质量保障的
责任主体。

专家表示，汽车生产企业可通
过技术进步和生产工艺变革，兼顾
经济可行性，不断提高原材料的质
量，降低其有害物质含量。

◆本报记者李军 增加信息公开和环
保一致性检查的相关
内容

增加环保一
致性检查下线
时间的规定

部分污染
物限值进行
了修订

由推荐性标
准修订为强制
性标准

修订的主要内容

▲
▲

▲

▲

有此一说

打包盒会让人长胖？
德国研究人员称，塑料制品中的邻苯二甲酸盐会增肥

在外面就餐吃不完时往往要拿
个塑料袋或塑料盒打包，但近日有研
究人员警示公众要小心，塑料制品中
的邻苯二甲酸盐会增肥。

德国亥姆霍茨环境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员发现，邻苯二甲酸盐进入人
体后会干扰新陈代谢，扰乱激素分
泌，使人容易长胖。

邻苯二甲酸盐主要用于聚氯乙
烯材料，使聚氯乙烯由硬塑料变得

有 弹 性 ，不 易 破 裂 ，起 到 增 塑 剂 的
作用。

研究人员在《科学公共图书馆·
综合》发表的论文中写道，小鼠实验
显示，饮用含邻苯二甲酸盐水的小鼠
体重增长异常，尤其是雌鼠，显示邻
苯二甲酸盐影响激素平衡。小鼠血
液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水平升高，葡萄
糖代谢紊乱，血液受体构成也发生了
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新陈代谢。

发达国家相关标准研究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很多
国家开始关注车内空气质量问题，并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使 车 内 空 气 质 量
的 检 测 规 范 化 ，国 际 上 主 要 针 对 车
内 可 挥 发 性 有 机 物（VOCs）进 行 研
究和控制。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因汽车
零部件和内饰材料引起的车内空气质
量问题，主要通过对配套零部件的管理
来解决。

自 2000 年以来，汽车工业较发达
国家陆续开始起草和实施车内空气质
量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如俄罗斯的《车
辆 车 内 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标 准 及 方 法

（P51206-98 号）》、日本 JAMA2005 年
自主行动计划《小轿车车内空气污染治
理指南》、韩国的《新规制作汽车的车内
空气质量管理标准》及 德国的《德国汽
车车内环境标准》等。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我国南方大部地区近日出现剧烈降温。专家提醒，
倒春寒天气让春季多发传染病的特点和低气温下易致的感冒碰到一起，除了
要注意保暖，还可多吃大蒜、洋葱、芹菜等食物，对预防感冒、春季多发的呼吸
道感染、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有益处。图为寒潮袭击杭州，游客裹紧冬装在西
湖边游玩。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为何仅适用于新生产车辆？

专家解读三：

污染物排放限值是怎么确定的？

专家解读二：

污染物控制项目如何筛选？

专家解读一：

■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