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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江苏省水体和饮用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水文地质和土壤环境问题、沿海环境质量、生活和居住环境质量、社

会环境和生活习惯、个人行为等特定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阐述,并对恶性肿瘤现状和流行特征及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行了

分析,提出环境保护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一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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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 he paper state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wate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problems on geology and soil,

seashore, living area and living habit in Jiangsu prov ince and analyzed the situation and epidemic trend of cancer and the relation-

ship of cancer w ith env ironment. The paper indicated that envir onmental preven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irst grade epidemic pre-

vention of canc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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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问题

111  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
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提出实质上反映了地球自

然系统面临着人口、污染等问题, 地球环境对污染

物的/运载能力0和/有效容量0全面负担过重。尤
其是第三世界国家, 由于人口急剧增长, 工农业生

产迅猛发展,资源使用不当,污染物大量排向环境,

治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使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人

群健康受到威胁。1997年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

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缺乏解决环境问题所需

的经费和政治意愿, 全球环境继续恶化, 温室效应

和全球性环境变暖、厄尔尼诺现象、氟里昂和平流

层中臭氧层消耗、紫外线增加、酸雨面扩大、水资源

危机、汽车尾气等已成为影响全球环境与人们健康

的焦点。中国环境状况也不容乐观, 1997年 6月 5

日发布的5199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6中指出:

1996年, 中国以城市为中心和以乡镇企业为重点

的环境污染仍在发展,并正向农村蔓延, 生态破坏

的范围仍在扩大。

112  江苏省目前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

11211  水体和饮用水源污染严重
江苏省虽然江河湖泊众多, 水网密布, 但目前

已成为水质性缺水地区。从 80年代开始淮河已逐

渐变成上游三省市众多排污企业的排污河。1994

年罕见的淮河大污染使江苏省淮北地区饮用水源

遭到严重的污染,污染的程度已造成对环境和健康

不可逆转的影响。太湖和洪泽湖水质已是重度富

营养化(太湖正在治理中, 1999 年 7 月后已有好

转) ,加上农药、化肥、水产养殖饲料的污染,当地乡

镇化工、印染、电镀等污染大户的污水未经处理直

接排入水源水体, 使该区域城乡饮用水源普遍恶

化, 大型地表水源水厂接连不断更换水源取水

口
[ 1]

,仍不能保证供水符合国家标准。农村用水

难选到较好的地表水源。目前水源污染物成分极

其复杂, 全世界已在地表水中检出 2 221种有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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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 2]。江苏省非长江水源的地表水源水有机物

污染严重,因传统制水工艺、设备净水能力所限,导

致加氯消毒后集中式供水 Ames试验基因突变阳

性,近年来饮用水源和饮用促癌剂微囊藻毒素已引

起关注[ 3~ 6]。江苏省目前主要饮用水源太湖水和

农村分散式给水的沟塘水,以及部分水厂出厂水均

检出促癌剂微囊藻毒素
[ 7]
。

11212  空气污染的新形势

70年代~ 90年代初江苏省城市大气污染以煤

烟型污染为主, 90年代以来随着燃料结构变化和

燃煤污染工业大户迁到城外, 大气煤烟型污染趋

缓。城市经济发展和公路的建设, 改善了城市交通

状况,但汽车急增、交通仍有不畅, 汽车尾气污染日

益严重, 尽管目前采用无铅汽油, 可是 NOx、TSP

和 B( a) P 各种多环烃类等有机污染物浓度在增

高[ 8] ,局部化工、冶炼和电厂等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

仍未解决,使光化学烟雾发生的概率在提高。如某

铅冶炼厂造成周围居民区空气铅达 18132 Lg/ m3
~

57128 Lg/ m3, 远远高于国家标准5大气中铅及其无

机化合物卫生标准6( GB 7355-87)规定的日平均最

高浓度 01001 5 mg/ m
3
。

江苏省室内空气污染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室内建筑、装饰所用的新型材料(包括天然大理石、

水泥制品、胶合板、绝缘材料、地板砖、地板革、地

毯、粘合剂、地板蜡、油漆、涂料、壁纸壁布、家具等)

会释放出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简称 VOCs, 包括

醛类、醚类、酯类、芳香烃类、烷烃类等)、挥发性无

机物(氟)及放射性物质(
222

Rn等)。虽然在媒体上

常有迁入新装修的住宅后引起哮喘等其他急慢性

中毒性疾病的报道, 但具体的调研资料还没有。而

北京地区室内这种新型污染每年导致 10万人慢性

中毒,而且是城市肺癌增加的重要因素。江苏省检

测结果表明某些办公室搬入新家具后甲醛浓度达

310 mg/ L ,是公共场所卫生标准的 25倍。一新装修

住宅入住 9个月后开窗时甲醛浓度为 0110 mg/ L~

0112 mg/ L , 关窗时达 0118 mg / L ; 另一新装修住

宅入住 8个月后关窗打开家具、柜橱时甲醛浓度为

0133 mg/ L,不仅高于我国/ 居住区大气有害物质

的最高容许浓度0( T J 36-79)中规定的甲醛最高容

许浓度( 0105 mg/ L ) ,而且高于公共场所卫生标准

( 0112 mg / L)。

家用化学品、杀虫剂等的使用以及室内烹调油

烟都会造成室内空气污染[ 9]。据厉曙光等人的研

究结果, 江苏省某地区饮食业现场油烟中均含有苯

并[ a]芘,二苯[ a、h]蒽、苯并[ a]蒽、二苯并[ a、b]蒽

和苯并[ e]芘等 5种对人体有害的多环芳烃。

11213  水文地质和土壤环境问题增多

土壤环境中的重金属、农药、化肥和微生物污

染,在江苏省还没有这方面基线研究,但局部地区

如铅冶炼厂周围通过大气、废渣等已造成居民区严

重的土壤铅污染,其含量土壤表层为 74113 mg/ kg

~ 3 301139 mg/ kg, 为对照区的 2159 ~ 115147
倍

[ 10]
。城市垃圾的填埋,也给土壤带来新的污染,

有的甚至已污染地下水。近年来随着地表水源的

污染,饮用水源越来越多地选择地下水。地下水由

于受地质环境化学成分的影响所含有的一些有益

微量元素是健康保护因子, 但是含有的放射性物

质, 如40K、3H、14C 和227氡和226镭等与人类癌症有

密切的关系[ 11~ 13]。目前已发现江苏省部分地区

地下水中非离子氨、总砷和226镭等超标。江苏省

农村改水已把地下水作为首选水源,而这一水源的

潜在环境致癌问题亟待研究。

11214  沿海环境质量下降

据 1978 年~ 1980年全国沿海水域污染对人

体健康影响调查结果, 江苏省 1 000 km 海岸和沿

海水域污染明显, 渔民恶性肿瘤高于对照点农民,

且至今其沿海水域环境污染(生物、油类和放射性)

正在加重, 尤其是海藻中产生 okaidic acid 为已知

和巴豆酯可比拟的强促癌剂,其在海产食品中的转

归与富集及对健康影响尚待研究[ 14]。

11215  生活和居住环境质量局部恶化
江苏省人口密度高达 697人/ km2。90年代以

来城市化速度加快,加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

市,使城市人口密度更高, 脆弱的城市卫生设施难

以承受, 而这些流动人口的生活和工作均处在恶劣

的环境下。

11216  食品污染不容忽视

农业生产与气候气象密切相关。目前灾害性

气候频发, 导致粮食在收割过程中霉变量剧增, 而

霉变后的粮食黄曲霉毒素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 DON)含量较高[ 15] ,然而部分农民仍在食用。

11217  物理因素和自然环境问题应引起关注
自然环境中地形、地质、景观等地理因素和异

常的气候气象因素(降雨、日照、紫外线等)均已对

人类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物理因素包括热、光

线、放射线等也与人类癌症有关。现已公认, 电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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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如 X射线、镭、氡等放射性元素无论是体内还

是体外照射,都有致癌的可能性。体外长期接触放

射线, 可发生皮肤癌、白血病、肉瘤或骨肉瘤, 长期

吸入放射性粉尘可诱发肺癌。

11218  社会环境和生活习惯、个人行为等特定的

环境问题较突出

江苏省经济发展不平衡, 苏北正在脱贫,奔小

康,而苏中、苏南已向现代化迈进。此外,江苏省人

口老龄化、居住城市化和居民饮食习惯(如热烫食

物、腌腊食品等)、个人行为(如吸烟和被动吸烟)的

环境以及社会医疗救助和初级卫生保健条件等直

接与健康,尤其是与恶性肿瘤死亡率密切相关。

2  恶性肿瘤
211  恶性肿瘤成为人类的第一死因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及各项社会副业的迅速

发展, 使得曾经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

病、疟疾、丝虫病、麻风病和各种急性传染病(除肠

道传染病、新的传染病 AIDS、死灰复燃的性病和

T B外)得到有效控制和基本消灭。疾病谱发生改

变,由传染病、寄生虫病和营养性疾病为主转变为

慢性非传染病为主。如果说防治传染病是/第一次

卫生革命0, 那么向慢性病宣战就是/ 第二次卫生

革命0。

慢性病的严峻形势引起国际机构和世界各国

的高度重视, 1997年WHO 报告指出, 1996年全球

5 200多万死亡病人中, 慢性病为 3 500 多万, 占

67121%, 而癌症为 600万,占 11154%。中国 1997

年统计,恶性肿瘤死亡率高居全国死因第一位,据

计算每年新增肿瘤病人 160万[ 16]。

212  江苏省恶性肿瘤现状和流行特性

江苏省是肿瘤高发的省份之一,癌症发生率十

分严重。自 70年代以来,该省癌症死亡率一直位

于全国第一位,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50% ,癌症死亡

占总死因的比例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156个百分
点。据 90年代初 1/ 10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在全国

癌症死亡率最高的前 30个县中,江苏省占了 9个。

目前, 恶性肿瘤已成为江苏省居民的首位死亡原

因,癌症死亡占同期总死因的 2515% ,远远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 1115% [ 16]。江苏省每年死于癌症的

人数已超过 12万人, 平均每四分半钟就有 1 人死

于癌症。江苏省人口约占全国的 1/ 20, 但因癌症

而死亡的人数却占全国癌症死亡人数的 1/ 10。恶

性肿瘤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初步研究发现,江苏省的恶性肿瘤流行有以下

特点: ¹恶性肿瘤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从 70

年代以来,江苏省恶性肿瘤死亡率始终位居全死因

的第一位。90年代, 癌症死亡率又比 70年代增加

了约 30%, 同时癌症占全死因的构成也比 70年代

增加了约 7个百分点。º 农村死亡率高于城市。
农村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是城市的 1123倍, 女性

是城市的 1126倍。 »对青壮年威胁最大。恶性肿

瘤是青壮年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占 15~ 64岁年龄

段全死因的 39155% ,即在青壮年中,平均每死亡 5

人就有 2人是死于恶性肿瘤。¼以消化系统肿瘤

为主。死亡率最高的前 5位恶性肿瘤依次为肝癌、

胃癌、食道癌、肺癌、大肠癌,这 5种肿瘤合计占全

部恶性肿瘤的 81185%。其中尤以肝癌、胃癌、食
道癌为甚,这 3种肿瘤占全死因的 1519% ,占癌症

死亡率构成的 62165%。由此可见, 恶性肿瘤已成

为严重威胁该省居民生命健康的公共首要问题。

由于恶性肿瘤预后差,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沉重的社

会负担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影响。在期望寿命和期

望健康 ) ) ) 后者更为重要的今天,控制肿瘤的发生

已刻不容缓。

213  江苏省恶性肿瘤与环境因素

据江苏省 9个肿瘤高发县的初步研究发现, 恶

性肿瘤与某些环境因素有重要相关性。虽然研究

还不够全面, 但对肿瘤预防和控制极为重要。如某

县恶性肿瘤与饮用沟塘水密切相关,而且在这些沟

塘水中已检出高浓度的促癌剂微囊藻毒素,其中的

硅藻毒素也正在研究中。另一个县的恶性肿瘤高

发与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当地居民喜欢大量食用

腌菜等。

比较典型的是一个四面环江的地区,该地区为

江苏省恶性肿瘤的 9个高发县之一,通过对该地区

环境状况的全面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高发恶性肿

瘤的环境因素是:

¹近似封闭式的内河水系, 水流滞缓, 饮水污

染严重。由于抗洪防洪的需要,该地区水系近似封

闭, 当地居民长期饮用村前屋后不流通的河、塘、沟

水,水质有机污染严重, 属 Ô级水, 三氮检出率极

高。经等级相关分析,水体中硝酸盐氮含量与食道

癌正相关。如 1974年饮自来水的某镇与邻近某乡

(绝大部分居民饮用河、塘水)相比,前者 1982年~

1984年消化道癌的(肝癌、胃癌、食道癌)死亡率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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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40/ 105、146171/ 105、108188/ 105)低于后者的死
亡率( 255126/ 105、222171/ 105、285118/ 105)。

º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土壤中氮素含量丰
富,过量使用氮肥增加了氮素对环境的污染, 该地

区土壤、农作物、咸菜中硝酸盐氮含量较高,且土壤

中有机质含量与胃癌有统计学相关。

»膳食结构与不良的生活习惯增加了该地区
恶性肿瘤高发的危险性。经估算该地区居民硝酸

盐每人每日摄入量高达 2 51211 mg,超过WHO规

定的 250 mg 的基准。当地居民有爱吃菜粥、焖粥

和隔宿粥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增加了硝酸盐的摄

入量, 而且破坏了蔬菜中的维生素 C。此外居民

主食中二甲基亚硝胺检出率为77% , 明显高于对

照区。

¼该地区土壤中富含锌与铜等金属元素,而钼

偏低。

当然该地区其他因素如饮用水有机污染,藻类

污染以及有关毒素毒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每个地区恶性肿瘤高发可能是多种

环境因素的结果, 但消化道癌症的高发生率, 与饮

用水的关系最为密切。

3  环境保护与恶性肿瘤的一级预防

针对江苏省恶性肿瘤的流行现状, 各级政府和

卫生行政部门都高度重视,并就开展肿瘤防治工作

作出安排。1998年 8月 19日和 12月 18 日, 张连

珍副省长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肿瘤防治工作,并作出

重要指示。卫生、环保、教育、财政、计划等部门都

相应就肿瘤防治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全省 9个肿

瘤高发生县(市)正在抓紧落实专家论证过的肿瘤防

治规划,全省肿瘤低发生县(市)也正在调研之中,有

关的科研和防治工作都纳入了近期工作计划。

在环境与健康的科研工作中, 江苏省应把环境

与肿瘤关系作为首选内容,因为不同的肿瘤在不同

地区、不同时间、不同人群其流行特征和病因各不

相同。在上述环境因素中找出与肝癌、胃癌、食管

癌、肺癌、白血病等恶性肿瘤有病因学关联的环境

致病因子, 总结美国和其他国家癌症防治的教

训
[ 17]

,提出有效并切实可行的一级预防对策
[ 18]

,

有针对性的搞好环境保护,从恶性肿瘤的一级预防

高度来全面解决环境问题,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环

境保护是恶性肿瘤最重要的一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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