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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之下》热度之下的冷思考
			空气污染增加心血管风险证据确凿，吸烟才是肺癌的元凶
      ▲ 本报记者  文韬  许奉彦  王雅萍  

近日，前央视记者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成为最热

门的公众话题。且不论其所引发的诸多赞美和广泛争论，该纪录

片的发布对于警醒政府、社会和公众对我国空气污染严重性的重

视。至此，室外触目可见的雾霾已得到国民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

然而一种同样看得到、广泛存在、亦给人体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的

“霾”却被多数人忽略，即室内烟草燃烧导致的烟霾。调查显示，

我国目前 15 岁以上烟民已达 3.56 亿，被动吸烟者达 7.38 亿。

雾霾与烟霾均含有致癌物，损害人体尤其是呼吸系统的健

康，那么吸烟与雾霾，哪种危害更大？二者存在哪些相互作用？

“吸烟所带来的肺癌死亡

风险的增加远远高于雾霾。”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姜垣

教授告诉记者，吸烟带来的肺

癌 发 病 与 死 亡 风 险 是 雾 霾 的

10~15 倍。 高 PM2.5 暴 露 组 的

吸烟者比低 PM2.5 暴露组肺癌

风险增加的程度要比不吸烟者

高很多（271.78/10 万人 / 年和

216.69/10 万人 / 年）。

该结论来自于 2014 年 4 月

发表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

的一项研究，其为一项大样本、

长期随访研究探讨了吸烟与空

气中细颗粒物（PM2.5）对肺

癌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共纳

入约 120 万人，随访长达 30 多

年， 对 不 同 程 度 PM2.5 暴 露

下的吸烟和非吸烟人群进行了

调 查 研 究。（Am J Epidemiol. 

2014,180:1145）

果然不出所料，该研究再

次证明吸烟是肺癌至关重要的

危险因素，但同时也为空气污

染是肺癌的危险因素提供了有

力证据。研究显示，暴露于低

PM2.5（ ≤ 第 25 百 分 位 数，

平 均 9.15 μg/m3） 的 人 群，

从 未 吸 烟 者 的 肺 癌 死 亡 率 为

13.39/10 万 人 / 年， 而 暴 露 于

高 PM2.5（＞第 75 百分位数，

平均 16.21 μg/m3）的从未吸烟

人群，肺癌死亡率为 17.31/10

万人 / 年，即对从未吸烟的人

群， 雾 霾 增 加 肺 癌 的 死 亡 风

险。但更令人关注的是，暴露

于 低 PM2.5 的 人 群 中， 从 未

吸烟者和现在吸烟者的肺癌死

亡率分别是 13.39/10 万人 / 年

和 230.08/10 万 人 / 年； 暴 露

于高 PM2.5 的人群中，从未吸

烟者和现在吸烟者的肺癌死亡

率分别为 17.31/10 万人 / 年和

289.09/10 万人 / 年。

姜垣教授强调，该研究提

示，空气污染与吸烟对肺癌死

亡率存在联合作用，暴露于高

PM2.5 的吸烟者中 14% 的肺癌

死亡或可归因于这两种因素的

相互作用。“说明生活在高污

染环境中又吸烟的话，风险尤

其大。”

纪 录 片 中 所 提 到，PM2.5 

的 24 h 平均浓度限值的 WHO

标准为 25 μg/m3，美国为 37.5 

μg/m3，欧洲为 50 μg/m3，中国

则为 75 μg/m3。纵然如此，以

北京为例，2014 年空气质量达

标天数比例仅为 47.1%，PM2.5

年均浓度为 85.9 μg/m3，空气

污染形势非常严峻，显然这与

研 究 中 以 平 均 16.21 μg/m3

为界的高 PM2.5 环境不可同

日而语。

事 实 上，2014 年 10 月， 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赵

冬教授等发表于《心脏》杂志的

研究已经得到佐证。研究显示，

空气 PM2.5 浓度与缺血性心脏病

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相关。

该 研 究 在 2010 年 1 月 1 日

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期 间， 与

日 均 PM2.5 浓 度 未 超 出 WHO

空气质量指南目标时的预期冠心

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相比，PM2.5

污 染 额 外 造 成 7703 人 患 病、

1475 人死亡。

研究期间，北京日均 PM2.5

浓 度 为 96.2 μg/m3， 仅 15.3%

的日子中 PM2.5 浓度达标，而

WHO 空气质量指南提出的目标

值为 25 μg/m3。

研究还提示，PM2.5 没有安

全阈值，也不存在饱和效应，即

使轻度升高也可明显增加冠心病

发病和死亡；当 PM2.5 浓度超过

500 μg/m3 时，风险还会升高。

该研究还发现，PM2.5 浓度当天

升高 10 μg/m3 时，冠心病发病

率升高 0.27%，死亡率升高 0.25%。

早在 2010 年 5 月，美国心

脏病学院公布的空气污染和心血

管病科学声明确指出，PM2.5 空

气污染与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存

在明确的因果关系。该声明指出，

仅暴露于 PM2.5 污染空气中数

周，就可导致心血管死亡和非致

死性心肌梗死、心衰、心律失常

和卒中等事件发生；若长期暴露

在污染空气中，心血管死亡风险

更高，寿命也显著缩短。

2011 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阚海东教授的研究也提示，

PM2.5 可能是导致心、肺疾病死

亡 最 重 要 的 污 染 物：PM10~2.5 

平均浓度每增加 10 μg/m3，总死

亡率、心血管死亡率和呼吸道疾

病死亡率分别增加 0.25%、0.25% 

和 0.48%。 然 而， 校 正 PM2.5 

浓度后，上述关系消失，说明

PM2.5 确实是重要致死污染物。

该研究还发现，一氧化碳 2 d 平

均浓度每增加 1 mg/m3、非意外

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分别增加

2.89% 和 4.17%。

另外，早在 2011 年一项美

国 研 究 对 18 万 例 受 试 者 进 行

26 年 随 访 发 现，PM2.5 每 增 加

10 μg/m3， 肺 癌 发 生 风 险 增 加

15%~27%。

方舟子表示，“吸烟的危

害比雾霾严重得多，吸烟在吸

入致癌物的同时也在吸入 PM 

2.5。在北京住一个月不过相

当于多吸了几根烟。烟民真的

不用担心雾霾，当然这不妨碍

你一边吸烟一边高风亮节地呼

吁治理雾霾为我等非烟民谋福

利。不过我更希望有央视辞职

主持人能自费百万调查中国吸

烟危害和控烟不力。“

事实上，控烟和雾霾应得

到政府、社会和公众的高度重

视和刻不容缓的积极、广泛参

与。然而，控烟和防霾、治霾

一样，面临着种种可以预见的

以及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涉

及多方面利益的博弈， 都不

是某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

纪录片中来自美国、英国

的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以及中国现实也让我们意识到

治理空气污染绝非一朝一夕。

为遏制烟草危害，中国于

2003 年签署了 WHO《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于 2006 年正

式生效。然而，中国的香烟产

量却从 2003 年的 17 890 亿单

位增加至 2012 年的 25 160 亿

单位，年增长率约 3%~6%。

姜垣教授介绍，由卫计委

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送审稿）》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公布，北京市委市政

府首次通过这一法令，并将于

2015 年 6 月 1 日 在 北 京 市 正

式起效。

虽然纪录片引发公众各界

的强烈反响，但究竟何日改善

我国控烟与雾霾的尴尬局面？

众多人的看法是“拭目以待”！

吸烟导致肺癌死亡风险远高于雾霾

雾霾增加心血管风险已有国人证据

控烟、防霾
两手都要抓

无疑，柴静的职业

责任与精神令人钦佩，

但所有变革需要有政府

调控和政策支持、公众

积极参与等。积跬步以

至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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