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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呼吸》

内容概要

《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是由绿色和平委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
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开展的研究，研究团队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典型城市，对PM2.5
对中国城市居民造成的公众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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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 PM2.5的健康效应 由于PM2.5的粒径很小，它与PM10或直径更大的颗粒物比较
，有更大的比表面积，这为一些化学物质细菌、病毒提供了载体。PM2.5由于不能被鼻孔、喉咙所阻
挡，能通过呼吸系统被直接吸入，沉积到肺泡，甚至可通过肺直接吸收而到达体内其他器官。如果长
期吸入PM2.5的污染空气，会导致人体呼吸系统和其他器官系统和组织结构的损害。 Pope等对美国癌
症协会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分析表明，在1982—1998年，PM2.5每增加10μg／m3，全死因死亡率、心
肺疾病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分别升高4％、6％和8％；生活在污染严重的城市，患肺癌的风险比清洁城
市高10％～15％。美国大波士顿地区、芬兰赫尔辛基和中国北京的研究表明，PM2.5对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急诊和死亡率也有显著影响，可使心肌缺血而导致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血管系统的动脉粥样硬
化、心律失常和缺血性疾病。 肺部损害 PM2.5进入机体主要通过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对肺部造成损害
。一方面，PM2.5进入肺内后，作为肺部防御的一道重要屏障，肺泡巨噬细胞将整个颗粒物吞噬，在
颗粒物的刺激下肺泡巨噬细胞释放出一系列细胞因子和前炎症因子，而前炎症因子又进一步刺激肺上
皮细胞、成纤维母细胞、内皮细胞等，使其分泌粘附因子及细胞因子，这些粘附因子及细胞因子使各
种炎症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单核细胞、多形核白细胞等）聚集，从而导致炎症发生。另
一方面，颗粒物表面吸附的有机物，能够诱发细胞氧化应激损害，导致脂质、遗传物质和蛋白质的损
伤，其致毒的机理与有机物进入生理环境后产生的自由基有关。时宗波等对城市大气可吸入颗粒物对
质粒DNA的氧化性损伤研究表明：北京市PM2.5较PM10对DNA的氧化损伤能力更强，PM2.5的生物活
性更大，这是由于粗颗粒物主要由矿物组成，表面携带的活性氧含量低。 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PM2.5
也可以通过多个途径影响心血管系统的正常功能。第一，细颗粒可以引起肺部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继而引发全身性炎症反应，大量炎症因子可造成内皮损伤、血液动力学改变等心血管系统损伤。第
二，细颗粒可直接通过刺激肺部神经反射破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使自主神经系统对心脏功能
的调控出现紊乱。第三，细颗粒的一些可溶性成分以及超细颗粒也可能穿过肺泡上皮细胞进入血循环
而对心脏产生直接作用。第四，PM2.5进入血液，作用于心脏。PM2.5对心脏频率的影响，可能不仅由
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紊乱引起，也可能有细颗粒对心脏本身的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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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在对比分析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
的可得PM2.5相关公众健康数据和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PM2.5与公众健康的暴露反应关系模型。
报告计算了2010及2012年四个城市中PM2.5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结局变化，并采用支付意愿法对这些公
众健康结局变化进行经济评估。报告结论显示PM2.5污染已经给城市居民公共健康带来巨大代价，治
理PM2.5污染仍需加大力度，宜早不宜迟。报告也对PM2.5治理改善将会带来的公众健康收益进行了估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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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30208 微博网盘PDF
2、脱胎于绿色和平委托北大环境卫生学系的一项专门调查，是我目前见到的国内研究PM2.5污染问题
最为专业也是最新近才出版的一项研究。虽然从数据上还是有诸多可挑剔之处（国内很多城市
的PM2.5检测还不够完善，数据也没有完全公开发布），但作为关心自身健康，尤其是我这样生活在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们，此书不可不读。此外，绿色和平网页上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调查报告可供
下载，同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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