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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B̂A-1

F

#"M3@1A

D

=3<=5

F

9*

?-6@;3A6<6550?0@;3C0E0;<*<2

F

=A35@=0<1<6@0

H

<;BI<

F

9

36<

D

36

D

:=iB032015390<9023@0

!

#

"

"#]0-1A9@3

#

$%%+

#

$+

$

GG

%&

+GL)*+G&%"

$收稿日期&

$%'L*%+*'$

!

修回日期&

$%'L*''*%&

%

!综
!!

述!

!!

5A3

&

'%"G(&(

'

4

"3996"'&!'*+G)+"$%'&"%+"%)%

OM$"L

与肺癌相关关系及防治策略研究"

涂
!

庆'

!王
!

宇'

!黄
!

莉$

#

"

'"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健康领域社会风险预测

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

)%%%'&

$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事处
!

)%%%'&

%

!!

"关键词#

!

OM$"L

$雾霾$肺肿瘤$污染

"中图分类号#

!

U!G)"$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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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卫生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的肺癌人数不断攀升#以每年

')%

万人的速度增长!

'

"

+近
$%

年来#肺癌已经成为人类的常

见癌症之首+众所周知#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是职业暴露和吸

烟+但是#在中国多数大城市#随着吸烟人数的下降和工作环

境的改善#肺癌发生率仍然呈现上升趋势+中国学者渐渐意识

到肺癌与颗粒物污染有关联#并且怀疑雾霾严重程度与肺癌发

生率增长有密切关系+

目前#中国
OM$"L

污染状况堪忧+

$%'G

年#我国对
!)

个

城市进行空气检测#接近
($T

的城市
OM$"L

年均浓度未达到

国家标准+中国卫计委和流行病学专家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目

前正处于肺癌的高发时期#近几年#肺癌发病率持续上升+究

其原因#多数专家认为#肺癌的高发病率与大气污染有密切关

+'''

重庆医学
$%'&

年
G

月第
)L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基金资助项目!$

U%'

%

UW:*7J*%%G

".

$%'G

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G.Q,X'G+

%.

$%'L

年度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L.Q,X'%+

%.

$%'L

年重庆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LK̂ ,%$L

%+

!

作者简介&涂庆$

'(++Y

%#

硕士在读#主要从事医院管理#公共卫生政策分析+

!

#

!

通讯作者#

Z*2<3=

&

=B$%'L

%

936<"@A2

+



系+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许多研究组织

先后证实肺癌与
OM$"L

有关联+例如#由美国癌症协会与美

国大学合作的项目111空气中高细颗粒物暴露与肺癌死亡率

有显著关系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西方主要国

家几十年来关于
OM$"L

与肺癌之间关系的研究#使国内学者

和居民意识到
OM$"L

对健康的危害#促进人们的健康意识+

同时#本研究旨在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防治*人民健康的保障等

方面提供政策依据+

!

!

OM""%

的物化特性

!!

OM$"L

$

H

<1;3@-=<;02<;;01$"L

%是空气中固体和液体的集

合#是指直径小于或等于
$"L

*

2

的悬浮颗粒+该污染物由多

种化学成分组成#包括硫化物*氮化物*氨气*有机物*挥发性金

属*灰尘以及多种过敏原等+根据国家环境部门监测数据显

示#北京等地区的雾霾是由于
OM$"L

浓度过高引起#这引起了

各地居民的高度重视+

OM$"L

污染与其他空气污染不同#

OM$"L

由多种混合物

组成#并且由初级和次级粒子共同组成#而其他污染物则是由

单一污染物组成!

$

"

+初级粒子是人为源和自然源形成.次级粒

子是间接通过核反应*凝聚及参与粒子形成和增长的气态污染

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氨气*挥发性有机物%聚集而成!

G

"

+由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形成的二次硫酸盐和硝酸盐粒子是
OM$"L

的重要组成成分+通过分析二次粒子的化学成分#研究者发现

二次粒子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远远高于初级粒子!

)

"

+

"

!

西方主要国家关于
OM""%

的研究

!!

'(!%

年以后#国外逐渐开展
OM$"L

污染与居民健康状况

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人类的呼吸系统无法过滤

微粒#因此#所有直径小于
$"L

*

2

的灰尘和微粒都能进入肺

泡#进行气体交换+这些
OM$"L

微粒影响人类正常的气体交

换#并且透过肺部进入到人的血液中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

!

美国
!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悬

浮微粒和不良健康状况有密切关系+

'((L

年#美国癌症协会

的研究表明#随着悬浮微粒浓度的增加#每年心肺疾病和肺癌

患者的死亡率也随之增加!

L

"

+两年后#美国环境保护局根据上

述结果将
OM$"L

列为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指标之一!

&

"

+

$%%$

年#美国癌症协会所做的后续研究结果表明#

OM$"L

污染与心肺疾病*肺癌死亡率升高之间有着重要联系+

'(+$

"

'((+

年#美国研究团队对
L%

万美国居民进行队列研究#发现

OM$"L

浓度每升高
'%

*

D

'

2

G

#人群总死亡率*心肺疾病*肺癌

死亡率分别增加
)T

*

&T

和
+T

!

!

"

+美国环境保护局通过对北

加利福尼亚
'%%

个地区的数据采集#发表了一篇关于
OM$"L

浓度与肺癌发生率呈正相关的研究报告$表
'

%

!

+

"

+报告指出

一些含硫的空气污染物与肺癌发生率呈正相关#但是其他气体

的污染并没有这样的联系+

还有研究发现#空气中悬浮颗粒污染患肺癌的风险与吸二

手烟患肺癌的风险相当+该研究结果与近期国内学者发现
%

的吸烟者数量下降#但是癌症发生率仍然持续增长的结论基本

一致+

Q009A6

的研究团队发现#如果长时间暴露于悬浮颗粒污

染的环境下的吸烟者和职业暴露者患肺癌的危险大大增加+

这意味着
OM$"L

的污染会增加已经面临高肺癌风险人群的肺

癌发生率和死亡率+

美国癌症协会围绕肺癌死亡率的相对风险度与
OM$"L'%

*

D

'

2

G 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

'(!(

"

'(+G

年患肺癌的风险增

加
+T

.

'(((

"

$%%%

年患肺癌的风险增加
'GT

.两组数据取平

均值#肺癌发生率增加
')T

+

表
'

!!

北加利福尼亚州
'%%

个地区在
OM$"L

不同

!!!

浓度下的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

项目
OM$"L

!

*

D

'

2

G

'$

*

D

'

2

G

'!

*

D

'

2

G

肺癌发生率$

n

%

%"&& %"!$ %"+%

肺癌死亡率$

n

%

%"L+ %"&% %"&$

!!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对悬浮颗粒引起肺癌的致死做出了评

估#并且评估结果表明人群接触悬浮颗粒的水平与患肺癌的风

险呈正相关+虽然各地区空气污染程度和暴露水平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表示该结果适用于所有地区+当今中

国的
OM$"L

的污染程度与
$%

世纪
!%

年代的英国*美国无显

著差别+因此#

OM$"L

污染对人们健康是有极大影响的+也

就是说#

OM$"L

污染对肺癌发生率的影响问题亟待解决+

在美国#关于
OM$"L

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重

视#国家环境质量检测标准已经将
OM$"L

作为新的污染物+

$%%&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再次降低了
OM$"L

的检测标准!

(

"

+

但是#肺癌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难以获

得准确的数据对此进行明确的说明+也许#目前看到的肺癌发

病状况反映的是过去
'%

年甚至更长时间人们生活环境和生活

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结果+

"""

!

欧洲国家
!

]<I1A;

等!

(

"对
'L

个欧洲国家的环境监测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男性群体中#

OM$"L

与肺癌死亡率有

关+图
'

显示了
'L

个欧洲国家#空气中悬浮物颗粒平均浓度

与标化肺癌患病率的关系!

'%

"

+对于男性群体而言#当吸烟率

和年龄保持不变时#

OM$"L

的浓度高于
L

*

D

'

2

G

#癌症发生率

增加
'!"!T

+同样#该研究结果指出欧洲各国肺癌死亡率在

生态学上存在异质性#不能够完全解释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

及不同吸烟习惯人群在肺癌发生率上的不同+但是#通过生态

学分析发现#肺癌死亡率升高的原因可以通过空气中悬浮颗粒

浓度的增加来解释!

''

"

+这一发现与美国癌症协会所做的研究

惊人的一致+

英国的
V<1139A6

等!

'%

"通过数据队列分析法对人群暴露于

已知化学致癌物对癌症死亡率的影响进行研究+

V<1139A6

团

队发现#虽然现在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但是可以断定致

癌物质是肺癌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肺癌发生率与
OM$"L

浓度有关+并且#该团队还指出#空气中悬浮颗粒能够引起肺

癌的发生#因此#应该将其列为致癌物质+

近期#欧盟对
'!

个欧洲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与肺癌发生

率的关系进行了队列研究+该研究发现#在欧洲#空气中悬浮

颗粒物与肺癌发生率#尤其是腺癌有显著关系+图
$

是美国国

务院对中国主要城市的
OM$"L

浓度检测的报告+北京的

OM$"L

浓度是美国华盛顿的
$%

倍+如此高的
OM$"L

浓度已

经引起国际*国内广泛关注+

#

!

中国研究现状

!!

发展中国家对环境污染问题一直很重视+但是#发展中国

家由于缺少数据支持#所以不能对环境污染状况做到系统的分

析+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稍晚#但近年来
OM$"L

相关研

究成果显著+

国内早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一般环境要素的测定和

寻求某些环境要素与疾病发病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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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中国多数研究数据收集时间短#数据量少#很难得到准确

结果+

图
'

!!

OM$"L

年平均浓度与标化肺癌患病率的关系

图
$

!!

中国和美国
OM$"L

浓度比较

!!

中国专家对于雾霾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一

些学者认为因为缺乏实证研究#想要得到准确的研究结果至少

需要
'%

年的数据支持+因此#北京
OM$"L

的污染是否导致肺

癌发生率增加不能得出准确结论+但是#近期的数据显示#

$%'%

年世界范围有
$$G%%%

人因环境污染死于肺癌#这一现实

堪忧+

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对
OM$"L

进行检测+但是#检测时间

较短#数据短缺#不足以用于
OM$"L

与健康问题关系的研究+

然而#

$%''

年的,中国日报-报道了在吸烟率下降的情况下#北

京肺癌患病率却比过去
'%

年增加了
&%T

+因此#推断环境污

染是癌症发病率增加的罪魁祸首+最近#中国一名女孩因为悬

浮颗粒污染患上肺癌的消息引起了公众的高度重视+

$%'$

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东亚绿色和平组织的

研究表明#在过去几年里#

OM$"L

造成上海*广州*西安和北京

地区的经济损失达
''

亿美元+因此#绿色和平组织强烈呼吁

政府提出限制区域煤炭消费*对现存燃煤厂进行氮氧化物废气

净化装置改装以及关闭低效率的燃煤工厂等政策+,

OM$"L

对中国人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一文中表明#如果将
OM$"L

的水

平降低到
7VP

规定的水平#那么过早死亡率能降到
+'T

#并

且
)

个城市的经济损失能减少
+"&+

亿美元+表
$

显示了不同

国家
OM$"L

的标准比较#对于
OM$"L

的控制#中国还需要做

出巨大努力+

对中国而言#研究者应考虑到欧美国家与亚洲国家在各方

面的差异#包括生态环境*污染物物化特征*遗传因素*人群特

异性等+中国学者应持有科学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解读国外的

研究结果#充分调动积极性加强
OM$"L

的前瞻性研究#为评价

中国大气污染疾病负担和采取必要的对策等问题提供基本的

科学依据+

$

!

OM""%

防治策略

!!

综上所述#人们的健康与
OM$"L

污染的关系显而易见+

但是问题多是都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研究中所采用的基

础数据和模型等差异#所得结果无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

是#仍然具有参考和警示价值+

OM$"L

污染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中国#许多处于工业发展

阶段的国家也同样存在+对于
$%

世纪
(%

年代的美国和欧洲#

OM$"L

主要来源于煤的燃烧*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农业生

产+近期的研究表明#

OM$"L

污染与肺癌的发生存在联系+

如果不及时实施预防措施#那么中国
OM$"L

就会导致肺癌的

发生率增加+

表
$

!!

不同国家与组织
OM$"L

标准值

国家
年平均值

$

*

D

'

2

G

%

$)B

平均值

$

*

D

'

2

G

%

实施日期

美国
'L L $%%&

年
'$

月
'!

日

欧盟
$L

无
$%'%

年
'

月
'

日发布

$%'L

年
'

月全面实施

日本
'L GL $%%(

年
(

月
(

日

中国
GL !L $%'&

年生效

世界卫生组织
'% $L

高度推荐值

$"!

!

区域合作#多方控制
!

全球通用的大气治理政策是政府

间合作的跨区域联合控制+早在
'(!(

年#欧美
G%

多个国家就

签订了跨国大气污染公约$

XA6

D

U<6

D

0J1<69

H

A1;A?:31OA=*

=-;3A6

#

XUJ:O

%#并共同制定远程大气污染输送监测和评估合

作计划$

ZMZO

%+

中国应该依据各地不同的地理和经济条件#进行环境治理

工作+首先#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大气自动监测网络#掌握

OM$"L

污染状况#为防治工作打好基础+其次#建立统一防控

机制和应急方案#预防紧急情况的发生+然后#建立重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对重大项目中与环境相关的环节进行评

估+再则#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使得信息公开化*透明化+

最后#建立大气污染跨界传输评估机制#以及大范围控制*监管

和改善大气污染的思路和机制#有效控制颗粒污染来源#改善

整体环境空气质量+

$""

!

健全法律#加强监督
!

法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只有健

全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才能做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LL

年#经过洛杉矶光化学污染后#美国通过了,空气污染控制法-+

'(L&

年#世界首部,清洁空气法-颁布+

'((%

年#美国环保机构

修正了,清洁空气法案-#在
$%

多个州和加拿大东部实行!

'$

"

+

因此#中国只有通过立法的手段才能更好地控制环境污染

问题+法律应当确立严格的标准对汽车尾气*工业排放和城市

绿化进行监管+与此同时#赋予环保部门执法*处罚的权力+

制订相关的减排标准并督促实施#相信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会

取得显著成效+

$"#

!

开发新能源#清洁生产
!

日本主要通过地方对空气质量

进行检测+监测站有两种类型&道路监测站与一般监测站#通

过监测分析#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

年
L

月#日本出台国

家能源概要#大力开发和普及整体煤炭气化联合发电技术$

>6*

;0

D

1<;05 ,<93?3@<;3A6 SA2E3605 S

F

@=0

#

>,SS

%等 清 洁 煤

技术!

'G

"

+

首先#我国应该进行城市居民传统炉灶取暖的改造#去除

燃煤#以天然气来代替+再则#建立清洁能源科研中心#开发新

型技术+通过优化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节能减排+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改善能源结构#加快发展可

%$''

重庆医学
$%'&

年
G

月第
)L

卷第
+

期



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大幅度提升清洁能源比重+

$"$

!

民众参与#加强宣传
!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

和空气质量越来越重视#但污染的控制问题不能只靠政府和环

保部门#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

')

"

+首先#中国应及时发布环境

监测信息#与此同时提供公众在空气污染环境下如何进行健康

防护指导+工业上注意减少排污+其次#居民应该在可能的情

况下骑自行车或步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拼车+最后#政府应

加大公众宣传力度#发挥公民监督作用.提高公众对
OM$"L

污

染危害的认识#促使公众从日常生活做起#倡导绿色环保#净化

空气#保护环境+

OM$"L

污染问题不容乐观+因此#政府应该竭尽所能控

制大气污染#尤其是
OM$"L

污染.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性顶

层设计并大力开展与
OM$"L

有关疾病的前瞻性研究.提升居

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对环保的参与度#做好环保宣传#营造

出良好的环保氛围+当今中国#治理
OM$"L

已迫在眉睫#为了

给自己以及后代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大家应该行动起来#防

治
OM$"L

从自己做起+

参考文献

!

'

"

JA110X:

#

Q1<

F

W

#

K30

D

0=UX

#

0;<=",=AE<=@<6@019;<;39*

;3@9

#

$%'$

!

#

"

"S:S<6@01#S=36

#

$%'L

#

&L

$

$

%&

+!*'%+"

!

$

"

W-M

#

eB06

D

W":5C<6@09A?9;-5

F

A62A63;A136

D

<650*

C<=-<;3A6A?OM$"L

H

A==-;3A6

!

#

"

"M0;839U05U09

#

$%''

#

G)

$

'

%&

'*&"

!

G

"

.0."K;-5

F

A?50@10<936

D

OM$"L023993A6?1A2;B012<=

H

AI01

H

=<6;

!

#

"

"Z=0@OAI01SA69;

#

$%'$

#

GG

$

''

%&

)(*L$"

!

)

"

#3V

#

eB<AV"K0<9A6<=C<13<;3A6A?36A1

D

<63@@A2

H

A93;3A6

36<2E306;

H

<1;3@-=<;02<;;0136J3<6

4

36A??9BA10<10<<65

3;99A-1@0<6<=

F

939

!

#

"

"SB36< Z6C31A6206;<=K@306@0

#

$%'G

#

G'

$

$

%&

'!!*'+L"

!

L

"

OA

H

0S:

#

JB-6M#"O<1;3@-=<1<31

H

A==-;3A6<9<

H

1053@;A1

A?2A1;<=3;

F

36<

H

1A9

H

0@;3C09;-5

F

A?hK<5-=;9

!

#

"

":2#

U09

H

31S13;S<10M05

#

'((L

$

'L'

%&

&&(*&!)"

!

&

"

OA

H

0S:

#

Q-160;;UJ

#

JB-6M#

#

0;<="X-6

D

@<6@01

#

@<1*

53A

H

-=2A6<1

F

2A1;<=3;

F

#

<65=A6

D

*;0120_

H

A9-10;A?360

H

<1;3@-=<;0<31

H

A==-;3A6

!

#

"

"#:M:

#

$%%$

#

$+!

$

(

%&

''G$*

'')'"

!

!

"

/363dAA1*>2=01XS

#

8<C39#:

#

X-E06J#":60@A=A

D

3@<6<=*

F

939A?SA-6;

F

*X0C0=OM$"L@A6@06;1<;3A69<65=-6

D

@<6@0136@3506@0<652A1;<=3;

F

!

#

"

">6;#Z6C31A6U09O-E*

=3@V0<=;B

#

$%''

#

+

$

&

%&

'+&L*'+!'"

!

+

"

Q009A67X

#

:EE0

F

8Z

#

6̂-;906KW"XA6

D

*;012@A6@06*

;1<;3A69A?<2E306;<31

H

A==-;<6;9<6536@3506;=-6

D

@<6@01

36S<=3?A163<<5-=;9

&

U09-=;9?1A2;B0:VKMP,9;-5

F

!

#

"

"Z6C31A6V0<=;BO019

H

0@;

#

'((+

#

'%&

$

'$

%&

+'G*+$$"

!

(

"

]<I1A;JK

#

]<@d<01;9^"X-6

D

@<6@012A1;<=3;

F

<65?360

H

<1;3@-=<;0<31

H

A==-;3A636Z-1A

H

0

!

#

"

">6;01#S<6@01

#

$%%!

#

'$%

$

+

%&

'+$L*'+$&"

!

'%

"

V<1139A6UM

#

K23;B8"7B<;39109

H

A693E=0?A1;B0@<1@3*

6A

D

063@3;

F

A?OM$"L

0 !

#

"

"P@@-

H

Z6C31A6M05

#

$%%)

#

&'

$

'%

%&

!((*+%L"

!

''

"

U<<9@BA-*]30=906P

#

:6501906e#

#

Q00=06U

#

0;<=":31

H

A==-;3A6<65=-6

D

@<6@0136@3506@036'!Z-1A

H

0<6@A*

BA1;9

&

H

1A9

H

0@;3C0<6<=

F

909?1A2;B0Z-1A

H

0<6K;-5

F

A?

SABA1;9?A1:31OA==-;3A6Z??0@;9

$

ZKS:OZ

%!

#

"

"X<6@0;

P6@A=

#

$%'G

#

')

$

(

%&

+'G*+$$"

!

'$

"沈昕一
"

美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杀手锏)!

#

"

"

世界环境#

$%'$

$

'

%&

$)*$L"

!

'G

"王金南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M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G"

!

')

"权鹏碧
"

中国能源发展趋势111煤炭清洁利用!

#

"

"

低碳

世界#

$%'L

$

'

%&

'%'*'%$"

$收稿日期&

$%'L*%+*%'

!

修回日期&

$%'L*'$*'+

%

!综
!!

述!

!!

5A3

&

'%"G(&(

'

4

"3996"'&!'*+G)+"$%'&"%+"%)'

M3@1AU]:*$'

相关靶基因的研究进展"

惠
!

越'综述!张
!

鑫'

!刘国跃'

!戢
!

慧$

!李
!

冲'

!陈
!

淼'

#审校

"

'"

遵义医学院重症医学科
$

病区!贵州遵义
L&G%%%

$

$"

湖南省长沙市第三医院
!

)'%%'L

%

!!

"关键词#

!

23U]:*$'

$靶基因$细胞凋亡$潜在靶点

"中图分类号#

!

fL$$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G)+

"

$%'&

%

%+*''$'*%)

!!

M3@1AU]:

$

23U]:

%是一类新近发现的非编码小分子

U]:

#广泛表达于机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主要通过与相关靶

基因结合在转录后水平负性调控约
&%T

的人类基因!

'

"

+其

中#

23U]:*$'

在心脑血管*肝脏*肺脏*肾脏等多种疾病中异

常表达#明确其所调控的靶基因对阐明
23U]:*$'

的功能及在

各种生命过程和疾病发生机制中的作用非常关键+目前鉴定

靶基因最直接的方法是利用荧光定量
OSU

及
709;016E=A;

方

法分别检测转染或敲低
23U]:

后细胞中
2U]:

水平及蛋白

水平的变化#从而确定
23U]:

与靶基因的对应关系+这种方

法可以大大提高准确率#但最终确定靶基因#还需要鉴定
23U*

]:

的靶位点+本文就目前国内外关于
23U]:*$'

靶基因的

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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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证实的
23U]:*"!

靶基因

!"!

!

OJZ]

!

OJZ]

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磷酸酶活性的

抑癌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

[

$G"G

#全长约
$%%dE

#它是一种具

有磷酸脂酶活性的抑癌基因#其表达产物
OJZ]

蛋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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