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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重要的非金属矿物
,

但

在其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石棉粉尘污染环境
、

危害人

休健康 因此
,

自 , 年以来石棉污染间题得到世

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 年起美国环保局等部门

公布了若干法规 如职业防护与保健规范等
,

严禁

石棉的多种用途 美国环保局甚至在  年 、 月

又提出
,

要在美国立即禁止使用五种石棉纤维制品

并将在今后十年内逐步停止开采
、

进口和使用石棉

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颁布了有关的法规
,

对石棉的

使用加以限制 如法国 , 年 ,
·

一, 怜 法令禁

止在生活区内喷涂石棉基的装饰 联邦德国
、

西班

牙 年规定禁止喷涂石棉
,

丹麦 , 年起实施

劳动部
。

·

规范禁止各种含石棉材料的 造
、

输人及使用 个别制品除外 挪威
、

瑞典 飞吟 年禁

止使用和加工石棉及其制品 除个别例外 如前所

述
,

由于一些主要的石棉生产和消费国对石棉的禁

止或限制
,

石棉污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世界

石棉工业
,

影响了石棉的生产
、

贸易和消费 从七十

年代后期开始美国
、

欧洲及日本的石棉消费量明显

下降
,

主要石棉生产国加拿大
、

南非
、

美国等石棉大

幅度减产 为此
,

近几年世界各国都加紧对石棉污

染间题的研究
,

目前国内外对石棉危禹的基本认识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经临床医学和解剖学研究证实
,

石棉的确可

以诱发癌症 与石棉有关的主要疾病有石棉肺
、

间

皮瘤
、

肺癌
、

支气管癌
、

胸膜增厚
、

胃癌
、

喉癌及结肠

癌等

石棉病是由于人们吸入石棉纤维造成的
,

大

多数病例是在采矿工人和选矿工人中发现的 在与

石棉有关的作业环境中
,

当石棉粉尘浓度控制在

根纤维
。

妒 以下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

持续在此空气环境下工作的石棉工人
,

石棉对其健

康的危害性与每周吸两支烟的危害性根等
。

不是所有吸入的石棉纤维都能留存体内成为

致癌因子
,

人体吸入的纤维中约有 一 可以 通

过咳嗽和吞食消化的方式消除 但是吸烟和空气污

物的存在等会降低机体徘除纤维和粉尘的功能 因

此石棉工人吸烟会加速肺癌发病

斗 医学证实
,

并非所有的石棉矿物都有同等的

危害
,

临时或偶然接触到应用最广泛的温石棉对健

康并不构成威胁 而铁石棉和蓝石棉的危害 性 较

大
,

蓝石棉的致癌发病率最高 另外
,

直径小于 生 ,

微米或 , 微米
,

长度大于 一 微米的石棉纤维

才具有致癌危险

石棉致癌机制主要是纤维机械致癌效应
,

而

并不在于矿物本身 世界上有很多有害物质未被禁

用
,

而石棉却有许多用途被禁止
,

似乎很不公正 用

作石棉代用品的八种天然或人造纤维也不安全
,

如

硅灰石
、

矿棉及岩棉
、

玻璃纤维和其他人造矿物纤维

也可诱发癌症

‘ 石棉病通常有一个较长 的潜 伏 期 一钧

年
,

而今天诊断的情况反映的是二
、

三十年以前技

术落后的工作条件 过去 ‘ 年来由于在工作

场所安置了粉尘控制设施
,

与石棉有关的疾病发生

率已不断下降 现今生产的石棉制品对公众没有危

害
,

生产已不再造成环境污染
,

如美国加州  石

棉公司有一套严密的医疗观察和监督措施
,

生产石

棉 年从未发现与石棉有关的疾病发生

综上所述
,

石棉病的潜伏期较长
,

且与接触石棉

粉尘浓度及持续时间有关
,

也与不同工业部门及工

作性质有关
,

另外也与人体素质 包括人体清除粉尘

机制的功能
、

其肺及呼吸系统的结构特征
、

个体健康

状况和免疫系统的特性等 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进

步
,

当前较先进的石棉企业凭借着较成熟的技术和

经验
,

采用新技术
、

新工艺和新设备可以改进工作条

件
,

如加拿大的湿法选矿
、

美国改进的加工工艺使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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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通过磷化作用而使毒性降低
,

许多专用设备能

极有效地防止石棉纤维外逸 据瑞士专利文献所报

道
,

在石棉从设备逸出过程中喷一种粘合剂溶液可

防止石棉扩散 另外改进石棉在制品中的紧 固 效

果
,

一些脆性石棉制品已经停止使用
,

取而代之的是

封闭式石棉制品 所有这些都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石

棉纤维和粉尘的污染
,

满足工业卫生和环保法规的

要求
,

保证石棉及其制品的安全生产和应用 许多

国家都在颁布的法规中限制了空气中粉尘的 含 量
,

比利时
、

加拿大
、

芬兰
、

法国
、

印度
、

日本
、

荷兰
、

新加

坡
、

南非
、

西班牙
、

美国等多数国家将温石棉纤维的

标准浓度规定为 根
“

扩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爱尔

兰
、

以 色列
、

意大利
、

新西兰
、

瑞士等规定为 根

。 , ,

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为 。 , 根 如丹麦
、

瑞

典
、

英国
,

蓝石棉一般控制在 。 一。 , 根 砰 以

下或禁用 近年来国际石棉协会通过对 个国家

个企业及近千万名工人进行了现场动态 工人

与静态 部位 的综合考察表明
,

石棉的危害完全可

以控制

另一方面
,

发达国家对石棉代用品的开发和应

用 已有十多年了
,

但在质量的可靠性和综合性能上

不理想
,

或其生产能耗
、

成本
、

价格很高
,

或制造工艺

和技术上较复杂
,

故目前世界上尚未发现能取代石

棉全部用途的较完美的代用品
,

况且一些代用材料

本身也对人体健康有危害 因此石棉代用材料在今

后一
、

二十年内不可能大规模代替石棉
,

石棉仍然是

天赋的价廉质优的无可比拟的天然矿物纤维 随着

对石棉危害的认识程度的提高
、

环保措施的加强
、

石

棉应用领域的扩大
,

今后石棉的生产和销售量都将

逐步增加
,

特别是新近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中的国

家因建设的需要而对石棉 主要是石棉水泥制品 需

求量的不断上升
,

石棉的应用前景仍然是光明而广

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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