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首都食品安全

12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 版式张乔生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环保部：11省126市饮用水源地污染隐患将全部清除

对于美国《科学-转化医学》
杂志发表马兜铃酸与肝癌相关
性的文章，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新闻发言人介绍，虽然马
兜铃酸具有明显肾毒性，但我国
目前无明确证据显示其可致肝
癌。下一步，国家食药监管总局
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对含马兜铃
酸产品进行专项检查。

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根
据流行病学大样本、大数据分
析，我国肝癌患者主要由乙肝
病毒感染引起。是否与马兜铃
酸有直接关系，尚无直接有力
的数据支撑。

据介绍，马兜铃酸具有明

显肾毒性，可造成肾小管功能
受损，甚至存在引发肾癌的风
险。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
马兜铃酸列为一种潜在的致癌
物质，2012年将其列入I类致癌
物质。对此，国家食药监管总
局提醒患者，药品要严格按照
医生处方和医嘱使用，注意含
马兜铃属药品的肾毒性、致癌
性的风险。任何药品都不能大
剂量、长时间服用。

不过，并非所有马兜铃科
植物都含马兜铃酸。总局发言
人介绍，近年来，美国、英国、德
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对马

兜铃酸采取限用、禁用措施。
我国自2003年以来，也已对含
马兜铃酸药材及中成药采取了
一系列风险控制措施，包括禁
止使用马兜铃酸含量高的关木
通、广防己和青木香；调整药材
使用部位，将马兜铃科植物细
辛的药用部位由全草改为根和
根茎，根和根茎几乎不含马兜
铃酸；明确安全警示，对含马兜
铃属药材的口服中成药品种严
格按处方药管理；制定《含毒性
药材及其他安全性问题中药品
种的处理原则》。采取上述措
施后，马兜铃酸肾损害病例数
量大幅下降，未收到直接引发

肾癌报告。
另外，总局发言人还透露，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将对所有把
含马兜铃酸药材作为原料生产
制剂的产品进行安全性评价，
限期提供评估结论，逾期未能
提供评估结论，要停止生产，注
销药品批准文号；有评估结论
的，要提出风险控制措施，经药
品审评中心审评后，对获益大
于风险的修改完善说明书，对
风险大于获益的予以淘汰。

马兜铃酸安全性问题，直
接关系公众健康，关系中医药
事业发展。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生产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药品标准，
严格执行细辛药材只能用根及
根茎，禁止使用地上部分作为
饮片和中药制剂的原料。对上
市的含马兜铃酸产品进行专项
检查，加强检验检测，严厉打击
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加强中
成药基础性研究，开展相关药
材和中成药使用的流行病学调
查，有针对性地对国家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数据中肝损伤病例
进行系统分析，并组织技术机
构和专家对含马兜铃酸药材和
中成药进行风险评估，研究采
取慎用、限用、停用等风险控制
措施。 （中经网）

国家食药监总局:无直接证据证明马兜铃酸致肝癌

用近两年时间清理490个环境违法
问题，这是环保部启动的长江经济带饮用
水源地环保执法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
行动）给出的时间表。

平均不到两天要清理一个违法项目，
先不说这节奏，更令人犯难的是，490个项
目可不都是“软柿子”，有的企业在饮用水
源地划定前就已经存在，个别码头甚至有
近百年历史；有的违法建筑情况复杂、牵
涉多方纠纷至今没有解决；甚至还有一些
排污口接纳岸边居民生活污水，每天上百
吨的废水直排饮用水源。早在21年前，
《水污染防治法》就对饮用水源地提出法
律要求，但是，21年后，这些违法项目依
然存在。

“‘硬骨头’必须啃，法律欠账必须还，
群众饮水安全必须保障。”在环保部主管
副部长翟青看来，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环保部9次召开工作会；翟青先后到
安徽省铜陵、芜湖、淮南以及江西省九
江、四川省的乐山、宜宾等6城市实地调
研、督办。11月3日，环保部召开今年第
三次视频会，21个未完成清理任务城市
的分管副市（区）长郑重向环保部承诺：
保证今年年底前完成违法项目清理。届
时，长江经济带11省（市）126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污染隐患将全部
清除，群众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将得到切
实提升。

历史遗留问题也要清理

11月3日，环保部在京召开专项行动
2017年第3次视频会，这也是专项行动启
动以来环保部召开的第9次工作会。

截至今年10月底，长江经济带上11
省（市）126个地市排查发现的490个环境
违法问题中，已完成整改457个，占全部
任务的93.3%。其中，浙江、上海、江西3
省（市）完成了全部清理整治任务；安徽、
湖北、四川、湖南、重庆5省市完成率达到
90%以上。从地市情况看，安徽芜湖、江
西九江、四川乐山等104个地市完成了全
部整治任务。

但是，仍有贵州省的毕节市、铜仁市、
贵安新区、遵义市、黔西南州；江苏省的南
京市、无锡市、连云港市、盐城市；湖南省
的湘潭市、株洲市、邵阳市；四川省的德阳

市、广元市、南充市、雅安市；云南省的普
洱市、昆明市；重庆市江北区和九龙坡区；
安徽省的淮南市；湖北省的襄阳市等共
22个城市（区）未完成清理，涉及问题项
目33个。

据环保部介绍，33个问题中贵州省
最多，占了10个。

在3日召开的视频会上，翟青表示，
剩余的33个问题，大多是一些历史遗留
的“硬骨头”，情况复杂、涉及面广、确实不
容易解决。“像重庆九龙坡区水源保护区
内的码头整治，以及一些建筑项目和农业
污染整治问题，确实存在各种实际困难和
客观因素。”在翟青看来，这些问题并不是
不能解决的，关键要加强重视、立足实际，
进一步细化措施、精准施策，有针对性的
做好工作，保证工作实效。

据记者了解，在专项行动过程中，有
近百年的建设项目因与保护区水源地冲
突也不得不实施搬迁。也有一些地方选
择避开工业企业和码头，重新规划设立城
市饮用水的取水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保障饮用水源安全。

1952年建设的中石化芜湖分公司油
品码头，尽管是建在芜湖市二水厂之前，
但因被划入安徽省江河饮用水水源一级
保护区，最后不得不搬迁。“江西九江7个
码头的清理、上海市规划整合取水口工程
以及四川资阳与成都解决跨界水源污染
问题等等都是历史遗留问题，都是不容易

解决的问题。”翟青说，在当地党委、政府
的重视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翟青强调，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不能解
决，更不能成为理由。

21城区向环保部做出承诺

2016年5月，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环保部决定在长
江经济带11省（市）组织开展了为期近两
年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
动，专项行动要求11省（市）的126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要将31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里的 490个环境违法问题全部在
2017年年底前清除完毕。

眼下距离专项行动违法项目清理的
收官时间还有不到两个月，“你这个城市
打算怎么做？能不能按时完成违法项目
清理？”按照环保部的要求，22个未完成
清理任务城市（区）的分管副市长在3日
召开的视频会上，分别就其所在城市问题
清理进展情况以及何时完成清理向环保
部做出说明。

记者注意到，在视频会上，除了安徽
省淮南市表示，由于“我市一水厂取水口
上移工程开工以后，遇到了1996年以来
最大的淮河秋汛，连续出现阴雨天气，且
工程场地地质条件差。”等原因，淮南市的
清理要到明年6月底才能彻底完成外，其

余21城市（区）分管市（区）长不仅分别向
环保部做出承诺会按时完成违法项目清
理，而且给了具体的完成时间表。

对于个别可能不能完成清理任务的，
翟青表示，他不希望“最后大多数地方都
完成任务了，只有个别地市没完成。”翟青
说：“这件事关系到群众的利益，做不好是
无法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人民群众交出合
格答卷的。”

环保部环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淮南市的问题他们会持续督办。

对未按时完成的将约谈问责

现行《水污染防治法》从1984年开始
实施，期间经过三次修订。1996年5月修
订后就明确了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法律规
定，一直保留并强化至2017年6月第三次
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

根据这部法律规定，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内不得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开展网箱养殖、旅
游、游泳、垂钓等活动；二级保护区内不得
建设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一级、二级
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口。违反上述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
关闭。

“这些法律规定已经出台21年了，对
这些历经多年的违法问题，绝不能再听之
任之。”显然，按照翟青的要求，法律欠账
是到了必须要偿还的时候了。他说，中央
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决策部署必须落实到位。

翟青表示，年底前，环保部将视情况
开展专项督察，对不能按时完成的，将采
取公开约谈、问责等措施；对进度加快、取
得积极成效的，也要予以公开表扬。

“此次专项行动过后，地级以上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内，决不允许再存在环境
违法问题。”翟青指出，环保部将通过信
息公开的方式，把490个违法问题的清理
整顿信息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接受
百姓监督，“别到时候，有人举报说某市
某个项目没有完成清理。”翟青坦陈：“不
希望到最后哪个省、哪个市、哪个水源地
还有问题，如果发现了，一定会采取处理
措施。”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