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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生活提示

过滤嘴“过”掉香烟毒素？
别幻想了这只是个“安慰剂”

如今带过滤嘴已经
是 香 烟 的 主 流 ，滤 嘴 能
过 滤 掉 一 部 分 物 质 ，是
不是能让香烟稍微健康
一些呢？答案要让人失
望 了 。 专 家 表 示 ，香 烟
过滤嘴并没有使肺癌的
发 生 率 降 低 ，不 过 倒 是
改 变 了 肺 癌 的 疾 病 类
型 。 而 日 常 生 活 中 ，一
些烟客还喜欢外接一个
过 滤 嘴 ，这 样 的 抽 烟 方
式依然阻止不了致癌物
对 人 体 的 侵 害 ，无 法 将
肺癌发病率降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心胸外
科李德闽主任医师介绍，1912 年，
国外科学家曾经收集了大量资料
与文献，当时全世界能确认为肺癌
的患者，仅仅 374人，七八十年代，
胸外科医生做的最多的手术还是
一些良性病变，比如结核、炎症以
及先天性异常等，而在近十年来，
胸外科的手术，90%都是肺癌。

据卫生部门的统计资料，肺癌
在近几年已经蹿升成了第一大癌，
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居肿
瘤的第一位。在肺癌的发现率提
高之外，人口老龄化、吸烟、以及雾
霾等，都是肺癌大量增加的原因。
而从统计数字来看，20世纪50年代
开始大量上市的过滤嘴香烟，并没
能拉住肺癌快速上升的步伐。

香烟加过滤嘴没拉低肺癌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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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外接的香烟过滤嘴
卖得挺紧俏。在已有过滤嘴的香
烟上再加上一个过滤嘴，是不是双
保险了呢？南京总医院宋勇主任
医师表示，这个过滤嘴也是完全解
决不了问题的。

“香烟会产生几千种化学物，
其中致癌物有七八十种。而大部
分的致癌物是存在于香烟产生的
气态物质中的。”宋勇主任医师说，
过滤嘴能过滤掉的是部分的颗粒

物质和焦油，即使再加上一个过滤
嘴，不能过滤的还是过滤不了，只
能将能够过滤的物质多过滤一些
而已。富含了致癌物的气态物质
仍然可以“长驱直入”进入我们的
身体。

同样的，增加外接过滤嘴的长
度，也一样不能使肺癌的发病率下
降。无论加多少个过滤嘴，或是增
加过滤嘴的长度，都只是心理安慰
而已。

再加个外接过滤嘴一样没有用

不仅肺癌的发病率在变化，肺
癌的种类也在发生变化。该院肺
癌诊治中心宋勇主任医师表示，几
十年来肺癌的疾病谱悄悄发生了
变化。目前肺癌的患者中，腺癌占
了超过 50%，而在以往，肺癌的“主
流”是鳞癌。这个改变最早是由欧
美医生在八十年代发现的。专家
们对这个有趣的现象进行了回溯
性研究，终于揪出了“幕后黑
手”—— 香烟过滤嘴 。

一个小小的滤嘴，怎么会带来
如此大的变化？宋勇主任分析，滤
嘴的出现至少使吸烟出现了两种
变化。过滤嘴可以过滤掉一部分
颗粒物质和焦油，这就使得吸入成
分发生了改变。另外，老烟民们可

能都有这个感觉，无过滤嘴香烟比
较呛，所以吸烟普遍吸得浅一些，
装上过滤嘴之后，香烟变得好“入
口”，吸烟也就吸得比较深。深吸
烟的习惯增加了肺部组织暴露在
有害物质中的时间，两个原因相
加，才造成了肺癌疾病谱的改变。

中国的过滤嘴香烟比欧美国
家晚出现十年，疾病变化的过程也
恰好晚了十年，正好从侧面印证了

“过滤嘴改变肺癌说”的准确性。
不过疾病改变了，并不等于增

加了救治的难度。以往医学界认
为腺癌是“小病灶大转移”，比鳞癌
难治，但是众多分子靶向药物出现
后，腺癌的治疗难度反而大大下降
了。

过滤嘴烟改变了肺癌类型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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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的致病因
素中，吸烟是已经被证
实 的 最 为 重 要 的 一
点。烟民们判断自己
是否是肺癌的高危人
群，其实从一道算术题
就能算出来：每天抽烟
支数×烟龄。

结果是这样的：
■要是每天抽烟

的支数乘以烟龄的结
果大于 400，那么患上
肺癌的潜在风险比常

人要高出两到三倍。
■宋勇主任医师

表示，最为直观的方
法，如果你 1 天抽一包
烟(20 支)，烟龄有 20 年
了，那毫无疑问就可以
被判定为高危人群了。

■而如果你一天
抽到了两包烟，那么进
入高危人群的年限就
缩短到 10 年左右。抽
烟越凶，对人体的伤害
也就越大。

烟民如何判断是否肺癌高危？

相比较其他癌症，
肺癌很“沉默”。“肺癌
刚开始打击你的时候，
是不会给你任何信号，
当很多人发现肺癌的
时候，已经到了中晚
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
机。早发现、早治疗，
成 了 控 制 肺 癌 的 关
键。”该院医学影像科
南京总医院卢光明主
任医师表示，十年前，
肺癌的发现主要靠的
是胸片，只有 2 厘米以
上的病灶才会被发现，
而现在，小到 3 毫米的
肿块都逃不过 CT 的

“眼睛”。并且低剂量
的螺旋 CT 也已经普
及。一些人担心 CT辐
射量大影响健康，其实

也是不必要的。
一般来说，一个人

正常生活的话，一年接
受的辐射量在3个毫西
弗左右，而一次低剂量
螺旋 CT检查的辐射量
才 0.1毫西弗。这样的
辐射剂量，安全性是可
以得到保障的。

专家建议，定期体
检是早期发现肺癌的
最有效方法。对于 50
岁到70岁的肺癌“危险
期”人群，尤其是吸烟
的人群，有必要每年做
一次胸片检查，有条件
的话可以进行低剂量
的螺旋 CT 扫描，可保
证在辐射安全的前提
下，将肺癌早期发现率
提高20%左右。

肺癌高危人群定期检查很重要

抗肺癌关键点：

最近装修新家的刘女士在
选购灯具时特别迷茫，频频为

“无频闪照明”、“自然光”、“不易
产生眩光”等功能犯晕，不知该
如何分辨。

护眼灯夸大护眼效果

对于护眼灯的工作原理，不
少商家掌握得都不透彻。普通
灯光的频闪会引起眼睛疲劳以
致近视，护眼灯则能有效消除频
闪，达到护眼的目的。其实，商
家宣传的“无频闪”只是高频闪
而已。荧光灯在交流电的作用
下，会产生一亮一灭的变化，即
频闪，是光的不连续。普通荧光
灯的频闪每秒钟大约 100次，肉
眼不易察觉，但也会让人感觉不

舒服，当灯光每秒钟闪动的次数
增加到一定程度时，肉眼就难以
察觉了，眼睛会觉得舒服些。

护眼灯的基本工作原理就
是通过变频电子镇流器把普通
日光灯的低频闪提到高频闪，闪
烁的速度超过了人眼的神经反
应速度，因此在这种灯光下学
习、办公，短时间内人们会觉得
眼睛比较舒服。但高频闪绝对
不等于无频闪，它所发出来的光
仍然是不连续的，长时间在这种
灯光下看书，眼睛同样会产生疲
劳。这么说来，把“高频闪”说成

“无频闪”，其实是夸大了护眼灯
的护眼效果。

“护眼灯”尚无国标

夸大护眼灯的护眼效果，似
乎成为了目前护眼灯市场的潜
规则。而且，护眼灯产品包装上
的“功效”仅是各厂家宣传的概
念，并没有相关的检测报告。

据了解，我国灯具所执行的
国家标准，只是对普通灯具的标
准，并无出台针对护眼灯的统一
标准，因此根本无法判定其是否
具备护眼效果。在灯具市场也
不难发现，虽然很多护眼灯的宣
传资料上将护眼效果夸得天花
乱坠，但产品外包装上几乎并没
有国家权威部门的检测结果证
明其产品有护眼效果。

关于护眼灯，国家暂时还没
有认证；关于照明质量和保护视
力之间的关系，也暂时还没有相

关证明。目前还没有任何技术
可以消除护眼灯的频闪，“护眼
灯”目前仍然多为营销概念。

相对而言，大品牌企业标有
“护眼”功能的产品会在质量上
有更高的要求。国标《读写作业
台灯性能要求》对台灯从与眼睛
有关的项目指标上作出了规定，
例如：规定了光源的颜色特性要
求和显色指数要求(5.7.2)、噪声
要求(5.10)等。该标准还规定了
灯具的遮光性要求(5.8.1，即“眼
睛距离读写桌面的高度 400
mm，离光源中心的水平距离
600 mm处朝灯看去，应看不到
反射器内壁及光源”)。发光面
不能投射到人眼视网膜，这项才
是台灯真正的护眼要求。

护眼效果是护眼灯的“护身符”

运动猝死多是心脑血管疾病所致。专
家指出，猝死发生前人体生理会出现一些
危险信号。例如，跑友在长跑过程中心跳
加速很正常，但出现心慌就要引起高度重
视了。如果继续出现心脏一侧的胸部发
闷、疼痛，并伴有手指发麻，说明危险升级，
必须缓慢减速，向比赛的工作人员求助，前
往医疗站就诊。如果跑友浑身无力，脸上
冒出如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甚至晕厥，说明
病情非常严重，必须紧急抢救。如果发生
心脏骤停，抢救时间特别重要，要在4~6分
钟内进行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让心脏恢
复跳动并供血。一旦错过这个时间，大脑
缺血时间过长，就很可能致死致残。

长跑“极点”

脸上冒黄豆般汗珠须急救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北京一家公
司最新研制一款折叠电动自行车，能载重
85公斤，非常便捷，可放入随身携带的背
包之中。它使用 10节 2900毫安电池作为
动力，可持续行驶 45 分钟，时速为 20 公
里。车把上的按钮可以控制刹车，车轮是
中空固体结构。

折叠这款碳纤维自行车分为 4 个步
骤：将它解锁；车鞍和车把固定；将自行车
提升到正确高度；之后锁定自行车框架。
自行车的高度分为4个选项：65厘米、70厘
米、75厘米和80厘米。

这款自行车并没有脚踏板，意味着如
果电池耗尽则无法驱动。

新型折叠电动车

可放入携带的背包之中

据香港《文汇报》近日报道，美国艺术
家利用 3D 打印技术，成功制作出“3D 指
甲”。

要为指甲扮靓，既要涂甲油又要贴贴
纸，费时费力。纽约两名数字艺术家亚瓦
德(Sarah C. Awad)与福德(Dhemerae Ford)
利用 3D打印技术，在计算机上设计好，并
打印出“3D指甲”，今后要制作夸张美甲，
一印就有。

“3D指甲”采用塑料和黄铜印料，最多
可佩戴3天。

这款“3D指甲”已经在网络上出售，根
据款式和材料，每款售约5至30英镑(约50
至300元人民币)不等。

艺术家打印出“3D指甲”

可佩戴3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