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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石棉可导致肺癌、间皮瘤、喉癌、卵巢癌和石棉肺（肺纤维化）。

石棉肺的潜伏期在 10 年以上，肺癌与间皮瘤的潜伏期在 20 ～ 40 年，石棉所造成

的死亡占职业性癌症所致死亡的一半左右。

目前全世界约有1.25亿人在工作场所接触石棉。据估计，全球每年至少有 9万人死

于职业性石棉暴露引起的肺癌、间皮瘤和石棉肺。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消除石棉相关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是停止使用所有类

型的石棉制品。

目前，石棉已在 52 个国家被禁用，在欧盟、日本与韩国境内被完全禁用。

重要事实



     石棉是天然的纤维状硅酸盐矿物质的总称，主要包括纤蛇纹石和角闪石石棉两大类。纤蛇纹石又称温

石棉 ，角闪石类石棉又包括铁石棉、青石棉、透闪石石棉、直闪石石棉、阳起石石棉五种。因具有良好

的耐磨、隔热等性能，石棉被大量用于建筑、绝热、摩擦、密封材料中[1]。目前世界上95%使用的是温

石棉[2]。

来源：吴婷摄于中国地质博物馆

？
什么是
石棉

     石棉纤维可以织成纱、线、绳、布、盘根等，作为传动、保温、隔热、绝缘等部件的材料或衬料，在

建筑上主要用来制成石棉板，石棉纸防火板，保温管和窑垫以及保温、防热、绝缘、隔音等材料。

石棉的应用

WHAT IS ASBESTOS?



表一：石棉常见用途及产品[4]

建筑材料

石棉水泥管

垫圈及充填物

摩擦物质

油料、涂料、防漏剂

石棉加强塑料

纺织物质

石棉纸

其他

地砖、地板、防火门、墙板、隔音板、水泥板、石棉瓦、屋顶覆盖毯

自来水或下水道配管、化工厂配管、压力管、电线电缆导管

泵垫圈、泵附近、凸缘附件、槽体密封附件、管线充填物、包装材料

刹车来令、离合器外层、工业用耐磨物质

汽车卡车本体涂装、屋顶涂装、屋顶防漏

防火衣、防火毛毯、手套、织成纱、索、布等、戏院屏幕、窗帘

耐火纸、桌垫、饮料过滤器、熔融玻璃处理设备

抗震、太阳热表面物质、电源绝缘体

产品 用途

马达附件、高张力用途之铸造物、石棉聚氯乙烯、压成型物质、飞航工业之

动力管喷嘴、火箭之隔热物质、飞弹只燃料箱

       石棉纤维可与水泥混合制成石棉水泥瓦、板、屋顶板、石棉管等石棉水泥制品。

    石棉和沥青掺合可以制成石棉沥青制品，如石棉沥青板、布（油毡）、纸、砖以及液态的石棉漆、嵌

填水泥路面及膨胀裂缝用的油灰等，作为高级建筑物的防水、保温、绝缘、耐酸碱的材料和交通工程的材

料。

      国防上石棉与酚醛、聚丙烯等塑料粘合，可以制成火箭抗烧蚀材料、飞机机翼、油箱、火箭尾部喷咀

管以及鱼雷高速发射器，船舶、汽车以及飞机、坦克、舰舶中的隔音、隔热材料，石棉与各种橡胶混合压

模后，还可做成液体火箭发动机连接件的密封材料。石棉与酚醛树脂层压板，可做导弹头部的防热材料

[3]。



     石棉虽然很有用，但却被国际癌症研究

中心( IAＲC) 和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证实

的人体致癌物[5]，人体一暴露石棉后可引起

多种疾病，如肺癌、间皮瘤、喉癌、卵巢癌

和石棉肺 (肺纤维化), 以及胸膜斑、增厚和胸

腔积液等。石棉肺的潜伏期在 10 年以上，

肺癌与间皮瘤的潜伏期在 20 ～ 40 年[6]，

石棉所造成的死亡占职业性癌症所致死亡的

一半左右[7]。

石棉对职业工人的危害

来源：百度百科

      目前全球约有 1.25 亿人在工作场所暴露于石棉。据估计，全球每年至少有 9万人死于职业性石棉暴露

引起的肺癌、间皮瘤和石棉肺[8，9，10]。

   此在欧洲，据预测到2020年因石棉公害引发的肺癌而致死的患者将达到50万人。而在日本，预测到

2040年将有10万人因此死亡[11]。 

     每发生一例石棉暴露疾病，都意味着受害人、其单位乃至整个社会要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法国：

每年因石棉致死达2000人，到2020年前这一数字估计会上升为每年3000人。在 2004年2月，法国政府

发表了一项题为《本年度及未来20年赔偿石棉受害人的财政影响》的报告，并估计石棉受害人20年间的

护理费用约为270亿至370亿欧元之间（即每年13－19亿欧元之间）。随赔偿人数的迅速增长，使用石棉

的国家都将为相关的健康和经济影响支付巨额的帐单 [12]。



石棉的公共危害

      2005年6月25日，日本媒体揭露久保田公司员工

集体罹癌事件。该工厂在1978至2005年间总共有

79位员工死于肺癌或恶性间皮瘤，另有34位员工家

属及工厂附近的小区居民也因恶性间皮瘤过世。其主

要原因是久保田公司以青石棉为原料制造石棉水泥管

及石棉房屋材料，造成员工罹癌。

     资料显示，该工厂员工死于石棉相关疾病的死亡

人数超过该工厂全体员工的10％。之后，日本其他

工业城市也纷纷被媒体揭露有石棉绵工厂附近的居民

罹患恶性间皮瘤。此事件震撼日本社会大众，一般被

称为“久保田震撼”，自此，日本开始重视长期暴露

在石棉环境中的健康危害[13]。

    同年，大阪市一家文具店仓库一名工作人员因中

皮肿（肺癌的一种）病故后，医生从死者肺组织里检

验出石棉粉尘。日本媒体2005年8月22日报道说，这

是日本国内首例确诊石棉粉尘导致中皮肿的病例，也

是首次确认在非石棉生产现场吸入石棉尘埃也能致癌

[14]。

    另外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研究员

丁茂柏，曾于 2009年发表过《再谈石棉危害》一文

中指出：“发达国家规定，2005年以后婴幼儿制品

中禁止使用滑石。我国也规定石棉为化妆品原料成分

中的禁用物。虽有禁令，但禁而不止的情况仍比比皆

是，我国目前仍是一个石棉制品的生产与消费大国。

而拆除的保温管道外套，丢弃的石棉瓦、含石棉的建

筑板材等在拆卸、粉碎，以及不当掩埋的过程中散布

出来的石棉粉尘，均可污染周围环境。汽车刹车制动

时释放的石棉粉尘，也成为城市环境的重要污染源。

最近有研究证实，空气中石棉污染可对人体造成慢性

危害。在北京地区 35 位经 CT 检出有胸膜斑病，但

是并无职业性石棉材料加工从业史的病人中，有 

34人有间接的石棉材料接触史，另 1人曾于 1960 年

前后在石棉材料加工密集区居住[15]。”

国际社会对石棉的态度

    国际舆论一致认为，全面禁止石棉制品的生产以

及一切形式的使用是消除石棉相关疾病发生的最佳途

径。2006 年 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消除石棉

相关疾病最有效的措施是停止使用所有类型的石棉制

品。同年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石棉的决议也要

求，禁止石棉的使用以及有效地识别和管理石棉。

ILO 认为这是保护工人免受石棉危害并预防石棉相关

疾病及死亡的最有效途径。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2012）已有充足证据显示，温石棉能够导

致肺部、胸膜及腹膜的恶性肿瘤，因此仅仅禁止角闪

石石棉是不恰当的，禁止石棉还应当包括温石棉

[16]。目前，石棉已在 52 个国家被禁用，在欧盟、

日本与韩国境内被完全禁用[17]。



表二：世界其他国家禁用石棉情况[18] 

澳大利亚

冰岛

挪威

丹麦

匈牙利

瑞士

奥地利

荷兰

芬兰

科威特

斯洛文尼亚 

波兰 

摩纳哥

比利时

沙特阿拉伯 

立陶宛

爱尔兰

巴西

拉脱维亚 

智利

阿根廷 

西班牙

禁止石棉的使用

禁止所有类型的石棉(1996 年修订)

禁止所有类型的石棉

禁止部分温石棉产品

禁止角闪石棉

禁止青石棉、铁石棉和部分温石棉产品

禁止部分温石棉产品

禁止除部分温石棉产品外的其他石棉产品

1993年起实施禁止除部分温石棉产品外的其他石棉产品

禁止所有类型的石棉

禁止生产石棉水泥制品

禁止石棉

禁止石棉在所有建筑材料中的使用

禁止除部分温石棉的产品外的其他石棉

禁止石棉

颁布控制石棉的第一部法规，将于2004 年禁止石棉

禁止除部分温石棉产品以外的所有石棉产品

分地区禁止石棉，圣保罗州立即禁止石棉

禁止石棉

禁止石棉

禁止温石棉，角闪石石棉2000 年已被禁止

禁止温石棉，其他石棉已于早些时候在欧盟被禁止

2004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86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8 年

1998 年

2000 年

2000/2001 年

2001 年

2001 年

2001 年 

2002 年 

卢森堡

斯洛伐克 

新西兰

乌拉圭

马来西亚 

洪都拉斯 

保加利亚 

埃及 

约旦

克罗地亚

新喀里多尼亚

禁止温石棉，其他石棉已于早些时候在欧盟被禁止

建议欧盟禁止一切石棉

禁止原石棉进口，但对不包括含石棉原料及产品

禁止制造和进口所有石棉

几乎禁止了所有温石棉产品

禁止除部分温石棉产品以外的所有石棉

禁止生产、进口所有石棉及含石棉的产品

禁止进口和制造与石棉有关的产品

禁止所有类型的石棉及石棉制品

禁止石棉及其制品

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石棉

禁止石棉原料的进口，禁止除含温石棉外的石棉制品的

进口和使用;对温石棉的使用要经政府许可 ［18］

禁用了除温石棉以外的其他类石棉;同时，泰国政府

规定温石棉的生产、使用或者进出口必须经政府许可

禁止对建筑物喷涂各类石棉，禁止除温石棉以外

的其他石棉的进口和使用

将全面禁止各类石棉的进口、使用

禁止除温石棉以外的其他各类石棉的进口和使用

禁止使用青石棉;温石棉的使用仅颁布了安全使用规范

禁用角闪石类石棉

2002 年 

2002 年 

2002 年

2002 年 

2002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6 年

2007 年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马来西亚

越南 

印度尼西亚 

缅甸 

2008 年

2009 年

2000 年

2015 年

1998 年

-

-

表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巴西安全
使用温石棉主要政策法规汇总[19]

①《清洁空气法》( CAA )

② SDWA )《安全饮用水法》(  

③《有害空气污染物石棉国家排

放标准》(  NESHAP )

④ HMTSA )《危险品运输法》(  

①《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CEPA )

②《石棉矿山和加工企业排放规定》( AMMRR )

③《石棉矿山和加工企业排放规定》( AWMR )

④ TDGR )《联邦运输危险品条例》(  

①《俄罗斯化学品管理系统》

( RSCM )

②《俄 罗 斯 强 制 认 证 》

( GOST )

①《巴西石棉法规》( ARB)

②《不健康的行为及操作》

(  UAO )

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巴西

①《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TSCA )

②《消费品安全法》( CPSA )

③《清洁空气法》( CAA )

①《危险物品法》( HPA )

②《加拿大消费品安全法》( CCPSA )

③《石棉制品条例》( APR )

《俄罗斯强制认证 》

( GOST ) 

《巴西石棉法规》( ARB )

《石棉》( Asbestos ) ①《加拿大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例》

( COHSR )

②《职业接触限值》( OEL )

《职业卫生规范和标准》

( RSH )

①《巴西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监管标准》( BRSHSW )

②《不健康的行为及操作》

( UAO )

①《石 棉 灾 害 应 急 反 应 法 》

( AHERA )

②《学校石棉风险治理再授权法

案》( ASHARA )

①《人口稠密地区空气质量

控制规定》( AQCRPA )

②《人口居住区空气污染控

制指南》( GCAPRA )

- -
公众
健康

职业
卫生

石棉
制品

环境
保护



中国石棉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石棉使用国、第二

大石棉生产国[20]。

   1981年国家劳动局、建材工业部、农业部针对手

纺石棉尘危害情况曾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并指出 : 

据天津、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市不完全统

计，对3万多名从事手纺石棉的农民体检，发现患石

棉尘肺病的有1680人，疑似石棉尘肺病的有487人，

合计2167人，占受检人数的 7 % 以上 。天津武清县

有12300多人手纺石棉线，有1200 多人患石棉尘肺

病，已经死亡219人 (见国〔19 8 1 ] 7 号文 ) [21]。

     2010 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石棉

矿山及石棉制品企业粉尘危害治理工作的通知》显

示：“此次现场 检测的9家石棉矿山粉尘浓度全部超

标，最大超标倍数高达110.3倍，15家制品企业中有

13家粉尘浓度超标，最大超标倍数为7.9倍”。从这

个政府官方文件来看，我国的石棉开采和生产中粉尘

超标严重[20]。

    另有一篇学术论文显示，研究者在阿尔金山地区

调查接触石棉粉尘16个单位442人，检出石棉肺患者

269人，占 60.86%。这种职业病的高患病率足以引

起重视[20]。

    2017年全国温石棉生产总量为124723吨，是继

2013年以来第五次递减。生产地点主要依靠茫崖石

棉矿、巴州石棉矿，其它矿山只维持有零星产量，阿

克塞地区已关闭多年[23]。

    总而言之，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石棉开采、制造

环节导致的显性问题（粉尘危害、职业病 ） 已经暴

露而且很严重，而石棉使用、消费环节的隐形问题，

还没有大规模发现和爆发，但考虑到石棉危害的滞后

性和较长潜伏期，应当及早预防石棉对健康和环境的

危害[20]。

阿尔金山粉尘洒满每个角落的石棉矿  

来源：新浪博客骆驼向左[22]



中国有关石棉的法律法规

1956 年 5 月 25 日颁布了《工厂安全卫生规程》，

对防止粉尘污染、保护操作人员身体健康提出了规范

要求。

1960 年制定了《石棉肺诊断标准》。

1981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手纺石棉尘危害情

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1987 年 12 月 3 日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

2001 年 10 月 27 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以及《石棉制品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国家

标准，对石棉制品厂与居住区之间所需卫生防护距离

作出了明确规定。说明中国政府对石棉危害控制方面

的决心及对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关心。在《工业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中规定，石棉矿山和石棉制

品生产企业其生产工作环境内粉尘含量每立方米内不

得超出2mg。

2002 年 6 月 17 日，原国家经贸委公布并将从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第三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

和产品目录》，该目录将角闪石石棉( 即蓝石棉) 列

入了淘汰的产品之中。

2003 年 10 月 1 日，强制实施的国家标准《汽车制

动系统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的规定，“制动器衬

片应不含有石棉”。

2004 年 1 月起，北京在全市所有建筑工程中禁止

使用石棉及其制品的规定。

2006 年 8 月 1 日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家用和类

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 通用要求》中明确将石

棉列为禁用的范畴，即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

部件中不得检出石棉成分。

2008 年2 月1 日实施的《石棉作业职业卫生管理规

范》对石棉作业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措施和管理要

求作了规定。[18]

2013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产业结

构 调整指导目录》( 2011 年本) ，提出鼓励 使用合

成矿物纤维、芳纶纤维等作为增强材料的无石棉 摩

擦、密封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开发与生产，鼓励使

用高 性能无石棉密封材料; 禁止使用角闪石石棉，

淘汰石棉 绒质离合器面片、合成火车闸瓦，淘汰石

棉软木湿式离 合器面片以及用于机动车制动用含石

棉材料的摩擦片。

2 0 1 4 年 ， 工 信 部 发 布 了 《 温 石 棉 行 业 准 入 标

准》， 严格限制温石棉的准入条件，引导温石棉行

业健康协调 可持续发展。

2015 年颁布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年

版) 规定，温 石棉在化妆品中为禁用成分。[19] 



中国关于石棉管理上的不足：

我国温石棉管理上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涉及石棉的法律规范零星分散，且仅体现在效力等级较低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中；

（2）已有法律往往要低于或者落后于国际公约等国际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另我国对石棉的法律规制呈现多监管领域里并存的现象，即多个主管部门都有权管理，但由谁最

终负责的问题不清楚[20]。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石棉污染？

     国际劳工组织162号《安全使用石棉公约》第10条规定：“如属保护工人健康所必须及技术上可行，

国家法律或条例应规定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如有可能，使用经科学鉴定无害或危害较小的其他材料、产

品或替代技术取代石棉、某些类型的石棉或含石棉的产品；在某些工作程序中全部或部分禁止使用石棉、

某些类型的石棉或含石棉的产品”。

     有专家指出，我国应顺应国际潮流，遵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制定从限到禁、逐步推进、有计划全面禁

止石棉的政策[20]：

1 2

3 4

要严格监管现有的石棉开采、石棉生产，加

强工人的劳动安全防护和环境污染防治；

取缔小规模和劳动卫生条件、环保设施不达

标 的 小 企 业 ， 在 某 些 行 业 率 先 禁 止 使 用 石

棉，引导现有石棉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

需求逐步缩小生产规模；

对已经使用的石棉产品，要加强信息公开和

沟通，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告知风险，避

免现有石棉产品的不当使用和人为风险；

要制定石棉产品拆解和废物处理环节的相关

法律规则，避免石棉产品退出环节的健康风

险和环境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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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现有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现有石棉产品替代产品的科研发展规划，根据替代产

品的风险大小和成熟程度，制定逐步在各行业依次推进禁止石棉的计划，最终在计划期限内实现

最终停止石棉开采和石棉产品生产使用的目标。确立对石棉执行监管政策的负责机构。

     否则按照我国目前的法治水平和安全生产现状，从石棉矿开采到石棉制品的生产、消费、废弃各环

节都无法保证暴露人群的健康。而不从最终消费环节禁止使用，矿开采和生产环节就不可能停止[20]。

职业工人应该如何做好防护？

     为了自身的权益，石棉粉尘接触工人需要提高自身职业卫生安全知识，加强自身健康保护意识。在

岗和上岗前，工人应认真学习有关的职业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知识，正确佩戴个体防护用具，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离岗后，工人可根据自己的职业接触史，依据GBZ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

范》的建议，开展离岗后健康检查。接触石棉粉尘工龄在10年（含10年）以下者，应自己到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体检，建议坚持10年；接触石棉粉尘工龄在10年者，建议坚持体检21年 [24]。

近期有关石棉的案例：近期有关石棉的案例：近期有关石棉的案例：

《浙江省间皮瘤患者将会越来越多，原因与这种材料有关》，浙江在线2018年1月13日讯 ：未来几

年，间皮瘤在浙江只会越来越多。

《强生美国再输爽身粉致癌案：被判赔偿22名女性近47亿美元》：据路透社2018年7月13日消息，美

国密苏里一个陪审团认为：22名女性对强生公司滑石粉产品（包括强生婴儿爽身粉）包含石棉并造成她

们患癌的指控是有效的，责令强生支付5.5亿美元补偿性赔偿，以及41.4亿美元惩罚性赔偿。

2018年8月 印度国家绿色法庭(NGT)下令迅速修复35年前石棉矿业公司印度斯坦工业有限公司

(Hindustan Industries Ltd.）在贾坎德邦罗罗村遗留下的2.5万立方米石棉废料。



相关书籍和纪录片

书籍《致命粉尘：石绵疾病，工业发展史中的职业病风暴》，透过访谈罹病劳工，从他们身上看到国家

的放任与政策的缺席，使得结构性的职业伤病问题转而成为个人疾病问题。面对工业发展史上规模庞大

的职业病风暴，作者除了指出制度的缺失，亦提出改革建议，作为后续行动的方向。

纪录片《看不见的石棉危机》，通过走访台湾罹病者与他们的家属，呈现他们的故事与石绵暴露带来的

健康危害问题。

纪录片《造云的山》，讲述了中国西部的罗布泊南麓山脉中石棉工人的生存状态。

纪录片《哨兵》，回顾包括石棉和Lasso杀虫剂这些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来龙去脉。影片中使用的

资料镜头令人震惊：石棉工厂工人没有任何保护，工作完毕后，满身都是如同雪花一样的白色石棉分。

一开始，人们怀疑科学家佩泽拉特的石棉工厂危险警告。在该工厂工会法国劳工联盟的参与下，大家逐

渐认识的石棉致癌，导致死亡的危害。但是，要让工厂承认石棉的危害，政府负有责任，这又需要大家

联合起来进行艰苦长期的抗争。

纪录片《石棉村大诉讼》：大坂府泉南地区，明治末年开始发展成石棉

重镇，战后更是石棉工厂林立。2005年「久保田震撼」令日本民众意

识到石棉问题严峻，不只石棉工人罹患致命肺病比率超高，连员工家属

及工厂周边居民亦深受其害。政府早知石棉危险，却以经济发展为先,对

致病风险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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