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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2021_2022__E9_A2_84_

E9_98_B2_E5_8C_BB_E5_c22_512271.htm 大气污染物包括以下

几种 一、二氧化硫对健康的危害 大气中的SO2 70%来自燃煤

，二氧化硫对眼结膜和呼吸道粘膜具有强烈的刺激和腐蚀作

用。它可引起气管和支气管的反射性痉挛，使管腔缩小，呼

吸道阻力增加，粘液分泌增多，换气量减少。严重肺、心功

能损害时，可造成肺气肿甚或呼吸道肿胀；导致喉痉挛和声

门水肿，使人窒息而死亡。长期接触含二氧化硫的空气可引

起鼻炎、咽炎、支气管炎，及COPD等疾病。此外，二氧化

硫对心血管疾病也有影响。二氧化硫又是一种促癌物质，能

加强某些致癌物质的作用。 二、氮氧化物对健康的危害 氮氧

化物是含氮气体化合物的总称，造成大气严重污染的主要

是NO和NO2.在水中溶解度小，故对呼吸道和眼睛粘膜刺激

作用相对来讲较小。进入深部呼吸道的氮氧化物能缓慢地溶

解于肺泡表面的液体中，并逐渐形成亚硝酸及硝酸，对肺组

织产生剧烈的刺激及腐蚀作用，使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导致肺水肿。亚硝酸根进入血液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症和

血管扩张，引起组织缺氧，出现紫绀、呼吸困难、血压下降

及中枢神经损害。氮氧化物的慢性毒作用主要表现为神经衰

弱症候群。 三、光化学烟雾对健康的危害 光化学烟雾具有强

烈的刺激性，刺激眼结膜可引起流泪和红眼症，对鼻、咽喉

、支气管及肺均有明显的刺激作用。高浓度光化学烟雾能损

害深部呼吸道粘膜和组织可导致胸痛，甚至引起肺水肿。 四

、可吸入性颗粒物及其危害 煤与其他碳氢化物由于燃烧不全



，向空气中排出煤烟，是大气中悬浮微粒的主要来源。百考

试题网站整理直径小于10m的微粒可被人体吸入呼吸道，称

为可吸入颗粒物。大于5？m的尘粒易被上呼吸道阻留，部分

可随痰排出，其局部刺激作用，可引起慢性炎症。小于5？m

的尘粒，可进入支气管和肺泡，引起支气管反射性痉挛，粘

液分泌增加，呼吸道阻力增大。尘粒作用于肺泡，能促使肺

纤维组织增生，影响肺的换气功能，引起慢性支气管炎等呼

吸系统疾患。有些可吸入颗粒物本身就是有毒的，或吸附其

他有毒物质，可引起相应的多种危害。 大气悬浮微粒中含有

的苯并（a）芘等多环芳烃是致癌物质。 由于大气被氯氟烃污

染。臭氧层遭破坏，致使射向地面的短波紫外线增多，可使

皮肤癌、白内障发病增加，并可危及生物，特别是海洋生物

的生存。 大气污染可使佝偻病发病率增加，某些介空气传播

的疾病容易流行。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与大气污染水平有关

，污染严重可引致公害事件。"#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