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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保育研究

饮用水中重金属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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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婴幼儿时期作为个体发育的特殊阶段"有着不同于儿童及成年人的生理特性"对化学污染物的毒性作用特别敏感"易

发生严重的发育障碍%水中化学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有些是单器官的$局部的"有些是全身性$多系统的"有的存在剂量效

应关系$蓄积效应等作用%本文就婴幼儿对饮用水中多种化学污染物的易感性以及相关标准限值以及去除方法进行讨论"为

婴幼儿健康成长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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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作为化学物质迁移和循环的主要介质"是人

类生活和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之一"人类活动的多

数污染物以水溶液的形式排放-

#B!

.

%因此"水体质

量问题将直接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依据世界卫生

组织 &

^aY

'的调查研究指出"人类多数的疾病都

与饮用水的水质密切相关"其中"婴幼儿约占
G"i

"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
!G""

万婴幼儿因水

质污染问题而生病致死-

&

.

%法国启蒙教育家卢梭讲

过#+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婴幼儿时期,%

这一时期正是人大脑的发育时期"大脑的组织成分

主要由水与脂类$蛋白类$糖类$维生素
V

$维生素

Z

$维生素
E

和多种微量元素构成"其中水占到

A%g$i

%大脑中水的质量与数量对大脑的功能和智

能表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医学数据显示"当机

体损失相对体重
!i

的水分时"信息传递速度和视

觉反映能力都相应减少约
!"i

-

%

.

%如果这个阶段

没有得到充足营养的优化水体"大脑的发育就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智力%因此"饮用水水质的

好坏在婴幼儿成长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

中化学污染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因素"婴幼儿时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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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个体发育的特殊阶段"有着不同于儿童及成年人

的生理特性"对化学污染物的毒性作用特别敏感"易

发生严重的发育障碍-

G

.

%

一"饮用水中镉元素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镉元素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危害

镉元素是毒性较大的重金属元素"浓度较低的

镉元素进入到体内"由于生物体积累以及放大富集"

使其对肝$肺$肾$脑$睾丸及血液系统产生毒素影

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导致细胞癌变和基因突

变%婴幼儿对镉元素的敏感性更高"长期接触镉元

素"不仅会影响肾脏和骨骼的正常发育"还会影响婴

幼儿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功能性发育"还会对学

习和记忆等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

I

.

%

相比正常婴幼儿"精神发育迟滞及边缘弱智的

婴幼儿体内镉元素的含量明显较高"并且镉元素对

婴幼儿的认知能力以及神经系统损伤具有激发性

作用%

马军课题组-

A

.通过+韦氏记忆量表,对
"BI

岁

婴幼儿的记忆能力进行测试"数据结果表明"镉元素

污染区婴幼儿的记忆能力远远低于未污染区"说明

镉元素对发育期婴幼儿的记忆能力还是有较大的损

害作用"集中表现在短时间和长时间记忆%

李军等人-

$

.用智商测验以及学习成绩统计等方

法对
"BI

岁婴幼儿的智力发展水平进行测试"调

查结果显示"婴幼儿的智力发育和镉元素的含量有

着密切的关系"镉元素含量较高可能会导致婴幼儿

智力下降$言语迟钝等疾病的产生%

#二$饮用水中镉元素的标准限值

世界卫生组织 &

^aY

'针对饮用水中镉元素

含量做出相关规定%

!"##

年"新加坡最新的)饮用

水水质准则*中"对饮用水中镉元素的限值设定为

"g""&7

Q

(

]

%我 国 )生 活 饮 用 水 卫 生 标 准*

&

HVGA%CB!""I

'中对饮用水中镉元素的限值设定

为
"g""G7

Q

(

]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Z'C%B!""G

'

对饮用水中镉元素的限值设定为
"g""&7

Q

(

]

%

二"饮用水中铅元素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铅元素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危害

铅元素是一种常见的水体环境污染物"在婴幼

儿的发育和成长过程中影响较大%原因是婴幼儿对

铅元素的吸收程度高于成人"同时铅元素对婴幼儿

未发育成熟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也较大-

CB##

.

%高

浓度的铅元素对婴幼儿的多数器官和系统都会产生

毒性效应"包括血液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生殖系统$

心血管系统$外围神经系统和肾脏系统等%近
#"

年来"铅元素对婴幼儿健康效应的相关研究表明"长

期接触较低浓度的铅元素会造成婴幼儿行为$生长

及智力发育等不可逆性的损害"而且是长期的甚至

是无法治愈的%

Z,+.24-O

等人-

#!

.通过
#"

多年调研"当血液中

铅元素的浓度低于
#""

,

Q

(

]

时"婴幼儿的认知功能

也明显下降"同时"血液中铅元素的浓度越低"其婴

幼儿
Wk

值越小"说明
Wk

与血液中铅元素的浓度成

负相关关系%相关研究发现"婴幼儿血液中铅元素

的浓度每上升
#""

,

Q

(

]

"其智商就会下降
IB$

"而

且铅元素浓度升高还会影响到婴幼儿的阅读$拼写

和记忆等学习能力%更重要的是"铅元素对婴幼儿

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毒性体现在行为功能的改变

上"婴幼儿血液中铅元素的浓度过高会导致婴幼儿

注意力分散以及伴随着攻击性行为和成年后的犯罪

行为%

],+

>

04,*

课题组研究发现-

#&

.

"血液中铅元素

的浓度下降到
!G

,

Q

(

]

时"也会使阅读$数学运算$

短期记忆以及视觉能力受到损害!医学数据研究证

明"在高浓度铅元素污染环境中"婴幼儿智力低下的

病发率会明显升高"研究者发现血液中铅元素的浓

度每增加
#"

,

Q

(

]

"婴幼儿智商 &

Wk

'值下降

近
%gIi

%

黄文盠等人-

#%

.采用
Z(++4*:

量表评价
%B##

岁婴幼儿多动症行为后"结果表明"血液中铅元素的

浓度水平与儿童多动行为发生的几率呈明显剂量效

应关系%

#二$饮用水中铅元素的标准限值

在美国"饮用水国家标准中铅元素的最大限值

为
"g"#G7

Q

(

]

"对部分地区学校的饮用水采样分

析"检测结果表明"铅元素的含量约超标
&gIi

-

#G

.

%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HVGA%CB!""I

'铅元

素的标准限值
"g"#7

Q

(

]

"已与国际饮用水标准

接轨%

三"饮用水中锰元素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锰的生理功能和对婴幼儿健康危害

锰元素是人大脑发育和身体机能所必需的微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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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锰元素含量过高会引起人体慢性中毒"主要影

响人体神经系统%国内外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示"

锰元素含量超标直接影响婴幼儿的中枢神经系统"

其主要临床表现集中在婴幼儿的学习能力和记忆能

力的下降%

王荔等研究锰元素对婴幼儿神经系统"包括婴

幼儿的认知$记忆能力的影响-

#I

.

%

(̂(-.

课题组-

#A

.对多位长期接触锰元素超标

饮用水的幼儿进行检测发现"其语言和记忆能力明

显较差%

[2(

M

,:

等人-

#$

.对墨西哥中部矿区的部分

婴幼儿研究发现"其锰元素含量远高于非矿区婴幼

儿"且医学检测结果发现"锰元素的含量导致
Wk

值

明显降低%饮用水中锰元素的含量每增加
#"

倍"

其 相应的
Wk

值就降低
!g%

%

#二$饮用水中锰元素的标准限值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饮用水标准"锰元素含

量的标准限值为
"g"G7

Q

(

]

"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

&

HVGA%CB!""I

'中对锰元素含量的标准限值规定

为
"g#7

Q

(

]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Z'C%B!""G

'中规

定锰元素含量的标准限值为
"g"G7

Q

(

]

%

四"饮用水中铜元素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铜元素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危害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饮用水因铜离子污

染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铜离子具有潜伏性和隐蔽

性"不易发现"一经发现就已经不可逆转%铜离子的

中毒与其他的中毒不同"如果是铜离子中毒"则初期

症状很轻微"不易被发现"极易被人忽视"等到发现

的时候就已经为时已晚%虽然水中本身就含有铜离

子"但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也会危害人体%如果饮

用水中含有较多铜离子对婴幼儿会有很大的危害"

超标的铜离子会与蛋白质中的硫基结合"干扰硫基

酶的活性"导致婴幼儿的身体协调能力的下降-

#C

.

%

#二$饮用水中铜元素的标准限值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饮用水标准"铜元素含

量的标准限值为
"g#7

Q

(

]

"我国饮用水卫生标准

&

HVGA%CB!""I

'中对铜元素含量的标准限值规定

为
"g#7

Q

(

]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Z'C%B!""G

'中规

定铜元素含量的标准限值为
"g"G7

Q

(

]

%

五"饮用水中硝酸盐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硝酸盐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

硝酸盐自身对机体没有明显毒害作用"但是进

入到体内"可被还原为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是一种潜

在的剧毒致癌物"一定程度上可以引起食道癌$胃癌

以及肝癌等疾病-

!"

.

%

硝酸盐是地表水或地下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污

染物%对于婴幼儿而言"饮用水中硝酸盐是一种潜

在的污染因素"因为婴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消耗

大量的水份"与此同时"婴幼儿未成熟的消化系统会

还原部分硝酸盐成亚硝酸盐"进而影响婴幼儿的健

康发育%相关医学研究曾报道-

!#

.

"饮用水中硝酸盐

浓度达到
C"B#%"7

Q

(

]

时"即可引发婴幼儿高铁

血红蛋白症%医学认为-

!!

.

"亚硝酸盐在人体体内会

引起细胞供氧不足"摄入浓度较高的亚硝酸盐会造

成婴幼儿智力发育缓慢"听力和视觉的反应也相应

会迟钝%

#二$饮用水中硝酸盐的标准限值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中规定

饮用水中硝酸盐的标准限值为
##7

Q

(

]

%我国)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HVGA%CB!""I

'中饮用水中

硝酸盐的标准限值为
#"7

Q

(

]

%)饮用净水水质标

准*&

Z'C%B!""G

'中饮用水中硝酸盐的标准限值

为
#"7

Q

(

]

%

六"饮用水中三氯甲烷对婴幼儿的影响

#一$三氯甲烷污染对婴幼儿健康的影响

在我国"饮用水消毒普遍采用氯消毒法"副产物

会产生三氯甲烷和氯乙酸等许多氯代烃致癌物%其

中"高浓度的三氯甲烷会导致直肠癌和结肠癌等消

化系统癌症%近
!"

年"相关研究表明"饮用水中三

氯甲烷会引发肿瘤性癌症"三氯甲烷的含量越高"致

癌的程度也越高%饮用水中三氯甲烷浓度
&

G"

,

Q

(

]

和
&

AG

,

Q

(

]

时"婴幼儿患结肠癌的危险性会明

显增加-

!&

.

饮用水中副产物三氯甲烷对婴幼儿健康影响集

中在生殖和发育方面%医学研究证明-

!%

.

"饮用水中

含有高浓度的三氯甲烷"会极大程度的增加婴幼儿

出生的缺陷概率"饮用水中三氯甲烷的浓度
$

%"

,

Q

(

]

的婴幼儿"中枢神经缺陷的概率较高%

Z4X

O4*

Q

*4+

课题组研究发现-

!G

.

"饮用水中副产物三氯

甲烷的浓度
$

#"

,

Q

(

]

时"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的

危险性会显著增加%

#二$饮用水中三氯甲烷的标准限值

在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HVGA%C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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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规定饮用水中三氯甲烷的标准限值为

"g"I7

Q

(

]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Z'C%B!""G

'规

定饮用水中三氯甲烷的标准限值为
"g"&7

Q

(

]

%

七"饮用水中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方法

目前"处理饮用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主要有

以下几种#中和沉淀法$硫化物沉淀法$电化学法$离

子交换法$吸附法和生物法等%

#一$中和沉淀法

中和沉淀法中主要是化学中和法$混凝沉淀法%

此方法是根据重金属的化学性质所决定的"重金属

污水在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区后"让污水中的重

金属离子由原来的游离状态变成金属化合物沉淀下

来"在通过进一步的化学反应进行分离%处理成功

的标志是当水的
>

a

值为
IgC!

时"即证明处理

达标%

#二$硫化物沉淀法

该方法的优点是在于硫化物的溶解度比氢氧化

物的溶解度小得多且这类反应的
>

a

值范围很宽"

也不需要进行分流处理%但由于硫化物不容易沉降

该方法的应用不是很广泛%在这一点上该方法没有

沉淀中和法应用广泛%实际上"有很多人开始着手

开发新型的沉淀剂"例如近来较为新型的用
W/3

&淀

粉黄原酸酯'处理废水的方法以及新型的重金属捕

获剂&

KKDZ

'等%

#三$电化学法

电化学法具有高效$自动$污泥少等$优点"而且

还可以回收重金属"具有回收利用的特点%该方法

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处理含重金属废水的方法"因此

研究者不断地对这种方法进行改进"如#改进电极以

不断提高处理效率和回收重金属的能力%但由于电

极极容易被污染"而且耗能巨大"需要大量的财力投

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方法的普遍使用及

推广%

#四$离子交换法

该方法也是处理废水的主要方法之一"并且由

于该方法具有众多优点且发展前景良好"因此该领

域的研究日益深入"对于纤维素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这些方法都具有高效且不受其他因素的限制优点%

用该方法处理后的水中重金属离子含量都明显降

低"而且材料简单易得%膜分离法对废水的处理效

果也很好"其中液膜法在国外也有学者进行研究并

发表了成果-

!I

.

%

#五$吸附法

这类方法原理简单易懂"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

效率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工业中和

生活中大量使用及推广"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其

中"在一定条件下"蓝晶石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效率

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百以上"而且通过对现存的自

然材料进行改性可以大大提高交换的容量"因而该

方法在实践中较为常用%

#六$生物法

这类方法最大的优点是由于使用的材料是微生

物"它可以不断地自行进行增殖"因而所用的原料较

少%实际操作中废水中加入的生物质要根据除去重

金属离子的量而定%这些优点使得生物法被广泛使

用%但这一方法也存在着缺点#生物繁殖的速度无

法控制以及反应速率较慢处理后的水难以回收利用

等"因此近来许多生化方面的研究专家开始对这一

方法进行研究"着力于改进此方法"对自然界中本来

就存在的微生物进行循环处理"以保护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

!A

.

%

八"结论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环

境的污染"其中环境污染最为严重并且危害最为广

泛的就是饮用水中的化学污染%饮用水中的化学污

染物不仅影响婴幼儿正常的发育生长"而且关系到

他们的健康成长%本文以饮用水中化学污染物的分

析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了化学污染对婴幼儿的影

响以及化学污染物的处理方法%希望有关部门针对

婴幼儿这个特殊群体"制定出相应的饮用水中化学

污染物的标准限值"从本质上确保婴幼儿的饮水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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