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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据新华网 当地时间 4 月 13 日，
日本政府决定将上百万吨福岛第
一核电站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此
行为立刻遭到国际社会谴责和质
疑。日本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也
要排放核废水？除了排到太平洋
里，真的没别的招儿了吗？对于日
本极不负责的行为，有没有法律限
制？新华网记者第一时间独家连
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环境
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灿铃和中国生
态学学会理事陈尚。

核废水里的“氚”有什么
危害？

据德国某海洋科学研究机构计
算，福岛核电站废水一旦排海，57
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
大半区域。核废水入海之后，直接
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造成放射性
污染，间接会导致海洋生物的基因
突变，产生无法预估的后果。

更夸张的是，日本政府竟然推
出“放射性氚”吉祥物，引发网民痛
斥！那么福岛核废水里的“氚”到
底是个啥呢？

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带有放
射性，会发生β衰变，放出电子变成

氦-3，半衰期为 12.43 年。在自然界
中存在极少，主要是利用金属锂-6
或它的合金在核反应堆内经中子照
射产生。

陈尚介绍，这些废水经过处理，依
然还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氚，是无法
消除的。排入海洋后，氚还会产生低
强度的β射线，有可能长期影响鱼类、
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鸟类等生物多样
性，通过海流扩散，氚会扩散到东海、
黄海、渤海等海域。

日本真的没别的招儿
了吗？

大量被污染的冷却水，除了排放
到海洋当中去，难道就没有其他的解
决办法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从科
学原理上来说，处置核废水的方法并
不少。

自2013年以来，日本政府就污水
处置方式，提出了五种方法，包括：地
层注入、排入海洋、蒸汽释放、氢气释
放和地下掩埋。之后，日本经济产业
省组织的专家委员会于2020年2月提
交报告书，认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法”，
是将核废水稀释排放入海或蒸发排入
大气。

不过，正如经济产业省专家会议

报告书所写：“排放入海所需耗时最
短，花费也最少”。由此，核废水排放
入海选项被选中。

处理过的核废水就能
喝吗？

为了让国际社会接受往太平洋排
放核废水，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
生太郎称“处理过的核废水喝了也没
什么问题”。对此，有日本网友愤怒发
帖：“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你先
喝吧！”

陈尚认为，放射性废水经过处理
后不能用于灌溉园林、补充景观河流，
更不能用于人和动物饮用。废水处理
过后即使达到饮用水标准，也是不能
饮用的。

美国缘何口是心非？
对日本政府将福岛核废水排放

入海的决定，美国却予以支持，还感
谢日本所谓“公开透明”。对此，外交
部发言人赵立坚4月15日说，日本别
以为得到了美国的感谢，就吃了定心
丸。美国身体很诚实，一边点赞，一
边禁止日本大米、鱼类等产品进口。
他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强调，由
于辐射和核污染相关的公共卫生问

题，已经加强对日本受管制产品的监
管，对美国这种政策，不知日本方面
作何解释？”

日方此举真的符合国际
法吗？

日方排海工作预计 2 年后开始，
将持续30年，拟排放核废水超过100
万吨，排放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
涉及地域之广、风险等级之高前所未
有。对这极不负责的行为，国际社会
进行了强烈谴责。

4月14日，“日方此举真的符合国
际法吗？”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向日方
发问。林灿铃表示，首先，“尊重国家
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是国际环境
法的基本原则，是各国都必须遵守的
行为准则。另外，一些国际条约也设
定了在该领域的国际义务，如《防止倾
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简称《伦敦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
西14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的核废水不应对环
境造成损害。

日本偷排该咋办？
既然核废水对海洋生态和人类

生产生活影响如此之大，对于日本
此次倾倒核废水的行为，国际社会
应如何监督，从法律上又有怎样的
应对手段？

对 于 监 控 日 本 偷 排 的 措 施 ，
陈 尚 说 ，为 防 止 日 本 擅 自 向 海 洋
排 放 射 性 废 水 ，世 界 各 国 可 以 合
作，调用高精度卫星监视福岛第一
核电站厂区和放射性废水储存区，
每 天 从 空 中 拍 一 张 遥 感 照 片 ，可
以及时发现放射性废水储存罐是
否 减 少 ，结 合 船 舶 靠 港 离 港 轨 迹
等 信 息 ，进 而 判 断 是 否 存 在 未 经
许可的倾倒。

林灿铃说，日本本身就是一些
相关条约的缔约国，应敦促日本严
格遵守相关条约规范，诚实履行相
关国际义务。除此之外，在没有得
到安全确认前，国际社会要监督日
本不能将核废水倾倒入海。最后，
应组成联合调查团实地调查、检测
以确认核废水的真实情况，包括相
关成分的含量、危险性、危害性等，
公开公布相关数据。当然，如果造
成损害后果确定，无论是即时的还
是潜在的。受害者当然可以依法向
日本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

■袁晗 陈杰

据新华社 近日，山西大同一家
三甲医院医生自曝当医生十几年间，
共收受回扣超过 50 万元，且医院领
导也参与其中，引发舆论热议。

事实上，医疗行业收受回扣问题
早已不是新鲜事。根据公开可查的
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 年至 2019
年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
数被查实存在直接或间接给予回扣
的行为，其中频率最高的企业三年涉
案20多起。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一
两年来，随着药品集采等改革措施的
实施和医疗领域反腐的深入推进，医
疗行业收受回扣现象已明显减少。
但在一些高值药品、耗材领域依然大
量存在，同时回扣的隐蔽性增强。

医生曝医院“塌方式”收
回扣 当地称已成立调查组

在网上热传的视频中，一位穿着
白大褂的中年人自称是“某西省某同
市最大的那家三甲医院的执业医师”，
表示“做医生十几年，在此期间参与收
受医疗回扣，保守估计在50万以上”，
还称“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和
我的同事、主任、副院、正院，基本上都
在参与这个事情，还包括药师，可谓
是塌方式的、全员参与的。”

记者联系了这名举报者。对方
表示与医院“有点过节”，但“爆料的
目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的都是实
话。”他说，医疗回扣会导致该用的药
用，不该用的药也用，医生滥用药物
加重患者负担。“说白了就是经济利
益驱动，小病大治，欺骗患者。这不
光在我们医院普遍，在全国都很普
遍，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从大同市卫健委了解到，此
次自曝收受回扣的医生丰某是国药
同煤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一名主治医师。国药同煤总医院前
身是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医院，现隶属于国药同煤（大同）医疗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占股
51%，晋能集团占股49%，是大同市三
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之一。

山西省大同市卫健委负责人王
继武表示，4月10日在网上关注到涉
事医生反映情况后，已第一时间派出
一名副主任带队进入医院进行调查了
解。根据医院的隶属关系，目前已由

国药集团、晋能集团和大同市共同组
建事件调查组；对违反管理规定的行
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新型和高端药品回扣
高发利益输送更加隐蔽

事实上，医疗行业收受回扣问题
屡被曝光。2019年，海南万宁市和乐
中心卫生院一名医生通过网络举报自
己和同事收受回扣，称医药代表按药
品价格10%至15%的比例给回扣。同
年，有网民举报苏州大学附一院医生
杨某乱装支架，装一个给一万元回扣。

“前些年拿回扣现象严重，腰上
打个钉子 4000 元，就要给医生 1500
元回扣，所以耗材大户骨科、心血管
科不少医生都发财了。”一位医疗行
业人士说，“但是近年来实行两票制、
集采、医疗反腐，拿回扣的空间大大
缩小了。”

山西省一位从业十多年的医药
代表告诉记者，国家推行药品集中采
购后，有降压药从30元降到2元，心
脏支架从2万元降到3000元，基本没
有赚头，更没有回扣。“原来一个药企
在一个省有几百个药代，现在几个人
就够了，很多药代都失业了。”

一位医卫专家表示：“推行集采
后，一些医生不愿意开集采药品，一
些医院手术中的非集采耗材的费用
明显增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一些刚研发出来的新型药品、器械、
材料往往都很贵，又没有纳入集采，
是医疗回扣的高发区。

某肿瘤医院一位医生说，肿瘤治
疗领域拿回扣现象相对严重，治疗肿
瘤周期长，所用的药物都比较昂贵，
药企多是“带金销售”；此外做肿瘤基
因检测的患者也多是由医生介绍检
测企业，医生会从中收取回扣。

重拳打击之下，医疗回扣还出现
了新形式。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
究所科研办副主任陈秋霖说，互联网
医疗的合规化为药企打通了线上市
场，以药养医问题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通过“带金销售”导致过度开药。

有医疗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现在
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利益输送更
加隐蔽。“过去是直接送钱，现在是送
服务——大专家出门时车接车送，请
客吃饭时帮着结账，大专家的亲友有
了困难帮助解决。”

医疗行业回扣缘何“禁
而不绝”？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国
内药企间存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拼
不了技术就只能拼市场，推动了营销
费用走高。特别是一些辅助用药和
检验项目，属于可开可不开，为了增
加销量，就只能通过给医生回扣的模
式销售。“一个企业送了，别的企业也
要立刻跟进，都争着给医生送钱，慢
慢地大家都这么干。”

同时，医疗系统关键岗位权力集
中且缺乏有效监管也导致回扣难以
禁绝。多位受访者表示，在集采实施
之前，医院各科室是药品从生产到进
入药房的必经之路，科室负责人通常
拥有主导甚至是绝对话语权，因此是
医药代表猛攻的对象。

整治药企违规营销 保
持医疗领域反腐高压态势

2020 年 7 月，国家卫健委宣布，
新一轮药企违规营销专项整治开始，
重点整治医务人员收取回扣、药企违
规营销等行为。

去年，国家医保局推动建立医药
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涉及医药
商业贿赂等 7 种失信行为的医药企
业将被纳入失信“黑名单”。国家医
保局价格招采司有关负责人说：“医
药企业对于回扣个案的罚款往往不
敏感，但给予回扣会导致其丧失进入
集采市场的机会，就会产生强大的震
慑效应。”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药品、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在遏制医疗回扣中发
挥了有效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药
品、耗材被纳入集采范围，医疗回扣
的生存空间将大大缩小。

采访中，不少医疗从业人士表
示，治理医疗回扣现象，还需统筹考
虑、多管齐下。“要提高医生的薪酬待
遇，让他们的正常收入能够体现自己
劳动的价值。”山西白求恩医院院长
吴华说。

此外，陈秋霖等专家建议，紧盯
关键环节廉洁风险，运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筛查、防控，对顶风违纪违法的，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持续保持医疗
领域反腐高压态势。

■马晓媛 赵阳 刘翔霄 宋育泽

核废水一旦入海究竟危害有多大？

医生收回扣现象深度调查
多地屡禁不绝，新型高端药品是高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