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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解剖学教师生命，远离肿瘤 *
蔡 艳 李 芳 熊 鲲△

（中南大学人体解剖学与神经生物学系 湖南 长沙 410013）

摘要：解剖学是重要的基础医学学科之一。由于解剖学教师常年接触福尔马林，长期在弥散有甲醛的环境中工作，这类人群恶性

肿瘤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关爱这一特殊战线上默默奉献的的生命，让他们远离肿瘤是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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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tom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is of medical science. Anatomy teachers need to deal with formalin all year

inevitably when they are strenuous teaching. So the incidence of tumor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ther people. It is necessary to care
much about those people who are dedicated their lives to the special fields and keep them far away from tum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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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解剖学教师是在特殊而又恶劣环境中工作的一类医学专

科教师，由于所授课程为正常的人体解剖结构，经福尔马林固

定防腐的人体标本成为了解剖学教师常年必须使用的教学工

具和材料。目前绝大部分医学院解剖教学中所用尸体都是经过

20%福尔马林（formalin）灌注，5%福尔马林浸泡而成。福尔马林

是 40%左右的甲醛（formaldehyde）水溶液，外观无色透明，有腐

蚀性，是目前公认及常规使用的防腐固定药物，由于其价格低、
防腐效果可靠在医学领域被广泛用于对人体标本的防腐。大量

研究证实甲醛对人体可以造成伤害，如果人体的皮肤直接与福

尔马林接触，可能引发过敏反应、皮肤炎或是湿疹；由于构成福

尔马林的甲醛挥发性极强，可刺激粘膜，使人出现眼部干涩、流
泪、视力模糊、口鼻与呼吸道黏膜组织水肿，咽喉不适等症状[1]。
除此之外，甲醛的毒性作用还能使人出现头晕失眠、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下降等神经系统损害症状。据袁昌华等人的调查

报告显示[2]：解剖学教师出现神经衰弱、植物神经功能率乱、皮
肤、粘膜刺激等症状的阳性率均高于正常对照组。不仅如此，

2004 年 6 月 15 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对甲醛的致癌性进行了研究，进一步证实甲

醛是致癌物质，具有致癌和促癌效应，有可能诱发鼻咽癌、肺
癌、皮肤癌、白血病等，甲醛已被列为一种 " 疑似致癌物质 "。而

关于解剖学教师工作环境的相关研究显示，解剖学实习教室甲

醛浓度高达 0.5403 mg/m3，明显超过国家公共场所甲醛卫生浓

度（0.12mg/m3）标准[3]。彭劲松等调查显示，打开尸盖后实验室

的甲醛平均浓度为 8.349mg/m2，该水平是我国职业卫生标准

（3.0mg/m2）的 2.783 倍[4]。解剖学教师长期在这样恶劣环境下

工作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明显高于正

常人群，这个特殊职业人群的健康和生命需要大家关注和关

爱。

1 减少接触福尔马林

关爱解剖学教师的生命，减少与福尔马林接触是关键。能

让解剖学老师们减少与福尔马林接触，不能以牺牲学生上课时

间为代价。我们应该也可以从改善教学条件入手，减少福尔马

林的毒性。
1.1 减少福尔马林释放

福尔马林的主要成分甲醛挥发性强，几乎所有医学院的解

剖学实习教室以及整栋教学楼中的空气都充斥弥散着强烈的

刺鼻气味，尽量减少福尔马林的释放非常重要。目前国内尚无

其他可以完全替代甲醛这一物美价廉的产品对尸体进行防

腐[5]，只能降低尸体保存液配方中福尔马林的浓度。目前已有许

多保存液配方，通过加入一些乙醇、甘油及防霉剂等方法可以

减少甲醛的用量[6]。另一方面应该从时间和空间上合理布局实

验标本的摆放，建议根据教学进度在实验室仅仅摆放与教学内

容相关的标本，减少解剖残渣的随意乱放，废弃人体组织要有

专门的容器承装并妥善处理。对搬运标本过程中洒落在外的保

存液及时清除，瓶装标本尽量做到密封不漏，解剖台的尸体和

出缸的游离标本在不使用时尽量用湿织物外加塑料布加以覆

盖等措施均可以有效减少福尔马林的释放。另外有研究显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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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加亚硫酸氢钠、氢氧化钠搅拌溶解配置成甲醛挥发抑制剂，

喷洒癌用于示教的尸体标本上，通过甲醛与饱和的亚硫酸氢钠

水溶液生成加成物羟基硫酸钠，使甲醛失去挥发作用[7]。
1.2 增加福尔马林的排放

释放出来的福尔马林如果能够及时排放，也可以有效减少

解剖学实验室甲醛的浓度。有研究证实不使用通排风空调系统

的解剖学实验室甲醛浓度是有通风设备的 5 倍[3]，其室内甲醛

的平均污染水平高达 8.349 mg/m3。而在使用通排风空调系统

条件下,室内甲醛浓度水平显著下降,仅为 0.501 mg/m3。这提示

采用通排风空调系统，可以有效防治室内甲醛污染程度，从而

降低对教师和学生健康的危害[4]。目前医学院校通常都为解剖

实验室设计了科学合理的直流式通风或空调系统，可以达到及

时排送废气的要求，这样有效降低福尔马林对上实习课教师的

侵害[8]。
1.3 减少身体对福尔马林的接触

由于福尔马林一部分毒性可以通过皮肤接触产生，解剖学

教师在对尸体进行防腐、搬运、标本制作和实验课教学中都需

要做好有效的防护，如尽量穿好白大褂、戴上手套进行上述工

作。在实验教学的安排方面，对一周有多次实习课安排的教师，

尽量将这些实习课之间的间隔时间安排长一些，也可以一定程

度减少教师对福尔马林的接触时间、频率和程度。实验教学过

程中，要允许和鼓励老师适当休息，多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另

外在对实习教室与教室办公室的设计上，也可以巧妙利用福尔

马林具有挥发的特性，将实习教室安排在教学楼的顶层，教师

办公室则安排在实习教室以下的楼层。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确

实可以有效减少教师们工作环境中的福尔马林。

2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

既然解剖学教师的工作环境已经十分恶劣，就更应该保持

自己周围的环境不再增加任何有害健康的因素，改变一些不良

生活习惯。有报道显示吸烟、工作压力大的人群，患癌率明显高

于其他人。同时长期从事夜间工作（如夜班护士等）的人群患乳

腺癌风险几率也较正常人高，这可能是人体的生理节奏被打

乱，人体无法保持正常的激素分泌和免疫系统，从而影响到特

定的基因活性，最终诱发癌症[9]。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及教育体

制改革的深入，高校教师工作的复杂度、繁重程度随着高校扩

招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加大。同时为适应目前高校人事制度的改

革和各高校为迎接教育部教育学水平的评估，在教学、科研、职
称晋升等方面均对解剖学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解剖教师们

肩负的工作、升职及家庭的压力均在空前增大。为了应对这些

逐日增加的竞争和工作压力，很多教师采取牺牲正常的休息时

间、运动健身时间甚至睡眠时间的方式，常年坐在电脑前查阅

文献或敲打材料，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有时正常的休息都

很难保证。生活起居饮食也不规律，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经常熬

夜。有的男性老师喜欢吸烟喝酒来缓解压力。长时间高强度的

工作加上日益增加的工作压力，很多老师体力透支，表现为身

心疲惫、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亚健康状态[10]。因此，除

了甲醛带来的直接明显的身体伤害外，来自工作压力及不良生

活习惯带来的隐形伤害，也成为了解剖学教师罹患肿瘤的重要

原因和促进因素。

3 心理防癌

癌症的病因十分复杂，除了有关生物学因素外，社会心理

因素在癌症的发病过程中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采用回顾性研

究及前瞻性研究分析发现，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癌症的发病与社

会心理因素有关。Chen CC[11]等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对 119 名

年龄在 20-70 岁的疑似乳腺癌患者发病前 5 年所发生的生活

事件和应对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41 名被确诊为恶性肿瘤。
通过与确诊为良性病变的患者进行对比发现，紧张性生活事件

能增加乳腺癌的危险。王羽丰[12]等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 501
例经病理诊断为恶性肿瘤的患者与同性别、同民族、同职业、同
居住地、基本同年龄、无身心疾病的 501 名健康人进行配对研

究，得到了与 Chen CC 类似的结果。以上结果均提示工作不愉

快、工作高度紧张，人际关系不好等负性事件可能在恶性肿瘤

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因此保持心理卫生健康对防癌意义

重大。面对这些有助于肿瘤发生的不良因素，解剖学教师们更

是要及时有意识进行心理调整，学会及时有效的释放来自工

作、生活等方面的心理压力，通过多与人进行交流，多锻炼身

体，多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来从心理层面进行防癌。

4 早发现早处理，提高生存率

目前肿瘤的防治工作中，以预防为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和早期治疗能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13-14]。在尽可能

减少解剖学教师接触福尔马林、健康规律起居、及时疏导不良

心理情绪外，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肿瘤的重要手段。在人体所

患恶性肿瘤中，有 3/4 以上发生在易于检查到和发现的部位，

这有利于医生和病人早期发现。而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

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形成肿瘤之前，往往有癌前期病变。及

时发现和随诊这些癌前病变（如溃疡、糜烂、增生、息肉等），有

利于降低恶性肿瘤发病率。解剖学教师由于身处工作环境甲醛

含量超标，更应该时刻警惕和重视任何不良身体信息，当身体

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降低、反复咳嗽、持续性便血、吞咽粗硬食

物时有哽咽感、疼痛、肿块、不明原因血尿、黑痣颜色加深增大

瘙痒等情况时，都需要及时就医、细致检查、明确诊断。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有时甚至可以取得治愈癌症（如喉癌，乳腺癌等）

的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解剖学教师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高校领导

及教师本人都应秉承尊重和关爱生命的原则，努力通过多种途

径减少福尔马林对老师们身体的伤害，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

活，尽量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让这些可敬可爱的生命散发

出更美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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