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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日本多
家媒体18日报道，日本多地近期陆续
出现水体和居民血液中有机氟化合
物含量偏高的情况后，政府部门决定
启动相关研究，以深入了解这类物质
的致癌性和对人体免疫功能等方面
的影响。

去年以来，日本冲绳县、大阪府和
东京都等地接连曝出水体中全氟和多
氟烷基物质含量超标，附近居民血检异
常。由于事发区域大多邻近驻日美军
基地和日本自卫队基地，这些基地被视
为可能污染源。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难以降解，会
在环境和人体中累积，被称为“永久性
化学物”。专家指出，长期大量饮用遭
这类物质污染的水可能影响生殖健康
和儿童生长发育，甚至引发乳腺癌、前
列腺癌等疾病。

广岛县东广岛市2月发布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位于美军弹药库附近的
多处水体严重污染，其中一处地下水中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含量高达日本国
家标准的300倍，当地要求日本中央政
府向美军提出调查。

冈山县去年年底发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该县部分居民长期饮用受这类物
质污染的自来水，其血液中全氟和多氟
烷基物质含量为日本2021年全国居民
平均值的约80倍。

随着类似事件不断增加，日本已有
12个地方议会要求中央政府采取应对
措施。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8日说，环
境省已委托三家机构就全氟和多氟烷
基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展开研究。

这三家机构分别为北海道大学、
兵库医科大学和国立医药品食品卫生
研究所。研究将于6月开始，预计耗
时3年。

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北海道大学

将利用约700人血液中全氟和多氟烷
基物质含量数据，研究这类物质从胎儿
期到青少年时期对人体脂肪代谢和发
育的影响。

消息人士同时透露，兵库医科大
学将利用老鼠进行实验，以研究这类
物质是否会影响免疫系统并降低疫苗
接种的有效性；国立医药品食品卫生
研究所将寻求在分子水平上研究其毒
性机制。 张旌

日本多地水体和居民血液
检出有害物
政府决定启动相关研究

2023年11月23日，在日本冲绳县，民众在集会上

高呼口号。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摄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近来就俄乌冲突频频释放对俄强硬的惊人之语，
从扬言“不排除”派兵支援乌克兰，到声称“未来可能有必要行动”，这位法国总统俨
然已经成为挺乌反俄最为“鹰”派的西方大国领导人。

法国舆论分析，俄乌冲突战况、美国大选前景等因素促使马克龙改变乌克兰危
机初期“调解人”姿态，这一转变表明法国外交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战略自主”传统
遭到侵蚀，阵营对抗色彩愈加浓厚。

马克龙屡屡“放炮”

法国外交“战略自主”
转向“阵营对抗”？

近来，凡谈起乌克兰危机，马克龙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俄罗斯不可以也不应当取胜”。“不
可以”，是利害，法国认为乌克兰危机走向事关本
国利益。“不应该”，则是所谓“道义”，法国要捍卫
现行的“国际秩序”。

马克龙强调：俄乌冲突对法国乃至欧洲来说
是被迫卷入的“生存危机”，除了支持乌克兰、对抗
俄罗斯，法国别无选择。

马克龙上月26日牵头召集西方多国领导人
在巴黎讨论支援乌克兰问题。在会后的记者会
上，马克龙被问及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时说，

“随着事态发展，不排除任何选项”。他未明确“法
国是否有意派兵”，仅称有意制造对俄威慑的“战
略模糊”。
“派兵论”既出，美德等国第一时间“撇清关

系”。法国外长、防长则反复解释，马克龙的意思
并非当下就要在乌克兰部署西方作战部队，而是
“致俄落败，但不与俄交战”。

不过，马克龙非但没有改口，还进一步呼吁
西方国家“战略挺进”，称法国挺乌“无上限”
“无红线”。在本月14日黄金时段的电视访谈
节目中，马克龙强调，面对“更加强硬”的俄罗

斯，欧洲“不能软弱”，支援乌克兰不能排除任何
选项。

本月17日发行的《巴黎人报》刊登了对马克
龙的独家专访。他说：“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
我不希望如此，也不会去挑动——有必要在（冲
突）现场进行某种行动，来对抗俄罗斯军队。法国
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够这样做。”

舆论分析，这段话传递两个意思：一是从“不
排除”到“可能会”，乃至直言对抗俄军，“派兵论”
所指威胁意味更加明确；二是法国在等待某个“不
得不”的时刻到来，进而展开行动。

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前，马克龙一直试图“为
避免重大冲突而作最后努力”。俄罗斯对乌克兰
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初期，马克龙还公开呼吁西方
国家不要“羞辱”俄罗斯，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
决冲突。因此，他也被一度被西方国家视为对俄
“鸽派”。

只是，马克龙从“鸽”转“鹰”速度之快、力度之
猛，令人多少有些错愕。比如，“派兵论”就是犯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忌讳”——毕竟在涉及俄乌
冲突的官方语境中，北约及美国一直坚持“不向乌
克兰直接派兵”的立场。

法国舆论界对马克龙的转变众说纷纭。前法
国驻俄罗斯大使让·德格利尼亚斯蒂认为，马克龙
对俄立场转变实则具有连贯性：首先，危机升级两
年来，马克龙对俄态度是在逐步强硬而非一夜突
变。其次，乌克兰在战场似占上风时，马克龙呼吁
对俄留余地；而当形势似有利于俄方时他力挺乌
方，这表明他相信“任何一方的压倒性胜利”都无
助于冲突的持久解决。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布鲁诺·泰尔特
雷的分析包含了舆论场上的四点主流意见：第一，
马克龙已不对普京软化立场抱有希望；第二，马克

龙希望团结对俄乌冲突“敏感”的欧洲国家；第三，
特朗普“东山再起”令美国援乌前景不明，欧洲有
必要加大援乌力度；第四，马克龙认定俄罗斯方面
的一些做法已直接损害法国利益。

也有分析指出，鉴于欧洲议会选举将于6月
举行，马克龙频频释放对俄强硬言论意在迫使国
内各党派“站在正确一边”，孤立被指“亲俄”的极
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不过，泰尔特雷等专家认
为，法国主流民意是反对卷入战争，马克龙的“派
兵论”无助于其争取更多选票，因此马克龙对俄立
场转变与法国内政关系不大。

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长帕斯卡尔·
博尼法斯日前在电视访谈节目批评马克龙的“战
略模糊”为法国有朝一日出兵援助乌克兰“打开了
大门”，他认为法国直接与俄罗斯交战极不明智。
博尼法斯的立场在法国颇具代表性。民调显示超
过七成法国人反对出兵援乌。

博尼法斯在马克龙发表“派兵论”前就批评法
国外交政策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援乌抗俄”政策
影响，如今则批评法国自我定位越来越趋向“西方
主义”，而“与全球南方渐行渐远”。他质疑，法国外

交长期以来奉行“超越阵营”“做连接西方与南方国
家桥梁”的“战略自主”外交范式是否已经变化？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一档电视
访谈节目中也批评马克龙“派兵论”起不到所谓“战
略模糊”的威慑效果，只是自顾自地“战略激动”。
德维尔潘指出，派兵援乌是个“危险游戏”，至少存
在五大风险：刺激其他国家派兵援俄；激化地区形
势，进而触发全球其他地区燃起战火；恐怖主义“乘
虚而入”法国；在特朗普可能重新入主白宫、孤立主
义可能重新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国将自己置于

被动境地；爆发核战争，这是最大的风险。
在德维尔潘看来，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

阵营在冷战期间没有爆发正面军事冲突并非偶
然，这是因为“核威慑的原则就是互相确保摧
毁”。而当下这种严峻局面，政治家“说话要负责
任”，“驾驭不住的力量，将激化形势，最终可能带
来死亡”。他强调，乌克兰危机最终要“政治解
决”，“就像我们不能接受乌克兰投降一样，对面也
有人不能接受俄罗斯投降”。

乔本孝（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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