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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太“亮丽”，司机很伤神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突然被强光晃了眼，吓得连忙踩刹车，结果后面的车差点追尾。缓过神来一看，才
发现是路口高楼的玻璃幕墙反射阳光，正好照到了我的眼睛，真是太危险了！”长沙市民张女士的这一遭遇
并非个案，不少人曾致电今日女报，他们有着共同的疑惑：楼体反射光算不算光污染？如果因此而酿成交通
事故，又该如何划分责任？

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它们的“外衣”也越来越绚丽。只不过，建筑“求
美”，却苦了被“亮瞎眼”的市民。

人们向往光明，但不合理的
建筑和过度照明，却让光污染这
个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光
污染这个披着美丽外衣的“城市杀
手”，不仅对视觉环境和人体健康
有危害，还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元凶
之一。

浙江大学城市规划工程与信
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伟武曾从
城市生态系统的角度，全面梳理

了光污染的危害。“目前，国际上
将日常生活中白亮污染，主要指玻
璃、镜片等刺眼的反射光；彩光
污染，指舞厅、夜总会、夜间游乐
场所的黑光灯、旋转灯、荧光灯
以及各种广告招牌的霓虹灯等确
定为光污染。”王武伟指出，随着
建筑装饰的丰富，也为光污染在
白天的出现提供了“温床”。 “商
业楼宇外部的玻璃幕墙，作为一

种美观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成
为现代高层建筑潮流的显著特征，
但由此造成的光污染却让人始料
不及。有一些玻璃幕墙还含有一
定的金属钴成分，其本身就是放
射性元素，在阳光照射下更容易
使人受到放射性污染，严重时会
破坏人体的造血功能，引发癌症
或其他疾病。”

王伟武说，针对建筑物幕墙造

成的“白亮污染”，早在上世纪80
年代末期，发达国家就已开始限制
在建筑物外部装修时使用玻璃幕
墙，有的还明文限制使用釉面砖和
马赛克装饰外墙。“但在我国，玻璃
幕墙、抛光墙面等反光材质在建筑
界仍被看做具有时尚范儿，且被众
多城市大量使用，北京、广州等大
城市尤为突出，这便大大增加了城
市光污染的源头。”

光污染，就在我们身边

建筑“比美”，带来“白亮污染”
车主叫苦：高楼“亮瞎眼”

您看到的这张图，是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近日驱车经过长沙
市韶山南路雨花亭路口时拍下的。
此时正值下午下班高峰期，因为
阳光照射，建筑物的玻璃幕墙反
射出强烈光线，刺得人睁不开眼
睛，也对驾驶造成了严重干扰。

显然，受此影响的并非记者
一人。名为“留级哥哥 V”的网友
也在新浪微博上传了在同一地点
拍下的图片，并发文称：“冬日暖阳，
玻璃幕墙；反光刺眼，光线污染？”

这张图所反映的，正是光污
染中的“白亮污染”。随着城市的
发展，高楼越建越多，使用玻璃
幕墙、釉面砖墙、磨光大理石等
作为墙面的建筑物也越来越多。

“这类墙体确实漂亮，也非常打眼，
可一旦遇到晴好天气，这些玻璃
幕墙建筑物的墙面反射光简直刺
得人睁不开眼睛。”居住在长沙市
芙蓉区八一路的刘先生说。

1 月 14 日， 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在长沙街头随机采访，不少
市民反映，自己在不同程度上都
受到过这类来自高楼大厦的“光
污染”，特别是有车一族，他们更
是纷纷吐槽高楼玻璃幕墙反射的
强光“让人头昏眼花，十分影响

除了给行车安全带来隐患，近
年来，因长期受楼体强反射光困扰
而被迫关窗“不见天日”，甚至辞职、
搬家的事件也是屡见报端。人类
追求光明，但为何这太阳照到楼
体后反射出的光线反倒会对人造
成伤害呢？

湖南大学土 木工程 学院副

教授周晋 解释 道，在太阳光照
射下，白色的粉刷面反射系数为
69%-80%，而光滑的镜面玻璃的
反射系数则高达 82%-90%，光
几乎全被反射，比绿色草地、森
林、深色或毛面砖石外装修建筑
物的反射系数大了 10 倍左右，大
大超过了人体所能承受的范围。

 “被这种反射光晃了眼睛，
一般人只会暂时觉得不舒服，并
不会太过重视。但如果长时间接
触，便会给人的眼睛造成很大伤
害。”湖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段国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光线，特别是肉眼看不见的红
外线和紫外线，会对眼角膜和虹

膜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导致人
的视力急剧下降和白内障发病率
高企。长时间在白亮污染环境下
工作和生活的人，还会感觉头昏、
心烦、睡眠不好，进而对整个人
体的调节系统造成影响，使人产
生食欲下降、情绪低落、乏力等
类似神经衰弱的症状。”

高楼光污染，伤身又伤神

不过，尽管高楼玻璃幕墙造
成光污染且坏处多多，但却并未
引起广泛重视。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走访了几家采用玻璃幕墙装
修的大楼的物业管理部门，但对
方均表示“并未接到过类似投
诉”，某李姓经理则说“在行业
内的交流中关注过这个问题”。

1 月 1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采访了湖南省环保厅的相关

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现行《环
境法》对废气、废水、废渣、噪
音都作出了认定，唯独对光污染
的侵权行为缺乏考量，也就导致
了光污染的治理缺乏法律依据。
尽管一些省市的条例、规定中对
光污染有明文规定，但都只是简
单的原则性规定，强调应当防治，
具体如何防治及光污染侵害发生
后如何处理并未提及，也无相应

的罚则，而且因为是地方性规定，
适用范围及效力有限。正是这些
原因，致使环保部门在处理类似
问题时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
境地。

虽然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玻璃幕墙光学性能》中对玻
璃幕墙的反射比提出了具体标
准，但因其并非强制性条文，因
此执行效果并不好。对此，湖南

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周晋也
建议，如果要治理建筑幕墙的光
污染，国家应出台更具执行力的
强制性标准条文，并从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的源头进行控制。“比
如，墙面选材尽量使用毛玻璃等
材质粗糙的，而不要采用全反光
玻璃；在安装玻璃幕墙时应注重
角度，尽量避免在凹形、斜面建
筑物使用玻璃幕墙等。”

链接 >>

没标准不代表不侵权
虽然光污染现在没有具体的标准

可以认定，但不表示法律上不能认定
侵权。如果光污染对市民的生活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比如影响生活起居、住
宅安宁，就构成了民事侵权，居民可以
申请停止侵权，排除妨碍。如果造成了
损害后果，还可以申请损害赔偿。

与光污染相关的最新法律为《物
权法》，其中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
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
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
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对于侵入人
们居住的光污染，不管是自发光还是
反射光，如果造成了不良影响，当前
还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当事
人可以选择相邻关系纠纷，或者环境
污染侵权纠纷作为案由要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或索赔损失。
（邱彩霞 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查处光污染尚无法可依

下午 4 时 40 分，长沙韶山路雨花亭
路口。高楼玻璃幕墙反射出刺眼的光
线，让司机们吐槽被其“亮瞎眼”。

王伏虎 / 摄

驾驶安全”。
长沙市民张女士说，出太阳

的晴好天气明明适合出行，但每
次开车经过这些玻璃幕墙建筑
时，眼前便会“忽然白光一片，闭
上眼睛都不能立刻缓解，只好赶
紧刹车减速，非常危险”。

市民龙女士则表示，公司刚
好在自己家的正东方，所以每天

开车上下班便成了苦事一桩 ：“早
上出门时从西往东开，下午回家
时从东往西开，一路上不是被阳
光 直接 晃眼睛，就是被高楼反
射光晃眼睛，既难受又不安全。”
虽然车上的遮光板能挡住一部分
强光，可同时也遮挡了视线，龙
女士为此还挺疑惑 ：“如果我开
车时因为建筑物墙体反射光而导
致看不清对面来车，一旦造成交
通事故，又该如何划分责任呢？”

强光酿车祸，遭遇举证难
龙 女士的 担忧 其 实情 有可

原。某汽车用品网站曾做过一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 94% 的
人认为在强光下开车会引发交通
事故，有 22.89% 的人曾因强光
刺眼而发生过车祸，且我国由于
光污染造成的交通事故也呈逐年
上升趋势。

长沙市民刘先生说，去年夏
天，他在城区道路行驶时，突然
一道强光闪过，眼前顿时一黑。
他连忙刹车，但还是发生了车祸。
后来他发现，那道“从天而降”
的强光正是路口一座高层建筑玻
璃幕墙反射过 来的。“由于没有
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因强光而造成
的事故，交警勘察现场后，没有

采信我的说法，还是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让我负了全
责。”

有着 10 年出租车从 业经验
的司机夏先生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到了下午，特别是接近
傍晚时，长沙市内一些路口的高
层建筑玻璃幕墙反射的光线便会
直接照进驾驶室内，非常刺眼。
在这种情况下，司机都会放下遮
阳板，或戴上墨镜，避免强光影
响司机对路况的观察。

对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致电湖南省交警总队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情况很难给予
责任划分，“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湖 南万和 联 合律师 事 务所
律师李健则表示，我国目前还没
有针对光污染、光危害制定出专
门的法律法规，因此，因玻璃幕
墙反光导致交通事故而引发的纠
纷，也没有直接对应的法律法规
可以适用。但是依据《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驾驶人若能证明幕墙反光与
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仍然可以依据前述规定向幕
墙所有人或使用人追责。

上午 9：30，长沙市韶山北路与八一路交界处。

下午 14：00，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

下午 14：30，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

■长沙“耀眼”高楼多

■长沙车主：因被高楼玻璃墙反光晃眼而遭车祸■省交警总队：该情况很难给予责任划分■省环保厅：查处光污染尚无法律依据

徐美龄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