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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测试数据，我们还得

到了饮酒后血液中乙醇代谢曲线，

我们中国人饮酒后 1 小时到 1.5 小

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是上升期，

饮酒结束 1.5 小时以后开始下降，平

均每小时下降 0.1 毫克 / 毫升。饮酒

后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一般来说，

根据其表现可分为兴奋期和抑制期

两个阶段，兴奋期人会表现出心悸、

面色潮红、言语增多、情绪高涨、

自我感觉良好等等，而抑制期人会

表现出运动不协调、步态不稳、言

语含糊不清、神情沮丧等各种反应，

有的人酒后抱头痛哭就是这个原因。

按照专业解释，这些都是酒精中毒

的症状反应。

《新民周刊》：我们常说每个

人酒量不一样，酒驾判定的标准怎

么能做到相对客观呢？

马栋：首先我们做到将近 1 万

人的实验，样本量已经比较大了。

特别是做大量饮酒的实验时，志愿

者不好找，我们工作人员就自己做

志愿者。平时我可能喝个二两酒的，

硬逼着自己喝半斤，喝好去做测试。

个人对酒精的反应的确存在个

体差异，我们按照统计学的一些方

法，将 90% 的人体内酒精浓度下所

表现出的反应作为标准。这就像血

压标准一样，每个人对血压的反应

也是有差异的，但医学上会根据绝

大多数人的反应来制定高血压的标

准。当时我们得出的标准是血液中

酒精含量超过 0.3 毫克 / 毫升为酒后

驾驶。

《新民周刊》：通过多年对酒驾、

醉驾的严惩后，酒驾的情况是否明

显减少？

马栋：2008年至2011年那几年，

每年酒驾司法鉴定案件是最多的，

我们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每年大约

要做 8000 件至 1 万件酒驾鉴定。近

几年已经明显减少。

《新民周刊》：酒驾司法鉴定中，

有没有“乌龙”事件？

马栋：酒驾鉴定出现“假阳性”

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技术可以鉴别

出来。

多年前我们接到一个鉴定案件，

一位男性被查出酒驾，血液中酒精

浓度检测数值的确是达到酒驾标准。

但他自己不认可鉴定结果，他的同

乡们也为他作证：几十年来从来没

见过这位老兄喝酒，连结婚喜宴上

他都没有喝过一滴酒。后来，当事

人申请复检，我们调取样本再次检

测，增加了乙醇在人体内的代谢物

（乙基葡萄糖醛酸苷）的检测。结

果表明血液中检出乙醇，但未检出

乙基葡萄糖醛酸苷。后来复盘整个

调查过程发现，当地执法人员没有

按照相关规定保存血液样品，而是

把样品放在汽车后备箱，当时气温

比较高，怀疑是高温引起了血液自

身的发酵腐败，产生了乙醇。

还有一个案件，多年前还没有

使用酒驾鉴定专用采血包，当事

人在医院验血时，护士给皮肤消

毒的过程中，血样受到污染，使

得血液中有了乙醇成分。同样是

经过复检，没有发现代谢物，复

检认为血液受到污染，不能作为

酒驾的认定证据。

当然，这样的案件非常少，绝

大多数酒驾鉴定是非常准确的。

特殊食品产生挥发性物质引起检测

数据异常，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当事

人要提高自己的维权意识，要申请

验血。

《新民周刊》：酒驾标准是怎

么制定出来的？

马栋：20多年前私家车还不多，

开车的主要是专业驾驶员，但酒驾

威胁交通安全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

出来。90 年代末开始我们团队组织

研究酒驾上海地方标准，这也是全

国最早的酒驾标准。

当时参与该项研究的志愿者将

近 1 万人，包括我自己也参与了其

中的研究志愿者饮酒后，每隔一小

时采集一次血样，检测乙醇浓度，

同时测试他的神经行为能力，包括

视觉反映能力、运动能力等等。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通过电

脑测试志愿者，比如说看到屏幕

上出现红灯，你就往下按，看看这

个人没喝酒时判断需要多少时间，

得到一个背景值，喝酒后每一小时

再做同样的测试，看看反应速度

的差异。比如屏幕上显示密密麻

麻的数字，测试者要用鼠标找出

“1”“2”“3”，实际上人如果醉酒，

对屏幕上数字的辨别存在一定的难

度。另外还有让测试者走直线，做

加法等，所有这些实验的目的就是

要测试饮酒后血液中乙醇浓度与神

经行为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

通过大样本的统计学结果得到酒后

和醉酒状态下人体血液中所对应的

乙醇浓度。

　　网上说的食物引起呼气测试超标，主要是因为口腔残
留物中有挥发性物质，只要漱口就能排除这种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