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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刘文魁 刘书乾 续中莲 王爱珍 代伏英
山 西 医 学 院

我们当前生活在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时

代
,

高频与微波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

并已深

人到家庭生活之 中
,

如高频冶炼
、

广播
、

电视
、

微波通信
、

地面卫星接收站
、

导航
、

气象
、

环境

监测
、

医疗卫生
、

食品加工及家用微波灶等
,

由这些设备所发出的电磁波污染着环境
,

特

别是当前这些设备的功率 日益加大
,

频率逐

渐增高
,

电磁辐射已经构成了威胁人们健康

的一种物理性有害因素
,

因此联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将微波列为必须控制的公害之一

关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报道颇

多
‘ ,, , ‘

,

但观点不尽一致
,

本文比较系统地

讨论了对从事高频微波作业人群的健康影响

程度
、

性质
、

远期作用等
。

本文对从事高频微波的人员进行了血液

疏基及碱性磷酸酶
、

心电图
、

脑血流图
、

脑电

图
、

染色体畸变与微核细胞检出率等多项指

标的观察

二
、

结 果

血液琉基 一

疏基是广泛存在机体内并具有非常重要

的生物化学功能的基团
,

多种生命活动离不

开它
,

是多种酶的活性基团 疏基尚无统一

的正常值
,

暂以北京地区的正常值 多

来衡量所得结果
‘ ,

低于此值为异常 对

例高频作业
、

例微波作业及 例对照人

员血液筑基含量的测定结果见表
、

一
、

研 究 方 法 表 不同人员一 含 ,

本项研究采用现场卫生学调查
、

环境监

测
、

人群流行病学调查
,

并结合实验研究工作

进行较全面
、

系统的统计与分析

环境监测所使用的仪器为
一

型近区

场强仪
、 一

夕 微波漏能仪及 型微波

精密测试仪等
,

用前均经国家计量部门检验
,

并由专人操作 高频作业包括高频冶炼
、

焊

接
、

热合及通信等
,

其现场的电场强度为 一

伏 米
,

微波作业有 电视转播
、

微波通信
、

雷达监测等
,

其现场的功率密度为 一

微瓦 平方厘米
,

我国尚没有国家标准
,

仅有

建议标准即电场强度为 伏 米
,

微波功率

密度为 微瓦 平方厘米 上述所实测数据

与此建议标准相比
,

显然是超标若干倍
,

人们

长期在这种环境中工作
、

停留
,

无疑是会对机

体健康产生一定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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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可知高频
、

微波组与对照组疏基

含量差异不显著 由表 可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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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与微波高场强下作业人员硫基含量分别比

低场强下作业人员要低
,

并且均呈显著性差

异 由此可见较高场强的高频微波电磁辐射

能使机体血液筑基含量降低

血清碱性磷酸酶

高频组住 人
,

微波组 人及对照组 “

人测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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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组
、

微波组与对照组相比碱性磷酸

酶活性降低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而高频组

与微波组相比却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高频微

波电磁辐射可以引起机体血清碱性磷酸酶活

性降低

心电图

通过对 例高频作业人员和 “ 例对

照人员分析
,

心电图的异常发生率高频组比

对照组多
,

并有显著性差异 。 心 电

图的表现主要为窦缓
、

窦不齐
、

左室高电压
、

右束枝传导阻滞等
,

尚未见有 段降低和

波异常者

脑血流图

这是一项目前常用的无创伤性生理学检
查手段

,

人们普遍乐于接受 现将 例高

频
、

例微波和对照组 例的脑血流图结

果列入表

结果表明接触高频微波人员脑血流图异

常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说明高频微波辐射可

以引起人体脑血液循环和脑 血管 功 能 的 障

碍

脑电图

这是用以反应大脑功能状态的
,

这种机

能检查对于了解外界因素是 否影 响机 体 健

康
,

尤其对大脑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作用 通

过对 “ 例高频微波人员的脑电图观察
,

结果

见表
,

将 “波不全抑制与
“ 波不受抑 制两

项合并
,

并三组进行检验
,

结果高频
、

微波组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非常显著
,

而高频组与微波组之间相比 无 显 著 性 差 异

说明高频微波辐射可以引起人体

大脑功能状态的改变

表 不同人员脑波 活动抑制情况

翌巨
主竺型

户兰‘ , ‘
资

‘ 斗

染色体与微核

染色体与微核的检查是目前公认的评价

诱变因子的常规分析手段之一
,

且微核可以

间接反应染色体畸变的情况 对 例微波

工作人员与 例对照人员染色体与微核的检

查结果见表
、

结果表明微波组人员外周血淋巴细胞染

表 ‘ 不同人员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

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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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体畸变率
‘

微核细胞检出率与对照组相比

均呈显著性差异
,

说明了微波辐射可以引起

人体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与微核细胞

检出率的升高

表 不同人员外周血微核细胞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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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与微核细胞检出率进

行了检查
,

其结果初步证明了人们长期工作

与生活在较大场强环境中可以出现遗传物质

的变化
,

应当引起注意
,

但这仅是初步的印

象
,

尚需进行大量人群观察才能进一步验证

电离辐射引起染色体畸变是众所周知的
,

而

高频微波属于非电离辐射
,

看来也能引起染

色体畸变与微核细胞检出率升高 ,
“,9] ,

其机

理是否与电离辐射一致有待进一步探讨
.

三
、

讨 论

1.通过对高频微波辐射作业人员上述六

项指标的观察分析
,

认为人体所受的影响多

属于功能性的
,

经过治疗
、

休息或脱离接触是

可以恢复的
,

但功能性的影响有的也可以发

展成为器质性的危害
.

2
.
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全身性

的
,

不仅影响某些机能的改变
,

也同时影响到

生化代谢
.
疏基是人体中具有重要生化功能

如细胞呼吸
、

能量代谢
、

免疫与遗传等
,

是多种

酶的活性基团 ;血清碱性磷酸酶对肝胆
、

骨骼

等器官的代谢与维持它们的生理功能起着重

要的作用
LSJ .

高频微波能使琉基含量与碱性

磷酸酶活性降低
,

势必会导致健康状况的下

降
,

在接触高频微波的人群中约 35 一40多的

人表现为神经衰弱
、

易感冒等
,

可能与此有很

大的关系
〔
l].

3
.

电磁辐射作用于人体后
,

可表现出一

系列变化
,

在心血管系统方面以付交感神经

兴奋为主
,

如心动过缓
、

房室传导阻滞等 ; 在

中枢神经系统方面
,

可影响脑细胞的电生理

活动
,

使大脑功能受到影响
,

即表现出脑电图

的某些功能障碍等
,

不仅如此
,

这种电磁能量

可以引起脑血管及血液动力学的变化
,

致使

出现脑血流图的异常改变
.

4
.
近年来人们不但注意到了外界因素对

机体的近期影响
,

更注意到了远期影响
,

这是

十分必要的
.
本文仅对 35 例微波人员外周

四
、

小 结

1.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属于长期慢

性
、

功能性的
,

有的可以发展成器质性的
,

不

仅要注意近期影响
,

更应注意到远期效应问

题
.

2
.
当对电磁辐射人员进行健康检 查 时

,

认为疏基
、

碱性磷酸酶
、

心电图
、

脑血流图
、

脑

电图
、

染色体畸变与微核细胞检出率可以做

为判断机体健康受影响的临床观察指标
.

3
.
为了保护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

,

应当

足够地重视这一看不见
、

闻不到
、

摸不着的电

磁辐射污染问题
.

本文经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卫生研究所于

永中副研究员审阅
,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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