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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化时代，电磁辐射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所

有用电的工具都会产生电磁场，而对大众来说，电磁

场和电磁辐射的概念又显得有些模糊；这样的模糊导

致了许多误解，制造了许多谣言。

为了让大众对电磁辐射的原理和作用有所了解，

我们编撰了这本手册。本手册中的内容来自国际卫生

组织和各个国家权威机构，我们努力将其变得简明而

容易了解。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带你前往电磁辐射的奇妙世界

一窥究竟，帮你拨开电磁辐射的迷雾，不再为谣言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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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质量在地球周围产生引力场，让其他所有有质量的物体（包括

你我）感受到指向地心的引力（也就是重力）。电场和磁场形式上和引力场

类似：带电荷的物体产生电场，让其他带电荷的物体感受到电场力；有磁性

或有电荷流动（电流）的物体产生磁场，让其他有电流或有磁性的物体感受

到磁场力。你可能还记得“毛皮摩擦橡胶棒”会使橡胶棒带电荷，从而可以

“吸引轻小物体”—这里的吸引力就是电场产生的。地球内部熔岩流动产生

地磁场，从而可以改变地球表面小磁针的指向—这就是指南针的工作原理。

电磁辐射，
就是电磁波—以波动的

形式自由传播的电场和

磁场。要想理解什么是

电磁辐射，首先要了解

什么是电场和磁场。

但是其实电场和磁场也可以互相

转化：变化的电场能产生磁场，而变

化的磁场也能产生电场。这样一来，

变化的磁场和电场就可以互相“接

力”，从而能自由传播到没有电荷或

电流的空间去—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被

叫做电磁”辐射“。

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电磁场的数学

形式和其他常见的”波“（比如水面的涟漪，

声波）类似，它们也被叫做电磁波。

电磁波是横波，电场方向

与磁场方向相互垂直，又都垂

直于传播方向。

3

我能弄懂什么是“电磁辐射”吗？

当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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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诞生起就存在的。实际上，任何物体每时每刻都在以黑体

辐射的形式向外发射电磁辐射。这些电磁辐射的频率和物体

的温度有关—太阳表面温度在 6000 摄氏度左右，所以它的黑

体辐射主要是可见光（对，阳光就是太阳的黑体辐射），在

室温左右的你我发射的辐射则主要是红外线（总辐射功率在

100 瓦左右呢）。地球的大气层对大部分电磁波来说是不透明

的，只有对可见光和其他少数波段的电磁波例外。所以地球

上的生物在演化过程中就利用了这样的特性，逐渐演化出能

够感受可见光的视觉器官。早期宇宙的黑体辐射，在过去的

130 多亿年间因为宇宙的膨胀，频率不断变低，到了今天变

成了在微波波段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1978 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微波背景辐射本身，和其在不同方向上强度的细微差别，

成为了宇宙大爆炸和暴涨理论的关键证据—跑题了，拉回来，

读者朋友你接着往下看。

更不可思议的是电磁辐射的量子性。微观粒子（比如你

身体里的分子原子）吸收电磁辐射的能量时，每次只能吸收

一份确定的，和频率成正比的能量。

第一次提出这个“能量量子化”的概

念以解释光电效应，顺便引发了量子力学

革命（顺带一提，他老人家靠的是这个，

而不是相对论拿的诺贝尔奖）。

电磁辐射的理论预言早于实验验证，是物理学的伟大胜利。     

现在大家知道，电磁辐射（电磁波）按“振动”频率（单位

时间内的振动周期数，国际单位是赫兹）的不同可以描述一类及

其广泛的物理现象。按频率由低到高，电磁波包括了长波 / 中波

/ 短波广播信号，电视 / 调频广播信号，微波（包括手机，wifi，

蓝牙信号，微波炉），太赫兹（THz），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

X 射线，伽马射线。没错，它们都是电磁辐射，都是变化的，以

波动形式传播的电场和磁场，在真空中都以光速传播，只不过频

率不同而已！

虽然人类在一百多年前才理解了其本质，电磁辐射可是从宇

提出了描述所有宏观电磁现象的麦克斯韦

方程组，并从纯数学角度第一次提出波动形式

的解。有趣的是，这些波的传播速度（纯数学

计算得到的）和当时已知的光速差不多，于是

麦克斯韦大胆假设：可见光没准也是电磁波！

1873 年

麦克斯韦

的一系列实验可信的证明了麦克斯韦的电

磁理论，其中对电磁波速度的测量更是为“光

是电磁波“的猜想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1887-1891 年

赫兹

1905 年

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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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经常把带有这么一份能量的电磁辐射叫做一个

光子。高频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光子能量足够高，可

以把原本束缚在原子 / 分子中的电子打出来（这个过程叫电

离），所以属于电离辐射。电离辐射很危险，因为被电离的

原子 / 分子的性质会大不一样，很容易扰乱脆弱的生物化学过

程。举个例子，要不是因为地球的臭氧层能吸收阳光中的绝

大多数中高频紫外线，地面上的大多数生物早就没命了（人

类也没有机会进化出来并发明防晒霜）。相比之下，频率低

于紫外线的电磁辐射的光子能量较低，不足以产生电离，所

以属于非电离辐射。目前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非电离辐

射可以通过产生热效应（比如微波炉，红外线取暖器）和感

应电流以外的方式和生物体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大众媒体里的“电磁辐射”经常还包括

了交流电频率（50-60 赫兹，也叫“工频”），非辐射性的电

磁场。为什么这些其实不算“辐射”呢？简单来说，要有效

的产生辐射，通电导体（“天线”）的尺寸必须在辐射的“波

长”量级。波长就是相邻波峰之间的距离（再想象一下水波），

对电磁辐射来说就是其传播速度（光速）乘以一个周期对应

的时间。以我国使用的 50 赫兹交流电为例，它的电磁辐射波

长是多少呢？光速大约是每秒 30 万公里，50 赫兹的电磁振荡

的周期是 50 分之一秒，30 万公里每秒乘以 50 分之一秒，结

果是 6000 公里！也就是说要产生能自由传播的 50 赫兹电磁

辐射，需要有几千公里的天线才行！换句话说，大家时常关

心的高压输电线和家用电器产生的工频电磁场，其实并不能

算电磁辐射，因为产生这些电磁场的物体的尺度远小于波长，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电磁场并不能有效的往外传播或“辐射”。

然而就对人体的影响来说，因为频率如此之低，是否属于自

由传播的“辐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在人体内产生的电

场和磁场强度。所以绕了一圈回来的结论是，较真的来看，

把工频电磁场归入“电磁辐射”是不准确的。

总之，电磁辐射是一种人类已经理解的十分透彻的物理

现象。我们每时每刻都有意或无意的浸没在各种不同频率的

电磁辐射中：阳光通过光合作用为地球上所有生物提供了能

量来源（好吧，除了海底热泉附近的），微波（在自由空间

传播）和红外线（在跨洋海底光缆里传播）让远在地球两端

的人可以实时视频通信，X 射线可以诊断骨折，伽马射线可以

对抗肿瘤，即使是你面前的热咖啡也在不停的向你发射黑体

辐射。电磁辐射并不可怕，恰恰相反，对电磁辐射的理解和

掌控永远改变了人类社会，成为人类智慧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所以你看，电磁辐射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我们所处这

个世界的固有现象而已。那么，之前那些曾经困扰过你的“种

盆仙人掌可以防电磁辐射”之类说法，它们的真相又是什么

呢？让我们看看研究者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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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害怕“电磁辐射”时，

我们在怕什么？

要是列一张“长盛不衰谣言”榜单的话，和电磁辐射有关的各

路谣言，想必会占据榜单前列的多个位置。

偏偏电磁辐射和我们的生活还大有关系——凡是用电的设备就

都会产生电磁辐射。

于是这类谣言就演化出了诸多版本，还每个都有眉有眼：变电

站很危险啊，种仙人掌能防电脑辐射啊，用手机打电话会让人生病

啊等等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先抛结论：这些谣言都是无稽之谈，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绝

大多数电磁辐射也都不会影响健康。如果你因为各类谣言心生担忧而

放弃了某些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得不偿失啊——

这样的“说教”或许无法打消你的疑虑，别慌，本文将逐一解析，

看看这些谣言的荒谬之处。期待你耐心读完本文，能多少卸掉一些

心头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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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盆仙人掌，

就能防辐射？

            

     在电脑旁摆一盆仙人掌，

     可以吸收电脑的电磁辐射。

电脑产生的电磁辐射主要是可见光、红外线直到

无线电波，可能还有一点儿紫外线和 x 光。

电磁辐射其实就是空间中的电磁波。它是一种物

质，但是除了可见光部分之外，人类都看不到它们。

它只可以用仪器探测，不会产生灰尘微粒之类沾到身

上；它的“微粒”是光子，永远以光速运动，不会静止。

电脑的电磁辐射主要来源于电脑里的各种电路，

把电脑打开，就会开始散发电磁辐射；把电脑关闭以

后，电磁辐射也就立刻停止了。老式的阴极射线管显

示器可能会产生微量的紫外线和 x 光，而现在我们都

在使用液晶显示器，液晶屏幕后面的灯管才是辐射源，

辐射强度和一个小日光灯管的辐射没什么差别。

此外，一台电脑摆在那里，向各个方向发射电磁

辐射的强弱是由电脑本身决定的，仙人掌也无法屏蔽

或者吸附它——仙人掌只是一种植物而已，不会吸引

光子。

中国计量科学院曾经对电脑的各个部件做过一次

电磁辐射剂量测试。结果表明，电脑各部件的电磁辐

射值都小于手机待机时的辐射值。而对于研究较多的

手机辐射，目前科学界也并不认为手机辐射会影响人

体健康。所以即使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使用电脑，

电脑辐射影响健康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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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一格电，

辐射大千倍？

手机只剩一格电的时候或是充电的时候最好不要打电话，

此时的辐射是平时的 1000 倍。

通常人们说的手机辐射强度是指手机的发信功率，也就

是手机发射出来承载着语音和数据信号的电磁波的功率。这

个强度与手机的剩余电量没有任何关系，但和手机信号的强

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一般来说，手机信号越弱，辐射越

强。这个流言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混淆了手机“一格电”和“一

格信号”的两种情况，才会传出这么不靠谱的说法。

在“一格信号”的情况下，手机的辐射强度的确有可能

出现“是平时 1000 倍”的情况。以目前还在使用的 GSM 手

机来说，在 1800 兆赫频率下工作时，它的最大峰值功

率是 1 瓦，最小功率 1 毫瓦。当这部手机在信号最差

的地方接通电话时，产生的电磁辐射可能是在信号最

好的地方接通电话时电磁辐射的 1000 倍。号称低辐射

的 CDMA 手机和 3G 手机工作原理与 GSM 手机不同，所

以情况也会略有差别，不过并不影响结论：辐射相差

1000 倍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那么，这“1000 倍的辐射”会影响健康吗？虽然

手机都有可能出现最高辐射是最低辐射的 1000 倍甚至

以上的情况，但那只是因为作为对照的最低辐射太小

了，而不是因为最高辐射太大。就像人慢跑的速度可

能是蜗牛全速爬行的 1000 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跑得

太快，而是因为蜗牛爬得太慢。质量合格的手机，即

使在最高辐射功率下使用，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关

于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问题，目前讨论较多的

是癌症，特别是脑癌。不过，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手机使用与癌症发病之间并无联系。

总而言之，手机的辐射强度和它的剩余电量之间

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信号强度有关。虽然手机信号最

差的时候辐射功率可能在信号最好时的 1000 倍甚至以

上，但这还是很小，而且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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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杯猛灌酒，

辐射靠边走？

看电视时喝一杯白酒，可以防辐射？

搜索“喝白酒防辐射”的说法，最多的结果指向了切诺

贝利尔核电站事故中的一个传说：一位叫戈巴琴科的伤者被

送到医院，喝了 500 克纯酒精，后来有七八个伤员死了，而

他却活了下来。且不追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医学上的个案

本来也无法证明结论。在这个例子中，“七八个最危险的伤

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而“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

的”，也就是说他本来就不是处于“最危险的状态”，跟那

几位死者并没有可比性。真要抬扛的话，要是他不喝那些酒精，

没准还好得快一些呢！

一些装模作样宣称“国外科学家证明”的说法，

则是曲解文献。有一些研究者探索白藜芦醇对辐射的

抵抗作用。在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中，也确实有一些“有

效”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距离“对人有用还很遥远”。

首先，细胞和动物、人类不同，在这些实验中显示“有

效”的结果最后对人没有价值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

实验中所需要的“有效剂量”跟人们能从食物中获得

的剂量完全是两回事。美国密苏里大学的一项研究发

现，白藜芦醇对于肿瘤的化疗可能有一定帮助，但是

所需要的剂量大到了难以保证安全的程度。

更关键的是，根本没有必要去“防”什么电视辐射。

传统的阴极摄像管电视有一个“显像管”，会释

放出一定的 x 光。1960 年代后期，美国仔细评估过这

些 X 光对人体的影响，评估结果是，合格的电视机辐

射出的能量很小。一个人看一年电视所接受的辐射量，

差不多等于在地球上正常生活一天所接收的辐射量。

更何况，使用显像管的电视机现在已经逐渐被淘

汰，主流的产品是等离子电视和液晶电视。这两种新

型电视没有显像管，也不放出 X 光，产生的辐射对人体

的影响完全不足为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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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辐射源，

最猛是键盘？

依国际 MPR Ⅱ防辐射安全规定，在 50cm 距离内必须小于

等于 25 伏特 / 米（V/m）的辐射曝露量，但您知道计算机的辐

射量是多少吗？告诉您——键盘 1000V/m；鼠标 450V/m；屏幕

218V/m；主机 170V/m；笔记本电脑 2500V/m。

MPRII 标准确实存在，是“瑞典技术认可局”对于电脑显

示器一个的电磁辐射标准，不过并不适用于其它电脑部件。

其中 25V/m 的辐射暴露量限制也确有其事，只不过还有些限定

条件：是在 50cm 的位置，而不是 50cm 以内；而且只限于 5

赫兹到 2000 赫兹的较低频率辐射。

25V/m 的数值，是综合了现有的各种关于电磁辐射

与健康的研究制定的一个严格限制值，如果电脑屏幕

辐射量在标准以内，安全性是很令人放心的；即使辐

射接近或者稍微超出标准，也不不意味着会对人体有

明显伤害，只是会有一点点造成轻微危害的可能性——

这类安全标准可以说是以“以防万一”的目的制定的。

至于键盘，鼠标等电脑部件辐射值结果就完全不

靠谱了，根据中国计量科学院进行的一次测量试验，

这些电脑部件的实际辐射值大多都小于 1V/m，离笔记

本电脑屏幕5cm的位置也只有6V/m，远没有如此夸张。

2500V/m 的电场强度在贴近高压线的时候才会达到，日

常家用电器中一般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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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变电站和高压线

会影响身体健康？

传言说，变电站会产生电磁辐射，会影响身体健康、导

致各种疾病。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这也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

电磁辐射是什么呢？电磁辐射是一种物理现象，是能量

以电磁波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电磁辐射所衍生的能

量，取决于频率的高低：频率愈高，能量愈大。

变电站和高压线等输变电设备，工作频率是 50 赫兹，在

极低频范围内，在空间传输能力很差。从 1996 年到 2007 年，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多个国际专业组织及成员国家开展了专项

研究，结论显示，公众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低频电场和磁

场环境不会影响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第 263 号文件《电磁场和公众健康——极

低频场和癌症》说：“现在仍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极

低频电磁场会直接破坏生物分子，故不大可能引起癌变。”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我们居住环境中的极低频电磁场，不会

导致生物分子直接受损，也不会引发癌症等疾病。

而且，变电站也是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建设的。世界卫生

组织推荐的电磁环境限值标准是电场强度不超过5000伏 /米，

磁感应强度不超过 200 微特斯拉；而我们国家采用的标准是

电场强度不超过4000伏/米，磁感应强度不超过100微特斯拉，

比国际通用的标准还要严格。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对变电站

进行过长期的监测，结论表明：变电站围墙外的电磁场强度

远低于国家标准，也远低于日常电器产生的电磁场强度水平。

所以，变电站和高压电线会影响身体健康的说法，是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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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有基站，

辐射最危险

小区有手机基站！辐射太危险啦！

手机之所以能让人们彼此联系，是因为手机会与固定的

低功率基站网络互相发送和接收信号。按照需要处理的通话

数量，每个手机基站覆盖特定的一片区域，在城市里基站之

间往往相隔几百米，而在农村地区可以相隔几公里。

手机基站通常安装在建筑顶部，或者在 15 米到 50 米高

的塔顶部。基站向外发出信号的强度是不断变化的，取决于

通话的次数和通话者距离基站的距离。

手机基站的天线会发出很窄的一束无线电波，沿着几乎

与地面平行的方向散开，所以无论是地面上还是楼里，电磁

辐射强度都远远低于危险值。只有当人接近基站天线

正前方一两米距离时（很难想象这一场景如何发生），

才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超过安全标准。

结语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广泛流传的电磁辐射谣言，

都与事实相距甚远。接下来，让我们离开实验室，看

看这些无处不在的电磁波，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是怎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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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
要为

生活
中的

“电
磁辐

射”

担忧
吗？

我们所说的电磁辐射，如上一篇文章所说，用更严谨一

点的方式来表述，应该是电场和磁场。

电场是由电荷产生的。它们会对电场范围内的其他电荷

施加作用力。电场强度的单位是伏 / 每米 (V/m)。

日常生活中碰到的电场大都是低频电场。它们在距离电

荷很近的时候强度最大，但随着距离增大，强度会迅速衰减。

像金属之类的导体可以有效地屏蔽电场，建筑材料和树木可

以提供一定的屏蔽能力。所以，房屋外面的输电线产生的电

场会因为墙壁、建筑和树木的阻挡而降低。当输电线掩埋在

地下的时候，地面的电场强度几乎检测不到。

磁场则是由移动的电荷产生的。磁场强度的单位是安培 /

每米(A/m)。在电磁场的研究中，科学家经常使用磁通量密度（单

位是微特特斯拉 µT）来代替 A/m。和电场一样，磁场在距离

它们的源头最近的时候强度最大，强度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迅

速减小。

不过和电场不同的是，磁场只有在打开电源开关、电流

流过时才会产生。电流越大，磁场强度就越大。而且，磁场

不会被建筑材料一类的普通材料所阻挡。



24 25

在下面这张表里，我们可以看出电场和磁场的区别。

日常生活中的电磁场来源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任何有电压存在、有电流流过的地方，

都会有电磁场。只要强度合理，就不会带来什么伤害。

磁场

磁场由电流产生

强度单位是安培 / 每米 (A/m)，或

微特斯拉（µT）

只有在一件设备的开关开启、电

流流过的时候才会产生磁场

磁场强度随距离源头的距离增大

而迅速衰减

磁场不会被大多数材料所屏蔽

电场

电场由电荷产生

强度单位是伏 / 米 (V/m)

即使设备关闭，

电场仍然可能存在

电场强度随距离源头的距离增大

而迅速衰减

大多数建筑材料可以不同程度地

屏蔽电场

目前广泛使用的液晶显示屏（LCD）产生的电

磁场强度很低。现代电脑屏幕所产生的静电磁场，

强度和环境中的背景电磁场类似。在正常使用距离

（距离屏幕 30 厘米到 50 厘米）下，交变磁场的磁

通量密度通常小于 0.7µT，甚至比地球本身磁场强

度都低得多。（地磁场的强度在25至65 µT之间），

而电场强度范围从 1 V/m 以下到 10 V/m 不等。

家用微波炉的功率比较大，会产生较强的电磁

场，但是微波炉的屏蔽系统也很强，使微波炉外电

磁场强度几乎无法检测得到。

除此之外，泄漏出的微波会随着与微波炉距离

的增大而迅速衰减。很多国家都规定了新出厂微波

炉泄漏电磁场强度的最大值，符合生产标准的微波

炉不会对用户造成任何危害。

与手机相比，无绳电话产生的电磁场强度小得

多。这是因为它们只在距离基站非常近的距离使用，

不需要很强的电磁场来发送信号。所以这些设备周

围的电磁场大小可以忽略不计。

电视机

电脑屏幕

微波炉

无绳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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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可以让人们在任何时间被联系到。

手机是一种低功率的射频装置，与固定的低

功率基站组成通信网络。按照需要处理的通

话数量，在城市中基站之间可能相隔几百米，

而在农村地区可以相隔几公里。

手机基站通常安装在建筑顶部，或者在

15 米到 50 米高的塔顶上。从手机基站向外

发出信号的强度是不断变化的，取决于通话

的次数和通话者距离基站的距离。天线会发

出很窄的一束无线电波，沿着几乎与地面平

行的方向散开。所以在地面上和公众平时可

以进入的区域中，射频电磁场强度比安全限

值低很多倍。只有当人接近天线正前方一两

米的距离时，才可能超过安全标准。

在手机广泛使用之前，人们主要接触的

射频辐射来自于广播和电视塔。即使是在今

天，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地方，手机基站信号

强度通常也和远离广播和电视发射台的区域

相似甚至更低。手机基站几乎不会增加我们

所接受到的电磁辐射量。

相比而言，用户在使用手机时，接受到

无绳电话

的电磁场强度会大一些。手机在使用时距离头部很近。

不过，按照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和头部模型的测量，从

手机吸收的能量也远远低于目前的安全标准限值。

根据目前已有的大量研究，总体上不认为使用手

机会伤害人体健康。

电力需要使用高压电线来传递。变压器可以将高

电压转换为低电压，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在我国，电

力传输和分配设备、家用电线及电器所使用的，是 50

赫兹的交流电，这样的频率叫做“工频”。电线和变

电站是家中背景工频电场磁场的主要来源。在远离电

力线的住户中，背景工频磁场强度一般小于 0.2 µT。

而直接在高压线的下方，电磁场的强度还会更大，地

面的磁通量密度可以达到几 µT，在电力线下方的电场

强度可以达到 10 kV/m。然而，电场和磁场强度会随着

远离电力线而迅速变小，只要 50 到 100 米就好。此外，

相比于房屋外面，房屋的墙壁可以明显降低电场强度。

变电站

高压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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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磁场

工频电场

<1.25µT <5.5µT                   100µT

<300V/m <1,000V/m            5,000V/m

110kV 户外布置式

变电站围墙外

110kV 户外布置式

变电站站内
公众暴露限值标准

实验数据表明，变电站和高压

线周围的电场和磁场水平远低于公众

暴露限值标准；相对而言，我们日常使用的家

用电器，反而具有更高的电场和磁场水平。

这种频率很低，产生的

电场和磁场也被称为

变电站和高压线的工作频率是 50

赫兹，这是工业用电的频率。也叫
工频

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

而不叫电磁辐射。

电磁场的安全值

常见标准

设立标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众所周知，关于食品添加

剂、水中化学物质的浓度和空气污染物都有自己的标准。同样，

设立电磁场的标准是为了避免我们在电磁场中过度暴露。

谁决定了安全准则

各个国家都针对电磁场暴露制定了国家标准。大多数国

家标准，是依据国际非电离性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的

安全标准来制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正

式认可。根据对以往全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和文献的研究，

ICNIRP 制定了推荐的暴露限值安全准则。这些准则会定期审

核，并且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更新。

电磁场的安全强度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若是列出每

个频率、每个标准、每个值，将会非常难以理解。下面的表

格是 ICNIRP 给出的安全准则总结，涵盖了公众最担心的三个

领域：家中的电器、手机基站和微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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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电磁辐射的安全值

在下面的表格中，你可以找到电磁场最常见的一些来源。所有的值

都是公众暴露的最大强度，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碰到的最强的电

磁场。当然，一般没有这么强。

信息来源：ICNIRP, EMF guidelines, Health Physics 74, 494-522 (1998)

              来源

自然的电磁场

主电源（在远离电力线的住宅中）

主电源（在大型电力线下方）

电动列车和有轨电车

电视和电脑屏幕（在使用的距离）

典型的最大公众暴露值

电场 (V/m)    磁通量密度 (µT)

 200         70（地磁场）

 100          0.2

   10000         20

 300           50

 10           0.7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

欧洲的工频频率

  50 Hz    50 Hz 

电场强度 磁场强度

(V/m)      (µT)

5000        100

10000       500

公众暴露限值

职业暴露限制

手机基站频率

900 MHz  1.8 GHz

功率密度 功率密度

(W/m2)    (W/m2)

4.5        9

22.5       45

微波炉频率

2.45 GHz

功率密度

(W/m2)

10

来源

电视和广播发射台

手机基站

雷达

微波炉

典型的最大公众暴露值 (W/m²)

0.1

0.1

0.2

0.5

电器

立体声收音机

电熨斗

冰箱

搅拌器

烤面包机

电吹风

彩电

咖啡机

吸尘器

电炉

电灯泡

目前标准限值

电场强度（v/m）

180

120

120

100

80

80

60

60

50

8

5

5000

下面是距离家用电器较近时典型的电场强度值（距离 30 厘米）。

来自德国辐射安全联邦办公室，1999 年发布：



32 33

 下面这份表格显示了一些家居和工作场所常见的电器的

典型数值。测量是在德国进行的，所有的这些电器都是工作

在 50 Hz 的交流电下。值得注意的是，实际的暴露值会随着

产品的品牌型号和使用距离变化很大。

电器

电吹风

电动剃须刀

真空吸尘器

荧光灯

微波炉

便携式收音机

电炉

洗衣机

电熨斗

洗碗机

电脑

冰箱

彩电

3 厘米距离 (µT)

6-2000

15-1500

200-800

40-400

73-200

16-56

1-50

0.8-50

8-30

3.5-20

0.5-30

0.5-1.7

2.5-50

30 厘米距离 (µT)

0.01-7

0.08-9

2-20

0.5-2

4-8

1

0.15-0.5

0.15-3

0.12-0.3

0.6-3

<0.01

0.01-0.25

0.04-2

1 米距离 (µT)

0.01-0.03

0.01-0.03

0.13-2

0.02-0.25

0.25-0.6

<0.01

0.01-0.04

0.01-0.15

0.01-0.03

0.07-0.3

<0.01

0.01-0.15

大多数家用电器在 30 cm 的距离产生的磁场强度完全在

公众安全标准的限值 100µT 以下，正常的使用距离用粗体标

出。（来源：德国辐射安全联邦办公室，1999 年）

这张表格主要说明了两点：第一个，各种电器周围的磁

场强度都会随着你远离它们而迅速减小。第二个，大多数的

家用电器不会在非常靠近身体的时候工作，在大多数家用电

器周围 30 厘米的距离，比公众的安全标准上限 100 µT（50 

Hz）（60 Hz 是 83 µT）低 100 倍以上。

 很多人看到了各种家用电器周围的磁场强度值的时候感

到很惊讶。确实，磁场强度的大小与设备的大小、复杂程度、

用电多少、和产生噪声多少都没有必然联系。

不仅如此，就算看起来相似的设备，磁场强度也会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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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之别。例如，一些电吹风的周围会有非常强的磁场，另外

一些电吹风几乎不会产生任何磁场。磁场强度的不同与产品

的设计有关。

电磁辐射对健康影响的研究

与电磁场有关的的国际安全准则和国家安全标准，是基

于目前的科学知识来制订的，以保证日常生活中的电磁场强

度不会有害于健康。为了抵消这些科学知识中的不确定性（比

如实验误差、从动物来直接推断人类、统计学上的不确定性），

暴露标准中会包含很大的安全系数。安全标准会定期审核，

如果需要还会更新。

电磁辐射研究标准的建立

非常重要的是：安全标准限值并不是安全和危险之间的

一个准确界限。这意味着，并不存在某一个强度，只要暴露

超过这一强度就会对健康造成危险。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

样的；对人体健康的可能风险会随着暴露强度的增大而逐渐

增加。安全标准会指出，低于某一个特定值，根据现有的科

学知识，暴露在电磁场中是安全的；但并不可以直接说，超

过这个限值，暴露在电磁场中就是一定有害的。

为了能够制定暴露的限值，科学研究需要鉴别出可以让

健康效应开始变得明显的临界值。由于不可能直接使用人体

来做实验，安全准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物研究。在出现健

康问题之前，动物往往会有些行为上的微小改变，不正常的

行为是生物反应的一个很灵敏的指标，可以作为观察到的最

小有害健康效应。

不过，出现行为改变的临界值也不等于安全准则的限值。

ICNIRP 会除以一个安全系数 10 来得到职业暴露限值，除以安

全系数 50 得到公众安全准则限值。也就是说，你在环境中或

者家中遇到的最大强度，至少比动物出现明显的行为变化的

临界强度低 50 倍。

电磁辐射与健康研究的进展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种类和来源越来越多的电磁场环境中，

因此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为了应对这些担忧，世界卫

生组织（WHO）在 1996 年启动了一个大型多学科的研究项目，

叫做“国际电磁场项目”。国际电磁场项目整合了现有的知识，

以及主要的国际、国家组织和科研机构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有关非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和医学应用领域，在过去

30 年中，已经发表了大约超过 25,000 篇论文。虽然部分人士

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广度已

经超过了对大多数化学物质的研究。根据最近一项对科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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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深入回顾，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结论，认为目前的证据不

足以确认暴露在低强度下的电磁场会造成任何的健康后果，

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电磁场不会对我们有害。但是，对

于生物效应认识上的一些分歧仍然存在，依然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对于健康的一般影响

一些社会公众认为，暴露在家中低强度电磁场下，会导

致头痛、焦虑、自杀和抑郁、恶心、疲劳和性欲减退等等。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科学研究并不认为这些症状与电磁场有

任何联系。研究认为，在这些健康问题中，至少有一部分是

由环境中的噪音或者其他因素导致的，或者由于心理上对新

技术的焦虑而产生的。

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其他组织，都曾经

对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大量不同电磁场进行

过评估。电脑屏幕，充水床垫和电热毯，电

焊机，电疗设备和雷达等等，都在评估范围

之内。

总体来说，暴露在正常环境的电磁场强

度下，不会导致自然流产、胎儿畸形、低出

对于怀孕

结果的影响

生体重、先天性疾病等不良结果。在少数报告

中，间接推测出电磁场暴露与健康问题之间有

关联，例如电子行业从业人员的子女可能会有

早熟和低出生体重的现象，但是科学界并不认

为这些结果一定和和电磁场相关（要考虑到其

它因素，例如接触化学溶剂等等）。

在接触高强度射频和微波辐射的工人

中，偶尔会有眼部刺痛和白内障的报告，但

是动物的实验结果表明，在没有达到加热危

险的电磁场强度下，并不会会产生这些眼部

伤害，更没有证据显示类似效应会在日常生

活中能接触到的电磁场强度下发生。（译者

注：大众接触到的电磁场强度，比职业工人

能接触到的电磁辐射强度低很多）

尽管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电磁场是否

可能会诱发癌症依然有很多争议。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即使电磁场对于癌症产生真有一

定效应，那么所增加的患癌风险也是非常小

的。目前的研究结果存在很多互相矛盾的地

白内障

电磁场

和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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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但是无论是对于成年人和儿童来说，都

没有发现任何一种癌症的发病风险出现了明

显的增加。

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暴露在家中的

极低频磁场下，可能会稍微增加儿童患白血

病的风险。但是科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认

为这些结果表明暴露于电磁场中和白血病有

明显的因果关系（研究中有一些缺陷，以及

有一些与电磁场暴露无关的因素）。在某种

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

系。在动物实验中和实验室的研究中，并没

有显示出任何可以重复的效应，来证明电磁

场可以导致癌症或者加速癌症进程。在许多

国家中，都在进行相关的大规模研究，或许

可以帮助解决这些争议。

一些人士报告对于电场或者磁场具有超

敏感性，他们询问身体疼痛、头痛、情绪低

落、嗜睡、睡眠失调，甚至抽搐和癫痫发作，

是否可能与暴露在电磁场中有某种联系。

电磁场

和癌症

电磁场的

超敏感性

和情绪低落

几乎没有科学证据证明电磁场的超敏感

性。最近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证明，在精确

控制的电磁场暴露实验条件下，并没有展示

出同样的反应，而且也没有任何合理的生物

机理可以解释这种超敏感性。研究这一问题

比较困难，因为这不仅仅是电磁场单独的直

接效应，也会各种其它主观反应会掺杂其中。

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研究也在进行之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中的电磁辐射

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对我们的健康不会有

什么危害。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谣言

满天飞呢？都是我们大脑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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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谣言横行，

利用了我们大脑的哪些套路 ?

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们花了数十年时间，已经对电磁

辐射了解得非常透彻；而且通过许多研究，证明了日常生活

中的电磁辐射并不会对人体有害。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谣言依然流传这么广泛，甚至影响

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呢？

这要从我们自己的大脑说起。

我们大脑的“套路”

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大脑，让我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了

数百万年，但是却并不适合现代生活——今天的世界已经变

得太复杂，那些让我们在大草原上如鱼得水的本能，已经不

够用了。

即使是今天，我们在看到一则信息时，第一反应都是信

以为真。怀疑和查证更花时间、更费脑筋，只能是之后的自

我反思。我们脑中的“套路”，力量十分强大。

可能 有害，就会记住

我们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恐惧、愤怒和悲伤对大脑

来说更有力量。“人类总是更看重消极信息”，北爱荷华大

学心理学教授海伦·哈顿说道，“这具有进化上的意义。知

道如何躲避一头老虎比知道哪儿的花开得漂亮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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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负面情绪中，恐惧容易滋生谣言。一个群体的焦

虑感越严重，就越容易变成谣言工厂。正如罗切斯特理工学

院谣言专家尼古拉斯·迪方佐所说，我们通过传播信息化解

恐惧和未知。即便交流的信息是荒诞的，交流本身也能给人

一种知晓事态的感觉，来平抚不安。“谣言的一大功能就是

试图挖掘事实，让人知道该做什么。”我们想要知道些什么，

哪怕不是事实也没有关系。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则让自己担心的信息——比方说“变

电站会让人生病”时，大脑就会更重视，也就会更容易记住它。

至于这是不是真的，大脑并不在乎。

“包治  百病”更好记

看看你攒了多少稀奇古怪的“常识”吧：吞下的口香糖

排出体外要花七年。大脑利用率只有 10%。太空中能看见中

国长城。一个人每年在睡觉时平均吃八个蜘蛛。电脑桌上摆

一盆仙人掌可以防电磁辐射。

这些小知识简单有特点，描述生动，便于记忆。但它们

都是错误的。不过这正说明具体、易于理解的流言更容易深

入人心。“复杂的观点不好传播，” 邓肯·瓦茨说，“观点

在传播时会丧失详细内容。”谣言就像传话游戏，传了几次

细节就没了，变得更加简单。

古斯塔夫 -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就大众心理有过非常

精辟的论断。如何让一件事情变成信仰，三步走：断言、重复、

传染。谣言也是类似。大脑喜欢简单和确定，不喜欢复杂和

模糊，所以更容易接受绝对的事物。

越 奇特，越好记

浏览一下那些被无数次转发的故事，“一个人在酒吧喝醉，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装满冰的浴缸里，旁边有一张纸，

上面写着‘打电话叫救护车，否则你会死。’结果发现后腰

两侧的伤口，原来双肾被偷走了。”“一个 50 多岁的教授，

将他太太生完小孩之后的初乳放入了一个玻璃瓶里，然后用

蜡封口放入一个盒子，打算等到小孩长大结婚作为一份特殊

的礼物送给小孩。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孩要结婚了，教授把

封印了二十多年的盒子打开，是一瓶红色的液体。对，是血。”

这些谣言初听起来有点诡异，但是似乎还有点道理。不

符合常规的东西更容易让大脑记住，而且人们总会想让别人

也知道这些神奇事物。它们与已有知识一致——犯罪分子很

可怕，器官移植很紧俏，喝醉了以后会毫无知觉令人摆布；

母亲哺乳很伟大，女人会分泌乳汁和经血。只要内容不是太

过火，很多人的常识就不会警醒。

简而言之，我们的大脑本来就偏爱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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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容易被影响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生活在人群之中，受到各种各

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正是谣言传播的最好温床。

从众  效应

基本上打着“据说已获得 1000 万转发”“50 年研究证明

的惊人结果”作为标题的文章基本都是谣言。这属于营销手段，

纯属骗转发骗关注，和推销畅销书美容品的手段是一样的。

人们都有从众心理，这也算是大脑的本能之一——当我

们混迹在同类中时，就不容易被捕食者吃掉。我们虽然在衣

着打扮上尽可能和他人不同，但是在脑中，我们依然渴望与

其他人抱有同样的信念。

利用这种心理，谣言就变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大家

都知道，所以是常识；所以是正确的。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会

去想，也许大家都错了呢？

迷信  权威

已知某饮料中含有咖啡因和苯甲酸钠；国家 A 类精神药

品中有一个叫苯甲钠咖啡因，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该饮料可

以治疗精神病。你会相信吗？

没有专业背景，我们只有依靠其他线索辅助判断。如果

结论出自一边喝饮料，一边看药盒的孩子之口，你肯定不会

当真；但如果出自专家，你很可能不会怀疑。我们相信那些

更知名、更有权力的人，却很少想一想，这些资历是否能让

他们在某件特定的事情上做出正确判断。

果粒橙中检查出多灵菌，本来让人恐慌，但是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说“没事”，由于 FDA 一贯严谨可靠，

大家就算吃下一颗定心丸。相信权威是迅速判断真假的捷径，

但有时也会被无良者利用。药品广告上让演员穿着白大褂正

是利用了“权威效应”。

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法判断对错，只能在

信息源中选择看起来靠谱的。因此，动员足够人手或媒体，

集体表达对某信息源的信任，他们就会在跟着信。说起来，

对电磁辐射的恐慌，正是在有意误导下，迷信假权威的后果。

厌恶  损失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我们对厌恶损失的最好描述。

我们甚至会因为对担心可能的损失而放弃现有的收益。近几

年出现过几次小区居民投票表决拆除手机基站的新闻——为

了避免极低剂量的电磁辐射，人们居然愿意让自己忍受无法

打电话的不便。

对损失的焦虑还推动着我们把信息传播出去，以帮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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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避免蒙受损失，心理学家约拿·伯杰在统计了《纽约时

报》的分享数据后发现，那些能够激起人们焦虑情绪的文章，

更容易被分享给他人。

于是，谣言就这样一波波传开了。

直觉  已经不够用

我们的直觉，是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是

内置在我们大脑里的反应，快速方便。

但是直觉并不适合用来解决复杂问题。今天日常生活中

涉及到的科学和工程，都已经变成了需要经过长时间学习才

能掌握的专门技能，再用直觉来解释，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相关不一定有 因果

前两年，曾有一项有关“看电视时间和死亡率”的研究

大受关注。研究者在六年里跟踪了 8800 人，观察他们的健康、

生活习惯和看电视行为。研究结论表明，每天看电视超过 4

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几率要比每天看两个小时以下的人高

出 46%。

这份研究被很多人概括为“看电视时间太长容易死亡”。

这是个典型的把“有关联”解释成“因为所以”关系的例子。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研究的并不是看电视，而是久坐和健

康的关系。看电视只不过是常见的久坐行为而已。研究结论是，

久坐与心脏病等疾病导致的死亡风险增加，而不是看电视会

让人更容易死亡。

或者想想这件事：太阳升起来时公鸡会打鸣，但我们不

能说因为公鸡打鸣，所以太阳才升起来。

吓人的  概率

《新科学家》文章问道：如果有人告诉你，100个人里面，

有 25 个人会因为癌症而死亡，又有人告诉你，1000 个人里，

有 250 个人会因癌症死亡，这两者哪个让你更担心？

清楚的读者一看就明了，这两组数字表示的是同一个比

例：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直觉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会认为后者似乎更严重一些。乍一看，数字越大，风险看上

去也越大。

有几项研究对这个问题做了实验，给出了两组说法：“癌症

导致1万人中1286人死亡”，“癌症导致100人中24.14 个人死

亡”，事实上，后一组说法的癌症风险几乎是前一组的两倍，但是，

读到前一组说法的人却比后一组读者认为癌症风险更大。《判断

和决策》也有同样研究，面对两组实质一样的说法———“每天

有100人死于某种癌症”，以及“每年有36500人死于这种癌症”，

读者会认为前者的癌症风险更小。

 



48 49

直觉不会算比例，只会靠第一印象。

相对风险并不“绝对”

我们可能看过这样的研究结果：每天吃一个培根三明治，

会让患肠癌的几率增加20%。这个数据是用来衡量健康风险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吃一个培根三明治，和不吃培根三明

治的人相比，得肠癌的比例会高出两成。听起来很吓人，是吗？

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真正增加了多少风险。

普通人在一生中得肠癌的可能性只有 5% 左右，所以就算

你每天都吃培根三明治，一生中得肠癌的比例也只是 5% 加上

5% 的两成——加起来也就是 6% 而已。这样听起来就没那么可

怕了，是吧。

用相对风险而不是绝对风险来形容某种危险或者某种疗

法的效果，这是最常见的误导方式。根据德国普朗克人类发

展研究所的心理学家吉根瑞森的《认识风险》所说，这类技

巧称为“误导定义”。这，也同样是直觉处理不了的事情。

谣言  流传  广，辟谣困难多

谣言不可怕，如果辟谣及时的话。但是因为上述种种问题，

谣言总是跑得飞快，而辟谣的影响力却小得多。

谣言的优势，刚好就是辟谣的劣势。对于科学研究来说，

很少会有非常确定的结果，往往是在许多限制条件下谨慎地

表示“很可能无害”；而且它提供的是关于“有益”的正面

情绪，和那些靠恐惧和焦虑为养料、击中人们厌恶损失心态

的谣言刚好相反，也就天然地缺乏传播能力，也不容易被很

快记住。

谣言总是先于辟谣出现。人们在受到谣言的刺激后，对

获取同类信息的需求就会下降，而且第一印象往往很难改变。

只要过一段时间，谣言就会生根发芽，变成人们笃信的事实。

所以“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也并不只是一句牢骚。

所以对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等待辟谣可能不是最好

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是自己去识别谣言，自己做出正确判断。

如何避免受到谣言影响呢？请看下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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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忽悠的套路，

从此对谣言免疫

多问一句“是真的吗？”

要想避免中招，第一要务是建立起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对于接收到的信息，不要不假思索地接受，而是多问一句“是

真的吗？”。我家的长辈自从学会上网之后，经常给我转发

各种网络谣言，还在他们的朋友圈子里传播。究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年代，媒体是一种稀缺资源，信息经

过层层筛选，只有一小部分最终能曝光，因此具有一种天然

的权威性。然而，在当今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门槛大大

降低，任何人随便编写的信息，都能被别人看到。在这种背

景下，如果还抱有以前的心态，对于看到的信息不加批判地

全盘接受，就很容易成为谣言传播链条上的一环。年轻一代

虽然更加了解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则，但有时出于思维惰

性，懒得深究，或者持有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同样可能中招。

排除恐慌情绪的干扰

谣言的一大法宝是诉诸恐惧。演化而来的思维倾向，使

得我们天生就对于负面信息更加敏感。许多谣言正是利用了

这一点，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阻碍我们的理性思维，以达

到传播的效果。一些谣言可能会夸大潜在的风险，或者绘声

绘色地描述一些个案。例如，在某网络社区讨论基站是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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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帖子中，有人匿名回帖说自己邻居同意了将基站安装在

自家楼顶，5 年后丈夫得了血癌。这个案例的真假无从考证，

即使确有其事，也无法从一个个案中推论出什么结论。但是，

用第一人称视角绘声绘色地描述身边的事情，很容易让我们

感同身受，引发恐慌情绪。

了解了这一点，在评估各种信息时，可以有意识地注意

一下，信息的表述中是否刻意运用了这方面的技巧；如果一

则信息充斥着大量煽动恐慌情绪的内容，就应引起警惕，剥

开情绪的外衣，运用理性的原则，评估其内容本身的可信程度。

养成随手查证的习惯

许多谣言的破解其实很简单，只要动手查证一下，就能

很快辨别真伪。例如，网络上曾流传所谓的“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癌症最新研究报告”，列举了多条关于癌症的似是而

非的信息，比如“酸性体质更易得癌”。实际上，如果在网

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条流传已久的谣言，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已经发过公告，表示从未发布这样的报告。但是，

许多谣言的传播者并没有查证，看到约翰·霍普金斯的名头，

就直接转发。

另外经常有谣言包装成科学新闻的形式，比如“美国某

某大学某某教授最新研究发现”，后面跟一个耸人听闻令人

胆寒的结论。面对这样的宣称，如果你拥有直接查阅科学文

献的能力，可以检索一下是否真的有这项研究发表。如果不

方便直接查找原文，也可以检索一下主流媒体是否有相关报

道；如果一项与群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发表，主

流媒体应该会大规模跟进。如果除了这则信息本身，找不到

其它任何可以交叉验证的信息来源，就不应轻易相信。

理性评估信息的逻辑链条

在一些情况下，一则谣言的内容并非全部是杜撰的，而

是虚虚实实，将真实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夸大的解读掺杂

在一起。例如，2014 年网上曾广泛流传“最新研究称癌症会

传染”，引发了大量恐慌。不过如果看一下原文就会发现，

这项研究确有其事，但讲的其实是癌细胞通过外泌体影响到

其它细胞。这里探讨的是癌症的机制，从研究的结果到癌症

的传染，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跳跃，媒体过度解读了这条信息。

对于这种更加隐蔽的谣言，除了查证信源，还应该理性

地评估其论证的逻辑链。这则信息中有哪些主要的论点？这

些论点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是否符合逻辑？对于每个论点，

有多少证据的支持？只有当存在充足的证据时，才可以接受

一个论点；只有在论点之间的关系符合逻辑原则时，才可以

接受这样的论证。通过练习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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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链条的薄弱环节，从而抓住谣言的马脚。

定性与定量思维

科普圈流行着一句话，“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对于涉及健康和安全类的谣言，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区分定性

与定量的陈述。定性陈述是一种“有 / 无”的二分陈述，例如

一种物质是否对人体有害。定量陈述则是具体的数量陈述，

例如摄入多少数量的某种物质，有多大概率出现问题。我们

的日常思维通常在定性的水平上展开，但对于实际应用来说，

真正有意义的是定量的陈述：不存在完全没有风险的事物，

即使是对于维持生命必需的水、盐分，过量摄入之后依然会

危及生命；关键在于，这个“过量”的量是多少。

一些谣言会刻意混淆这两种陈述，比如 2012 年曾曝出新

闻，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都含有致癌物 4 甲基咪唑，引发了

消费者的恐慌。实际上，如果从定量的角度分析，这种致癌

物在可乐中的含量是非常少的，一个人需要一天喝下1000罐，

才能达到危险的水平；对于日常的饮用来讲，风险是可以忽

略的。建立起定量思维的意识，就可以避免这种思维陷阱，

减少不必要的恐慌。

广东电网公司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认真履行“主动承担三大责任 全力做好电力供应”的企

业使命，坚持“诚信 服务 和谐 创新”的企业理念，全

面创建管理精益、服务精细、业绩优秀、品牌优异的国

际一流省级电网企业，致力于向广大客户提供世界级的

电力供应和服务，连续 8 年获得广东省地方政府公共服

务评价排名第一，电网连续安全运行突破 2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