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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对微波通信基站和广播电台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进行监测,了解了不同电磁辐

射强度与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之间的关系。指出较强电磁辐射水平对蚕豆根尖微核率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电磁辐射环境

可能存在潜在的致突变危险。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对有关场所中的电磁辐射环境,以及对公众健康影响的问题作深入

研究,制定可操作性法规,并明确界定有关场所可执行的标准,使建筑物高层电磁辐射环境污染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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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属非电离辐射,一定强度的电磁波会

干扰仪器仪表的正常工作,较高强度的电磁辐射会

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研究表明, 射频微波电

磁辐射,特别是高强度的电磁辐射, 能引起机体致

热效应,造成健康危害
[ 1, 2 ]
。电磁辐射对动、植物

的染色体可以引起畸变和有丝分裂的异常
[ 3]
。因

此,有关电磁辐射致畸变、致突变和致癌变效应的

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

广州市是各类电磁辐射设施分布广泛的城市,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广播、电视、

移动通信等发射设备的总数量和总功率呈逐年增

加趋势。这些设备为生活提供了便利,也对环境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可能也存在影

响。为了解发射天线周围电磁辐射环境的潜在致

突变水平,选择了受电磁辐射污染较高的微波通信

基站和某电台的周围环境 (包括室内环境 )进行了

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监测,以了解电磁辐射环境的潜

在致突变水平及其与电磁辐射强度之间的关系。

1 监测方法

1. 1 电磁辐射水平监测

根据 H J/T10. 2 199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
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 在微波通信基站和

某电台周围环境及其室内环境进行布点监测,并根

据 GB 8702 1988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进行评价

分析。监测仪器为德国产 EMR 300场强仪,监测

高度为仪器探头 (天线 )距地面 1. 7 m ~ 2. 0 m,作

3时段 ( 5: 00 9: 00, 11: 00 14: 00, 18: 00

23: 00)监测, 并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对筛选

出的各环境敏感点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的致突变水

平分析。

1. 2 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

参照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四版 ) !,在

25 ∀ 生化培养箱中用蒸馏水培养松滋青皮豆 (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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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 faba),待蚕豆根尖长出约 0. 5 cm时, 移至不同

电磁辐射水平的敏感监测点继续培养 24 h,随后再

转入蒸馏水中恢复培养24 h。用实验室电磁辐射环

境 ( 0. 3 V /m )蒸馏水培养作阴性对照组, 用浓度为

3. 4 #10- 6
mo l/L的重铬酸钾溶液作阳性对照组。切

取根尖1 cm,用新鲜配制的卡诺氏固定液固定24 h,

再用 95%酒精漂洗,然后转入 70%的酒精中保存

待用。用1mo l/L盐酸溶液在 60 ∀ 水浴锅中酸解根

尖 15 m in,用苯酚 品红染色 20 m in后用压片法制

片。每个待测样品随机检查 4个根尖, 每个根尖在

高倍镜下至少观察 1 000个根尖分生组织区细胞,

分别计算各监测点的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并进行

评价分析。

2 结果

2. 1 某微波通信基站天台的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

根尖细胞微核监测结果

某微波通信基站天台的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

根尖细胞微核监测结果见表 1。

表 1 微波通信基站天台的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
功率密度

Pd / (W∃ m - 2 )

限值标准

Pd / (W∃ m- 2 )
评价

结果

微核率

/%
t值 P值

阴性对照 0. 000 1 < 0. 4 未超标 5. 06 & 1. 13

阳性对照 0. 000 1 < 0. 4 未超标 10. 1 & 1. 22 6. 07 < 0. 01

1 西面 5 m 0. 143 2 < 0. 4 未超标 6. 22 & 1. 25 1. 38 > 0. 01

2 西面 10 m 1. 076 < 0. 4 超 标 27. 8 & 3. 22 13. 3 < 0. 01

3 西面 13 m 0. 954 < 0. 4 超 标

4 西面 16 m 0. 414 6 < 0. 4 超 标 18. 3 & 4. 02 6. 35 < 0. 01

5 西面 20 m 0. 229 7 < 0. 4 未超标 7. 29 & 1. 47 2. 40 > 0. 01

6 西南 10 m 0. 652 6 < 0. 4 超 标 20. 1 & 3. 73 7. 71 < 0. 01

7 西南 20 m 0. 300 9 < 0. 4 未超标

该基站位于住宅楼天台东面,为保证移动通信

要求, 该基站全天 24 h运行。经 ∋米 (字法布点的

监测结果表明,该天台的大部分区域都受到电磁辐

射,其中西面 10 m、13m和 16 m监测点, 以及西南

面 10m监测点都出现电磁辐射水平超标情况, 而

西面 5 m、20m和西南面 20 m监测点没有出现电

磁辐射水平超标情况,这与基站发射天线的发射倾

角和电磁辐射的衰减距离有关。根据电磁辐射水

平的监测结果,选择若干监测点进行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试验,结果表明, 阴性对照组的细胞微核率在

本底值范围内,而作为阳性对照的重铬酸钾能明显

地诱发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的增高,说明该批蚕豆

符合要求。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结果的 t检验

表明, 放置在 2、4、6监测点下的蚕豆根尖微核率与

阴性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 表明

较强电磁辐射水平对诱发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率的

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2. 2 某电台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根尖细

胞微核监测结果

某电台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根尖细

胞微核监测结果见表 2。

表 2 电台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和蚕豆根尖细胞微核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
电场强度

E / (V∃ m - 1 )

限值标准

E / (V∃ m - 1 )

评价

结果

微核率

/%
t值 P值

阴性对照 0. 3 < 40 未超标 5. 06 & 1. 13

阳性对照 0. 3 < 40 未超标 10. 1 & 1. 22 6. 07 < 0. 01

8 普通环境 2 8 < 40 未超标 5 59 & 1. 29 0 68 > 0. 01

9 东面宿舍 28栋天台 70 < 40 超 标 18. 3 & 1. 65 13. 3 < 0. 01

10 东面宿舍 29栋天台 46 < 40 超 标 13. 7 & 4. 22 3. 96 < 0. 01

11 东南某华轩楼顶 72 < 40 超 标

12 东南某华轩楼顶内 56 < 40 超 标 14. 4 & 1. 74 19. 0 < 0. 01

13 西面某大厦 F座楼顶 38 < 40 未超标 8. 13 & 3. 43 1. 7 > 0. 01

14 西北某宿舍大楼楼顶 93 < 40 超 标 25. 4 & 4. 09 9. 59 < 0. 01

15 西北某宿舍 801阳台 21 < 40 未超标 6. 03 & 2. 49 0. 71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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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电台位于市中心, 周围分布有民居、单位宿

舍等建筑物。该电台发射时段一般为早上 7: 00至

凌晨 2: 00, 不需要全天 24 h运行。结果表明, 该电

台东面、东南面、西面和西北面的住宅楼顶、天台等

监测点均出现电磁辐射水平超标情况。据此选择

若干监测点进行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 结果表

明,放置在 9、10、12、14监测点处的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率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 01), 同样表明较强电磁辐射诱发蚕豆细胞

根尖微核的效应显著。

3 讨论

目前,我国有关法规和标准对于高层建筑上的

天台电磁辐射环境区域划分未作具体的界定, 故有

的天台人们可以随意进出。由于发射功率和天线

安装等原因,天台周围环境的测定结果一般会高出

公众照射导出限值 ( 0. 4 W /m
2
和 40 V /m )的

标准。

通过分别在射频辐射超标环境和微波辐射超

标环境中进行的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 了解到

在电磁辐射本底环境 ( 2. 8 V /m )与阴性对照组的

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的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P > 0. 01) , 说明该环境下电磁辐射对细胞无致

突变效应。但无论是在射频辐射还是在微波辐

射环境, 只要是电磁辐射水平超标的各组监测

点, 其蚕豆根尖细胞微核试验结果均呈阳性, 表

明较强电磁辐射水平会显著诱发蚕豆根尖细胞

微核增加。这与孟紫强
[ 3]
用蚕豆根尖细胞微核

试验检测微波辐射对蚕豆微核效应的结果相一

致。而较高强度的电磁辐射能影响细胞的正常

分裂, 使细胞凋亡增加, 继而形成微核也经 Norde

nson等
[ 4 ]
和 S imko等

[ 5 ]
证实, 表明较高强度的电

磁辐射具有潜在的致突变效应。

对于高层建筑天台架设电台、通信发射天线的

周围环境电磁辐射超标, 而超标区域会产生潜在致

突变效应这一情况,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电磁辐射超

标警示,有可能给自由出入天台居民的身体健康带

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对这些场

所中的电磁辐射环境,以及对公众健康影响的问题

作深入的研究, 制订可操作性的法规, 并明确界定

这些场所可执行的标准, 使建筑物高层电磁辐射环

境污染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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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华鲟海域直接放流暨海水人工育肥技术研究 (课题通过江苏省环保厅验收

2004年 12月 17日 ,由东台市环保局和东台市环境监测站共同承担的 ∋中华鲜海域直接放流暨海水人工育肥技术研

究(课题在南京通过江苏省环保厅组织的验收。验收委员会对项目承担单位自 2000年 9月份以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 一致认为:该项目完成了东台海域中华鲟栖息地生态环境的调查监测; 进行了东台海域中华鲟的分布与数量的调

查; 成功开展了中华鲜海水育肥、饵料转换以及海域直接放流等科研活动,于 2002年 6月首次在黄海放流体长 100 cm的中

华鲟 300尾。该研究项目在海水人工育肥方面积累了经验,为中华鲟保护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验收委员会建议继续对

中华鲟人工放流和放流后跟踪监测;继续开展人工育肥研究。

摘自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环境监测工作通讯 !2004年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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