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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日益强大，人类的生活面貌日新月异，但人们的
生存环境却日益恶化，大气、河流、土地的污染时刻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城市被垃圾包围，生物物种
逐渐减少。
同时，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生活的环境日益嘈杂，城市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使城市日益燥热；眩光、电
磁波等干扰着人们的生活⋯⋯这些声、光、热、电磁、放射性等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构成人们生活
的物理环境，只是在它们的量过高或过低时，就形成物理性污染，会影响、干扰人们的生活、工作和
学习，危害人类健康。
研究物理环境同人类关系的科学称为环境物理学，它是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分成环境声学、环
境振动学、环境光学、环境热学和环境电磁学等分支学科。
人类的健康，需要适宜的物理环境，物理性污染必须进行控制和治理，但长期以来同水污染、大气污
染等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相比，人们对物理性污染缺乏了解，资料和书籍也很有限，所以作为环保工
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将物理性污染的危害和防治的最新信息和发展动态呈现给大家，使人们通过本
书的阅读，引起对物理性污染的认识和重视，并采取措施改善生存的物理环境，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
质量。
本书详细论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噪声、振动、放射性、电磁、光、热等要素的污染、对人类的
影响及防范措施，还简要介绍了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人们对物理性污染利用
的最新的科研动态。
本书信息量大，内容全面，不仅包含了环境物理学的理论，而且图表、数据丰富，具有较大的理论价
值和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科学专业、市政工程等专业需要环境相关知识的专业作为教
材，也适用于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本书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张宝杰副教授、哈尔滨理工大学乔英杰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赵志伟主编，
深圳水务集团陶涛、哈尔滨工业大学石玉明讲师、哈尔滨师范大学李家云副教授担任副主编。
书中绪论由张宝杰、乔英杰编写，第1章由张宝杰、李家云编写，第2章由乔英杰、赵志伟编写，第3章
由乔英杰、张宝杰、陶涛编写，第4章由张宝杰、石玉明、陶涛编写，第5章由赵志伟、乔英杰编写，
第6章由赵志伟、李家云编写，第7章由张宝杰、石玉明、陶涛编写，第8章由赵志伟、张宝杰编写。
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丁雷、郭芳、闫立龙、魏健、刘涛、张贺新、徐志伟、谢颖等，全书由张宝杰统
编修改定稿，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马放教授、中国海洋大学高忠文副教授主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一些从事教学、科研和生产的同行撰写的论文、讲义、书籍、手册等，在此
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姜安玺教授、宋金璞教授等老师的悉心指
导，在此表示感谢。
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领域还处于发展之中，由于编写时间较短，篇幅有限，再加以编者的水平及知识
面有限，书稿中疏忽与谬误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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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论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噪声、振动、放射性、电磁、光、热等要素的污染以及这些污
染对人类的影响和防范措施，还简要介绍了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及人们对物理
性污染利用的最新科研动态。
本书信息量大，内容全面，不仅包含了环境物理学的理论，而且图表、数据丰富，具有较大的理论价
值和较强的实用性。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学生作为教材，也适用于从事环境
保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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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还应指出，电波不仅可以干扰和它同频或临频的设备，而且还可以干扰比它频率高得多的设备
，也可以干扰比它频率低得多的设备。
其对无线电设备造成的干扰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必须对此严加限制。
2.电磁辐射对易爆物质和装置的危害火药、炸药及雷管等都具有较低的燃烧能点，遇到摩擦、碰撞、
冲击等情况，很容易发生爆炸，同样在辐射能作用下，也可以发生意外的爆炸。
另一方面，许多常规兵器采用电器引爆装置，如遇高电平的电磁感应和辐射，可能造成控制机构的误
动，从而使装置失灵，发生意外的爆炸。
如高频辐射强场能够使导弹制导系统控制失灵，电爆管的效应提前或滞后。
3.电磁辐射对挥发性物质的危害挥发性液体和气体，例如酒精、煤油、液化石油气、瓦斯等易燃物质
，在高电平电磁感应和辐射作用下，可发生燃烧现象，特别是在经典危害方面尤为突出。
4.电磁辐射对通信电子设备的危害高强度的电磁辐射会造成通信电子设备的物理性损害。
（1）对固体电路的损坏固体电路对电平、电压以及电流的变化率非常敏感。
以晶体管击穿数据为例说明此情况。
由于旋转或扫描天线产生的电磁辐射瞬间（通常在几毫秒内）击穿晶体管，所以其本身就存在着一定
的危险性。
因此，经常发生继电器触点、电线耦合器等元件因感应电磁过高引起电弧和电晕放电而损坏的现象。
（2）对电子元器件的损害电磁辐射对电子元器件的损坏与辐射的类型、照射时间、电平的大小、电
磁场性质及其他因素有关。
通常受损的是电路器件，如二极管、三极管等。
（二）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和影响1.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伤害和影响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
与波长有关。
长波对人体影响较小，随着波长的减小，对人体的危害逐渐加强，而微波的危害最大。
一般认为，微波辐射对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有影响，小剂量短时间有兴奋作用，大剂量长时间的作
用是抑制作用。
另外，微波辐射可以使毛细血管细胞的胞体内的小泡增多，使胞肌作用加强，导致血脑屏障渗透性增
高。
一般来说，这种增强是对人体不利的。
电磁辐射尤其是微波对人体的健康有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能诱发癌症并加速人体的癌细胞增殖大部分实验动物经过微波照射后，可以使癌的发生几率增
高。
调查表明，在2mGs（1GS－10）以上的电磁波照射中，人体患白血病是正常人的2.93倍，肌肉癌为正
常的3.26倍。
一些微生物专家的实验表明，电磁波可以使人体内的微粒细胞的染色体发生突变和有丝分裂异常，而
使某些组织出现病理增生过程，使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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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第2版)》：环境科学与工程丛书。
《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第2版)》适用于高等学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学生作为
教材，也适用于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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