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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物理因素而导致的能量污染称为物理性污

染。不同于化学、生物性污染（不会随污染源的停止而消失，

并且具有扩散性），物理性污染没有残余物质，其成因始终

存在，这些因素（光、声、电磁场等）本身没有害处，只是在环

境中的含量异常才导致的污染。因此，相比化学、生物性污

染，物理性污染更不易被察觉的重视。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中，都应树立环保意识，对于身边的物理性污染，时时重视，

处处防范，共同构建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

1物理性污染简介

1.1物理性污染分类

1.1.1放射性污染

放射性污染即由人为制造的辐射源而导致的污染。随

着核工业的发展，人类大量开采如铀、钚等放射性矿产。无

论是工业上核企业的兴起还是医学上 X射线的广泛使用，

亦或是生活中琳琅满目的显像管、发光涂料等用品，都或多

或少地排放放射性废料，产生放射性污染。

1.1.2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是由于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噪声影响了人类

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主要包括各种机动交通工具在运行时

震动和刺耳的喇叭声产生的交通噪声；工地施工和工厂机

器运行产生的工业噪声；人类娱乐、聚会等社会活动以及家

用电器运转、打闹、开关门等生活活动产生的社会生活噪

声。其中，交通噪声具有流动性，工业噪声具有稳定性，社会

生活噪声具有广泛性。

1.1.3光污染

燥光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称为光污染，主要包括可见光

污染和红外线、紫外线污染。

1.1.4电磁波污染

天然或者人为的电磁波干扰和对人们或者环境有不利

影响的电磁辐射称为电磁波污染。

1.2物理性污染的危害

1.2.1放射性污染的危害

放射性物质被排放到大气中后，会对人体产生各种有

害辐射。当空气被放射性物质污染时，人体暴露在空气中会

受到浸没照射，即外照射；人体呼吸的气体若具有放射性，

会使各内脏器官受到吸入照射，即内照射；放射性物质沉淀

在地面时，会对人产生沉降照射。

工业核废水被排放到地面渗透池或者地下含水层以及

核废料的沉降，将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而放射性物质具有

扩散性，会从地下水渗透地表水，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并污

染土壤，辐射水生生物，由于食物链的存在，又对人体产生

内照射。

1.2.2噪声污染的危害

噪声的存在打破了自然环境的安宁，对人们的听力造

成损伤，甚至使人失聪；噪声还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作用

于各个器官，使人产生各种神经衰弱症状；工作环境充满噪

声时，患上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比正常环境

下高 2～3倍；噪声也会影响人的消化功能以及内分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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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甚至危及胎儿在母体中的正常发育。

噪声对人的工作生活以及动物的行为和健康都会造成

一定的干扰。噪声严重影响人的睡眠和工作学习，据统计，

噪声会使劳动差错率上升，其生产率也会降低 10～50%。

实验证明，噪声会使动物烦躁不安，行为异常，使其病变甚

至死亡。此外，特强噪声还会使仪器设备失灵，对建筑结构

也有一定的危害。

1.2.3光污染的危害

眩光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可见光污染，例如，在工厂车间

使用的灯光呈现不合理照明时将降低人的视觉功能。核试

验产生强烈的闪光时候，可以损伤几公里外人的眼睛。如果

没有合理的保护措施，焊接光也会损害人眼。此外，很多城

市建筑物布置有玻璃幕墙，太阳光照射在玻璃上，会造成强

烈的镜面反射，降低人的视觉灵敏度，危及车辆行驶安全。

红外线可对人造成高温辐射，灼痛甚至烫伤皮肤。红外

线的波长在 7500～13000埃之间时，可高度透过眼角膜，损

伤视网膜。眼角膜能吸收几乎所有超过 19000埃波长的红

外线，这一特性会烧伤眼角膜，甚至引起白内障。

紫外线对人体影响与红外线类似。人的免疫系统会因

人体过度暴露在紫外线下而损害，从而造成多种皮肤伤害。

1.2.4电磁污染的危害

有些自然现象会造成天然电磁污染，如雷电除了直接

损害电气设备，飞机，其他建筑物以外，而且能在广阔的范

围里迸发电磁干扰。火山爆发、引起磁性风暴太阳活动等产

生的电磁干扰会对通信造成尤为严重的破坏。

人造电磁污染主要是①功频交变的电磁场。②射频电

磁辐射。③脉冲放电。工业上使用的高功率的马达变压器就

具有功频交变的电磁场；生活中遍布的电视、微波炉等电器

都有具有射频辐射污染；断开高功率电源电路时的火花放

电就属于脉冲放电。这些电磁污染具有宽广的频率范围，会

造成大面积的影响，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威胁。

2物理性污染的防治

2.1物理性污染的防治措施

鉴于物理性污染对自然界和人类的危害，寻求其防治

措施势在必行。针对不同类型的污染，其防治措施如下：

2.1.1放射性污染的防治措施

①直接治理法：包括自然衰变消除法、物理掩埋法和化

学处理法。其中，对于具有较短半衰期的放射性元素以及人

迹罕至的核试验基地均可使用自然衰变法；对于轻度的放

射性污染可用物理掩埋法；而小规模的核事故则适用于见

效快的化学处理法，但因其成本高，且容易破坏土壤结构，

不能大规模使用。

②间接治理法：包括机械物理法、电化学法和物理 -

化学联合法。其中机械物理法又包括吸尘法、擦拭法、高压

喷射法和脉冲法，用于机械设备的放射性污染防治；电化学

法通过电流的作用，使核素溶解于点解液中，用于远距离操

作；物理 -化学联合法则在使用互相溶液的同时，辅以机

械作用，大大地减少了工作量。

2.1.2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①降低声源噪音：工业上可以通过改进生产工艺以降

低生产设备的噪音，或加入阻尼、隔振等方式改变发声装置

的运动方式。

②控制噪音传播：为了降低噪声，可以阻碍噪音的传播

途径。声如采用隔音，消音，隔音屏障等设备，以及建筑布局

合理化等。

③保护受音器官：对于长期工作在噪音环境下的人们，

要求其佩戴耳罩等护耳设备。

2.1.3光污染的防治

①减少来源：合理布置城市照明设备，提高公共区照明

条件等。

②区域隔离：在医院、工厂等对有紫外线或者红外线的

地方设置白色防护墙，并限制人员出入。

③个人防护：出行时可佩戴防护镜，特殊工作者可装配

防爆防护镜和光电防护镜等具有特殊作用的防护装置。

2.1.4电磁污染的防治

①保持距离：观看电视和手机时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家

电尽量安放远离人体的位置，高压输电线尽量远离闹市区。

②减少接触：需要经常面对电脑的人，要注意每隔一段

时间应休息一会，少玩游戏，尽量减少使用电热毯等设备。

③个体防护：对于孕妇、儿童等特殊人群，应配备合适

的防护用品。

④改善身体素质：要加强锻炼，合理作息，多吃蔬菜水

果，增强身体对电磁污染的抵抗能力。

2.2物理性污染的合理利用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我们在寻求物理性污染的防

治措施的同时，也应着力于发掘其有利的一面，做到废物利

用。比如科学家利用不同植物对各种噪声具有不同程度的

敏感性，研发出了噪声除草器。利用一定频率的噪声使杂草

提前生长，在农作物种植之前就能除掉杂草，这样能保证作

物的成长，减少农业成本，提高作物产量。除此之外，科学家

还研发了噪声诊病、噪声温度计等装置，其精确度更高，成

本更低廉。而对于其他类型的物理性污染，还需要人们不断

的探索其利用价值，达到减少污染，节约能源的效果。

3结束语

物理性污染在环境中处处存在，时时刻刻环绕在人们

身边。除了上述举措以外，还应将物理性污染加入公益宣传

和教学中，引起人们的重视，培养青少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兴

趣，鼓励学生多做实验，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为保护

环境描绘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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