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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電磁場與公共衛生－手機 

關鍵事實 

˙全球普遍使用手機，約有 46 億使用者。 

˙至今，仍無法認定使用手機產生有害健康的效應。 

˙全球持續研究評估使用手機的可能長期效應。 

˙一邊開車一邊使用手機（手持與否）增加車禍風險。 

 

手機為現代通訊的一部分，在許多國家，超過半數人口使用手機，而手機市

場快速成長中。直到 2009 年底，全球約 46 億人使用。在世界的一些地區，手機

是最可靠的或唯一可用的電話。既然有這麼多手機用者，調查、瞭解、監視任何

可能的影響民眾健康是重要的事。手機經由基地台的固定天線傳遞無線電波而通

訊，射頻波為電磁波；但不像游離輻射的 X 光或干瑪射線，手機電磁波不會斷

裂人體中的化學鍵，也不會導致人體中的游離輻射。 

 

暴露值 

手機為低功率射頻傳送器，在頻率 4.5—27 億赫茲操作，最高功率在 0.1—2

瓦。打開後它只傳送能量（對使用者而言即為暴露於射頻中），該值在離手機越

遠越快速減少。例如，在送簡訊、上網、使用免持手機時，手機離身體 30—40

公分遠，因此，比手持手機靠著頭部，更少暴露於射頻中。通訊時，除了使用免

持裝置讓手機離開頭與身體外，限制通話次數與長度就可減少暴露。在接收良好

地區，電磁暴露較少，因為較低功率下即可傳輸訊息。至於使用減少電磁暴露的

貼片等物，其實無效。通常在醫院或飛機上會禁用手機，因為手機射頻信號可能

干擾某些電子醫學儀器和導航系統。 



有健康效應嗎？ 

過去 20 年來，許多研究評估手機是否成為可能的健康風險，至今，仍無法

認定使用手機產生有害健康的效應。 

短期效應 

射頻能量與人體互相作用的主要機制為人體組織受熱。在手機使用的頻率

下，大部分的能量為皮膚與其他表面組織吸收，導致身體中腦部或其他器官「可

忽略的升溫」。有些研究調查射頻對自願者腦部電流活動、認知功能、睡眠、心

跳速率、血壓等的效應；至今的結果是，在導致熱效應的電磁暴露程度以下時，

並無一致性的證據顯示有害健康的效應。類似地，研究結果仍無法支持電磁暴露

與自我提報的症狀（或稱「電磁過敏症」）兩者間的因果關係。另外，許多研究

清楚地顯示，一邊開車一邊使用手機（手持與否），會導致交通傷害的漸增風險。

在一些國家，禁止一邊開車一邊使用手機（或鼓吹不可邊開車邊用手機）。 

 

長期效應 

流行病學研究電磁暴露可能的長期風險，大部分尋找腦瘤與使用手機的關聯

性，但因許多癌症在可能原因導致腫瘤之前許多年仍無法偵測，而且，手機是在

1990 年代早期才廣泛使用，目前流行病學研究只能評估較短期間內出現的癌

症。但是，動物研究的結果一致地顯示暴露於射頻下並無增加癌症的風險。在大

規模 

多國流行病學研究方面，有些已經完成，有些正在進行中，通常以病例與控

制研究、前瞻性世代研究等方式，探討成人的健康效應。至今，流行病研究的結

果，並不顯示在射頻暴露與任何有害健康效應間有因果關係的一致性證據。但

是，這些研究存在太多限制而不能完全排除關聯性。 

在成人的前瞻性世代研究方面，國際癌症研究署協調多國對成人的評估、病

例與控制研究，名為「INTERPHONE 計畫」，為了找出使用手機與成人頭頸癌症



的關聯性，此國際綜合統計分析 13 國的資料，並沒發現使用手機超過 10 年就有

增加神經膠質瘤或腦膜瘤的風險。雖然有些使用累積時數前 10%者顯示增加神經

膠質瘤的風險，但總和而言，在使用更久時，並無一致性增加風險的趨勢。因此，

研究者得到結論，偏差與誤差限制了這些結論的解釋能力，也無法引出因果關

係。雖然從 INTERPHONE 資料無法導出增加腦部腫瘤的風險，但因目前有更多

人使用手機和缺乏超過 15 年使用手機的健康效應資料，我們應進一步研究使用

手機與腦部癌症風險。尤其是，最近更多年輕人使用手機，因此，一生暴露時間

更久。世界衛生組織已提倡對此族群進一步研究；探討孩童與青年可能的健康效

應已在進行中。 

 

暴露限值方針 

手機使用者的射頻暴露限值以「比吸收率」（人體每單位質量吸收的射頻能

量）表示，目前有兩國際組織 1,2 發展出職場工作者與一般民眾（除了正接受醫

學診斷或治療的患者）的暴露方針，這些方針來自已有科學證據的仔細評估。 

 

世界衛生組織的回應 

為了回應民眾與政府的顧慮，世界衛生組織在 1996 年建立國際電磁場計

畫，以評估電磁場可能引起有害健康效應的科學證據。世界衛生組織將在 2012

年前，從事射頻暴露的正式健康風險評估。同時，其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署，將

在 2011 年前評估使用手機的可能致癌性。世界衛生組織也將經由其研究議程，

找出（與加強）射頻與健康的研究順序，也發展出民眾資訊內容，提倡科學家、

政府、產業、民眾等的對話，以多瞭解使用手機的可能有害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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