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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基站越多辐射越大？高楼的9至11层是扬灰层？

北京市环保局澄清十大环保谣言
美国极端天气源于中国污染、手机基站越多辐射越大、内蒙古风电站“偷”走了北京大风导致雾霾、9至11层是扬灰

层，空气脏……在日常生活中，你是不是也时常听到这些谣言呢？昨天，北京市环保局举办绿色传播大会，现场发布并
澄清十大环保谣言。

据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大环保谣言是经过网络筛选、专家评审，因其网络传播率较高当选。在环境问
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环保谣言缺乏科学根据和事实支撑，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给公众和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不利
于环保科普工作的开展和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开展辟除环保谣言这样的活动，旨在传播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环
保科学素养，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

有媒体报道，内蒙古建设了大量风电站，“偷”走了北京大风，导致雾
霾。这是真的吗？

真相：风碰到障碍物绕流是可以恢复的，局部风力发电或局部防护林
不会对距离较远的下游风力造成影响，雾霾形成的根本原因还是地面污
染物碰上大气静稳条件。目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显示风电站与雾霾的形
成有因果关系。

内蒙古风电站“偷”走了北京大风导致雾霾

【谣言一】

据传，内蒙古鄂尔多斯地下发现大规模铀煤资源，通过燃烧，煤炭中的
铀进入到空气中，这是目前国内大范围雾霾的原因。这是真的吗？

真相：雾霾难散主要影响因素为气象条件。铀元素本身是很重的元
素，不容易被氧化，不会变成粉尘；而且电厂对排放物都会进行除尘、脱硫
脱硝处理，就是真有，也应该是留在燃烧残渣里，进入空气中是很微量的。

雾霾不散是因为“核污染”

【谣言二】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曾报道称，“中国污染可能导致美国冬季寒冷多
雪”，这是真的吗？

真相：中国气象局专家指出：“研究显示，冬季，美国暴雪频繁主要是极
地冷空气中心偏向美国和大西洋暖湿气流偏强造成的，与我国空气污染没
有直接关系。”同时，由多国科学家参与的评估报告《洲际传输评估报告》明
确指出，东亚的污染物排放对北美极端天气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极端天气源于中国污染

【谣言三】

有些居民担心，小区附近的手机基站会产生严重的电磁辐射，影响健
康，这是真的吗？

真相：一般城区手机基站的辐射功率都不大，典型的功率是30瓦左
右，最大的也就300瓦左右。我们的生活区与手机基站的距离一般都会在
100米以上，离300瓦基站100米距离上的辐射功率面密度是10米距离上
的1/100，远远低于《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中的国家标准。所以只要离基站
100米以外，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基站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手机基站越多辐射越大

【谣言四】

一篇广为流传的网文对锂电池提出质疑，称锂电池剧毒、短命、易爆
炸，使用条件苛刻；怎么处理全世界都还没办法，造成巨大环保压力，真的
如此吗？

真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动力电池领域首席专家、高级工程师王
芳说，锂电池相比如铅酸、镍铬、镍氢等传统电池，不产生任何铅、汞、镉等
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和物质，相对污染较小，且其电解液为有机溶剂和锂
盐，大多为无毒或低毒，因其环境风险相对较小，并未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管
理。但锂电池分解或水解产物具有一定腐蚀性和毒性，专家建议，锂离子
电池回收再利用的工作，国家应该尽早布局。

锂电池剧毒污染大

【谣言五】

一篇《水利部摸底地下水资源：八成不能饮用》的报道引发关注。该文表
示，经过检测，中国超八成地下水遭受污染威胁，不能饮用。这是真的吗？

真相：正在编制的《全国水资源保护规划》显示，全国4748个城镇饮用水
水源地，有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1817个，水质达标率为85%左右。监测显示，
2014年，175个供水人口50万以上的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中，共有33个地
下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总的来看，我国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良好。

地下水资源八成不能饮用

【谣言六】

高层建筑的9至11楼是扬灰层，脏空气到这个高度就会停顿，这里的污
染物密度最高……真是这样吗？

真相：从专业上来说，地面排放污染物在垂直高度上混合的最大高度称
为边界层，边界层越高混合的空间越大，地表空气质量越好。从边界层的角
度分析，不存在所谓的扬灰层，9至11层高度最多40米，始终在边界层均匀混
合的高度内，污染物浓度和地表不会有很大差别，和20层也不会有很大差别。

9至11层是扬灰层，空气脏

【谣言七】

一些人认为，北京市近年空气质量在逐步恶化，这是真的吗？

真相：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近发布的《北京空气污染治理历程：1998-2013
年》评估报告显示：1998至2013年，北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
入颗粒物(PM10)的年均浓度分别显著下降了78%、24%和43%，15年间北京的
空气质量得到了持续改善。此外，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
与2013年相比，北京的二氧化氮下降了4.7%、可吸入颗粒物下降了6.1%，PM2.5下
降了10%左右。所以，从近几年的监测数据来看，北京空气质量是在持续改善的。

北京市空气质量在逐步恶化

【谣言八】

网上流传“市政府通知：15至20日室外不要晒被子、衣服，不要吃外面的
食物(烧烤等露天食物)。尽量减少郊外、户外活动。飞机洒药治白蛾，大家把
爱心传递下去”。

真相：北京市林业保护站对飞机撒药防治林业病虫害工作进行了解释，
从5月13日开始，北京市确实有正在进行的飞机撒药，地点都在五环以外的、
非人口密集区的公益林、生态林和防护林上空，离树梢3至5米，离居民区很
远；飞防药剂属于昆虫生长调节剂，对人畜无害，而且北京飞防林业病虫害的
工作都已经做了快40年，不用躲避。

飞机洒药治白蛾需躲避

【谣言九】

有人说，北京市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不是机动车排放，而是工业排放
和燃煤，这是真的吗？

真相：2014年4月，北京市环保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PM2.5来源解析最
新研究成果。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排放占31.1%、燃煤占22.4%、工业
生产占18.1%、扬尘占14.3%，餐饮、汽车修理、畜禽养殖、建筑涂装等其他排
放约占14.1%。环保专家表示，机动车排放对北京市PM2.5的贡献是动态
的，平时在10%到50%之间都有可能，总体来说其平均值就是30%左右。
因此，机动车污染确实是北京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工业排放和燃煤对北
京市空气污染的贡献也很大。 （京晚）

机动车污染不是北京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谣言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