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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敢吃寿司吗？肿瘤内科医生谈辐射 

 

我今年9月下旬去了一次日本，就在我抵达日本的10天前，已废弃的福岛核电站完成了
第一批处理后放射性核废水排放。 

 

回到新加坡后，我的亲朋好友难免会这样问我：“你在日本时敢吃寿司吗？“ 
 

很显然，他们都担心海鲜受到放射性物质污染后，会增加患上癌症的风险，也很好奇
肿瘤内科医生会如何应对这种风险。 

 

从日本计划向太平洋排放经处理的放射性废水，到随后的实施，媒体对这个主题进行
了大量报道。 

 

这些报道大表示辐射对健康害处极大。是这样吗？在此我想说说我的看法，也许可以
加深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如果没有辐射生命将终结 
 

如果没有辐射，我们所知的一切生命都会瞬间终结。 

 

因为生命不可或缺的太阳能量，就是以不同形式的辐射抵达地球。如果没有太 

阳辐射，地球一切生物将冻死，地狱若真存在，也将结冰。 

 

辐射是一种电磁波，据电磁波频率的不同，辐射大致可分为两种：电离辐射和 

非电离辐射。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对人体的害处更大。 

 

因为高频电离辐射在接触物体（包括人体）后，会改变其分子结构，进而改变人 

体内正常的DNA结构，最终可能引发基因突变，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至于低 

频的非电离辐射，虽然其产生的热量可能会对人体带来一定伤害，但至少它在接触 

物体后，不会改变其分子结构。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大多数辐射都是非电离辐射。可见光让我们能够看见世界， 

红外线辐射带来热量，射频辐射可以传输广播电视以及手机的信号，烤箱中的电磁 

微波则可加热食物。 



 

大部分辐射源自大自然 
 

目前专家普遍认为非电离辐射不会致癌，但对之仍存在争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世
界卫生组织下设的一个组织）将手机射频辐射归类为2B类致癌物，可能会增加罹患神
经胶质瘤（一种脑癌）的风险。 

 

在非电离辐射的光谱中，紫外线位于最末端，进入有害的电离辐射的范围。紫外线辐
射非常普遍，比如太阳光线、电弧照明和日光浴床等情况下都能接触到，皮肤过度接
触这种辐射会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 

 

至于日常接触到的电离辐射，它对人体的害处更大，但公众对其知之甚少。虽然媒体
报道告诉我们，人造电离辐射（包括福岛核电站的放射性废水）对健康有潜在危害，
但很少有人知道，人体接触的大部分电离辐射都是自然存在的现象，每10天吸收的环
境辐射量（源自大自然），相当于做一次胸部x光检查。比喻的说，大自然每7周就会
强制性给我们进行一次乳房x光检查（两者电离辐射量相当）。 

 

搭飞机到夔国=逆一次的x光 

 

自然界的电离辐射，大致可分为宇宙辐射和地面辐射两种。 

 

宇宙辐射来自天体，源自太阳和其他恒星。宇宙辐射占地球上日常电离辐射的10％，
相当于每年进行3次胸部×光检查。这种形式的辐射暴露相对保持稳定，但也有发生改
变的特殊情况，比如飞机在大气层稀薄的高空飞行时，宇宙辐射暴露会更强烈。 

 

比如说从新加坡到旧金山，15小时的飞行就等于进行半次胸部x光检查。 

 

是的，如果你计划去美国度假，往返坐飞机就相当于进行了一次完整的胸部×光检
查。 

 

通过简单的计算你可得知，地球上90％的电离辐射，都来自亲爱的地球母亲所发出的
地面辐射。那么，这种辐射如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答案公布前，请深呼吸大部分是被我们“一吸入
的。 

 

土壤和岩石会释放出放射性氡气，人类接触的电离辐射中，70％以上都源自吸入这种
气体。砂岩、花岗岩、大理石和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也会释放氡气，因此即使躲在家里
也无法真正避免辐射暴露。这些辐射暴露，相当于每年20次胸部x光检查。 

 



还有10％的电离辐射是被我们“吃下"的，比如被福岛核电站废水中放射性氚污染的海
鲜。但即使福岛核电站没有排放处理后的放射性废水，土壤和水中的放射性镭、铀和
钍仍会少量进入我们的食物链，相当于2到3次胸部x光检查。 

 

还有不到10％的外部电离辐射，来自地球中放射性物质的衰变，相当于再增加了2次胸
部x光检查。 

 

这些辐射总体算下来，相当于我们每年进行很多回的胸部×光检查。 

 

保持平衡心态来看蓓辐射 
 

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人造电离辐射，都来自诊断成像，例如前文提到的胸部x光检查和
乳房×光检查。 

 

一次胸部x光检查相当于10天的自然环境暴露。一些更复杂的诊断成像方式，可能会导
致更高的辐射暴露。比如一次CT扫描相当于一百次胸部x光检查。最新癌症诊断方法
PET一CT扫描则相当于250次胸部x光检查。 

 

很多人都曾问过我，一个人每年能安全的进行多少次x射线或CT扫说实话，没有人知
道。 

 

多年来，临床研究已经清楚证明，辐射暴露与癌症风险增加之间存在联系，但这些研
究的对象都是辐射暴露水平非常高的个体，例如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或铀矿工人。由于
诊断成像的辐射剂量远低于这些案例，因此相关风险的记录较少。但有一点毋庸置
疑：辐射暴露的危害会在一生中逐渐累积。此外医学界也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幼儿更
容易受到辐射暴露的危害。 

 

总之，在决定进行基于x射线的诊断检查前，负责任的医生会权衡其利弊。只有获益大
于风险的情况下，才会决定进行检查。 

 

辐射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与辐射暴露相关的潜在风险，我们既不能对
之无所谓，也不应该反应过度，而是要保持平衡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回到开始的问题：我在日本期间吃寿司了吗? 

 

我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