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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是一种复合电磁波，可以通过相互垂直

的电场和磁场来传递能量。按照频率从低到高分类，

主要包括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等。虽然电磁辐射最早于19世纪

被发现，但其在生命诞生以前就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中。雷电、宇宙射线、太阳热辐射、地球热辐射、静电

辐射等均可以产生电磁辐射［1］。

人们可能暴露其中的电磁场（electromagnetic
field，EMF）主要包括两个频段：一个是极低频段

（extremely low frequency，ELF），频率小于 300赫兹，

如大众熟知的电力供应中使用的 50赫兹和 60赫

兹，以及电力线和电气/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场的频

率；另一个是射频段（radio frequency，RF），频率在

10兆赫到300吉赫，包括微波，当前无线通信设备在

这个频段运行，主要是移动电话使用的 900兆赫和

1 800兆赫。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暴露于人造来源

的电磁场，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人工的无线发射设

备，包括手机、无线路由器、电信基站、无线电台、计

算机屏幕和许多其他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电子

设备；二是电力工频强电系统发出的无源辐射，包

括超高压输电线、变电所和磁悬浮轨道交通等；三

是电子仪器、医疗仪器、激光照相设备等工业医疗

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四是电脑、冰箱、空调、微波

炉、电磁炉、家用理疗仪等家用电器产生的电磁辐

射。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电子

产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带来快捷和便利的

同时也让人们无时无刻不暴露在电磁辐射之中。

电磁辐射究竟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什么影响，影响的

大小及安全范围等，是目前研究中主要关心的问

题。本文整理了多组学分析的研究成果，总结电磁

辐射对不同组学的影响及其生物学机制。这些研

究结果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电磁辐射，并对日

常生活中电磁辐射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防。

一、电磁辐射的危害

（一）风险与警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各类电磁场的生物效

应和对人体健康危害的科学知识不断积累增加，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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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电磁辐射暴露与退行性神经疾病、恶性肿

瘤、生殖功能异常等多种疾病的发生率增高密切相

关，并成为新的致病危险因素［1］。世卫组织/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于2011年5月将射频电磁场列为可能

导致人类罹患癌症的物质（2B类），同时 IARC网站列

出的314种2B类致癌物中也包含极低频电磁场［2⁃3］。

除了地球的自然电磁场外，随着电子和通信领

域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人造电磁场纷纷出现，

如自20世纪开始出现的供电电网设施，就是人造极

低频电磁场的重要来源［4］。在此之后，无线电广播

技术和通信技术高速发展所产生的多种新型电子

设备，使得电磁场的数量大大增加。例如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移动电话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惊人的

增长。截至2022年2月，我国共有移动电话用户数

165 060.5万户，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一［5］。除此之外，

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如无线局域网（WLAN）热点，

包括Wi⁃Fi网络，也会产生海量的射频电磁场［6］。研

究表明，在不同国家的城市地区，包括射频电磁场

在内的多源电磁辐射量均处于高水平［7］，这使得人

们越来越多地暴露在电磁辐射中。此外，在军事领

域，发达军事强国以电磁辐射为杀伤因素的新型高

科技武器不断出现，这些武器的使用将对人们的健

康及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总而言之，电磁辐射的危害正逐渐成为严重影

响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深入研

究电磁辐射损伤效应，阐明损伤机制，提出危害防

治措施，是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平衡协调发展和涉

及国防安全的国家重大需求。

（二）流行病学研究

目前已有许多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电磁辐射与

多种疾病的患病风险高度相关。例如，一项研究结

果发现，当儿童暴露在磁感应强度高于0.3 μT的极低

频电磁场中时，罹患白血病风险将增加1.4~1.7倍［8］。

英国研究人员对 29 081名儿童（包括 9 700例白血

病和6 605例脑瘤）进行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表明居

住在高压线附近的儿童，白血病及脑肿瘤发病率显

著增高［9］。在瑞典 1997—2003年和 2007—2009年

的一项联合案例研究中发现，使用便携式手机会增

加患神经胶质瘤的风险［10］。2017年一项Meta分析

结果也显示，长期使用手机（超过10年）与胶质瘤风

险呈显著正相关，其中低级别胶质瘤发生概率将增

加2.22倍［11］。这些研究表明，电磁辐射暴露可能伴

随着多种疾病患病风险。

除了与癌症患病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之外，电

磁辐射还与非肿瘤疾病发病率相关。早在1995年，

芬兰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中高度的极低频电磁场

与散发性阿尔茨海默症之间存在关联［12］。随后

在美国、丹麦、瑞典等地的类似研究也发现了这

种联系［13⁃15］。近年来，多项研究提出极低频电磁场

暴露可以通过激活钙信号和过氧亚硝酸盐/氧化应

激/炎症等多种生物通路，改变细胞内钙离子的浓度

进而引起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16］。

（三）电磁辐射的作用机制研究

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电磁辐射与多种生

物效应和致病机制相关。例如电磁辐射可以影响

细胞增殖分化，有研究发现低频电磁场和高频电磁

场均可促进神经干细胞的体外增殖，同时低频电磁

场还可以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为神经元［17］。除此

之外，电磁场还可以诱导骨髓干细胞分化为神经

元，以及促进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18⁃19］。

电磁辐射可以通过非热机制影响细胞自噬。

有研究发现暴露在1 800兆赫电磁场中的小鼠胚胎

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水平显

著增加，促进了细胞凋亡［20］。同时，这种影响还受

细胞类型、细胞微环境、剂量、时间等因素影响［21］。

电磁场还可以影响细胞的信号转导。有研究

发现，利用异氟醚可以保护大脑皮层神经元免受电

磁场暴露的损伤，减轻炎症反应和细胞凋亡，改善

电磁脉冲（electromagnetic pulse，EMP）诱导的认知

障碍［22］。另外有研究发现，暴露于 1 760兆赫的射

频电磁场会诱导细胞内产生ROS，刺激基质金属蛋

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家族蛋白产

生并激活ERK1/2通路和 FoxO3a通路，最终导致皮

肤老化［23］。与之相近的最新研究表明，射频电磁场

还可能通过激活Akt/mTOR/p53通路的方式引起细

胞衰老［24］。

电磁场还会通过增加氮中间体和ROS水平的

方式间接引发DNA链断裂［25⁃26］。有研究发现，暴露

于电磁辐射后，人成纤维细胞染色体畸变和微核数

量显著增加［27］。后续研究还发现，反复电磁场暴露

将导致宫颈癌细胞和正常肺成纤维细胞中的DNA
双链断裂［28］。

以上研究表明，电磁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

细胞的生理活动，进而导致人体健康失衡。因此，

基于多组学分析技术，进一步探究电磁辐射对人体

的影响机制，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二、电磁辐射的多组学研究

（一）细胞生物信息学

宇宙辐射顾名思义是来自太空的辐射，一般分

为银河宇宙射线和太阳宇宙射线。对于普通人群

来说，宇宙辐射就像经常能够接触到的其他低水平

辐射一样，不会造成伤害。但对于特殊职业人群，

例如机组人员，频繁的高海拔和高纬度飞行可能会

受到来自太空的高水平辐射，产生潜在的健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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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此有专门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控制机组人

员的飞行时间。而对于宇航员来说，在空间站中

的生活会接受到更高的辐射剂量，进而影响健康

水平。

目前有研究使用了NASA GeneLab数据库［29］中

59名宇航员的多组学数据，全面分析太空飞行对人

体健康影响的生物学机制［30］。结果发现，太空飞行

会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进而导致人体不同组织中

与线粒体功能相关的代谢物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其中肝脏组织中的基因表达水平和蛋白质表达水

平变化最为明显，这是因为肝脏对于维持体内成分

平衡起关键枢纽作用。这一研究通过对转录组学

数据、蛋白质组学数据和代谢组学数据进行全面分

析，揭示了太空辐射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阐明了

以线粒体功能失调为中心的一系列生物学机制。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太空飞行后宇航员的

端粒长度往往比太空飞行前短，而在太空飞行期间

端粒延长且伴随着持续性的DNA损伤、线粒体应

激、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和染色体畸变等现象［31⁃32］。

端粒是真核生物染色体末端的DNA重复序列，负责

保持染色体的完整性和控制细胞分裂周期。端粒

长度是一种遗传性状，会随着正常衰老而减少，一

旦端粒消耗殆尽，细胞将会立即启动凋亡机制。因

此端粒常被认为与细胞衰老有关系［33］。通过对宇

航员飞行前后的端粒长度进行分析，解释了端粒长

度变化的分子机制，但太空飞行对人体长期健康的

影响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研究宇宙辐射引发细胞损伤的分子机

制，可以帮助推进使用高能粒子加速器治疗癌症的

方案，使用与太空辐射类似的带电粒子束摧毁深层

肿瘤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

另一方面，研究太空辐射引发细胞损伤的分子机

制，还可以帮助改进太空辐射防护措施，进一步降

低太空飞行引起的健康风险。

（二）基因组学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核反应堆破

裂事故，导致周边地区的居民暴露于辐射中，使得

当地居民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PTC）的发病率显著升高。有研究通过全基因组测

序技术分析了这些癌症患者的基因变异，发现无论

是辐射暴露组还是对照组，其多种调控细胞生长的

基因都发生了变异，但两组的基因变异类型存在明

显差异。小时候暴露在辐射下的人群的关键基因

更多地出现“融合变异”，这可能因为辐射带有能

量，打断了DNA双链，当DNA双链重新修复时，将

错误的片段连接进来，进而产生了变异。相反，对

于那些没有暴露在辐射下的人群，他们更多出现的

是点突变。而且研究人员也观察到，暴露于辐射中

的儿童年龄越小，DNA双链断裂与辐射暴露之间的

关联就越强。这也表明DNA双链断裂可能是暴露

于辐射后最早出现的基因变异之一，这一研究结果

对辐射诱导的癌症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34］。

与之类似，有研究通过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强紫

外线照射可以导致DNA双链断裂［35］。这些研究说

明电磁场暴露一定程度上可以导致DNA双链断裂，

进而在基因组水平上影响人体健康，因此通过全基

因组测序等分析手段可以深入研究电磁场对人类

基因组学的影响。

（三）转录组学

转录组学是研究单个细胞或一群细胞所能转

录出的所有RNA的学科。转录组是基因组的主要

产物，因此分析转录组可以反映基因组的功能，同

时还可以揭示不同类别RNA的表达变化及其转录

调控情况［36］。目前运用转录组学分析电磁辐射对

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多使用RNA测序技术进行

分析。

有研究通过RNA测序技术分析发现，经X射线照

射后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human lung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HLMVEC）中衰老相关基因的表达

发生改变，同时其他显著差异表达基因富集在细胞周

期、细胞凋亡、DNA损伤、炎症反应和内皮向间充质细

胞转化（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
等生物通路中。这些结果表明，X射线可能会导致

细胞衰老、低水平的细胞凋亡、炎症增加和促进

EMT，而对这些通路的进一步研究可以预防电磁

辐射对正常组织的伤害［37］。有研究通过敲除 p53
基因进行转录组学分析，研究电磁辐射后 p53基因

的转录调控情况。结果发现，敲除 p53基因后暴露

于电磁辐射中会导致转录组的显著失调，也就是

说，多个mRNA的表达水平会随着 p53基因辐射暴

露后的状态变化而显著改变。这说明p53基因在辐

射暴露后的损伤反应中起重要作用［38］。除了研究

基因表达改变情况和转录调控情况之外，转录组分

析还可以研究表达水平对放射治疗效果的影响。

例如，有研究通过转录组分析发现，特定基因的高

表达可以影响患者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39］，这有助

于进一步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现有电磁辐射对

转录组影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 bulk转录组

测序，bulk转录组测序中的样本混合会导致均质化

从而掩盖单细胞异质性，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和空间

转录组测序技术能在单细胞水平更精细地揭示电

磁辐射对不同组织区域的影响，将是未来研究的发

展方向。

（四）蛋白质组学

蛋白质组学是利用高通量和低通量技术研究

生物体内存在的蛋白质种类的科学。相较于基因

·· 320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11期
2022年8月

组学或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可以更好地了解细胞

内正在进行的功能过程。蛋白质是直接调节生理

过程的分子，而并非所有基因表达的变化都必然反

映在蛋白质组上，特别是无线通信设备所产生的射

频电磁场具有的能量非常低，难以直接诱发基因突

变，因此可以使用蛋白质组学方法研究射频电磁场

对生物健康的影响［40］。

目前有许多研究观察到电磁暴露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人体的生殖相关蛋白，例如有研究表明，

暴露于射频电磁场中会导致成人睾丸蛋白增加，这

与致癌风险和生殖损伤有关。而男性往往会在靠

近性腺的口袋里随身携带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可

能会使性腺暴露在过强的电磁场中，进而影响男性

生殖健康［41］。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经X射线辐射

后，人类肝星状细胞的促纤维化标志物表达增加，

导致辐射诱导的肝纤维化［42］。针对以上电磁场对

健康的潜在危害，通过分析细胞系的蛋白质表达谱

来制定放射治疗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电磁辐

射导致的生殖损伤或肝纤维化。

（五）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是对细胞、组织或生物体中的代谢

物、小分子底物、代谢中间体和产物的系统研究，

可以发现特定细胞过程中的代谢标志物。目前关

于电磁场与人体健康的代谢组学研究较少，但仍

有研究通过多变量统计分析健康群体与电磁场敏

感（idiopathic environmental intolerance attributed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IEI⁃EMF）群体之间的代谢谱

差异。与健康群体比较，敏感群体的代谢组学特征

是甘氨酸和焦谷氨酸水平较高，2⁃羟基异己酸盐、胆

碱、谷氨酰胺和异亮氨酸水平较低。而这些代谢物

主要涉及氧化应激防御、疼痛机制和肌肉代谢过

程，因此，这些标志物的代谢水平可能揭示了纤维

肌痛（fibromyalgia，FM）的发病机制，并可以作为识

别疾病发生的特异性标志物［43］。除此之外，还有研究

利用代谢组学研究磁热疗在抗肿瘤中的疗效，例如有

研究发现，接受12小时的磁热疗后，动物肝酶水平会

显著升高，而10天后则检测不到这一现象。这说明

磁热疗会在12小时内显著改变肝脏的代谢模式，但

10天后则恢复至原始水平。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代谢

组学特征包括磷脂酰胆碱、牛磺酸、葡萄糖、乳酸和丙

酮酸等在代谢组学层面上具有显著差异，因此认为磁

热疗是一种可以安全治疗肝转移瘤的方法［44］。

（六）微生物组学

近年来，人们发现微生物对人体各类疾病以及

免疫系统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随着测序技术的

发展，人们对微生物的研究也进入了组学时代，可

以利用 16S rRNA宏基因组测序技术加深对微生物

组的研究。目前已有研究通过测序技术分析电磁

辐射暴露对微生物组组成的影响，例如有研究使用

UVA和UVB波段的紫外线照射受试者皮肤，发现受

到辐射后皮肤微生物组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而变化

的程度则因人而异，但存在的总体趋势为紫外线照

射后蓝藻、梭杆菌和疣微菌会普遍增加，而乳酸杆

菌会减少［45］。除了皮肤的微生物组之外，电磁场还

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组。有研究通过 16S rRNA测序

分析发现，经高剂量的全身辐射暴露后，肠道微生

物组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与腹泻相关的罗伊氏乳杆

菌增加，而扁豆菌、疣微菌门和拟杆菌减少，从而导

致腹泻症状［46］。类似研究发现，电磁场暴露不仅会

导致抑郁样神经行为障碍，还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

失衡，而热习服（heat acclimation，HA）则可以减轻电

磁辐射引起的抑郁特征［47］。还有研究表明，在高剂

量电磁辐射中仍存活至正常寿命的部分小鼠，其胃

肠道中存在着独特的微生物组，其中毛螺菌科和肠

球菌科的细菌最为丰富。单关联分析发现毛螺菌

与保护作用显著相关，而肠球菌则与促进造血、减

轻胃肠道损失显著相关。这一结果揭示了新的辐

射防护机制，并为减轻辐射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提

供了新的思路［48］。

目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电磁场对人体

微生物组的影响，通过测序技术可以快速高效地

识别电磁辐射暴露的微生物组标志物，有助于开

发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以减轻辐射损伤；了解辐

射损伤和辐射引起症状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有助

于开发新药和制定预防措施，改善接受放疗的癌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三、未来与展望

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人造电磁场，使

得人们越来越多地暴露在电磁辐射中，进而引发了

对于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危害的广泛关注。另外，

近年来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产生了海量的多组学

数据，研究人员使用高通量技术和分析手段可以更

好地了解疾病的致病机制以及研发治疗手段。这

些发展为使用多组学数据分析电磁辐射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打下了基础。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下，

可以同时研究细胞、组织、人体中与环境因素关联

的数千个基因。同时相较于低通量实验手段，高通

量测序技术更为经济有效，可以对同一批样本进行

不同组学层面测序，进而进行多组学综合分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人员都在使用传

统实验方法研究电磁辐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但

效率较低，关于电磁辐射对生物影响的评估也不够

全面。目前基于组学大数据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

注，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来自欧洲机构［49］，国内的

研究尚较少，补齐国内短板任重道远。因此，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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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学数据进一步研究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可作为未来国内电磁学与医学交叉领域研究的

重点。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研究工作探索电磁辐

射对生物体的影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接触

到的电磁辐射如Wi⁃Fi网络、手机、计算机屏幕等对

健康的影响尚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索及验证。

另外，与低通量实验的可比性是使用高通量测

序技术进行分析时存在的普遍问题。例如，两种实

验方法是否得出一致结论，如何展示两者之间在多

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使用实验方法进行复现得到

验证的比例是多少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还亟需制

定规范的分析流程和标准化实验方法以确保结论

的可比性和研究的高质量性。

参考文献

［1］ KOCAMAN A，ALTUN G，KAPLAN A A，et al. Geno⁃
toxic and carcinogenic effects of non ⁃ ionizing electro⁃
magnetic fields［J］. Environ Res，2018，163：71-79

［2］ BELPOMME D，HARDELL L，BELYAEV I，et al.
Thermal and non⁃thermal health effects of low intensity
non⁃ ionizing radiati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J］.
Environ Pollut，2018，242（Pt A）：643-658

［3］ HARDELL 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adiofrequen⁃
cy radiation and health⁃a hard nut to crack（review）［J］.
Int J Oncol，2017，51（2）：405-413

［4］ REMONDINI D，NYLUND R，REIVINEN J，et al.
Gene expression changes in human cells after exposure
to mobile phone microwaves［J］. Proteomics，2006，6
（17）：4745-4754

［5］ 智研咨询. 2022—2028年中国 IP电话行业现状与发展

趋势报告［R］. 2022
［6］ PALL M L. Wi⁃Fi is an important threat to human health

［J］. Environ Res，2018，164：405-416
［7］ SAGAR S，ADEM S M，STRUCHEN B，et al. Compar⁃

ison of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levels in different everyday microenvironments in an in⁃
ternational context［J］. Environ Int，2018，114：297-
306

［8］ TEEPEN J C，VAN DIJCK J A. Impact of high electro⁃
magnetic field levels on childhood leukemia incidence
［J］. Int J Cancer，2012，131（4）：769-778

［9］ DRAPER G，VINCENT T, KROLL M E，et al. Child⁃
hood cancer in relation to distance from high voltage
power lines in England and Wales：a case⁃control study
［J］. BMJ，2005，8：345-347

［10］HARDELL L，CARLBERG M. Mobile phones，cordless
phones and rates of brain tumor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Swedish National Inpatient Register and the
Swedish Cancer Register during 1998 ⁃ 2015［J］. PLoS

One，2017，12（10）：e0185461
［11］ YANG M，GUO W，YANG C，et al. Mobile phone use

and glioma risk：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PLoS One，2017，12（5）：e0175136

［12］ SOBEL E，DAVANIPOUR Z，SULKAVA R，et al. Oc⁃
cupations with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a pos⁃
sible risk factor for Alzheimer’s disease［J］. Am J Epi⁃
demiol，1995，142（5）：515-524

［13］ SOBEL E，DUNN M，DAVANIPOUR Z，et al. Elevat⁃
ed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among workers with like⁃
ly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J］. Neurology，1996，
47（6）：1477-1481

［14］ JOHANSEN C.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risk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 in utility workers
［J］. Epidemiology，2000，11（5）：539-543

［15］ QIU C，FRATIGLIONI L，KARP A，et al. Occupation⁃
al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nd risk of Alzheim⁃
er’s disease［J］. Epidemiology，2004，15（6）：687-694

［16］ PALL M L. Low intensit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act via
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vgcc）activation to cause
very early onset Alzheimer’s disease：18 distinct types
of evidence［J］. Curr Alzheimer Res，2022，19（2）：119-
132

［17］ BAI W，LI M，XU W，et al.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high⁃ and low⁃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on prolif⁃
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eural stem cells［J］. Neu⁃
rosci Lett，2021，741：135463

［18］ SAFARI M，JADIDI M，BAGHIAN A，et al. Prolifera⁃
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rat bone marrow stem cells by
400 μT electromagnetic field［J］. Neurosci Lett，2016，
612：1-6

［19］ HAMID H A，SARMADI V H，PRASAD V，et al. Elec⁃
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as a plausible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
chymal stem cells in clinically relevant scenarios［J］. J
Zhejiang Univ Sci B，2022，23（1）：42-57

［20］ HOU Q，WANG M，WU S，et al. Oxidative changes
and apoptosis induced by 1 800⁃mhz electromagnetic ra⁃
diation in nih/3t3 cells［J］. Electromagn Biol Med，
2015，34（1）：85-92

［21］HAO Y H，ZHAO L，PENG R Y. Effects of electromag⁃
netic radiation on autophagy and its regulation［J］.
Biomed Environ Sci，2018，31（1）：57-65

［22］ LI J J，DENG B，ZHANG X J，et al. Isoflurane precon⁃
ditioning attenuates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electromag⁃
netic pulse via the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J］. Oxid
Med Cell Longev，2019，2019：9653494

［23］ KIM J H，KANG D J，BAE J S，et al. Activat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and foxo3a in hacat keratino⁃

·· 322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11期
2022年8月

cytes by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J］. Sci Rep，2021，11（1）：7680

［24］ KIM J H，JEON S，CHOI H D，et al. Exposure to long⁃
term evolution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 de⁃
creases neuroblastoma cell proliferation via akt/mtor⁃me⁃
diated cellular senescence［J］. J Toxicol Environ Health
A，2021，84（20）：846-857

［25］ STORCH K，DICKREUTER E，ARTATI A，et al. Be⁃
mer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rapy reduces cancer cell ra⁃
dioresistance by enhanced ros formation and induced
DNA damage［J］. PLoS One，2016，11（12）：e0167931

［26］ PATRUNO A，PESCE M，MARRONE A，et al. Activi⁃
ty of 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s（mmps）and the tissue
inhibitor of mmp（timp）⁃ 1 in electromagnetic field ⁃ ex⁃
posed thp ⁃1 cells［J］. J Cell Physiol，2012，227（6）：

2767-2774
［27］ WINKER R，IVANCSITS S，PILGER A，et al. Chro⁃

mosomal damage in human diploid fibroblasts by inter⁃
mittent exposure to extremely low⁃frequency electromag⁃
netic fields［J］. Mutat Res，2005，585（1⁃2）：43-49

［28］ KIM J，HA C S，LEE H J，et al. Repetitive exposure
to a 60 ⁃ hz time ⁃ varying magnetic field induces DNA
double⁃strand breaks and apoptosis in human cells［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10，400（4）：739-744

［29］ RAY S，GEBRE S，FOGLE H，et al. Genelab：omics
database for spaceflight experiments［J］. Bioinformat⁃
ics，2019，35（10）：1753-1759

［30］ DA SILVEIRA W A，FAZELINIA H，ROSENTHAL S
B，et al. Comprehensive multi ⁃ omics analysis reveals
mitochondrial stress as a central biological hub for
spaceflight impact［J］. Cell，2020，183（5）：1185-1201

［31］ LUXTON J J，MCKENNA M J，TAYLOR L E，et al.
Temporal telomere and DNA damage responses in the
space radiation environment［J］. Cell Rep，2020，33
（10）：108435

［32］ LUXTON J J，MCKENNA M J，LEWIS A，et al. Telo⁃
mere length dynamics and DNA damage responses asso⁃
ciated with long ⁃ duration spaceflight［J］. Cell Rep，
2020，33（10）：108457

［33］HONIG L S，KANG M S，CHENG R，et al. Heritabili⁃
ty of telomere length in a study of long ⁃ lived families
［J］. Neurobiol Aging，2015，36（10）：2785-2790

［34］MORTON L M，KARYADI D M，STEWART C，et al.
Radiation ⁃ related genomic profile of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after the chernobyl accident［J］. Science，
2021，372（6543）：eabg2538

［35］BOEING S，WILLIAMSON L，ENCHEVA V，et al.
Multiomic analysis of the uv ⁃ induced DNA damage re⁃
sponse［J］. Cell Rep，2016，15（7）：1597-1610

［36］KOKS G，PFAFF A L，BUBB V J，et al. At the dawn
of the transcriptomic medicine［J］. Exp Biol Med（May⁃
wood），2021，246（3）：286-292

［37］ BOUTEN R M，DALGARD C L，SOLTIS A R，et al.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and pathway analysis of cul⁃
tured human lung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follow⁃
ing ionizing radiation exposure［J］. Sci Rep，2021，11
（1）：24214

［38］HUANG R，LIU X，LI H，et al.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ranscriptomic and metabolomic profiling reveal the p53
associated pathways underlying the response to ionizing
radiation in hbe cells［J］. Cell Biosci，2020，10：56

［39］ LOZINSKI M，BOWDEN N A，GRAVES M C，et al.
Transcriptomic profiling of DNA damage response in pa⁃
tient ⁃ derived glioblastoma cells before and after radia⁃
tion and temozolomide treatment［J］. Cells，2022，11
（7）：1215

［40］ LESZCZYNSKI D. Effects of radiofrequency ⁃modulate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on proteome［J］. Adv Exp Med Bi⁃
ol，2013，990：101-106

［41］ SEPEHRIMANESH M，KAZEMIPOUR N，SAEB M，et
al. Proteomic analysis of continuous 900 ⁃mhz radiofre⁃
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 in testicular tis⁃
sue：a rat model of human cell phone exposure［J］. En⁃
viron Sci Pollut Res Int，2017，24（15）：13666-13673

［42］YUAN B，CHEN Y，WU Z，et al. Proteomic profiling
of human hepatic stellate cell line lx2 responses to irra⁃
diation and tgf⁃β1［J］. J Proteome Res，2019，18（1）：

508-521
［43］ PIRAS C，CONTE S，PIBIRI M，et al. Metabolomics

and psychological features in fibromyalgia and electro⁃
magnetic sensitivity［J］. Sci Rep，2020，10（1）：20418

［44］HERRERO DE LA PARTE B，IRAZOLA M，PéREZ⁃
MUñOZ J，et al. Biochemical and metabolomic changes
after electromagnetic hyperthermia exposure to treat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implants in rats［J］. Nanomateri⁃
als（Basel），2021，11（5）：1318

［45］BURNS E M，AHMED H，ISEDEH P N，et al. Ultravi⁃
olet radiation，both uva and uvb，influences the compo⁃
sition of the skin microbiome［J］. Exp Dermatol，2019，
28（2）：136-141

［46］KALKERI R，WALTERS K，VAN DER POL W，et al.
Changes in the gut microbiome community of nonhuman
primates following radiation injury［J］. BMC Microbiol，
2021，21（1）：93

［47］ LUO X，HUANG X，LUO Z，et al. Electromagnetic
field exposure⁃induced depression features could be alle⁃
viated by heat acclimation based on remodeling the gut
microbiota［J］. Ecotoxicol Environ Saf， 2021， 228：

·· 323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4期 总第111期
2022年8月

112980
［48］ GUO H，CHOU W C，LAI Y，et al. Multi⁃omics analy⁃

ses of radiation survivors identify radioprotective mi⁃
crobes and metabolites［J］. Science，2020，370（6516）：

eaay9097

［49］ BLANKENBURG M，HABERLAND L，ELVERS H D，

et al. High ⁃ throughput omics technologies：Potential
tool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influences of emf on biologi⁃
cal systems［J］. Curr Genomics，2009，10（2）：86-92

（本文编辑：接雅俐）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ffects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on
human health using multi⁃omics analysis

CAO Chen1，SHEN Yan1，GU Ning1，2，3

1.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cs，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2. School of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02；3. Jiangsu Key Laboratory for Biomaterials and Devices，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people are utilizing

portable electronic devices more frequently in their daily lives，which has led to concerns about whether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EMF） can be harmful to health.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exposure to
EMF can influence an organism’s or a person’s health. For instance，EMF exposur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Group 2B carcinogen and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a high incidence of numerous disorders. On the other hand，
EMF exposure can also be used as a treatment for some diseases，such as radiation therapy and thermomagnetic
therapy for cancer. By compiling research findings based on multi ⁃ omics big data analysis，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EMF on human health in various omics environments and their biological mechanisms
from six aspects respectively: cellular bioinformatics，genomics，transcriptomics，proteomics，metabolomics，
and microbiomics. These discoveries can assist individuals to reduce the risks of EMF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s of EMF on human health.

Key words：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health；multi⁃omics

·· 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