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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磁场作用下的水的性质改变 

邓  波，庞小峰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成都  610054) 

 
【摘要】通过实验研究了静磁场作用下对水粘度、电导率和接触角的变化。结果表明，在静磁场作用下，水的粘度随磁

场作用时间的增长而降低；同时，磁场强度越大，粘度降低得越快。水的电导率随磁场作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水在铜表面

上接触角减小了大约0.4°，在石墨表面接触角减小了大约2.4°。并得到了水在磁场作用下，发生上述性质改变的原因在于磁场

影响了水中的氢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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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Magnetic Field Influence on Properties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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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static magnetic field on the properties of water is studied systematically. From 

experiment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under the action of static magnetic field, the properties of water such as 
viscosity, conductivity and contact angels are changed. Viscosity of water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cessed 
time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ic magnetic field, and the conductivity of water increases when the time processed 
by magnetic field increases. Meantime, after processed by 0.40 T magnetic filed for 30 minutes, the contact angels 
of water on Cu and graphite are decrease about 0.4° and 2.4°, respectively. The essential reason of above 
phenomena might be that the hydrogen bonding in liquid water is influenced by the static magnet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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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物质之一，是生命存在的

基础。磁场对水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始终是一个重要

而复杂的课题，有利于磁场生物效应[1]等重要问题

的研究。磁处理水具有广泛的用途，文献[2-3]通过

对废水进行磁处理来消除污染。但是，由于废水中

污染的成分复杂，磁场对其影响不尽相同，因此废

水的磁处理排除污染的方法还很不理想。磁处理水

同样可以用于锅炉出垢[4-5]，也能用于金属表面的防

锈和混凝土的加速凝固[6-9]。在此情况下，对磁场作

用下水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研究，有助于结合其他

手段解决废水的磁处理解除污染问题。已有的实验

以及理论模拟的研究表明，在经过电磁场或静磁场

作用后，水的挥发度增加，溶解度增大，折射率减

小，表面张力、红外光谱以及拉曼光谱等都有不同

程度的改变[10-20]，但磁场对水的作用特点及其机理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同时，磁场对水的粘度、

电导率、浸润性质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入的

研究。对粘度和电导率的研究并没有采用经磁场，

而对浸润性质的影响迄今未见报道。本文测量了磁

场作用下水的粘度、电导率以及在固体表面接触角

的改变，得到了一些较好的结果；并据此讨论了磁

场对水的作用特点。 

1  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 
1.1  磁场处理时间对水的粘度的影响 

在粘度的测定中，本文采用重庆大学维多生物

工程研究所生产的FASCO-2050A全自动血液流变

仪，样品体积为5 ml，测量温度为37.5℃，使用的水

为双蒸水(纯水)。实验中所使用的磁处理水通过以下

方式获得：在50 ml烧杯中倒入20 ml纯水，将烧杯置

于强度为0.44 T的钕铁硼磁铁磁场上，环境温度为

20℃。每次测量时，通过血液流变仪的进样口直接

从烧杯中抽取样品。 
不同磁处理时间的水的粘度随切变力的变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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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所示。由图1可知，在磁感应强度0.40 T的磁场作

用下，水的粘度值随着切变力的增大而减小。在此

情况下，磁场作用时间越长，水的粘度值降低得越

大。磁场作用60 min后的水的粘度值已经基本与作

用75 min后得到水的粘度值相同。这说明当磁场作

用时间足够长后，即使再增加作用时间，水的粘度

值也不再降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磁场作用

的初期，由于外加磁场的引入，液态水的水分子由

于受到洛仑兹力的作用，分子内能、热运动以及水

分子间的氢键都受到了影响，从而引起水分子的重

排。当磁场对水作用足够长的时间后，水中的分子

重排和分布已经达到了动态平衡，水中形成了新的

氢键网络。此时，水的粘度必然稳定在一定值，即

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达到了最大，与磁场对水的

红外吸收强度的影响一致[20]。不同磁处理时间的水

的切变速率随切变力的变化如图2所示，对磁处理时

间不同的水，切变速率随切变力的变化也不相同，

磁处理时间越长，变化率越快。实验结果说明经过

磁场作用后，水的力学性质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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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不同磁处理时间的水的粘度随切变力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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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不同磁处理时间的水的切变速率随切变力的变化 

1.2  磁场强度对水的粘度的影响 
本文测量了在不同强度的磁场作用下(磁感应

强度分别为0.30 T和0.40 T)，水在高、低切变速率下

粘度随磁场作用时间的变化，结果如图3、图4所示。

磁场强度越大，水的粘度降低得越快。但随着磁场

作用时间的增加，粘度降低的速率越慢。不论在何

种磁场强度下，最终水的粘度值在作用75 min后都

基本不再变化，说明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达到了

极限，即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达到了饱和。这一

结果同文献[20]中磁场对水的红外光谱吸收强度的

影响类似。文献[21]提出了水的磁化理论：在液态水

中，许多水分子通过氢键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不

同形式的水分子链或环，进而形成许多水分子构成

的氢键网络。磁场对水的粘度影响达到饱和时，氢

键网络最稳定。 

-■- 磁感应强度 4 000 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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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高切变速率下不同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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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低切变速率下不同磁场对水的粘度的影响 

2  磁场对水的电导率的影响 
本文采用美国Keithley公司生产的4200半导体特

性测试仪和伏安法检测了静磁场对水的电导的影

响。具体测量方法为：在50 ml的烧杯中准确地量取

20 ml纯水，将烧杯置于磁感应强度为0.40 T的钕铁

硼磁铁磁场上，然后将铂电极插入烧杯，在磁场作

用不同的时间后分别测量水的电导，如图5所示。由

图5可知，经过磁场处理后，水的电导发生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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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水的磁处理时间越长，水的电导越大；磁场

对电导的影响也存在限度，当作用时间足够长，再

增加时间，水的电导也不会增加。由于电导率与电

导成正比，所有水的电导率在磁场作用下具有相同

的变化。水分子中氢氧键(O-H)的键能为4.8 eV。液

态水中的分子热运动引起的碰撞能将粒子加速，可

以提供克服势垒为5 eV所需能量的加速粒子。5 eV
大于4.8 eV，因而能够断开O-H键，出现了水的动态

微离解：H2O = H+ + OH−，所以常温下水有微弱的

导电能力。当外加磁场作用于水后，因为洛仑兹力

对水中的粒子做功，增大了内能，使液态水中粒子

更加剧烈碰撞，能提供更大的的能量以克服势垒以

断裂O-H键，使水中存在的OH−浓度增大[22]。另一个

原因可能在于液态水中存在的质子传递[21]受到了磁

场的影响，这就是水的电导率在磁场作用后增大的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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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水在磁场作用不同时间后电导率的变化 

3  磁场对水的接触角的影响 
文献[10]报道了交变电磁场作用能够使水的表

面张力减小。而水的表面张力减小，必然会使磁处

理水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本文采用OCA40Micro
光学视频接触角测定仪(德国Dataphysics公司)测量

了磁处理水在不同固体表面的接触角，以考察水分

子团聚和表面张力的变化。磁场作用于水的时间为

30 min。测定时注射针的注射速度为0.5 µl/s，注射

体积为3 µl，接触角测量范围为0°～180°，测量精度

为±0.3°。本文选取了石墨、铜和云母三种界面，测

定在固体表面5个不同部位的接触角，结果取其平均

值。实验结果如图6、图7所示。在水经过静磁场作

用后，比较疏水的石墨和疏水的铜表面，磁处理水

的接触角都比正常的水接触角略小，在铜表面上接

触角相差约0.4°，在石墨表面接触角相差大2.4°。这

表明静磁场对水作用之后，水在石墨和铜两种材料

的表面上更容易浸润，其根本原因在于水经过磁场

处理后，由于分子间的成键和团聚状态的改变和极

性的增强，使其表面张力减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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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水在石墨表面的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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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石墨表面的接触角 

4  结  论 
从本文的实验结果可知，经过静磁场作用一定

时间后，水的粘度、电导率以及接触角的确发生了

改变。对于一定量的水，磁场强度和作用时间是影

响水性质的重要因素。发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可

能是磁场能够影响水中的氢键，从而使水中的一些

水分子长链或环的结构、分布、状态以及原子的结

构在磁场作用后发生了改变，导致磁处理水的粘度、

电导率和在固体表面接触角等的上述变化。这些特

性的变化表明磁场能影响水的分子结构、分布及其

特性。但磁场和水之间的关系以及磁场对水的作用

过程及其机理都是非常复杂的，还需要深入和广泛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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