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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农业、国

防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电能的供给提出了日益增
长的需求，电能已成为人们生活和生产中的必需。为此，
近年来在我国进行了以扩能、成网为主导的并有规划的
加速电能系统建设。提高输出线路的电压等级，在既有
高压输电线路基础上又建设了一批超高压、特高压的交
流、直流输电线路；输配电建设成网；供电服务范围深
入用电负荷，建成了较为完善的电能供给系统，供电需
求得到了保障。但也因此高压电力输变电设施的建设地
点由原来远离城市而改变为当前逐渐进入城郊，甚至市
区及民宅小区，某些地区高压架空电力线路林立密集，
其环境影响成为倍受关注的热点。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广播
电视、无线电通信的快速发展，大量电视发射塔，
广播发射站，雷达站，卫星通信地球站，微波中
继站，移动通信基地站等产生电磁场的设备也越
来越多。这些设备对人类的生活和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但也造成环境中电磁能量密度增大，
频谱增宽，无线电噪声水平增高。 

 

概    述 



 尽管输变电设施和广电通信设施产生电磁效应的机理和对
电磁环境影响不同，但它们都会在邻近该设施的局部空间
可能产生较高的电磁场曝露。高强度，长时间的电磁场照
射，对公众的身体健康有不良的影响；同时对家用电器、
医疗设施等造成干扰。高强度的电磁场是一个重要的环境
污染要素，而电磁波是能量流污染，看不到，听不到，嗅
不着，摸不着，但却充满了环境空间。所以，我们要加强
对电磁波特性的研究，既要把电磁能作为一种资源，充分
地利用为人类造福；又要加强电磁环境管理，做好建设项
目电磁环境的预测与评价，将其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的影
响程度。 
 

概    述 



一.电磁环境术语 
 1、电磁环境 

指存在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一般有三种典型存在
形式：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目前我国电力供电频率为50Hz，在导线
或设备周边产生工频电磁环境，以电磁感应为主。 

低频电磁场：一般指10K－100KHz频率特征的电磁场，是一个
较复杂的电磁环境，感应、传导、辐射几种形式共存。 

高频电磁场：国标《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中频
率范围是指100KHz以上的电磁环境，远场主要为辐射场。 

 2、电磁辐射 

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由源发射到空间的现象。或称时变电磁场
以波的形式向远处传播不再返回的过程称电磁辐射。 



 3、电磁污染 

      是指天然的和人为的各种电磁波的干扰及有害的电磁
辐射。 

 4、电磁波 

      交替变化与交替产生的电场和磁场，由近而远的传播。
即波动的电磁场。它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由
交变的电场和交变的磁场所组成。表征电磁波属性的是电
场强度和磁场强度。交变的电场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的
磁场产生交变的电场，二者互为前提、互为结果，相互依
存。在空间上二者相互垂直、同相位变化。电磁波如图
（A-1）所示。 

 

 

一.电磁环境术语 



频率名称 
 

频率范围 
 

波长范围 
 

波长名称 
 

甚低频 
 

3～30kHz 
 

100000～
10000m 

 

超长波 
 

低频 
 

30～300kHz 
 

10000～
1000m 

 

长波 
 

中频 
 

300～
3000kHz 

 

1000～100m 
 

中波 
 

高频 
 

3～300MHz 
 

100～10m 
 

短波 
 

甚高频 
 

30～300MHz 
 

10～1m 
 

超短波 
 

超高频 
 

300～
300000MHz 

 

1～0.001m 
 

微波 
 

频率范围名称表  



二、建设项目电磁环境管理的分类 

 建设项目中电磁环境管理可按照国家环保总局
1997年组织进行的《全国电磁辐射环境污染源调
查》中的分类实施，即： 

 1、广播电视系统发射设备； 

 2、通信、雷达及导航等无线电发射设备； 

 3、工业、科学、医疗射频设备； 

 4、交通系统电磁辐射设备； 

 5、高压电力系统设备。 

 上述设备有关电磁环境的主要内容见表1。 



2、电磁环境的主要建设项目 

项目分类 建设项目名称 建设项目主要内容 电磁环境因子单位 

一、广播电
视发射系统 
 

（一）中波广播台站（0.1～
3.0M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发射天线：中波塔，有单塔、双塔、四塔
和八塔等 
 

电磁辐射：V/m 
 

（二）短波广播台站（3.0～
30M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发射天线：有同相水平、菱形天线等 
 

电磁辐射：V/m 
 

（三）电视发射台（塔）
（48.5～960M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发射塔：单偶极子板、双偶极子板、四偶
极子板等不同层天线 
 

电磁辐射：mW/cm2 
 

（四）调频广播台（塔）
（87～108M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发射塔：双偶子板天线 
 

电磁辐射：mW/cm2 
 

二、通信、
雷达及导航
等无线发射
设备 
 

（一）短波发射台站（3.0～
30M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天线：同相水平、菱形天线等型式 
 

电磁辐射：V/m 
 

（二）卫星通信地球站（目
前：C波段4/6GHz；Ku波段
11/14G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天线：抛物面天线 
 

电磁辐射：mW/cm2 
 

（三）微波通信站（1～40GHz）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天线：发射塔、抛物面天线 
 

电磁辐射：mW/cm2 
 

（ 四 ） 移 动 通 信 基 地 站
（0.15～2.0GHz）包括：移动
电话、集群通信、寻呼通信、
网络通信等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天线：全向或定向天线 
 

电磁辐射：mW/cm2 
 

（五）雷达与导航设备（包
括中波、超短波和微波多种
频率） 
 

1．机房：发射机、馈线； 
2．天线：多种型式天线 
 

电磁辐射：V/m或mW/cm2 
 



三、工业、
科学、医疗
射频设备 
 

（一）工业和科学射频设备
（多种频率泄漏） 
 

1．高频感应加热设备：如高频溶炼炉、高频淬
火设备等； 
2．高频介质加热设备：如塑料热合机、高频干
燥设备等； 
3．微波加热设备：如微波炉等； 
4．其他高频加工设备：如高频电弧焊机、超声
探头等 
 

电磁辐射：V/m、mW/cm2、
dB（μV/m） 

 

（二）医疗射频设备（多种频
率泄漏） 
 

1．超短波理疗仪（超短波频段）； 
2．微波治疗仪（微波频段）； 
3．其他类 
 

电磁辐射：mW/cm2、V/m、
dB（μV/m） 

 

四、交通系
统电磁辐射
设备 
 

（一）电牵引系统 
 

1．电气化铁道； 
2．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无轨等） 
 

电磁辐射：dB（μV/m） 
 

（二）城市道路 
 

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电动喇叭、整流器、蓄
电池等 
 

电磁辐射：dB（μV/m） 
 

五、高压电
力设备 
 

（一）高压电力线 
 

   1． 1000kV超高压架空电力线； 
   2． ±800kV超高压直流输电线； 
   3．500kV架空电力线；±500kV直流输电线 
   4．220kV（330kV）架空电力线； 
   5．110kV架空电力线 
 

电磁感应：（1）交流：
工频电场（V/m）、工频

磁场 
（2）直流：合成场强（
V/m）、电子流密度（
nA/m2）、直流感应强度

（mT）。 
电磁噪声：dB（μV/m） 

 

（二）变电站、牵引变电所 
 

1．地面户外型站所 
2．地面户内型站所 
3．地下户内型站所 
 

同上 
 

（三）大电流电力设备 
 

变电站、升压站、开闭站、换流站等 
 

同上 
 



 根据《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18号
令规定，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名录： 

 一、发射系统 

 1.电视（调频）发射台及豁免水平以上的差转台 

 2.广播（调频）发射台及豁免水平以上的干扰台 

 3.豁免水平以上的无线电台 

 4.雷达系统 

 5.豁免水平以上的移动通信系统  

二、建设项目电磁环境管理的分类 



 ㈡工频强辐射系统 

1.电压在100千伏以上送、变电系统 

2.电流在100安培以上的工频设备 

3.轻轨和干线电气化铁路 

二、建设项目电磁环境管理的分类 



 ㈢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的电磁能应用 

1.介质加热设备 

2.感应加热设备 

3.豁免水平以上的电疗设备 

4.工业微波加热设备 

5.射频建设设备 

二、建设项目电磁环境管理的分类 



 建设上列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应在建设项目立项前
办理环境保护申报登记手续，是用上列电磁辐射
设备应在购置设备前办理环境保护申报登记手续。 

 豁免水平的确认由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依据《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执行。 

二、建设项目电磁环境管理的分类 



三、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我国电磁环境管理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8年国家环保局
组织制定了《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1997
年国家环保总局以第18号令形式颁布了《电磁辐射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使我国电磁辐射环境管理有了依据，并提
出了具体的“电磁辐射建设项目和设备名称”，为建设项
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做了具体规定，并相继出台了《辐射
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2-96）、《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
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96）、《500kV
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
（HJ/T24－1998）、《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
法》（环发[2007]114号）等技术规范和导则，使我国电
磁环境影响评价有了相关政策和依据。 

 在广播电视、无线电通信领域也颁布了相应的行业法规及
技术政策，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依据。 



 四、 环境标准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 
  该标准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条款主要为“电磁辐射防

护限值”、“对电磁辐射源的管理”、“电磁辐射监
测”。 

 1、电磁辐射防护限值 
（1） 基本限值 
① 职业照射：在每天8h工作期间内，任意连续6min按全身

平均的比吸收率（SAR）应小于0.1W/kg。 
② 公众照射：在一天24h内，任意连续6min按全身平均的

比吸收率（SAR）应小于0.2W/kg。 



 
（2） 导出限值 
①职业照射：在每天8h工作期间内，电磁辐射场的场量

参数在任意连续6min内的平均值应满足表2-1-1要求. 
            表2-1-1 职业照射导出限值 

 
频率范围（MHz） 

 
电场强度（V/m） 

 
磁场强度（A/m） 

 
功率密度（Wm2） 

 
0.1～3 

 
87  
 

0.25  (20)1)  

3～30 
 

150/  0.40/  (60/f)1) 

30～3000 
 

(28)2) (0.075)2) 2  

3000～15000 
 

(0.5)2) (0.0015)2) f/1500 

15000～300000 
 

(61)2) (0.16)2) 10 
 

注：1）系平面波等效值，供对照参考。 
2）供对照参考，不作为限值；表中f是频率，单位为MHz；表中数据作了取整处理。  



 ② 公众照射：在一天24h内，环境电磁辐射场的场量参数
在任意连续6min内的平均值应满足表2-1-2要求。 

                         
              表2-1-2公众照射导出限值 

频率范围（MHz） 
 

电场强度（V/m） 
 

磁场强度（A/m） 
 

功率密度（Wm2） 
 

0.1～3 
 

40 
 

0.1 
 

(4.0)1) 
 

3～30 
 

67/ 
 

0.17/ 
 

(12/f)1) 
 

30～3000 
 

(12)2) 
 

(0.032)2) 
 

0.4 
 

3000～15000 
 

(0.22)2) 
 

(0.001)2) 
 

f/7500 
 

15000～300000 
 

(27)2) 
 

(0.073)2) 
 

2 
 

注：1）系平面波等效值，供对照参考。 
    2）供对照参考，不作为限值；表中f是频率，单位为MHz；表中数据作了取整处理。 



二、移动通信系统 

 1、移动通信基本工作原理及系统组成 
      移动通信一般是指移动体与固定地点、或者移动体相

互间通过有线和无线信道进行的通信。移动通信受空间限
制少，实时性好，在当今信息时代，在高效率的生产和活
动中，移动通信为人们更有效地利用时间提供了可能，这
是它近期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典型的移动通信系统组成
的方案如图2-2-8所示。 

图    移动通信系统的组成 



 移动通信基地台站 

       移动通信系统由移动通信交换局（MTX）、基地站
（BS）、移动台（MS）及局间和局站间的中继线组成，它
是一个有线、无线相结合的综合通信系统。移动台与基地
站、移动台与移动台之间采用无线传输方式，基地站与移
动通信交换局，移动通信交换局与地面网之间则一般以有
线方式进行信息传输。移动通信交换局与基地站担负信息
的交换和接续以及对无线频道的控制等。基站与移动台都
设有收发信机，收发信共用装置（双工器或多工器）和天
线、馈线等。每一个基站都有一个由发信功率与天线高度
所确定的地理覆盖范围，称为（基台）覆盖区，由多个覆
盖区组成全系统的服务区，利用这样的通信系统，在装有
移动台的载体上，人们就可在行动中与其通信对象进行通
信。 

 

二、移动通信系统 



 移动通信基站由室内与室外两部分组成。 
 室内部分有基站控制器、电源、收发射机、功率放大器、

合路器、耦合器、双工器及馈线等设备。在设计、制造这
些设备时已采取了严密的屏蔽措施，一般不会对周边环境
产生电磁波漏泄，实测结果很小。 

 室外部分有馈线和收、发天线等。基站运行时，其发射天
线向周围发射电磁波，使天线周围环境功率密度增高。基
站发射天线辐射特征是研究重点。 

 为了充分利用频率资源，移动通信采用了多种多址技术，
从频分多址（FDMA）、时分多址（TDMA）、码分多址
（CDMA），到目前3G技术综合采纳了三种多址工作方式，
实现了宽频多媒体全球数字移动电话技术。我国TD-SCDMA
是时分双工和码分多址的完美结合。 

二、移动通信系统 



 2.移动通信分类 
    近年来城市无线电移动通信迅速发展，目前移动
通信网主要包括： 

（1）移动电话网。如中国移动公司GSM网、中国联
通公司CDMA网和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公司的
PHS（小灵通）网等； 

（2）无线电寻呼网。因为单向通信，近年来已逐渐
萎缩； 

（3）无线电集群网。如政府部门的集群政务共网及
企事业单位的专业集群网等。 

二、移动通信系统 



 3、移动通信网天线的辐射特点 
     （1）工作频率为超短波和分米波段，为视距波传输，

各通信网由中心站、基地站及用户站（用户机）组成； 
     （2）各无线电通信网覆盖的面积越大，则各基站发射

机设备功率越大或基站数目越多。为了提高通信质量，市
区内高层建筑上基站台越建越多，在许多地区，基地台天
线已建在居民区楼上。移动电话基站天线高度，由于蜂窝
网不断分裂，蜂窝变小，天线高度降低，已由原来的50m
左右降为20m左右。 

     （3）建在热点地区的基地台，由于服务区用户多，基
地台占有多个载频，增大了天线发射电磁波的辐射量。 

     在城市无线电通信网中，群众反映最多、影响面最广
的是移动电话网。 

二、移动通信系统 



 4、移动通信基站设置中应注意的问题 
     移动电话基站电磁辐射监测结果表明，规范科学架设天

线一般不会污染周围环境敏感建筑物，因为电磁波主瓣和强
副瓣会从楼房顶部或空隙中穿过，但是下述情况应当给予关
注： 

     （1）基地站定向天线高度低于周围建筑，面对敏感建筑
且距离较近时。移动电话基站建设初期，由于布局不合理，
部分距基站较近的居民窗口处，功率密度可达上百µw/cm2。 

     （2）当基站天线安装于高层建筑边缘，且有一定倾角时，
天线辐射电磁波的垂直波瓣可能辐射到本楼天线下方的居民
窗口处。实测安装在楼顶女儿墙上且下倾角较大的基站天线，
其下方居民窗口处功率密度可达40µw/cm2。 

     （3）居民区内建有多网站（多个移动电话天线或多个寻
呼、集群通信天线）。某城市设在电话局楼顶的多网基站天
线，其25m处居民楼窗口功率密度可达近400µw/cm2。 

二、移动通信系统 



 5.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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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二、移动通信系统 



三、输变电设施 

 交流输变电工程 
 按照电压等级的不同，交流输电网可分为： 

   输电网：电压在110kV及以上； 

   配电网：电压在10 kV～35kV； 

   供电网：电压为220V、380V。 

      在输电网中，110（66）～220kV电压为高压；330～
750kV电压为超高压；1000kV以上电压为特高压。当前
500kV超高压输电网已成为各省和跨省电网的主干网。 

 



 评价范围 

      按《500kV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的规定，以送电线
路走廊两侧30m的带状区域为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
评价范围；以送电线路走廊两则2000m带状区域为无
线电干扰评价范围。 

      线路走廊则执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国务院
令第239号）中对电力线路保护区的规定，即架空电
力线路保护区 。 

 

 

三、输变电设施 



三、输变电设施 
 评价标准 
      关于高压送变电设施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限值目前

尚无国家标准，现以我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500kV超高
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HJ/T 
24-1998）的规定进行评价：以4kV/m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
评价标准；以0.1mT作为工频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对
于高压送电线路的无线电干扰限值根据国标《高压交流架
空送电线无线电干扰限值》（GB15707-1995）规定在距边
相导线投影20m距离处、测试频率为0.5MHz的晴天条件下
量值作为评价标准： 

    500kV线路为55dB（μv/m）； 
    220～330kV线路为53dB（μv/m）； 
    110kV线路为46dB（μv/m）。 
    当测试频率为1MHz时，则上述限值分别减去5dB（μv/m）

即可。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的测量 一 

工频磁感应强度的测量 二 

三 

四 

无线电干扰场强的测量 

交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测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五 

六 

交流高压变电站电磁环境测量 

邻近输电线路的民房的工频 

电场和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的测量 

     1. 工频电场强度的测量，可应用球形偶极子场强
表。该表的探测电极是由两个半球组成的偶极子，沿
赤道面互相绝缘，接在一个低阻抗的测量回路上。将
偶极子电极放入待测工频电场后，可显示出感应电流
值。按下列关系即可显示待测工频电场强度E。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其中：         ——感应电流值 
                     ——真空的介电系数 
                    ——角频率          
                    ——偶极子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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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的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的测量 

  2.测量时，为避免在探头处产生较大的电场

畸变，测量人员应距离仪器探头2.5m以上，

并测量最大值。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工频磁感应强度的测量 

     工频磁场测量仪器由测量线圈和一个交流电流
表组成。在待测磁场中，探测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
根据下列关系式可显示出被测场的工频磁感应强度。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工频磁感应强度的测量 

 对于一个边长为2a的正方形探测线圈，线圈中央的磁感应
强度值为： 

 02(0,0,0)z
INB

a
µ
π

=

I

0µ
N

a 1
2

其中： 
      

—— 感应电流值 

      ——空气磁导率 

      —— 线圈匝数 

      
——   线圈边长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工频磁感应强度的测量 

   测量时，需适当转动探测线圈以显示最大值。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无线电干扰场强的测量 

 通常使用无线电干扰测量接收机，也可以应用频谱分
析仪。工作于准峰值检波方式，按规定的离地高度架
设接收天线。 

 无线电干扰测量接收机的技术特性应符合国家标准
《无线电干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GB/T 6113-
1995）的规定。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无线电干扰场强的测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交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测量 1 

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  2 

无线电干扰场强测量 3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1、工频电场的测量 

        以输电线路档距中央导线弛垂最大处线路中心
的地面投影点为测试原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为测
量路径，按测点间距为5m，顺序布点至边相导线地
面投影点外50m处，在边相导线地面投影点外5m内可

适当加密测点，以测取工频电场的最大值。应用

工频电场测量仪按序点测量离地1.5m处工频电
场强度的垂直分量。 

        在测量中，确认某测点工频电场测值已为环境
背景值时，可不再向远处测点继续测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2、工频磁场的测量 

      工频磁场的测量可在工频电场测点处同点进行，
但应使用工频磁场测量仪测量工频磁场在离地面

1.5m处的垂直分量和水平分量。如果使用
的仪表能同时指示工频磁场强度的合成值时，应同

时进行分量和合成值的记录。应注意，不能在
先后读出垂直分量值和水平分量值后，再以均方根
值计算出合成值。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3、无线电干扰的测量 

      应使用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工作于准峰值检波方
式，按规定的离地面高度架设天线。 

      测点的分布按工频电场测量路径上的2nm距离设置，其中
n=0、1、2……11的正整数。顺序测量各测点在0.5（1±10%）
MHz频率的量值，也可测试1MHz频率的量值。在测量中确认
某测点的无线电干扰测值已为环境背景值时，可不再向远处
测点继续测量。 

      在上述测点之外，还应在距边相导线地面投影20m处布
设测点，分别测量0.15、0.25、0.50、1.0、1.5、3.0、6.0、
10、15、30MHz各频率的量值，并据此画出频谱特性曲线。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交流高压变电站电磁环境测量 

工频电场强度测量 1 

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  2 

无线电干扰场强测量 3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交流高压变电站电磁环境测量 
 

1、工频电场强度测量 

 测点应分布于变电站各侧围墙外，距围墙5m处，应避免
变电站进出输电线路的影响。 

 测量工频电场强度离地面1.5m处的垂直分量或综合量的最大值。 

 衰减测量时，以测点中测值最大处的围墙垂直线作为测试路径，
围墙为起点，接2m或5m间隔布置测点，直至50m处或环境背景
处为止。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交流高压变电站电磁环境测量 
 

 2、工频磁场的测量 

    测量方法与工频电场强度测量相同。 

    需同时测量工频磁感应强度的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交流高压变电站电磁环境测量 

 

 3、无线电干扰的测量 

 测点应分布于变电站各侧围墙外，距围墙20m处，

应避免变电站进出输电线路的影响。 

 衰减测量时，以测点中测值最大处的围墙垂直线作为
测试路径，围墙为起点，按2nm处布点测量，其中n=0，
1，2，……，11等正整数或直至环境背景处为止。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邻近输电线路的民房的工频电场工频
磁感应强度测量（DL/T 988-2005）  

房屋内测量 1 

民房阳台测量  2 

楼顶平台测量  3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1、房屋内测量：应在距离墙壁和其它固定物体

1.5m外的区域内测量，测出最大值作为评价依
据。如不能满足与墙面距离时，则取屋内平面中
心作为测量点。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邻近输电线路的民房的工频电场工频
磁感应强度测量（DL/T 988-2005）  



 2、民房阳台测量：当阳台尺寸能满足房屋内测量条
件要求时，按屋内测量方法进行。若不满足时，则

应在阳台平面中央点测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邻近输电线路的民房的工频电场工频
磁感应强度测量（DL/T 988-2005）  



 3、楼顶平台测量：应在距离墙壁和其它固定物

（如护栏）1.5m外的区域内测量，并测得最大

值。若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则在平台中央点
测量。 

三、输变电设施电磁环境影响的测量 

   邻近输电线路的民房的工频电场工频
磁感应强度测量（DL/T 988-2005）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电磁环境的测量与实验室的测量有很大的不同，由于一般
是室外测量，环境条件复杂，空域中的频谱很宽，辐射场
变化幅度很大，部分环境点需要进行连续测量等特点。必
须根据环境电磁场的特点和规律采用专用测量仪器，针对
每一类辐射源特点制定具体的测量方法，形成一套科学的、
实用的测量规范，使监测数据具有可比性和客观性。 

 电磁环境现状监测按《辐射环境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
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和《移动通信基站电磁
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环发[2007]114号）的要求进行。
现状监测要点如下： 



 1、气候条件 
 气候条件应符合行业标准和仪器标准中规定的使用条

件。测量记录表应注明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环境温度一般为-10～+40℃，相对湿度小于80%。室外

测量应在无雨、无雪、无浓雾、风力不大于三级的情
况下进行。 

 为保证测量数据的可比性，测量中测量人员的操作姿
势和与仪器的距离（一般不应小于0.5m）应保持相对
不变，无关人员远离天线，馈线和测量仪器3m以外。 

 2、测量高度 
 取离地面1.7—2m高度。也可根据不同目的，选择测量

高度。 
 。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3、测量频率 
 选频测量中一般取电场强度测量值>50dBμV/m的频率作为

测量频率(根据需要可选择<50dBμV/m信号测量)。 
 4、测量时间 
 根据目前广播电视和移动通信均为城市主要电磁辐射源的

特征，测量时间可根据监测对象和目的确定。一般可分昼
间和夜间，工作时段或休息时段（如早、中、晚、夜间）
等。若24小时昼夜测量，昼夜测量点不应少于10点。每次
测量观察时间不应小于15秒，并读取稳定状态下的最大值。
若指针摆动（显示值起伏较大）过大，应适当延长观察时
间。 

 测量仪器为自动测试系统时，每次测量时间不小于6min，
连续取样数据采集样率为2次/S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布点方法 

 1、典型辐射体环境测量布点 

 对典型辐射体，比如某个电视发射塔周围环境实施
监测时，则以辐射体为中心，按每间隔45°的八个
方位为测量线，每条测量线上选取距场源分别30，
50，100m等不同距离定点测量，测量范围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布点方法 
 2、一般环境测量布点 

 对整个城市电磁辐射测量时，根据城市测绘地图，将全区
划分为1ｘ1km2或2ｘ2km2小方格（小城市网格可按0.5ｘ
0.5km2），取方格中心为测量位置。 

 3、测点考察与调整 

 按上述方法在地图上布点后，应对实际测点进行考察。考
虑地形地物影响，实际测点应避开高层建筑物、树木、高
压线以及金属结构等，尽量选择空旷地方测试。允许对规
定测点调整，测点调整最大为方格边长的1/4，对特殊地
区方格允许不进行测量。需要对高层建筑测量时，应在各
层阳台或室内选点测量。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测量仪器 
 1、非选频式辐射测量仪（综合场强仪） 
 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或有方向性探头的宽带辐射测量仪属于

非选频式辐射测量仪。用有方向性探头时，应调整探头方
向以测出最大辐射电平。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测量仪器 
 2、选频式辐射测量仪（分频式测量仪） 

 各种专门用于EMI测量的场强仪，干扰测试接收机，以及用频谱仪、
接收机、天线自行组成测量系统经标准场校准后可用于此目的。测量
误差应小于±3dB，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率的10-3数量级。该测量
系统经模/数转换与微机联接后，通过编制专用测量软件可组成自动
测试系统，达到数据自动采集和统计。 

 自动测试系统中，测量仪可设置于平均值（适用于较平稳的辐射测量）
或准峰值（适用于脉冲辐射测量）检波方式。每次测试时间不少于
6min，数据采集取样率为2次/s，进行连续采样。 
 

四、电磁环境现状监测 



 1、综合场强监测 
 广播电视及无线电通信发射台站为发射有用的信息、电磁

波，台站附近场强一般较高（比环境背景场强值有一个较
大增量），故项目建设地点电磁环境背景值监测一般采用
综合场强监测即可。仪器频率范围要包括广播电视及无线
电通信建设项目工作频率范围。如中短波台站频率范围为
0.15-30MHz，电视及调频广播台站频率范围为30-1000MHz，
移动通信台站频率范围为100-2000MHz，微波及卫星通信
台站频率范围为1-40GHz。 

 在辐射源的近区场中，电场E和磁场H的大小没有确定的比
例关系，需分别测量。对于电压高而电流小的场源，主要
测量电场；对于电压低而电流大的场源，主要测量磁场。
近区场场强一般较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非均匀场。因此，
近区场强仪的量程应当足够大，而测量探头应当足够小，
以保证测量仪器的安全和测量值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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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频场强监测 

 为了解建设地点现状电磁环境频率分布特征或需要
了解多个电磁波发射源中各个发射源的电磁辐射贡
献量时，则采用选频式辐射测量仪进行分频场强监
测。根据目前我国无线电设备频率范围，分频场强
监测所采用的选频式辐射测量仪频率范围一般为
0.15MHz－40GHz，它包括了中短波、超短波及微波
段大部分频点。根据建设项目性质（工作频率特征）
可以灵活地选择部分常用频段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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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布点要求 
 （1）新建项目：应在项目建设边界处、中心处及评价

范围内典型敏感目标处布置监测点； 
 （2）改扩建项目：应在原台站边界处、天线发射主瓣

方向、改扩建处及评价范围内典型敏感目标处布置监
测点； 

 （3）建设项目周边有楼房或高层建筑时：要增加楼房
不同高度（楼层）的场强垂直分布测点，特别是中短
波发射天线周边建筑、移动通信及微波通信主瓣方向
上的建筑更应关注其场强垂直分布测量值；在室内监
测，一般选取房间中央位置，点位与家用电器等设备
之间距离不少于1m；在窗口（阳台）位置监测，探头
（天线）尖端应在窗框（阳台）界面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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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布点要求 
 （4）短波发射天线工作频率与发射仰角的关系：对于同

一副短波天线，频率越高（短波电台除不同台站分配不同
工作频率外，还因电离层有日变化，白天和夜间临界频率
不同），发射仰角越低，天线增益也越大，地面附近场强
会越高；另一方面，短波段“公众照射导出限值”随着频
率增大而更严格）。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可选择
发射天线现有工作频率的高端进行监测。 

 （5）进行监测时，应设法避免或尽量减少周边偶发的其
他辐射源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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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测布点要求 
 4、做好现场记录 

 主要包括监测台站信息、监测条件、监测结果及相
关信息和现场布点示意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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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电磁环境影响预测 
电磁环境评价标准 
 1、公众总的受照射剂量 
 公众总的受照射剂量包括各种电磁辐射对其影响的总和，

既包括拟建设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影响，还要包括已有背景
电磁辐射的影响。总的受照射剂量限值不应大于国家标准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的要求。 

 2、单个项目的影响 
 为使公众受到总照射剂量小于GB8702-88的规定值，对单

个项目的影响必须限制在GB8702-88限值的若干分之一。
在评价时：①对于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负责审批的大型项
目可取GB8702-88中场强限值的1/，或功率密度限值的1/2；
②其他项目则取场强限值的1/，或功率密度限值的1/5作
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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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功率>200kW的发射设备 
 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为1km范围全面评价，如辐射场

强最大处的地点超过1km，则应在选定方向评价到最大场
强处和低于标准限值处。 

 2、其他陆地发射设备 
 评价范围以天线为中心：发射机功率>100kW时，其半径为

1km；发射机功率P≤100kW时，半径0.5km。 
 对于有方向性天线，按天线辐射主瓣的半功率角内评价到

0.5km，如高层建筑的部分楼层进入天线辐射主瓣的半功
率角以内时，应选择不同高度对该楼层进行室内或室外
(阳台或窗口)的场强测量。移动通信基站评价范围可重点
在100m范围内，验收监测时可重点选取天线周围50m范围
内的典型敏感点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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