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顶式移动基站电磁辐射污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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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5南通5227337$

摘5要"对南通市楼顶式移动基站电磁辐射污染进行了调查% 结果表明"南通市1.0 个楼顶站基站周边地面43 A范围内
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值均能满足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2#NG0832!23.1$的要求)楼顶美化天线(集束天线和景观塔等建设较
晚的楼顶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较小"楼顶角钢塔(拉线塔和抱杆等建设较早的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较大)楼
顶塔所在楼顶平台监测值存在轻度超标的情况% 提出"应严格控制楼顶塔所在楼顶的人员可达性"即基站电磁辐射防护区
应高出楼顶2 A以上"避免公众进入基站电磁辐射防护区内"受到基站天线的过量辐射影响%

关键词"楼顶塔)移动基站)电磁辐射)南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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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随着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移动基站的电磁辐射
污染也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一方面
为了提高话务质量和话务容量"另一方面移动通信所
使用的频段不断提高"移动基站的密度越来越大"城
市中的楼顶式移动基站日益增加+. H2,

% 围绕移动基
站的环境信访也已经成为各级环保管理部门(各级政
府的一项棘手工作+6 H1,

% 现以南通市为例"对全市近
8 333个各类移动基站+4,

"从中随机选取1.0个楼顶式
移动基站的电磁辐射污染进行调查%

.5调查方法

.E.5测试仪器
采用德国9"Y$"="ZL&\'L%&=V̂I&SV# 公司生产

的非选频式9G(H443 电磁分析仪"选用0 号探

头"为各向同性响应宽带探头"量程3E3. C033 :)A"

响应频率.33 @>hC6 N>h)激光测距仪(干湿温度
计(指南针等辅助仪器% 使用*(b6333 选频仪作
宽频带测量"测得电场强度按下式计算*

7 d(

2

6N

式中* 7!!!功率密度"W)A

2

)(!!!电场强
度":)A) N!!!自由空间的阻抗"取值688

*

%

!34!

第0卷5第1期
23.7年0月

环境监控与预警
*#_SYV#AL#&"̂(V#S&VYS#P"#$ ;VYLK"Y#S#P

:V̂E0"9VE1

<IPI%&23.7



.E25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严格按照1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

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2#环发+2338,..1号$% 测
量时仪器探头距地.E8 A"距离测试人员f3E4 A"

每个测点连续读数4 次"每次测试时间f7 AS#"取
平均值)

#2$测试时间选取在无雨(无雪的天气条件
下)选择在移动基站话务量较高的30*33!23*33

范围内测量)

#6$测试点位布设*一般情况下"基站电磁波
覆盖的方向分为主瓣方向和旁瓣方向"理论上认为
在没有阻挡和干扰的情况下主瓣方向的微波辐射
强度往往较旁瓣方向高"测试点位应布设在天线主
瓣方向上%

.E65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G(=D==22E3软件"经正态性(方差齐性

检验"所得测量结果非正态(方差不齐"故均以中位
数表示"采用秩和检验"组与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 HWOS&#L\和eYI%@"̂!W"̂̂S%>检验"选取
# d3E34为检验水准+7,

%

25结果与讨论
2E.5楼顶塔类型统计

目前城市中楼顶塔架设方式主要涵盖楼顶抱

杆(楼顶集束天线(楼顶角钢塔(楼顶景观塔(楼顶
拉线塔(楼顶美化天线等"其中楼顶美化天线(楼顶
集束天线和楼顶景观塔等为建设相对较晚的类
型+8,

"楼顶角钢塔(楼顶拉线塔和楼顶抱杆等为建
设相对较早的类型+0,

% 根据南通市移动通信基站
的实际建设情况"随机选取了1.0个典型楼顶塔按
照类型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见图.%

图.5不同类型楼顶塔数量统计

2E25楼顶塔远场区电磁辐射污染特征
远场区共监测楼顶塔1.0 个"获得监测数据

4 2/7个"楼顶塔监测数据统计见表.%

由表.可见"基站周边地面43 A范围内电磁
辐射最大功率密度为3E314 W)A

2

"低于国家1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2 #NG0832!23.1$中3E1 W)A

2

的标准% 天线架设方式不同"地面电磁辐射功率密
度有一定差异"43 A范围内"电磁辐射功率密度由

表.5楼顶塔周围功率密度监测结果统计 .3

H2

W)A

2

塔形 水平距离)A

3 C4 4 C.3 .3 C23 23 C63 63 C13 13 C43

楼顶抱杆" 最大值 6E65 2E45 6E25 1E45 2E65 .55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 3E3..

中值 3E366 3E311 3E344 3E371 3E38. 3E38.

平均值 3E.28 3E..8 3E..7 3E.27 3E.23 3E.32

标准差 3E606 3E283 3E27/ 3E610 3E2.0 3E3//

楼顶美化天线% 最大值 3E66 3E7/ 2E65 .E25 .E25 3E42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 3E3..

中值 3E3.0 3E32/ 3E366 3E31. 3E316 3E340

平均值 3E36/ 3E343 3E374 3E37/ 3E380 3E301

标准差 3E373 3E378 3E.0. 3E.21 3E.2/ 3E307

楼顶拉线塔+ 最大值 3E65 3E77 2E15 3E06 3E64 3E62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 3E3..

中值 3E3.0 3E320 3E31. 3E316 3E314 3E31/

平均值 3E31. 3E31/ 3E30/ 3E383 3E381 3E388

标准差 3E34/ 3E3/3 3E241 3E3/4 3E38. 3E371

楼顶集束天线, 最大值 3E.. 3E81 3E78 .E15 3E48 3E76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 3E3..

中值 3E32 3E366 3E36 3E317 3E31/ 3E347

平均值 3E363 3E372 3E38. 3E3/6 3E380 3E301

标准差 3E327 3E... 3E.21 3E./3 3E.32 3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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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塔形 水平距离)A

3 C4 4 C.3 .3 C23 23 C63 63 C13 13 C43

楼顶景观塔- 最大值 3E.0 3E./ 3E.0 3E2 3E22 3E28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 3E3..

中值 3E366 3E361 4 3E346 3E372 3E30/ 3E300

平均值 3E31/ 3E341 3E37. 3E384 3E3/6 3E.38

标准差 3E344 3E342 3E31/ 3E317 3E348 3E378

楼顶角钢塔. 最大值 3E382 3E6 3E26 3E.6 3E./ 3E2/

最小值 3E3.. 3E3.. 3E3.. 3E3.. 3E318 3E362

中值 3E328 3E348 3E3834 3E304 3E308 3E.6

平均值 3E361 3E304 3E388 3E380 3E.32 3E.63

标准差 3E322 3E302 3E348 3E367 3E348 3E388

"

天线平均高度6. A)

%

天线平均高度68 A)

+

天线平均高度6. A)

,

天线平均高度24 A)

-

天线平均高度2/ A)

.

天线平均高度12 A%

大到小依次是*楼顶角钢塔f楼顶抱杆f楼顶景观
塔f楼顶集束天线f楼顶拉线塔f楼顶美化天线%

楼顶美化天线(楼顶集束天线和楼顶景观塔等
建设较晚的楼顶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较小"

楼顶角钢塔(楼顶拉线塔和楼顶抱杆等建设较早的
楼顶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较大% 不同类型
楼顶塔电磁辐射地面功率密度水平分布见图2#"$

#]$#T$#$$#L$#Z$%

图25不同类型楼顶塔电磁辐射地面功率密度水平分布

55由图2可见"楼顶抱杆呈现出随距离增加功率
密度值先增大后趋于背景水平的趋势)楼顶美化天
线(楼顶景观塔和楼顶角钢塔呈现出随距离增加功
率密度值不断增大的趋势)楼顶拉线塔和楼顶集束
天线呈现出随距离增加功率密度值先升高后降低(

而后趋于稳定的趋势%

2E65楼顶塔近场区电磁辐射污染特征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规定全楼业主拥有

对楼顶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因而对于公众可达的楼
顶平台"楼顶塔近区场的电磁辐射影响应重视% 尤
其是当楼顶抱杆和楼顶美化天线架设在低矮的电

梯井或&女儿墙'上时"公众一旦到达楼顶平台后
其与天线的最近距离很可能会只有几米% 为了解
楼顶塔近场区电磁辐射的特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楼顶抱杆和楼顶美化天线进行了现场测试"结果见
表2%

表25楼顶塔近场区功率密度 .3

H2

W)A

2

类型 距离)A

2 4 .3 .4 23

楼顶抱杆 8E01 22E7 11E2 .4E6 4E.8

楼顶美化天线 7E2. 23E4 12E3 .6E0 1E22

55由表2可见"楼顶抱杆和楼顶美化天线近场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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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特征规律类似"功率密度值随距离增加先
升高后降低"在.3 A左右出现峰值"峰值处功率密
度值会出现轻度超标+/,

%

65结论
#.$南通市1.0 个楼顶站基站周边地面43 A

范围内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值均能满足1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2#NG0832!23.1$的要求)

#2$楼顶美化天线(楼顶集束天线和楼顶景观
塔等建设较晚的楼顶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
较小"楼顶角钢塔(楼顶拉线塔和楼顶抱杆等建设
较早的楼顶塔形地面电磁辐射强度相对较大% 在
今后楼顶塔的建设中应尽量选取电磁辐射强度相
对较小的类型)

#6$楼顶塔所在楼顶平台监测值存在轻度超
标"应严格控制楼顶塔所在楼顶的人员可达性"楼
顶如有人员活动时"则楼顶除需满足该基站天线的
水平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距离要求外"并应预留人
员活动空间"即基站电磁辐射防护区应高出楼顶
2 A以上"避免公众进入基站电磁辐射防护区内"

受到基站天线的过量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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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珠三角D(

2E4

和D(

.3

质量浓度均达二级标准
环保部23.7年8月0日向媒体发布了23.7 年7 月全国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空气质量状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介绍"7 月"81 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排名相对较差的后.3 位城市#从第81 名到第74

名$分别是*唐山(邢台(邯郸(济南(保定(郑州(太原(廊坊(衡水(北京和天津#北京(天津并列倒数第.3位$)空气质量排名
相对较好的前.3位城市依次是珠海(中山(海口(厦门(深圳(江门(舟山(惠州(南宁和丽水%

监测表明"北京市优良天数比例为67E8B"同比降低7E7 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为,

6

和D(

2E4

%

!平均D(

2E4

平均值为4/

!

P)A

6

"同比下降1E0B)

!平均D(.3

平均值为78

!

P)A

6

"同比下降/E4B)

!平均=,2

平均值为7

!

P)A

6

"同比下降.1E6B)

!平均9,2

平均值为64

!

P)A

6

"同比下降4E1B),

6

超标率为76E6B"同比升高.0E4个百分点%

66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01E8B"同比降低3E6个百分点%

!

#D(

2E4

$为63

!

P)A

6

"同比下降.1E6B)

!

#D(

.3

$为47

!

P)A

6

"同比下降.6E0B%

京津冀区域.6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10E6B"同比降低7E.B个百分点%

!

#D(

2E4

$为1/

!

P)A

6

"同比下降
.4E4B)

!

#D(

.3

$为01

!

P)A

6

"同比下降.7E3B),

6

超标率为17E1B"同比升高.7E6个百分点%

长三角区域24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06E/B"同比升高8E4个百分点%

!

#D(

2E4

$为66

!

P)A

6

"

!

#D(

.3

$为44

!

P)

A

6

"今年以来D(

2E4

和D(

.3

浓度首次均达到国家二级年均浓度标准),

6

超标率为.4E.B"同比降低7E3个百分点%

珠三角区域/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E3B"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

#D(

2E4

$为.8

!

P)A

6

"

!

#D(

.3

$为63

!

P)A

6

"

均达到国家二级年均浓度标准),

6

超标率为6E3B"同比升高6E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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