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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

监测，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的内容、方法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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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输变电工程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的监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 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工程。其他电压等级的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

境监测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交流输变电工程 AC electric power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由交流电压供电的，将电能的特性（主要指电压）进行变换并从电能供应地输送至电能需求地的工

程。一般由输电线路和变电站（开关站、串补站）等部分组成。 

3.2 工频电场 power frequency electric field 

是指电量随时间作 50Hz 周期变化的电荷产生的电场。度量工频电场大小的物理量为电场强度，它

的单位为 V/m。 

3.3 工频磁场 power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是指随时间作 50Hz 周期变化的电流产生的磁场。度量工频磁场大小的物理量既可以用磁感应强度

也可以用磁场强度，它们的单位分别为 T 和 A/m。 

4 监测技术要求 

4.1 监测因子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的监测因子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监测指标分别为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

磁感应强度，单位一般用 kV/m 和 μT 表示。 

4.2 监测仪器 

工频电场和磁场的监测应使用专用的探头或工频电场和磁场监测仪器。工频电场监测仪器和工频磁

场监测仪器可以是单独的探头，也可以是将两者合成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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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频电场和磁场监测仪的探头可为一维或三维。一维探头一次只能监测空间某点一个方向的电场或

磁场强度；三维探头可以同时测出空间某一点三个相互垂直方向（X、Y、Z）的电场、磁场强度分量。 

探头通过光纤与主机（手持机）连接时，光纤长度不应小于2.5m。监测仪器应用电池供电。 

工频电场监测仪器探头支架应采用不易受潮的非导电材质。 

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应采用方均根值检波，参见 GB/T 2900.1。 

4.3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应满足仪器的使用要求。监测工作应在无雨、无雾、无雪的好天气下进行。为避免监测仪

器支架泄漏电流等影响，监测时环境湿度应在 80%以下。 

4.4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的探头应架设在地面（或立足平面）上 1.5m 处。也可根据需要在其他高度监测，应在结

果报告中注明。 

工频电场强度监测时，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探头与固定物体的

距离应不小于 1m。 

工频磁场强度监测时，监测探头可以用一个小的电介质手柄支撑，并可由监测人员手持。 

采用一维探头监测时，应调整探头使其位置在监测最大值的方向。 

4.5 监测布点 

4.5.1 架空输电线路 

断面监测地点应选择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断面监测路径应选择在以导线档距中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面方向上，如图 1 所示。单回输电线路

应以弧垂最低位置中相导线对地投影点为起点，同塔多回输电线路应以弧垂最低位置档距对应两杆塔中

央连线对地投影为起点，监测点应均匀分布在边相导线两侧的横断面方向上。对于挂线方式以杆塔对称

排列的输电线路，只需在杆塔一侧的横断面方向上布置监测点。监测点间距一般为 5m，顺序测至距离

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 为止。在测量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应不大于 1m。 
 

 
图 1 架空输电线路下方工频电场和磁场监测布点图 

4.5.2 地下输电电缆 

断面监测路径是以地下输电电缆线路中心正上方的地面为起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测点间距

为 1m，顺序测至电缆管廊两侧边缘各外延 5m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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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变电站（开关站、串补站） 

断面监测路径应选择在变电站电压等级最高区域的围墙外侧，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

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且避开进出线，以围墙为起点，测点间距为 5m，顺序测至距

离围墙 50m 为止。 

各侧围墙外 5m 处均需布置监测点，包括靠近配电区域、主变区域和进出线路的位置。如在其他位

置监测，应记录监测点与围墙的距离。 

4.5.4 建（构）筑物 

在建（构）筑物外监测，应选择在建筑物靠近输变电工程的一侧，且距离建筑物不小于 1m 处布点。 

在建（构）筑物内监测，应在距离墙壁或其他固定物体 1.5m 外的区域处布点。如不能满足上述距

离要求，则取房屋立足平面中心位置作为监测点，但监测点与周围固定物体（如墙壁）间的距离不小于

1m。 

在建（构）筑物的阳台或平台监测，应在距离墙壁或其他固定物体（如护栏）1.5m 外的区域布点。

如不能满足上述距离要求，则取阳台或平台立足平面中心位置作为监测点。 

4.6 数据记录与处理 

在输变电工程正常运行时间内进行监测，每个测点连续测 5 次，每次监测时间不小于 15 秒，并读

取稳定状态的最大值。若仪器读数起伏较大时，应适当延长监测时间。 

求出每个监测位置的 5 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监测结果。 

应记录监测时的温度、相对湿度等环境条件以及监测仪器、监测时间和工程运行工况等。 

5 质量保证 

5.1 监测点位置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 

5.2 监测所用仪器应与所测对象在频率、量程、响应时间等方面相符合。 

5.3 监测仪器应定期校准。每次监测前后均检查仪器，确保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 

5.4 监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并取得岗位合格证书。现场监测工作须不少于二名及以上监测人员才能进

行。 

5.5 监测中异常数据的取舍以及监测结果的数据处理应按统计学原则处理。 

5.6 监测时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包括人为的干扰因素和环境干扰因素。 

5.7 应建立完整的监测文件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