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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治电磁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规范移动通信基站电

磁辐射环境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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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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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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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的内容、方法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GB 8702规定豁免范围以外的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其他移动通信发

射设施的电磁辐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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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T 2900.1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HJ/T 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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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移动通信 mobile communication

通信双方或至少有一方是在运动中进行的信息交换。例如移动体（人、车、船、机）与固定点之间

或各移动体之间的通信。

3.2 基站 base station

在陆地移动业务中的陆地台，是受基站控制器控制，为一个小区或同站址的多个小区服务的无线收

发信设备。基站通过无线接口提供与终端之间的无线信道。

3.3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sensitive target

电磁环境监测需重点关注的对象。包括住宅、学校、医院、办公楼、工厂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

习的建筑物。

4 监测条件

4.1 环境条件

监测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仪器的使用要求。

4.2 监测仪器

4.2.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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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仪器工作性能应满足待测电磁场的要求，能够覆盖所监测的频率，量程、分辨率等能够满足监

测要求。

根据监测目的，监测仪器可分为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和选频式辐射监测仪。进行移动通信基站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时，采用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需要了解多个电磁辐射源中各个辐射源的电磁辐

射贡献量时，则采用选频式辐射监测仪。

监测应选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探头（天线）的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的监测结果应选用仪器的方均根值读数，方均根值参见 GB/T 2900.1。

4.2.2 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

是指监测值为仪器频率范围内所有频率点上场强的综合值，且具有各向同性响应的辐射监测仪。

使用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进行环境监测时，为了确保环境监测的质量，对这类仪器电性能基本

要求见表 1。

表 1 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电性能基本要求

项 目 指 标

频率响应
800MHz~3GHz 探头的线性度应当不大于1.5 dB

＜800MHz，或＞3GHz 探头的线性度应当不大于3 dB

动态范围
探头的下检出限应当不大于 0.5 V/m（0.7×10-3W/m2）

且上检出限应不小于 100 V/m（25 W/m2）

各向同性 必须对整套监测系统评估其各向同性，各向同性偏差必须不大于 1 dB

4.2.3 选频式辐射监测仪

是指能够对仪器频率范围内的部分频谱分量进行接收和处理的辐射监测仪。

根据具体监测需要，可选择不同量程、不同频率范围的选频式辐射监测仪，对这类仪器电性能基本

要求见表 2。

表 2 选频式辐射监测仪电性能基本要求

项 目 指 标

测量误差 小于±3dB

频率误差 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数量级

动态范围
最小电平应不大于 0.5 V/m（0.7×10-3 W/m2）

且最大电平应不小于 100 V/m（25 W/m2）

各向同性 在其测量范围内，探头的各向同性应不大于2.5 dB

4.3 监测工况

在移动通信基站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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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方法

5.1 基本要求

根据监测的性质和目的，可收集被测移动通信基站的基本信息，包括：

a) 移动通信基站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网络制式；

b) 发射机型号、发射频率范围、标称功率、实际发射功率；

c) 天线数目、天线增益、天线方向性类型、钢塔桅类型（钢塔架、拉线塔、单管塔等）、天线离

地高度、天线方向角等参数。

使用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器监测时，若监测结果超出HJ/T 10.3规定对单个项目的评价标准，需

要判断主要辐射源的贡献量时，可使用选频式辐射监测仪对该点位进行选频测量，测定该点位在移动通

信基站发射频段范围内的电场强度（或功率密度）值。

5.2 监测因子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的监测因子为射频电磁场，监测指标为电场强度（或功率密度）。

5.3 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布设在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 50m的范围内可能受到影响的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处，

根据现场环境情况可对点位进行适当调整。

在建（构）筑物外监测时，点位优先布设在公众日常生活、工作距离天线最近处。移动通信基站发

射天线为定向天线时，点位的优先布设在天线主瓣方向范围内。

在建（构）筑物内监测时，点位优先布设在朝向天线的窗口（阳台）位置，探头（天线）应在窗框

（阳台）界面以内，也可选取房间中央位置。探头（天线）与家用电器等设备之间距离不少于 1m。

监测时，探头（天线）与操作人员之间距离不少于0.5m，并避免或尽量减少周边偶发的其他辐射源

的干扰。

5.4 监测高度

测量仪器探头（天线）尖端距地面（或立足平面）1.7m。也可根据需要在其他高度监测，并在监测

报告中注明。

5.5 监测读数

每个测点连续测 5次，每次监测时间不小于 15秒，并读取稳定状态下的最大值。若监测读数起伏

较大时，适当延长监测时间。

监测仪器为自动测量系统时，可设置于平均值检波方式，每次测量时间不少于 6分钟，连续取样数

据采集取样率为 2次/秒，进行连续采样。

5.6 记录

5.6.1 移动通信基站信息的记录

记录移动通信基站名称、建设单位、地理位置（详细地址或经纬度）、网络制式类型、发射频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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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钢塔桅类型（钢塔架、拉线塔、单管塔等）、基站天线离地高度等参数。

5.6.2 监测条件的记录

记录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天气状况。

记录监测日期、开始结束时间、监测人员、监测仪器型号和编号。

5.6.3监测结果的记录

记录以移动通信基站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 50m范围内的监测点位示意图，标注移动通信基站天

线和其他已知的射频电磁辐射源的位置。

记录监测点位具体名称和监测数据。

记录监测点位与移动通信基站发射天线的距离。

选频监测时，建议保存频谱分布图。

记录和报告参考格式见本方法附录A。

5.7 数据处理

如果监测仪器读出的场强测量值的单位为 dBμV/m，则先按下列公式换算成以 V/m 为单位的场强测

量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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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 ——监测仪器的读数，dBμV/m；

E——场强测量值，V/m。

测量数据参照下列公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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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E ——监测点位某频段中频率 i点的第 j次场强测量值，V/m；

iE ——监测点位某频段中频率 i点的场强测量值的平均值，V/m；

n——监测点位某频段中频率 i点的场强测量次数；

sE ——监测点位某频段中的综合场强值，V/m；

m——监测点位某频段中被测频率点的个数；

GE ——监测点位 24h（或一定时间内）内测量的某频段的综合场强的平均值，V/m；

k——24小时（或一定时间内）内测量某频段电磁辐射的测量频次。

如果监测设备是非选频式宽带辐射监测仪器，可由公式（2）和（4）直接计算，公式中的代入量作

相应的变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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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可分别统计每次监测中的最大值 maxE 、最小值 minE ，50％、80％和 95％时间内不超过的

场强值 ）50%（E 、 ）80%（E 和 ）%59（E 。

根据需要可绘制电磁辐射场分布图，如时间—场强、距离—场强、频率—场强等对应曲线。

6 质量保证

监测点位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

监测仪器（包括天线或探头）应定期校准，并在其证书有效期内使用。监测结果应根据校准证书中

的系数进行修正。

每次监测前后均检查仪器，确保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

监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现场监测工作须不少于 2名监测人员才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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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存档或上报的监测结果必须经过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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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建立完整的监测文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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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参考性附录）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记录和报告格式

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页第 页

基站基本信息

基站名称 编 号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网络制式类型 发射频率范围

天线离地高度 钢塔桅类型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年 月 日 ： ～ ： 测量仪器型号

天气状况 测量仪器编号

环境温度 ～ ℃ 探头（天线）型号

相对湿度 ～ ％ 探头（天线）编号

基站环境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现场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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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

共 页第 页

基站名称 编 号

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名称

点位与天

线的直线

距离

监测值（单位： ）

E= E ±σ
1 2 3 4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测量人 校核人 校核日期

注：本表格由现场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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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监测报告内容与格式

XX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监测类别

报告日期

（加盖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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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页共 页

XX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字 第 号

监测项目

委托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监测类别 监测方式

委托日期

监测日期

监测的

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 年 月 日 ： ～ ：

天气： ； 环境温度： ～ ℃ ；相对湿度： ～ %
监测所依据

的技术文件

名称及代号

使用的主要仪器

设备名称、型号

规格及编号

仪器主要

技术指标

监测结论

备注

报告编制人 审核人 签发人

编制日期 审核日期 签发日期

（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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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页共 页

XX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字 第 号

表 1 XX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点位

代号
监测点位描述

点位与天线直线

距离（m）

电场强度

E（V/m）

功率密度

S（μ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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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页共 页

XX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字 第 号

图 1 XX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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