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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工程》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加强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管理，进一步规范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科学评价大型电

磁辐射设备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5年 1月下达了标准编制任务计划，要求环境保护

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组织编写《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工程》。

1.2 工作过程

2015年 1月，标准编制单位接受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开始标准起草工作。

2015年 12月，编制组完成了前期资料调研。

2016年 6月，编制组起草完成了标准讨论稿。

2016年 9月，编制组组织了多次内部和外部讨论，并不断完善标准。

2017年 4月，编制组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对本标准进

行了梳理完善。

2018年 1 月，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

视工程》（初稿）专家咨询会，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纪要要求，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工程》（修改一稿）。

2018年 5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

工程》（修改一稿）专家咨询会，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纪要要求，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

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工程》（修改二稿）。

2018年 9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

工程》（修改二稿）专家咨询会，标准编制组按照会议纪要要求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了《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工程》（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目前，广播电视工程的发射台站仍是全国范围内最大、最集中的电磁辐射源。一方面，随着城市发

展与扩大，原有一些远离城镇的广播发射台站已被居民区所包围，原来的郊区环境已变为市区环境。另

一方面，由于广电事业的发展，许多大城市相继在市区修建了代表城市形象的高大广播电视发射塔，塔

上集中了上百千瓦的发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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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指导广播电视工程环评工作的是《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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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1996），该标

准针对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电磁环境评价因子给出了评价方法和技术规范，对广播电视工程环

评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较于其他电磁类建设项目，广播电视工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即电磁辐射设备不同、电磁波使用频

率不同、电磁波在空间传播的方式不同。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尽管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

一定基础，但各环评单位在对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开展环评工作时，对导则的要求把握不一，使得

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内容、格式、深度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一定随意性，进而导致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质量难以控制和评估，因此迫切需要专门、统一的技术导则来进一步规范广播电视工程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鉴于以上现状，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管理者、评审专家、建设单位以及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均深有同感，多次指示和呼吁尽快编制并形成广播电视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广播电视工

程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公共基础设施，而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作为电磁类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有序、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适应广播电视工

程建设发展的需要，科学管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必要制订本标准。

3 编制目的、依据、原则和基本任务

3.1 编制目的

（1） 指导和规范我国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2） 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提供技术支撑；

（3） 为技术审评单位对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评提供指导；

（4） 为建设单位加强广播电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5） 为环评单位规范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提供标准。

3.2 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照了以下法规，参考了相关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1号，2018年 4月 28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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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 18号令，1997年 3月 25日起施行；

《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5号，2000年 11月 5日起施行；

《估测由工作在任何频带内的地面广播发射系统所产生的场以评估非电离性辐射的照射》（ITU-R

50/6号研究课题），ITU-R BS.1698建议书；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0.1-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HJ 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 565 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

HJ/T 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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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 5054 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

GY 5069 中波、短波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

GY 5068 调频广播、电视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

3.3 编制原则

（1） 以相关法规为准绳

本标准的编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为主要依据，落实《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要求，与我国其他现行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相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相一致。

在吸收并保留《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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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中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后，针

对环保法律法规、监管的新要求以及广播电视工程行业特点，完善了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以

及评价因子、评价范围、规划相符性等相关内容，对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工作程序、方

法、技术要求等做出了规定。

编制工作重点梳理和总结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经验，规范、细致了广播电视工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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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管理的要求。标准编制力求做到科学性、针对性、可行性，以为广播电视工程环境保护管理提供

服务。

（2） 体现行业特点

本标准是针对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而编制的。广播电视工程自身具有有用信号与干扰并存、

发射设备功率大、电磁波传播特性受环境影响大等特点。本标准在内容、技术要求和有关规定等方面要

符合行业环境影响特点，使标准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

（3） 突出实用性、可操作性

本标准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明确规定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各项内容，充分考虑了

环境影响评价关注点并紧密结合环评程序，以提高导则的可操作性。

3.4 基本任务

明确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方法、技术要求，加强科学性、避免随意性，规

范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章可循、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4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4.1 前言

本章给出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内容、起草单位、批准单位、实施时间、解释单位等内容。

4.2 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的规定，本标准适用于非豁免范围的广播电视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适用于卫

星广播电视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卫星广播电视工程建设项目仍归类于卫星地球上行

站项目类别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其评价依据仍参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

方法》（HJ/T 10.2-1996）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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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1996）执行。

4.3 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相关术语及定义。术语及定义在参考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直接引用或结合本标准特点稍作

修改后给出。

为体现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的特点，参考《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GY 5054-1995）、

ITU-R BS.1698建议书《估测由工作在任何频带内的地面广播发射系统所产生的场以评估非电离性辐射

的照射》（ITU-R 50/6号研究课题）给出了“广播电视工程”、“近场区”、“远场区”的定义；引用

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 24-2014）中“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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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GY 5054-1995），本标准附录 C中给出了广播电视工

程发射系统电磁场近场区和远场区的划分条件。与《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不同的是，考虑

到中波广播发射天线通常高度为 0.15 ~0.5 ，取距离大于
22D


作为天线辐射远场区的条件将使部分

中波广播发射天线电抗近场区、辐射近场区和辐射远场区的划分距离重叠，故从感应场和辐射场之比来

确定其近场区和远场区的界限，

由电基本振子的场方程可以求得感应场与辐射场之比为：

2
1

2
rc k
r




 

或 ( ) 20log( )
2

c dB 




按上式计算可得不同距离 上的 c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距离 上的 c值


2



0.5  3 5 10 20

( )c dB 0.0 -9.9 -15.9 -25.5 -29.9 -36.0 -42.0

通常把 10  作为天线远场区的条件，但从环保角度出发，考虑评价范围和监测实际，如果要求

达到一般测试精度，只要 (3 ~ 5)  即可。在本标准中， 取3 。

因此，广播电视工程天线远近场划分原则如下：

当 1D

 （D为天线的最大线尺寸）时，通常取距离

2



作为电抗近场区和辐射近场区的分界距离，

取距离大于3 作为辐射远场区的条件。

当 1D

 时，通常取距离

2



作为电抗近场区和辐射近场区的分界距离，取距离大于
22D


作为辐

射远场区的条件。

4.4 基本规定

4.4.1 环评工作程序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的规定，结合广播电视工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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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与主要工作内容。对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工程，提出

了可以适当简化的原则。

4.4.2 评价依据

从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环保标准、行业规范、工程资料等方面提出了评价依据的资

料要求。

4.4.3 评价内容

明确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内容、专题设置及编制要求。

广播电视工程的天线馈线会产生电磁辐射，但其电场强度、磁场强度随距离馈线距离的增大衰减较

快，且一般距离馈线几米至十几米的位置其电磁辐射影响就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的要求，因此本导

则不再要求对广播电视工程天线馈线电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4.4.4 评价因子

根据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特点，列表给出了施工期和运行期评价因子。广播电视工程施工期评价

因子为声和地表水，运行期评价因子为电磁和地表水。

噪声没有纳入运行期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的原因如下：运行期广播电视工程噪声主要来自于机房设

备、变配电房、水泵和空调等室内设施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设备选型时一般已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噪

声源采取多种隔音、消声措施。因此，广播电视工程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不予考虑。

4.4.5 评价标准

本章给出了标准选用的原则和要求。

4.4.6 评价工作等级

本章依据 HJ 2.4、HJ/T 2.3，对噪声及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进行规定。

（1）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按照 HJ 2.4的相关规定执行。

（2）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按照 HJ/T 2.3的相关规定执行。

4.4.7 评价范围

（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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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对电磁辐射设备

评价范围的划分，结合广播电视工程环评工作实践，对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进行了重新

调整。调整针对不同天线形式，按不同发射功率来划分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对于辐射场强最大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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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超过上述范围的，要求在选定方向评价到最大场强处和低于标准限值处中的较大处。另外，对于有

方向性天线，评价范围除了考虑天线主瓣对电磁环境的影响，还考虑了电平最高的第一旁瓣对电磁环境

的影响，并考虑天线后瓣对电磁环境的影响。

（2） 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按照 HJ 2.4中的规定确定。

4.4.8 环境保护目标

明确了环境保护目标的调查和表述要求。

4.4.9 评价重点

规定了根据评价工作等级确定评价重点的原则。

4.4.10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要求

在总结广播电视工程环评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建设项目所处环境的敏感性和对环境的影响程

度，对电磁环境的现状监测及评价做出了规定。

4.5 主要技术规定

4.5.1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包括电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等内容。

4.5.2 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了噪声影响、施工扬尘、固废影响和污水排放等内容。

4.5.3 运行期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主要通过同类型的类比评价和模式预测两种技术手段进行。

根据广播电视工程天线远近场划分原则，表 1给出了广播电视工程天线远近场范围。

表 1 广播电视工程天线近场区、远场区范围比较

由表 1可以看出，对于广播电视工程天线来说，其电抗近场区均位于天线附近或站界范围内。因此，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影响以类比监测及评价、辐射近场区和远场区模式预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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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主。

（1） 类比监测及评价

包括选择类比对象、类比监测因子、监测方法及仪器、监测布点、类比结果分析等内容。广播电视

工程类比监测方法、监测布点与其电磁环境现状监测要求一致。

类比监测结果可用于分析预测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因子的影响范围、满足对应标准或要求的范

围、最大值出现的区域范围、站界电磁环境影响程度，并对其正确性及合理性进行论述。

（2） 模式预测及评价

广播电视工程发射天线电磁环境影响的计算参考了《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

方法》（HJ/T 10.2）中广播电视频段发射天线电磁辐射场强预测公式和《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

范》（GY 5054-1995）中广播电视天线辐射近场区电磁辐射场强预测公式，并进一步对中波广播、短波

广播发射天线远场区电磁辐射场强预测公式进行了统一、细化。中波、短波、调频、电视广播天线电磁

辐射强度的计算亦可采用数值计算，并对数值计算结果进行模式复核和分析。

模式预测应给出预测工况及环境条件；应考虑针对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和特定的工程条件及环境条

件，合理选择典型情况进行预测；当存在多个发射天线时，应考虑其对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综合影响。

预测结果应以表格和等值线图、趋势线图的方式表述。预测结果应给出最大值、符合标准的值及其

对应位置和站界预测值，并给出电磁环境预测达标等值线图。针对于广播电视工程周围有高大建筑的情

况，其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模式预测应给出不同楼层的预测结果。

预测结果的评价应通过对照标准或评价要求，评价预测结果，提出治理、减缓或避让措施，并评价

其合理性。

（3） 广播电视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根据现状监测、类比监测、模式预测等评价结果，相互验证，综合评价广播电视工程的电磁环境影

响。

4.6 对附录的说明

（1） 附录 A

给出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专题设置和编制要求，作为规范性附录规范报告书的编制工

作。

（2） 附录 B

给出了广播电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格式和要求，作为规范性附录规范报告表的编制工作。

（3） 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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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广播电视工程发射天线近场区和远场区的划分条件。

（4） 附录 D

给出了中波、短波广播天线远场区电磁辐射强度的计算步骤及公式，作为技术资料供评价参考。其

中，对于调幅发射机而言，发射机标称功率为载波功率。

相较于《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中只考虑中波广播发射

天线垂直极化和短波广播发射天线水平极化的辐射场强计算，本标准将中、短波发射天线辐射场强计算

公式统一为：
245 ( ) ( , )P GE F h F A

r


 
g g

g g g ，并针对不同极化方式和实际土壤参数给出了衰减因

子 A的取值方法。

另外，考虑到短波广播天线主要利用天波传播信号，天线主射方向有一定仰角，故在进行短波广播

天线远场区电场强度近似计算时，没有简化理论计算公式中的天线归一化方向性函数为 1，而是保留天

线归一化方向性函数 ( , )F   来体现发射天线实际电磁辐射场强在各方向上的不同。

（4） 附录 E

给出了调频、电视广播天线远场区电磁辐射强度的计算步骤及公式，作为技术资料供评价参考。其

中，对于调频发射机而言，发射机标称功率为平均功率。

另外，由于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变化，公式

444 ( )P GE F
r


g

g
中天线垂直面方向性函数

( )F  由天线方向性函数 ( , )F   替代，即

444 ( , )P GE F
r

 
g

g
。

5 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引用《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作为广播电

视工程电磁环境监测依据，下一步修订时应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广播电视工程的电磁环境

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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