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

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送审版）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I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目  录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 1 

1.1 项目背景 ....................................................................................................................................... 1 

1.2 本项目概况 ................................................................................................................................... 2 

1.3 产业政策符合性 ......................................................................................................................... 10 

1.4 项目建设必要性 ......................................................................................................................... 10 

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 11 

2.1 自然环境概况 ............................................................................................................................. 11 

2.2 社会环境概况 ............................................................................................................................. 12 

三、环境质量现状 ..................................................................................................... 14 

3.1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常规环境质量现状 .................................................................................. 14 

3.2 监测目的 ..................................................................................................................................... 14 

3.3 监测因子 ..................................................................................................................................... 14 

3.4 监测仪器 ..................................................................................................................................... 14 

3.5 现场监测基站选择原则 ............................................................................................................. 15 

3.6 监测布点原则 ............................................................................................................................. 15 

3.7 监测条件、方法和监测技术规范 ............................................................................................. 16 

3.8 监测基站分布情况 ..................................................................................................................... 17 

3.9 质量保证 ..................................................................................................................................... 22 

3.10 现状监测结果分析 ................................................................................................................... 22 

四、编制依据及评价标准 ......................................................................................... 24 

4.1 法律、法规 ................................................................................................................................. 24 

4.2 技术导则、标准 ......................................................................................................................... 24 

4.3 相关文件资料 ............................................................................................................................. 25 

4.4 评价因子和评价范围 ................................................................................................................. 25 

4.5 评价标准 ..................................................................................................................................... 26 

4.6 评价工作流程和评价工作重点 ................................................................................................. 26 

4.7 评价目的 ..................................................................................................................................... 28 

4.8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 28 

4.9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 28 

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 30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II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5.1 施工期 ......................................................................................................................................... 30 

5.2 运营期 ......................................................................................................................................... 31 

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 44 

七、环境影响分析评价 ............................................................................................. 45 

7.1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 45 

7.2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预测 ..................................................................................................... 46 

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 64 

8.1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 64 

8.2 环境监测计划 ............................................................................................................................. 66 

8.3 项目“三同时”验收清单 .............................................................................................................. 66 

8.4 电磁辐射防治措施 ..................................................................................................................... 67 

8.5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 69 

8.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 70 

8.7 污染防治措施建议 ..................................................................................................................... 70 

8.8 环保投资 ..................................................................................................................................... 70 

九、公众参与 ............................................................................................................. 72 

9.1 公众投诉 ..................................................................................................................................... 72 

9.2 公众参与过程 ............................................................................................................................. 72 

9.3 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 ............................................................................................................. 73 

十、结论与建议 ......................................................................................................... 77 

10.1 结论 ........................................................................................................................................... 77 

10.2 建议 ........................................................................................................................................... 79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III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附件 1：委托书 

附件 2：电信立项批复 

附件 3：移动立项批复 

附件 4：联通立项批复 

附件 5：废旧电池回收协议 

 

附表： 

附表 1：本项目移动基站基本信息一览表 

附表 2：本项目监测基站基本信息一览表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IV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2016-2017 年移动

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法人代表 

龙岩电信：林晓武 

龙岩移动：洪青 

龙岩联通：陆震 

联系人 

龙岩电信：苏汉霖 

龙岩移动：王法林 

龙岩联通：林通 

通讯地址 

龙岩电信：福建省龙岩市九一南路 53 号龙岩通信指挥大楼 

龙岩移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岩大道 268 号 

龙岩联通：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解放南路街心花园联通大楼 

联系电话 

龙岩电信：18959090156 

龙岩移动：13806991860 

龙岩联通：18605971397 

传真 / 
邮政

编码 

龙岩电信：364000 

龙岩移动：364000 

龙岩联通：364000 

建设地点 龙岩市辖区内 

立项审批部

门 

龙岩电信：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龙岩移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 

龙岩联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批准文号 

龙岩电信： 

中电信闽〔2014〕902 号、52 号 

中电信龙岩〔2014〕340 号、446 号、133 号 

中电信闽工程〔2015〕82 号、126 号、22 号、104 号、57 号 

中电信闽工程〔2016〕184 号、23 号 

龙岩移动： 

闽移发〔2015〕696 号、767 号 

闽移发〔2016〕570 号、574 号、4 号、419 号 

闽移建〔2016〕515 号、415 号、520 号、409 号 

龙岩联通： 

福建联通项目批[2014]157 号、354 号、493 号、744 号、996 号 

福建联通项目批[2015]75 号、163 号、173 号、566 号、576 号、1167

号、1423 号 

福建联通项目批[2016]1 号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术改

造 

行业类别 

及代码 
移动电信服务（I6312） 

总投资 

(万元) 

龙岩电信：36504 

龙岩移动：7207 

龙岩联通：32400 

其中：环

保投资

(万元) 

龙岩电信：1132 

龙岩移动：201 

龙岩联通：972 

环保投

资占总

投资比

例 

龙岩电信：3.1% 

龙岩移动：2.8% 

龙岩联通：3.0% 

1.1  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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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提高通信信号覆盖水平，扩大龙岩市通信网络容量，满足客户快速增长

的话音和数据通信需求，提升通信质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以下简称

“龙岩电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移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龙岩联通”）在原有通信网基础

上，继续提高基站设置密度，建设 2016-2017年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本期龙岩市通信基

站共 5613座，系统总数量 10108套，其中龙岩电信系统数量 4827套（CDMA网 1456套，

FDD-LTE网 3301套，TDD-LTE网 70套）；龙岩移动系统数量 961套（均为 TD-LTE网）；

龙岩联通系统数量 4320 套（GSM 网 1498 套，WCDMA 网 2130 套，FDD-LTE 网 692 套）。

本期龙岩市评价基站基本信息表见附表 1。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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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

八号主席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 号令）等有关法律法规，

为切实做好该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使得移动通信事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控制电磁

辐射污染、保障公众健康，确保本期建设项目顺利进行，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

通于 2016年 11月特委托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见

附件 1）。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等工作，并委托

北京森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抽样基站进行了现状监测。评价单位结合该项目的特点，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于 2016

年 12月编制完成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在报告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福建省环境保护厅、龙岩市环境保护局、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及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及龙岩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及龙岩市分公司、佛山市中科院环境与安全检

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厦门谱尼测试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

谢。 

1.2  本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2016-2017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

目； 

建设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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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 

    项目规模：本期龙岩市通信基站共 5613 座，系统总数量 10108 套，其中龙岩电信

系统数量 4827 套（CDMA 网 1456 套，FDD-LTE 网 3301 套，TDD-LTE 网 70 套）；龙

岩移动系统数量 961 套（均为 TD-LTE 网）；龙岩联通系统数量 4320 套（GSM 网 1498

套，WCDMA 网 2130 套，FDD-LTE 网 692 套）。本期评价基站明细表见附表 1； 

    项目地点：龙岩市辖区内。 

1.2.1 项目内容 

本期龙岩市通信基站共 5613 座，系统数量 10108 套，其中龙岩电信系统数量 4827

套；龙岩移动系统数量 961 套；龙岩联通系统数量 4320 套。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环

评基站数量统计见表 1-1 及图 1-1。 

表 1-1            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环评基站数量统计一览表 

序号 运营商 网络类型 系统数量（套） 系统数量合计（套） 比例 

1 电信 

CDMA 1456 

4827 

14.40% 

FDD-LTE 3301 32.66% 

TDD-LTE 70 0.69% 

2 移动 TD-LTE 961 961 9.51% 

3 联通 

GSM 1498 

4320 

14.82% 

WCDMA 2130 21.07% 

FDD-LTE 692 6.85% 

合计 10108 1010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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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环评基站数量分布示意图 

1.2.2 基站分布 

本期环评基站分布于龙岩市辖区内。本期环评的通信基站分布示意图见图 1-2。 

 

图 1-2 本期环评的通信基站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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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行政区域分布 

本期龙岩市环评基站按站址行政区域划分，本项目行政区域分布见表 1-2，本项目

行政区域分布比例见图 1-3。 

表 1-2                 本期环评基站行政区域分布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域 
电信基站数量

（套） 

移动基站数

量（套） 

联通基站数量

（套） 

合计数量

（套） 

占基站总数百

分比 

1 连城 557 100 414 1071 10.60% 

2 上杭 841 141 598 1580 15.63% 

3 武平 455 55 382 892 8.82% 

4 新罗 965 294 884 2143 21.20% 

5 永定 622 105 621 1348 13.34% 

6 漳平 601 153 524 1278 12.64% 

7 长汀 786 113 897 1796 17.77% 

合计 4827 961 4320 10108 100.00% 

 
图 1-3  本项目基站分布比例图（按行政区划分类） 

1.2.4  区域特征分布 

本期龙岩市环评基站按站址区域特征划分，本项目区域特征分布见表 1-3，本项目

区域特征分布比例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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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期环评基站环境特征分布一览表 

主要环境特征 
电信基站数量

（套） 

移动基站数量

（套） 

联通基站数量

（套） 

合计数量

（套） 

占基站总数的

百分比 

居民区 689 296 148 1133 11.21% 

商业区 43 11 7 61 0.60% 

文教卫生及行

政办公区 
125 8 12 145 1.43% 

工业区 120 1 8 129 1.28% 

交通区 1090 3 296 1389 13.74% 

农村区域 2677 642 3849 7168 70.91% 

风景区 83 0 0 83 0.82% 

合计 4827 961 4320 10108 100.00% 

 

 
图 1-4 本项目基站分布比例图（按区域特征分类） 

1.2.5  天线立塔类型 

本项目基站其天线类型均为定向型，采取楼顶塔和地面塔两种架设方式。本项目基

站立塔类型分布见表 1-4。各种立塔类型占本项目基站的比例情况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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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基站立塔类型分布一览表 

天线架设

方式 
立塔类型 

电信基站

数量（套） 

移动基站

数量（套） 

联通基站

数量（套） 

塔型数量合

计(套) 

占基站总数的

百分比 

楼顶塔 

楼顶抱杆 623 101 144 868 8.59% 

楼顶增高架 27 7 25 59 0.58% 

楼顶美化天线 495 51 138 684 6.77% 

楼顶铁塔 42 3 17 62 0.61% 

地面塔 

地面四角塔 28 17 86 131 1.30% 

地面三角塔 19 2 35 56 0.55% 

地面独管塔 276 17 47 340 3.36% 

地面景观塔 91 9 60 160 1.58% 

地面拉线塔 29 5 26 60 0.59% 

地面 H 杆 8 17 65 90 0.89% 

等径杆 7 31 15 53 0.52% 

地面抱杆 3153 693 3522 7368 72.89% 

监控杆 20 1 87 108 1.07% 

简易塔 9 7 53 69 0.68% 

合计 4827 961 4320 10108 100.00% 

 

 
图 1-5  基站立塔类型统计分析图 

从表 1-4 可以看出，本项目基站天线立塔类型主要以地面抱杆为主，占基站总数的

72.89%，其次为楼顶美化天线，占基站总数的 6.77%，等径杆占比最少，占基站总数的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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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主设备类型及标称功率 

本项目基站采用的主设备类型见表 1-5，标称功率统计见表 1-5。 

表 1-5                 本项目基站主设备类型统计表 

序号 运营商 主设备厂家 系统数量(套) 占基站总数百分比 主要型号 

1 

电信 

贝尔 1010 9.99% B3a RRH2x60-4R 

2 烽火 70 0.69% FH-RRUE2600-Iib 

3 华为 3276 32.41% AAU3940、BTS3900  

4 诺基亚 466 4.61% FRCJ 

5 邮科 5 0.05% 直放站 

6 
移动 

华为 415 4.11% DRRU3168 

7 中兴 546 5.40% DRRU3168、R8972E 

8 
联通 

中兴 4319 42.73% B8200 

9 华为 1 0.01% R8862 S1800(B8B) 

合计 10108 100.00%   

 

图 1-6  本项目基站站址类型统计分析图 

表 1-6                   本项目基站标称功率统计表 

序号 运营商 网络类型 标称功率（W） 系统数量（套） 比例 

1 电信 

CDMA 20 1456 14.40% 

FDD-LTE 20 3301 32.66% 

TDD-LTE 20 70 0.69% 

2 移动 TD-LTE 20 961 9.51% 

3 联通 

GSM 20 1498 14.82% 

WCDMA 20 2130 21.07% 

FDD-LTE 20 692 6.85% 

合计  10108 100.00%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9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1.2.7 天线类型 

本项目基站采用的天线生产厂家及天线使用情况见表 1-7。 

表 1-7                 本项目基站主设备类型统计表 

序号 运营商 天线厂家 
系统数

量(套) 

占基站总数

百分比 
主要型号 

1 

电信 

ACE 10 0.10% ACS-13-90B 

2 贝尔 4 0.04% 9926/RRH2x60-21 

3 海天 5 0.05% HTDBS089017 

4 虹信 337 3.33% HXHMDXBB1818065DXTHF 

5 华为 527 5.21% 
DXX-790-960/1710-2180-65/65-15i/1

7.5i-M/M 

6 京信 10 0.10% MTQ-ODV065R15B 

7 摩比 1835 18.15% MB800-65-17D 

8 日海 168 1.66% RHA1721DX6518-DE10 

9 通宇 1507 14.91% TYXD-182018/182018DE-PQG330 

10 邮科 424 4.19% YKTDJ-DTSB1710/2170-20-32-2 

10 

移动 

分布系统 167 1.65% 吸顶 

22 广东通宇 15 0.15% TYTD-65D16 

23 摩比 779 7.71% MBTD-65D16 

25 
联通 

京信 1100 10.88% ODV-065R18K 

26 摩比 3220 31.86% MB900-OA-11T3 

合计   10108 100.00%   

1.2.8 基站工作频率 

根据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有关文件规定，电信、移动、联通基站的工作频段见

表1-8。 

表 1-8                      基站天线工作频段一览表 

运营商 网络类型 工作频段 

电信 
CDMA 825-835MHz（上行）/870-880MHz（下行） 

FDD-LTE 1765-1780MHz（上行）/1860-1875MHz（下行） 

移动 

GSM 890—909MHz（上行）/935—954MHz（下行） 

TD-SCDMA 2010—2025MHz 

TD-LTE F 频段：1880—1900MHz/D 频段：2575—2635MHz 

联通 

GSM 909—915MHz（上行）/954—960MHz（下行） 

WCDMA 1940～1955MHz（上行）/2130～2145MHz（下行） 

FDD-LTE 1755—1765MHz（上行）/1850—1860MHz（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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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为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的第一类鼓励类项目（第二十八项“信息产

业”第8子项“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4 项目建设必要性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已基本完成本地区的网络覆盖，但是城市在不断发

展扩大，通信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因而有必要对现有网络进行持续建设和优化，同时满

足移动网络的发展需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1）城市新建区域，包括城中村的拆迁、城市新建成区、新建工业区，原有网络

在此类区域存在网络覆盖盲区，为满足用户使用需求，需要进行建设和优化。 

（2）在农村区域存在较多网络覆盖盲区，为满足农村用户使用需求、缩小城乡信

息化差距，在农村区域进行建设和优化。 

（3）在繁华市区，因用户增长快、网络存在容量瓶颈，需要通过扩容满足用户需

求。 

（4）随着TD-LTE（4G）网络的推广，使得移动无线网络的数据传输能力和速度得

到显著提升，从而降低传输成本和给予无线用户更多更好的通信体验。 

因此，本次评价基站的建设有效的提高了龙岩地区移动网络覆盖率和承载能力，有

利于改善当地通信系统的结构，保证通信质量，提高移动通信能力和移动通信的可靠性，

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符合“实践的正当性”原则，本期基站工程的建

设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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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所在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简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龙岩市位于北纬 24°23′~26°02′、东经 115°51′~117°45′。东与福建省泉州、漳州两市

接壤，西与江西省赣州市交界，南与广东省梅州市毗邻，北与福建省三明市相接。距厦

门 142km、泉州 216km、福州 376km。龙岩市行政区划图见图 2-1。 

  
图 2-1 龙岩市行政区划图 

（1）地形、地貌 

龙岩市地势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境内武夷山脉南段、玳瑁山、博平岭等山岭沿东

北—西南走向，大体呈平行分布。全市平均海拔 652m，千米以上山峰 571 座。最高峰

为玳瑁山区的狗子脑主峰，海拔 1811m；最低点位于永定区峰市镇芦下坝永定河口，海

拔 69m。 

（2）气候、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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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8.7℃~21.0℃，平均降水量

1031mm~1369mm，日照时数 1804h~2060h。全年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全年无霜期达

三百天以上 ,雨量充沛，适宜亚热带作物和林木的生长。  

（3）矿产资源 

龙岩市已探明的矿物种类 64 种，其中金、铜、铁、煤、高岭土等 16 种矿产

储量居全省首位。马坑铁矿是华东第一大铁矿；紫金山铜矿是中国第二大铜矿；

东宫下高岭土矿是中国四大优质高岭土矿之一。同时，水力资源丰富，水能理论

蕴藏量 214.5 万千瓦，可开发量 188.1 万千瓦。龙岩是福建三大林区之一，森林

覆盖率 77.9%，居福建省首位。 

（4）植被、生物多样性 

本期基站评价范围内未发现珍稀、濒危生物。 

2.2  社会环境概况 

（1）行政区划与人口 

龙岩市现辖新罗区、永定区、漳平市和长汀、连城、上杭、武平四县，全市共设134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913个村（居）委会，市政府设在新罗区。龙岩市总面积19027

平方公里，全市总人口257万人。 

（2）社会经济结构 

初步核算，2015 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738.4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

增长 8.9%。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0.62 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914.82

亿元，增长 9.0%；第三产业增加值 623.02 亿元，增长 10.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66864

元，比上年增长 8.2%。“十二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9%。其中三次

产业年均分别增长 4.0%、13.5%和 9.0%。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0 年的 13.0∶53.3∶33.7

调整为 2015 年的 11.5：52.7：35.8。 

近年来，龙岩市以实施百亿企业、百亿产业、百亿园区“三大百亿工程”为主要抓

手，依托大企业、大集团的领军作用，不断延伸产业链，加快产业集聚，推进重点产业

加快发展，打造几个在全省、全国乃至全球都叫得响的龙岩品牌。截至 2011 年底，已

有机械、建材、烟草、农产品加工等 6 个超百亿产业，龙州工业园区、龙岩经济开发区

等 4 个百亿园区，紫金矿业、龙岩烟草工业公司等 2 个百亿企业。 

2015年全年完成植树造林总面积22.76万亩，完成年度任务的119.05%。其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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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造林总面积14.66万亩；“四绿”工程造林8.1万亩。商品材产量47.62万立方米，减

少8.6%。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88.86%，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9.47%。全市共有

自然保护区3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自然保护区面积4.69万公顷；全市森林覆

盖率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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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质量现状 

3.1  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域常规环境质量现状 

本次评价的基站主要涉及到站址区域环境中电磁辐射环境的质量现状，本项目对其

他常规环境质量（如环境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声环境、生态环境等）影响较小，故

重点关注站址处及评价范围区域内的电磁辐射环境现状值。 

为了更好的了解评价基站区域的电磁辐射环境现状值，监测单位技术人员对本次评

价基站评价范围区域内环境中的电磁辐射环境进行了现场监测。 

3.2 监测目的 

(1) 实测基站发射的电磁波对周边环境产生的电磁辐射水平，并评价其影响。 

(2) 掌握拟建基站运行前评价范围区域内的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现状水平，为基站运

行后对环境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提供基础数据。 

3.3  监测因子 

本次评价过程中采用实测功率密度作为监测因子。 

3.4  监测仪器 

测量仪器基本参数见表 3-1。 

表 3-1                   监测仪器基本参数一览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检定证书编号 
检定证书有效

期截止日期 
检定单位 

电磁辐射分析

仪/射频探头 

NBM-550/ 

EF-0391 
B-0092/A-0362 WWD201601710 2017.07.28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射频探头 

NBM-550/ 

EF-0391 
B-0087/A-0358 WWD201601709 2017.07.28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射频探头 

NBM-550/ 

EF-0391 
B-0622/A-0827 WWD201601708 2017.07.28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射频探头 

NBM-550/ 

EF-0391 
D-1353/D-1156 WWD201600770 2017.03.29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射频探头 
SEM-600/ RF-06 S-0038/B-0032 WWD201600753 2017.04.05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场探头和读

出装置 

EHP-50C 和
8053B 

352WN01214 和
IE-301 

XDdj2016-3518 2017.09.26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电场探头和读

出装置 

EP300＆

PMM8053B 

000WX01204＆
/IE-301 

XDdj2016-3571 2017.09.26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电场探头和读

出装置 

EHP-50C 和
8053B 

352WN01209＆
262WL00309 

XDdj2016-1339 2017.04.17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电场探头 EP300 000WX01202 XDdj2016-0333 2017.01.24 
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探头 

NBM-550/ 

EHP-50D 
E-0525/12WX20747 WWD201602132 2017.09.04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电磁辐射分析

仪/探头 

NBM-550/ 

EF-0391 
E-0525/D-0500 WWD201602133 2017.09.04 

广东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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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现场监测基站选择原则 

鉴于本项目中涉及的基站总数量较大，本次评价中根据以下原则进行基站的监测工

作。 

(1) 建设单位提供的有环保投诉或敏感基站； 

(2) 重点选择城市市区、县城城区等敏感点相对较多或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 

(3) 兼顾位于乡镇、农村等人口相对疏松区域的基站； 

(4) 综合考虑覆盖龙岩市境内建设的所有批次基站，以及天线型号和架设方式（楼

顶塔、地面塔）等，监测基站的比例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控制。 

3.6  监测布点原则 

监测点位的布设主要依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2-19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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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1996）、《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环发[2007]114

号）中相关规定进行，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布点位置。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原

则，主要考虑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 

依据《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第 5.3 条规定，监测点位一

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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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标。移动通信基站

发射天线为定向天线时，则监测点位的布设原则上设在天线主射方向内。对于发射天线

架设在楼顶的基站，在楼顶公众可活动范围内布设监测点位。 

根据上述布点原则，并结合本次评价基站的天线主射方向及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分布

情况，选取拟建基站附近能代表现状电磁辐射水平的点位，本次评价现状监测布点原则

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基站周围 50m 范围内敏感点，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有人员居住或活动的

场所； 

2) 若基站有多套系统共建或邻近有其他基站，则根据实际情况加大监测范围； 

3) 当受建筑物、河流等自然条件的影响无法实现上述布点方式时，则沿基站附近

的街道或公路进行布点监测。 

本次监测涉及到的天线离地高度、直线距离、水平距离等参数定义见图 3-1 及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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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地面塔基站监测相关参数定义示意图 

 

图 3-2 楼顶塔基站监测相关参数定义示意图 

3.7 监测条件、方法和监测技术规范 

现场监测主要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

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

法（试行）》（环发[2007]114 号）中相关规定进行。 

(1) 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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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行业标准及仪器的使用环境条件，测量时的天气条件应无

雪、无雨、无雾、无冰雹，在测量记录表中注明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天气状况。 

监测单位于 2016年 12月 5日～12月 20日对本次评价基站抽样进行了电磁辐射现

状测量。监测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各基站现场监测时的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天气状况等

环境特征。 

(2) 监测时间及频次 

在基站正常工作时间内进行监测，测量时间选择在城市环境电磁辐射的高峰期，一

般为一天内 8:00～20:00，每个测量点连续测量 5 次，每次测量时间不小于 15 秒，并

读取稳定状态下的最大值；探头(天线)尖端与操作人员之间距离不少于 0.5m。 

测量仪器探头(天线)尖端距地面（或立足点）1.7m。可根据不同的监测目的调整测

量高度。 

3.8  监测基站分布情况 

根据现场监测基站选择原则，在本次评价过程中，监测单位、环评单位及龙岩电信、

龙岩移动、龙岩联通的相关技术人员就本次评价基站的周围环境特征进行了现场察看，

结合本次评价基站分布较为广泛、分散的特点，对市区等人口较为密集地区重点进行现

场监测，对分布在郊区、乡村等人口稀少、不密集的地区采取抽测。监测基站详细信息

见附表 2。 

（1）不同运营商监测基站分布情况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共 1047座，监测系统数量 1902 套，其中龙岩电信系统数

量 1030 套（CDMA 网 232 套，FDD-LTE 网 780 套，TDD-LTE 网 18 套）；龙岩移动系

统数量 76 套（均为 TD-LTE 网）；龙岩联通系统数量 796 套（GSM 网 147 套，WCDMA

网 370 套，FDD-LTE 网 279 套）；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现场监测基站数量统计见表

3-2。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现场监测基站数量分布比例见图 3-3。本期龙岩市现场监

测基站分布示意图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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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现场监测基站数量统计一览表 

序号 运营商 网络类型 系统数量（套） 

1 电信 

CDMA 232 

FDD-LTE 780 

TD-LTE 18 

2 移动 TD-LTE 76 

3 联通 

GSM 147 

WCDMA 370 

FDD-LTE 279 

合计 1902 

 

 

图 3-3 本期龙岩市不同运营商现场监测基站数量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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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分布示意图  

（2）行政区域分布情况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按站址行政区域划分，新罗基站监测数量最高，达到 591

套；长汀、上杭和永定次之，监测数量分别为 334 套、259 套和 211 套。本期龙岩市现

场监测基站行政区域分布见表 3-3，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行政区域分布比例见图

3-5。 

表 3-3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行政区域分布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域 
电信系统数量

（套） 

移动系统数量

（套） 

联通系统数

量（套） 

合计数量

（套） 

1 连城 113 13 86 212 

2 上杭 177 8 74 259 

3 武平 96 0 50 146 

4 新罗 332 22 237 591 

5 永定 106 11 94 211 

6 漳平 61 12 76 149 

7 长汀 145 10 179 334 

合计 1030 76 796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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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行政区域分布比例图 

（3）区域特征分布情况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按站址区域特征划分，居民区、农村区域基站监测数量最

多，达到 489 套和 980 套；交通区和文教卫生及行政办公区基站数量次之，监测数量分

别为 247 套和 72 套。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区域分布见表 3-4，本期龙岩市现场监

测基站区域分布比例见图 3-6。 

表 3-4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区域分布一览表 

主要环境特征 
电信监测基站

数量（套） 

移动监测基站

数量（套） 

联通监测基站数

量（套） 

监测基站数量

合计（套） 

居民区 346 51 92 489 

商业区 22 0 8 30 

文教卫生及行政办

公区 
70 0 2 72 

工业区 63 0 0 63 

交通区 210 0 37 247 

农村区域 298 25 657 980 

风景区 21 0 0 21 

合计 1030 76 796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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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区域分布比例图 

（4）立塔类型分布情况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按基站立塔类型划分，楼顶抱杆、地面抱杆基站监测数量

最多，监测数量分别为 637、556。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立塔类型分布见表 3-5，本

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立塔类型分布比例见图 3-7。 

表 3-5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立塔类型分布一览表 

天线架设方

式 
立塔类型 

电信监测数

量（套） 

移动监测数

量（套） 

联通监测数量

（套） 

监测数量合计

（套） 

楼顶塔 

楼顶抱杆 320 21 296 637 

楼顶增高架 2 1 4 7 

楼顶美化天线 147 9 127 283 

楼顶铁塔 16 1 6 23 

地面塔 

地面四角塔 24 3 7 34 

地面三角塔 26 2 3 31 

地面独管塔 55 4 45 104 

地面景观塔 47 13 23 83 

地面拉线塔 29 0 7 36 

地面 H 杆 20 4 43 67 

等径杆 0 0 0 0 

地面抱杆 324 14 218 556 

监控杆 0 1 0 1 

简易塔 20 3 17 40 

合计 1030 76 796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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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本期龙岩市现场监测基站立塔类型分布图     

3.9  质量保证 

(1) 监测单位通过了计量认证。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证书编号为：2015031950U 

(2) 监测点位的布设充分考虑代表性和针对性，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

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特别是距离天线最近的人群居住和集中活动场所。 

(3) 测量仪器经过了校准。测量仪器和装置（包括天线或探头）经计量部门检定（校

准）后方可使用，定期进行了校准，每次监测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4) 监测所用仪器与所测对象在频率、量程等方面相符合，以保证获得真实测量结

果。 

(5) 测量时为减少随机误差，在测量条件允许下，左、右、前、后分别移动 1m 取

最大值作为测点，并读取稳定时的平均值。 

(6) 现状监测时尽量避开了高压线、电话线、树木、建筑物及金属结构等的影响。 

(7) 测量气象条件：气候条件符合行业标准和仪器标准中规定的使用条件。测量记

录表注明温度、相对湿度。 

(8) 监测环境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9) 严格实施质量保证的三级审核制度。 

3.10  现状监测结果分析 

（1）监测基站辐射环境现状分析结论 

基站现状监测结果详见监测报告，本次现场监测基站周围及各敏感点功率密度现状

值在 0.011～7.908μW/cm2之间，基站周围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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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暴露控制限值 40μW/cm2的要求，同时也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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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1996）中公众照射基站

管理限值 8μW/cm2的要求。 

（2）监测基站代表性及结论 

由基站抽测原则可知，本次抽测的 1902套基站涵盖了主要的设备类型、天线型号、

天线架设方式等基站信息，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未现场监测的基站与抽测的基

站评价范围内电磁辐射体分布相似，具有较好的可比性，因此，本次抽测的基站能够较

好地反映本项目基站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水平。 

综上所述，本次评价的 10108套基站周围环境现状电磁辐射水平均能满足本次评价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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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依据及评价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253 号令、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施行）； 

（4）《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局第 18 号令、1997 年 3 月 25

日发布）；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第 33 号令、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6）《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 号,2006 年 3 月 18 日施

行） 

（7）《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02 年 8 月 12 日施行）。 

（8）《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的实施意见》

（闽政〔2009〕15 号，2009 年 6 月 5 日）； 

（9）福建省环保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规

定》的通知（闽环发〔2015〕8 号，2015 年 8 月 6 日）； 

（10）《关于加强城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环办〔2008〕

70 号， 2008 年 9 月 18 日）； 

（1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六条措施的通知》

（闽政办〔2015〕7 号，2015 年 1 月 27 日）； 

（12）《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反馈移动通信基站项目环保审批有关问题的函》（闽

环辐射函〔2016〕23 号）。 

4.2  技术导则、标准 

（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1）； 

（3）《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5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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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1996）； 

（5）《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环发〔2007〕114 号）。 

（6）《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GB/T22424-2008）； 

（7）《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09）。 

（8）《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67-2001）及修改单。 

（9）《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4.3  相关文件资料 

（1）项目委托书； 

（2）本次评价基站的立项、可研批复； 

（3）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相关资料。 

4.4  评价因子和评价范围 

4.4.1  评价因子 

根据《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环发〔2007〕114 号）中第

5.2 条规定，“根据移动通信基站的发射频率，对所有场所监测其功率密度（或电场强

度）”。 

本项目选取功率密度作为评价因子。 

4.4.2  评价范围 

根据《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环发[2007]114 号）第 5.3

条中规定： 

监测点位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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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

标，根据现场环境情况对点位进行适当调整。移动通信基站发射天线为定向天线时，则

监测点位的布设原则上设在天线主瓣方向内。 

因此，本项目的评价范围为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50m 的区域，并根据现场情

况对点位进行适当调整。市区内建筑密集的敏感地区适当扩展评价半径。 

基站单个扇区天线发出电磁波（垂直面）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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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基站单个扇区天线发出电磁波（垂直面）示意图 

4.4.3 评价方法 

对本项目电磁辐射影响采用理论计算及类比监测的方法进行预测评价，预测的项目

为功率密度。 

4.5  评价标准 

本项目具体采用的评价标准见表 4-1。 

表 4-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污染物名称 评价标准 标准依据 

电磁辐射 

公众照射：功率密度
40μW/cm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单个项目公众照射功率密

度管理限值 8μ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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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1996）中第 4.2 款规定：单个

项目的影响：对于电磁辐射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审

批的大型项目可取 GB8702 中功率密度限值的 1/2，其

他项目则取功率密度限值的 1/5 作为评价标准。 

4.6  评价工作流程和评价工作重点 

4.6.1  评价工作流程 

本项目结合环境现状评价，分析现有电磁环境辐射防治措施能否满足相应标准的要

求，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根据对基站的环境影响预测评价，以此预测本项目通信基

站建成运行后对周围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流程框图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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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评价工作重点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重点包括： 

（1）本期环评基站共 10108 套网络系统，抽测 1902 套基站系统进行环境现状监测

和评价； 

（2）根据典型基站现状监测结果，对评价范围内基站对环境造成的电磁辐射影响

进行分析评价； 

（3）通过理论模式计算，预测建设项目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从电

磁辐射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在上述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本项目的环境影响作出评价结论，提出本项目

在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需要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监测计划等。 

4.7 评价目的 

(1) 通过对基站周边环境敏感点的电磁辐射现状实地监测，以及对周边电磁辐射污

染源分布调查，评价该类基站对周围环境造成的电磁辐射影响。 

(2) 通过对典型基站的详细分析，掌握其对周边环境电磁辐射的分布规律；通过类

比分析，掌握未监测基站对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影响。 

(3) 针对本项目基站项目特点和污染特征，分析基站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电磁辐射对

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并提出把不利影响降低到合理可行的最低程度而必须采取的防

治措施。 

(4) 通过对基站预测分析项目可行性，掌握基站对周围环境产生的最大电磁辐射水

平，为能否新建基站提供科学依据。 

4.8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部令第 33号，2015年 6 月 1日起施行）的规定，“环境敏感区”是指人口密集区、文

教区、党政机关集中的办公地点、医院以及具有历史、科学、民族、文化意义的保护地。 

本次评价基站的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基站周围学校、医院和居民区。 

本次评价的基站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见附表 1。 

4.9 与本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及主要环境问题 

（1）与本项目有关的前期项目批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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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项目有关的前期项目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2）本项目主要环境问题 

1）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一般进行支架运输、固定和设备安装等工作，施工噪声相对较小，有

少量包装废物，施工基本无废水、废气排放，基本不涉及生态影响和水土保持，施工环

境影响很小。 

2）运营期 

对新建基站而言，无与新建基站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对共址基站而言，与本项目

有关的原有污染情况即原有其它基站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根据本次评价对典型共址基

站的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共址基站中原有其它基站产生的电磁环境水平低于《电磁辐射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中 4.2 单个基站公众照射功率密度管理限

值 8μW/cm2，共址基站周围电磁环境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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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5.1  施工期 

5.1.1 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本项目基站主要包括楼顶塔和地面塔，其中，楼顶塔的施工比较简单、施工期很短，

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而地面塔的施工则相对较复杂，尤其是四角钢塔的施工存在塔基

开挖、混凝土使用、吊装设备使用等，施工期相对较长。现以四角钢塔结构基站的架设

为例来说明施工期的工艺流程，详见图 5-1。 

 

 

 

 

图5-1  施工期流程及产污环节示意图 

5.1.2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1）环境空气 

施工期间只有地面塔基站建设需要使用混凝土，每个基站建设需使用的混凝土较

少，产生的粉尘较少。另外乡村基站塔基处土石方开挖将产生扬尘。本项目基站站点分

散，施工过程中，粉尘或扬尘的产生量少，且污染源较分散，施工期较短，因此对周围

空气环境影响较小。 

（2）噪声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不使用高噪声设备，噪声源强较小，施工期短，施工时段应注

意避开居民休息时间。 

（3）废水 

本项目施工过程无生产废水排放，施工人员一般为当地的民工，不集中住宿，施工

活动不在现场产生生活污水。 

（4）固体废物 

基站设备开拆有少量包装废物，纳入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处置系统。施工剩余的

水泥、砂石等建筑材料，应统一收集后清运到城市建筑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理，不得遗留

在施工现场。对于有土石方开挖的基站，回填后剩余土石方在塔基占地范围内回填。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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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一般为当地的民工，不集中住宿，施工活动不在现场产生生活垃圾。 

（5）生态环境 

楼顶塔利用当地原有房子做塔基，不需要另行动土施工，因此楼顶塔对生态无影响。

地面塔主要分布在城郊、县郊或乡村等地方，其施工期环境影响主要是塔基基础（人工

桩或钻孔桩）施工和无人值守的小设备机房施工时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少量影响。 

施工期地面塔塔基施工的场地开挖、回填等施工作业活动将使土地被侵占，地表裸

露，从而使项目周边局部生态结构发生一定变化，裸露的地面被雨水冲刷后将造成水土

流失。 

为此，评价要求施工单位应加强建设过程中的文明施工管理，禁止野蛮施工，以最

高效率保证最优的工程质量，缩短施工时间段；尽量降低对地表的破坏面积，尽量不破

坏或少破坏植被；加强施工现场废弃物收集、处置，及时回填土方，做好施工现场的防

尘和水土保持措施，减轻施工活动对区域环境的影响程度。并做好施工现场施工废弃物

（如废弃包装物等）收集工作，禁止焚烧和随意丢弃，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项目建设完成后，施工单位及时将建筑垃圾全部清除。 

综上所述，移动通信基站站点较分散，建设施工期短，施工工程量小，施工期对环

境的影响很小，在可接受范围内。 

5.2 运营期 

5.2.1 GSM 系统 

5.2.1.1 GSM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GSM 是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于 1992 年统一推出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lobal 

System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后来该系统被全球广泛采纳，成为第二代数字移动

通信系统的标准之一。移动数字蜂窝通信系统主要由移动台（MS）、基站子系统（BSS）、

网络子系统（NSS）以及与公众电话网（PSTN）相连接的中继线等组成（图 5-2）。基

站子系统（简称基站 BS）由基站收发台（BTS）和基站控制器（BSC）组成；网络子

系统由移动交换中心（MSC）、操作维护中心（OMC）、原地位置寄存器（HLR）、访问

位置寄存器（VLR）、鉴权中心（AUC）和设备标志寄存器（EIR）等组成。移动台（MS）

即便携台（手机）或车载台。也可以配有终端设备（TE）或终端适配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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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GSM 系统基本组成图 

基站和移动台设有收、发信机和馈线、天线等设备。每个基站都有一个可靠通信服

务范围，称为无线小区。无线小区的大小主要由发射功率、基站天线的高度及接收机的

灵敏度等传播条件决定。移动交换中心主要用来处理信息的交换和整个系统的集中控制

管理。大容量移动电话系统可以由多个基站构成一个公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交换中

心通过基站可以实现在整个服务区任意两个移动客户之间的通信；也可以通过中继线与

公众电话局连接，实现移动客户和有线电话客户之间的通信，从而构成一个有线、无线

相结合的公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当移动用户拨号呼叫其他用户后，基站将收到的无线呼叫信号送给移动交换中心，

由网络子系统鉴别、判断是否为网内用户，如果是网内用户，交换中心则会选择一条语

音通道，并通过基站发送信号告诉移动用户。当移动用户收到信号并调谐到指定信道后，

通过基站告诉移动交换中心做好通话准备。如果被叫用户线路或信道空闲，移动用户即

可接到回铃声，用户之间便可开始通话。 

5.2.1.2 GSM 网络结构特征 

GSM 采用了时分多址（TDMA）技术，即在一个无线载波上，把时间分成周期性

的帧，每一帧再分割成若干时隙（无论帧或时隙都是互不重叠的），每个时隙就是一个

通信信道，分配给一个用户。系统根据一定的时隙分配原则，使各个移动台在每帧内只

能按指定的时隙向基站发射信号（突发信号），在满足定时和同步的条件下，基站可以

在各时隙中接收到各移动台的信号而互不干扰。同时，基站发向各个移动台的信号都按

顺序安排在预定的时隙中传输，各移动台只要在指定的时隙内接收，就能在合路的信号

（TDM 信号）中把发给它的信号区分出来，TDMA 系统发射数据是用缓存-突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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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任何一个用户而言发射都是不连续的。采用时分复用带来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增

强，频率利用率有所提高，系统容量增大，基站复杂性减小。 

GSM 系统频谱利用率高；便于与 ISDN 网络接口实现多种业务；保密性能好；抗

信道衰落能力强；便于实现网络的有效、灵活管理与控制，网络结构特征较 1G 得到了

很好的优化。 

5.2.1.3 GSM 基站结构 

GSM 基站包括基站控制器、基站收发信台及发射天线。在发射端有发射机、功率

放大器、合路器和发射天线；在接收端有接收天线、接收耦合器和接收机。GSM 基站

结构见图 3.12。 

 

图 5-3  GSM 基站结构 

5.2.2 TD-SCDMA 系统 

5.2.2.1 TD-SCDMA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TD-SCDMA，Time Division-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即时分同

步的码分多址技术，TD-SCDMA 集 CDMA、TDMA、FDMA 技术优势于一体，采用了

智能天线、联合检测、接力切换、同步 CDMA、软件无线电、低码片速率、多时隙、

可变扩频系统、自适应功率调整等先进技术，具有系统容量大、频谱利用率高、抗干扰

能力强、电磁辐射小等优点，正是由于 TD-SCDMA 使用了智能天线、联合检测等先进

技术，使 TD-SCDMA 基站和手机的发射功率都大大降低，TD-SCDMA 基站的发射功

率一般不超过 5W/通道，TD-SCDMA 手机的发射功率更低至 125mW，堪称新一代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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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通信技术。 

TD-SCDMA系统的信号处理分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处理。图 5-4是TD-SCDMA通

信系统结构框图。 

 

图 5-4  TD-SCDMA 通信系统结构框图 

5.2.2.2 TD－SCDMA 基站 

基站是 TD－SCDMA 移动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的无线覆盖区中由

移动交换中心（MSC）控制，与移动台（MS）进行通信的系统设备。 

基站功能实体可分为基站控制器和基站收发信台。基站控制器是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的收/发信点集中控制系统。基站收发信台指无线接口设备，包括下列主要的功能单元：

收发信机天线接口、收发信息子系统。基站设备实体一般由机房、馈线和天线及安装天

线的支架所组成。 

5.2.2.3 TD－SCDMA 主设备 

本项目 TD－SCDMA 系统均采用 BBU+RRU 分布式基站，一个 BBU 可以支持多

个 RRU。BBU 为基带处理单元，完成与 RNC 之间的信息交互；RRU 为射频远端处理

单元，负责传送和处理 BBU 和天馈系统之间的射频信号，通常安装在室外高塔顶部。

TD－SCDMA 基站信号发射流程见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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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TD－SCDMA 基站信号发射流程示意图 

5.2.2.4 TD-SCDMA 天馈系统 

（1）组成 

TD-SCDMA 天馈系统由智能天线、馈线及连接器等构成，天馈系统组成情况见图

5-6。 

 

图 5-6  TD-SCDMA 基站天馈系统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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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线 

在 TD-SCDMA 网络中，宏蜂窝基站的天线都使用智能天线（SA，Smart Antenna）。

智能天线系统是一种具有测向和波束形成能力的天线阵列，由天线阵、波束形成网络和

自适应控制网络三部分组成。智能天线系统由多个天线阵元组成，每一个天线阵元后接

一个加权器，即等价于乘以某个系数，这个系数通常是复数，既调节幅度又调节相位，

最后连接在一个合并器上，其典型结构如图 5-7 所示。 

 

图 5-7 智能天线的组成结构 

智能天线的工作分为 2 个步骤：达波估计、波束赋形。达波估计是指智能天线根据

用户手机的上行信号估计用户所在方位，波束赋形是指智能天线根据达波估计的结果产

生一个波束对准用户所在方位。根据波束赋形技术的不同，智能天线可分为两大类：多

波束天线与自适应天线阵列。多波束天线利用多个并行波束覆盖整个用户区，每个波束

的指向是固定的，波束宽度也随天线元数目而确定。当用户在小区中移动时，基站在不

同的相应波束中进行选择，使接收信号最强。因为用户信号并不一定在波束中心，当用

户位于波束边缘及干扰信号位于波束中央时，接收效果最差，所以多波束天线不能实现

信号最佳接收，一般只用作接收天线。但是与自适应天线阵列相比，多波束天线具有结

构简单、无须判定用户信号到达方向的优点。 

智能天线的增益由阵元增益、阵列增益和赋形增益组成，其中阵元增益和阵列增益

在天线设计好之后就固定不变，两者叠加起来构成确定的天线增益。根据《关于

TD-SCDMA 基站环境影响预测评价中有关理论计算取值问题的复函》（环核函[2010]87

号）的内容，本项目不考虑赋形增益。 

智能天线的波束方向性好、波束宽度窄，旁瓣泄漏低，能量比较集中，有利于基

站发射功率的降低，同时减少对其他用户的干扰；波束赋形能够降低多径干扰，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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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通话质量和数据传输速率；TD-SCDMA 属于 CDMA 系统，都具有自干扰的特

性，当系统中的用户多时，用户之间互相干扰，系统的总干扰水平上升，会导致系统

容量下降，智能天线的使用减少了用户的相互干扰，提高了系统容量。 

5.2.3 CDMA 系统 

5.2.3.1  CDMA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CDMA 是码分多址的英文缩写(CodeDivisionMultipleAccess)，它是在数字技术的

分支--扩频通信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崭新而成熟的无线通信技术。CDMA 技术的原理

是基于扩频技术，即将需传送的具有一定信号带宽信息数据，用一个带宽远大于信号带

宽的高速伪随机码进行调制，使原数据信号的带宽被扩展，再经载波调制并发送出去。

接收端使用完全相同的伪随机码，与接收的带宽信号作相关处理，把宽带信号换成原信

息数据的窄带信号即解扩，以实现信息通信。 

CDMA 工作原理：①拨号:当您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将与您的电话 ID 号一

起以无线电广播的形式发射出去；②分组传递:电话对您的语音进行数字化,并把它划分

为数据位包,然后使用扩频技术广播这些数据包。CDMA 指定 440 亿个代码中一个代码

代表这次对话，并将数据包分散在多个无线电频谱段上，这个代码使您的通话与在同一

无线电频段上同时发射的其它通话区分开来；③接收与连接：距离最近的 CDMA 无线

捕捉到您的电话的无线电广播，并将它传递到中央交换计算机，这个计算机识别您的电

话 ID。这样，蜂窝服务电话提供商可以跟踪您的通话并根据空中占用时间进行计费。

中央交换计算机将您连到安装在电话公司总局的公用电话交换网上，或连到本系统中的

其它蜂窝用户。④识别：语音信号以数据包的形式到达您的话机。您的电话机首先通过

一个通话传来，然后识别标识着您的对话的特殊代码并将相应的数据包还原成语音信

号。 

5.2.4 WCDMA 系统 

5.2.4.1 WCDMA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WCDMA 系统是 IMT-2000 家族的一员，它由用户终端设置（UE）、无线接入网

（UTRAN）及核心网（CN）三部分组成（见图 5-8）。此外核心网还可以与外部网络通

信。CN 与 UTRAN 的接口定义为 Iu 接口，UTRAN 与 UE 的接口定义为 Uu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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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WCDMA 系统结构 

用户设备（UE）主要包括基带处理单元、射频单元、协议栈模块及应用层软件模

块，其物理实体包括移动设备（ME）和 UMTS 用户识别模块（USIM）两部分。无线

接入网（UTRAN）连接移动用户设备（UE）和核心网（CN），实现无线接入和无线资

源管理。无线接入网的的主要功能实体有无线网络控制器（RNC）和节点 B（Node B）。

核心网（CN）负责处理 WCDMA 系统内语音呼叫、数据会话以及与外部网络的交换和

路由。 

5.2.4.2 WCDMA 网络结构特征 

WCDMA 网采用直接序列扩频码分多址（DS-CDMA）、频分双工（FDD）方式。

核心网基于 GSM/GPRS 网络的演进，与 GSM/GPRS 网络有良好的兼容性和互操作性。 

WCDMA 采用最新的异步传输模式（ATM）微信元传输协议，能够允许在一条线

路上传送更多的语音呼叫，呼叫数由现在的 30 个提高到 300 个，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线

路将不在容易堵塞。 

WCDMA 采用直扩（MC）模式，码片速率为 3.84Mcps，载波带宽为 5MHz，它可

支持 384Kbps 到 2Mbps 不等的数据传输速率，在高速移动的状态，可提供 384Kbps 的

传输速率，在低速或是室内环境下，则可提供高达 2Mbps 的传输速率。而 GSM 系统目

前只能传送 9.6Kbps，固定线路 Modem 也只是 56Kbps 的速率，由此可见 WCDMA 是

无线的宽带通讯。  

此外，在同一些传输通道中，它还可以提供电路交换和分包交换的服务，因此，消

费者可以同时利用交换方式接听电话，然后以分包交换方式访问因特网，这样的技术可

以提高移动电话的使用效率，使得我们可以超越在同一时间只能做语音或数据传输的服

务的限制。 

5.2.5  LTE 系统 

5.2.5.1  LTE 系统简介及系统组成 

LTE 是长期演进（Long Term Evolution）的简称，是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The 

接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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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网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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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组织制定的 UMTS 技术标准的长期演进，于 2004 年

12 月 3GPP 多伦多 TSG RAN#26 会议上正式立项并启动。 

LTE 分为 TDD（时分双工）和 FDD（频分双工），TDD 是接收和发送使用同一频

率载波的不同时隙作为信道的承载；FDD 是在分离的两个对称频率信道上进行接收和

发送，用保护频段来分离接收和发送信道。TDD 和 FDD 双工模式区别如图 5-9。 

 

图 5-9   FDD 和 TDD 双工模式区别 

FDD-LTE 已成为当前世界上采用的国家及地区最广泛的，终端种类最丰富的一种

4G 标准。2013 全球共有 285 个运营商在超过 93 个国家部署 FDD 4G 网络。根据 FDD、

TDD 两种工作模式的特点，在移动通信网络中，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采用

FDD 模式工作的系统是连续控制的系统，适应于大区制的国家和国际间覆盖漫游，适

合于对称业务如话音、交互式适时数据等。采用 TDD 模式工作的系统是时间分隔控制

的系统，适应于城市及近郊等高密度地区的局部覆盖和对称及不对称数据业务。 

FDD模式的特点是在分离(上下行频率间隔 190MHz)的两个对称频率信道上，系统

进行接收和传送，用保证频段来分离接收和传送信道。FDD 模式的优点是采用包交换

等技术，可突破二代发展的瓶颈，实现高速数据业务，并可提高频谱利用率，增加系

统容量。但 FDD 必须采用成对的频率，即在每 2x5MHz 的带宽内提供第三代业务。该

方式在支持对称业务时，能充分利用上下行的频谱，但在非对称的分组交换(互联网)

工作时，频谱利用率则大大降低(由于低上行负载，造成频谱利用率降低约 40%)，在

这点上，TDD 模式有着 FDD 无法比拟的优势。 

5.2.6 天线概况 

5.2.6.1 天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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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是为了有效地将传输线送来的高频传导电流转变成空间的电磁波或反变换，将

空间的电磁波转变成传输线中的信号功率。在移动通信系统组网中，天线所占的比重虽

然不大，但其作用却非常重要。 

5.2.6.2 天线性能主要指标参数 

(1) 方向性 

定向天线：是一种在空间特定方向上具有比其它方向上能更有效地发射或接收电磁

波的天线。定向天线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一般应用于小区制的站型、覆盖范围小、用户密

度大、频率利用率高。本次评价基站使用的天线均为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在水平方向上表现为一定角度范围辐射。定向天线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一般

应用于小区制的站型、覆盖范围小、用户密度大、频率利用率高。一般在市区选择水平

波束宽度 B为 65°的天线，在郊区可选择波束宽度为 65°、90°、120°的天线。 

天线辐射电磁波是有方向性的，它表示天线向一定方向辐射电磁波的能力。反之，

作为接收天线的方向性表示了它接收不同方向来的电磁波的能力。我们通常用垂直平面

及水平平面上表示不同方向辐射（或接收）电磁波功率相对大小的曲线来表示天线的方

向性，并称为天线辐射的方向图。同时用半功率点之间的夹角表示了天线方向图中的水

平波束宽度及垂直波束宽度，见图 5-10、图 5-11。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图5-10 天线波束图 

X° 峰值 

-3dB点 

-3dB 

3dB波束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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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天线波束空间分布示意图 

(2) 天线下倾 

下倾方式采用机械调整+电子下倾的方式来实现。电子下倾的原理是通过改变共线

阵天线振子的相位，从而使天线的垂直方向性图下倾。天线下倾角的调整是网络优化中

的一个重要方法。选择合适的俯仰角可以使天线至本小区边界的射线与天线至受干扰小

区边界的射线之间处于天线垂直方向图中增益衰减变化最大的部分，从而使受干扰小区

的同频及邻频干扰减至最小；另外，选择合适的覆盖范围，使基站实际覆盖范围与预期

的设计范围相同，同时加强本覆盖区的信号强度。 

本次评价中建设单位提供的天线下倾角均为总角度（机械调整+电子调整下倾角

度）。 

(3) 极化方式 

天线极化方式分单极化和双极化两种。 

单极化方式是天线板上只有一个射频端口，实际使用时采用空间分集进行信号的收

发即每个扇区布置 2个单极化天线，其中一个用于接收和发送，另一个仅接收。 

双极化方式内部采用±45 度极化，天线板上有两个射频端口，实际使用时一端口

用于接收和发送，另一个端口仅接收。 

本次评价基站使用的天线均采用双极化方式。 

(4) 天线增益 

天线增益指天线在最大辐射方向的辐射强度与输入功率相同、理想的无方向性点源

天线在同一点的辐射强度之比的对数与 10 的乘值，用 dBi 表示。增益与天线方向图有

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天线的主瓣波束宽度越窄，天线增益越高。 

(5) LTE多天线技术 

多天线技术是目前宽带无线通信的核心技术之一。LTE移动通信系统采用的多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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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主要包括传输分集、空间复用和波束赋形。多天线传输分集技术，即在发送端和接

收端均使用多根天线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一般来说，多天线传输和接收能够提供阵

列增益、分集增益、空间复用增益、干扰抑制增益。LTE 系统采用的 OFDM 技术是一种

适于在多径环境中应用的宽带传输技术，但 OFDM 系统本身并不具有分集能力，因此有

必要采用相应的分集技术来获得更高的可靠性。发射分集在 LTE系统中进行高速数据传

输和改善功率效率将有很大作用。发射分集要求信号必须经过预处理才能充分发挥其性

能。有两天线发射分集和四天线发射分集两种分集方式。空间复用利用空域提高信号传

输速率，使得发送端的不同天线上传输速率（或容量）对同样的带宽出现线性增长而不

会有附加的功率消耗，其带宽利用率增加。 

5.2.7 运行期污染源分析 

运营期基站不产生废水、废气，主要环境影响为电磁环境影响和噪声影响，其次是

固体废弃物影响。 

（1） 电磁环境影响 

本项目基站建设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室内部分即基站机房内，有基站控制器、信号发射机、功率放大器、合路器、开关

电源、中端机、蓄电池组、空调设备等，及部分馈线。机房结构包括砖混和活动机房两

种，其中砖混结构机房一般为租用机房，机房面积为 16m2～20m2。 

本项目机房室外部分除馈线和天线外还有远端射频单元（RRU）。基站主机产生和放

大的移动通信信号经金属屏蔽的同轴电缆传输到铁塔（铁架、抱杆等）架设的天线进行

发射。 

移动通信基站与移动通信移动台（手机）通过发射含信息的电磁波信号，在空中传

播到达目标，从而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移动通信基站与移动台的电磁信号发射形成电

磁辐射。本项目基站与基站控制器均采用光纤连接，传输环节不会产生电磁环境污染。 

由上述分析可知，基站主要由室内部分和室外部分组成：室内部分是指基站机房，

里面放置了各种数据处理设备。对于移动通信基站机房内的所有设备完成的是信号的内

部处理、用户信息处理等数字逻辑电路运行，各类信号通过电路和封闭的传输线进行传

输，不向外界发射电磁波信号；室外部分即基站天线，机房设备与天线通过封闭的传输

线传输信号，同样不向外界发射电磁波信号。天线再通过无线连接与用户手机进行数据

传输，数据传输的承载方式，就是通过电磁波，因此，本项目主要考虑基站天线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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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波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 

(2)声环境影响 

移动通信机房内有基带处理器等基站设备，需要散热，因此，设备柜均配有散热风

扇；夏季为降低机房温度，一般装有 1台空调。因此，产生一定噪声。 

基站实行无人值守，基站采用的空气调节设备为一般的家用分体式空调，运行噪声

在出厂时已符合产品标准。故只要空调安装位置合理，对周围声环境影响有限，不会产

生噪声扰民现象。 

(3) 固废污染源分析 

为了保证基站工作的可靠性，通常在机房内配置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基站备用电

源选用免维护密封蓄电池组（正常工作时使用民用电，当民用电断电时才使用），杜绝

了漏液现象，机房地面不需要水冲洗，使用时也不散发硫酸雾，因而不产生废水、废气

的环境污染。本项目废旧电路板等电子设备和废旧蓄电池均按照有关国家危废管理规定

和要求处置。更换后的废旧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必须全部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机构负责回收处置，废旧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和转运等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中的有关规定。 

(4)其它环境影响 

1）本项目基站天线部分以铁塔或抱杆形式架设于建筑物楼顶，部分采用地面铁塔

等形式，对城市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2）移动通信项目实施使通信条件得以极大改善，对生活质量、投资环境产生直接

的正面影响，对经济领域、社会产生间接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本次评价的基站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运行期无人值守，不产生废气、废

水、废渣、粉尘等污染物，不涉及生态和水土流失影响。其对环境的影响主要为电磁辐

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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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预计排放情况 

     内 容 

 

类 型 

排放源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产生浓度及产生量 

排放浓度及排放

单位 

大气 

污染物 
施工期 扬尘 少量 影响较小 

水污染物 施工期 生活污水 
少量，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

就近利用原有市政设施处理 
达标排放 

固体废物 

施工期 生活垃圾 

定期由施工单位清运至附近环

卫部门垃圾收集点处；废弃的

沙、石、土必须运至规定的专

门存放地堆放。 

影响较小 

运行期 废蓄电池 

基站机房的备用蓄电池一般需

3～5年更换一次，更换后的废

旧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必须

全部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机构负责回收处置。 

危险废物，交由

有资质厂家统一

回收处理 

噪声 

（1）施工期 

建设单位须对施工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加强施工管理，严禁夜间施工。

项目施工期的影响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结束，对环境影响较小。 

（2）运行期 

移动通信基站的噪声环境影响涉及基站机房内基站设备散热风扇、机

房降温空调器（一般民用空调器）噪声。根据技术资料和现场测试，基站

设备散热风扇源强为 35～40dB。空调室内机 29～38 dB、室外机 40～50dB。

基站噪声影响很小。 

建设单位在空调设备的选用上首先应选用国家规定的低噪、高效设备；

其次，在设备的安装过程中，安装位置要尽可能合理，应符合相关通讯机

房的设计标准要求；第三，在机房距离居民区较近时，则必须采用隔声、

降噪等措施，减少空调噪声对外界环境的影响，避免出现空调噪声扰民现

象。 

电磁辐射 基站运行时天线系统向空间发射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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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境影响分析评价 

7.1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7.1.1 噪声影响分析 

（1）楼顶塔（抱杆、美化天线、增高架等） 

此类基站建设于建筑物楼顶，基站利用现有房间做为机房，其建设过程主要为设备

的安装，使用的施工设备主要有电钻、铁锤、扳手、钳子等。其中主要噪声源为电钻，

但施工过程电钻使用时间短，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由于此类基站安装时的噪声会影响到周围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建设单位应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管理。 

（2）地面塔（角钢塔、锥管塔、景观塔等） 

地面塔基站常建设于乡村、道路绿化带内或周围相对空旷的地区，建设单位通过选

取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管理等措施可将施工噪声对周围影响降到最低。 

7.1.2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在整个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主要是扬尘影响，扬尘来自于开挖土方、材料运输、

装卸和搅拌等过程，如遇干旱无雨季节扬尘则更为严重。场地、道路在自然风作用下产

生的扬尘一般影响范围在 100m 以内。施工期间对车辆行驶的路面实施洒水抑尘，其抑

尘效果显而易见。本项目施工现场主要是一些运输材料、设备的中型车辆，因此做好施

工现场管理，并在大风干燥天气实施洒水抑尘，以减少施工扬尘。 

为保证周围空气环境少受粉尘污染影响，施工时要做到：粉性材料堆放在料棚内，

施工工地定期洒水，施工建筑设置防尘网，采用商品混凝土，以减少施工扬尘的产生。

在采取上述抑尘措施后，施工扬尘对空气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 

7.1.3 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基站施工期间，固体废弃物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对施工人员垃圾

采取集中堆放，开挖的土方回填，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回收处理。在采取以上措施后，施

工期间的固体废物对周围环境几乎没影响。 

7.1.4 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楼顶塔基站建于建筑物顶部，不占用土地，其建设过程不发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地面塔基站需要建设地面塔和小型机房，将永久占用小部分土地，不占用基本农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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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建设规模小，对周围植被影响很小。 

总之，基站建设施工期短，施工量小，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管理，对

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7.1.5 需采取的防治措施 

施工期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设备调试等项目上，若管理不善，会带来

一定的噪声影响。因此，建设单位仍应加强施工管理，合理选择施工时段，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影响。 

在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过程中，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尽量减小对周围环境中敏感点的

影响。 

（1）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尽量减小对周围

敏感点的影响。 

（2）施工垃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应及时清运，避免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3）机房装修及基站设备安装期间有部分弃石、包装材料等固废以及施工噪声产

生，将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注意加强该期间的管理工作。 

7.2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及预测 

7.2.1 电磁辐射理论预测 

7.2.1.1 预测模式 

一般情况下，电磁辐射源产生的交变电磁场可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其中一部

分电磁场能量在辐射源周围空间及辐射源之间周期性地来回流动，不向外发射，称为感

应场；另一部分电磁场能量脱离辐射体，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发射，称为辐射场。电磁

辐射场根据感应场和辐射场的不同而区分为近场区（感应场）和远场区（辐射场）。 

由于远场和近场的划分相对复杂，要具体根据不同的工作环境和测量目的进行划

分。因为本项目发射频率属于微波段（频率为 300MHz～300GHz 的电磁波），而且天线

尺寸 D 相对于波长λ较大，所以认为距离发射天线大于 2D2/λ的区域是辐射远场区。 

本评价的理论计算从距离天线 5m开始，对于处于近场范围的计算结果，可以作为

参考，实际影响以类比监测结果为准。而评价关注的环境保护目标多在 10m 以外，基本

属于远场区，故远场轴向功率密度计算模式参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

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中关于微波远场轴向功率密度 Pd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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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 cmmWrGPPd 
                  （1） 

式中：P——发射机平均功率(mW)； 

          G——天线增益(倍数)； 

          r——测量位置与天线轴向距离(cm)。 

核算时，基站的天线实际功率增益还应扣除馈线损耗。根据不同天线口功率及天线

增益，核算出天线轴向不同距离处的功率密度值。 

7.2.1.2 模式预测基站类型选取 

本次预测的运营商包括电信、移动、联通，本次预测的网络及共站类型见表 7-1。 

表 7-1                本次预测的网络及共站类型一览表 

运营商 网络及共址类型 

电信 

CDMA单站 

FDD-LTE单站 

TDD-LTE单站 

CDMA与 TDD-LTE共站 

CDMA与 FDD-LTE共站 

移动 

TD-LTE单站 

GSM与 TD-LTE共站 

TD-SCDMA与 TD-LTE共站 

GSM与 TD-SCDMA 与 TD-LTE共站 

联通 

GSM 单站 

WCDMA单站 

FDD-LTE单站 

GSM与 WCDMA共站 

GSM与 FDD-LTE共站 

WCDMA与 FDD-LTE共站 

GSM与 WCDMA 与 FDD-LTE共站 

7.2.1.3 模式预测参数选取 

从模式预测可知，影响通信基站电磁辐射强弱分布的主要天线技术参数有：发射功

率，天线增益，天线系统损耗等。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设备参数，本次理论模式预测中

参数取值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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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本次理论模式预测参数取值一览表 

基站类型 

 

设备参数 

电信 移动 联通 

CDMA 
FDD-L

TE 

TDD-L

TE 
GSM 

TD-SC

DMA 

TD-LT

E 
GSM WCDMA FDD-LTE 

基

站

设

备 

标称功率

（W）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网络容量

负荷 
75% 75% 75% 75% 75% 75% 75% 75% 75% 

功率控制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天馈损耗

（dBi） 
4.5 1.5 1.5 4.5 1.5 1.5 4.5 1.5 1.5 

天

线 

增益

（dBi）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天线效率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7.2.1.4 电磁环境模式预测结果 

根据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计算公式和表 7-3 理论模式预测参数取值表，基站天线

轴向功率密度计算结果见表 7-3，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变化趋势见图 7-1。 

表 7-3              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理论计算结果表 

运

营

商 

共站类型 

不同轴向距离功率密度（μW/cm2） 

5m 10m 15m 20m 25m 30m 35m 40m 45m 50m 

电

信 

CDMA 单站 68.41 17.10 7.60 4.28 2.74 1.90 1.40 1.07 0.84 0.68 

FDD-LTE 单站 136.50 34.12 15.17 8.53 5.46 3.79 2.79 2.13 1.69 1.36 

TDD-LTE 单站 136.50 34.12 15.17 8.53 5.46 3.79 2.79 2.13 1.69 1.36 

CDMA与 TDD-LTE共

站 
204.91 51.23 22.77 12.81 8.20 5.69 4.18 3.20 2.53 2.05 

CDMA与 FDD-LTE共

站 
204.91 51.23 22.77 12.81 8.20 5.69 4.18 3.20 2.53 2.05 

移

动 

TD-LTE 单站 136.50 34.12 15.17 8.53 5.46 3.79 2.79 2.13 1.69 1.36 

GSM与 TD-LTE共站 204.91 51.23 22.77 12.81 8.20 5.69 4.18 3.20 2.53 2.05 

TD-SCDMA 与

TD-LTE 共站 
272.99 68.25 30.33 17.06 10.92 7.58 5.57 4.27 3.37 2.73 

GSM与 TD-SCDMA与

TD-LTE 共站 
341.40 85.35 37.93 21.34 13.66 9.48 6.97 5.33 4.21 3.41 

联

通 

GSM 单站 68.41 17.10 7.60 4.28 2.74 1.90 1.40 1.07 0.84 0.68 

WCDMA 单站 136.50 34.12 15.17 8.53 5.46 3.79 2.79 2.13 1.69 1.36 

FDD-LTE 单站 136.50 34.12 15.17 8.53 5.46 3.79 2.79 2.13 1.69 1.36 

GSM 与 WCDMA 共站 204.91 51.23 22.77 12.81 8.20 5.69 4.18 3.20 2.53 2.05 

GSM 与 FDD-LTE 共

站 
204.91 51.23 22.77 12.81 8.20 5.69 4.18 3.20 2.53 2.05 

WCDMA 与 FDD-LTE

共站 
272.99 68.25 30.33 17.06 10.92 7.58 5.57 4.27 3.37 2.73 

GSM 与 WCDMA 与

FDD-LTE 共站 
341.40 85.35 37.93 21.34 13.66 9.48 6.97 5.33 4.2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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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变化趋势图 

表 7-4           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2 时的轴向距离 

运营商 网络及共站类型 
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

W/cm
2
时的轴向距离（m） 

电信 

CDMA单站 14.6 

FDD-LTE单站 20.7 

TDD-LTE单站 20.7 

CDMA与 TDD-LTE共站 25.3 

CDMA与 FDD-LTE共站 25.3 

移动 

TD-LTE单站 20.7 

GSM 与 TD-LTE共站 25.3 

TD-SCDMA与 TD-LTE共站 29.2 

GSM 与 TD-SCDMA与 TD-LTE共站 32.7 

联通 

GSM 单站 14.6 

WCDMA单站 20.7 

FDD-LTE单站 20.7 

GSM 与 WCDMA共站 25.3 

GSM 与 FDD-LTE共站 25.3 

WCDMA与 FDD-LTE共站 29.2 

GSM 与 WCDMA与 FDD-LTE共站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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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2时的轴向距离示意图 

由表 7-3、表 7-4和图 7-1、图 7-2可知，天线轴向功率密度均随着与天线轴向距

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对于电信 CDMA单站、FDD-LTE 单站和 TDD-LTE单站而言，基站

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关注区域为

14.6m、20.7m、20.7m。对于电信 CDMA与 TDD-LTE 共站和 CDMA与 FDD-LTE共站的基站

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环

境关注区域均为 25.3m。对于移动 TD-LTE单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

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关注区域为 20.7m。对于移动 GSM 与 TD-LTE

共站、TD-SCDMA与 TD-LTE 共站、GSM与 TD-SCDMA 与 TD-LTE共站的基站而言，基站天

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分

别为 25.3m、29.2m和 32.7m。对于联通 GSM单站、WCDMA单站和 FDD-LTE单站而言，基

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关注区域为

14.6m、20.7m和 20.7m。对于联通 GSM与 WCDMA共站、GSM与 FDD-LTE共站、WCDMA与

FDD-LTE共站、GSM与 WCDMA 与 FDD-LTE共站的基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

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分别为 25.3m、25.3m、

29.2m和 32.7m。 

综上所述，对于多个网络共站的基站对周围电磁环境的影响要大于单站，基站在建

设时是否适宜采用多网络共站方式，需要结合基站所在区域的电磁环境容量，考虑多网

络基站对电磁环境的叠加效应。应该在基站电磁环境优先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相关标准的前提下，再考虑基站多网络共站，以实现资源共享，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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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基站占用空间资源的可能性。 

7.2.2 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计算及要求 

7.2.2.1  水平关注区域 

根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中远

场轴向功率密度的计算公式，可以推算出轴向功率密度与天线轴线方向距离的关系，水

平关注区域 L： 

dPGPdL 4/100 
           

（2） 

式中：d — 离天线直线距离 m； 

           P— 天线口功率 W； 

           G— 天线增益（倍数）； 

           Pd — 轴向功率密度 μW/cm2。 

7.2.2.2  垂直关注区域 

根据公式 h=dsin（α+θ/2）；                          （3） 

式中：d—根据模式预测的天线轴向距离，m； 

α—天线下倾角，o； 

θ—垂直半功率角，o； 

h—同时考虑天线下倾角和垂直半功率角的垂直关注区域，m。 

7.2.2.3  基站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要求 

天线的水平关注区域和垂直关注区域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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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基站天线电磁环境关注区域示意图 

 

图 7-4 基站天线水平、垂直关注区域示意图 

如图 7-4 所示，图中重阴影部分为发射天线主瓣，阴影部分为电磁辐射强度可能超

标区域。只要天线周围的环境保护目标位于天线水平关注区域或垂直关注区域之外，即

可保证天线对其产生的电磁辐射值在天线空间防护限值之内。本项目对于单个项目达标

限值为各环境保护目标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值不大于 8μW/cm2，对于多套系统达标限

值为各环境保护目标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值不大于 40μW/cm2。 

7.2.2.4  电磁环境水平关注区域和垂直关注区域计算 

根据本项目各种网络类型基站基本设计参数，见表 7-3 利用公式（2）和（3）对各

种类型基站最大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进行评估，本项目对于单个项目达标限值为各环境保

d 

α 

α+θ/2 

θ/2 
h 

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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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目标处电磁辐射值不大于 8μW/cm2，因此对本期基站与其他运营商基站共站的情况，

本次预测只考虑单个运营商环境保护目标处电磁辐射值不大于 8μW/cm2的电磁环境关

注区域。 

通过计算可知，本期工程各类型基站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如表 7-6。 

表 7-6        本期工程各类型基站电磁环境关注区域一览表 

运营商 网络及共站类型 
电磁环境关注区域（m） 

水平 垂直 

电信 

CDMA单站 14.6 2.9 

FDD-LTE单站 20.7 4.1 

TDD-LTE单站 20.7 4.1 

CDMA与 TDD-LTE共站 25.3 5.0 

CDMA与 FDD-LTE共站 25.3 5.0 

移动 

TD-LTE单站 20.7 4.1 

GSM与 TD-LTE共站 25.3 5.0 

TD-SCDMA与 TD-LTE共站 29.2 5.8 

GSM与 TD-SCDMA 与 TD-LTE共站 32.7 6.5 

联通 

GSM单站 14.6 2.9 

WCDMA单站 20.7 4.1 

FDD-LTE单站 20.7 4.1 

GSM 与 WCDMA共站 25.3 5.0 

GSM与 FDD-LTE共站 25.3 5.0 

WCDMA与 FDD-LTE共站 29.2 5.8 

GSM与 WCDMA 与 FDD-LTE共站 32.7 6.5 

由表 7-6 可知，以天线为中心，本项目所含各种基站共站类型水平电磁环境关注区

域为 14.6~32.7m，垂直电磁环境关注区域为 2.9~6.5m。 

7.2.2.5 天线主瓣方向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要求及分析 

根据上述基站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要求，当天线主瓣方向上的环境保护目标同时出现

在水平和垂直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内，则该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环境关注区域不达标，基

站天线对该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环境影响可能较大。 

根据计算结果，将典型基站的电磁环境关注区域与典型基站环境保护目标对照，结

合天线与环境保护目标的相对位置关系，本项目典型基站有 4 个基站部分环境防护目标

处于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内，详见表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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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天线主瓣方向关注区域内存在保护目标的基站一览表 

序号 运营商 基站名称 

电磁环境关注区域

（m） 处于关注区域

内的保护目标  

保护目标相

对于基站的

方位 

保护目标相对于基站

距离（m） 监测结果是

否达标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直 

1 电信 
武平十方黎畲村

基站 
20.7 4.1 3F 居民楼 西南侧 11 3 达标 

2 电信 
武平万安五里官

兴基站 
20.7 4.1 5F 居民楼 东南侧 19 1 达标 

3 移动 
龙岩连城-莲峰

西安小区-HLH 
20.7 4.1 4F 居民楼 东北侧 10 1 达标 

4 联通 龙岩漳平欧坑 20.7 4.1 5F 居民楼 西南侧 12 1 达标 

上表中所列基站部分环境保护目标在理论计算的主瓣方向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范围

内。针对基站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污染防治措施： 

方案（一）、调整天线方向角，使天线主瓣方向避开保护目标。 

方案（二）、降低发射功率、提高天线挂高及网络优化等措施。 

综上所述，本期工程典型基站除表 7-7 中 4 个基站外，其余典型基站环境保护目标

均能满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的要求，由基站引起的理论预测电磁辐射水平小于 8μ

W/cm2。在基站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基站周围建筑物只要满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的要求

即可。 

根据上述基站电磁环境关注区域要求，本项目建成后基站周围的环境保护目标必须

位于电磁环境关注区域之外。在基站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基站周围建筑物应满足每个基

站的电磁环境关注区域的要求。在居民楼顶平台架设天线，应优先考虑采取较高的增高

架，如需要采取较低的抱杆形式架设，应优先考虑架设在楼顶电梯间等处，基站天线应

与楼顶边缘保持一定距离，合理的调整天线下倾角度，确保下层居民住宅的电磁功率密

度不超过标准限值。鉴于移动通信基站的特殊性，不能对其电磁波进行完全屏蔽，只能

通过设置有效的距离来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根据基站实际建设和运行情况，采取该措

施在经济和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并与基站网络优化的技术要求也是相一致的。因此，

对基站采取角度调整、架设高度调整等措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是可行的，可以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共赢。 

7.2.3 电磁辐射类比分析 

为了解本批基站投运后对周边环境的电磁影响程度及基站电磁功率密度的水平与

垂直变化规律，本评价选择已经运行的基站作为类比对象，根据类比基站的环境影响分

析结果来预测本项目拟建基站投运后的电磁辐射水平。类比基站技术参数见表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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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类比基站技术参数表 

序号 基站名称 共站类型 立塔类型 
标称功

率（W） 

天线增

益(dBi) 

天线挂

高(m) 

1 
武平青云山阳光物流城

基站 
电信 FDD-LTE 单站 

楼顶美化天

线 
20 18 18 

2 
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

湖边 

联通 WCDMA 与电信

FDD-LTE 共站 
地面抱杆 20 18 9 

3 
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

站 
电信 CDMA 单站 地面抱杆 20 18 16 

4 
龙岩长汀-黄屋邮政

F-HLH 

移动 TD-LTE 与联通

WCDMA 与电信 FDD-LTE

共站 

楼顶抱杆 20 18 19 

5 
龙岩上杭-地质路联通

F-HLH 

移动 TD-LTE 与联通

FDD-LTE 与电信 CDMA、

FDD-LTE 共站 

地面铁塔 20 18 40 

7.2.3.1  类比对象可比性分析 

由表 7-8 类比基站技术参数表明，所选的类比基站在基站共站类型、架设方式及天

线参数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可以较好的反映出本批基站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7.2.3.2  类比监测结果 

本项目类比基站监测在基站正常运行工况下进行。监测点位布设及基站周围环境状

况详见基站监测报告。类比基站周围电磁环境功率密度最大值统计见表 7-9。 

表 7-9        类比基站周围电磁环境功率密度最大值统计表 

序号 基站名称 
功率密度（μW/cm

2
） 监测结果达

标情况 基站周围测点处监测最大值 

1 武平青云山阳光物流城基站 0.066 达标 

2 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 4.905 达标 

3 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 0.520 达标 

4 龙岩长汀-黄屋邮政 F-HLH 0.130 达标 

5 龙岩上杭-地质路联通 F-HLH 1.355 达标 

由表 7-9 类比基站的监测结果可知，在正常运行工况下，类比基站周围的电磁功率

密度监测值均满足 8μW/cm2 的评价限值，其中最大值为 4.905μW/cm2，占评价限值的

61.31%，说明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基站对周围环境的电磁影响是微弱的，由此可知，

本批基站在建成投运后对周围环境的电磁影响亦能够满足 8μW/cm2 的评价限值要求。 

7.2.3.3 水平方向功率密度变化分析 

分析基站天线主瓣水平方向上电磁环境功率密度的变化情况，应选取水平断面有足

够距离，无遮挡，且相对基站天线垂直高度固定的监测断面作为类比分析对象。“上杭

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符合上述条件。“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主瓣方向

水平衰减断面监测结果见表 7-10，“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监测点位见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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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功率密度水平变化趋势见图 7-6。 

表 7-10             基站主瓣方向水平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序号 基站名称 监测方位 
监测高

度（m） 

测点距天线水平距离（m） 

10 20 30 40 50 

1 
上杭临城西郊

村高速基站 

东南侧主

瓣方向 
1.7 0.520 0.255 0.123 0.061 0.034 

 

图 7-5  “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监测点位图 

 

图 7-6  “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功率密度水平变化趋势图 

由上述分析可知，“上杭临城西郊村高速基站”基站的天线主瓣方向上各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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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功率密度随着距基站水平距离的增加呈逐渐递减的趋势，各监测值均低于 8μW/cm2

的评价限值要求。 

7.2.3.4 垂直方向功率密度变化分析 

分析基站天线主瓣垂直方向上电磁环境功率密度的变化情况，应选取位于基站天线

主瓣方向上，可实现不同楼层布点，且相对基站天线水平距离固定的监测断面作为类比

分析对象。“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符合上述条件。“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

湖边”基站主瓣方向垂直方向监测结果见表 7-11，“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

监测点位见图 7-7，“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功率密度垂直变化趋势见图 7-8。 

表 7-11             基站主瓣方向垂直衰减断面监测结果 

序号 基站名称 测点名称 7F 6F 5F 4F 1F 

1 
龙岩武平平川碧

水公园湖边 

南侧 12F 居

民楼 
4.905 3.066 1.261 0.287 0.095 

 
图 7-7  “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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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  “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功率密度垂直变化趋势图 

由上述分析可知，“龙岩武平平川碧水公园湖边”基站南侧 6F 居民楼在垂直方向上

各监测点位处的功率密度随着与基站垂直距离的增加呈递减趋势，各监测值均低于

8μW/cm2 的评价限值要求。 

7.2.4 理论预测结果与类比监测结果误差分析 

现场监测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别，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在多系统共站基站的理论计算中，采取了最大假设叠加计算方法，即多个系

统合路于同一根天线。在实际基站建设中，并未将多个系统合路于同一根天线，且由于

通信质量要求，一般不会将多个系统的不同天线布置于同一扇区，因此，实际情况中各

单系统之间不可能最大叠加，造成实测与理论的差异性。 

（2）理论计算结果为基站天线主瓣方向的电磁辐射值，实际监测中很难监测到主

瓣辐射区域，因此，造成了实测与理论计算的差异。 

（3）理论计算所采用的功率为基站的最大发射功率（标称功率），但实际基站运营

过程中的功率是随用户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达到最大发射功率，故存

在一定误差。 

（4）理论计算中，天线的增益都是采用额定的增益，但实际基站运营过程中的天

线增益是随用户数量的变化而变化的，且存在较大的损耗。 

（5）理论计算中，对反射、绕射、透射作了统一处理，现实条件千差万别。而且

电磁波通过反射、绕射、透射时产生了一定的误差与相位差，不能用统一条件进行处理。 

7.2.5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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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共计10108个基站，根据基站具有结构和原理相类似的特点，故采用理论计

算和典型基站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评价基站运行产生的电磁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范围和程度。 

（1）理论计算 

通过理论计算表明基站发射天线在轴向随着距离的增大，电磁辐射强度逐渐降低。

天线轴向达标距离计算结果详见表7-1和表7-2。 

（2）类比分析 

因本项目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在发射功率、天线类型、架设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故选取25中基站（楼顶支架）、市政四公司基站（地面塔）这2个基站进行类比分析，

以了解基站运行后对周围环境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类比基站监测值均符合《辐射环境

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单个基站公众照射

导出限值功率密度8μW/cm2”的要求。 

综上分析，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2016-2017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

目周围环境的电磁辐射水平均符合国家《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30-3000MHz公众照射导出限值功率密度12μW/cm2”和《辐射环境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

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单个基站公众照射导出限值功率密度8

μW/cm2”的要求。 

7.2.6 噪声影响分析 

基站设备包括基站控制器、收发信机、功率放大器、耦合器、合路器、双工器及馈

线、天线等信号收发设备以及电源柜、备用电源空调等辅助设备。通过现场调查得知，

基站的主要噪声源是基站设备散热风扇、降温空调室内机和室外机。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密闭于机房内、降温空调器外机外挂在机房墙体外。散热风扇为

基站设备制造商配备，部分基站设备组件有小散热风扇，整机有大散热风扇，根据技术

资料，其噪声源强为35～40dB。空调器购买普通民用机安装配置，品牌有格力、长虹、

美的等，噪声源强较小，室内机29～38dB、室外机40～50dB。运行噪声在出厂时已符合

产品标准。故只要空调安装位置合理，对周围声环境影响有限，不会产生噪声扰民现象。 

7.2.7 景观影响及协调性分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迅速上升。景观美学资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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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资源。本工程建设和运行将对周围的景观环境产生一定的影

响，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进行景观美学影响评价，同时尽量降低本工程对景观

环境的影响，从而保护当地的景观美学资源。 

处于城市和乡镇的基站，该类基站主要为楼顶塔类型，充分利用了现有建筑物的高

度，建于建筑物的楼顶，其景观影响主要为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楼顶塔类型基站外观并

不十分高大，但由于其建于建筑物的顶端，造型突兀，通常和周围环境并不十分协调，

其景观阈值也相对较高。因此,该类型基站应采用美化、遮掩的办法，尽量使之和环境

相协调，降低对人视觉的冲击，减轻人心理上的不舒适感觉。 

为达到提高移动网络质量的同时，又使基站的建设及天线的架设与环境相协调最好

的方法是对天线进行美化。在不增大传播损耗的情况下，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

通应结合基站所处地理环境特征、社会环境和交通路灯、园林绿化等具体要求共同建设，

使天线与周围环境相协调，成为环境友好性通信设施。位于低层居住小区内楼顶建设的

基站，应采用楼顶景观塔或美化天线方式。基站在设计过程中应注重与所处周边环境相

协调，设备尽量要实现隐蔽化、景观化和集约化。 

本次评价基站中，对位于人口密度较大或人群较为密集的地区（如城市市区、县城

城区）基站天线架设方式多采用隐蔽天线（排气筒、空调等）、楼顶景观塔等美化天线，

美化天线支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站塔架与周围建筑物的协调性等；对处于公园内基站

天线架设方式采用了仿生树、景观塔等美化天线；对处于农村、郊区、开发区等人口密

度较小的地区，基站天线多采用角钢塔、锥管塔等，对周围景观影响很小。本工程由于

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产生的景观影响虽然较小，但同样应该根据其具体的景观特点、环境

特点、功能要求并结合基站建设项目的时空特点采取措施，对当地的景观环境进行保护，

从而达到本工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7.2.8 选址合理性分析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相关规定“一切产生电磁辐射污染

的单位和个人，应努力减少其电磁辐射污染水平”来加强网络覆盖： 

(1) 统筹纳入龙岩市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进一步规范移动基站建设，集约化利用

社会资源，节约用地。移动通信基站信号的传播在自然空间随距离衰减，在市区中更因

建筑物阻挡而使室内的信号衰减严重，部分室内区域信号强度降低，网络覆盖质量难以

满足用户的正常通信。在保证良好的通信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基站建设在布局合理且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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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用户较近的位置，例如用户集中、通信需求旺盛的居民小区。 

(2) 在站址的选择时兼顾考虑了技术合理性、经济合理性以及电磁辐射水平合理性

三方面。技术合理性方面应满足移动网络的技术要求，已选及拟选站点应满足站址选择

的技术要求。经济合理性方面即指在满足技术性要求的前提下，最大化的减少投资，充

分利用现有通信资源，尽量与其他通信基站共址共塔建设，并兼顾交通、传输、供电等

环境因素，结合市区移动通信网络资源现状及滚动规划，综合选定站点，尤其需考虑塔

架的建设、搬运的难易度。电磁辐射水平合理性主要指随着移动通信网络规模的扩大，

基站数量越来越多，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建议龙岩电信、龙岩移动、

龙岩联通选址时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在城区及人口密集区域内，基站天线以高

于周边建筑物，使天线主瓣不要正对敏感点的原则建设。 

(3) 通过对已运行的基站周边环境中的电磁环境强度实测数据分析，已运行基站现

状功率密度均能满足本项目评价标准要求。 

(4) 根据调查，基站运营时无水、声、气污染。 

(5) 基站天线主瓣方向在安全防护距离内避开了敏感点，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基站

的选址是合理的，但在市区范围内以及在居住小区中基站天线应尽量采用美化天线、景

观塔，避免公众产生恐惧心理。 

(6) 通过对各基站周围敏感点安全防护距离核实可知，均能满足各基站相应的安全

防护距离要求；通过对处于主瓣安全防护距离之内的各敏感点功率密度预测可知，其均

能满足相应的评价标准要求。 

因此，本期移动基站的选址是合理的。 

7.2.9 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分析 

楼顶天线建于建筑物顶部，不占用土地，其建设过程不发生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对于采用角钢塔和锥管塔等架设方式的基站需要建设地面塔和小型机房，将永久占用小

部分土地，但其建设规模小，由于施工工期较短且施工完成后及时对因施工过程中破坏

的植被进行恢复，对因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的余土进行回填，故其建设过程对周围环

境的植被和水土流失造成影响较小。 

项目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管理，特别是风景区基站建设，要采取尽量少占地少破坏植

被的原则，施工时要严格划定施工区域，将临时占地面积控制在最低限度，以免造成土

壤和植被的大面积破坏。施工中的挖填土要合理堆放，减少对土地的扰动作用，控制水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62                          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土流失。对于临时占地和临时便道等破坏区，竣工后要进行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工作。 

总之，基站建设施工期短，施工量小，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管理，对

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7.2.10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为了保证基站工作的可靠性，通常在机房内配置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基站备用电

源选用免维护密封蓄电池组（正常工作时使用民用电，当民用电断电时才使用），杜绝

了漏液现象，机房地面不需要水冲洗，使用时也不散发硫酸雾，因而不产生废水、废气

的环境污染。本项目废旧电路板等电子设备和废旧蓄电池均按照有关国家危废管理规定

和要求处置。更换后的废旧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必须全部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机构负责回收处置，废旧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和转运等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

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

中的有关规定。 

7.2.11 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

号）、《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中

相关要求，本次环境风险从分析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预测这

些危险和有害因素对人身安全和环境的影响，提出合理的防范、应急和减缓措施。 

7.2.11.1 环境风险识别 

环境风险评价的目的是分析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潜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预测这

些危险和有害因素对人身安全和环境的影响，提出合理的防范、应急和减缓措施。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不使用危险的爆炸品和化工产品，产生环境风险的可能性很小。

基站在运行期间不产生废水、大气污染物。基站由机房、馈线、天线及安装天线的支架

组成，运行期间主要的环境风险因子有：  

（1）天馈系统老化、人为或其它原因造成破损而发生电磁辐射泄漏。 

（2）机房内配备有阀控式铅酸蓄电池作为备用电源，产生的废旧蓄电池中所含的

重金属对周边环境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3）公众意见特别强烈，采取过激行为。 

7.2.1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以上可能产生的风险事故，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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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检查基站天馈线系统，防止馈线因老化、人为或其它原因造成破损而发

生电磁辐射泄漏，如发生此类事故，应及时抢修。做好基站建设前的选址工作，钢杆、

铁塔基站应做好地质勘查、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增强基站的安全系数，定期检查基站

安全运营情况，防患于未然。假如出现上述情况，应先切断电源，及时抢修。 

（2）产生的废旧蓄电池交由有回收资质的回收单位回收处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3）对于公众意见特别强烈，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基站。应稳定情绪，尽快提出

处理意见，及时请有资质单位进行辐射环境监测，出具有效的检测报告，必要时由政府

部门进行调解。 

因此，经采取以上风险防范措施后，本项目运行期间的环境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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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污染

物 
施工期 扬尘 

施工期间需加强保养，使机械设

备、机动车状态良好；在施工区

及主要运输路段洒水抑尘。 

影响较小 

水污染物 施工期 
生活污

水 

少量，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就

近利用原有市政设施处理 
达标排放 

固体废物 

施工期 
生活垃

圾 

定期由施工单位清运至附近环

卫部门垃圾收集点处；废弃的

沙、石、土必须运至规定的专门

存放地堆放。 

影响较小 

运行期 
废蓄电

池 
- 

有资质厂家统一

回收处理 

其他 
基站发

射天线 

电磁辐

射 
详见8.4电磁辐射防治措施 

在天线轴向安全

防护距离以外的

空间区域，功率密

度＜8μW/cm2，没

有超过8μW/cm2

的评价标准，不会

造成污染影响。 

噪声 

（1）施工期 

建设单位须对施工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加强施工管理，严禁夜间施工。 

（2）运行期 

基站在正常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来源于机房空调运行时产生的

噪音。建设单位在空调设备的选用上首先应选用国家规定的低噪、高效设

备；其次，在机房距离居民区较近时，则必须采用隔声、降噪等措施，减

少空调噪声对外界环境的影响。 

8.1 环境保护管理计划 

根据项目本身的特点及其所处环境的敏感性，建设单位应做好以下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 

（1）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应加强对基站环境保护工作的管理，制订系

统科学的环境管理计划，由公司设立专职或兼职环保人员，全面负责基站的电磁辐射安

全管理（电磁辐射投诉、监测、环评），制定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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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建设所有功率超过国家规定豁免水平的一切

电磁辐射项目，必须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并接受监督和管理。 

（3）新建或购置国家规定豁免水平以上的电磁辐射项目，龙岩电信、龙岩移动、

龙岩联通必须事先向环境保护部门提交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4）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号令）第十二条规定，建

设项目的规模（如移动通信基站的频率和功率等）发生变化，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重

新编制、报批。 

（5）加强电磁辐射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让公众对电磁辐射有正确的认识，使移

动通信事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6）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应制定必要的移动通信基站环境保护管理制

度，定期对基站设备进行检查、维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并对通信基站电磁辐射水平

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7）对于产生环境污染的通信工程建设项目，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必

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建设计划，并执行“三同时制度”，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8）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治理项目建设及运

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和危害。 

（9）专职或兼职环保人员、基站维护人员上岗前应进行电磁辐射基础知识、《环

境影响评价法》、《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局第十八号令）和《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培训和考

核。 

本项目的环境管理机构体系见表 8-1 。 

表 8-1                  环境管理体系及程序示意表 

项目阶段 环境保护内容 环境保护执行单位 
环境保护管理单

位 

环境保护监督

部门 

设计期 
环境影响评价及保护

距离措施落实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设计单位 

龙岩电信、龙岩移

动、龙岩联通 
福建省环保厅 

施工期 
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

措施 
项目承建单位 

龙岩电信、龙岩移

动、龙岩联通 
福建省环保厅 

竣工验收期 

试运行申请、竣工环保

验收监测及保护距离

核查 

验收监测单位、龙岩

电信、龙岩移动、龙

岩联通 

龙岩电信、龙岩移

动、龙岩联通 
福建省环保厅 

运营期 环境监测及管理 委托监测单位 
龙岩电信、龙岩移

动、龙岩联通 
福建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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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环境监测计划 

制订环境监测计划的目的是：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执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适

时调整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保护计划；应对可能存在的公众投诉，作为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必要补充，便于说服对电磁辐射有疑虑的民众。 

（1）监测点位布置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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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3-1996）中监测点位布设方法设置监测点位。 

（2）监测项目 

各基站周围环境的功率密度。 

（3）监测方法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4）监测频次及时间 

本项目环评阶段及环保验收各监测一次，并对公众有疑虑的基站进行监测。出现

投诉、纠纷等情况时进行监测。本项目正式运行后每年监测一次。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计划见表8-2。 

表8-2                        运行期监测计划 

阶段 频次 监测对象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实施机构 监督机构 

运营期 每年 

公众有疑虑的

基站站址及周

边环境 

功率密度 

《移动通信基站电

磁辐射环境监测方

法》（试行） 

具有环境监

测相关资质

的单位 

福建省环

保厅 

8.3 项目“三同时”验收清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建设项目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而污染防治设施建设“三同时”验收是严格控制

新污染源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遏制环境恶化趋势的有力措施。 

（1）建设单位申请由有资质的环境监测部门在正常运行情况下对基站周围电磁辐

射环境进行监测。 

（2）建设单位向审批报告表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三同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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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环保“三同时”检查表 

项目

名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2016-2017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设施数量、规模、

处理能力) 

处理效果、执行标准或拟

达要求 
完成时间 

电磁

辐射 
移动通信 电磁辐射 

保证基站的天线与周边敏感

点的直线距离满足相应的安

全防护距离。 

使基站周边环保目标处的

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标

准要求，减小对周边环境

的电磁环境影响。 

与基站天线

设备安装同

步完成 

生态

环境 
基站基础 施工中破坏 

施工结束后将塔基周围恢复

原状，尽量减少塔基占地。 

对基站周边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 
施工结束后 

景观

环境 
基站塔架 塔架外观 

在风景区及城市景观敏感区

域建设基站时，应采取景观天

线等措施，保持景观的一致性

与完整性。 

对周边景观环境影响较

小。 

与基站天线

设备安装同

步完成 

固体

废物 

移动通信

基站机房 
废旧蓄电池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制定相

应的处理措施。 

与有回收资质的单位签订

回收处理的协议。 

更换后及时

处置 

8.4 电磁辐射防治措施 

8.4.1 技术措施 

随着公众对环境保护和居住环境的日益重视，基站建设的科学选址被赋予了更高的

时代要求。在移动通信基站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龙岩电信、龙岩

移动、龙岩联通应采取以下各种措施来尽量减小对周围环境中敏感点的影响： 

（1）在满足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基站位置。 

（2）基站站址应选在地势相对较高或有高层建筑、高塔利用的地方，应满足基站

天线高度要求，以便保证基站周围视野开阔。 

（3）合理安排基站发射天线的架设位置、高度、朝向以及俯角，例如将天线布置

在建筑物的楼顶外侧；调整天线高度、朝向以及俯角，天线与敏感点直线距离满足安全

防护距离要求。 

（4）提高天线的性能，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实现天线有效转换。 

（5）在满足信号覆盖的前提下，合理选择基站发射功率、载频数、半功率角、下

倾角、架设高度、方向角等参数，尽量降低基站发射功率。 

（6）基站选址建设之前，须测试预选地点的辐射环境背景值，避免在电磁辐射环

境背景值较高处或接近临界值处建设基站。 

（7）尽量多采用美化天线的形式，减少基站的建设对环境景观的影响。 

（8）配备相应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仪器，在今后基站选址阶段应事先调查当地电

磁辐射环境背景情况，避免在电磁辐射环境背景值较高处或临近标准限值处建设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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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市区主要景观建筑和风景区采用隐蔽天线，减少对环境景观的影响。 

（10）应加强移动通信设备的运行维护，必须定期检查基站设备及附属设施的性能，

尤其是设备与馈线接口处，是容易引起电磁辐射泄露的地方。及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确保移动通信网络和基站的安全可靠运行。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应落实电磁辐射防治措施及本报告表提出的一些措施，使该

类基站在运行中能满足本项目评价标准要求。 

8.4.2 人员培训 

龙岩电信、龙岩移动、龙岩联通环保人员、基站维护人员上岗前应进行电磁辐射

环境保护基础知识、《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局令第 18 号）、《电

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及有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培训和考核。 

8.4.3 已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 

（1）常用电磁辐射防护措施 

建设单位对电磁辐射通常采取的防护措施有： 

① 采用达标距离进行防护； 

② 技术措施，主要是合理设置天线朝向或优化天线发射功率等措施。 

（2）已采取的电磁辐射防护措施 

本项目基站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主要采取了如下具有针对性、特殊性的电磁辐射防

护措施： 

①对于天线支架架设于建筑屋顶的基站，天线尽量架设在了建筑物远离敏感点的位

置，既保证了通信信号的有效覆盖，又增大了其与公众的距离，使得基站周围公众所受

电磁辐射大大降低，达到了降低辐射的目的。  

②天线设置了适当的方向角，既保障了通信信号的有效覆盖，又使天线主射方向偏

离居留人群，也达到了降低辐射的目的。 

③确保辐射达标距离，在天线主射方向上，确保与附近居民保持足够的距离，使基

站对附近居民的电磁辐射降低，满足本项目环评标准的要求。 

通过以上措施，基站电磁辐射影响可满足相关评价标准要求，措施合理、切实可行。

这一要求又正好与基站天线为满足覆盖需要而不正对建筑物的要求相吻合。 

（3）补充措施 

尽管在采取上述措施后，已可保证本项目基站对环境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满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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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但建设单位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为了更好地应对异常情况和突发事件，

评价单位提出以下几点补充措施： 

①将配备的电磁辐射场强检测仪每年定期送检，确保仪器运行可靠，基站建成后应

建立电磁辐射环境定期监测制度。 

②根据《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运行维护人员应当定期对

所有基站周围居民情况进行核查，确保电磁辐射达标距离内没有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或敏

感目标不可达。一旦发现有敏感目标进入该达标距离的异常情况（如新建建筑进入达标

距离内或公众人员可进入天线主射方向的防护区域），应立即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采取的有效措施通常包括：①抬高天线架设高度；②调整天线方位角；③调整基站天线

位置；④天线支架周围安装防护栏杆，设立警示牌，限制公众在天线主射方向辐射较高

区域活动；⑤基站搬迁。 

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出现基站周围新建建筑进入天线主瓣方向较近区域等进入电

磁辐射达标距离范围内的情况。 

3）移动通信基站选址宜避开电磁辐射敏感建筑物。在居民楼上设立移动通信基站，

天线应尽可能建在楼顶较高的构筑物上（如楼梯间）或专设的天线塔上。对电磁辐射超

过限值的区域，可采取以下调整设备技术参数的措施：调整设备的发射功率；调整天线

的型号；调整天线的高度；调整天线的俯仰角；调整天线的水平方向角。 

4）建设单位在更换基站设备、基站迁址建设或调整设备发射功率、天线离地挂高、

天线方位角、天线俯仰角、天线增益等参数时，导致基站与本次评价中确定的具体内容

和规模发生变化时，应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要求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环境保护有关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基站环境保护工作，

并对建立环境监测数据档案； 

6）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处理公众电磁辐射等环境问题投诉的应答机制，履行“谁

污染，谁治理”的义务，耐心听取公众意见，积极宣传电磁辐射有关知识，积极联系相

关部门协调处理，避免发生群体事件。 

8.5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 基站机房的墙体、防盗门应具有很好的隔音功能。 

(2) 建设单位在空调设备的选用上应选择国家规定的低噪、高效设备。 

(3) 在设备的安装过程中，安装位置要尽可能合理，应符合相关通讯机房的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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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要求。 

(4) 噪声等级大的系统设备在安装时，机体下部可增加垫层，减小或避免其影响环

境噪声。 

(5) 在机房距离居民区较近时，则须合理选址空调外机位置，减少空调噪声对外环

境的影响，避免出现空调噪声扰民现象。 

8.6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条： 

（1）增强安全保护措施，使用门禁控制器，将刷卡信息、门的状态、报警信息等

实时上传达到远程控制的目的。 

（2）定期检查基站天馈线系统，防止馈线因老化、人为或其它原因造成破损而发

生电磁辐射泄漏，如发生此类事故，应及时抢修。做好基站建设前的选址工作，钢杆、

铁塔基站应做好地质勘查、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增强基站的安全系数，定期检查基站

安全运营情况，防患于未然。假如出现上述情况，应先切断电源，及时抢修。 

（3）基站机房的备用蓄电池一般需 3～5年更换一次，更换后的废旧蓄电池属于危

险废物，必须全部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机构负责回收处置，废旧蓄电池的收集、

贮存和转运等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危险废

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的有关规定。此外，原则上要求对废

旧蓄电池实行就近处理，如确需进行跨省转移处理的，需按相关要求到环保部门办理危

险废物转移行政许可手续。 

8.7 污染防治措施建议 

建设单位应落实电磁辐射防治措施及本报告表提出的一些措施，使电磁辐射和其它

不利影响降至最小。 

建设单位应制定必要的移动通信基站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在移动基站天线及其支架

形式选择上充分考虑与周围环境协调性，并对通信基站电磁辐射水平进行跟踪监测，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8.8 环保投资 

本项目电信总投资约为36504万元，环保投资约为1132万元，占电信总投资的3.1%；

移动总投资约为 7207万元，环保投资约为 201万元，占移动总投资的 2.8%。联通总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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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约为 32400万元，环保投资约为 972万元，占联通总投资的 3.0%。环保投资一览表

见表 8-4。 

表 8-4                      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各运营商环保投资（万元） 环保投资合

计（万元） 电信 移动 联通 

1 
环保管理（落实环保措施、环评、验

收等） 
120 35 109 264 

2 
美化天线（方柱、排气管、空调外机、

围栏型、水立方等） 
669 100 495 1264 

3 生态补偿（植被恢复、场地绿化等） 265 34 287 586 

4 科普宣传 3 2 2 7 

5 电磁辐射控制区管理（上锁、隔离） 25 10 37 72 

6 危险废物处置费用 50 20 42 112 

合计 1132 201 972 2305 

项目总投资 36504 7207 32400 76111 

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比例（%） 3.1 2.8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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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众参与 

9.1  公众投诉 

存在投诉史的基站历来是公众关注的对象，也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重

点。在基站项目环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对有投诉基站的情况核查和监测，经向环保

部门咨询，龙岩市有1位投诉人，经对投诉人电话回访，投诉人说已搬离原来投诉基站

的地点，对于投诉基站持无所谓态度，我们随后对投诉基站进行了现场监测，经监测，

该投诉基站电磁辐射功率密度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建议建设单位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电

磁辐射知识的宣传，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电磁辐射观念，消除人们对电磁辐射的恐惧心

理，实现公众与公司“双赢”。 

9.2 公众参与过程 

为了使公众了解本项目的意义，确保环保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使建设单位

了解公众参与与本项目的关系，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与环境的协调性，提高本

项目的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根据《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反馈移动通信基站项目环保

审批有关问题的函》（闽环辐射函〔2016〕23号），鉴于移动通信基站类项目环评类别为

编制报告表，不要求建设单位提供公众意见调查表，但建设单位应畅通与公众沟通的渠

道，参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管理办法》（环发〔2016〕28号）的要求，采取

在建设单位官方网站（未开通的，在项目所在地主流网站）发布和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内基层组织设置的公告栏张贴公示相关信息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加强与基站周边群众

的互动交流，满足公众合理的环保诉求。现场公示环境照片详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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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1   现场公示照片 

9.3 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 

9.3.1 第一次公示 

本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和 2016 年 12 月 6 日分别在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网站和福建环保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见图 9-2、图 9-3），公示有效时间为公示

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1）建设项目概况；（2）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3）承担环境影

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5）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第一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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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福建环保网） 

 

图 9-3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瑞能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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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第二次公示 

环评报告表初步结论出来之后，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和 2016 年 12 月 22 日分别在

福建环保网和瑞能（河南）科技有限公司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网上公示（见图 9-4、图

9-5），公示有效时间为公示发布后 10 个工作日。 

公示内容：（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2）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概述；（3）

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4）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的要点；（5）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本的方式、期限及注意事项等。 

第二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收到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反馈。 

 

图9-4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福建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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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瑞能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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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结论与建议 

10.1  结论 

10.1.1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次评价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龙

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2016-2017 年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

目，本期龙岩市通信基站共 5613 座，系统总数量 10108 套，其中龙岩电信系统数量 4827

套（CDMA 网 1456 套，FDD-LTE 网 3301 套，TDD-LTE 网 70 套）；龙岩移动系统数量

961 套（均为 TD-LTE 网）；龙岩联通系统数量 4320 套（GSM 网 1498 套，WCDMA 网

2130 套，FDD-LTE 网 692 套）。基站分布于龙岩市辖区内。工程总投资 16065 万元，

环保投资 532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31%。其中电信工程总投资 16065 万元，环保投

资 532 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3.31%；移动工程总投资 16065 万元，环保投资 532 万元，

占工程总投资的 3.31%；联通工程总投资 16065 万元，环保投资 532 万元，占工程总投

资的 3.31%。 

本次评价基站基本信息见附表 1，监测基站详细信息见附附表 2。 

10.1.2  产业政策符合性结论 

本项目为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中第一类鼓励类项目（第二十八项“信息产业”

第 8 子项“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0.1.3 项目建设必要性结论 

    本次评价基站的建设有效的提高了龙岩地区移动网络覆盖率和承载能力，有利于改

善当地通信系统的结构，保证通信质量，提高移动通信能力和移动通信的可靠性，为当

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符合“实践的正当性”原则，本期基站工程的建设是

非常必要的。 

10.1.4  基站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现状分析结论 

本次评价的通信基站共 5613 座，系统总数量 10108 套，现场监测系统数量 1902

套，基站周围辐射环境质量现状分析及结论详见报告表中环境质量现状部分。 

本次评价的 10108 个基站，周围环境现状电磁辐射水平均能满足本次评价标准要

求。通过对已监测的基站进行实地核查，基站环境保护目标均处于达标距离之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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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能够代表基站对周围公众的影响。 

10.1.5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施工期会带来一定的噪声影响，通过选取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管理、合理选择施

工时间等措施将施工噪声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施工期固体废弃物，应分别集中堆放，

及时清运建筑垃圾,施工结束后要做好清理工作。基站建设施工期施工量小、历时短，

且随施工结束影响也随之消失，通过采取合理措施，施工期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10.1.6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0.1.6.1 基站电磁辐射场强计算及分析结论 

本项目主要污染因子为基站天线发射的电磁波信号即电磁辐射。电磁辐射污染水平

与基站发射功率、天线增益、天线挂高、天线主射方向、天线下倾角等因素有关。经过

计算预测，天线轴向功率密度均随着与天线轴向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对于电信 CDMA

单站、FDD-LTE单站和 TDD-LTE单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

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关注区域为 14.6m、20.7m、20.7m。对于电信 CDMA与

TDD-LTE共站和 CDMA与 FDD-LTE共站的基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

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均为 25.3m。对于移动 TD-LTE

单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

磁关注区域为 20.7m。对于移动 GSM与 TD-LTE共站、TD-SCDMA与 TD-LTE共站、GSM与

TD-SCDMA与 TD-LTE共站的基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

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环境关注区域分别为 25.3m、29.2m和 32.7m。对于联通 GSM

单站、WCDMA 单站和 FDD-LTE单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

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磁关注区域为 14.6m、20.7m和 20.7m。对于联通 GSM 与 WCDMA

共站、GSM与 FDD-LTE共站、WCDMA与 FDD-LTE共站、GSM与 WCDMA与 FDD-LTE 共站的

基站而言，基站天线轴向功率密度衰减到 8μW/cm²的评价标准时，需要的最大水平电

磁环境关注区域分别为 25.3m、25.3m、29.2m和 32.7m。 

10.1.6.2 基站电磁辐射场强类比分析结论 

因河北省移动基站建设在发射功率、天线类型、架设方式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故选

取市政四公司、25中学 2 座已运行基站进行类比分析，以了解基站运行后在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和天线下方的电磁辐射环境。类比基站各测点监测值均符合《辐射环境管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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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单个基站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功率密度 8μW/cm2”的要求。 

10.1.7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本项目为新建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根据现场监测，各基站的现状电磁辐射水平均能

满足评价标准要求；根据理论预测，本次评价基站所有敏感点功率密度预测值也均能满

足评价标准要求。项目选址符合当地规划要求，建设单位应加大科普宣传工作，处理好

居民投诉问题，采取本报告提出的完善措施制度、加强环境监督与管理、加强对基站设

备的运行维护、废旧蓄电池交由有回收资质的回收单位回收处理等措施，本项目运行期

间的环境风险较小。 

10.1.8 污染防治措施及预期治理效果结论 

本项目施工期短暂、点分散且工程量小，施工期间应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工

序并尽量避免夜间施工；运行期间应采取并落实本报告提出的相应环境保护措施，减小

基站建成后对周边的电磁环境、声环境、景观环境等影响。 

10.1.9 总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评价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

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 2016-2017年移动通信

基站建设项目，经现场监测、理论预测和类比分析，基站周围各敏感点的电磁辐射水平

均符合本项目评价标准要求。只要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福建有限公司龙岩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岩市分公司切实加强环境保

护管理，严格执行本次评价中提出的环保措施，保障基站的安全可靠运行，对环境产生

的电磁辐射水平满足本项目评价标准要求。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论证，本项目的建

设是可行的。 

10.2 建议 

(1)建设单位应该严格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标准，建设单位

应努力减少其电磁辐射水平。 

(2)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对移动通信系统建设等电磁辐射建设项目，按

照法定程序报经环境保护行政部门批准；对超过国家规定豁免水平的一切电磁辐射项

目，必须向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并接受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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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单位应加强基站的运行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对基站机房设备及天线进行

定期的检查和维修，及时发现隐患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确保移动通信网络和基站的安

全可靠运行。对本项目电磁环境监测超标的基站进行整改，严格限制公众进入安全防护

区。 

(4) 建设单位应认真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措施，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 

(5) 建设单位在更换基站设备、基站迁址建设或调整设备发射功率、天线离地挂高、

天线方位角、天线俯角、天线增益等参数时，导致基站与本次评价中确定的具体内容和

规模发生变化时，应按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6) 配备相应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仪器，在今后基站选址阶段应事先调查当地电磁

辐射环境背景情况，避免在电磁辐射环境背景值较高处建设基站。 

(7) 加强沟通和科普宣传。开展多种形式的无线通信基本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采用

合理的方式对电磁辐射影响进行必要的介绍，提高公众的认知水平，消除公众的认识误

区和恐惧心理，更好的支持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