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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南通市辐射环境信访调处为例，对该市近年来电磁辐射信访投诉量及其变化，投诉对象、方式、诉求等进行

分析，并结合调处经验，提出上门实测、合法性核查、组织协调等应对措施，以及完善执行机制，优化评价技术; 加强辐射环

境监管; 保障公众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等解决辐射环境信访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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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base of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letters and calls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which in-
cluding quantity and its variation，object，mode and appeals，som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experiences in Nantong． The countermeasures included in-suit measurement，verification
of legality and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Those suggestions covered five aspects which were perfecting the execu-
tion mechanism，optimizing evaluation technique，strengthening radiatio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guaranteeing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of the public and correctly guiding the public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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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我国核与辐射

类信访( 以下简称辐射信访) 成为继水、气、噪声污

染信访后的第四大环境信访问题。各地由此导致

的聚众拦路、围攻，破坏通信设施等群体事件时有

发生，移动通信基站建设受阻及基站被迫搬迁的事

件越来越多，必须引起足够重视［1］。虽然有研究

者注意了该类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对

策，但由于对辐射信访的特点认识不足，缺少实际

调处经验，相关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2 － 4］。
充分了解辐射信访特点，掌握公众诉求，是解决辐

射环境信访问题的关键。
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该市 2013 年 12 月首次

被列为新二线城市。全市范围内无核电站设施，核

与辐射主要表现为移动通信基站、输变电、广播电

台、电视台等电磁辐射，以及放射源、射线装置等核

技术应用领域。

1 辐射信访及调处现状

1． 1 辐射信访量及变化分析
南通市 2005 年—2013 年辐射类环境信访投

诉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2005 年—2008 年该

类投诉较少，年投诉量不足 10 件，此后逐年增加，

2009 年迅速增加至 28 件，2011 年达 41 件，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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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48 件。这与全市移动通信基站大量建设关系

密切，截至 2011 年底有近 5 000 座，较 2007 年增长

150%以上。此外，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引起公众对

核辐射关注程度提高也是原因之一。
1． 2 辐射信访类型及分析

从辐射信访类型来看，均为电磁辐射，未涉及

核技术应用领域。目前，南通市环境电磁辐射主要

来源于电力系统输变电装置［5］、移动通信基站［1］、
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雷达等。2013 年全市电磁

辐射信访主要集中在移动通信基站及电力系统两

个领域，尤以移动通信基站居多，占 81%，与骆娉

娉等［2］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其原因，首先，移动

通信基站数量多，密集程度高; 其次，城市中绝大多

数基站建设以架设楼顶天线为主，集中于居民小

区。2013 年南通市入选江苏省首批全国 4G( TD －
LTE) 覆盖重点城市，随着 4G 网络的快速建设，以

及各移动通信基站间隔距离缩短，预计今后辐射环

境信访投诉量还会进一步上升。
1． 3 辐射信访途径

常见的环境信访途径包括网络、来信、电话和

来访等 4 种。2013 年 48 件辐射信访件中，主要为

电话信访，占总数的 87． 5%，其中 12345 政府服务

热线 19 件，12369( 含省、市) 环保热线 23 件; 其次

为来信，其中市长信箱 5 件，省委书记信箱 1 件; 无

网络和来访投诉。
1． 4 信访诉求及分析

信访内容大体包含 3 种类型: 一是担心电磁辐

射对人体有害，约占 70% ; 二是询问基站是否履行

环保相关手续等，约占 20% ; 三是“看着碍眼”等，

约占 1%。经调处后得知，其内在原因主要涉及以

下几个方面:①与拆迁安置或经济补偿有关，主要

集中在城乡结合部; ②与农作物赔偿有关，主要集

中于在耕地上建设落地角钢塔、落地单管塔等设施

的农村地区;③担心影响身体健康，希望拆除基站，

或希望环保部门能够免费对家中现场测试，主要集

中在城区，尤其是以采用楼顶架设天线为主的移动

通信基站所在住宅小区。

2 应对措施与成效

准确掌握公众诉求，针对不同的诉求采取有针

对性的调处方式，是解决好辐射信访的关键。多年

来，南通市成功调处各类电磁辐射类信访近 200
件，获得公众认可。

2． 1 上门实测
对于公众担心基站运行会影响身体健康，甚至

误认为是核辐射，会致癌或致命的诉求，主要是由

于对基站电磁辐射了解不足，对辐射恐慌所致。处

理该类诉求，应采取上门测量的方式，在被举报基

站附近和举报人家中分别布点，实际测量，研判数

据是否达标，以消除其恐慌心理。在实际调处过程

中，采用此种方式，基本能够得到公众认可，满意率

98%以上。
2． 2 合法性核查

对于部分公众认为不管达不达标，都希望能够

拆除基站，离自己远些的诉求，应查实该基站环保

手续的完整性，以确定其合法性。如果手续不齐

全，则按照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责令建设单位停止使

用并整改。对于实测结果超标的基站，应建议建设

单位拆除，或建议政府强制拆除。如果环保手续完

整合法，则应在向投诉人作实测数据与手机等电子

产品辐射强度比较的基础上，耐心解释，以取得

理解。
2． 3 组织协调

对于一些涉及拆迁安置、农作物赔偿等经济补

偿的问题，或者群访性问题，应组织召开协调会，邀

请街道办、居委会等部门，以及建设方和公众代表

共同参加，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形成妥善解决方案，

并由环保主管部门和公众共同监督方案的实施。

3 建议

( 1) 完善执行机制，优化评价技术。现行各类

环评和验收技术规范主要针对单个或数个建设项

目，难以适应单次高密度数百个基站建设项目的辐

射环评与验收。为此，应完善环保法律法规执行机

制，尽快出台专门针对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

范。建议采取按地区和按项目批次打包集中审批

或验收等形式，以保证对基站建设项目环保合法性

的有效检验。
( 2) 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全过程监管。很

多通信运营商履行环保手续滞后，未能切实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验收制度，该状况必须彻

底改变，对违法建设者严惩不贷。同时，基站建设

方除切实履行环保手续，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确保电磁辐射等稳定达标排放外，还应将基站选址

(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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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前期规划。对于不能同时满足电磁辐射达标排

放和主瓣方向保护距离要求的，一律不得建设。环保

主管部门应加强全过程监管，督促通信运营商切实采

取措施，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对于公众反应比较

突出的电磁辐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处置。
( 3) 切实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权、知情

权和监督权。环保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试行) 》中提

出的对建设项目公开范围、公开方式、公开期限和

公开内容的要求，确保将信息公开落到实处。加大

公众参与力度，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在基站建设和

运营中可邀请公众代表现场监督，将公众意见作为

建设项目可行性评判的主要依据。
( 4) 加大宣传力度，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由于

电磁辐射人体无法直接感知，容易造成公众对电磁

辐射的担忧。为此，可结合开展“实验室开放日”
等活动，邀请公众现场参观体验，对移动通信基站

与手机等日用电器的电磁辐射进行现场测试、比

较，讲解基站等电磁辐射来源及衰减规律，消除公

众易无限放大电磁辐射危害的恐慌心理。同时，可

在新闻媒体作专题报道，普及相关知识，充分发挥

媒体的正确导向作用。此外，还可组织开展专项研

究，对公众关心的电磁辐射问题采取科学严谨的态

度，以科学的监测数据为基础，说清辐射环境质量

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澄清各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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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 年度项目启动

为应对近年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的以大气细颗粒物( PM2． 5 ) 为特征污染物的灰霾天气，贯彻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日前，环境保护部启动实施《清洁空气研究计划》2014 年度项目，

重点围绕细颗粒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清单构建、颗粒物监测与来源解析、人群健康影响评估、移动源控制以及重点区

域空气质量改善等方面安排部署了 25 个项目，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中原经

济区等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支撑地方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
摘自 www． jshb． gov． cn 2014 － 0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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