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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波台发射设备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采用理论计算和模拟类比方法结果一致, 运用理论计算方法评价

结果相对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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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许多处于市郊

开阔地域的广播通讯设施因规划布局的调整和开发

的需要搬迁。保障拟搬迁台址周围公众的电磁辐射

环境安全十分重要。现用理论预测和模拟类比的方

法对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

1 电磁辐射计算

1. 1 计算模式

中波广播频段 ( 535 kH z~ 1 605 kHz)的波长

约为 560 m, 近场区覆盖半径约 1 680 m
[ 1]
。根据

5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

法 6 (H J /T 10. 2 - 1996)中规定的预测公式, 对地

形平坦无高大建筑物存在的开阔地区可视为自由

空间, 中波 (垂直极化波 )场强可按舒来依金 - 范

德波尔公式计算:

E =
300
d

P # G# A (mV /m) ( 1)

式中: d) ) ) 被测位置与发射天线水平距离,

km; P ) ) ) 发射机标称功率, kW; G) ) ) 相对于接地

基本振子 (点源天线 G = 1)的天线增益 (倍数 );

A) ) ) 地面衰减因子。

1. 2 参数的选取

采用单塔天线, 单根铁塔天线布置方式, 见

图 1。

单塔天线在水平面内作无方向性辐射,垂直面

内 0b仰角的辐射最大, 水平面内的方向图与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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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根铁塔天线布置示意

角无关,是一个圆;垂直面方向图和振子的高度有

关,见图 2。

图 2 不同高度的垂直振子的垂直面方向

中波台共有 4个单塔天线, 高度均为 120 m,

辐射垂直极化波,天线在垂直面内的大部分能量是

沿地面传播的, 少部分能量以不同仰角向天空辐

射,在晚间经电离层反射后再回到地面,称为天波。

在天线塔附近的高场强区,天波场强远小于地波场

强。因此,从辐射防护角度看, 只考虑地波场强即

可。中波发射台技术参数见表 1。

表 1 中波转播台主要技术参数

编号
频率

f /kH z

波长

K /m

功率

P /kW

整机效率

G /%

增益

/dB /倍数

1 639 469 10 85 1. 05 1. 27

927 324 3 75 1. 05 1. 27

2 747 402 3 75 1. 05 1. 27

3 1 143 262 3 75 1. 05 1. 27

1 521 197 3 75 1. 05 1. 27

4 846 355 10 85 1. 05 1. 27

603 498 3 75 1. 05 1. 27

  大地的介电常数及导电系数: R=
3 @10

- 3

8 # m
,

E= 4

1. 3 评价标准

根据5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6 (GB 8702- 1988)

和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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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H J/T 1013 - 1996)规定, 中波发

射台所在区域环境总的公众照射电场强度标准限

值为 40 V /m;单个项目发射天线运行所致周围环

境的公众照射电场强度标准限值为 17. 9 V /m。

1. 4 理论结算结果

中波台电磁辐射理论预测计算值见表 2。

表 2 电磁辐射理论预测计算结果 V /m

距离 d /m 1#塔 2#塔 3#塔 4#塔 叠加值

5 344 165 233 344 564

25 68. 7 33. 0 46. 6 68. 7 113

50 34. 3 16. 5 23. 2 34. 3 56. 3

72. 2 23. 8 11. 4 16. 0 23. 7 38. 9

75 22. 9 11. 0 15. 4 22. 8 37. 5

100 17. 1 8. 23 11. 5 17. 1 28. 1

150 11. 4 5. 47 7. 64 11. 4 18. 7

156. 2 10. 9 5. 25 7. 33 10. 9 17. 9

200 8. 53 4. 10 5. 69 8. 52 14. 0

250 6. 81 3. 27 4. 52 6. 80 11. 1

300 5. 67 2. 72 3. 74 5. 65 9. 25

350 4. 85 2. 33 3. 18 4. 84 7. 90

400 4. 24 2. 03 2. 77 4. 22 6. 90

450 3. 76 1. 80 2. 44 3. 74 6. 11

500 3. 38 1. 62 2. 18 3. 36 5. 49

从预测叠加结果看, 发射台周围环境电场强度

随着距离增大衰减, 在近距离处衰减很快, 到250m

以远衰减较缓慢,在距发射塔 156. 2 m处, 电场强度

能满足单个项目对公众照射限值 17. 9 V /m的要求。

中波台达标保护距离为分别以 4个塔中心为圆心,

半径为 156. 2 m画圆的外切矩形。

2 类比监测

2. 1 类比对象可比性分析

模拟类比对象就是本案例拟平移搬迁的项目,

搬迁后项目的技术参数和周围环境特征基本保持

不变,具体参数见表 3。

理论计算中波发射台与模拟类比中波发射台

均采用 4座单塔全向天线,总标称功率、工作频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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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程与现某市中波转播台参数类比

项目 理论计算参数 模拟类比对象

主要发射设备 全固态中波广播发射机 全固态中波广播发射机

总标称功率 35 kW ( 4座单塔 ) 35 kW ( 4座单塔 )

工作频段 603 kH z~ 1 521 kH z 603 kH z~ 1 521 kH z

天线增益 1. 05 dB 1. 05 dB

天线主向 全向 全向

天线高度 120m 100m 2座, 120m 2座

天线发射塔布局 420m @480m矩形 370 m @410 m矩形

120 m高发射塔西南

和东北对角排列

所处环境 苏南平原 苏南平原

天线增益及工作时间相同, 天线高度、天线布局基

本类似。

2. 2 类比监测结果

使用 EMR - 300型综合场强仪 (德国 Narda公

司 ), 量程: ( 0. 2~ 320) V /m;频带宽度: ( 0. 1 ~

3 000)MH z监测。时间为 2006年 12月 5日, 晴

天
[ 2]
。类比监测的中波发射台 4个发射塔按矩形

排列, 1#塔在西南角, 2#塔 ) 4#塔逆时针顺序排在

其 3个顶点上。监测时中波台正常工况。在中波

台周围进行综合场强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4。

表 4 某市中波台周围综合场强类比监测结果 V /m

编

号
测点位置

监测

结果

1 ¹号塔下 (距南门 20m处) 81. 5

2 距¹号塔南 10 m 43. 5

3 ¹号塔南门口 15. 3

4 距¹号塔南 50 m 9. 92

5 距¹号塔东南 100 m 6. 67

6 距¹号塔东南 150 m 8. 73

7 距¹号塔东南 200 m 5. 04

8 距¹号塔东南 250 m 7. 84

9 距¹号塔东南 300 m 8. 90

10距¹号塔东南 350 m 10. 1

11距¹号塔东南 400 m 10. 2

12º号塔下 206

13º号塔东门口 32. 5

14距º号塔南 50 m 17. 3

15距º号塔南 100 m 7. 67

16距º号塔南 150 m 9. 64

17距º号塔南 200 m 8. 90

18距º号塔南 250 m 7. 54

编

号
测点位置

监测

结果

19距º号塔南 300 m 5. 33

20距º号塔南 350 m 5. 59

21距º号塔南 400 m 5. 04

22距º号塔南 450 m 3. 47

23距º号塔南 500 m 1. 25

24»号塔下 145

25距»号塔 27m北门口 21. 9

26距»号塔北 50 m 17. 3

27距»号塔北 100 m 13. 6

28距»号塔西北 150 m 8. 79

29距»号塔西北 200 m 4. 08

30距»号塔西北 250 m 4. 49

31距»号塔西北 300 m 5. 67

32¼号塔下 108

33距¼号塔 20m北门口 11. 9

34距¼号塔北 50 m 14. 1

35距¼号塔北 100 m 9. 51

36路边距¼号塔西北 150m 1. 46

在调查范围内, 随着与发射塔距离的增大, 综

合场强逐渐降低,至距塔 20m处,测点综合场强小

于5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6 (GB 8702- 1988)对公众

的导出限值 40 V /m的要求。在距不同塔的相同

距离处,发射塔的功率大, 则综合场强高。在随距

离衰减的总趋势内, 有个别距离远的测点比距离近

的综合场强值大,可能是由于 4个塔之间相互叠加

的效应造成的。

3 理论预测方法与类比方法的比较分析

将模式预测结果与实际监测值最大的 2号塔

的监测结果作对比分析, 见图 3。

图 3 理论计算和 2号塔实际监测结果对比

理论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趋势相同,理论

计算结果高于实际监测结果。这是由于理论计算

针对平坦开阔的自由空间环境,选取的参数均为理

想值,与实际情况相比偏于保守;而实际环境中自

由空间是不存在的, 发射塔周围的建筑物、植被会

对电磁波产生吸收、反射、绕射等作用,特别是城市

大量的地埋金属管路,如供水、供气、供热管路,对

电磁辐射有较强的屏蔽作用
[ 3]
, 这些作用使电场

强度衰减速度高于自由空间中的衰减速度。发射

塔周围的地形、气候以及人员活动也会加速电场强

度的衰减。

4 结论

中波台发射设备项目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采用理论计算和模拟类比方法结果趋势是一致的,

相对而言, 运用理论计算方法评价结果相对保守,

采用理论预测方法确定拟建项目的达标保护距离

相对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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