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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监测与管理办法

陆洲

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随着 5G 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应用，5G 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问题逐渐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人们不仅关心 5G
带来的高速网络体验，更对其可能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表示关切。为此，对 5G 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的监测与管理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论文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旨在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监测与管理框架。论文将详细

阐述有效的监测方案，确保电磁辐射水平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管理策略，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对

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潜在影响。通过这些措施，期望能够在推进 5G 技术发展的同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态

环境的安全，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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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5G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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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5G technology, th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roblem of 5G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People are not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high-
speed network experience brought by 5G, but also about the potential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impact it may generate.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onitor and manage the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environment of 5G communication 
base station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delve into this issue with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framework. The paper will elaborate on effective monitoring plans to ensure that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levels are within an acceptable range, and propos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imed at minimizing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5G technology while fully safeguarding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the safe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chieving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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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5G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然而，随着 5G 基站的不断建设，其电磁辐射环境问题

也逐渐凸显。电磁辐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可能产生潜在影

响，因此对 5G 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进行监测和管理显得

尤为重要。

2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2.1 监测点位的选择
在选择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点位时，必须采取科

学和系统的方法，充分考虑基站周围的环境敏感目标，以及

基站本身的技术特性。

①识别环境敏感目标：针对基站周边的环境进行全面

调查，特别关注住宅、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或对环境质量

要求较高的区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如图 1 所示）

或相关软件，绘制基站周边的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为后续

监测点位的布置提供基础数据。

图 1 地理信息系统示意图

②考虑基站天线特性：收集基站天线的高度、方向、

功率等关键参数。这些参数对电磁辐射的分布和强度有显著

影响。根据天线的辐射模式和波束指向，预测电磁辐射的主

要传播方向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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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布点原则与方法：优先在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且

距离天线最近的位置布设监测点，特别是在以基站发射天线

地面投影点为圆心，半径 80m 为底面的圆柱体空间内的公

众活动区域。避免在需要特殊工具或方式才能到达的位置布

点，以确保监测的可操作性和安全性。如果基站天线架设的

天面属于公众活动区，应在此天面布设监测点，以更准确地

反映电磁辐射对公众的实际影响。根据监测需要，可在基站

周围适当扩大监测范围或增加监测点，以获得更全面的电磁

辐射环境数据。

④监测仪器与设置：选择符合标准的电磁辐射监测仪

器，确保其具有足够的灵敏度和准确性。监测频率应选取基

站天线工作状态时的下行频段，以真实反映电磁辐射情况。

合理设置仪器的分辨率带宽和量程，确保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通过以上方法，可更科学、合理地选择 5G 基站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点位，为后续的电磁辐射环境评估和管理

提供准确、全面数据支持。图 2 为 5G 基站波束赋形示意图。

图 2 5G 基站波束赋形示意图

2.2 监测仪器的选用
为确保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精度高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非常

重要。

①仪器选择与校准。必须选择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如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等）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这些仪

器应经过国家权威机构的认证，确保其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在选择仪器时，应关注其关键性能参数，如频率响应范围、

动态范围、灵敏度、线性度以及各向同性误差等。例如，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如图 3 所示）的频率响应应在

900MHz~3GHz 范围内，且各向同性误差应小于规定的数值

（如＜ 900MHz 时各向同性＜ 2dB，900MHz~3GHz 时各向

同性＜ 3dB）。为确保仪器的长期稳定性和测量精度，应定

期对检测仪器进行校准。校准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计量机构

进行，以确保校准结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②监测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在监测过程中，应尽量避

免其他电磁源的干扰，如关闭附近的非必要电子设备，以确

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为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应在基站周围

多个位置进行监测，包括距离基站不同距离和不同方向上的

点。由于电磁辐射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时间

等），因此建议进行持续监测，以获取更全面的数据。

图 3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③数据处理与分析。在获取大量监测数据后，应对数

据进行筛选，去除异常值和噪声数据，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

性。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以得出电磁辐射环境的整体状况。将监测结果与国家标准或

行业规范进行比对，评估 5G 基站的电磁辐射环境是否符合

要求。通过以上方法和步骤，可确保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

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提供有

力保障。

2.3 监测频次与周期
根据 5G 基站的运行情况和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实际情

况，制定合理的监测频次与周期是确保电磁辐射环境安全的

关键所在。

为此，需要全面评估基站的运行状况，包括其发射功率、

天线配置、运行时间等因素。这些信息对于理解基站可能产

生的电磁辐射强度及其分布至关重要。例如，发射功率较高

的基站可能需要更频繁的监测。通过深入分析基站周边的环

境敏感目标，如住宅密集区、学校、医院等。这些区域的人

口密度和活动频率将影响监测的频次。在人口密集或活动频

繁的区域，应增加监测频次，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电

磁辐射环境问题。

结合基站的运行和环境敏感目标的情况，制定初步的

监测频次与周期。例如，对于位于人口密集区的基站，可以

考虑每月进行一次常规监测，而在人口较为稀疏的地区，每

季度或每半年进行一次监测可能更为合适。在此基础上，还

应建立灵活的监测机制，以应对突发情况。例如，当基站发

生故障、升级或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应立即增加监测

频次，以确保电磁辐射环境的安全。以定期对监测频次与周

期进行评估和调整的方式，通过分析历史监测数据，了解电

磁辐射环境的变化趋势，从而及时调整监测频次。并借鉴行

业内外的最佳实践和经验，不断优化监测方案。图 4 为 5G

基站的运行和环境敏感监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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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5G 基站的运行和环境敏感监测

3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

3.1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为了全面、有效地管理 5G 基站的电磁辐射环境，制定

一套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其制度不仅能确保监测与管理工

作的顺利进行，还能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明确的解决方向和责

任划分。

①建立管理规章制度。第一，明确监测标准：规章制

度中应首先明确电磁辐射的监测标准，这些标准应基于国家

和行业的规定，确保监测工作的准确性和合规性。第二，规

定监测流程：详细规定电磁辐射环境的监测流程，包括监测

点位的选取、监测仪器的使用、数据的记录与分析等，以确

保每次监测都遵循统一的标准和程序。第三，设定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出现的电磁辐射超标等紧急情况，制定应急预案，

明确应对措施和责任人，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

②明确各部门职责。第一，监测部门：负责按照规章

制度进行定期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使用合规的监测仪器，

并确保仪器的定期校准和维护。及时上报监测数据，并对

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第二，管理部门：制定并监督

执行电磁辐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

确保信息的及时沟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定期组织培训和演

练，提高团队的应急响应能力。第三，技术部门：提供技术

支持，包括监测仪器的选型、校准和维护等。参与应急预

案的制定，提供技术建议和解决方案。负责 5G 基站的技术

升级和优化，以减少电磁辐射的影响。第四，安全部门：监

督电磁辐射环境的安全状况，确保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对

电磁辐射超标等紧急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理。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安全隐患。

③加强沟通与协作。规章制度还应强调各部门之间的

沟通与协作。通过定期的会议、报告和信息共享，确保各部

门能够及时了解电磁辐射环境的最新情况，共同应对可能出

现的问题。

3.2 加强宣传与教育
为了提高公众对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的认识并消除不

必要的恐慌情绪，开展科普讲座和宣传资料发放等活动是一

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讲座应围绕 5G 基站电磁辐射的基本知

识、国家标准、监测方法以及电磁辐射对健康的影响等方面

展开，确保内容科学、准确、客观。通过邀请电磁辐射领域

的专家学者或专业人士进行授课的方式，能提供权威的信息

和科学的解释，增强公众对讲座内容的信任度。选择交通便

利、容量适中的场地，如社区活动中心、图书馆等，并确保

讲座时间方便公众参加。以社区公告、网络平台、媒体等多

种渠道进行宣传推广，吸引更多公众参加讲座。

在宣传资料制作与发放过程中，应该制作简洁明了、

图文并茂的宣传资料，内容应包括 5G 基站电磁辐射的基本

知识、国家标准、监测数据等，以便公众随时查阅。通过社区、

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以及线上平台进行宣传资料的发放，

确保资料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众。随着 5G 技术的不断发展

和电磁辐射环境的监测数据更新，定期更新宣传资料，确保

其时效性和准确性。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可有效地提高公众

对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的认识，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并促进公众对 5G 技术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还有助于

建立一个更加开放、透明的沟通渠道，让公众更加信任政府

和企业的相关决策和措施。

3.3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为确保 5G 基站的建设与运行严格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最大限度地降低电磁辐射对环境和人体的潜在影响，必须采

取一系列全面且高效的管理策略。在进行 5G 基站的建设时，

需要严格参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移动通信基站

用地若干技术条件》等权威文件，确保每一项建设细节都符

合规定，绝不出现任何偏差。此外，还应遵循各大运营商如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制定的行业规范，以及各

地方政府关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在选址过程中，需要考虑建筑物的物理特性和位置优

势，以确保信号的稳定覆盖，还要精心计算基站间的距离，

防止信号干扰。这包括确保基站与其他通信设施，如电视塔、

机场等，保持合理的间距。在此基础上，应优先选用那些经

过验证的低辐射、高效率的设备，从而在源头上减少电磁辐

射的产生。充分利用尖端的信号处理技术，如波束赋形技术，

能够更为精确地调控电磁波的辐射方向和范围，进一步降低

对周边环境和人体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需要定期对 5G 基站进行电磁辐射环境监

测，确保其辐射水平始终在国家规定的标准之内。通过建立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数据库，可对监测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

从而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问题。并通过举办科普讲座、分

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增强公众对 5G 基站电磁辐射的了解，

消除他们的疑虑和恐慌。在基站周边设置醒目的标识和说明

牌，也是告知公众该区域电磁辐射情况的有效途径。

3.4 建立应急响应机制
针对可能出现的电磁辐射环境问题，制定一套科学且

实用的应急预案不仅是对公众健康负责，也是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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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措施。在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中，应急预

案的制定应细致入微，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

制定此管理方法的目标，是在电磁辐射环境问题突发

时，能做出迅速且有效的应对，从而最大程度地减轻或消除

对环境和人体的潜在影响。为实现这一目标，预案的制定必

须坚持科学性，确保所采取的措施基于严谨的科学依据；实

用性，确保预案在实际操作中切实可行；可操作性，确保各

项应急措施能够迅速执行；以及灵活性，以便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及时调整。

通过组建高效、专业的应急响应团队，负责在紧急情

况下的整体协调、现场指挥和具体处置工作。团队成员应涵

盖电磁辐射专家、环保部门专业人员以及通信运营商的代

表，以确保在应对电磁辐射环境问题时能够充分发挥各自领

域的专业优势，形成合力。通过明确清晰、高效的应急响应

流程。建立完善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基

站周边的电磁辐射水平，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触发预警

机制，并迅速通知应急响应团队。团队在接到预警后，需立

即进行初步的环境评估，判断可能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及

时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详细报告。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

启动应急预案。一旦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团队必须迅速按照

既定方案，有序组织人员、调配物资和设备，以进行及时有

效的应急处置。

为确保应急预案的顺利实施，强大的后勤保障必不可

少。这包括提前储备必要的专业人员、先进的监测设备以及

充足的防护用品等应急资源。在紧急情况发生时，这些资

源能够迅速调配到位，为应急处置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技术支

持。通过定期组织团队成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模拟演练，可提

高他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对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还能施展

模拟不断检验和完善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总而言之，制定一套科学、实用的应急预案，对于应

对可能出现的电磁辐射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明确目

标与原则、组建专业团队、确立高效流程、加强资源储备与

调配以及定期开展培训与演练等具体方法，能有效提升应对

电磁辐射环境问题的能力，从而有力保障公众健康与环境

安全。

4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通过对 5G 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和管理办法的探讨，旨在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随

着 5G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拓展，需对电磁辐射环

境影响进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以不断完善监测与管理办

法，确保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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