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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 

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常州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 

及代码 

I6312 

移动通信服务 

总投资 

(万元) 
/ 

其中：环保投资 

 (万元) 
/ 

建设规模 
设计规模 实际建设规模 

192 个 192 个 

可行性阶段环评报告表编制单位 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 

可行性阶段环评报告表审批部门、 

文号及时间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苏环辐（表）审[2016]254 号

2016 年 5 月 16 日 

1.1 工程概况： 

1.1.1 概述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是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在江苏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其前身为 1992 年成立的江苏省移动通信公司，隶属于原江苏省邮电管理局，1998

年从邮电系统剥离实行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重组并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上市十多年

以来，江苏移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机制、管理、服务、技术、业务等方面均取

得长足发展。目前 GSM 移动通信网技术成熟、结构合理、业务丰富，网络覆盖全省城

乡，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自动漫游。2013 年底，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获得 4G 运营

牌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4G 网络建设规划。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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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

发修订《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和《江

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的通知”等国家

和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规定，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

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取得省

环保厅批复（苏环辐（表）审[2016]254 号）；并根据《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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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申报细则》的要求向省市环保部门进行了基站申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委托江苏辐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国环评证乙字第 1995 号）承担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

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的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

委托后，江苏辐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资料核查、现场调查，并委托江苏省苏核辐射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典型基站进行了现场监测，在此基础上，编制本实际运行阶段环境

影响报告表。 

1.1.2 项目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

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可行性阶段环评共 192 个 TD-LTE 基站，实际建成 192 个基

站。基站总体分布情况详见表 1-1 和图 1-1。 

表 1-1  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分布数量统计表 

序号 区域 

建设规模（个） 实际运行阶段

建设规模占总

数百分比（%） 
可行性阶段环评 实际运行阶段环评 

1 钟楼区 23 23 12.0 

2 天宁区 15 15 7.8 

3 武进区 96 96 50.0 

4 新北区 43 43 22.4 

5 金坛区 7 7 3.6 

6 溧阳市 8 8 4.2 

合计 192 19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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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站分布数量统计图 

本工程采用楼顶塔架设天线的基站有 51 个，占基站总数的 26.6%，采用落地塔架设

天线的基站有 141 个，占基站总数的 73.4%。具体天线架设类型统计详见表 1-2。 

表 1-2 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基站天线架设类型统计表 

序号 天线架设类型 数量（个） 百分比（%） 

1 楼顶抱杆 10 5.2 

2 楼顶美化天线 28 14.6 

3 楼顶其他塔型 13 6.8 

4 落地塔 141 73.4 

合计 192 100 

经建设单位核查，本工程有 18 个基站位于生态红线区二级管控区内，具体情况见

表 1-3。 

表 1-3  生态红线区域内本项目基站一览表 

序号 区县 所属红线区域名称 基站数量（个） 

1 新北区 新孟河（新北区）清水通道维护区 5 

2 武进区 太湖（武进区）重要保护区 7 

3 武进区 滆湖（武进区）重要湿地 3 

4 溧阳市 溧阳南山水源涵养区 2 

5 金坛区 长荡湖重要渔业水域 1 

1.2 编制依据： 

1.2.1 环境保护相关法规、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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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15 年 1 月 1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家主席 77 号令，2003 年 9 月 1 日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 号令，1998 年 11 月 29 日施行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3 号，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5）《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局 18 号令，1997 年 1 月 27 日施行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2001]13 号令 

（7）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的通知，环办[2010]62 号文 

（8）《关于电磁辐射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家环保总局，环函

[2003]75 号 

（9）《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国家林业局第 32 号令，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0）《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修正）》1997 年 7 月 31 日施行 

（11）《江苏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 

（12）《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苏政发[2013]113 号，2013 年 8 月 30 日实

施 

（13）《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江苏省

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146 号公告，2008 年 3 月 22 日起施行 

1.2.2 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导则 

（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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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和标准》（HJ/T10.3-1996） 

（4）关于印发《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07〕

114 号 

（5）关于印发修订《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试行）》和《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

的通知，苏环办[2015]246 号 

（6）关于印发《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建设情况申报细则》的通知，苏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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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2016]10 号，2016 年 6 月 15 日实施 

1.3 评价范围及评价因子： 

评价范围：以发射天线地面投影为中心的半径 50m 范围内区域。 

评价因子：电磁辐射（功率密度，W/m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 

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表 

7 

 

表二、可行性阶段环评结论及批复要求 

2.1 可行性阶段环评结论与建议： 

 项目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

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拟在常州市 6 个区市建设 192 个 TD-LTE 基站。项目建

成后将促进中国移动 4G 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移动用户提供优质的通信网络，保障通信

质量，提高接通率。 

 产业政策相符性： 

本项目为信息产业类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11 年本）（修正）》中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规划相符性： 

根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第三篇第十章第一

节“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中关于信息服务业内容，本项目工程建设符合规划相关

要求。 

常州境内共 13 个类型 32 个生态红线区，建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在

基站选址时，禁止在《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划定的一级管控区内建设基站；

对于二级管控区尽可能避让，确须在内建设基站的，在基站建设过程中，需采取相应

的措施，满足相应功能区的二级管控要求，以免建设活动对生态红线区域主导生态功

能产生不良影响。 

 电磁环境质量现状：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现状的监测数据表明，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

工程所涉及的常州地区电磁环境现状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 

（1）电磁环境影响 

按照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

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技术参数，计算出基站天线的主瓣方向水平保护距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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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m，主瓣方向垂直保护距离最大为 12.5m（靠近天线端实际控制值按与天线水

平距离的一定角度（俯角+第一零深角）正切计算值控制，但不超过最大垂直保护距

离值）。 

在电磁辐射防护区外由本项目基站引起的电磁辐射小于 0.08W/m2 的要求，叠加区

域电磁环境质量现状最大值（5.4×10-3W/m2）后为 0.0854W/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要求。 

类比测量结果表明，本项目基站建成后，周围公众活动范围内能符合《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

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拟新建基站 192 个，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环境

保护有关要求，项目建设可行。 

建议： 

（1）当基站发射机最大控制发射功率、天线增益等参数发生重大变更，导致基站

等效辐射功率超出本次评价中最大等效辐射功率，应重新进行环评。 

（2）建设单位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使公众消除疑虑，使移动通信事

业得到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3）在风景名胜区或其他有较高景观环境要求的特殊区域内建设基站时，应注意

采用美化方式，使其建成后与周边景观环境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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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行性阶段环评批复要点： 

一、该工程为信息产业类的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建设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1 年本）》（修改）中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报告表》

评价结论，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后，该工程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我厅

同意你公司按《报告表》所确定的基站建设规模、总体布局及本批复要求建设南京等

13 个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工程具体构成及规模见《报

告表》），共建设 XXXX 个基站。建设情况分布如下： 

（一）南京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二）无锡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三）徐州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四）常州地区建设 192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五）苏州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六）南通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七）连云港地区建设 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八）淮安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九）盐城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十）扬州地区建设 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十一）镇江地区建设 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十二）泰州地区建设 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十三）宿迁地区建设 XXX 个 TD-LTE 移动通信基站。 

二、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你公司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

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优化基站选址，尽可能降低基站建设、运行对周边环境和公众的影响。 

（二）基站选址、建设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基站保护距离控制措施，确保每

个基站能满足水平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距离和当地规划的要求，基站保护距离内不得

建有环境敏感建筑物。 

（三）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电磁辐射水平应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并满足本项目单个基站对其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贡献值不超过 0.08W/m2 的管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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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站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凡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停止

建设或运行，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影响后评价等工作，采取改进措施、妥善

处置群众合理诉求，确保社会稳定。 

（五）做好基站建设信息的登记并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备。 

三、项目建成后，你公司应完善基站环保档案并建立数据库，及时编制实际运行

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审查批准后申请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

运行。 

四、项目建设规模、总体布局或环保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建设单位应重新报

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建设期间的现场监督管理由所在地省辖市环保局负责。你公司应在收到

本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评报告表分别送项目所在地省辖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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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评价适用标准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第 4.1 款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控制电场、磁场、电磁场所致公众曝

露，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场量参数的方均根值应满足表 1 要求，具

体见表 3-1。 

表 3-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MHz） 

电场强度 E 

（V/m） 

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 

Seq（W/m2） 

30～3000 12 0.4 

 

 

 

 

 

 

 

污 

染 

排 

放 

标 

准 

 

 

 

 

 

根据《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试行）第 5.3 款要求，单个移动通信基站功率密度贡献管理限值执行

0.08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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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工程变更及环境影响 

基站变更情况（基站搬迁、基站主要技术参数变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

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可行性阶段环评时及实际建设基站技术参数汇总表见表

4-1、表 4-2。 

表 4-1 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可行性阶段环评基站技术参数表 

序

号 
工作频段 

最大控制发

射功率 

（W/通道） 

通道数

（个/

扇区） 

天线增

益（dBi） 

垂直半

功率角

(°) 

水平半

功率角

(°) 

扇区数

（个） 

俯角

(°) 

1 1880~1900MHz 2.5 2 17 7 66 1~3 0~12 

2 2575~2635MHz 5 2 10 30 65 1~3 0~12 

3 1880~1900MHz 5 2 10 53 65 1~3 0~12 

4 2575~2635MHz 5 2 12 30 65 1~3 0~12 

5 1880~1900MHz 5 2 12 30 65 1~3 0~12 

6 1880~1900MHz 5 2 13.5 7 100 1~3 0~12 

7 2575~2635MHz 5 2 15 40 38 1~3 0~12 

8 1880~1900MHz 5 2 15 40 38 1~3 0~12 

9 1880~1900MHz 5 2 17 7 66 1~3 0~12 

10 1880~1900MHz 2.5 8 14 7 100 1~3 0~12 

11 2575~2635MHz 2.5 8 15.8 5 65 1~3 0~12 

12 1880~1900MHz 2.5 8 17 4.5 75 1~3 0~12 

13 2575~2635MHz 10 2 10 30 65 1~3 0~12 

14 1880~1900MHz 10 2 10 53 65 1~3 0~12 

15 2575~2635MHz 10 2 12 30 65 1~3 0~12 

16 1880~1900MHz 10 2 12 30 65 1~3 0~12 

17 1880~1900MHz 10 2 13.5 7 100 1~3 0~12 

18 1880~1900MHz 10 2 14.5 14 65 1~3 0~12 

19 2575~2635MHz 10 2 15 9 65 1~3 0~12 

20 2575~2635MHz 10 2 15 40 38 1~3 0~12 

21 1880~1900MHz 10 2 15 40 38 1~3 0~12 

22 2575~2635MHz 10 2 16 5 65 1~3 0~12 

23 1880~1900MHz 10 2 17 7 66 1~3 0~12 

24 2575~2635MHz 10 2 17.5 5.5 62 1~3 0~12 

25 1880~1900MHz 10 2 17.5 6.5 66 1~3 0~12 

26 2575~2635MHz 10 2 18.2 4.8 60 1~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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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880~1900MHz 10 2 20 6.5 33 1~3 0~12 

28 2575~2635MHz 10 2 20.5 5 27 1~3 0~12 

29 1880~1900MHz 15 2 14.5 14 65 1~3 0~12 

30 2575~2635MHz 15 2 15 9 65 1~3 0~12 

31 1880~1900MHz 20 2 10 53 65 1~3 0~12 

32 1880~1900MHz 20 2 12 30 65 1~3 0~12 

33 2575~2635MHz 20 2 12 30 65 1~3 0~12 

34 1880~1900MHz 20 2 13.5 7 100 1~3 0~12 

35 2575~2635MHz 20 2 15 40 38 1~3 0~12 

36 1880~1900MHz 20 2 15 40 38 1~3 0~12 

37 2575~2635MHz 20 2 16 5 65 1~3 0~12 

38 1880~1900MHz 20 2 17 7 66 1~3 0~12 

39 2575~2635MHz 20 2 17.5 5.5 62 1~3 0~12 

40 1880~1900MHz 20 2 17.5 6.5 66 1~3 0~12 

41 2575~2635MHz 20 2 18.2 4.8 60 1~3 0~12 

42 1880~1900MHz 20 2 20 6.5 33 1~3 0~12 

43 2575~2635MHz 20 2 20.5 5 27 1~3 0~12 

44 1880~1900MHz 5 8 14 7 100 1~3 0~12 

45 2575~2635MHz 5 8 15.8 5 65 1~3 0~12 

46 1880~1900MHz 5 8 17 4.5 75 1~3 0~12 

47 1880~1900MHz 5 8 14 5 100 1~3 0~12 

48 2575~2635MHz 5 8 15.5 5 65 1~3 0~12 

表 4-2 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实际建设基站技术参数表 

序

号 
工作频段 

最大控制

发射功率    

(W/通道) 

通道

数(个/

扇区) 

扇区数

（个） 

天线 

增益

（dBi） 

天线俯角(°) 

垂直半

功率角

(°) 

水平半

功率角

(°) 

1 1880~1900 2.5 8 2~3 14 2~3、5、8 7 100 

2 1880~1900 5 8 3 14 4~6、10 7 100 

3 1880~1900 10 2 3 14.5 3、4、6 14 65 

4 1880~1900 10 2 3 15 3、6 40 38 

5 2575~2635 2.5 8 2~3 15.8 2~12 5 65 

6 2575~2635 5 8 2~3 15.5 3~5、9 5 65 

7 2575~2635 10 2 3 15 3、5~6、10 40 38 

8 2575~2635 10 2 3 16 2 5 65 

9 2575~2635 20 2 2~3 15 5~8 40 38 

10 2575~2635 20 2 2 18.2 6~8 4.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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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建成基站技术参数与可研环评时技术参数对比情况见下表 4-3。 

表 4-3 常州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工程实际建设与可研环评基站技术参数对比表 

技术参数 可行性阶段环评 实际运行阶段环评 

载频（个/扇区） 1 1 

最大实际控制发射功率（W/

通道） 
2.5、5、10、20 2.5、5、10、20 

通道数（个/扇区） 2、8 2、8 

天线高度（m） / 8~68 

天线俯角（°） 0~12 3~12 

垂直/水平半功率角（°） 

30/65、7/66、53/65、7/100、

40/38、5/65、4.5/75、14/65、

9/65、5.5/62、6.5/66、4.8/60、

6.5/33、5/27、5/100 

7/100、14/65、40/38、5/65、

4.8/60 

扇区数（个） 1~3 2~3 

从表 4-1~4-3 来看，本项目实际建设基站参数组合共 10 种，分别对应表 4-1 中 10#、

44#、18#、21#、11#、48#、20#、22#、35#、41#的相关参数。 

此外技术参数中的扇区数、天线俯角、垂直/水平半功率角在可行性阶段环评参数

范围内，载频数、最大实际控制发射功率、通道数等参数与可行性阶段环评参数一致。 

综上所述，工程实际建设基站的技术参数均在可行性阶段环评参数范围内。 

环境影响评价 

江苏移动常州地区 4G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 192个基站技术

参数基本相似，根据基站的功率、天线增益、垂直半功率角、天馈损耗等不同进行

分类，本项目基站分类情况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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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本项目基站分类汇总表 

基站类型 
机顶输出功率 

（W/扇区） 
天线增益（dBi） 

天线垂直半功率

角（°） 
天馈损耗（dB） 

C1  

10×2、2.5×8 

14 7 1.0 

C2 15.8 5 1.0 

C9 14.5 14 1.0 

C11 15 40 1.0 

C13 16 5 1.0 

E5 

20×2、5×8 

15 40 1.0 

E11 18.2 4.8 1.0 

E14 14 7 1.0 

E18 15.5 5 1.0 

由上表可见，本项目各基站实际运行情况均在可行性阶段环评文件中的技术参

数范围内进行建设，环境影响在可行性阶段环评预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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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核查与监测 

5.1 工作方法 

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流程见图 5-1。 

1 实际运行阶段环评委托文件

2 可行性阶段环评及批复文件

资料收集

 1 实际建设地址（纸质及电子版）

 2 技术参数表（纸质及电子版）

 3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4 图片资料（电子版）

核查

 停止运行，进行整改

     编制实际运行阶段环评文件

现场监测

监测不达标

整
改
后

监
测
达
标
、
保
护
距
离
满
足
要
求

不满足要求
保
护
距
离
满
足
要
求

 编制监测报告

限期拆除

未完成整改

 

图 5-1 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流程 

5.1.1 核查 

建设单位根据基站建设情况编制完成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技术参数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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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环评单位对上述材料进行核查，核实项目建设规模、总体布局及技术参数等实

际建设情况，以及各基站保护距离满足情况。 

5.1.2 监测 

参照《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

要求，本次评价典型基站选取原则如下： 

①通过资料核查无法从图片资料中判别是否满足保护距离要求的基站 

②覆盖基站所有的分类 

③优先选取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基站 

④覆盖主要的天线架设类型，优先选取楼顶塔 

⑤现场监测基站不少于基站总数的 30%   

通过核查和现场监测，给出本项目基站是否能够满足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批复中提出的保护距离要求，基站周围电磁环境能否满足相关限值要求的结论。 

5.2 工作内容 

本次实际运行阶段环评对全部 192 个基站进行了资料核查，并选取了 58 个基站进

行现场监测。具体工作内容见表 5-1。 

表 5-1  本次实际运行阶段环评工作内容汇总表 

工作方法 基站数量（个） 工作内容 

资料核查 192 
核实项目建设规模、总体布局及技术参数等实际建设情

况，以及各基站保护距离满足情况 

现场监测 58 
对基站周围电磁环境进行现场监测，并现场核实基站保

护距离满足情况 

5.2.1 资料核查 

根据《江苏省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实际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规范（试行）》

的要求，对建设单位提供的本期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技术参数表、图片资料进

行核查，基站技术参数表示意见表 5-2，图片资料示意见图 5-2。 

本次评价核查结果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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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基站技术参数表示意 

序

号 

所属 

区域 

基站

名称 
基站编号 

经纬度 
最大实

际控制

发射功

率(W/通

道)  

通道

数

（个/

扇

区） 

天线 

高度

(m) 

天线

相对

高度

(m) 

天线

增益

(dBi) 

天线

俯角

(度) 

垂直

半功

率角

(度) 

水平

半功

率角

(度) 

天线方位

角(度) 
基站地址 

天线

架设

类型 

保护距离

（m） 

是否

满足

保护

距离

要求 

建成时间 

经度 纬度 水平 垂直 

182 
金坛

区 

西王

口 
YDL162D0182 119.589489 31.603903 2.5 8 35 / 15.8 2/2/2 5 65 0/120/240 

常州市金坛

区儒林镇西

王口村 

落地 

景观

塔 

25 1.5 是 
2016 年 

6 月 30 日 

 

图 5-2 基站图片资料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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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本次实际运行阶段环评资料核查结果 

核查资料 工作内容 核查结果 

技术参数表 

建设规模是否超出 未超出可研环评建设规模数量 

区县规模是否超出 在可研环评范围内 

参数范围是否超出 在可研环评范围内 

基站地址是否明确 明确 

图片档案 

与技术参数表内容是否一致 一致 

基站照片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 

保护目标是否满足相关保护

距离要求 

171 个基站满足，21 个无法直接判定，

经现场检查核实能满足保护距离要求 

5.2.2 现场监测 

5.2.2.1 典型基站选取 

在每个类别中分别抽取部分基站，并重点选取位于环境敏感区的基站进行现场监

测；本次抽取的现场监测基站已涵盖了无法通过图片资料判断是否满足保护距离的基

站。典型基站选取情况见表 5-4。 

表 5-4  常州地区基站分类及典型基站选取汇总表 

基站 

类型 

最大控制

发射功率

(W/通道) 

通道数

(个/扇区) 
天线增益（dBi） 

天线垂直

半功率角

（°） 

天馈损耗

（dB） 
基站个数 

典型基站

选取个数 

典型基站

所占比例 

C1  2.5 8 14 7 1.0 15 8 53.3% 

C2 2.5 8 15.8 5 1.0 111 24 21.6% 

C9 10 2 14.5 14 1.0 4 4 100% 

C11 10 2 15 40 1.0 10 6 60% 

C13 10 2 16 5 1.0 2 2 100% 

E5 20 2 15 40 1.0 5 1 20% 

E11 20 2 18.2 4.8 1.0 4 3 75% 

E14 5 8 14 7 1.0 14 1 7.1% 

E18 5 8 15.5 5 1.0 27 9 33.1% 

5.2.2.2 监测仪器、工况、时间及天气 

本次评价委托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监测期间各典型基站正常

运行，环境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全过程执行质量保证体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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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监测仪器主要参数汇总表 

 

型号 NBM-550 型 

探头型号 EF0391 

生产厂家 德国 Narda 公司 

仪器编号及检定有效期 
B-0376/A-0735 

（检定有效期：2015-12-31~2016-12-30） 

量程 （0.2~320）V/m 

频带宽度 （0.1~3000）MHz 

检测下限 0.2V/m（1.1×10-4W/m2） 

仪器灵敏度 0.1V/m（2.7×10-5W/m2） 

表 5-6  监测时段温湿度情况统计表 

监测日期 温度(°C) 湿度(%) 

2016/10/31 7~12 43~56 

2016/11/1 9~15 46~63 

2016/11/2 12~13 56~64 

2016/11/3 12~18 42~56 

2016/11/4 11~19 46~57 

2016/11/7 9~16 41~59 

2016/11/8 7~14 43~61 

2016/11/9 10~18 45~54 

2016/11/10 8~16 42~57 

2016/11/11 7~14 48~56 

2016/12/24 3~7 42~58 

5.4.3 评价方法 

通过对典型基站周围电磁环境现场监测，评价其周围公众可达区域内电磁环境质

量是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

求；分析是否满足本项目单个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贡献值不超过 0.08 

W/m2 的管理限值要求。 

通过对典型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现场核查，判断其是否满足保护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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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典型基站周围电磁环境现场监测结果 

现场监测的 58 个典型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功率密度为（<1.1×10-4~4.8×10-2）

W/m2，最大值 4.8×10-2W/m2 出现在火车站北广场东搬迁基站所在楼顶平台，该基站为

楼顶美化天线，测点处于基站所在楼顶平台西北扇区天线南侧，测点距天线落差小，

水平距离近，相比于其他基站测值略高，总体上满足限值要求。电磁辐射实测最大值

满足单个基站对其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贡献值小于 0.08W/m2的管理

限值要求。监测结果表明所有典型基站周围电磁辐射均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对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同时满足单个基站对其周围环

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贡献值小于满足 0.08W/m2 的管理限值要求。 

5.5 非典型基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除现场监测典型基站外的 134 个基站设备类型，技术参数与典型基站类似，基站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相应保护距离要求。因此，该 134 个基站对其周围环境保护目

标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贡献值小于 0.08W/m2的管理限值要求，基站周围公众可达区域

电磁环境功率密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对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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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环境保护措施及可行性阶段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6.1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6.1.1 管理措施 

（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制定了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并安排专人全面负责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安全管理。同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电磁

辐射基础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学习、培训和考核。 

（2）本项目各基站技术参数均在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评价参数范围内。 

（3）采用楼顶抱杆、美化天线或其他楼顶塔方式架设天线的建筑物楼顶，加强

通往该楼顶的通道管理，防止无关人员的随意进入和长时间的逗留。楼顶通道管理照

片示意见图 6-1。 

   

图 6-1 楼顶通道管理照片示意（邹区灯具城基站） 

6.1.2 技术措施 

在本项目基站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

有限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减缓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磁辐射影响。 

（1）各基站天线架设确保周围环境保护目标能够满足水平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

距离的要求。 

（2）针对存在人员活动的基站所在楼楼顶或基站周围建筑物楼顶，适当增加天

线挂高，避免公众进入基站电磁辐射防护区内，受到不必要的辐射影响。 

（3）本项目有 18 个基站位于《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的二级管控区内，

施工期间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严格限制施工区域，符合二级管控区的管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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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落地塔基站建成后，植被恢复良好。 

位于二级管控区基站见表 6-1。 

表 6-1  生态红线区域内本项目基站一览表 

序

号 
区县 基站名称 

所属红线区域名

称 
主导生态功能 

管控

级别 

天线架设 

类型 

1 新北区 西夏墅电信 

新孟河（新北区）

清水通道维护区 

水源水质保护 二级 落地角钢塔 

2 新北区 九里* 水源水质保护 二级 楼顶抱杆 

3 新北区 小河 水源水质保护 二级 落地角钢塔 

4 新北区 罗溪 2 水源水质保护 二级 落地单管塔 

5 新北区 西夏墅北 水源水质保护 二级 落地单管塔 

6 武进区 潘家嬉戏谷 2* 

太湖（武进区）

重要保护区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楼顶抱杆 

7 武进区 潘家嬉戏谷 3*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 H 杆 

8 武进区 嬉戏谷联通*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 H 杆 

9 武进区 潘家西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单管塔 

10 武进区 竺山湖小镇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11 武进区 竺山湖水文站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12 武进区 嬉戏谷电信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 H 杆 

13 武进区 滆湖大桥 
滆湖（武进区）

重要湿地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14 武进区 滆湖大桥服务区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15 武进区 花博园科技馆 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16 溧阳市 石岩里 溧阳南山水源涵

养区 
水源涵养 

二级 落地角钢塔 

17 溧阳市 南山竹海 二级 落地角钢塔 

18 金坛区 西王口 
长荡湖重要渔业

水域 
渔业资源保护 二级 落地景观塔 

注：*为本次评价现场监测基站 

6.2 可行性阶段环评文件及批复落实情况 

本项目可行性阶段环评文件及批复（江苏省环保厅《关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

有限公司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可行性

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苏环辐（表）审[2016]254 号）对本项目基站建设提出

若干要求，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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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本项目可行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要求 落实情况 

1 
优化基站选址，尽可能降低基站建设、运行

对周围环境和公众的影响。 

建设单位已优化基站选址，尽可能降低

基站建设、运行对周围环境和公众的影

响。 

2 

基站选址、建设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基

站保护距离控制措施，确保每个基站能满足

水平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距离和当地规划的

要求，基站保护距离范围内不得建有环境敏

感建筑物。 

根据资料核查和现场调查，本项目所有

基站均能满足《报告表》中提出的水平

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距离的要求。 

3 

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区域的电磁辐射水平

应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并满

足本项目单个基站对其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

电磁辐射贡献值不超过 0.08W/m2的管理限值

要求。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本项目基站对周围

环境保护区域的电磁环境影响能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对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

及单个基站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

磁辐射贡献管理限值 0.08 W/m2 的要

求。 

4 

基站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凡引发社会稳定风

险的，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停止建设或运行，

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环境影响后评价等

工作，采取改进措施、妥善处置群众合理诉

求，确保社会稳定。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没有引发社会不稳

定事件。 

5 
做好基站建设信息的登记并及时向环保部门

报备。 

建设单位已完善基站建设信息的登记

并向环保部门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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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结论与建议 

结论： 

（1） 工程概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

备工程可行性阶段环评共 192 个 TD-LTE 基站，实际建成 192 个基站，并提交了基站

技术参数表和周围环境图片资料。本报告表对上述 192 个基站开展实际运行阶段环境

影响评价。 

（2） 环保手续履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

备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建设项目已通过可行性阶段环评审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按照本项目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各项要求进行基站建设，建

立有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并安排专人负责基站电磁辐射安全管理，从管理上保证

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 

（3） 核查及监测结果： 

本次评价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基站技术参数表、图片资料和报备材料进行核查，项

目建设规模、总体布局、技术参数等实际建设情况基本与可行性阶段环评相符，通过

资料核查并结合现场监测，各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相应保护距离的要求。 

本次评价选取了 58 个典型基站进行现场监测，各典型基站周围电磁环境功率密度

监测结果为（<1.1×10-4~4.8×10-2）W/m2，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同时满足单个基站对其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电

磁辐射功率密度贡献值小于 0.08W/m2 的管理限值要求。 

除现场监测典型基站外的 134 个基站设备类型，技术参数与典型基站类似，基站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相应保护距离要求。因此，该 134 个基站对其周围环境保护目

标的电磁辐射功率密度贡献值小于 0.08W/m2的管理限值要求，基站周围公众可达区域

电磁环境功率密度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对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0.4W/m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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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论：从环保角度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地区 4G 网络三期

二阶段网络优化无线主设备工程共建设 192 个 TD-LTE 基站，项目建设规模和技术参

数均在可行性阶段环评范围内，基站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满足水平或垂直保护距离，周

围公众活动区域电磁环境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及单个基站贡献管理限值要求，且已

落实了可行性阶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本期工程基站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建议： 

（1）加强基站运行期日常管理与环境监测。 

（2）加大宣传力度，采用多种媒介、多种形式宣传移动通信技术和环境保护科普

知识，使公众消除疑虑，使移动事业得到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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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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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