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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对电磁辐射实行有效环境管理,提高 -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可操作性,制定本导

则/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北方交通大学0电子部第十设计院等单位编制/
本导则主要起草人1蒋忠涌0 叶宗林 0赵亚民/
本导则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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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局>CCDE?FE>?批准 >CCDE?FE>?实施

> 总则

>@> 本导则是依据 G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HIJKLM国环字第 NNO号P以及 G电磁辐射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H制定的Q
>@R 本导则适用于一切电磁辐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Q对于特殊的电磁辐射项目S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编写可以与本导则不同S但应加以说明Q
>@A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分为初步评价和最终评价Q初步评价应在获得环境保护部门颁发的项目规

划建设许可文件 J证M后进行Q最终评价一般应于项目 J或分阶段M竣工验收前进行Q属需填报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只需在运行前填报一次报告表Q
>@T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报告书是一个独立的U完整的U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技术文件S须由持有电磁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项证书的单位和有资格人员编写Q
>@F 本导则所称电磁辐射限于非电离辐射Q

R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主要章节和内容

R@> 评价依据

此部分要给出项目建议书S区域规划批准文件S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委托文件及评价标准等Q
R@R 评价对象说明

说明项目的名称U性质U辐射频率U功率及性质U运行状态等Q
R@A 环境描述

描述项目所在位置 J附图M及其周围居民分布U建筑布局U土地利用情况以及发展规划U敏感对

象分布和特征等Q
R@T 电磁辐射背景值现状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现有及计划建设的电磁辐射发射设备S也包括实际测量出的电磁辐射水平分布情况Q
R@F 模拟类比测量

模拟本项目电磁设备的正常工作或利用类似本项目电磁设备规模U性质U功率U辐射频率U使用

条件的其他已营运设备进行电磁环境辐射强度的实际测量S用于预测本项目建成后电磁环境变化的定

量数据Q
R@D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应对公众受到电磁辐射的水平和家用电器及其他敏感设备受到的影响两方面进行计

算和分析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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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治措施描述

防治污染措施包括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和上岗人员素质三个方面的描述%
!"& 代价利益分析

说明建设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论述项目

的建设和运行所付出的代价%
!"’ 结论

全面分析后(给出评价结论%结论部分可包括问题和对策%

) 评价范围和方法

)"* 评价范围

)"*"* 功率+,--./ 的发射设备

以发射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0.1范围全面评价(如辐射场强最大处的地点超过 0.1(则应在选

定方向评价到最大场强处和低于标准限值处%
)"*"! 其他陆地发射设备

评 价范围为以天线为中心2发射机功率 3+0--./ 时(其半径为 0.14发射机功率 350--./
时(半径为 -"6.1%

对于有方向性天线(按天线辐射主瓣的半功率角内评价到 -"6.1(如高层建筑的部分楼层进入天

线辐射主瓣的半功率角以内时(应选择不同高度对该楼层进行室内或室外的场强测量%
)"*") 工业$科学研究$医疗电磁辐射设备(如高频热合机$高频淬火炉$热疗机等评价范围为2以

设备为中心的 ,6-1%
)"*"7 对高压输电线路和电气化铁道

评价范围以有代表性为准(对具体线路作具体分析而定%
)"*"8 对可移动式电磁辐射设备

一般按移动设备载体的移动范围确定评价范围%对于陆上可移动设备(如可能进入人口稠密区的(
应考虑对载体外公众的影响%
)"! 评价方法

)"!"* 说明或描述

对于评价依据(项目说明(环境描述(结论章节(可以采用说明或描述方式编制%
)"!"! 项目建设之前背景值以及建成后的实际影响应采用现场测量办法取得真实数据%现场测量(应

按 9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0-",@0AABC推荐的方法进行%采用 <=>?0-",@0AAB未提供

的测量方法时(在报告书中应对所用方法的可靠性进行说明%
)"!") 模式计算

对公众和仪器设备的影响需要了解电磁辐射场的分布%
对电磁辐射场的分布可以采用经过考证过的数学模式进行计算%对所采用的计算公式和参数要在

报告书中给出%
)"!"7 模拟类比测量

应说明模拟或类比的电磁辐射设备概况(测量地点和条件$测点分布$使用仪表$测量方法$数

据处理和统计$测量结果及分析%
)"!"8 公众受照评估

对于公众受照评估分受照个体剂量估算和群体剂量评估%
对于公众个人剂量估算(要给出最大受照个体剂量%
对于群体受照剂量评估要给出人口与受照射剂量的分布关系%

)"!"D 对仪器设备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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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仪器设备受到电磁辐射的影响主要根据计算分析和实际调查!评价要给出受影响设备种类"严

重程度和距离范围!

# 评价标准

#$% 公众总的受照射剂量

公众总的受照射剂量包括各种电磁辐射对其影响的总和&即包括拟建设施可能或已经造成的影响&
还要包括已有背 景 电 磁 辐 射 的 影 响!总 的 受 照 射 剂 量 限 值 不 应 大 于 国 家 标 准 ’电 磁 辐 射 防 护 规 定(
)*+,-./0,,1的要求!
#$2 单个项目的影响

为使公众受到总照射剂量小于 *+,-./0,,的规定值&对单个项目的影响必须限制在 *+,-./0
,,限值的若干分之一!在评价时&对于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审批的大型项目可取 *+,-./0,,中场

强限值的 345 /&或功率密度限值的 45/!其他项目则取场强限值的 345 6&或功率密度限值的 456
作为评价标准!
#$7 行业标准的考虑

国内在电磁辐射领域颁布有许多行业标准&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时&有时需要与这些行业标准

比较!如不能满足有关行业标准时&在报告书中要论证其超过行业标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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