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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辐射防护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

本次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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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在符合《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1151—2020）的基础上，

规定了 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的监测仪器、监测工况及 5G 终端设备、监测布点和质量保证。

本文件适用于浙江省范围内的 5G 移动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对其他网络制式的移动通信

基站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HJ1151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遮挡物 screen

所有能对电磁波产生反射、吸收和抵消等作用的物体。

3.2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最大区域 areas with the greatest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通过理论预测计算出在理想条件下，基站发射天线产生的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最大区域。

4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在满足 HJ1151-2020 中 3.2 监测仪器的相关要求前提下，应满足以下规定：

4.1 探头（天线）

监测仪器应使用三维全向电场探头（天线），探头（天线）监测频率应覆盖 700MHz～5000MHz 频率

范围。

4.2 监测频率

监测频率范围应覆盖基站天线所有下行频段，监测频率选定为 700MHz～5000MHz，并根据监测目的

选择相应频率进行监测数据的读取和评价。

4.3 分辨率带宽

监测仪器分辨率带宽档位应设置在 100kHz～1MHz 范围内，一般选定为 500kHz，且应满足数据采集

取样率不小于 1 次/秒。

4.4 量程

监测仪器量程档位应选定在 50µW/cm
2
～250µW/cm

2
范围内，在仪器不过载的前提下应尽量选择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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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档位。

5 监测工况及 5G 终端设备

5.1 监测工况

监测时应统一执行数据传输应用场景，推荐在 6 分钟监测时间内，5G 终端下载 3GB 以上的测试数

据包。

若在监测时间 6 分钟内，5G 终端下载的数据流量无法达到 3GB，应在原始记录中记录 5G 终端实际

流量使用情况。

5.2 5G 终端设备

监测时，5G 终端设备距地面（或立足平面）高度应与监测仪器探头（天线）距地面（或立足平面）

高度一致，5G 终端设备统一放置在监测仪器探头（天线）与被测基站天线之间，探头（天线）尖端与 5G

终端设备之间距离与监测点位到基站天线水平距离相关：

a）当监测点位到基站天线水平距离 30m 以下时，探头（天线）尖端距离 5G 终端设备应当保持在

1m；

b）当监测点位到基站天线水平距离 30m～70m 时，探头（天线）尖端距离 5G 终端设备应当保持

在 2m；

c）当监测点位到基站天线水平距离 70m 以上时，探头（天线）尖端距离 5G 终端设备应当保持在

3m。

6 监测布点

6.1 布点原则

当被测基站有多个发射天线时，可选择监测条件较好的一个或多个天线扇区分别开展监测。

监测点位应布设在公众日常生活或工作可到达的区域，在此前提下监测点位应至少包含电磁辐射环

境敏感目标和被测基站天线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理论最大区域。

6.2 环境敏感目标监测

对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开展监测时，应满足 HJ1151 中监测布点的相关要求，监测点位布设原则

如下：

a）监测点位布设在距离被测基站天线水平距离最近的环境敏感目标处；

b）监测点位布设在环境敏感目标最靠近被测天线一侧，优先考虑在监测点位与被测基站天线之间

无遮挡物处布点；

c）当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为多层建筑时，应至少选择两处代表性楼层分别布点。

若因基站周围无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或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不具备监测条件等原因未布设电

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监测点位时，须备注说明。

6.3 电磁辐射影响最大区域监测

对被测基站天线电磁辐射影响最大区域开展监测时，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如下：

a）监测点位应布设在地面、楼顶平台或露台等空旷处，且应满足监测点位与被测基站天线之间无

遮挡物；

b）当被测基站天线距离监测点位相对高度差在 30m 以上时，监测点位布设在距离基站天线水平距

离 70m-100m（相对高度差越大则水平距离越远）范围内；

c）当被测基站天线距离监测点位相对高度差在 10m～30m 范围时，监测点位布设在距离基站天线水

平距离 30m～70m（相对高度差越大则水平距离越远）范围内；

d）当被测基站天线距离监测点位相对高度差在 10m 以下时，监测点位布设在距离基站天线水平距

离 10m～30m（相对高度差越大则水平距离越远）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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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满足上述条件前提下，监测点位应优先布设在距离被测基站天线直线距离最近处。

若监测点位与被测基站天线间存在遮挡物时，须备注说明，并适当增加监测点位数量。

7 质量保证

监测机构的管理和技术能力应满足相关技术规范。

在现场监测时，应拍摄并保存照片，照片须同时体现监测人员、监测仪器和被测基站天线。

若现场无法拍摄到被测基站天线时，应进行说明，并清晰体现被测基站周围环境情况。

监测时须及时记录监测数据，包括监测结束时的监测频谱图和监测数据电子记录，保证记录信息的

充分性、原始性和规范性，能够再现监测全过程。

监测结果单位为µW/cm
2
，并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每次监测都须保存监测频谱图，监测频谱图须包含以下要素：监测点位经纬度信息、监测时间、监

测频率范围、结果类型、量程、分辨率带宽。

所有对记录的更改（包括电子记录）实现全程留痕。

监测人员一般应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经培训考核合格后

方可从事监测工作。

监测委托文件、原始记录及报告审核记录等，应与监测报告及附件、电子记录等存档材料一起归档，

监测活动中由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谱图，应以纸质或电子介质形式完整保存，电子介质储存的记

录应采取适当措施备份保存，保证可追溯和可读取，以防记录丢失、失效或篡改。

档案保存期限应满足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监测原始记录、报告、证书的保存期限通常不少于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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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流程

监测准备工作：

资料收集：收集被测 5G 移动通信基站相关资料。

监测仪器和人员准备：符合监测要求的人员和仪器（包括监测辅助仪器）。

现场踏勘：

信息核实：根据收集的相关资料核实被测基站名称、经纬度坐标、发射频率等信息。

确认工况：通过 5G终端信号、监测仪器频谱图等工具确认被测基站工况。

选择监测点位：重点调查以基站发射天线地面投影点为圆心，半径 100m 为地面的圆柱体空

间范围内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根据被测基站周围环境条件周围选择满足监测布点要求的监

测点位。

信息是否与资料相

符，工况是否正常。

与运营商核实原因，并

判断是否具备监测条

件。

开展监测：

按 HJ1151 及本标准要求架设并设置好监测相关仪器、设备，监测过程中应避免或尽量减少

周边偶发的其他电磁辐射源的干扰。

监测记录：

按 HJ1151 附录 A要求分别填写现场监测记录表（一）、（二）、（三）。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应完整填写表格中所有信息，监测点位示意图应显示被测基站周围

100m 范围内的所有环境敏感目标，同时标注被测基站所有发射天线的位置及高度。

监测记录表（二）应备注监测时间 6 分钟内 5G 终端流量使用情况，应对被测基站所有发射

天线（包括 5G 基站天线和非 5G基站天线）发射频率范围內的功率密度进行积分并记录，同

时使用 GB8702 中的Σ公式进行计算并给出计算结果。

监测记录表（三）应给出每次监测的频谱分布图，频谱分布图显示信息应满足本标准要求，

同时在频谱图上显示 GB8702 限值曲线。

数据处理及质量保证：

监测质量保证应满足 HJ1151 及本标准相关规定，监测报告中最终显示的监测数据应按本标

准要求进行数据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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