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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it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support China’s economy and people’s basic life. In the process of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power industry,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regional economy,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have been started successively, the structure of high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has been further optimized, and the 
reliability of power supply has been steadily improv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ompletion of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it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especially the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deeply discuss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or the deficiencies, so as to minimize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power transmission and transform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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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的不足与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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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是支撑中国经济和民众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国家电力事业稳步发展的进程中，为了让区域经济的发展需求得以满
足，输变电项目陆续开工建设，高压配网结构进一步优化，稳步提升了供电可靠性。输变电项目建设中以及建成后会对周
边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电磁环境影响。基于此，论文从输变电项目的电磁环境特征入手，深入探讨输变电项目电
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相对应的解决建议，从而尽量降低输变电建设项目对环境造成的不利
影响，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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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用电需求明显提升，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生产生活与学习等方面均离不开电力

资源的支持。近些年，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大面积展开，给

社会群众的用电需求提供了资源保障，输变电项目的建设跨

度明显拓宽，但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应重视电磁辐射

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落实好相应的评价工作，确保输变电项

目电磁辐射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2 项目概述

为将供电容载比进一步提高，将区域供电矛盾适当

缓解，迎合辖区范围内新建项目的基本用电需求，应重

视供电稳定度和可靠性的提高方案，根据具体需要在某市

新建 110kV 输变电项目。在本项目中，建设规模为主变

2×80MVA 同塔双回，设备安装方式是全户内，GIS 设备，

评价规模为主变 2×80MVA 同塔双回。

3 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特征

3.1 环境影响因子
在选择环境影响评价因子时，需要考虑项目的实际情

况，要精准分析潜在环境影响 [1]。输变电设施中的电荷会产

生相应的电场，运动电荷则是产生对应的磁场。带电导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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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荷分布呈现出不均匀的特征，所以使得局部电荷密度表现

为过大的趋势，电场强度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电晕，进而产

生无线电干扰。根据相应的要求分析，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因

子包括工频磁场、工频电场以及无线电干扰。

3.2 输电线路

3.2.1 工频电场
工频电场强度和排列方式以及电压等级等多个因素存

在密切关系，在实际考量的过程中，要详细分析工频电场强

度分布情况，应尽可能地采取合理化手段，将实际的影响降

至最低。分析工频电场的特征，包括场强最大值出现在边导

线外不远处，伴随着线路距离的增加而呈现降低趋势。此外，

空间任意一点场强大小和方向都会随着时间发生明显的周

期性变化。

3.2.2 工频磁场
输变电线路的工频磁场强度和布置方式以及电流大小

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主要特征表现为强度伴随着线路距离

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不会因为物体而发生明显的畸变。

3.2.3 无线电干扰
输变电线路的无线电干扰主要是在电晕放电过程中出

现，气候和环境等均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干扰水平存在明

显差异。主要特征为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发生明显改变，如高

度增加 300 米，干扰值会增加 1db（μV·m-1）。

类比监测电磁场测试路径见图 1。

图 1 类比监测电磁场测试路径

3.3 变电站

3.3.1 工频电场
变电站围墙外的电场水平值得关注，主要是由最低

距离和围墙高度等相关因素决定。根据相应的实践证实，

110kV 户外布置式变电站工频电场重点是由高压架空进出线

路产生，在架空进线下方局部区域中，最大值在 0.5kV·m-1。

3.3.2 工频磁场
和电场存在相似之处，变电站围墙外工频磁场的强度

较小。比如 110kV 户外式变电站中，即使是满负荷运行，

围墙周边的工频磁场强度也是在 3μT 之下，即便是存在较

高磁场，也是通过架空进线呈现出来。

3.3.3 无线电干扰
无线电干扰可以通过居民接收无线电信号的实际情况

加以分析，这是一项基础的评价指标 [2]。

4 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的
不足

4.1 缺乏针对性的评价标准
输变电项目中，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离不开相应的评价

标准，以此才能更好地规范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具体模

式，让相应的结果符合实际情况。根据现实情况分析，不同

电压等级的输变电设施执行的评价标准体现出一致性，比如

低电压等级输变电设施电磁场强度也是在 500kV 以下的标

准。为了保证实际的评价实效，应根据等级情况加以分析，

要让各个等级采取对应的评价标准，由此展示相关工作的针

对性，促使实际成果和预期相符。

类比监测无线电干扰测试路径见图 2。

图 2 类比监测无线电干扰测试路径

4.2 评价范围理解误区
根据现阶段相关规范分析，输电线路评价范围是走廊

两侧 30m 带状区域，但是受到理解偏差的影响，在输电线

路评价范围的设定中出现了多种情况，以至于呈现的结果并

不理想，存在着较大偏差。若相关人员在开展评价工作时未

能摆脱理解误区，极易出现相应的评价失误，给最终结果带

来负面影响。

4.3 类比监测和理论计算值的差异
在输变电项目中，电磁场强度和线路电流大小、对地

高度等因素存在着关系，若是采用类比监测方案，实际获取

的数据信息可能并不是最大运行电流下的场强数据，因此结

果准确度无从保障，呈现出一定的制约效果。基于此，理论

计算值与其偏差较大，需要通过合理化手段加以应对，将类

比监测和理论计算值的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避免出现明

显问题。为了尽可能控制相应偏差，应考虑类比对象与测量

条件，坚持相应的原则开展实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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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环境敏感点分析不到位
输变电项目周边的工频电磁场强度会随着离地高度的

变化而发生明显改变，因此评价范围内的高层住宅区或办公

楼都是具有特定高度的环境敏感点。需要再分析的环节详细

判断不同高度下的电磁场强度，以此才能更加精准地评价是

否超出标准限值，不能单纯预测距离地面 1.5m 处的电磁场

强度值。相关人员在具体操作时要分析特殊情况，还要根据

指标加以分析，以保证最终结果和实际情况相吻合，以免出

现较大误差。

5 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足的
解决建议

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应根据实际要求和标准加以应对，妥善处理电磁环境影响评

价中存在的问题，促使输变电项目建设和运行更加顺利，降

低电磁辐射造成的负面影响。

5.1 规范政策法规
在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中，应重视法律法规

发挥的保障功能，要严格执行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各类电

磁辐射源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积极贯彻电磁辐射管理制度，

将相应的许可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无证单位的违法行为及时

查处，妥善处理具体问题。需要根据需求将电磁辐射体使用

单位纳入监管范围，就他们的日常工作情况详细分析，判断

是否存在不合规的情况。还要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让监

测监理工作有序开展，根据需要完善相应的防治措施，将验

收关口严格把控。根据相应的趋势，要制定出合理的应对方

案，采取适当手段使得相应的目标圆满完成，达到相对理想

的成效。总而言之，应重视政策法规的保障效力，采取合理

化手段将其完善起来，促使工作开展过程更加顺畅，拥有客

观的支撑条件，为后续实践活动的推进稳固根基 [3]。

5.2 优化设施设计
为了实现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目标，应适

当优化设施设计方案，根据具体需求布置好主变压器位置，

借助墙壁的阻挡功能，将相应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还可

通过距离衰减，使得相应的成效更加明显，取得显著成果。

让导线排列相序和导线截面等处于合理范围内，避免引起电

晕等特殊情况。还要对地高度加以选择，科学控制工频磁场

与无线电干扰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可以保证输变电项

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效性，也能给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

5.3 注重周边绿化
在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中，绿化也是一项重

要举措，能够合理控制负面影响。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应

详细分析道路区域等特殊地点的情况，可以通过种植植物等

举措，让线路产生的电场强度得到有效控制，处于相对合理

的范围内。若是在夏季，乔木和灌木枝的导电性较为明显，

因此可以将其利用起来，确保导电效果充分体现，为相关工

作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根据相应的实验证实，3~4m 高的

植物能够将地面 1.8m 高处电场强度降低至 1/3~1/4。这个显

著的效果能够满足具体需要，也能更好地优化相关成果，保

证质量水平达到最佳，提升基本的实效。

5.4 科学选址选线
在选址选线的环节，要详细分析具体要求和标准，还要

根据基本的操作方案加以控制，以满足实际需要。在变电站

布局和线路路径选择过程中，要详细分析当地的情况，根据

区域状态以及环境情况等综合考量，尽可能避免靠近学校和

民房等特殊场所，降低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另外，在线路跨

越河流或者是公路等特殊区域时，必须遵循着技术规程加以

实践，以此才能合理跨越，以免干扰正常的生产活动与生活。

总之，应重视合理科学的选址选线，保证优化相应的实践成果，

为输变电项目的稳步运行提供支持，让电力供应更加顺畅。

5.5 其他改善方案
应重视施工管理的细节，通过采取合理化的施工管理方

式，让相应的任务指标圆满完成，为输变电项目的稳定运行

提供保障条件。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采取地下室变电站和入地

光缆等供电方式，促使输变电设施的电磁辐射降至合理范围，

避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与生活，给环境构成威胁。为发

挥出具体措施的应用价值，必须考虑项目实践环节的基本要

求，在分析对应标准的基础上采取合理化的手段，推进相应

的改善进程，让输变电项目的电磁环境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内。

6 结语

根据现阶段公众普遍关注的输变电项目电磁辐射问题，

需要遵循国家出台的适用标准落实实际行动，将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加以推进，保证维护好电磁安全。在输变电项目详细

分析环节，要考虑电磁环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多

个因素着手分析，制定出可靠的应对策略，进一步控制输变

电项目的工频电场和无线电干扰，使其满足限值要求。通过

论文的概述，了解到现阶段输变电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

不足之处，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给工作进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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