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家住东港区皓
星园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楼顶要
建设移动通信基站，因担心基站建
成后其电磁辐射危及身体健康，大
家为此感到不安。

>>居民：

担心辐射影响健康

那么，建在居民楼顶上的基站
产生的辐射强度有多大，会不会像
居民担心的那样，能对人体造成很
大的伤害呢？记者从日照移动公司
网络部了解到，电磁辐射是普遍存
在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移
动通信基站产生的电磁辐射对人体
的健康有危害。

记者在走访部分安装建设通信
基站的小区时，不少居民谈起基站
的事情绪激动。“基站建在这里，就
等于一颗定时炸弹，我们绝不同意
建。”个别居民还把这一事件挂在了
网上，引发热烈讨论。

记者从日照移动公司了解到，

市区目前通信基站站间距平均为
500 米，修建通信基站的居民区，几
乎所有的小区居民一开始都是拒绝
将基站建在自家或相邻楼顶，理由
都是不希望电磁辐射影响身体健
康。一些小区甚至出现了居民集体
阻挠施工的情况，即使建好后也不
允许基站使用，大大影响了基站建
设进度，造成了基站建成不能用的
浪费。

调查中，有八成左右的居民都
几乎表达了对基站建在楼顶后，其
辐射影响身体健康的担忧。他们表
示，移动公司在修建基站时是不是
考虑到了辐射带来的负面影响，基
站选址是否可以避开居民住宅楼
呢？

>>移动公司：

有绝对安全保证

记者来到日照移动公司，公司
网络部优化中心优化班负责人王建
伟回答了记者的疑问。据介绍，移动

通信是一种蜂窝结构的通信系统，
手机和基站通过电磁波双向联系，
每个基站都有一定的作用范围。而
提高信号的有效办法就是高架通信
基站，使通话服务区覆盖每个地方，
减少盲区。基站设置的位置也不能
随意选定，一旦位置确定后，不允许
作大范围的调整。如果随意改变或
者关闭一个基站的位置，不但会使
该基站附近几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
通信盲区，而且将会引起整个通信
网络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本地区
移动通信的通话质量。

王建伟介绍，移动基站设备需
要有工信部的许可才能生产，且每
台出厂的设备都严格通过检验，符
合国家标准。通信基站建设有着严
格的审批和选址程序。国家对基站
在建设之前都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环保部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来决定是否允许建设。对允许建
设的基站，移动公司会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落实相关的电磁污染防
治措施，以确保基站产生的电磁辐

射不对公众造成影响。在基站建成
后入网需要通过无线电管理部门的
审批，同时移动公司还要请环保部
门进行监测，以确定其电磁辐射水
平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保障环
境和居民安全。对于已经建成的基
站，日照市无线电管理处每年也都
要对移动基站辐射进行检测。对于
每一次居民因过分担心出现的行
为，移动公司表示理解，都会先对基
站停建，出示环评报告，并和居民及
所在社区积极沟通，协商达成一致，
让大家没有担心后再重启建设。

“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电磁环
境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大磁场。从
现代化办公设备到家居中很多设备
都会产生辐射，如电脑、电视机、微
波炉及路由器等等，但由于在设计、
生产、使用以上设备时已经采取必
要的措施，使其辐射对人体不构成
危害，我们对此无需担忧，居住在基
站天线附近的居民是绝对安全的。”
王建伟说。

>>专业人士：

基站辐射强度

仅为微波炉的千分之一

王建伟以微波炉、电脑显示器、
路由器三种常见的日常家电为例，
与基站在辐射强度方面作了对比：
在各自正常使用距离这一前提下，
微波炉辐射强度为每平方厘米 580

微瓦，电脑显示器为 7 微瓦，路由器
为 62 . 95 微瓦，而一座 20W 发射功
率的基站则为 0 . 6 微瓦，远低于每平
方厘米 40 微瓦的国家标准，仅是显
示器辐射强度的十分之一，更是微
波炉辐射强度的千分之一。

据了解，手机为了保持双向的
信号沟通需要，同时为了减少对人
体的辐射，手机设计了功率自动调

整的功能。在信号强的时候，手机就
认为它距离基站的位置近，这时，就
会降低发射功率；在信号弱的时候，
手机就认为它距离基站的信号远，
为了保证良好的通话，它就会发送
出更大的功率。简而言之，接收的信
号越弱，手机的发射功率就越强。

“我们建设基站的目的，就是增
强手机通信信号，降低发射功率，进
而减少对用户的辐射。”王建伟补充
说，使用手机时的辐射强度与手机
接收的信号强度、与身体的距离、使
用环境等都有关联，具体而言，就是
手机显示的信号格越多，辐射越小；
手机距离身体越远，辐射越小；在封
闭狭窄等屏蔽严重的位置辐射则较
大(如洗手间、墙角等位置)。

在王建伟出示的一份题为《无
线电波与电磁辐射分析》的报告中
显示，一般情况下，基站天线安装在
离地面 15 — 50 米的建筑物或发射
塔上，天线发射出的射频主要是向
水平方向扩展，很少朝垂直方向传
输，距基站水平方向 10 米至 20 米处
辐射最强，人只有长时间在这个范
围内才可能受到辐射影响。而移动
的基站天线高于附近住宅，其电磁
波频率在空中传输衰减很快，3G 网
络使用的频段更高，传播衰减更快。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电磁波在穿过
居民住宅的墙砖后要衰减 4 倍(6db，
即 6 分贝)，穿过带钢筋的墙时衰减
20db 左右。因此，即使是居住在基站
天线附近的居民也是安全的，大家
不要谈‘基站天线’就色变，可以放
心地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王
建伟说。

王建伟还建议手机用户，手机
不要放在贴身口袋或挂在胸前，睡
觉时也不要放在枕头边，不要长时
间用手机聊天，否则辐射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本报记者)

建在楼顶，是否真有辐射？

日日照照移移动动：：居居民民不不必必谈谈““基基站站天天线线””色色变变
在正常使用距离下，基站辐射不及微波炉千分之一

工作人员正在登塔。
工作人员正在调整基站

的发射天线

抢眼
日照交警在仨路口试行“不对称放行”提高路口通行效率

这这边边已已经经放放行行了了，，那那边边还还在在等等红红灯灯
本报记者 徐艳

3 月 18 日，不少市民发现，在日照市区有几个路口交通信号灯对向不同步。
“我这边还在等红灯，对向的车辆已经可以行驶了，这是怎么回事？”不少车主挺疑
惑。其实，这是日照交警支队为了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而试行的一项新举措———
交通信号灯不对称配时。

据了解，目前只有市区海曲路和北京路路口、济南路和烟台路路口以及烟台
路和济南路路口试行这种措施。

对向车辆不同时起步

有车主以为信号灯坏了

家住石臼林海社区的王先生每天开车
上下班都要经过北京路与海曲路路口。3 月
18 日上午 7 点 30 分，当王先生像往常一样
驾车经过该路口时，发现该路口的红绿灯好
像出了“故障”。

“海曲路南侧道路上的车都直行了，但
北侧方向对应的交通信号灯却是红灯。是不
是交通信号灯出了问题？”对此张先生感觉
挺疑惑。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感到疑惑的不光是
张先生。记者在该路口看到，有些车主因习
惯了原来的对向交通信号灯同步的思维，在
看到对向车直行时，就习惯地也跟着行驶了
起来，等过了停止线或者到了路中间才发现
原来对应的信号灯是红灯。

虽然对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存有疑虑，
但经常经过该路口的车主们却发现，18 日
这天上下班高峰时段，该路口的车辆积压情
况缓解了不少。

3 个路口昨起试行

信号灯不对称放行

带着车主们的疑惑，记者咨询了日照市
交警支队。日照交警支队交通管理科的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路口出现交通信号灯对向不
同步的情况，其实是交警部门为了提高路口
的通行效率而试行的一项便民新举措。

日照交警支队交通管理科的工作人员
表示，在日照市区除了北京路与海曲路路口
试行信号灯不对称放行外，北京路与济南路
路口、济南路与烟台路路口也同步试行了这
一举措。“ 3 月 17 日下午信号灯调试完毕，3

月 18 日正式开始试行。”
该工作人员表示，此项措施主要是针对

交通流不对称突出的路口，也就是在一个路
口某个方向的车辆排队长，某个方向车辆排
队短，通过不对称放行，增加车流辆多的一
侧的通行时间，对路口车辆进行合理的调
控，能有效清空路口的滞缓车流。

该工作人员以北京路与海曲路路口为
例向记者介绍，该路口南北方向左转车辆南
多北少，因此，需要压缩北侧左转车辆通行
时间。总体看，南侧车辆直行时间加长，并且
有段时间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行。

要想过路口时不出错

行车时以红绿灯为主

“开始时，市民对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不
适应，看到对向车开了，自己方向却不能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日照交警部门的工作人
员提醒大家，只要看好指示自己方向的信号
灯就行了，不用理会其他情况。

该工作人员称，目前市区的这 3 个路
口不对称放行还只是在试行阶段，在试行
期间如果发现还有其他问题需要改进，交
警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配。试
行效果明显的话，还将在市区其他重点路
段推行。

本报记者 徐艳

为提高非机动车通行安全，日照
交警部门还对非机动车在三条试行
路口的通行路线进行了合理调配。

在路口车道直行与左转同时放
行时，非机动车禁止左转。在左转信

号单独放行时，才可通行。
同时，非机动车也可实行二次通

行。以北京路与海曲路路口南侧非机
动车左转为例，当南北方向直行信号
灯亮起时，非机动车首先行至路口东
北侧，待东西方向直行信号灯亮起时
向西驶离路口。

北京路与海曲路路口非机动车左转二次通行示意图

相关新闻

直行、左转同时亮绿灯

非机动车不准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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