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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线路路径走向经香鹿山镇、盐镇乡，新建线路由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出线至 110kV 下韩变原 2 宜下 110 千伏出线间隔（东数第四出线间

隔），线路全长 15.55km。 

（1）新建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下韩变 110kV 线路工程 

本项目为河南华电宜阳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本

项目线路建设内容：新建线路由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出线至

110kV 下韩变原 2 宜下 110 千伏出线间隔（东数第四出线间隔），线路全长

15.55km。新建单回线路路径长度 15.55km，电缆线路长 1.55km，架空单回线路

14.0km。全线位于宜阳县境香鹿山镇、盐镇乡境内。 

（2）间隔改建工程 

对 110kV 下韩变原 2 宜下 110 千伏出线间隔（东数第四出线间隔）进行改

建，间隔改建位于下韩变电站站内，不新增占地。 

1.1 评价目的 

（1）对建设区域工频电、磁场现状进行调查及监测，掌握该处工频电磁环

境现状。 

（2）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对本项目运营期间造成 

的电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析，得出评价结论，提出环境保护措施，为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1.2 评价对象 

本专题评价对象包含河南华电宜阳上观4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110千伏送出

工程输变电线路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 

1.3 评价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1.4 评价标准 

本工程运行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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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详见表1-1。 

表1-1    项目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明细表 

要素 

分类 
标准名称 

适用 

类别 

标准值 
评价对象 

参数名称 限值 

电磁

环境 

《电磁环境控

制限值》

（GB8702-20

14） 

50Hz 

工频电场

强度 

4kV/m 
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保护目标的

公众曝露限值 

10kV/m 
架空输电线路线下耕地、园地、畜

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 

工频磁感

应强度 
100μT 

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保护目标的

公众曝露限值 

1.5 评价工作等级 

线路工程为地下电缆和架空线路相结合的方式（全长 15.5km）。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110kV 地下电缆和 110kV 交流输

电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电磁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评价，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有电

磁环境敏感目标的架空线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评价。 

本工程 110kV 输电线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 10m 范围内无电磁环境敏感

目标，因此，本项目送出工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三级评价。输变电工

程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见表 1-2。 

表1-2    项目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判定表 

分类 电压等级 工程 条件 
评价工

作等级 

交流 110kV 输电线路 

地下电缆 

三级 
边导线地面投影外两侧各10m 范围内

无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1.6 评价范围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20），本项目电磁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见表 1-3。 

表1-3    项目电磁评价范围一览表 

环境要素 项目 评价范围 

电磁环境 110kV 架空线路 
地下电缆管廊两侧各外延 5m，架空线路边导线地面投影

外两侧各 30m 带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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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通过实地踏勘，本工程升压站和输电线路评价范围内主要为电磁环境和声环

境保护目标。本工程评价范围内电磁环境敏感目标见表1-4。 

表 1-4    本工程环境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

号 
行政区 

环境敏

感目标

名称 

敏感目

标性质 

与本工程的位

置关系 

建筑物楼层、高

度 

保护要求 

电磁环境 声环境 

1 土桥村 赵武英 居民 
拟建线路西南

侧 27m 
3 层平顶/高 9m 

电场强度

4kV/m 磁

感应强度

100μT 

1 类 

2 下韩村 民宿 / 地缆北侧 5m / 4a 类 

110kV 下韩变 110kV 出现间隔改建工程无环境保护目标。 

2 电磁环境现状评价 

本项目共设置2个电磁环境监测点位，项目上观升压站监测数据引用《河南

华电洛阳宜阳上观40MW 分散式风电场110kV 升压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专题

中的电磁环境监测结果。 

2.1 本线路现状监测 

2.1.1 监测单位以及监测因子 

监测单位：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1.2 监测方法及规范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2.1.3 监测频次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在昼间好天气下监测1次。 

2.1.4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情况见表 2-1。 

表 2-1    监测仪器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校准证书编号 校准单位 有效期 

1 
电磁场探头和

读出装置 

SEM-600（主

机）+LF-04（探

头） 

2021F33-10-310

3881001 

广州广电计量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2.03.21

～

2023.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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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监测时间及监测条件 

监测时间及监测条件见表2-2。 

 

表 2-2    监测环境条件 

日期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 

2022 年 6 月 8 日 晴 23.4~36.8 54.2～64.6 东南 1.4~2.6m/s 

2022 年 9 月 14 日 晴 26.7~30.2 42.4～46.7 东南 1.2~1.8m/s 

2.1.6 监测点位 

本工程监测点位具体见表 2-3，图 2-1~图 2-4。 

表 2-3    本工程环境现状监测点位表 

编号 监测点位置 

EB1 110kV 下韩变东数第四出线间隔围墙外 5m 

EB2 北环路北侧地下电缆路径 

EB3 下韩村 在建公共用房，地缆北侧 5m 

EB4 钻越 500kV 陕嘉 II 线处 

EB5 钻越 220kV 瀛洲—琅华双回线路处 

EB6 土桥村 赵武英家，拟建线路西南侧 27m 

备注：测点高度距立足地面 1.5m。 

EB6 为 2022 年 9 月 9 日补测数据，EB1~EB5 为 2022 年 6 月 8 日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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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路

110kV下韩变

EB1 N1

终端塔

地
下
电

缆

图例    

    为电磁检测点位

    为噪声检测点位

EB2

图 2-1  下韩变出线间隔及线缆敷设处电磁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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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环路

地下电缆

图例    

    为电磁检测点位

    为噪声检测点位
 

 

在建民
宿

 EB3

拟建地

缆线路

5m

在建民宿

 

图 2-2  拟建线路敏感点（下韩村）监测布点图 

图例    

    为电磁检测点位

EB5

EB4

拟建架空线路

500kV陕嘉Ⅱ线

 
图 2-3  拟建线路钻越高压线路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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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拟建线路敏感点（土桥村）监测布点图 

2.2 本次环评引用监测数据 

2.1.1 监测单位以及监测因子 

监测单位：河南博睿诚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监测因子：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1.2 监测方法及规范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 

2.1.3 监测频次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在昼间好天气下监测1次。 

2.1.4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情况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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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监测仪器情况一览表 

2.2.5 监测时间及监测条件 

监测时间及监测条件见表2-5。 

表 2-5   监测环境条件 

日期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RH） 风速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晴 10.5~21.4 45.4~58.3 东南 1.4~2.6m/s 

2.1.6 监测点位 

本工程监测点位具体见表 2-6，图 2-5。 

表2-6    本次引用项目电磁环境监测点位 

序号 测点位置 

E1 升压站东南站界（围墙外5m 处） 

E2 升压站东北站界（围墙外5m 处） 

E3 升压站西北站界（围墙外5m 处） 

E4 升压站西南站界 b（围墙外5m 处） 

E5 升压站东南站界 a（围墙外5m 处） 

E6 升压站中心位置处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校准证书编号 校准单位 有效期 

1 
电磁场探头和

读出装置 

SEM-600（主

机）+LF-04（探

头） 

2021F33-10-31

03881001 

上海市计量测试

技术研究院 

2021 年 03 月

19 日～2022

年 0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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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上观升压站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布点图 

2.3 监测结果及分析 

2.3.1 本次项目现状监测点位监测数据 

根据监测布点要求，对项目所在区域工频电场、工频磁场进行了监测，监测

结果见表 2-7。 

表 2-7    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的监测结果 

编号 监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

（V/m） 

工频磁感应强

度（μT） 

EB1 110kV 下韩变东数第四出线间隔围墙外 5m 282.11 0.4993 

EB2 北环路北侧地下电缆路径 0.06 0.0079 

EB3 下韩村 在建公共用房，地缆北侧 5m 0.53 0.0067 

EB4 钻越 500kV 陕嘉 II 线处 4192.5 6.2215 

EB5 钻越 220kV 瀛洲—琅华双回线路处 594.29 0.1750 

EB6 土桥村 赵武英家，拟建线路西南侧 27m 0.08 0.0068 

备注：测点高度距立足地面 1.5m。 

EB6 为 2022 年 9 月 9 日补测数据，EB1~EB5 为 2022 年 6 月 8 日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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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引用的上观 110kV 升压站的监测结果 

本次引用上观升压站的监测数据，详见表 2-8。 

表 2-8    各监测点位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检测结果 

序号 测点位置 工频电场强度（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E1 升压站东南站界（围墙外5m 处） 0.06 0.0065 

E2 升压站东北站界（围墙外5m 处） 0.07 0.0085 

E3 升压站西北站界（围墙外5m 处） 0.08 0.0059 

E4 升压站西南站界 b（围墙外5m 处） 0.06 0.0072 

E5 升压站东南站界 a（围墙外5m 处） 0.06 0.0066 

E6 升压站中心位置处 0.07 0.0068 

2.4 监测结果分析 

（1）新建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下韩变 110kV 线路工程：

拟建线路地埋线部分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0.06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

为 0.0079μT。  拟建线路钻越 500kV 陕嘉 II 线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4192.5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6.2215μT。拟建线路钻越越 220kV 瀛洲—

琅华双回线路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594.29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0.175μT。监测点处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架空输电线

路线下方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非居民区）

工频电场强度 10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上观升压站周围及

中心点工频电场强度监测值范围为 0.06~0.08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59～

0.0085μT，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暴

露限值 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暴露限值 100μT。 

（2）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改建工程：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围墙外 5m

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282.11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0.4993μT，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居民区工频电场为 4000V/m 工频磁感

应强度 100μT。 

（3）电磁环境敏感目标：2 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0.08~0.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067~0.0068）μT。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要求居民区工频电场为 4000V/m 工频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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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 

3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输电线路 

本工程输电线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本工程输电线路包含地

1.55km 的埋线缆及 14.0km 的架空线路，架空线路的电磁环境影响采用模式预

测来分析、预测和评价输电线路投运后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线缆工程的电磁

环境影响预测采用类比分析的方式。 

3.2 电缆工程类比 

电缆铺设于地下，其电磁影响随埋深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本项目电缆铺设于

地下，电缆线外围采取导电层和金属铠装防护，可有效屏蔽带电导线向外的辐射

影响。 

本工程 110kV 电缆线路类比对象选择舞阳县新能 45 兆瓦分散式风电多能

互补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类比电缆线路与本工程电缆线路电压等级相同，

电缆型号相近，电缆布置方式相同，因此具有可比性。 

舞阳县新能 45 兆瓦分散式风电多能互补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的工频电

场强度 19.57～60.91V/m，均小于 4kV/m 工频电场限值；工频磁场强度为

0.1306～0.2513μT，均小于 100μT工频磁场限值。 

通过类比分析可知，本工程电缆线路建成后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

度分别满足 4kV/m、100μT的标准限值。同时本项目线缆沿线主要为绿化带，

不会对周围居民产生影响。 

地埋电缆对周围的辐射环境影响较小。 

3.3 架空线路工程 

（1）模式预测 

①预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②预测模式 

本次评价所采取的预测模型引用自《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HJ24-2020）中附录 C 高压交流架空输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电场强度的计算、附

录 D 高压交流架空输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磁感应强度的计算进行预测。 

③工频电场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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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等效电荷法计算高压送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电场强度。  

计算单位长度导线上等效电荷 

利用镜像法计算送电线上的等效电荷。可由下列矩阵方程计算多导线线路中

导线上的等效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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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各导线对地电压的单列矩阵； 

      [Q]—各导线上等效电荷的单列矩阵； 

[λ]—各导线的电位系数组成的 n 阶方阵(n 为导线数目)。 

110kV 三相导线： 

 

[U]矩阵可由送电线的电压和相位确定，从环境保护考虑以额定电压的 1.05

倍作为计算电压。则对于 110kV 三相导线各导线对地电压分量为： 

( )

( )

( )kVjU

kVjU

kVjU

c

b

a

8.573.33

8.573.33

07.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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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三相的对称性，单回及同塔双回线路同名相导线的对地电压分量分别相

等，即另一回路的三相导线对地电压分量。[U]矩阵考虑为双回路逆相序排列。[λ]

矩阵由镜像原理求得。 

②计算由等效电荷产生的电场 

空间任意一点的电场强度可根据叠加原理计算得出，在（x，y）点的电场强

度分量 Ex 和 Ey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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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yi—导线 i 的坐标（i=1、2、…m）； 

      m—导线数目； 

      Li、L`i—分别为导线 i 及其镜像至计算点的距离。 

    对于三相交流线路，可根据求得的电荷计算空间任一点电场强度的水平和垂

直分量为： 

 
= =

−

+=+=
m

i

xIxR

m

i

ixIixR jEEEjEEx
1 1  

 
= =

−

+=+=
m

i

yIyR

m

i

iyIiyR jEEEjEEy
1 1

 

式中：ExR—由各导线的实部电荷在该点产生场强的水平分量； 

ExI—由各导线的虚部电荷在该点产生场强的水平分量； 

            EyR—由各导线的实部电荷在该点产生场强的垂直分量；  

EyI—由各导线的虚部电荷在该点产生场强的垂直分量； 

  该点的合成场强为： 

−−−−

+=+++= yxyIyRxIxR EEyjEExjEEE )()(  

式中：              
22

xIxRx EEE +=  

                       
22

yIyRy EEE +=  

在地面处（y=0）电场强度的水平分量，即 Ex=0。在离地面 1m～3m 的范围，

场强的垂直分量和最大场强很接近，可以用场强的垂直分量表征其电场强度合成

量。因此只需要计算电场的垂直分量。 

④工频磁感应强度计算公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20）的附录 D 计算

高压送电线路下空间工频磁感应强度。 

222 Lh

I
H

+
=

  

110kV 导线下方 A 点处的磁场强度计算式如下： 

式中：I—导线 i 中的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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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计算 A 点距导线的垂直高度； 

      L—计算 A 点距导线的水平距离。 

M
B

H −=
0

 

式中：H—磁场强度（A/m）； 

B—磁感应强度（T）； 

M—磁化强度； 

μ0—真空磁导率。 

⑤预测参数选择 

本工程新建河南华电宜阳上观4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110千伏送出工程线路

全长15.5km，其中电缆路径长1.55km，架空线路14.0km。共建杆塔53基。 

本工程新建单回架空线路段，主要选用择1B2型塔模块，结合杆塔使用数量

以及环境影响程度，本工程单回架空线选择1B2-ZM2型塔作为预测塔型。 

本工程线路预测线路导线型号为 JL/G1A-400/35 型钢芯铝绞线。 

本工程沿线较空旷，主要沿农田区域及城市道路，本工程无跨越房屋现象，

故本次单回线路预测无需对跨越房屋现象进行预测。 

根据《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GB50545-2010）的要求，

本工程单回输电线路110kV 送电线路最大弧垂在居民区和非居民区的最小对地

距离分别为7m 和6m。详见表3-1。 

表 3-1    本工程线路预测参数 

线路名称 本工程架空段线路 

线路电压 110kV 

走线方式 架空 

回路数 单回 

预测塔型 1B2-ZM2 

导线型号 JL/G1A-400/35 型钢芯铝绞线 

截面（mm2） 425.24 

直径（mm） 26.82 

最大工作电流(A) 210 

相序排列 
B（0，4.0+H） 

C（-3.4，H）            A（3.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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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H 下相导线对地最低距离 

预测塔型 

 

1B2-ZM2 

⑥预测结果及分析 

a、本工程新建单回架空线路段：本工程新建单回架空线路段以弧垂最大处

线路中心的地面投影为预测原点，沿垂直于线路方向进行，预测点间距为5m（线

路中心投影外10m 处预测点间距为1m），顺序至线路中心投影外50m 处止，分

别预测导线对地6m 和7m 时，离地面1.5m 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及工频磁感应强度。

预测结果见表3-2，图3-4~图3-5。 

表3-2    1B2-ZM2型塔线路离地6m 和7m 时工频电磁场预测结果（单位：工频

电场强度 kV/m、工频磁感应强度 μT） 

距线路中

心距离

（m） 

工频电场强度（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μT） 

非居民区导线对地

6m，地面 1.5m 

居民区导线对地

7m，地面 1.5m 

导线对地 6m，距

离地面 1.5m 

导线对地 7m，距

离地面 1.5m 

0 1.357 1.093 10.266 9.545 

1 1.539 1.203 10.423 9.597 

2 1.916 1.441 10.790 9.708 

3 2.235 1.657 11.107 9.770 

4 2.351 1.763 11.117 9.676 

5 2.246 1.740 10.731 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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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94 1.615 10.055 8.917 

7 1.688 1.433 9.254 8.356 

8 1.392 1.235 8.452 7.766 

9 1.134 1.046 7.711 7.192 

10 0.922 0.878 7.053 6.658 

11 0.752 0.736 6.478 6.174 

12 0.619 0.618 5.977 5.741 

13 0.514 0.521 5.542 5.355 

14 0.431 0.443 5.161 5.011 

15 0.366 0.379 4.826 4.705 

16 0.314 0.327 4.531 4.431 

17 0.272 0.284 4.268 4.186 

18 0.239 0.249 4.034 3.964 

19 0.211 0.220 3.823 3.764 

20 0.188 0.196 3.633 3.583 

21 0.168 0.175 3.461 3.418 

22 0.152 0.158 3.304 3.267 

23 0.138 0.143 3.161 3.128 

24 0.126 0.130 3.030 3.001 

25 0.116 0.119 2.908 2.883 

26 0.107 0.109 2.797 2.774 

27 0.099 0.101 2.693 2.673 

28 0.091 0.093 2.597 2.579 

29 0.085 0.087 2.507 2.491 

30 0.079 0.081 2.424 2.409 

31 0.074 0.076 2.346 2.332 

32 0.070 0.071 2.272 2.260 

33 0.066 0.066 2.203 2.192 

34 0.062 0.063 2.139 2.128 

35 0.058 0.059 2.077 2.068 

36 0.055 0.056 2.020 2.011 

37 0.052 0.053 1.965 1.957 

38 0.050 0.050 1.913 1.906 

39 0.047 0.047 1.864 1.857 

40 0.045 0.045 1.818 1.811 

41 0.043 0.043 1.773 1.767 

42 0.041 0.041 1.731 1.725 

43 0.039 0.039 1.691 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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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0.037 0.037 1.652 1.647 

45 0.035 0.036 1.616 1.611 

46 0.034 0.034 1.580 1.576 

47 0.033 0.033 1.547 1.543 

48 0.031 0.031 1.515 1.511 

49 0.030 0.030 1.484 1.480 

50 0.029 0.029 1.454 1.451 

 

 
图3-1  110kV 单回路架空线路（导线 JL/G1A-400/35）工频电场强度分布趋 

 

图3-2  110kV 单回路架空线路（导线 JL/G1A-400/35）工频磁场强度分布趋势图 

由表 3-6 可见，工频电场：分析可知，下相导线对地 6m 和 7m，距离地面

1.5m 高度的工频电场最大值为分别为 2.351kV/m 和 1.763kV/m，最大点为距离两

杆塔中央连线对地投影处 4m 处；此后在垂直导线方向工频电场随着与线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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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至 50m 而逐步衰减至 0.029kV/m，且均远小于 4kV/m 的评价标准。 

工频磁感应强度：分析可知，下相导线对地 6m 和 7m，距离地面 1.5m 处磁

感应强度最大值分别为 11.117μT和 9.770μT，最大点均为距离两杆塔中央连线对

地投影 4m 和 3m 处；此后在垂直导线方向磁感应强度随着与线路距离的增加至

50m 而均逐步衰减至 1.454μT和 1.451μT，且均远小于 100μT评价标准。 

3.3 预测结果 

（1）新建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下韩变 110kV 线路工程：

由模式预测结果分析可以得出本项目该段 110kV 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在

29V/m～2351V/m 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1.451μT～11.117μT 之间，工频电场

强度和磁感应强度预测值随着距离增大有明显的衰减趋势，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导出控制限值，即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2）下韩变 110kV 间隔改建工程 

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扩建工程在站内改建 110kV 下韩变原 2 宜下 110 千伏

出线间隔（东数第四出线间隔）。本期改建间隔在站内现有间隔位置进行，不新

增配电装置、主变等强电磁环境影响电气设备，不改变变电站现有总平面布置。 

本次间隔改建完成后，北侧站界外电磁环境不会发生变化，因此 110kV 下

韩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仅对本次改建间隔的 110kV 出线侧进行评价。根据

110kV 出线侧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工频电场强度约 282.11V/m，工频磁感应强

度约 0.4993μT，均可满足评价标准限值的要求。110kV 下韩变 110kV 出线间隔

改建工程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能控制在标准范围内，本次间隔改建完成后仍能满

足评价标准的要求。 

3.4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场预测             

本线路工程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2 处，一处为地面线缆处的环境敏感目标，一

处为架空线段的环境敏感目标，电磁环境影响程度根据设计规范最低架线高度要

求预测，按照模式预测结果分析见下表。 

表 3-3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环境影响分析结论及预测结果 

序

号 

行政

区 

环境敏

感目标

名称 

对地最

低线高

（m） 

与本工

程的位

置关系 

建筑物楼

层、高度 

预测结果 
是否达

标 

工频电场 工频磁感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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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kV/m） 

应强度

（μT） 

1 
下韩

村 

在建民

宿 
/ 

线路北

侧 5m 
/ 0.014 0.190 达标 

2 
土桥

村 

赵武英

家 
/ 

线路西

南侧

27m 

3 层平顶/高

9m 
0.099 2.735 达标 

注：1、110kV 下韩变 110kV 出现间隔改建工程无环境保护目标。 

2、在建民宿处预测结果参考类比的郑州 110kV 杨桐变至 220kV 耿河变电缆线路的工频

电场强度 7.17～13.87V/m，工频磁场强度为 0.112～0.190μT，选用最大值。 

通过表 3-3 可知，对项目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环境进行了预测，通过预

测结果可知，本工程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在（0.014~0.099）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在（0.190~2.735）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限值》

（GB8702-2014）中 4kV/m 和 100μT的限值要求。 

4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专题结论 

4.1 电磁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1）新建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下韩变 110kV 线路工程：

拟建线路地埋线部分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0.06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

为0.0079μT。拟建线路钻越500kV陕嘉 II线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4192.5V/m，

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6.2215μT。拟建线路钻越越 220kV 瀛洲—琅华双回线

路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594.29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0.175μT。监

测点处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架空输电线路线下方耕

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非居民区）10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限值要求。上观升压站周围及中心点工频电场强度监

测值范围为 0.06~0.08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 0.0059～0.0085μT，满足《电磁环

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暴露限值 4kV/m，工频磁感

应强度公众暴露限值 100μT。 

（2）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改建工程：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围墙外 5m

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282.11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 0.4993μT，满足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居民区工频电场为 4000V/m 工频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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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度 100μT。 

（3）电磁环境敏感目标：2 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测量值为

（0.08~0.53）V/m，工频磁感应强度测量值为（0.0067~0.0068）μT。满足《电磁

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要求居民区工频电场为 4000V/m 工频磁感应

强度 100μT的限值要求。 

4.2 电磁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结论 

（1）新建上观 40MW 分散式风电场 110kV 升压站-下韩变 110kV 线路工程 

由模式预测结果分析可以得出本项目该段 110kV 输电线路工频电场强度在

29V/m～2351V/m 之间，工频磁感应强度在 1.451μT～11.117μT 之间，工频电场

强度和磁感应强度预测值随着距离增大有明显的衰减趋势，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导出控制限值，即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2）下韩变 110kV 间隔改建工程 

110kV 下韩变出线间隔扩建工程在站内改建 110kV 下韩变原 2 宜下 110 千伏

出线间隔（东数第四出线间隔）。本期改建间隔在站内现有间隔位置进行，不新

增配电装置、主变等强电磁环境影响电气设备，不改变变电站现有总平面布置。 

本次间隔改建完成后，北侧站界外电磁环境不会发生变化，因此 110kV 下

韩变电站电磁环境影响评价仅对本次改建间隔的 110kV 出线侧进行评价。根据

110kV 出线侧电磁环境现状监测值，工频电场强度约 282.11V/m，工频磁感应强

度约 0.4993μT，均可满足评价标准限值的要求。110kV 下韩变 110kV 出线间隔

改建工程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能控制在标准范围内，本次间隔改建完成后仍能满

足评价标准的要求。 

（3）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通过表 3-3 可知，对项目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电磁环境进行了预测，通过预

测结果可知，本工程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的工频电场强度在（0.014~0.099）kV/m，

工频磁感应强度在（0.190~2.735）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限值》

（GB8702-2014）中 4kV/m 和 100μT的限值要求。 

（4）电缆线路类比结果 

本工程 110kV 电缆线路类比对象选择舞阳县新能 45 兆瓦分散式风电多能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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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类比电缆线路与本工程电缆线路电压等级相同，电缆

型号相近，电缆布置方式相同，因此具有可比性。舞阳县新能 45 兆瓦分散式风

电多能互补项目 110 千伏送出工程的工频电场强度 19.57～60.91V/m，均小于

4kV/m 工频电场限值；工频磁场强度为 0.1306～0.2513μT，均小于 100μT工频磁

场限值。 

4.3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1） 线路电磁环境防护措施 

运营期线路电磁环境防护措施：①项目选线时尽量避开居住区。 

②对于 110kV 输电线路，严格按照《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50545-2010）选择相导线排列形式，导线、金具及绝缘子等电气设备、设

施，提高加工工艺，防止尖端放电和起电晕；此外，输电线路经过不同地区时亦

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设计导线对地距离、交叉跨越距离。 

③本项目 110kV 输电线路经过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

面和道路等场所，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在 6m 及以上，同时应给出警示和防护

指示标志。110kV 输电线路临近居民区段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在 7m 及以上。 

④项目建成正式投产后第一年结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一次；运行期间存

在突发环境事件时进行跟踪监测。输电线路电磁环境监测点位布设在线路沿线评

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和典型线位处。 

各线路段具体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要求见表 4-1。 

表 4-1    各线路段具体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要求 

线路 环境状况 电磁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

110kV 线

路 

线路经过

非居民区 

线路经过耕地、园地、牧

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

水面和道路等场所 

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在 6m及以上，

同时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 

线路临近居民区 导线对地最小距离控制在 7m 及以上 

4.4 小结 

本项目升压站及 110kV 输变电线路在采取相应措施后，本项目产生的电磁

环境影响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4000V/m 和 100μT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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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控制限值和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养殖水

面和道路等场所电场强度 10kV/m 控制限值，从电磁环境影响角度，本项目的建

设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