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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全向信标 测距仪电磁辐射环境评价

姚耿东 李宁谷 章 铮

浙江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杭州

摘舞 通过比对测试和理论计算
,

对多普勒甚高频全向信标 测距仪 进行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

结果显示
,

在以该设备的发射天线轴线为中心
、

半径 一
、

距地面高度 一 的区域内
,

电磁辐射

强度不会大于 又 一“ ,

表明采用 的民航导航台不会对其周围的环境以及居民健康造成明显

的电磁辐射危害
。

关健词 多普勒全向信标 测距仪
,

电磁辐射
,

环境影 响评价
。

多普勒甚 高频全向信标 测距仪

是一种主要用于对活动 目标进行测距测

点的航空导航设备
。

由于其具有输出数据精确

度高
,

基本上是一个全天侯工作 系统等优点
,

近年来在我国民航系统被越来越多地使用
。

为

了解该导航设备的超短波和微彼辐射可能对环

境造成的 影响
,

尤其是对附近居住人群的健康

是否会引起不 良影响
,

笔者就某民航局拟建在

地导航台的 进行电磁辐射环境

影响评价
。

。

对旗与方法
·

评价过程

采用比对测试和理论计算的方法 
’〕

,

通过

对拟建 设计的分析
,

以及对 地

和附近人群活动区进行现场调查后
,

选择一个

与其主要参数相似 的 台全向信标 测距仪

开展环境电磁辐射强度测试
,

然

后进行实测与理论计算值比较及综合分析
,

确

定 台环境电磁辐射理论估算最佳模式并计

算
,

最后根据我国电磁辐射的有关环境标准,
‘〕

对 作出电磁辐射环境影 响的评

价
。

、

两导航设备的主要参数

如表 所示
, 、

两导航台的全向信标和

测距仪各项主要参数相似
。

表
、

两导航台导航设备主要参数
娜

项 目 台 台

设备名称

工作颇率

输出功率

天线增益 主波束峰值
,

极化方向

接地金属反射网

型
一

 型

一  一  

平均 峰值

水平 垂直

型

峰值

水平

型

 

平均
,

峰值

垂直

 

导航台环境电磁辐射强度测试方法

使用
一

自动环境电磁场监测系统川
,

以

宽带 自动频谱分析仪 为主机
,

在

计算机控制系统工作
。

超短波波段采 用
一

型双锥天线采样
,

微波波段采用
一

型对数螺旋天线接收信号
。

理论计算方法

使用下列公式对 形成的各测点场强

进行理论计算

二 鱼些望卫
汀

式中
,

平均功率密度 尸 天线平均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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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功率 口
,

卯 天线增益 专 天线

发射效率
,

取值为 天线与被测点的距离
。

或 所形成的综合

场强为

‘

丫 芬
。。 或 。  

毛

结果与讨论

导航台周围环境的场强分布实测与理论

计算值比较

因 天线水平方向辐射具有全向

性特征
,

故以其天线基底为中心沿一条径向线

分点测量其场强值
,

表达发射天线周围场强分

布状况
。

由于发射天线位于半径为 的反射

金属 网圆心上方
,

靠近天线基底附近的场强必

定很小
,

同时在方圆数 范围内不能存在居

民建筑物
,

因此 实测 选 定离天线
、 、

、

及 。。 等 处进行
,

测试天线离地

面高度均为
。

导航台 附近环境 电场 强 度

或功率密度 的实测值以及 附近电磁场

功率密度理论计算值见表
。

由于购入的

所附技术资料中未提供 天线垂直方

向图
,

故缺乏其附近地面 区域功率密度理论计

算值
。

数 值

表 导航台 天线附近电磁场场强

与天线水平距离

实测值

〔

复合场强

理论计算值

 一

一

 一

义 一

一

一

又 一

一

义 一

一

 一 7

9
.
7 X 1 0

一 3

6
.
5 X 1 0

一 4

3
.
2 X 1 0

一 ,

1

.

3 X 1 0 一 3

6
.
S X 1 0

一 5
3
.
9 X 1 0

一 5 2
。

3 X
1

0
一 5

1
.
1 只 10 一 5 3

.

2 X 1 0
一 6

此外
,

考虑到纵向场强分布 的差异性
,

选

择以天线为中心
,

半径为 50 o m 范围内唯一的 3

层建筑物底楼 (高度 1
.
7 m )

、

3 楼(高 10
.
Z m )

和房顶 (高 15
.
s m )进行测试

,

结果见表 3
。

表 3 B 导航台v 0 R /D M E 天线水平距离

500 m 处不同高度场强

离地面高度(m )

狱 1且

—
一

—一
1
.7 10

.
2 15

.
5

实测值

V O R (V /m )

D M E (W /m Z)

V O R /D M E

复合场强 (v /m )

理论计算值

D M E (W /m
z)

2
.
9 X 10

2
.
3冰 1 0
〔!
1.2/10一 2
3
.
8 X 1 0

一 7

2
.
0 X 1 0

一 2

2
.
7 X 1 0

一 6

9
.
7 X 1 0

一 3
1
.
7 火 1 0 一 2 3

.
S X 1 0

一 2

1
.
1 X 1 0

一 5
1
.
3 X 1 0

一 5
1
.
5 X 1 0

一 5

从表 2
、

3 中 D M E 天线附近场强的实测和

理论计算值比较可发现
,

( 1) D M E 周围环境场

强的实测与计算值有相似的衰减规律 ; (2) 实

测值明显小于计算值
,

其原因与接地金属 网的

反射作用和实际发射效率 夕< 1 等因素有关
。

这

样
,

尽管未对 V O R 形成的环境场强进行计算
,

但因 A 导航台给 D V O R /D M E 设置的接地金属

反射网比 B 导航台 V O R /D M E 附设的金属 网面

积大 1
.
2 倍

,

可使发射能量集中在地网水平面

以上垂直张角 。一 600 范围
,

所以 D V O R 在附近

空间的超短波电磁辐射场强 比常规理论计算值

小
。

因此
,

采用理论计算 D M E 场强分布
,

结合

V O R 场强的实测
,

综合得出D M E 和 V O R 混合

波段的复合场 强
,

对预测拟建的 A 台 D V O R /

D E M 环境电磁辐射强度是切实可行的
。

2

.

2 拟建的 A 台 D V O R /D M E 周围环境场强

分布理论估算及评价

2
·

2
.1 理论估算

如表 4 所示
,

经理论计算
,

A 台 D V O R /

D M E 附近 looo m 半径范围内最大环境场强存

在于离发射天线水平距离 100
_
m 。

垂直高度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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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处
,

其值为 8
.
5x 10一 Z V / m

。

表 4 A 导航台 D v 0 R /D M E 环境电磁辐

射场强分布理论计算值(x lo
一 Z

v / m )

与天线的

水平距离(m )

离地面高度 (m )

5
.0 10

.0 15

8
.

7
.

6.

5

4.

2
.

D M E 中
,

D V O R 的容许环境电磁辐射一级标准

为< SV /m
,

D M E 的容许一级标准为< 0
.
I W /

m Z
,

即相 当于 < 6
.
I V /m

。

显然
,

即使 D V O R /

D M E 所形成的环境电磁辐射中微波分量的权重

为 1 ,

拟建的 A 台 D V O R /D M E 设备所产生的

电磁辐射也不致于构成对生活在其附近人群的

不良影响
。

4
.

4
3 结论

本文就中国民航某导航台拟建的 V R B
一
5
10

型和 BN C
一

1 0 2 0 型 D V O R /D M E 设备进行电磁

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

结果显示
,

在以发射夭线

轴线为中心
,

半径为 l000 m
、

距地面高度为 20

m 的区域内
,

辐射强度最高值不会大于 8
.
5 又

1丁
“
V / m

,

远 低 子
“

环境 电 磁 波 卫生 标准
”

( G B 9 1
75

一

88
) 中超短波 和微波混合波段辐射源

“

一级标准
”

安全 区容许场强的 6
.
I V /m 限值

。

表明 目前我 国 民航系统使用 较多 的 D V O R /

D M E 设备不会对其周围居住环境造成电磁辐射

污染危害
。

一一

n�门�n八�曰八)([0I帅抑[0(
、

i0(00

该复合场强估算值由 2 部分组成
。

其一为

D M E 的理论计算值
,

其二为 B 台 V O R 实测值
。

由于 A 台 D V O R 的发射功率比 B 台小
,

而反射

网面积又比 B 台大
,

因此 A 台 D v 0 R 形成的环

境电磁辐射场强必然小于 B 台的 V O R
。

这就为

A 台 DV O R 和 D V O R /D M E 的环境电磁辐射场

强估算留有了充裕的安全量
。

2

.

2

.

Z A 台 D V O R /D M E 电磁辐射环境 影响

评价

在业已颁布的
“

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

和
“

环境

电磁波卫生标准
”

中
,

后者对环境电磁辐射场强

的容许限值明显严于前者
。

本文采用
“

环境电磁

波卫生标准
”

作为本次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的

依据
。

由于 A 台 D V O R /D M E 设备所产生的电磁

辐射包括了超短波和微波 2个波段
,

同时
,

该设

备拟建置在居民住宅 区域
,

因此应按标准中
“

混

合波段
”

和
“

一级标准
”
的要求作评价

。

D V O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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