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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基站共建共享的工程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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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基站建设密度增大、选址日益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共建共享基站的模式，介绍了共建共
享防雷接地系统、站点空间、ＡＣ ／ ＤＣ电源、温控系统、走线架、馈管、传输和塔桅的基本方法，着重分
析了基站共建共享的工程实践应用，并提供了范例。理论分析和工程应用表明，提出的共建共享具
体应用方法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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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电信重组完成，３Ｇ牌照颁发，运营商

向全业务转型，移动通信网络建设与升级换代进入
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自２００９年３Ｇ牌照发放以来，
我国３Ｇ基站建设总量是２Ｇ网络十几年来所累积
规模的一半，开创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建设
记录。到２０１１年３Ｇ网络建设总投资预算４ ０００亿
元，３Ｇ基站将超过４０万个。如此大规模的网络建
设，将使基站数量日益增多；同时，多运营商格局的

形成和运营商本身的多制式系统，使站址资源受限；
普通群众对天线电磁辐射的恐惧，使站址选点更困
难。为解决这些问题，基于基站共建共享的模式，提
出了除基站主设备以外的物理设施，实现共建共享
的基本方法和工程应用。

２ 共建共享工程应用分析
２ ．１ 防雷接地系统共享

移动通信多系统共享站址，需要着重考虑建筑
物或塔架防雷接地设施的共享性。对于原有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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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设计时对室外杆塔、建筑物防雷带、室内联合接
地排的设计，一般能满足移动通信基站接地电阻参
数小于５Ω的要求（ＹＤ５０９８ － ２００５规范在土壤电阻
率小于７００Ω·ｍ时Ｒ≤１０Ω）；对于新建站点，只需按
共享标准要求设计。基站不同设施对接地电阻的要
求稍有差异，在共享基站时可按以下参数进行测试
或设计：基站基座Ｒ≤４Ω，天馈线金属屏蔽层Ｒ≤
４Ω，信号避雷器Ｒ≤１０Ω，电源避雷器Ｒ≤４Ω，安
全保护地Ｒ≤４Ω，通信机房Ｒ≤１Ω。

移动基站防雷接地系统由大地、接地电极、接地
引入线、地线汇流排、接地配线五部分组成。对于杆
塔接地：塔架为楼顶塔时，在屋顶防雷引下线或在相
同作用的建筑物主钢筋上分别就近焊接，焊点做防
护处理且保证连接点的数量和分散性；铁塔为落地
塔时，铁塔应建地网。对于机房接地：基站机房单独
建设时，机房屋顶应设避雷网，形成“准法拉第笼”，
其网格尺寸不大于３ ｍ × ３ ｍ，并与屋顶避雷针（带）
按３ ｍ间距一一焊接连通，机房屋顶四角设避雷电流
引下线，该引下线可用４０ ｍｍ × ４ ｍｍ镀锌扁钢，其上
端与避雷带、下端与地网焊接连通［１］。基站机房为
租用民房时，应找到房屋本身的接地引下线或建筑
物中起防雷作用的主钢筋，用镀锌扁钢焊接引入机
房周围形成一圈密闭接地环。

基站室内接地系统可按图１所示进行设置，基站
室外接地系统可按图２所示进行设置。共享接地系
统时，如室内室外接地排接线端子已满，可在相应汇
流铜排上钻孔，将接地线接到新钻孔洞。新装天线位
置应确保在避雷针保护区内，保护设计角取３０°。

图１ 基站室内接地系统
Ｆｉｇ．１ Ｉｎｄｏ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ａｔｉｏｎ

图２ 基站室外接地系统
Ｆｉｇ．２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２ 机房空间共享
虽然各厂家设备和机架配置要求不同，但基站

主设备和传输设备机架占地一般为６００ ｍｍ ×
３００ ｍｍ或６００ ｍｍ × ６００ ｍｍ；电源设备机架占地一般
为６００ ｍｍ × ４００ ｍｍ；蓄电池４组（－ ４８ Ｖ，８００ Ａ·ｈ）
占地一般为１０００ ｍｍ × ５００ ｍｍ；３Ｐ或５Ｐ空调１个，
占地面积约为９００ ｍｍ × ４００ ｍｍ。机架列架前后走
道间距一般大于０ ．８ ｍ；列架左右两侧间距一般不小
于０ ．８ ｍ。基站共享按冗余考虑，按单系统三扇区主
设备３架、传输设备１架、电源２架、蓄电池４组和
空调２个设计机房空间。因此２Ｇ单系统机房按矩
形如图３所示进行冗余预算，占地面积约１５ ｍ２，实
际原有建站一般都不小于２０ ｍ２。

图３ 单系统机房简图
Ｆｉｇ．３ 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ｒｏｏ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如按移动公司（ＧＳＭ９００ ／ ＤＣＳ１８００ ／ ＴＤ － ＳＣＤ
ＭＡ）、电信公司（ＣＤＭＡ２０００）和联通公司（ＧＳＭ９００ ／
ＷＣＤＭＡ）的多系统共享机房配置，共享传输架、电源
架和蓄电池组，仅增加电源和蓄电池组容量，则机房
只增加机柜２ ～ ３列，机房宽度增加３ ． ２ ～ ４ ．８ ｍ，所
需机房总面积达到３４ ．２２ ～ ４３ ．６６ ｍ２。３Ｇ基站由于
采用射频拉远技术一般只占２个机架位置，实际工
程中可以更有效节省空间，所以机房一般在３５ ｍ２就
可以满足三家企业共享空间。

在机房空间满足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机房承重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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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于落地机房可不予考虑，但对于非落地机
房则需要在每平米承重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共
享［２］。一般移动通信基站机房地板承重应大于６００
ｋｇ ／ｍ２，电源蓄电池机房要求８００ ｋｇ ／ ｍ２。对于已建
基站可以采取查询建筑物图纸确定载荷；对于较久
远的建筑物，则需要采用常见的承重评估方法进行
测算，比较简单易行的是“现场设备检测法”。
２ ．３ 直流（ＤＣ）共享

各运营商直流电源系统配置设备型号差异较
大，考虑最大限度共建共享，电源最佳共享方式是第
三方提供包括交流引入、蓄电池、开关电源在内的全
套系统供运营商使用。基站配电系统如图４所示。

图４ 基站配电系统
Ｆｉｇ．４ Ｂａｓ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直流系统包括基站主设备、传输设备、ＤＣ架和
电池组充电等。虽然不同厂家不同系统设备功耗不
同，但悬殊不大，一般主设备功耗在２ ｋＷ左右；传输
设备功耗在１００ Ｗ，即使是机架满配大约也仅
３００ Ｗ；直流开关电源功耗较小，一般在５０ Ｗ以内；
蓄电池组仅在充电过程中产生功耗。

对于蓄电池容量的选择，可按下式估算：
Ｃ ＝ Ｋ１Ｋ２（Ｉ１ ＋ Ｉ２）＋ Ｋ１Ｋ２ Ｉ２ （１）

式中，Ｃ为蓄电池组容量；Ｋ１为安全系数，可取１ ．２；
Ｋ２为放电容量系数，可按表１取值，农村站点可取
四类市电；在基站中Ｉ１为主设备负载电流，Ｉ２为传
输设备等负载电流。如基站主设备２ ｋＷ ／ － ４８ Ｖ基
站负载约４０ Ａ，传输２５０ Ｗ ／ － ４８ Ｖ负载约５ Ａ，可设
停电时先供电５ ｈ，然后断主设备后对传输再维持
１０ ｈ供电，电池欠压保护，则Ｃ ＝ １． ２ × ６０２（４０ ＋ ５）
＋ １２ × １０ × ５ ＝ ３８５ ．０８ Ａ·ｈ，因此可配置４００ Ａ·ｈ ／ ２
组的蓄电池组。

对于开关电源的容量与选择，首先确定基站主设
备和传输设备负载总电流Ｉｆｚ；其次按公式计算开关
电源总输出电流ＩＯＵＴ ＝ Ｉｆｚ ＋组数× ０．２Ｃ，Ｃ为蓄电池
额定容量（Ａｈ）；第三，计算整流模块数量Ｎ≥
ＩＯＵＴ ／ ＩＺ，ＩＺ为整流模块的额定输出电流；第四，Ｎ取整
数，Ｎ≤１０时配置整流模块数为Ｎ ＋ １，Ｎ ＞ １０时每１０
个模块加配１个。如基站主设备２ ｋＷ传输２５０ Ｗ，

－ ４８ Ｖ直流供电负载Ｉｆｚ约为４５ Ａ，代入开关电源总输
出电流ＩＯＵＴ ＝ ４５ ＋ ２ × ０． ２ × ２００ ＝ １２５ Ａ；选额定输出
电流ＩＺ为５０ Ａ的整流模块，则Ｎ ＝ ＩＯＵＴ ／ ＩＺ ＝ ２．５，取整
按Ｎ ＋ １原则配置整流模块数量为４个。

表１ 放电容量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每组电池放电时间／ ｈ ２５℃放电容量系数
０．５ １．４３
１ ２
２ ３．２８
３ ４
４ ５．０６
５ ６．０２
６ ６．７４
８ ８．５１
９ ９．２８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直流电源馈线的选择一般按公式Ａ ＝ ＩＬ
ΔＵγ计

算，其中Ａ为导体截面积（ｍｍ２）；Ｉ为流过导线的最
大电流（Ａ）；Ｌ为导线长度（ｍ）；ΔＵ为导线上的允许
压降（Ｖ）；γ为导体的电导率（ｍ ／Ω·ｍｍ２），铜为５７。
ΔＵ取值按规范，直流放电回路（即从蓄电池组两端
到通信设备受电两端）的全程压降，－ ４８ Ｖ电源一般
取不大于３ Ｖ（包含直流配电屏内连接蓄电池组的两
端到各直流输出分路两端电压降应不大于５００ ｍＶ）；
蓄电池组至直流配电屏导线允许压降以不超过
０ ．５ Ｖ为宜。如直流负载Ｉｆｚ约为４５ Ａ，蓄电池到直流
配电屏之间距离为１０ ｍ，则蓄电池组到直流配电屏
之间直流导线可按下式计算：

Ａ ＝ ＩＬΔＵγ＝
４５ × ２ × １０
０ ．５ × ５７ ≈３２ ｍｍ

２ （２）
因此，选择截面为３５ ｍｍ２的铜芯电力电缆４根（每组
电池组两根）。同理，可测算直流配电屏到通信设备
受电端的直流导线。
２ ．４ 调温系统共享

根据ＧＦ０１４ － １９９５《通信机房环境条件》的规范
要求，基站机房温度应保持在１０℃ ～ ３５℃之间，湿
度应保持在１０％ ～ ９０％之间，空气洁净度达到Ｂ
级［３］，并要求基站机房不能出现结露情况。但按照
ＤＸＪＳ１００６ － ２００５要求更严格，实际基站共享过程中
室内温度不高于２８℃，湿度不高于７５％为宜。机房
内显热量占全部发热量的９０％以上，包括设备运行
发热量、照明发热量、人体显热发热量，以及通过墙
体结构的传热量。通信机房设备发热量一般按１６０
～ ２２０ Ｗ ／ ｍ２计算，对基站机房即使比较密集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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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基本适宜，无论选择柜式空调或其它节能恒温系
统均可据此估算，而且建议选用大风量、小焓差的机
房专用空调。如共享基站面积为３５ ｍ２，按２２０ Ｗ ／ ｍ２
估算所需的制冷量约为７ ．７ ｋＷ；墙体或门窗消耗一
定制冷量，不同方向略有不同，可按１５０ Ｗ ／ ｍ２估算，
设６ ｍ × ６ ｍ × ３ ｍ按５面计算所需制冷量约为
１６ ．２ ｋＷ；照明热可取８ Ｗ ／ ｍ２ × ３５；新风热可取（１５
～ ２０）Ｗ／ｍ２ × ３５；忽略人体热。因此，可配置制冷量
为２４ ．８８ ｋＷ，这比单纯按移动基站单位面积所需制
冷量（３００ ～ ３５０）Ｗ／ｍ２ × ３５再冗余３０％计算得到的
１５ ．９２５ ｋＷ大得多。如取２２ ｋＷ，根据

输入功率＝空调制冷量能效比
设能效比取３，则空调输入功率７ ．３５ ｋＷ，按需配置
普通柜式空调７ ． ３５ ÷ ０ ． ７３５≈１０匹，大约配置２台
５Ｐ空调已足够密集共享。

现在，也有较简便的基站空调容量计算公式：
（Ｐｘ × ８６０ ＋ Ｓｘ × ８５）×（１ ．２ ～ １ ．４）× １．１６３ Ｗ （３）
式中，Ｐｘ为机房所有设备发热量（ｋＷ），Ｓｘ为机房面
积（ｍ２）。
２ ．５ 市电引入（ＡＣ）共享

共享基站交流引入容量，要满足基站直流和交
流系统功耗要求。直流系统包括基站主设备２ ｋＷ，
传输设备３００ Ｗ，开关电源功耗小（一般在５０ Ｗ以
内），蓄电池组仅在充电过程中产生功耗，而充电时
间较长，充电电流小可不予考虑。交流系统包括空
调、照明、监控设施、应急备用插座和室外拉远设备
等，２台５Ｐ空调设备耗电功率为７ ．３５ ｋＷ左右；监控
设施耗电量较小，冗余考虑５０ Ｗ；照明设备按机房
平均照度３００ ～ ４５０ Ｌｘ，无眩光采用镶入天花板日光
灯照明，３５ ｍ２机房按４组８支２５ Ｗ，共２００ Ｗ考虑；
射频拉远功耗３５０ Ｗ以内；备用插座考虑两组，各
４００ Ｗ左右。上述合计总功耗约为１１ ．１ ｋＷ。

交流电源线的线芯截面积可按如下过程计算：
Ｓ ＝ ｐ２ ＋ Ｑ槡 ２；单相负载供电时Ｉ ＝ ＳＵ；三相负载供
电时Ｉ ＝ Ｓ３Ｕ；Ａ≥

Ｉ
ｊ 。其中，Ｓ为视在功率；Ｐ为有

功功率；Ｑ为无功功率；Ｕ为相电压有效值；Ｉ为导
线通过电流有效值；Ａ为导线线芯截面积；ｊ为导线
电流密度，铜芯绝缘导线的电流密度可按２ ～
５ Ａ ／ ｍｍ２来选取：当通过导线的电流不大于４０ Ａ时，
取电流密度为５ ～ ４ Ａ ／ ｍｍ２；当导线电流为４１ ～ １００
Ａ时，取电流密度为３ ～ ２ Ａ ／ ｍｍ２；当导线电流大于
１００ Ａ时，取电流密度为２ Ａ ／ ｍｍ２。

机房外引入机房内配电箱交流电源线，可选择
三相四芯阻燃铜芯电力电缆，如以１１ ．１ ｋＷ全部负荷
为有功功率计算，则：

Ａ ＝ Ｉｊ ＝
Ｓ
３Ｕｊ ＝

１１１００
３ × ２２０ × ４ ＝ ４．２０ ｍｍ

２

绝缘导线的线芯标称截面积系列为：１、１ ． ５、２ ． ５、４、
６、１０、１６、２５、３５、５０、７０、９５、１２０、１５０、１８５、２４０ ｍｍ２等。
如果计算结果电源线所需线芯截面积在６ ｍｍ２以下，
宜从机械强度考虑，选用线芯截面积为１０ ｍｍ２，所以
可选截面为６ ｍｍ２或１０ ｍｍ２的三相四芯阻燃铜芯电
力电缆。

机房内配电箱到开关电源系统交流电源线，如
上述基站主设备和传输设备２ ．３ ｋＷ，可按同样方法
计算选择截面为１、１ ． ５、２ ． ５、４或６ ｍｍ２的三相四芯
阻燃铜芯电力电缆。同样，也可以根据－ ４８ Ｖ基站
负载电流大小，计算所需要的开关电源系统和整流
模块个数，从而计算开关电源系统输入功率或电流，
以此来计算交流电源线。

以上是对单系统基站进行的模拟计算，当实施基
站共建共享时，就需要考虑多系统主设备增加的功
耗，初步估算新建站所需要的线径，以及原建站交流
电源线是否满足共享。如按移动公司（ＧＳＭ９００ ／
ＤＣＳ１８００ ／ ＴＤ － ＳＣＤＭＡ）、电信公司（ＣＤＭＡ２０００）和联通
公司（ＧＳＭ９００ ／ＷＣＤＭＡ）的多系统共享，考虑冗余配
置，一般基站市电交流容量引入都不小于４０ ～ ４５ ｋＷ。
２ ．６ 室内外走线架共享

通常机房室内走线架宽４００ ｍｍ，距离屋顶
３００ ｍｍ，距离地板２ ６００ ｍｍ左右，安装在机架上方。
对于基站共建共享时，可考虑加宽走线架到５００ ｍｍ
或采取架设２ ～ ３层走线架的方式实现共享。走线
架需保护接地，室内走线架应每隔５ ～ １０ ｍ接地一
次，走线架接地处应除去防锈漆才装接地线，接好后
再涂上防锈漆。所有线缆在走线架上应进行固定，
并设置标签，非屏蔽交直流电缆与通信线并行敷设
时，应预留１００ ～ １５０ ｍｍ间距。馈线在水平走线架
每隔１ ．５ ～ ２ ｍ要固定，在垂直方向每隔１ ｍ要固定，
无论水平走线架或爬墙走线架均要横平竖直，增加
固定点，确保牢固。

室外楼顶水平走线架距楼面不小于３００ ｍｍ，共
享时可考虑加宽走线架到５００ ｍｍ或６００ ｍｍ，在距离
拐弯４０ ｃｍ处设立横档以使馈线在弯曲后能有一个
固定。
２ ．７ 馈管（窗）共享

室外馈线一般是通过楼顶走线架爬梯上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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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部分是通过ＰＶＣ管方式走线。对于预埋管
道形式，主要考虑共享时馈线数量、型号，留有冗余。
馈线拐弯应圆滑均匀，弯曲半径大于等于馈线外径
的１５倍；软馈线的弯曲半径大于等于馈线外径的１０
倍。馈线屏蔽层应在塔顶、离开塔身的转弯处、进入
机房前等处妥善接地，实际施工中如果塔不是太高，
塔顶一点可不予考虑；但如果馈线较长（如超过
６０ ｍ），则相应增加接地点，实际工作分为两个基本
原则：一是在离两种不同物质接口或拐弯１ ．５ ～ ２ ｍ
处接地；二是直线长度超过４５ ｍ处接地，原则上不能
直接利用塔梯作为接地点。馈线进入机房前要有滴
水弯等防雨水措施；馈线接头和馈管接地处要做防
水处理，先裹半导电自溶胶（防水胶），然后是密封胶
（自溶胶），最后再裹ＰＶＣ绝缘胶，缠绕防水胶带时，首
先应从下往上逐层缠绕，然后从上往下逐层缠绕，最
后再从下往上逐层缠绕，上一层覆盖下一层三分之一
左右，这样可防止雨水、湿气渗漏，影响接地效果；避
雷接地夹接地线引向应由上往下，顺势引出，与馈管
夹角以不大于１５°为宜，不可成Ｕ型直弯形状。

馈线穿墙板的规格有４孔、６孔等，如图５所示，
７
８ ″馈线外径２７．７５ ｍｍ。已建２Ｇ基站馈线窗一般为

可穿３根７８ ″的馈线，实现共享时需要重新扩窗。新
建共享站点要按３家运营商２Ｇ ／ ３Ｇ不同制式的需求
配置，开设馈线窗，一般２Ｇ需要３根７８ ″馈线；ＣＤ
ＭＡ２０００与ＷＣＤＭＡ一般需要１根ＧＰＳ线、３根馈线；
ＴＤ－ ＳＣＤＭＡ单扇区需要９根馈线（８信号线，１校准
线），三扇区需要２７根馈线、１根ＧＰＳ线、３根电源线，
但如果采取光纤拉远则只需要１光缆、１根ＧＰＳ线、３
根电源线、１根接地线等共６根线，每根约１２ ″馈线外
径大小１６ ｍｍ。ＧＰＳ馈线也需要接地，在共建共享站
点中可预留１ ～ ２个馈线窗，未使用的入室洞或馈线
窗要密封。

图５ 馈线密封窗
Ｆｉｇ．５ Ｈｅｒｍｅｔｉｃ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ｆ ａｎｔｅｎｎａｆｅｅｄｅｒ

２ ．８ 传输系统共享
传输系统共享，最典型的是基站到基站之间光

缆（传输网环或链上网元之间）、基站室内到室外拉
远光缆之间的共享，有条件的可实现传输设备共享。
图６所示为站点间光缆共享示意图，室外与室内间
光缆共享同理。

图６ 共享站点间光缆共享
Ｆｉｇ．６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ａｂ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９ 共享室内环境监控系统
对于监控系统，如果是由第三方建站和维护管

理，可以共享。站点或远程安装报警控制主机，用来
收集防盗、防火、防振、水侵、潮湿、温度等监控信号，
经传输网络把监控信号上传到监控中心，实现环境监
控，一般包括门禁、烟感、温湿度感应、电源监控等。
２ ．１０ 杆塔（塔桅）共享
２ ．１０ ．１ 杆塔安全负荷要求

新建塔桅共享，设计应考虑塔桅安全负荷、风
荷。原建塔桅共享，需对塔桅安全评估，要能满足塔
桅设计负荷要求；必要时需对基础和塔身构件加固
改造；如因地质原因无法加固改造或本身存在安全
隐患的塔桅，不宜实施共享［４］。塔桅风荷载大小与
受风面积有关，主要与塔身构件、平台构件和天线面
板面积相关，如果原塔桅加装天线受风面积太大，可
考虑平台改支架方式减小风阻，如图７所示。

图７ 铁塔平台与支架
Ｆｉｇ．７ Ｔｏｗｅｒ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ｏｗｅｒ ｂｒａｃｋｅｔ

杆塔安全负荷要求可参见“移动通信塔桅设计
规范”。移动通信钢塔桅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５０
年，基本风压不得小于０ ． ３５ ｋＮ ／ ｍ２；在风荷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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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塔桅结构任意点的水平位移不得大于该点离地
高的１ ／ ７５，桅杆结构层间的相对水平位移不得大于
层间高度的１ ／ ７５；风荷载的计算应考虑塔桅构件、
平台、天线及其它附属物的挡风面积，天线的挡风面
积应按实际方向角度计算，无法确定方向时可按天
线正面面积的７５％计算；正方形角钢塔根开尺寸不
小于塔高的１ ／ ８。
２ ．１０ ．２ 天线隔离度要求

相同系统的不同站之间和同站点不同扇区之间
需要考虑同频干扰，主要通过合理的频率复用规划、
天线下倾等方式解决。而不同系统共享塔桅，系统
间的干扰源是站点内一个系统的Ｔｘ（下行）对另一
系统的Ｒｘ（上行）干扰，主要有杂散干扰、阻塞干扰
和互调干扰。

互调干扰因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合理的频谱划
分，较好地抑制了互调落入另一系统上行频带内。
杂散干扰与阻塞干扰是共塔桅需着重考虑的问
题［４］，其中杂散干扰是确定天线隔离度的主要因素，
一般遵循杂散干扰寄生辐射信号强度应比接收机噪
声基底低１０ ｄＢ，杂散干扰得到抑制则其它干扰抑制
一般都能满足［５］。天线隔离有多种措施，其中空间
隔离是共塔桅系统间最有效的方式，空间隔离一般
常用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采用双斜率传播模型分
析基站天线间传播损耗，则水平和垂直空间隔离可
分别用下式计算［６］：

Ｈ ＝ ２２ ＋ ２０ ｌｇ
Ｄｈ
λ－ ＧＴｘ － ＧＲｘ

Ｖ ＝ ２８ ＋ ４０ ｌｇ
Ｄｖ
λ （４）

式中，Ｈ为收发天线水平隔离度（ｄＢ），Ｖ为收发天
线垂直隔离度（ｄＢ），Ｄｈ为收发天线水平距离（ｍ），
Ｄｖ为收发天线垂直距离（ｍ），λ为接收天线波长
（ｍ），Ｇ指天线在收发天线连线方向上的增益。

共站系统天线隔离度的理论推算和传播损耗模
型，包含有假设和留有冗余，计算相对保守，较高评
估所需天线隔离度，一般隔离距离都超过了实际值。
因此，共站工程主要通过实测的方法确定天线所需
隔离距离。垂直隔离效果优于水平隔离，建议尽可
能多地采用垂直隔离。工程中限于塔桅条件达不到
隔离要求的，可考虑在基站发射机输出端增加带通
滤波器，减少杂散功率发射。
２ ．１０ ．３ 电磁辐射参量要求

按国家《电磁辐射防护规定》，共享型基站所产生

的电磁辐射加环境电磁辐射后不能超过４０μＷ／ ｃｍ２；
按辐射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规定，单个移动系统的项
目辐射管理值为８μＷ／ ｃｍ２。因此，理论上共享型站
点可建５个系统，但加上环境电磁辐射，一般不高于４
个［７］。增加载频与容量一般不会明显增加电磁辐射，
天线与环境敏感点的高差距离越大，辐射越小。

３ 结束语
基站共建共享可有效降低能耗与原材料消耗，

符合环保和节能减排的需要，可有效节省投资、增大
效益，避免重复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利用率，是通信
企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行动，是实施节能减排
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移动通信可持续发展，实现利国
利民利企业的重要举措。最好的共建共享模式仍然
是第三方建站，运营商租借站点建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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