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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网络的提速，并不是依

靠加大 5G基站的发射功率，而

是依靠扩容传输带宽、提升抗

干扰能力和接收灵敏度综合获

得的，从 2G基站到 5G基站，辐

射其实是越来越小的。

有人认为 5G比 4G网速更

快，那么 5G基站的功率一定比

4G 基站要大，因此 5G 基站的

辐射就会比 4G 基站更大。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贵州移动大数据分公司总

经理李文华说，实际上这是一

个误解，从 2G基站到 5G基站，

辐射其实是越来越小的。以中

国移动为例，在 4G 时代，大型

基站的功率为 40瓦，小型基站

功率为 20瓦，但在 5G技术下，

微基站的功率仅为 10瓦，微微

基站功率甚至达到250毫瓦。

李文华解释说，5G网络的

提速，并不是依靠加大 5G基站

的发射功率，而是依靠扩容传

输带宽、提升抗干扰能力和接

收灵敏度综合获得的。

当然，基站的辐射客观存

在，但 5G 基站与 4G 基站在发

射频率上标准相同，都必须符

合“小于 40微瓦/平方厘米”的

国家标准。

5G网速更快，基站辐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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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辐射比4G大？错！

网速更快、基站更多≠辐射更大
日前，随着5G商用

牌照的正式发放，各种

“5G 基站密度高辐射

大，危害健康”的言论甚

嚣尘上，传播起来比 5G

跑得还快。联想到不久

前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的

公开质疑，人们不禁要

问：“5G 真的一半是天

使一半是魔鬼吗？”

在畅想 5G 所带来

的美好生活的同时，针

对那些耸人听闻的辐射

传言，公众尤其需要一

双雪亮的眼睛。对此，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有

关专家。

5G 信号属于射频电磁辐

射，其能量只能轻微移动或振动

分子中的原子，而不足以电离

它，因此不会破坏DNA而导致

癌症。而且我国国家标准严格，

完全不用担心辐射影响健康。

网 上 流 传 着 不 少 关 于

“5G 信号威胁人体健康”的传

言。传言称5G会导致心脏节律

改变、基因表达改变，甚至会损

害DNA、会致癌。

其实，无线能量以电磁波的

形式在空间传播，就会产生电磁

辐射。电磁辐射的来源包括天

然和人工两种，大到电闪雷击、

太阳黑子活动，小到微波炉、电

视机等都会产生电磁辐射。现

代人每天都暴露在各种电磁辐

射环境中，基站和手机辐射只是

其中之一。

早在 1996年，世界卫生组

织就制订了“国际电磁场计划”，

以调查人体长期暴露在极低频

电场和磁场中是否会危害健康，

我国也曾加入其中。最终该项

目于2008年发布了评估结果与

建议：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研究

表明存在一致的证据，证明接触

射频场强度低于造成组织发热

的限值，会产生不良健康后果。

目前中国通信基站所使用

的 频 率 范 围 基 本 上 是 在

500MHz 到 5GHz 之间，国外

给运营商分配的频率已经开始

延伸到毫米波波段，也就是超过

30GHz。不论是500MHz还是

30GHz，都在微波范围内，因此

完全不用担心辐射影响健康。

李文华说，公众应该关注的是有

害辐射，而不是辐射本身。

所谓的“5G信号辐射”，属

于射频电磁辐射。射频辐射的

能量只能轻微移动或振动分子

中的原子，而不足以电离它，这

证明，射频辐射不会通过破坏

DNA 而导致癌症。张云勇指

出，相比之下，放射性元素、核反

应堆、核武器等高能辐射主要释

放电离辐射，它们有足够的能量

电 离 原 子 或 分 子 ，从 而 破 坏

DNA，可能导致癌症，这些电离

辐射才是值得我们警惕并加以

防护的。⑥5

据《科技日报》

5G信号会威胁人体健康？

通讯基站天线的辐射覆

盖面积较广，而且与人体的距

离往往超过 10 米，对人体的

影响较小。手机等虽然自身

发射功率不及通讯基站天线，

但往往与人体零距离接触，所

以辐射值反而更大。专家指

出，事实上更值得关注的是，

密集的基站对手机辐射的影

响。

李文华说，当信号不好时，

为了保持正常的通讯，手机会

最大限度地寻求基站信号，不

断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这个

时候手机的辐射就会变大。

如果将 4G及 4G之前的基

站比作大火炉，离它越远就越

冷，信号也就越差。而 5G 基站

就像地暖，均匀地散发热量。李

文华说，“而且 5G 手机在投用

前，都要经过工信部门的检测，

以确保其辐射值在健康和安全

的范围之内，所以完全不用担

心。”

基站越密集，会不会辐射越大？

当信号不好时，手机会不

断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这个

时候其辐射就会变大。5G 基

站密集，手机能轻松获取基站

发射的信号，手机信号越好，

用户实际受到的辐射反而越

小。

由于 5G 建网频段较高，

基 站 覆 盖 范 围 相 对 变 小 ，因

此，想要保证 5G 高速率和广

覆盖需求，基站数量要比 4G

基站多得多。未来，5G 信号

不是依靠相隔很远的信号塔，

而是依靠身边路灯或电线杆

上的微基站。

5G基站密度更大，辐射更高？

以创新引领发展
——走进“‘复兴号’摇篮”

从7月10日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新的运行图，更多“复兴号”

动车组将奔跑在华夏大地上。

百年中国铁路史，“复兴

号”所代表的中国高铁无疑是

这段发展史上最亮丽的一笔。

被誉为“‘复兴号’摇篮”的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科院）

成立于 1950 年。69 年来，伴

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它一

直致力于推动创新，让中国铁

路变得更快、更好、更智能。

“让火车像风一样跑”，是

铁路人多年的梦想。

在京沪高铁上，时速 350

公里的“复兴号”飞速掠过。

“一秒钟100米，只是人一眨眼

的工夫。”中国铁道博物馆原

副馆长金万智说。

30年前，这一切还难以想

象。上年纪90年代，中国铁路

平均时速不到一百公里，铁路

运力十分欠缺。

为了加快高铁发展，2004

年，中国相继引进日本、法国、

加拿大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技

术，此后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基础上，相继生产出了包

括CRH380在内的“和谐号”系

列高速动车组。

然而，铁路人并不满足。

铁科院原首席研究员王悦明

说，为了进一步掌握关键核心

技术，2012年由中国铁路总公

司主导，铁科院技术牵头启动

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工作。

2017年 6月 26日，中国标

准动车组“复兴号”率先在京

沪高铁两端双向首发，9月 21

日又按时速350公里开始商业

运营，中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

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更快的速度

嗖……一列“子弹头”呼

啸而过。

宽 大 的 车 厢、舒 适 的 座

椅，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

十余年前绿皮车拥挤烦闷的

场景。

走进“复兴号”二等座车

厢，记者看到每排前后都设置

220V不间断插座，还专门增添

了USB接口，保证每个座位充

电都能“一一对应”。旅途中不

用担心单调无聊，乘客可以无

线上网，一路“在线”飞驰。

乘坐高铁，人们最关心的

是跑那么快，安不安全？

为了提高安全性，在“复

兴号”的研制过程中，技术人

员在“复兴号”上建立了全方

位 安 全 监 测 系 统 。 全 车 有

2500余项监测点，比以前动车

组多出500余个。

跑得更快，能耗却更低。

张波说，京沪高铁实测结果显

示，在 350 公里时速下“复兴

号”与“和谐号 380”相比，总能

耗下降了 10％，意味着京沪高

铁往返一趟能省5000多度电。

目前，中国日均上线运行

动车组超过 3300组，其中“复

兴号”动车组超过400组。

更舒适的旅途

在铁科院的“成绩单”上，

有这么一句话：“复兴号”采用

的 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

准占到 84%，整体设计和关键

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这是成绩也是起点。未

来，中国高铁的目标在哪里？

铁科院机辆所整车技术规

范研究室副主任邵军表示，未

来，高铁将会更加“智能化”。

他表示，为满足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及京张高铁的运输

需 求 ，以 现 有“ 复 兴 号 ”

CR400BF 型动车组为基础研

制的京张高铁智能型动车组，

即将开始试验验证。

为了满足更多旅客在更

多环境条件下的需求，中国铁

路总公司还提出了“复兴号”

动车组顶层设计方案。未来

将在“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

组平台基础上，研制不同速度

等级、适应不同环境需求的自

主化、标准化动车组系列产

品。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下一

代高铁标准的制定上，中国也

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一

直在铁科院从事列车网络系

统设计的首席研究员赵红卫

说，过去 8年内，中国共主持、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化组织、国

际铁路联盟重要国际标准几

十项，并多次在中国召开学术

会议。未来，世界铁路将会更

加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⑥5

据新华社

更智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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