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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市经信函〔2018〕36号 
 

 

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梅州市通

信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梅州市通信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我局反映。 

 

 

 

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年 2 月 6日

梅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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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通信基础设施“十三五”规划 

 

为加快构建“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新一代通信

基础设施体系，落实《关于加强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通

知》（建规〔2015〕132 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统筹各类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通信网络覆盖范围和服务质量，促进

通信基础设施又好又快发展，特制定本规划。 

一、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

施“网络强国”战略，推进“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

围绕梅州 “一区两带六组团”发展战略，把握信息通信技

术与应用需求的发展趋势，坚持集约化建设方向，规范通信

基础设施管理，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信基础设施

的利用率、综合服务能力和应用服务水平，缩小城乡数字差

距，推动梅州网络强市建设，提升梅州的城市竞争力。 

（二）基本原则 

1．统筹需求，统一规划。充分对接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兴产业和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兴服务业态，以

及“互联网+”、智慧城市的发展需要，统筹宽带网络、光

纤到户、4G、“三网融合”，对通信局房、通信管道、通信基

站进行统一规划。 

2.合理布局，适度超前。以城市总体规划、通信行业发

展规划和相关标准规范为依据，根据城市发展布局和信息化

发展规划，统筹各类通信管线、宽带网络建设和建设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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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充分衔接，合理布局通信管道、通信

机房、通信基站等各类通信基础设施。同时，适度前瞻通信

技术的发展，保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可持续地满足未来

通信发展需求。 

3.集约建设，资源共享。强化通信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

和集约建设，促进存量与增量资源的互通共享，加强城市空

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充分利用城市基础设施资源，推动集约

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大力推进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

共享，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减少重复建设，提高利用效率。 

4.科学管理，适应发展。依据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运营和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深入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

管理的规范化。促进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梅州的城市发展

战略相结合，适应信息网络发展的要求。 

（三）发展目标 

围绕广东省打造全国信息化先导区的目标，适应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建设需要和城市信息化快速发展需求，

坚持通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

管理”，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通信基

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

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将梅州打造成广东省内通信基

础设施整体水平领先的地级城市之一。 

——2019 年实现行政村光纤入户 100%覆盖，2020 年实现

全市光纤入户率达到 90%以上，重要公共区域、旅游景点、

重点场所 WLAN 热点全覆盖。 

——全面过渡到 4G 高速率通信，实现城乡居民点及高

速、铁路、高铁 4G覆盖率达到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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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深入研究 5G 技术

和标准，适时进行 5G小基站规划建设，实现 5G网络从无到

有的突破。 

——推进公共通信管道共建共享，结合地下综合管廊规

划及地下管线普查等工作，将通信管道纳入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进一步完善公路、铁路、机场等大型公共设施通信管道

网络。 

（四）规划期限与范围 

本规划的期限为 2016—2020年。规划范围为梅州市域范

围，面积约 1.59万平方公里，包括两区一市五县，即梅江区、

梅县区、兴宁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顺县、五华

县，其中规划重点为 1个市域中心城区（梅州中心城区范围）、

6 个县级中心城区（兴宁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县、丰

顺县、五华县）、17 个中心镇、60 多个普通乡镇的城镇建设

区范围。 

（五）规划其他要求 

本规划实施需结合梅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道路管网规划等规划，实施过程中

若与上述规划存在矛盾，则应作相应调整。 

二、通信基站规划 

（一）基站建设密度分区 

综合考虑地形地貌、人口密度、城镇功能布局等影响因

素，将规划范围内用地分为高密集区、中密集区、一般密集

区、边缘区、限建区五类分区，见附表 1。基站建设应按照

附表 1的要求，结合场景分析，选择合适的站间距布局。 

（二）基站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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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规划期末，梅州市域范围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9640 座，

其中现状基站 5130 座，规划新建基站 4510 座。各县（市、

区）基站建设规划规模如下： 

梅江区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1264座，其中现状基站 749座，

中心城区规划新建 494 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21座。 

梅县区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1289座，其中现状基站 786座，

中心城区规划新建 326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177 座。 

兴宁市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1366座。其中现状基站 788座，

中心城区规划新建 199 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379 座。 

平远县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791座，其中现状基站 393座，

县城规划区规划新建 145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253座。 

蕉岭县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497座。其中现状基站 268座，

县城规划区规划新建 73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156座。 

大埔县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851座，其中现状基站 608座，

县城规划区规划新建 39 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204 座。 

丰顺县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998座。其中现状基站 629座，

县城规划区规划新建 224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145 座。 

五华县基站规划规模达到 1539座。其中现状基站 840座，

县城规划区规划新建 218座，乡镇规划新建基站 481座。 

规划结合近期重要交通廊道规划基站 753 座，结合工业

园区建设规划基站 550 座，其中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

规划新建 129座，梅州市东升工业园规划新建 24座，梅县区

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98座，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畲

江园区）规划新建 33座，广东梅州蕉华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

新建 27 座，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33 座，广州南沙

（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63座，蕉岭县产业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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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建 20 座，大埔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12 座，广州海

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30座，广州番禺（五华）

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81座。 

表 1：规划通信基站统计表    （单位：座） 

区 域 现状基站 规划基站 合 计 

梅江区 749 515 1264 

梅县区 786 503 1289 

兴宁市 788 578 1366 

平远县 393 398 791 

蕉岭县 268 229 497 

大埔县 608 243 851 

丰顺县 629 369 998 

五华县 840 699 1539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

核心区 
18 129 147 

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25 24 49 

梅县区产业集聚地 26 98 124 

广州（梅州）产业转移

工业园（畲江园区） 
11 33 44 

广东梅州蕉华产业转

移工业园 
14 27 41 

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 9 33 42 

广州南沙（平远）产业

转移工业园 
8 63 71 

蕉岭县产业集聚地 5 20 25 

大埔县产业集聚地 4 12 16 

广州海珠（丰顺）产业

转移工业园 
1 30 31 

广州番禺（五华）产业

转移工业园 
10 81 91 

主要交通廊道新建通

信基站 
—— 753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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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现状基站 规划基站 合 计 

总计 5130 4510 9640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已纳入各县（市、区）工业园统计范

畴，梅州市东升工业园已纳入梅江区统计范畴，广州南沙（平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已纳入平远县城统计范畴，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

工业园已纳入丰顺县城统计范畴，广州番禺（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

已纳入五华县城统计范畴。 

（三）基站建设导则 

1.各区域的基站规划应纳入该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2.基站建设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中空间管制的相关规定。 

3.除规划站点外，各基础电信企业要根据自身需求建设

微基站作为补充。 

4.根据是否需要单独占用土地，可将基站分为有占地需

求基站和无占地需求基站。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铁路、高

速公路等交通廊道的覆盖站点原则上可以占地，基站应结合

周边用地并参照附表 2的站间距要求统筹布局。商业区、居

住区、工业区等区域的基站设置于建筑物之上，原则上不单

独占地。 

5.基站的建设选型上，楼面站采用抱杆、美化天线+一体

化机柜或简易机房型式；地面道路和绿化带旁的基站采用单

管塔、景观塔、路灯杆+一体化机柜型式；广场、景区、公

园的基站采用单管塔、景观塔、路灯杆+机房型式；高速公

路、农村山区的基站采用超高支撑杆、三管塔+一体化机柜

或机房型式。 

三、通信管道规划 

（一）通信管道容量规划 

结合当前“光进铜退”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各基础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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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企业的管道需求，规划新区主干管道为 18-34 孔，次干管

道为 14~26 孔，支路管道为 6~10 孔，老城区改造时管道规模

指标应符合附表 3的要求。 

（二）通信管道布局规划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确

定规划期内的管道建设规模如下： 

梅州中心城区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23.15公里，次干管道 89.53公里，支路管道 22.89 公里，共计

敷设管道 135.57公里。 

兴宁城区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13.26

公里，次干管道 72.56 公里，支路管道 6.01 公里，共计敷设

管道 91.83公里。 

平远县城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8.77 公

里，次干管道 22.73 公里，支路管道 27.68公里，共计敷设管

道 59.18公里。 

蕉岭县城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2.49 公

里，次干管道 25.24 公里，支路管道 3.92 公里，共计敷设管

道 31.65公里。 

大埔县城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1.62公

里，次干管道 28.01公里，支路管道 1.72 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31.35公里。 

丰顺县城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22.47

公里，次干管道 65.34公里，支路管道 18.86公里，共计敷设

管道 106.67 公里。 

五华县城通信管道布局规划：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5.97 公

里，次干管道 65.81 公里，支路管道 32.50 公里，共计敷设管



8 

道 104.28公里。 

各产业园区通信管道建设情况如下：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19.82 公

里，次干管道 47.32 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67.14公里。 

梅州市东升工业园规划敷设次干管道 3.24 公里，共敷设

管道 3.24 公里。 

梅县区产业集聚地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25.63 公里，次干

管道 54.42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80.05 公里。 

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畲江园区）规划敷设主

干管道 13.76公里，次干管道 32.58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46.34

公里。 

梅州蕉华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5.95 公里，

次干管道 8.34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14.29 公里。 

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10.29 公里，次干

管道 25.37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35.66公里。 

广州南沙（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3.53

公里，次干管道 10.67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14.2公里。 

蕉岭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7.64公里，次干管

道 10.52 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18.16 公里。 

大埔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6.68公里，次干管

道 2.72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9.4公里。 

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敷设主干管道 5.26

公里，次干管道 6.96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12.22 公里。 

广州番禺（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敷设次干管道

27.13公里，共计敷设管道 27.13公里。 

表 2：规划通信管道统计表   （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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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主干管道 次干管道 支路管道 小 计 

梅州中心城区 23.15 89.53 22.89 135.57 

兴宁城区 13.26 72.56 6.01 91.83 

平远县城 8.77 22.73 27.68 59.18 

蕉岭县城 2.49 25.24 3.92 31.65 

大埔县城 1.62 28.01 1.72 31.35 

丰顺县城 22.47 65.34 18.86 106.67 

五华县城 5.97 65.81 32.5 104.28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

核心区 
19.82 47.32 —— 67.14 

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 3.24 —— 3.24 

梅县区产业集聚地 25.63 54.42 —— 80.05 

广州（梅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畲江园区） 
13.76 32.58 —— 46.34 

梅州蕉华产业 

转移工业园 
5.95 8.34 —— 14.29 

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 10.29 25.37 —— 35.66 

广州南沙（平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 
3.53 10.67 —— 14.2 

蕉岭县产业集聚地 7.64 10.52 —— 18.16 

大埔县产业集聚地 6.68 2.72 —— 9.4 

广州海珠（丰顺）产

业转移工业园 
5.26 6.96 —— 12.22 

广州番禺（五华）产

业转移工业园 
—— 27.13 —— 27.13 

合  计 176.29 598.49 113.58 888.36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已纳入各县（市、区）工业园统计范

畴，梅州市东升工业园已纳入梅江区统计范畴，广州南沙（平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已纳入平远县城统计范畴，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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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主干管道 次干管道 支路管道 小 计 

工业园已纳入丰顺县城统计范畴，广州番禺（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

已纳入五华县城统计范畴。 

（三）通信管道建设导则 

1.通信管道建设规模既要满足当前业务需求，又要留有

充分的余量以适应未来的发展，并按终期所需容量一次建成，

以适应信息网络不断扩充的需求。 

2.主干管道建设时应充分考虑沿线周边的业务需求，在

路由选择、容量配置和管井设置上应便于业务的接入。 

3.次干管道应在主干管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道路覆盖

率，形成管道网络的基本架构，以有效提升全业务基础运营

能力。 

4.加快建设支路管道间、支路管道与其他管道间的连通

管道，提高支路管道的连通度。 

5.小区管道规划应遵循“按需建设、适当超前”的原则，

城市新区的小区入口处应预留人井，实现小区管道与市政道

路管道互通；城市建成区或老城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采用合理方式（建设管道、槽道、架空等）实

现小区管道和市政道路管道互通。 

6.通信管道的中心线应平行于道路中心线或建筑红线，

位置应与杆路同侧，便于光（电）缆引出配线；高等级公路

上的通信管道建设位置选择依次是隔离带下、路肩和防护网

以内。 

四、局房规划 

（一）核心机楼规划 

按照“大容量、少局所”的思路，“十三五”期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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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中心城区江南新城新建移动核心机楼 1 座、联通核心机

楼 1座，在梅县区新建移动机楼 1座。 

（二）汇聚机房规划 

按照密集城区一个汇聚节点覆盖面积 2-5 平方公里，一

般城区覆盖面积 5-10 平方公里，郊区及乡镇覆盖面积 10-20

平方公里的建设标准，规划共新建汇聚节点机房 82 座。其中，

梅州中心城区规划新建 21座；兴宁城区规划新建 5 座；平远

县城规划新建 3座；蕉岭县城规划新建 2 座；大埔县城规划

新建 1 座；丰顺县城规划新建 6座；五华县城规划新建 4座；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规划新建 11座；梅州市东升工业

园规划新建 1座；梅县区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12 座；广州（梅

州）产业转移工业园（畲江园区）规划新建 4座；梅州蕉华

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1 座；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

建 4 座；广州南沙（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1 座；

蕉岭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2座；大埔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新

建 2 座；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1 座；

广州番禺（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1座。 

（三）小区机房规划 

规划共新建小区机房 154 座。其中，梅州中心城区规划

新建 42 个；兴宁城区规划新建 11 个；平远县城规划新建 6

个；蕉岭县城规划新建 5 个；大埔县城规划新建 4 个；丰顺

县城规划新建 8 个；五华县城规划新建 5 个；梅兴华丰产业

集聚带核心区规划新建 21座；梅州市东升工业园规划新建 2

座；梅县区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20座；广州（梅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畲江园区）规划新建 5 座；梅州蕉华产业转移工

业园规划新建 3 座；兴宁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6 座；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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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南沙（平远）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2座；蕉岭县产业

集聚地规划新建 5 座；大埔县产业集聚地规划新建 4 座；广

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3座；广州番禺（五

华）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新建 2座。 

表 3：规划通信局房统计表   （单位：座） 

区 域 核心机房 汇聚机房 小区机房 小计 

梅州中心城区 3 21 42 66 

兴宁城区 —— 5 11 16 

平远县城 —— 3 6 9 

蕉岭县城 —— 2 5 7 

大埔县城 —— 1 4 5 

丰顺县城 —— 6 8 14 

五华县城 —— 4 5 9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

带核心区 
—— 11 21 32 

梅州市东升工业园 —— 1 2 3 

梅县区产业集聚地 —— 12 20 32 

广州（梅州）产业转

移工业园（畲江园

区） 

—— 4 5 9 

梅州蕉华产业转移

工业园 
—— 1 3 4 

兴宁产业转移工业

园 
—— 4 6 10 

广州南沙（平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 
—— 1 2 3 

蕉岭县产业集聚地 —— 2 5 7 

大埔县产业集聚地 ——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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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核心机房 汇聚机房 小区机房 小计 

广州海珠（丰顺）产

业转移工业园 
—— 1 3 4 

广州番禺（五华）产

业转移工业园 
—— 1 2 3 

合  计 3 82 154 239 

    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核心区已纳入各县（市、区）工业园统计范

畴，梅州市东升工业园已纳入梅江区统计范畴，广州南沙（平远）产

业转移工业园已纳入平远县城统计范畴，广州海珠（丰顺）产业转移

工业园已纳入丰顺县城统计范畴，广州番禺（五华）产业转移工业园

已纳入五华县城统计范畴。 

（四）局房建设导则 

1.局房建设应遵循“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确保生产和

经营需求，注重投资效益”的原则，以满足近期需求为主，

兼顾远期发展和使用变化。局房建设规模应适当留有余地，

满足未来 8～10年的区域装机需求。 

2.城市新区规划时应结合信息发展的要求，合理预留通

信局房用地。 

3.核心机楼应建设在交通便利的地块，满足多方向管道

进出的要求。 

4.从公共通信安全角度考虑，在同一地块的核心机楼分

属不同基础电信企业应不超过两家，以避免出现地震等突发

事件时出现大面积通信故障。 

5.城市新区建设应预留汇聚节点机房用地或用房，在新

建商业楼宇中应配套通信基础设施用房。 

6.汇聚机房内安装传输网设备、开关电源设备、空调等，

同时配备大容量的蓄电池组，建设面积不宜小于 60平方米。 

7. 为满足通信安全性方面的要求，汇聚机房应优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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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路口、道路拐弯等交通便利的建筑物中，以保障光缆

可从多个方向接入，当某个方向的管道或光缆出现故障时，

能通过其他方向的光缆接入。 

8.小区机房的配置标准、机房面积等应符合附表 4 的相

关要求。 

五、光交接箱规划 

（一）光交接箱建设原则 

根据管孔资源、用户属性、潜在业务需求，确定光交接

区，小区光交接箱的覆盖半径为 250 米，覆盖面积为 0.2 平

方公里，主干光交接箱按 2-3个小区光交接箱配置一处主干

光交接箱的原则进行布局。 

（二）光交接箱规模预测 

至规划期末，梅州市中心城区及各县城主干光交接箱需

求量为 548个。 

（三）光交接箱建设导则 

1.按照主干光交接箱和小区光交接箱分层建设，主干光

交接箱建设结合本地网核心机房、汇聚机房、主干管道布局，

小区光交接箱主要布局在密集住宅、商务楼宇、工业区旁。 

2.光交接箱的建设不得影响人行、车行安全，避免影响

美观、损坏花木。  

3.主干光交接箱尽量建设在主次干道的十字路口附近，

建设位置依次优先选择绿化带内、建筑物外墙、道路两侧。

主干光交接箱应避免受到市政建设的影响，同时应避开外部

高电压干扰，避开高温、腐蚀和易燃易爆区；小区光交接箱

宜设置在地下室、小区机房、地下车库、绿化带等管道资源

丰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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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道路、小区、商务楼宇等建设时应预留光交接箱的位

置，各基础电信企业的光交接箱应采取同址建设方式，每个

光交接箱预留面积 1 平方米。各基础电信企业宜选择同等规

格的高品质的光交接箱，并适当美化外观，以维护市容市貌。 

六、室内分布系统规划 

（一）场景划分 

根据不同的覆盖面积和人口密集程度，将室内分布系统

建设划分为 3大类 21小类场景，室内分布系统建设应符合附

表 5 的要求。 

（二）室内分布系统建设要求 

室内分布系统接入机房面积为 10-50 平方米，弱电井大

小不小于 0.6*1.0 米，走线架大小为 20-30厘米，天线点安装

位置视楼宇具体情况确定。 

七、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要求 

（一）通信基站共建共享要求 

为减少通信行业内铁塔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

提高行业投资效率，进一步提高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

通信基站的建设应按照《工信部国资委〔2014〕586 号关于

2015 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由

铁塔公司统筹进行通信基站建设，电信、移动、联通等基础

电信企业原则上不再自建铁塔等基站配套设施。 

（二）通信管道共建共享要求 

基础电信企业在管道建设过程中，应同期共同规划建设，

共用入孔，避免单独建设，以节约管道空间资源，减少投资，

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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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信局房共建共享要求 

对于规模较大的住宅小区，开发商应为各基础电信企业

预留汇聚机房用房，每个基础电信企业按建筑面积 60-100平

方米预留；若汇聚机房采用合建形式，则两家基础电信企业

的建筑面积不小于 120 平方米，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建筑面

积小于 180 平方米，四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

240 平方米，并保证各基础电信企业具有平等接入机会。同

时，开发商在各类住宅小区配套设施建设中应预留小区机房

用房，并保证多家基础电信企业可以平等进入。 

（四）室内分布系统共建共享要求 

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等基础电信企业原则上不再在

铁路、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等公共交通类重点场所和大型

场馆、多业主共同使用的商住楼、党政机关等建筑楼宇类重

点场所自建室内分布系统。铁塔公司要增强承建能力，合理

平衡、有效满足各基础电信企业的建设需求。铁塔公司承建

通信基础设施时，应统筹各方需求，优先改造利用存量资源。 

（五）社会共享要求 

各地在进行路灯、公安监控、交通指示等路杆设施建设

时，要统筹考虑通信需求，优先采用“多杆合一”功能的

“城市智慧灯杆”。推进通信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工作，全

面倡导“一杆多用”方案的使用，加快推进“多杆合一”试

点实施。逐步全面开放视频监控杆、路灯杆、交通视频监控

杆，实现社会杆资源的全面共享。 

八、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一）环境保护措施 

1.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时要确保周围居住环境电磁辐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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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符合国家相关防护标准。区域内现状电磁辐射源较多，且

环境电磁辐射本底较高时，应开展区域内电磁辐射污染专项

调研，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新建基站开通后，应对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进行监

测，必要时应做好相应防护工作；新建机房、新租机房的基

站应具有相应的消防设备，原有机房的基站如消防设备不合

格时，应按国家相关标准相应增加；处于生态红线区及生态

功能控制区范围内的通信基础设施，其建设应符合环境功能

区划的管控要求。 

（二）环境协调美化要求 

对于城市重点地段及其他景观敏感区域，基站建设应采

取天线美化措施，以保持与周围整体环境的协调。美化天线

的应用范围主要是居住小区、旅游景区、市政广场、繁华商

业街区、城市中心等区域。 

（三）安全生产要求 

1.建设通信基础设施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通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坚持统筹规划、共建共享和资源

合理利用的原则，依法接受通信管理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监

督和管理。 

2.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单

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机制。 

3.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承接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通信基础设

施时，应当与周围已建其他设施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各类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于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建、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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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得危及通信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建设中需迁移通信管

道、基站、杆路或清理废弃缆线的情况发生时，政府主管部

门要和基础电信企业协调沟通，制定迁改应急预案，保障通

信网络安全。基础电信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通信基础设施保护

管理制度，对所管理的通信基础设施进行定期巡查、维护和

检修，并依法及时制止危害通信基础设施安全的行为。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确保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顺利

开展。 

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涉及到多个政府管理

部门，各相关部门应在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

领导下，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根据部门职能分工全

力配合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确保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顺利开展。各基础电信企业应结合省、市的有关要求及时制

定通信行业发展规划、企业年度计划。 

（二）开展详细规划编制，指导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为有效指导城市各类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各基础电信

企业应依据本规划进行详细规划和无线基站专项规划等下

层次规划的编制。各类城市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应及时纳入城

市规划，以保障城市各类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开放公共建筑与设施，保障通信基础设施加快建

设。 

各县（市、区）政府要制定公共建筑与设施免费开放目

录，每年向社会通告。各级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开放公

共建筑支持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免

费开放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所属建筑物，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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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场馆，旅游景点、交通枢纽、公园等各

类公共场所，以及各等级公路、市政道路、铁路、视频监控

杆、路灯杆、公交车站和郊区农村电力塔等各类公共设施。

公共建筑与设施所属单位要开放其建筑的天面、公共地面、

电信间、设备间、配套设施等资源，并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电力、机房、管道、管线、选址建站许可、进场许可等

便利条件。 

（四）统筹高铁、高速等交通廊道及工业园区通信基础

设施建设。 

在新建高速、高铁等交通廊道及工业园区规划建设时，

应按国家的有关要求将通信管线、基站、铁塔建设一并纳入

规划，统筹考虑，充分衔接，同步建设。对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区域内的通信设施，在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时，应同步

考虑通信设施建设需要，及时预留布线空间，同步规划和建

设各类通信基础设施；同时统筹考虑基站配套电力引入、通

信管线等需求，做好通信基础设施规划与电力设施规划的衔

接。 

（五）消除“信息鸿沟”，扎实推进农村地区通信建设

工程。 

加大对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鼓励、引导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努力消除“信息鸿沟”对农村地区的瓶

颈制约。各县（市、区）及乡镇在新农村规划编制过程中应

将通信基础设施规划一并统筹考虑。扎实推进农村信息化工

作，持续深入开展乡镇互联网接入、行政村通宽带、信息下

乡等方面建设，有效提升农村地区的通信基础设施水平。 

（六）完善相关保护机制，切实维护通信基础设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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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通信基础设施保护各项机制，明晰相关流程。有关

单位在通信线路沿线附近从事可能危及通信线路等基础设

施安全的作业时，应事先通知通信主管部门和相关运营企业，

在获得许可并采取可靠有效的防范措施后方可进行施工作

业。施工单位未按照相关流程操作，造成通信安全事故的，

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对经济损失给予赔偿。任何单

位和个人都不得私拆、迁移或毁损通信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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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基站建设场景划分表 

密度分区 主要用地功能 站间距（米) 

高密集区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00-400 
市级、区级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专业

市场用地 

客运交通场站、枢纽用地 

中密集区 
居住用地 

400-500 
市级、区级公园绿地、大型游乐用地 

一般密集区 

工业用地 

500-800 

货运交通枢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小型街头绿地、防护绿地 

边缘区 农业、生态结构用地及农村区域 800-2000 

限建区 

机场跑道禁止建设区 

—— 古城风貌保护区 

河道水域 

注： 

1、限建区内必须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应征求文化、水务、机场、

国土等相关部门意见，经依法审批后方可建设； 

2、规划中上述站距规划只是为实际建站提供参考依据。实际建

设中，应综合考虑地形、地貌、站高、建筑物的阻挡情况、考虑水面

对无线信号传播的影响，以及话务热点热区的需求进行站点位置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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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常用频段的典型站距表 

区域类型 
800—900MHZ典型站

距（米） 

1800—2100MHZ典型

站距（米） 

高铁 1500~1800 700~900 

省级高速（车内） 2500 1000-1500 

省内高速（车内） 2500 1000-1500 

普通铁路（车内） 2500 1000-1500 

国道（车内） 3000 1500-2000 

省道（车内） 3000 1500-2000 

 

注： 

1、上表统计的站距为平坦区域的覆盖站距，受到山体、大型建

筑等自然物体阻挡的站距不纳入统计中。 

2、典型站距：指现网大部分该站距范围的基站之间，路测电平

能够满足场强指标的要求。存在站距刚好大于该站距时路测数据满足

指标的案例，并且存在站距刚好等于该站距时路测数据满足指标的案

例。 

3、对于 2600MHz 频段的站距，在城区乡镇的典型站距要比

2100MHz频段要小 100米左右，在郊区农村小 200米左右。 

 

附表 3  

管道建设容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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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城区改造、用户高密集区域管道建设规模    （单位：孔） 

 

 

 

 

 

（2）老城区改造、用户低密集区域管道建设规模    （单位：孔） 

道路 电信 联通 移动 广电 发展预留 合计容量 

主干 4~6 4~6 4~6 4~6 2~4 18~28 

次干 3~4 3~4 3~4 3~4 1~2 14~18 

支路 1~2 1~2 1~2 1~2 1~2 6~10 

 

（3）新发展区域未来管孔需求预测               （单位：孔） 

道路 电信 联通 移动 广电 发展预留 合计容量 

主干 4~8 4~8 4~8 4~8 1~2 18~34 

次干 3~6 3~6 3~6 3~6 1~2 14~26 

支路 1~2 1~2 1~2 1~2 1~2 6~10 

 

 

 

 

道路 电信 联通 移动 广电 发展预留 合计容量 

主干 6~8 6~8 6~8 6~8 1~2 26~34 

次干 4~6 4~6 4~6 4~6 1~2 18~26 

支路 1~2 1~2 1~2 1~2 1~2 6~10 



24 

附表 4  

小区机房设置表 

 

 

 

 

 

 

 

 

 

 

附表 5  

室内分布系统建设场景分类表 

序

号 

居住区户数

（户） 

机房类

型 

面积 

（平方米） 
备注 

1 200～2000 
集中配

线间 
>15 

按照 600户左右进行分

区，每个区域应设置交

接间 

2 2000～5000 
小区机

房 
>50 —— 

3 5000～10000 
小区机

房 
>80 —— 

4 >10000 
小区机

房 
— 

应根据建筑群分布情况

设置多个小区机房，使

用面积要求同上，参考

2、3。 

场景分类 场景说明 
人口密度 

（用户/万平方米） 

A类 

大型商场 
营业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包含购物商
场、超市及各类专业市场等 

600 

高级酒店 四星级及以上宾馆酒店 500 

交通枢纽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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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中心/
体育场馆 

各类会展中心、体院场馆及剧院，建筑面
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 

1000 

大型居民小
区 

小区居民在 3000 户以上，建筑面积 20 万
平方米以上，存在覆盖盲区的高层小区 

400 

重要政企 
办公楼 

省、市重要政府机关办公大楼，重要企业
办公大楼，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上 

500 

大型医院 
门诊及住院部大楼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
以上，3 甲医院 

800 

高校 
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的教学楼、图书馆、
宿舍楼 

1500 

其他同等级 
场所 

其他同等级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博物馆
等 

600 

B 类 

中型商场 
营业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包含购物商
场、超市及各类专业市场等 

600 

中档酒店 三星级酒店 500 

中型居民小
区 

小区居民在 2000 户以上，建筑面积 15 万
平方米以上，存在覆盖盲区的高层小区 

400 

中型医院 
门诊及住院部大楼建筑面积在 2万平方米
以上，2甲医院 

800 

中档写字楼 办公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写字楼 500 

中档餐饮娱
乐场所 

营业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娱乐场所 500 

学校 
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初、高中、职业学
校、专科类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宿舍
楼 

800 

C 类 

中小型商场 
营业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包含购物商
场、超市及各类专业市场等 

500 

连锁酒店 
及旅馆 

酒店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存在覆盖盲
区 

500 

小型、地下 
娱乐场所 

营业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存在覆盖盲
区 

500 

中小型展馆 
展区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存在覆盖盲
区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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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室内分布系统建设配置表 

 

 场景分类 接入机房面积预留（平方米） 

A类 

大型商场 25 

高级酒店 35 

交通枢纽 35 

会展中心/体育场馆 25 

大型居民小区 41  

重要政企办公楼 35 

大型医院 35 

高校 25 

其他同等级场所 25 

B类 

中型商场 20 

中档酒店 20 

中型居民小区 28 

中型医院 20 

中档写字楼 20 

中档餐饮娱乐场所 20 

学校 20 

C类 

中小型商场 10 

连锁酒店及旅馆 10 

小型、地下娱乐场所 10 

中小型展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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