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电磁辐射强不强？屏上一目了然
湖南首批4座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在长沙投入使用，市民可自行观测辐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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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居民身边常见
的移动通讯基站、高压输变电工程越建
越多，这些设施周边的电磁辐射环境安
全吗？会对居民健康造成影响吗？政府
部门会采取哪些监管措施呢？1月5日，
记者获悉，湖南首批4座“24小时持续监
测”的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已在长

沙市区正式投入使用。

自动监测站同步展现周边电磁辐射值

“每一个自动监测站都会配备四个电磁辐射监测探头和
一块户外电子屏幕，屏幕上会同步展现监测到的数据。居民
可以实时查看、了解身边的电磁辐射是否超标。”省辐射环境
监督站工作人员黄丹丹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自动监测
站选址主要在小区、学校、医院等人群比较集中，对电磁辐射
环境比较敏感的区域。”

据了解， 长沙首批4座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分别设
置在圭塘河公园站、马栏山公园站、鸭嘴公园站、西湖公园
站，集辐射环境自动监测、实时数据显示、预警预报、科普宣
传于一体，其配备了电磁辐射监测探头、工控设备、数据采集
及信号传输等模块。主要面向移动通讯基站、高压输变电工
程、广播电视发射台、雷达等设施周边的电磁辐射环境，进行
24小时持续监测，监测因子包括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射频
电场、中短波电磁场、广播磁场等。

工作人员表示，“建设这样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站可以
为科研、通信运营商的基站布局调整等提供参考、决策依据。
群众可以实时看到监测数据，从而减少对电磁辐射的误解与
恐惧。”

监测数据超标会及时预警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圭塘河公园，公园旁就是幼儿
园、小区，许多老人、儿童正在公园内休闲，一个白色的
通讯基站就立在河边，不远处就是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
测站。

在这个圭塘河自动监测站的玻璃门内，安装选频中短波
电磁场探头、选频射频电场探头、广播磁场探头以及变电站
和输变电线路探头，监测站内的工控设备和数据处理系统对
探头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信号传输，玻璃门外的“电磁
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彩色大屏则显示出实时监测数据、实时
频谱数据和月统计数据。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投入使用的自动监测站监测到的
数据，是远低于国家限值的，居民不必因周边电磁辐射及环
境影响而导致恐慌心理。若电磁辐射数据超标，自动监测站
会及时进行预警预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十四五”以来，在现代化
环境监测体系建设中， 除国家布设的18个辐射环境空气自
动监测站外， 湖南自主建设2个辐射环境水质在线监测站和
4个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下一步，将继续完善电磁辐射
环境质量监测网络， 探索5G等新兴技术与辐射环境保护的
深度融合，为公众营造更加安全、透明的电磁环境。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叶竹

圭塘河公园内的电磁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玻璃门外的
“电磁环境质量监测系统” 彩色大屏上， 显示出实时监测数
据、实时频谱数据和月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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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把脉开方”，千年古樟“大病初愈”

林业专家在平江县千年古樟现场挖施肥沟，检查古樟根部情况。 受访者 供图

【危机显现】
高温与老化双重侵袭，千年古樟显“疲态”

这株古樟位于天湖村的村头， 树高25.3
米，平均冠幅45米，胸径达3.18米。它枝繁叶茂
的身影早已成为村民心中的精神象征。2018
年，它被湖南省绿化委员会评为“湖南省最美
古樟树”，2023年更获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的
“中国十大最美古樟树”称号。

近年来，这棵千年古樟树逐渐显露出“年
迈”的疲态：树干开裂、树液渗出，原本茂密的
叶片开始稀疏， 部分侧枝枯死。“尤其是近两
年的极端高温天气，更让古樟不堪重负。2023
年夏季，它的西侧树冠部分枯萎，甚至遭受白
蚁侵袭。对此，村民们深感揪心，这棵树陪了
我们太久， 现在它的每一片叶子、 每一条枝
干，都是我们的牵挂。”村级林长、天湖村党支
部书记欧阳统良说。

“看着这棵树，就像看到了村子的历史。”
欧阳统良说，“它见证了我们祖祖辈辈的生
活，风雨无数，我们也不离不弃。现在它病了，
我们不能让它倒下。”

【全力抢救】
多方协作“开方施救”，古樟“伤势”有所恢复

面对古樟病危的状况， 平江县林业局迅
速组织10余名专家展开现场会诊，为古树“开
方施救”。经过多轮研讨，当地制定了详尽的

《千年古樟抢救复壮技术实施方案》，从根到枝
全面展开抢救行动。

“这是一次复杂的系统性救治。我们清理
了周围500平方米的地表物， 改善土壤环境，
并沿着树枝伸展方向挖施肥沟， 每年为其补
充两到三次养分。在春夏秋三季，为古樟注入
树木专用营养液，帮助它恢复活力。”参与抢救
的平江县林业局专家介绍，为了稳定树体，当
地在原有支撑的基础上新增了6个加固支架，
并针对树体裂缝进行了涂胶和防腐处理，进
一步防止病虫害侵袭。

救治过程中，天湖村的村民也主动参与其
中。多年来，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村民们始终
守护在古樟身边。2023年大旱时， 他们合力
引水为古樟浇灌；冬雪压枝时，大家又连夜清
扫积雪。

目前， 抢救行动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古
樟的“伤势”已有所恢复。林业部门表示，将继
续加大对古樟的监测和养护力度， 并通过宣
传， 让更多人了解这棵古树的重要价值和保
护意义。

“这不仅仅是对一棵树的保护， 更是对我
们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敬畏。”参与救治的平江
县绿化事务中心郑军感慨道。

在天湖村，古樟依然伫立，它的枝叶即使
不再如从前那般繁茂， 却依旧深深扎根于大
地，也扎根于人们的心里。正如欧阳统良所说：

“它是我们的过去，也是我们的未来。护好这棵
树，我们就护住了我们的根。”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曾冠霖

在湖南平江县三市镇天湖村，一株历经2200
多年风雨的千年古樟树正陷入“病危”。这株被誉为
“中国最美古樟” 的自然瑰宝， 如今出现了树干开
裂、树液外渗、叶片脱落、侧枝枯死等症状，被林业
专家诊断为“濒危株”。1月3日，记者获悉，为留住
这穿越汉唐宋元明清六朝的历史见证， 当地政
府、林业部门和村民多方正在全力抢救这株千年
古树，目前古樟的“伤势”已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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