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山 768 台中波发射天线迁建项目

技术需求书

一、项目背景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通辽广播发射中心阿尔山 768 台位于

阿尔山市西郊，占地面积 163.6 亩。

目前共有 3座中波发射天线因周边建设环境改变，需要进行迁建。供应商必

须对所报内容完全响应。

表 1 --3 座中波发射天线现状统计表

天线名

称

发射形

式

发射频率 功率 天线高度

（米）

天线形式 馈线规格

南塔 双频共

塔

675KHz /1458KHz 1KW/1KW 76 拉线 SDY-50-23（75

Ω）

中塔 单频 1305KHz 1KW 48 自立 SDY-50-23（50

Ω）

北塔 双频共

塔

549KHz/1044KHz 1KW/10KW 76 拉线 SDY-50-23 /40

（75Ω/50

Ω）

现状 3 座中波发射天线布置图如下：



二、建设内容

1、拆除现状南塔、中塔、北塔 3 座中波发射天线，拆除现状调配室；

2、按照新址新建南塔、中塔、北塔 3 座 76米中波发射天线，包含塔体、基础、

绝缘装置、防雷接地、航空障碍灯等；

3、新建天馈线系统，包含调配网络、地网、馈线（含局部馈线架敷设）、调配室

屏蔽、高频接地；

4、3 座天线现有的摄像头（每个天线 2 个，安装于馈线杆上，通过光缆连接到

发射机房机柜中）迁移到新建天线处；

5、现状调配室内摄像头迁移到新建调配室内（共 3 个摄像头）；

6、建设天线区场地、围墙（围栏）、道路等土建设施；

7、现状调配室入侵报警迁移到新建调配室内（共 3 套）。

三、技术需求

1、拆除现状南塔、中塔、北塔 3 座中波发射天线，拆除现状调配室。

1.1、拆除旧天线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JGJ80-91的有关规定；严格遵守《起重吊运转指挥信号》、《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及《起重机械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



1.2、拆除结束后，清理拆除现场，整理塔料、螺栓，将塔料、无法利用的

天馈线器材搬运到台站指定的地方。

1.3、拆除现状 3 个调配室，将有利用价值的设备及材料搬运到台站指定的

地方，注意室外摄像头及调配室内摄像头保护性拆除利旧使用。

1.4、部分需要改线的馈线杆保护性拆卸后利旧使用。

2、按照新址新建南塔、中塔、北塔 3 座 76米中波发射天线，包含塔体、基础、

绝缘装置、防雷接地、铁塔接地、航空障碍灯等。

2.1中波发射天线总体概况

本项目 3座 76 米中波发射天线设计形式按照四边形自立塔设计，结构形式

为钢管、角钢组合结构。技术参数如下：

工作频率：531khz——1602khz 中波全频段；

功率容量：≥50KW；

多工特性：能满足双工、三工（频率比大于等于 1.25时）；

特性阻抗：20Ω≤实部≤150Ω、-j150≤虚部≤j100；

阻抗变化率：在下雨及积水等正常条件下特性阻抗变化率≤5%；

极化方式：垂直极化；

方向性：水平面内全向；

电磁波传播形式：地波传播为主、天波为辅；

天线防腐：热镀锌钢结构；

抗风能力：根据项目建设地 50年一遇风压标准设计；

防雷能力：具有 2级防雷系统，天线接地电阻≤1Ω；

使用寿命：50年。

各发射天线与发射频率及功率的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示：



天线名

称

发射形

式

发射频率 功率 天线高

度（米）

天线形式 馈线情况

南塔 双频共

塔

1044KHz

/1458KHz

10KW/1KW 76 自立式（四

边）

利旧

中塔 单频 549KHz 1KW 76 自立式（四

边）

利旧

北塔 双频共

塔

675KHz/1305KHz 1KW/1KW 76 自立式（四

边）

新购

2.2采用规范、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1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钢塔桅结构设计规范》GY 5001-2004；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2010（2015 年版）；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GB 50135-2019；

《广播电影电视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Y5060-2008；

《钢塔桅结构防腐蚀设计规范》GY5071-2004；

《广播电视微波通信铁塔及桅杆质量验收规范》GY5077-2007；

《广播电视钢塔制造技术条件》GY 65-201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20；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18；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GB 50046-2018；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中、短波广播天馈线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Y/T5057-2020。



2.3设计要求

2.3.1 钻探点布置及探孔深度需能满足设计要求。

2.4设计荷载

2.4.1风荷载

基本风压：0.50kN/m2；

塔底部离地高度：1m；

地面粗糙度类别：B类；

2.4.2地震作用

抗震设防烈度：6度（0.05g）；

设计地震分组：第一组；

2.4.3平台活荷载：2.5 kN/m2；

2.4.4栏杆顶部水平荷载：0.5kN/m；

2.4.5爬梯集中荷载：1kN。

2.5 结构分类等级

2.5.1设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

2.5.2结构安全等级：二级；

2.5.3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乙级；

2.5.4抗震设防分类：丙类（即标准设防类）。

2.6材料选用

主要材料选用表

序号 材料 适用范围 符合标准

1
Q235-B

钢
钢平台、爬梯 《碳素结构钢》 GB/T 700-2006

2 Q355-B 其余钢板、型钢、无缝钢管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钢 GB/T 1591-2018

3
无缝钢

管
所有钢管

《结构用无缝钢管》 GB/T

8162-2018

4
E43型焊

条

Q235-B 钢焊接，Q235-B 钢

与 Q355-B 钢焊接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7-2012

5
E50型焊

条
Q355 钢焊接 《热强钢焊条》 GB/T 5118-2012

说明：连接螺栓采用 C级螺栓，强度等级 6.8 级

2.7制造及运输要求

2.7.1 铁塔构件的加工、焊接除遵守本施工图之规定外，尚应符合《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和《广播电视钢塔桅制造技术条件》

GY 65-2010之规定。

2.7.2本工程焊缝的质量等级为三级（除注明外）。

2.7.3构件制造前，必须放样确定图纸中的尺寸，制造后应进行质量检查。

生产单位如发现设计图纸问题或需变更材料时，应先与设计单位确认后方可实施。

2.7.4构件间采用螺栓连接时，除塔柱间法兰盘连接螺栓和桅杆段连接螺

栓采用二母一垫外，其他构件均采用一母一垫。

2.7.5构件长度允许偏差：

L＜5m时，长度偏差≤±2mm；

L≥5m时，长度偏差≤±3mm。

2.7.6 构件整体弯曲度≤L/1500，且≤5mm；局部弯曲度≤被测长度的

1/750，且≤3mm。

2.7.7法兰盘平面与设计位置转角的正切值:

当构件最大边宽≤1.5m时，≤1/边宽（mm）；

当构件边宽＞1.5m时，≤1/1500。

2.7.8法兰盘平面间隙：



在螺栓孔范围内，≤1.0mm；

在法兰盘边缘处，≤1.2mm。

2.7.9全部构件出厂前应进行试拼装。

2.7.10 构件出厂前应妥善包装，出厂后应合理运输以减少构件受损。紧

固件、小件物品应分别标注、装箱运输，以免在运输中丢失或损坏。

2.8铁塔防腐措施

除基础钢骨架，所有构件均采用热浸镀锌防腐处理，全部螺栓亦应热浸镀锌。

因工艺要求需在构件上焊件时，应在镀锌前进行，镀锌后的构件应对其局部变形

进行校正。

不离心处理的热浸镀锌层厚度要求

厚度（mm） 局部厚度最小值（μm） 平均厚度最小值（μm）

≥6 70 100

< 6 55 85

2.9安装及验收要求

2.9.1塔架结构的安装应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5-2001与《广播电视微波通信铁塔及桅杆质量验收规范》GY 5077-2007 之规

定。

2.9.2安装时不应使用气割或电割扩孔、增孔，或用氧气火焰校正构件变

形。

2.9.3法兰实际接触面与设计接触面之比（按法兰外缘长度计）应大于75%，

单法兰盘边缘最大间隙不得大于 1.2mm，组合法兰盘不得大于 3.0mm。

2.9.4塔架安装时应随时进行塔身垂直度校正，

2.9.4.1 塔身整体垂直度允许偏差（双向偏差矢量和）

塔架高度 H≤75000mm时：≤H/1500（mm）

塔架高度 H＞75000mm时：≤50+（H-75000）/4000（mm）



2.9.4.2 塔架相邻两层垂直度允许偏差：≤ h/750（mm）

2.9.5基础钢骨架安装调正后，其外露部分应涂凡士林油防腐。

2.9.6铁塔安装完毕交付使用一年后，应对铁塔垂直度进行调整，并将所

有螺栓拧紧。

2.10铁塔接地装置

基础周围设置接地网，接地钢管长 2500mm，顶部离地面不小于 700mm，

钢管间用 40×4 扁钢互相焊接，扁钢焊接长度不小于 100mm,每柱头应有二根扁

钢引至基础顶面与塔架底板焊接。接地扁钢和接地钢管焊接处应作防腐处理。为

了避免底部绝缘铁塔天线遭受雷击，在铁塔底部均设有放电球避雷装置，其接地

部分应良好接地，放电球方式及间隙可根据当地雷电情况及天气情况进行设置调

整，以保证天线正常、安全工作。各铁塔底部和基础必须接地良好，铁塔的接地

电阻要求小于 4Ω。施工中如果发现实测不能满足接地电阻值的要求时需增设人

工接地体。

2.11绝缘支座

绝缘支座为铁塔生产厂家定型产品，其机械性能和电气指标应满足中波自立

塔受力和发射的需要。由于不同厂家的绝缘支座形式及外形尺寸不尽相同，请最

终中标厂家与设计单位联系，确认铁塔根开的具体尺寸及骨架预埋方式。

2.12天线基础要求

2.12.1按设计图纸要求建设；

2.12.2需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2.12.3基础与连系梁一次性浇筑，不留施工缝，待塔架底段安装调平后再

用细骨料砼进行二期浇筑；

2.12.4任何两个基础中心间距允许偏差＜3mm，顶面之差＜3mm；

2.12.5基础回填土必须分层夯实；

2.12.6基础顶面应平整,用钢尺、水平尺、经纬仪或水平仪观测铁塔基础的

水平度允许偏差为 1.5mm；



2.12.7地脚螺栓露出铁塔基础顶面长度符合铁塔工程设计要求，其螺纹长

度只允许加长，螺栓垂直，不得变形；

2.12.8钢筋混凝土基础的强度等级符合铁塔设计的要求；

2.12.9基础施工应遵守有关规定执行：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质量及验收规范》GB50202—200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04—2002。

2.13其他

航空障碍标志，根据航空部门的要求，在塔架顶部设置航空障碍灯。

2.14维护

塔架安装完毕后应设专人定期观测和维护，并建立维护档案。

每经六度以上地震或八级以上大风后，必须对塔身轴线、基础及所有节点做

全面检查，包括螺栓有无松动、焊缝有无开裂、防锈层有无损坏、构件有无明显

变形，并做详细记录。

如发现塔架倾斜、基础不均匀沉陷，节点及构件损伤等现象，应及时与相关

部门联系，妥善处理。

3、新建天馈线系统，包含调配网络、地网、馈线（含局部馈线架敷设）、调配室

屏蔽、高频接地；

3.1调配网络

本项目需按照发射天线总体新设置 3套调配网络，详见下表：

天线

名称

发射形式 发射频率 功率 天线高度

（米）

数量（套）

南塔 双频共塔 1044KHz /1458KHz 10KW/1KW 76 1

中塔 单频 549KHz 1KW 76 1

北塔 双频共塔 675KHz/1305KHz 1KW/1KW 76 1

3.1.1、所有阻塞网络中的电感，要求用紫铜制造。

3.1.2、具有良好的防雷性能。



3.1.3、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开机半小时内发射机反射功率无增大现象，关

机后立即检查网络元件和网络架，无明显发热现象。

3.1.4、高频回馈抑制能力强：所有发射机满功率开机时，全部正常工作。

3.1.5、网络接天线后对边带的测试要求：VSWR≤1.25时， △f≥18kHz。

3.1.6、网络设计及调试时必须考虑台内其他频率的隔离、干扰，天调网络图

纸需由采购人确认后方可生产。

3.1.7、中标单位必须承诺保证调试网络正常，发射机能够正常上天线播出,

经采购人认可后为合格。

3.2地网

本项目工需要敷设 3 张地网，分别为南塔、中塔、北塔，地网半径 76米。

本项目地网考虑采用Φ3.0硬铜线，地网线以铁塔为中心，埋设深度从中心开始

0.1λ内埋深 300mm，0.1λ之后埋深可增加到 600mm，按每 3 度一根作辐射状

敷设，共计 120根。地网之间重叠处以Φ4mm 硬紫铜线作为母线焊接牢固，天

线底部与地网区需设置一定数量接地井以改善接地效果。

3.3馈线

3.3.1采用桥架铺设，将 2 根新购置的 SDY-50-23新馈线架设至北塔调配室；

3.3.2将现有馈线根据长度要求及频率调整计划自旧调配室移至新建调配室。

3.3.3根据现场情况增加或改建馈线杆及桥架。

3.3.4 要求在安装现场的各项技术指标要符合该产品技术指标；馈管的外观

不能有损伤、如碰撞变形、凹陷等, 馈管的密封性好,充气压力及气体泄漏等指标

符合要求。主馈线敷设路由、敷设方式根据设计图纸要求执行，做好馈线系统接

地。

3.4调配室屏蔽

集成调配室室内所有墙面、地面、顶面均敷紫铜网，咬紧并锡焊，采用

1x100mm 紫铜带自室内墙壁屏蔽铜皮伸出室外，室内与屏蔽铜网焊接，室外与

调配室四周的接地母线（1x100mm 紫铜带）焊接，铁塔高频地井与接地母线焊



接。

3.5高频接地

在天线塔基中心位置设立 2m×2m 的地井，地井深度原则上挖到见到地下水

或不低于 2米，用不锈钢角铁做支架，中间撒上降阻剂，并用优质土壤填埋，用

宽 50mm厚 6mm 铜板引出与铁塔地线相连。塔心地井内埋设 1500mm×600mm

×3mm紫铜板，埋设深度 2m。接地井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施工，接地电阻小于 1

Ω。（地井降阻工艺建议使用降阻模块与紫铜板连接，并用降阻剂融水浇灌组合

降阻，同时预埋往地井放水用的水管）

4、3 座天线现有的摄像头（每个天线 2 个，安装于馈线杆上，通过光缆连接到

发射机房机柜中）迁移到新建天线处；

5、现状调配室内摄像头迁移到新建调配室内（共 3 个摄像头）。

6、建设天线区场地、围墙（围栏）、道路等土建实施；

中波发射天线基础（钢筋混凝土）、调配室、天线场区硬化、围墙（围栏）、

通行便道由建设单位单独实施，上述设计工作由中标单位负责设计出图。

7、现状调配室入侵报警迁移到新建调配室内（共 3 套）。

四、系统安装调试需求

1、本工程为交钥匙工程，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全部内容并已包含在投

标报价中。

2、投标人需完成本项目包括发射机联调在内的全部调试内容，验收以恢复正常

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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