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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g 吕

    本标准用于感应通信的特殊使用环境和系统的列车调度感应通信设备，按照《铁路列车无线调度通

信系统制式及主要技术条件》的要求制定，为列车调度感应通信设备的制造、检验和使用、维护提供了技
术依据。

    本标准由北京二七通信工厂科研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郑州铁路局西安科研所、北京二七通信工厂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永硕、曹元生、黄明虎、杨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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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列车调度感应通信设备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列车调度感应通信系统设备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频率在400 kl-h铁路列车调度感应通信系统设备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车
站有，优线转接单元、高频过相装置、天线装置及专用维护设备的生产制造，也适用于工程设计、安装施
工及维护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B 15842移动通信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r 15844.2-1995 移动通信调频无线电话机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5844.3移动通信调频无线电话机可靠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TB/T 1688 电话自动交换网用户的信号方式
    丁B/r 3052-2002 列车无线调度通信系统制式及主要技术条件
    TB/T 2675-2003  450 MHz同/异频单工列车无线调度设备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额定射频输出功率 rated radio-frequency output power
发射机在规定工作条件下，其输出端连接规定负载时应得到的功率。

    额定音频输出功率 rated audio-frequency output power
    接收机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输出端连接规定负载时应得到的功率。

3.3

    参考输出功率 reference output power
    它是音频输出功率的特定值，可用做某些测量的参考电平。

    参考功率的优选值为:1 mW, 50 mW o

    该电平通常用于受话器作为电声换能器负载，当测量高输出功率的接收机特性时，因该电平值可能
太低，故测试应在额定音频输出功率或低于额定音频输出功率3 dB的功率下进行。
3.4

    音频负载 audio-frequency load
    对已装有音频输出换能器的设备，该音频负载是输出换能器。

3.5

    音频试验负载 audio-frequency test load
    音频试验负载是代替接收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相连换能器的阻抗网络。该网络是模拟正常负载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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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使用的任何电缆的阻抗。该网络由制造厂规定，可用纯电阻。
3.6

    标准信噪比 standardized signal-to-noise ratio
    信噪比规定为试验负载上信号、噪声、失真三者之和的功率与噪声、失真二者之和的功率之比:

                                                      5+N 十D

                                                          N +D

    式中:

    5— 标准试验调制产生的有用音频信号;

    N— 标准试验调制下的噪声;
    D一一-标准试验调制下的失真。
    信噪比单位用dB(分贝)表示，通常称为信纳(SINAD) a

    标准信噪比的值规定为信纳12 dB.
    当使用标准试验调制时，该标准信噪比允许在不同设备之间进行比较。

标准试验条件

4.， 环境大气条件

4.，.1 标准大气试验条件

    当测量结果与温度和气压无关，或者其依赖规律是已知的，可以将测量结果通过计算修正到按

4.1.2所述的基础条件下的数值时，其测量可在下述范围内的任一温度、湿度和气压实际存在的组合条

件下进行:

    温 度:151r-35C;

    相对湿度:25%一75%;

    气 压:86 kPa--106 kPao

    在进行的一系列测量中，温度和相对湿度应大体稳定。

    对于不能在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进行测量的地方，实际情况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附加在试验报

告中。

4.，.2标准大气基准条件
    如果所测量的参数取决于温度和(或)气压，且它们之间的依赖规律是已知的，则这些参数可在

4.1.1给定的条件下测量。如有必要，所测量的数值可通过计算修正到下述基准条件下的数值:

    温度:20'C;
    气压:101.3 kPao
    注:由于相对湿度不能通过计算来校正，因此不予规定。

4.，.3标准大气仲裁条件
    如果所测量的参数取决于温度、湿度和气压，且它们之间的依赖规律不知道，经制造厂和用户双方

同意，可在表1中选择其中一组(最好选择a组)条件下进行测量。

                                  表， 标准大气仲裁条件

组 别 温 度
    ℃

相对湿度
    %

气 压
  k】Ja

a 20士1 63-67 86一106

b 23士1 48-52 86一106

c 25士1 48-52 86一106

d 27士1 63-67 86- 106

试验报告中应给出测量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的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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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标准试骏信号

4.2.，最大允许频偏
    确定调频某种业务所限制的最大峰值频偏的数值，规定25 kHz信道间隔为士5 kHz.

4.2.2 发射机标准试验信号

4.2.2.1 输入信号源

    输人信号源应由一个或多个连接至发射机输人端的音频信号发生器组成，如图1所示。

笋
一

一丫
    GI ,G2— 音频信号发生器;
        C一 汇合网络(根据需要);

        M 阻抗匹配网络(根据需要);

        s -一一模拟网络(根据需要);

        」一 一被测发射机。

                                  图， 翰入信号测，配It

4.22.2 输入信号电压

    音频输人信号电压是指图1所示的1和2两端的电压值，该输人信号电压应以其中包含的各个信

号的电压值来表示。

4.2.2.3 标准试验调制

    标准试验调制是指由1000 Hz正弦输人信号在一定电平下产生的频偏等于最大允许频偏的60%的

调制。正弦输人信号的谐波失真应小于196.

4.2.2.4 标准输入信号电压

    标准输人信号电压是指产生标准试验调制所需的输人信号电压。

4.2.3 接收机标准试验信号

4.2.3.， 输入信号电平

    对具有特定源阻抗的接收机，输人信号电平可用卢或妈V表示，但该结果应指明是源电动势(V,-f )
还是匹配负载端电压(V-，)，例如2pV(V,_f)或1 txv(V.,,)，还应指明源阻抗值(PI)，如图2所示。

f— 内阻为R的射频信号发生器;
2— 传输线;

3 阻抗匹配网络(缓冲器、选择使用);

礴一-接收机标称输人阻抗R�;

5— 仿真天线(根据需要);

R翔— 一输人信号源阻抗。

图2 输入信号源的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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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标准输入信号

    一个具有标准输人信号频率并加有标准调制，电平为标准输人信号电平的射频信号。

4.2.3.3 标准输入信号电平

    接收机试验的标准输人信号电平为60 dBtV源电动势)或54 dBFN(匹配负载端电平)。
4.2.3.4 标准输入信号频率

    标准输人信号频率应为试验的标称频率之一。

4.2.3.6 输入信号的标准调制

    由1000 Hz正弦音频输人信号，其电平产生最大允许频偏60%的调制。

4.3 标准日工作循环条件

    车站台、机车台、便携台、调度总机确定为间断工作。

4.3.，机车台、车站台
    在产品标准规定的标称负载条件下，在8h内，发射机以额定射频输出功率发射1 min，接收机以额

定音频输出功率接收4 min，循环%次，随后发射机以额定射频输出功率发射5 min，接收机以额定音频

输出功率接收15 min，循环3次。

    标准日工作循环实行每日工作9h，随后休息15 ho

4.3.2 调度总机

    标准日工作循环实行每天工作8h，随后休息16 ho
4.3.3 特殊要求

    对于特殊用途，如果要求不同的间断工作循环，程序应在有关方面的协议中加以规定。

4.4基本电源的标准条件
    标准试验电压是指设备在工作时的电源输人连接处的电压。

    试验电压应借助于0.5级的电压表进行测量。除了测定便携设备中的电池使用寿命外的所有测

量，都应在标准试验电压下进行，试验电压和频率的偏差均不应超过标准值的士2960
    如果设备通常接有不可拆卸的电源线或电缆，则电源线或电缆的输人连接器可以认为是设备的电

源输人连接器，因此可在该连接器上测试其试验电压，必要时应说明所用电源线或电缆的截面。

4.4.1 车站台的标准试验电压

    a)交流试验电压和频率:AC 220 V 50 Hz;
    b)直流试验电压:DC一48V或13.8 Vo

4.4.2 机车台的标准试验电压

    DC 110 V或DC 50 V o

4.4.3 调度总机标准试验电压

    a)交流试验电压和频率:AC 220 V 50 Hz;
    b)直流试验电压:DC一24V或一48 V o

4.4.4 高频过相装置试验电压

    高频过相装置试验电压为27.5 kVo

4.5 标准设备端口负荷条件

4.5.， 射频端口阻抗

    不论发射和接收，其设备射频端口阻抗应为50 S2(不平衡)。

4.5.2 配有连接天线端口的发射机的输出信号测t配置

4.5.2.1 试验负载

    试验负载是一种非辐射性负载。它具有发射机制造厂规定的标称阻抗和功率，测试发射机时用以

代替天线及其相连的馈线

4.5.2.2 测且设备的连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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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设备的连接应保证测量设备和任何藕合装置对发射机的负载条件不产生不良影响。

4.5.3 配有连接天线端口的接收机与输入信号源的馈接

    标称射频输人阻抗(R�)为50 S1，当天线阻抗与此相同时，其设备的特性最佳。射频信号源输人信

号电平可表示为:

    当输人信号源阻抗(凡)等于接收标称射频输人阻抗((R�)时，呈现在输人信号源开路输出端的电动
势(图2中的Ve.m.})或者当信号源阻抗(R)等于接收机标称射频输人阻抗(R�)时，测量在阻抗等于R�

的负载两端电压，该电压值(V-, )是开路电动势(V,-t)值的1/2a
    对通过馈线连接到天线的，具有特定源电阻接收机所要求的输人信号源应由射频信号发生器、馈线

和阻抗匹配网络(缓冲器)组成，网络位置尽可能接近被测接收机，如图2所示。

4.5.4 多个射频输入信号源的匹配汇接网络

    试验需要两个或三个信号源的输出信号汇合时，应按下列汇合网络连接。

    a) 两个信号源的输出信号汇合网络如图3所示。

                                  图3 双信号源汇合网络

    R,=R2=R3=R;/3，则网络源阻抗Rs=R,。在此情况下，网络衰减约6dB，通常R1=R2=R3=

17Q,Rs=R;=50n。

    b) 三个信号源的输出信号汇合网络如图4所示。

                                  图4 三信号源汇合网络

    R,=R2=R3=R4=R;/2，则网络源阻抗RS= R。在此情况下，网络衰减约10 dB，通常R,=R2=

R3=R4=25n,Rs=R;=50几。

4.6 标准静噪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测量应在静噪电路不静噪状态下调整。

4.7 音频带宽限制

    由于某些特性(例如剩余调制、音频失真、噪声和总失真)和音频带宽有关，因此只有将解调信号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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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频带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获得重现的结果。

    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在音频测量设备之前接人频带限制滤波器来达到，该滤波器也可合并在测量设

备内，在测量剩余调制、剩余哼声和噪声时，只用滤波器的低通部分。

    接人的音频测量设备(包括滤波器)其输人阻抗不要影响接收机输出负载条件，音频滤波器的具体

规定在表11中第18项给出。

5 基本要求

5.， 功 能

5.，.， 系统的组网及功能

5.1.1.，系统采用有线/感应通信相结合的组网方式，车站台与机车台、便携台间的通信采用感应或祸
合方式，在接触网(波导线)分相处须接高频过相装置，调度所至车站台的有线通道由二线/四线音频话

路构成或数字电路构成。

5.1.1.2调度员与司机间，车站值班员与司机间，车站值班员、司机间均采用单工通信方式;各用户之
间的呼叫信号及通信方式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呼叫信号及通信方式

序号 呼 叫 关 系 呼叫信号频率
      1, 通信方式

1 调 度员一+司机 1960 同频单工

2 司机，调度员 1520 同频单工

3 车站值班员
司机 114.8 同频单工

邻站 123.0 同频单工

4 司机
车站值班员 123.0 同频单工

司机 114.8 同频单工

5 亚音频导频信号 203.5

6 回铃信号 415.0

注:车站呼叫机车不回铃。

5.1.1.3 系统功能应符合如下的规定:

    a) 调度员呼叫司机采用选定一个车站台群呼或占用该调度区段内的全部车站台全呼的方式;

    b)机车司机在得到允许的情况下通过车站值班员能向调度员发出呼叫;

    c)车站值班员、司机之间呼叫采用信令控制方式;
    d)有条件时，相邻车站值班员之间可进行通话;
    e) 系统应具有数据传输功能;

    f)系统可监测车站台、调度台的工作状态，并可具有机车出人库自动检测、配合场强测试启动车
        站台发射功能。

5.1.2 设备的组成及功能

    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录音设备和区间过相装置等设备的组成、功能应符合如下的规定:

5.1.2.，车站台由电台主机(含电源及有/无线转接单元)、控制盒及连接电缆、天线系统及馈线组成。
    a) 车站台应具有信令呼叫及相应灯光显示、通话、自检和被检功能，为方便测试，应有测试程序;

    b)车站台应具有接收调度总机发出的FFSK选站信号、音频全呼信号控制转接的功能;
    c) 车站台应设有均衡放大电路，用以补偿不加感有线线路的衰减特性;

    d) 车站台应具有录音接口、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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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车站台应具有静噪状态调节功能。

  5.1.2.2 机车台由电台主机(含电源)、主福」控制盒及连接电缆、送话器、外部扬声器、防震架、天线系
  统及馈线组成。

      a)机车台应具有信令呼叫及相应灯光显示、通话、自检和被检功能，为方便测试，应有测试程序。
      b)控制盒分主、副控制盒两种，分别设在两个司机室，中间用多芯电缆连接;机车主机具有连接

        主、副控制盒的能力，主控制盒与副控制盒的控制由电源开关控制，控制盒应具有尾部封压接
            口。

    c)机车台应具有录音接口、数据接口。
    d)机车台应具有静噪状态调节功能。

5.1.2.3 调度总机由主机、控制盒和连接电缆组成。
    a) 调度总机应具有选站呼叫机车和占用该调度区段全部车站台呼叫机车的功能，呼叫容量

        不少于30个站，选站、应答信号采用数字编码信令信号方式，调制方式为FFSK，传输速
        率为1200 bit/s;

    b)调度总机应具有信令呼叫(数字、音频)及相应的灯光显示、通话、自检和被检功能，为方便测

        试，应有测试程序;

    c)调度总机应具有录音接口。

5.1.2.4 高频过相装置为无源设备;电气化铁路供电系统分相处要加装高频过相装置，以保证感应信
号的通畅。

5.1.2.5 天线系统由天线和馈线、调谐盒组成，天线有两种形式。
    a) 非接触式天线;

    b)接触式天线。
5.1.2.6 录音设备

    应符合TB/1' 3052-2002中7.7的有关规定。
5.，.2.7专用维护管理设备

    包括系统监测总机、机车出人库自动检测设备、配合场强启动车站台发射设备。其组成、功能等要
求应符合TB/F 3052-2002中第11章的有关规定。
5.2 一般要求

5.2.， 工作频段

      380 kHz--520 kHz,

5.2.2 频率间隔

    信道间频率间隔为25 kHz,
5.2.3 调制型式

    发射和接收应符合16KOF3E调制方式口

5.2.4 天线接口阻抗

    50 fl不平衡。

5，2.5 供电电源

5.2.5.1车站台由中间站通信电源供电，供电电源直流基础电压为一48V(波动范围一40 V一一57 V )

或采用交流电源和蓄电池供电。交流供电电源220 x (1士20%)V 50Hz。在正常情况下，交流供电并对

备用蓄电池进行浮充(最大充电电流不应大于5A)，具有过充过放保护功能。交流电源故障时，自动转
换至备用蓄电池供电(标称电压12 V)。蓄电池容量应保证车站台连续工作6h。交流供电恢复后，自动

转换至交流供电。

5.2.5.2 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的机车台由机车直流控制电源系统供电，供电电压直流45V-130V。机

车台电源应能承受浪涌电压为1 .8 kV，持续时间451,s，波形见图5;机车台逆变器回馈至蓄电池输出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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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干扰电压应小于20 mvo蒸汽机车上的机车台可采用涡轮发电机供电;轨道车上的机车台由蓄电

池供电，供电电源直流24x (1士20%)Vo

                          A=l.8kV       D-45p        -09kV       d<0A林5

                                    图5 浪涌电压波形图

5.2.5.3调度总机由调度通信机械室供电。供电电源交流220x(1士20%)V 50 Hz;直流一48x(1士
10%)V(正接地)，或直流-24x(1士10%)V(正接地)。交直流自动转换。

5，26 工作环境要求

    工作环境要求见表30

                                    表3 工作环境要求

项 目 调度设备 车 站设 备 机 车 台 高频过相装置

_fElk
低温 5℃ 一10℃ 一251C 一25℃

高温 40 9; 55 9r 55 9i ,609; 55t

相对湿度 90%(259;) 95%(30℃) 95%(30℃) 95%(309;)

振 动 101h一301h,0.38-
30 11z一55 Hz, 0.19 mm

10 Hz-30日x,0.75 mm
30 Hz-55 Hz, 0.25 mm

10 Hz一30 Hz, 0.75 mm
30 Hz一55 Hz, 0.25 mm

振动方向 正常工作方向 三个方向 正常工作方向

冲 击 巧g 15g 30g

注:高寒和高温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工作温度范围，由采购合同确定。

5.2.7 标准 日工作循环

    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应按4.3所规定的标准日工作循环考核，连续工作应达到和超过一个标
准日，具体标准日数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5.2.8 车站台、机车台的工作时间检查要求

5.2.8.， 车站台、机车台连续发射30 min后，进行基本电性能检查。基本电性能:

    a) 发射机载波频率容差;

    b)发射机调制灵敏度及音频失真;
    c) 发射机载波输出功率;

    d} 接收机音频输出功率及音频失真;

    e) 接收机参考灵敏度;

    f) 接收机门限静噪开启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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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接收机调制接收带宽。
    以上各项的实测值应符合表4和表5的规定值。

5.2.8.2 车站台、机车台应在每个信道上都能满足规定的各项性能要求。

5.2.9 结构要求

5.29.， 车站台

    a) 车站台采用整机式或机柜式结构。有线/无线转接单元与主机一体化。

    b)控制盒为台式，设有电源开关，面板设有呼叫按键，并具有相应的状态指示。控制盒附带送受

        话器和内装扬声器，并分别设有扬声器、耳机音量半可调旋钮。面板示意图见附录A中图

          A.1.

    c) 车站台主机和控制盒的结构应能防尘。

    d) 区间电台结构必须坚固、防尘、防雨淋。

5.2.9.2 机车台

    a)机车台应配备防震架，电台采用滑道推拉安装方式，利用水平、垂直方向的螺栓固定。防震架

        安装孔为四孔，孔径此.5二 ，孔距分别为110 rrmm, 246 mmo
    b) 机车台主机可连接主、副控制盒。主、副控制盒与主机间用多芯屏蔽电缆连接。

    c) 控制盒为壁挂式，面板设有电源开关、功能键和呼叫按键，并具有相应工作状态指示。面板示

        意图见附录A中图A.2o
        控制盒附带防噪送话器和外接扬声器。防噪送话器用多芯屏蔽线连接，并设有扬声器、音量半

        可调旋钮。

    d)机车台主机应散热良好，电源和发信机的功放应与机壳的散热片良好接触。机车台主机和控

        制盒应防尘、防雨淋。

    e)机车台主机外形尺寸:长x宽x高 不大于260 mm x 330 mm x 160 nun.
    f)机车台控制盒外形尺寸:长x宽x高 230 mm x 120 mm x 92 mmo

5.2.9.3 调度总机

    a)调度总机采用整机式或机柜式结构，主机与控制盒可合一，也可分离。

    b)控制盒为台式，面板设有电源开关、功能键和选站键，并具有相应的状态指示。控制盒附带送

        受话器和内装扬声器，设有录音指示灯，并分别设有扬声器、耳机音量半可调旋钮。

5.2.10结构工艺的一般要求
    a)设备的结构应确保其相应使用条件下性能稳定可靠，并做到构件坚固、造型优美、色彩协调、面

        板表示清楚，文字使用标准汉字，操作方便和安全。

    b)设备的结构设计，应满足不打开机壳就能测量电性能，在特殊情况下经质检部门同意，允许打

        开机壳测量个别电性能。
    c) 设备的结构设计，应考虑到在维修时便于检测性能和装卸构件，多次拆装而不损坏。同型号设

        备的相同部件应能互换，电气整件和部件要有项目代号或标志，元件和零件尽可能有项目代号
        和标志;易损件在维修时要便于检测、卸换和装修。

    d)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监测总机、出人库测试设备等设备的外壳均应有铭牌，其上要标明
        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设备的型号、制造序号和出厂日期等。

    e) 控制、调节机构的名称和调节方位，连接外接电源插座的电压值和极性等应有不易磨损的明显

        标志。凡采用液晶显示屏应配有灯光照明。

    f) 所有紧固件要装配牢靠，必要位置应有防松措施。

    9)焊接点应光洁牢固，不应有虚焊，印刷板上接插件要紧固，与印刷导线间焊接良好，接地点应焊
        牢可靠，印刷板上的印刷导线和焊点不能有脱落、桥接和起泡现象。

    h) 内部走线整齐，扎线固定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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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天线插头座优选SL16型。

5.3 数据传输接口

    尾部风压传输接口、数据传输接口应符合TB/1' 3052-2002中7.8的有关规定。

5.A 无线数据传输
    调制方式和差错控制、数据帧格式、应用数据帧定义应符合TB/1' 3052-2002中第13章的有关规

定。

5.5 与交换网的接口

    与铁路电话交换网的接口应符合TB/I' 1688的有关规定。

6 主要电性能要求

6.， 发射机电性能

    发射机电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规定的要求。

                                    表4 发射机电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车站台 机车台

1 载波频率容差 2x10一4

2 载波功率 W )5

3 杂波散射分量 dB 一30

4 邻道功率(比值) dB 一30

5 调制特性 300 Hz-3 400 Hz(相对于每倍频程 6 dB
加重特性的偏差) dB 士13

6 调制限制 kHz 5

7 高调制时的发射机频偏 Hz

5 kHs 毛1500

10 kHz 簇300

20 kHz 毛60

3 kHz-5 kHz 频偏单调下降

8 调制灵敏度 mV 由产品标准确定

9 音频失真 % 镇10

10 剩余调频 dB 毛 一35

11 剩余调幅 % 簇3

12 发射机启动时间 Ms 簇 100

    最低工作电压或最高工作电压时，载波输出功率恶化值不超过3dB;载波频率容差不超过额定的允
许值;

    发射机发射状态时，应能承受天线端口短路、开路各3 min.
6.2 接收机电性能

    接收机电性能指标应符合表5规定的要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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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接收机电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
1 参考灵敏度(单工) PV 簇10 (12 dB SINAD)

2 抑噪灵敏度(单工) IV 簇12

3 门限静噪开启灵敏度 tV 簇8

4 深静噪灵敏度 PV 1oo

5 深静噪阻塞门限 kHz 测试频偏大于或等于4(在300 Hz-3 000 Hz频带内)

6 静噪开启时延 ms (120

7 静噪闭锁时延 ms 簇100

8 静噪失调门限 大于或等于载波频率容差允许频率变化值的2倍

9 接收门限 PV 10-200可调

            }扬声器           }
iu

            一耳机 .W         一
11 音频失真 % 蕊7

a}pf7J1(}}f }}1A}一ipoMft)MAIN +2-8
I乙

竺”阴2}川里付仕r } 音频负载
小大十 dB I 、，一 _

                            } 刀耳饥

+1

一3

13 信号对剩余输出功率比 dB 镇 一40

14 可用频带宽度 kHz 大于或等于载波频率容差允许频率变化值的2倍

15 调制接收带宽 kHz )2x5

16 共信道抑制 dB ) 一8

17 阻塞 山3 弃90

18 邻道选择性 dB       一
19 杂散响应特性 dB       一
20 互调抗扰性 dB       }
21 音频灵敏度 不大于最大允许频偏40%

22 接收限幅特性 变化不超过3 dB(10 dBpV -100 dBtN之间变化时)

注:最低工作电压或最高工作电压时，参考灵敏度比实测值恶化6 dB;音频输出失真不超过额定的允许值。

6.3 呼叫、控制信号指标

6.3.1呼叫、控制信号指标应符合表6规定的要求。

                                  表6 呼叫、控制信号指标要求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备 注

1 音频呼叫信号额定频偏 kHz 士3 容差+巧%

2 亚音频呼叫控制信号频偏 kHz 士0.5 容差十巧%

3 信号频率准确度 % 士0 5

4 音频呼叫控制信号检出特性 在 6dB信纳比，频偏士0. 5 kHz时，解码电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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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备 注

5 亚音频呼叫控制信号检出特性 在 6 dB信纳比，频偏10.5kHz时，解码电路工作

6 呼叫控制信号接收带宽 % 士2

7 呼叫信号检出时间 毛0.3

8 控制信号检出时间 镇0.25

9 呼叫信号发送时间 2( e簇3

10 回铃信号持续时间 0.5 容差士100,6

6.3.2控制过程时长、时序

    a) 按下呼叫按键，发送呼叫信号。在发送呼叫信号时间内，相应按键指示灯闪亮。呼叫信号发送

        完毕，相应按键指示灯常亮，进人相应状态。

    b) 接收到呼叫音，相应的呼人指示灯闪亮;呼叫音结束开始发回铃音，同时打开音声门。接收呼

        叫音最长时间为5s,5s后开始发回铃音(0.5s)，打开音声门，7s-9s内摘机建立通话链路，指

        示灯常亮，7s-9s内不摘机，回到守候状态。

    c) 通话完毕，无载频和PTT信号，30s后电台设备应向用户发出挂机提示或自动挂机。

6.4 调度总机电性能

    调度总机电性能应符合表7规定的要求。

                                    表7 调度总机电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备 注

1 外线端阻抗 n 600或 1650均对地平衡

2 回波损耗 dB

6000 16500

300 Hz-600 Hz 妻巧
600Hz-3400Hz  i20

600Hz-3400Hz )20

3 发信通路输人电平 dB. 由产品规定 发信人为MIC

4 发信通路输出电平 dB. 一14- +5 发信出为四线出

5 收信通路输人电平 山3m -20一 十4 收信人为四线收

6 收信通路输出功率 m44
扬声器 >500

送受话器 > 10

7 幅频特性 dB 士2 300 Hz- 3 400 Hz

8 非线性失真 % (5

9 发信通路杂音防卫度 dB >60

10 收信通路杂音防卫度 dB 要45

11 自串防卫度 dB 乒54

12 不平衡衰耗 dB 300 Hz一600 Hz   >46
600 Hz一3400Hz   >52

13 数字信号传输速率 bit/s 1200

14 数字信号频偏 Hz 士10

15 信号发送电平 dB. 比发信通路输出电平低 6 dB(一20一一1) 士l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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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备 注

16 信号接收电平 dBm 一26一一2

17 数字信号特征频率 FIz
逻辑"0" =1800

逻辑"1" =1200

18 比特差错率 簇1 X SO-5

注1:有线通道的控制数据和话音也可采用高速数字信号传输。
注2:最低工作电压或最高工作电压时，第4,6项不超过额定的允许值。
注 3:数字信号调制方式为 F'FSKo

6.5 车站台有线转接单元电性能

    车站台有线转接单元电性能应符合表8规定的要求。

                            表8 车站台有线/无线转接单元电性能

序号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备 注

1 外线端输人阻抗 n 600,1650,)20 kn

W'(a淤 8 dll>-20 kf1 ，其他状2 外线端输出阻抗 n 600,1650, >-8 k1

3 发信通路输出电平 dBm 一14-+5(可调) 蘸 600S1粼AM9fn
满足指标要求

4 收信通路输人电平 dB. 一20- +4 收信人为四线收

5 收信通路输出频偏 kHz 3-5 收信出为天线端

6 幅频特性 dB 士2 300 Hz-3 400 Hz

7 非线性失真 % 成 5

8 发信通路杂音防卫度 dB 妻60

9 收信通路信噪比 dB )40

10 信号发送电平 dB 比发信通道输出电平低6dB

11 不平衡衰耗 dB 300 Hz-600 Hz   i46
6001-12-34001-12 》52

12 数字信号传输速率 bit/s 1200

13 数字信号频率偏差 Hz 士10

14 信号接收电平 dB., 一26一 一2

15 比特差错率 毛1x10一s

16 数字信号特征频率 H}
逻辑"0" =1800

逻辑"1"=1200

注:有线通道的控制数据和话音也可采用高速数字信号传输。

6.6 高频过相装置

    高频过相装置的介入衰耗:镇5 dB.

6.7 绝缘电阻

    a)正常绝缘电阻:当温度为15 ̀C -35IC、相对湿度为45%-75%、大气压力为86 kPa--106 kPa
        时，外线端子及电源端子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0 Mn;

    b) 潮湿绝缘电阻:当温度为4011、相对湿度为%%、大气压力为70 kPa-106 kPa时，外线端子及

        电源端子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 M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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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绝缘耐压

    在温度为151C -35 'C、相对湿度为45%-75%、大气压力为86 kPa--106 kPa时，外线端子及电源

端子对地间施以5011z,AC 1000 V(有效值)电压，1 min不应有击穿或闪络现象。

6.9 安全要求

    应保证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安全可靠，即使在故障条件下，也应保证对人员的安全;保证在操作
和进行正常调整时及在查找故障和维修设备过程中，对人员的安全。
6.10 环境试验要求

6.10.，常温下各项技术要求检测合格的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在进行各项环境试验时，需要进行
初始测量、中间测量和最后测量的电性能项目称为“基本电性能”项目。车站台、机车台按5.2.8.1的规

定，调度总机、监测总机按表7第4,6项的规定。
6.10.2 当产品按表9严酷等级要求进行试验后，性能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 9 试 验条件 的严 酷等级 要求

试 验 项 目
试验条件的严酷等级要求

调度总机 车站台 机车台 高频过相装置

贮存温度 ℃ 一40 一40 一40 一40

贮存持续时间to h 8 8 8 8

01
恢复时间ti                          h 6 6 6 6

u2:
工作温度 ℃ 5 一10 一25 一25

试验持续时间t2 h 4 4 4 4

恢复时间勺 h 4 4 4 4

贮存温度 ℃ 55 60 60 60

高 贮存持续时间t4 h 8 8 8 8

ait 工作温度 ℃ 40 55 55 55

验 试验持续时间t5 卜 4 4 4 4

恢复时间“ h 2 2 2 2

工作温度 ℃ 40 40 40 40

or p 相对湿度 % 90+3 95土; 95+2 95士;
}E IANk试验持续时间t7 h 48 48 48 48

恢复时间t, b 6 6 6 6

冲 冲击脉冲持续时间 。 11 11 18

I;t, 加速度 m/S2 巧0 150 300

验 总冲击次数 18 18 18

f丘 2t
频率 Hz 10-30一30-5510一30130-55

;1}位移幅值(单振幅) rnm 0.38{0.190.75}0.25
止 拉

振动方向 正常工作方向 三个方向

6.10.2.，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在进行高温、恒定湿热和低温试验的中间测量时，基本电性能允许
下降限度规定如下:

接收机音频输出功率下降不低于常温实测功率2dB，音频失真不超过额定值。

接收机参考灵敏度对常温实测值的恶化，车站台、机车台不大于6 dB.
门限静噪开启灵敏度对常温实测值恶化不大于6 dB，并且静噪工作应正常;在深静噪位置，不
应阻塞。

调制接收带宽比常温实测值的下降不大于20%，但最低值不应小于2x4kHz.

、1
，

、
，J

、
飞
了j

a

L
U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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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发射机载波输出功率比常温实测值的下降不大于3 dBo
    f) 发射机载波频率容差应在表4规定的范围内。

    9)发射机调制灵敏度应满足产品标准，音频失真不超过额定值。
    h) 调度总机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7第4,6项的规定。

    注:这里常温实测值是指环境试验的初始测量值。

6.10.2.2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在进行高温、恒定湿热、低温和低温贮存试验的最后测量时，其基

本电性能应符合表4、表5、表7的规定。
6.10.2.3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在进行振动、碰撞、跌落和运输等机械试验的最后测量时，其基本

电性能应符合表4、表5、表7的规定。

6.10.2.4 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在进行气候和机械试验后，各部分不应出现锈蚀现象和机械损伤

现象。

6.11可靠性要求
6.11.，可靠性的指标采用产品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MTBF值表示。
6.11.2 产品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试验下限值B,，应等于产品最低可接收的MTBF值。

6.11.3 车站台、机车台、调度总机的BI值应不低于表10中规定数值。

                                表10可 命性 指标

车

一
洲

机

一

  设 备 名 称

可靠性指标 61

调 度 总 机 车 站 台

    600

7 感应通信与450 MHz无线通信混合组网

7.， 混合组网设备组成

    感应通信设备一般可与450 MHz C制式系统混合组网，其中450 MHz C制式系统由车站台、机车
台、便携台等设备组成。

7.2 共用设备

    感应通信与450 MHz混合组网时，两套系统应共用调度设备，机车设备和车站设备宜共用控制盒、

电源。

7.3混合组网后设备的电气性能

    混合组网后的列车调度系统，各设备的电气性能分别符号本标准与TB/T 2675-2003的相关要求。

8 试验方法

    试验仪表如表11所示(试验仪表应经过有关部门的校准)。

                                    表11 试 验 仪 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射频信号发
生器

性 能 项 目

频率范围
输人阻抗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
频率调节误差

频率稳定度
输出电压调节误差

机内1 kliz调频时，频偏调节误差
机内1kH2调频时，非线性失真

剩余调频
噪声频谱密度
漏 场

0.1 MH2一1500 MHz

50n

0.1四 一IV
士 196

2 x 10-6/15 min

士2.5 dB

蕊 1006

簇 196

<10Hz

一120 dB/1七

<0.5pV

      备 注

(1)应能用 0.3 kHz
一3kHz的音频进行
内调频或外调频

(2)应能用外接或内
含的数字频率计进行
连续监测信号频率

(3)具有反向功率保
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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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序号 仪器名称 性 能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2 音频信号发
生器

频率范围

频率调节误差

输出电压调节范围

非线性失真

0.05 kHz-20 kHz

G2%

0 V-10 V

51%

3 调幅度仪 频率范围

调幅系数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0.1 MHz-500 MHz

1%一5%

<-20%

应 具 有 带 宽 为
0.05 kHz- 20 kHz的
低频输出插口

4 频偏仪 频率范围

调制频率范围

频偏测量范围

频偏测量误差

剩余输出

解调非线性失真

0.1 MHz-500 MHz

0.3 kHz-20 kHz

0 kHz-20 kHz

〔最好有能测几十赫兹的挡级)

士5%

毛30 Hz

51%

(1)应具 有带宽为
0.05 kHz一20 kHz的
低频输出插口

(2)应有50 Ns, 75 F.s,
750 ps去加重

(3)最小量程1.5"

5 失真度仪 频率范围

失真度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基波衰减

二次谐波或 1/2次谐波衰减

0.05 kHz-20U1z

1%一50%

士5%

妻 士40 c旧

0.6dB

6 数字频率计 频率范围

频率测量误差

输入灵敏度

0.1 MHz-1500 MHz

士5x10-'

簇50 mV

带有高输人阻抗探头

7 音频电子电
压表

频率范围

99量范围

测量误差

输入阻抗

0.05 kHz-20 kHz

0.003V-30V

士5%

》100 kf1

8 射频电压表 频率范围

电压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0.1 MHz-500 MHz

0.05V-10V

士10%

(1)备有三通接头以
便测量载波功率

(2)带10:1分压器

9 功率计 频率范围

功率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

输人阻抗

0.1 Mliz-500 MHz

0.1 W -60 W

士10%

50n

10 测试接收机 频率范围

电压测量范围

电压测量误差

输人阻抗

0.1 MI七一1500 MHz

1 pV-105 PV
士4dB

50n

11 音频选频电
平表

频率范围

一3dB的带宽

动态范围

电压测量误差

0.3 kHz-20 kHz

4 Hz-81iz

->40 dB

士 1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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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续)

序号 仪器名称 性 能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12 射频频谱分
析仪

频率范围

显示频率范围

动态范围

幅度比测量误差

频率间隔测量误差

分析带宽

0.1 IvII-]z- 1500 Ml]z

20 kHz-50 kHz

>80 dB

士3,旧

毛0.05B+10Hz

300 Hz

B为显示频率范围

13 双通道记忆
示波器

带宽

扫描速度

0 kHz -100 kHz

10-0 s/=-0.5 s/-

应具触发扫描功能

  14

、

标准输出负
荷

频率范围

输人和输出阻抗

耐受功耗

输人和输出端的驻波系数

负载输出端的衰减

0.1M lh一 500 NIIIz

500

1 W -60 W

镇1.2

20 dB -3O dB

15 固定衰减器 频率范围

衰减挡级

衰减误差

输人和输出阻抗

驻波系数

0.1 n旧 七一 500卜Uh

lOdB,20dB 5W ,30dB 60W

士1 dB

500

簇 1.2

16 可变衰减器 频率范围

衰减范围

衰减误差

驻波系数

输人和输出阻抗

耐受功率

0.1 MHz-500M旧2

10 dB-100 c旧

士Zc旧

簇 1.2

50n

0.5W

17 射频带阻滤
波器

频率范围

输人和输出阻抗

受阻频率衰减

与受阻频率偏离110%时的衰减

0.1 NIIis-500 NIIiz

50n

>50 dB

<-30 dB

18 音频带通滤
波器

低截止频率 一
高截止频率

截止频率衰减

阻带防卫度

一。.3 kHz
  10 kHz

  镇3 dB

  12 dB/倍频程

19 汇接两个射
频信号源网
络

频率范围

任一接线端的驻波系数

0.1 NII-iz-1500 M Hz

镇 1.2 一
20 汇接三个射

频信号源的
网络

频率范围

任一接线端的驻波系数

0.1 MHz-500 MHz

簇 1.2

21 数字频率计 频率范围

测量误差

输人灵敏度

0.1 Hz-10 kHz

士5x10一6

簇100.V

带有高输人阻抗探头

22 杂音测试器 频率范围

测量误差

输人阻抗

20 H- 40 kHz

士5%

)40 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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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续)

8.， 发射机电性能测f

8.1.， 载波频率容差

8.1.1.，定义:未调制载波频率与指配频率之差。频率容差用10-0或1-iz为单位来表示。对某一测量

来说，指配频率是标称频率中的任何一个。

8.，.，，2 测量方法

    通过测量未调制载波频率来确定频率误差。

    载波频率可以用适当的测量装置进行测量，这种测量装置的精度至少比设备规范规定的频率容差
高10倍。如果需要，可对发射机配备工作的每个信道重复测量。

8.1.2 载波功率

    本条适用于配有连接天线端口的发射机。

8.1.2.1定义:在未加调制情况下，一个射频周期内发射机加给传输线的平均功率。

    注:在本标准中，传输线可以用试验负载来代替。

8.1.2.2 测量方法

    在未加调制时测量输出功率。凡测量精度优于士10%的任何简便方法均可使用。

    如果需要，可对发射机配备工作的每个信道重复测量。
8.1.3杂散射频分量

8.1.3.1定义:除了载波及其发射带宽附近处的调制分量外，在离散频率上或在窄频带内有一显著分

量的信号。这些杂散射频分量包括谐波和非谐波分量以及寄生分量。
8.1.3.2 测量方法

    本测量适用于配有连接天线端口的发射机。

lc)18

按图6所示连接设备。

发射机在8.1.2所测量的载波功率下工作，调节衰减器(7)，使得输人信号电平在选频测量仪
的线性范围内，将选频测量仪(10)的频率调节到发射机载波频率，记录选频测量仪指示电平读

数。

将选频测量仪频率调至第一窄带杂散分量，记下其频率和电平指示读数。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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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对每个杂散窄带分量重复测量。

e)计算每个被测的杂散射频分量相对于载波电平的比值，用分贝表示。
    如果需要知道这些杂散分量的每一绝对电平，则按如下步骤校准每一指示读数。

f)在Q,点用辅助发生器(2)代替发射机，并调节其频率，使之依次工作在每一个杂散分量的中心
    频率上。

    根据需要，对于每个频率，调节辅助发生器的输出以得到步骤c和d所记录的相同指示读数或

    某一适当的比值。记录这个比值、发生器的输出电压以及测量装置的输人阻抗。

g)从步骤f记录的数值中计算出杂散射频分量的功率，杂散射频分量测量配置如图6所示。
    对于所测试的杂散分量的相应频率，这种试验装置在Q、点的驻波比不应超过1.40

z口，气 、、一。，

1- 被测发射机;

2— 射频信号发生器;

3— 电源线、控制线或音频线端口;

4— 线路稳定网络;

5— 试验负载;

6- 藕合装置(可与试验负载合并);

7 隔离衰减器(可与试验负载合并);

8— 带阻滤波器(根据需要);

9.-隔离衰减器(根据需要);

10 选频测量仪(频谱仪或选频电压表等)。

                              图6 杂散射频分t测f配置

8.1.4邻道功率
日.1.4.，定义:在按信道划分的系统中工作的发射机，在规定的调制条件下总输出功率中落在任何一
个相邻信道的规定带宽内的那一部分功率。

8.1.4.2测量方法
    a}按图7所示连接设备;

    b) 发射机在8.1.2测量的载波功率下工作;

    c)置中频衰减器(4C)于某一高的衰减值，如70 dB，然后调节藕合/衰减器(3)，使得功率测试接收

        机的输人信号电平在其线性范围内;

    d) 调节本机振荡器(4A)的频率，直至有效值表(4D)获得最大读数，记录这一读数和中频衰减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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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衰减，用分贝表示;
e)增加本机振荡器(4A)的频率，直至有效值表的指示减少6dB，记下这个本振频率;

f)将本机振荡器频率增加Af=17 kHz(信道间隔与1/2规定带宽之差);
9)用1 250 Hz士2 Hz的信号调制发射机，调制信号电平比产生60%最大允许频偏的电平大

    10 dB;

    对于没有调制限制的发射机，应在制造厂规定的输人信号电平下进行测量;

h)调节中频衰减器(4C)，使有效值电压表的指示与步骤c中所记录的大致相同为止，记录有效

    值电压表的读数和中频衰减器的衰减，用分贝表示;

1) 用减少本机振荡器(4A)频率的方法，重复步骤d至h，以测量另一邻道功率。

    I- 被测发射机;

    2— 音频信号发生器;

    3 合器，嚷 减器装置(可合并到试验负载中);

    4— 功率测试接收机，其中:4A 混频器和本机振荡器，4B— 信道带通滤波器，4C一 中频衰减器(0 dB一

        80dB),41-一一有效值表(置中频放大器之后);

    5— 试验负载。

                    图7 发射机邻道功率测f配置(用功率测试接收机方法)

8.1.4.3 结果表示

    a)邻道功率比ACPR是8.1.4.2步骤d与h所记录的中频衰减器的衰减值之差，再加上步骤d
        与h所记录的有效值电压表读数之差。

    b)邻道功率Padi(单位:W)为:

                              Pads-P, x 10一ACPR/10
    式中:

    P,— 按8.1.2所测量的载波功率，单位为瓦(W);

ACPR— 步骤a计算的邻道功率比值，单位为分贝(dB).
8.，.5 调制特性

8.1.5.1定义:发射机输出信号的频偏与调制频率的函数关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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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2 测量方法

    a) 按图8所示连接设备;

  I- 被测发射机;

  2— 音频信号发生器;

  3- 祸合器/A减器;

  4— 试验负载;

  5- 频偏仪;

  6— 去加重网络和频带限制滤波器;

  7— 失真度仪;

  8- 阻抗匹配网络(根据需要);

，一~一音频电压表。

                                图8 调制特性测i配置

  b) 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2)的频率至10001Iz，并根据频偏仪的指示来调节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以

      得到频偏为最大允许频偏的30 ，并记录发生器的输出电平Uo;
  c) 保持步骤b所确定的频偏不变，在所规定的频率范围内改变频率，并记录各个频率(如300 Hz,

    500 Hz, 1000 Hz, 2 000 Hz, 3 000 Hz)下的发生器输出电平Ufo
1.5.3结果表示，可用以下两种方法作图表示。
  a)对数横坐标表示音频频率，线性纵坐标表示按以下计算方法得到的频偏值Af:

      U� ._

Lt二瓦x aro
式中;

Uo— 步骤b记录为频率为1000 Hz的调制信号电平值;

Uf— 步骤c记录的其他调制频率下的电平值;

匀 — 最大允许频偏值的30%.

b) 对数横坐标表示音频频率，线性纵坐标表示按以下计算方法得到的加重特性与规定加重特性

    的偏差△Nf(单位为dB):

AN、一2018鲁一Nf
式中:

Nf-一规定的加重特性值，如按6 dB/oct的加重特性时，N，之值如表12所示。

                              表12 理论加重特性值

调制频率 Hz 300 500 1000 2000 3 000

理论加重特性 Nf            dB 一10.4 一6.0 0 +6.0 十9.5

8.1.6 调制限制

8.1.6.1 定义:发射机音频电路防止调制超过最大允许偏移的能力。

www.b
zf

xw
.c

om



TB/T 3084- 2003

8.，.6.2 侧量方法

    a) 按图8所示连接设备;

    b)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2)以产生标准试验调制;
    c)将输人音频信号电平增加一个适当的量(如10 dB);
    d)记录稳定状态时的频偏;

    e)输人保持步骤c所确定的值不变，在规定的音频频率范围内改变频率，记录每一频率下的稳定
        频偏。

8.1.6.3结果表示:作图表示，线性纵坐标表示频偏值，对数横坐标表示调制频率。
8.1.7高调制频率时的发射机频偏

8.1.7.1定义:当调制频率高于发射机规定的音频带宽上限频率时，发射机输出频偏的下降特性。
8.1.7.2 测量方法

    a)按图6所示连接设备，但此时频偏仪的低频输出端须接上音频选频电压表;

    b)发射机加标准试验调制，记下此时音频信号发生器(2)的输出电平及音频选频电压表测得的频
        率为1 kHz的输出电平值Uo;

    c)保持步骤b的音频信号发生器(2)的输出电平，其频率分别调节到规定的高调制频率(如
        5 kHz, 10 kHz, 20 kHz)，记下选频电压表测得的相应频率的输出电平值U,.

8.1.7.3结果表示:高调制频率时的发射频偏叮 为:
      Ur _-

or=瓦x oto
    式中:

    Uo— 步骤b记录的电平值;
    U一 步骤。记录的电平值;

    匀;— 最大允许频偏的60%.
8.1.8 调制灵敏度

8.1.8.，定义:发射机的标准输人信号电压，用mV或dBm为单位表示。
    注:标准输人信号电压的定义见4.2.2.40

8.1.8.2 测量方法

    a) 按图8所示连接设备;

    b)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2)以产生标准试验调制，记录音频电压表(9)所指示的电压值，即为调制

        灵敏度。

8.1.9 音频失真

8.1.9.1 定义:除去其基波分量的失真正弦信号的均方根值与全信号均方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这
个失真的正弦信号包括谐波分量、电源纹波和非谐波分量。
8.1.9.2 测量方法

    a)按图8所示连接设备;

    b)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C2)，以产生标准试验调制;
    c)用失真度仪((7)测量其总失真系数，该失真度仪要放在有适当去加重特性的网络和频带限制滤
        波器之后。

    如果需要可用其他调制频率并用相同的或其他的调制电平，重复进行测量。
8.1.10 剩余调频

8.1.10.，定义:没有任何外部调制信号的情况下，由于哼声和噪声造成的发射机输出端信号的调频，
它通常用没有和有外部调制时频偏仪的输出电压之比表示，用dB表示。
8.，，10.2 测量方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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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按图8所示连接设备，配置图中的(7)换为有效值电压表(交流藕合);

    b)发射机加标准试验调制，记录此时有效值电压表(7)指示的电平U;
    c) 发射机不加调制，记录有效值电压表(7)所指示的剩余噪声和哼声电平 Uo

    若连接发射机的传声器断开时，其输人端应接人等效于传声器阻抗的某一电阻，测量时应排除外界
干扰(电和声的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日.，.10.3 结果表示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发射机的剩余调频N(单位为dB) :

    ，。 U
iv = ZUig r丁

                L 夕广

    式中:

    U,- 8.1.10.2步骤b记录的电平值;
      U- 8.1.10.2步骤c记录的电平值。

8.1.11剩余调幅

8.1.11，定义:没有任何外部调制信号的情况下，由哼声和噪声引起的发射机输出端信号的调幅，它
可用没有外部调制时测得的调制深度(百分比)表示。

8.1.11.2 测量方法

    a)按图8所示连接仪表，图中的(5)换成调制深度测量仪;

    b)发射机不加调制，记录测得的调制深度。

    若连接发射机的传声器断开时，其输人端应接入等效于传声器阻抗的某一电阻，测量时应排除外界
干扰(电和声的干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8.1.12 发射机启动时间

8.1.12.1定义:发射机从守候向发射状态转变的时刻，直至未调制载波功率达到比稳态值低3 dB的
时刻，所经过的时间。

8.1.12.2 测量方法

    a) 将一个具有已校准水平扫描的示波器与试验负载并联，以显示发射机输出信号的包络;

    b) 同时开启发射机和触发示波器水平扫描，发射机的开启可以通过话音控制装置进行;

    c)发射机的启动时间是从发射机开启的时刻直到示波器所显示的包络达到其稳态值的70.7%
        为止所经过的时间。

8.1.13 相对音频互调产物电平

8.1.13.，定义:在两个规定音频信号加到输人端时，由于发射机的非线性而在线性解调输出信号中出
现无用的非谐波分量的电平，与有用的较低频率输出信号的电平之比，用分贝(dB)表示。

8.，.13.2 测量方法

    a) 按图9所示连接设备;

    b)在音频发生器(2)无输出情况下，调节音频发生器(1)的输出，使在调制频率fi为1000 Hz时

        产生频偏为最大允许频偏的30%，记录发生器(1)的输出电平;

    c)发生器(1)输出减至零，并调节音频发生器(2)的输出，使在调制频率f为1600 Hz时产生频
        偏为最大允许频偏的30%;

    d)恢复发生器(1)的输出至步骤b的记录值;

    e)用选频电压表在频偏仪(7)的输出端测量各个无用互调产物的电平以及1000 Hz有用分量的
        电平;

    f) 校准测量结果，以补偿频偏仪的幅频响应;

    S)计算并记录步骤f所校准的各个互调产物电平与1000 Hz分量电平之比.用分贝(dB),:X-

www.b
zf

xw
.c

om



TB/T 3084-2003

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按照4.7的规定限制音频带宽。

2)本测量方法对其他调制频率和其他频偏同样有效。
3)为了确定两个音频信号源不会由于去藕不充分而产生对测量精度有不良影响的互调产物，建议进行下列测试:
    改变图9的配置，将音频选频电压表(8)接到汇合单元(4)的输出端，测量相对互调产物电平。这些相对互调产

    物电平应明显地小于被侧发射机所规定的相对音频互调电平(例如规定发射机的音频互调电平为 一40 dB，则

    该互调电平应为一50 dB) o
4) 由频偏仪(7)引人的互调产物相对电平应明显地小于被测发射机所规定的相对电平。

1— 音频信号发生器卜

2— 音频信号发生器2;

3— 被测发射机;
4— 音频汇合单元;

5— 试验负载;

6一一捆合器/衰减器;

7- 频偏仪;

8-一音频选频电压表;

9— 音频电压表。

                        图9 相对音频互调产物电平的测f配置

8.1.13.3结果表示
    列表表示8.1.13.2步骤B所记录的比值，表中要给出这些比值所对应的频率。
    在解释测量结果时，应考虑测量配置的传统系统特性，例如任何预加重和去加重特性。

8.，.14 信号频率准确度

8.，.14.1定义:信号频率对其标称频率的偏离程度用百分数表示。

8.1.14.2 测量方法

    a) 按图8所示连接仪表;

    b) 关闭音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同时摘下送话器按下控制盒的呼叫按钮，即可测出呼叫频率。

8.1.14.3 结果表示

用百分比表示，计算公式如下:

                  实测呼叫言号频 一标称呼叫信号频互
标称呼叫信号频率

x 10096

呼叫信号频偏

  定义:呼叫信号产生的频偏。

  测量方法

按图8所示连接仪表;
关闭音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同时摘下送话器按下控制盒的呼叫按钮，即可在频偏仪上测出呼

叫信号频偏值。

8116价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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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信号发送时间

  定义:呼叫信号从开始发送到结束的时间。

  测量方法

按图10所示连接仪表;

按下呼叫键，用记忆示波器读出呼叫信号发送时间。

811681168116。。

                                图10 呼叫信号频偏测f配it

8.1.17 回铃信号持续时间

8.，，17.，定义:回铃音从开始发送到结束的时间。
8.，.17.2 测量方法

    a)按图11所示连接仪表;
    b)将具有标准频率、标准输人信号电平、呼叫信号频率调制的射频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

    c) 呼叫信号频率调制时间:G 5s;

    d)从记忆示波器上读出回铃音持续时间。

                                图11 回铃持续时间测f配置

8.2 接收机电性能测f

8.2.，参考灵敏度

8.2.1.，定义:在规定的频率和调制下，使接收机输出端产生标准信噪比的输人信号电平。
8.2.1.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所示连接好设备;

    b) 将一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

    c)调节接收机音量控制，以获得参考输出功率，记下此电平;

    d) 调节输人信号电平，以产生标准信噪比，记下此电平;

    e)如果步骤d所获得的输出功率比步骤c所记录的电平低3 dB以上，应记下该事实，此时，可提

        高输人信号电平使输出功率降低至3 dB时，记下所对应的输人信号电平;

    f)步骤d所记录的电平即为12 dB信纳值下的参考灵敏度，用uV或dBUV为单位表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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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若出现步骤e情况，那么，输出音频功率降低至参考输出功率3 dB时的输人信号电平作为参

考灵敏度，用ttV或dBIN为单位表示;
    h) 测量车站台、机车台的灵敏度时，应取消门限。

失真度仪的输人阻抗应保证Za;Z,
1— 音频信号发生器;

2— 射频信号发生器;

3— 匹配或汇接三个射频信号源的网络(接需配置);

4— 仿真天线(按需配置);

5— 被测接收机;

6— 滤波器(见 4.7);

7— 音频负载(见 3.4);

8一 失真度仪和音频电压表。

                              图12 参考灵敏度测t配置

8.2.2 抑噪灵敏度

8.2.2.，定义:能使输出音频噪声功率降低一规定数值的未调制的输入信号电平。
8.2.2.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在无输人信号下，调节音量控制器使单频噪声输出功率比额定输出功率低6 dB，无音量控制器
        时，直接测量噪声输出功率。采用步进音量控制器时，其噪声输出功率调节接近规定值。

    c)在标准输人信号频率下调节未调制输人信号电平，使噪声输出功率降低20 dB。此时所测得的

        电平为抑噪灵敏度，用八或dBI,V为单位表示。
8.2.3门限静噪开启灵敏度

8.2.3.，定义:静噪控制置于门限位置时，使接收机静噪电路开启所需的接收机输人带标准试验调制
的标准输人频率的最小信号电平值。

8.2.3.2静噪控制可调接收机的测量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将静噪置门限位置;
    c)接收机输人端加人标准试验调制的信号，将电平增加到接收机获得不低于额定输出功率

        一10 dB的输出电平所需的最低射频信号电平值;
    d)切断输人信号检查接收机的音频输出应降低40 dB以上，如果降低不了就要将静噪控制旋钮

        向更深方向调节并重复以上试验直至满足要求，此时输人射频信号电平值即为门限静噪开启

        灵敏度，用KV或dBttV为单位表示。
8.2.4 深静噪灵敏度

8.2.4.， 定义:静噪控制置于最深位置时，使接收机能产生不低于额定音频输出功率一10 dB的连续音

频输出所需的带标准调制输入频率的最小信号电平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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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连接设备;

    b)在接收机输人端加上一标准输人信号，调节音量控制旋钮，使接收机音频输出为额定值;

    c)将静噪控制置于最深位置上，将输人信号减至最小，然后再增加输人信号电平，直到接收机能
        获得不低于额定音频输出功率一10 dB的连续音频输出，记下达到这种状态所需的最小输人电
        平，即为该接收机的深静噪灵敏度。

8.25 静噪阻塞门限
8.25.，定义:输入信号在规定的调制频率和信号电平下，当接收机被有用信号开启后，重又被闭锁时

的调制频偏值，称为静噪阻塞门限。

8.2一5.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接收机在无输人信号下工作，如果接收机有可调控制静噪，则将它调到静噪刚好闭锁的位置;

    c)加人一个标准输人信号，并把它调到比静噪开启电平高12 dB的电平;
    d) 增大输人信号的频偏直到静噪刚好闭锁为止，记录该频偏值作为静噪阻塞门限值;

    e) 本试验应对其他调制频率重复进行;

    f)应在最大静噪开启电平时，按步骤c,d,e重复进行。

8.2.6 静噪开启时延和闭锁时延

8.2.6.，定义:已调制的射频输人信号电平达到规定增加量或减少量的瞬时和音频负载两端电压等于

50%不静噪控制稳态值的瞬时，这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

8.2.6.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并有:

        一种已校准水平扫描的示波器与音频负载并联;

        另一种是电子控制的单级步进衰减器(其两挡之间的衰减量差至少30 dB)接在输人信号源与

        接收机之间;该衰减器的转换时间应比预期的静噪开启和闭锁的时间短;
    b)接收机在无输人信号下工作，如果接收机具有调节静噪控制，则将它调到静噪刚好闭锁的位置;

    c)加人标准输人信号，使接收机在参考输出功率下工作，记下示波器上的该电平值;
    d)将30 dB单级步进衰减器置于最大衰减值，调节至接收机的输人信号电平为低于最小静噪闭

        锁电平约6dB值;
    e) 使衰减器启动信号对示波器已校水平扫描取得一个同步脉冲;

    f)将步进衰减器由最大衰减变到最小衰减，测量并记下从改变衰减的时刻到音频负载两端的电

        压增至步骤c所记电压值的50%以上的时刻，这二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静噪开启时延;

    9)将步进衰减器衰减由最小变到最大，测量并记下从改变衰减到音频负载两端的电压降低1/2
        时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就是静噪闭锁时延。

8.2.7 静噪失调(谐)门限

8.2.7.1定义:在规定的调制频率、频偏和信号电平下，使静噪闭锁时偏离标称频率的正负频率偏差值。

8.2.7.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接收机在无输人信号静噪闭锁状态下工作，如果接收机具有可调静噪控制，则将它调到静噪刚

        好闭锁的位置;

    c)加人一个标准输人信号，其电平应调至比静噪开启电平高12 dB;

    d)改变射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使之高于和低于标准输人信号频率，直到静噪刚好闭锁为止，记
        下该频率差作为静噪失调(谐)门限;

    e)本试验应对其他规定的调制频率重复进行，但不同调制频率其频偏均为最大允许频偏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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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应在最大静噪开启电平时重复进行。
8.2.8 接收门限

8.2.8.1定义:能使门限开启的未调制的输人信号电平。
8.2.8.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 在标准输人信号频率下调节未调制输入信号电平，使接收灯点亮，此时测得的电平为接收门限。

8.2.9 额定音频输出功率

8.2.9.，定义:由制造厂规定的，当接收机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输出端连接规定负载时可得到的功率。
8.2.9.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连接各设备;

    b)将一个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调节音量控制，使接收机输出额定音频输出功率。
8.2.10 音频失真

8.2.10.1定义:除去基波分量的失真正弦信号的均方根值与全信号均方根值之比，以百分数表示。这
个失真的正弦信号包括谐波分量、电源纹波和非谐波分量。

8.2.10.2 测量方法

    本测量方法可用其他调制频率和频偏值。按照4.7的规定限制音频带宽。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将一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
    c)使接收机在额定输出功率下工作;
    d)测量音频负载上失真系数。

8.2.11 音频响应

8.2.11.，定义:在恒定频偏的确定输人信号下，调制信号频率与输出信号电平的变化关系。
82.寸，.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将一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

    c)使接收机在参考输出功率下工作;

    d) 把调制音频信号频偏保持为最大允许频偏的20%不变，使频率在300 Hz-3 000 Hz范围内变
        化(如300 Hz, 500 Hz, 1000 Hz, 2 000 Hz, 3 000 Hz) ;

    e)记下每个调制频率点的音频输出电平。
8.2.11.3 结果表示

    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表示:

    a)作图表示，用8.2.11.2步骤e记录的数值作图，线性纵坐标表示相对于1 kHz频率时电平的
        dB值，对数横坐标表示调制频率;

    b)按以下公式计算实测去加重特性与理论值偏差:

AN,一20 lg是一Nf
    式中:

    Up— 步骤e在1000 Hz频率时的电平值;

    Uf— 步骤e在其他规定频率点时的电平值;

    Nf— 理论去加重特性值，按一6 dB/oct其值如表13所示。

8.2.12 信号对剩余输出功率比

8.2.12.，定义:在标准输人信号电平下所测得的参考输出功率对除去调制时的剩余输出功率比，用
dB表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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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理论去加重特性值

调制频率

理论去加重特性 从

1000 2000 3000

一9.5兴8.2.12.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 接收机静噪控制处于不静噪状态;

    c) 将一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

    d)使接收机在参考输出功率下工作;
    e) 除去调制信号，记下音频试验负载上功率的减少量，用dB表示。

8.2.12.3 结果表示

    8.2.12.2步骤e所测得的结果即为信号对剩余输出功率比。
    注:当设备规范要求时，本测量可以用不同的输人电平值进行，因而信噪比与输人信号电平的关系可用图形表示。

8.2.13 可用频带宽度

8.2.13.1定义:保摘韦动佳信噪比不变，使输人信号电平增加一定值而允许输人信号频率偏离标称频率的值。
8.2.13.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使标准输人信号电平为参考灵敏度值;

    c)使步骤b中得到的输人信号电平提高2 dB,然后增加输人信号频率，直到重获标准信噪比为

        止，记下这个频率;
    d)以2dB增量重复步骤c，直到输人信号电平比步骤b中的电平高6dB为止，记录各次的频率;
    e) 使输人信号频率低于标准输人信号电平频率，重复步骤c和do

8.2.13.3 结果表示

    a)将输人信号电平增加6 dB时，高于标称频率的频率爪减去标称频率几，其差值即为可用频
        带宽度，以kHz为单位表示;

    b 作图表示8.2.13.2步骤c,d,e所得的值，图中线性纵坐标表示相对于步骤b值的信号电平，

        以dB为单位，线性横坐标表示高于和低于标称频率的频率偏移，以kHz为单位表示。
8.2.14 调制接收带宽

8.2.14.，定义:在输人信号电平比实测参考灵敏度高6dB，增加调制信号频偏能使输出回到原标准信
噪比的频偏值。

8.2.14.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 加人一标准输人信号，调节音量控制使接收机输出为额定输出功率的1006;
    。)调节输人信号电平使输出达到标准信噪比，记下此输人信号电平;

    d) 把输人信号电平调到高于步骤c所测电平6 dB;

    e)增大调制信号的频偏，直至输出端重新获得标准信噪比，记下此频偏值。

8.2.14.3 结果表示

    8.2.14.2步骤e测得的频偏值的2倍即为调制接收带宽，以kHz为单位。

8.2.，5 共信道抑制

8.2.15.，定义:在无线移动业务中，用频率与有用信号频率之差小于300 Hz的无用输人信号所测得
的邻信号选择性。

8.2.，5.2 测量方法

    本测量需知参考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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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并将第二射频信号发生器(无用信号源)接到适当匹配或汇合网络B端

        (见4.5.4图3);

    b)在无用信号源无输出时，将标准输入信号加到汇合网络的A端，降低其电平使在接收机输人

      端获得参考灵敏度，记下该电平，用IV或dBt,V为单位表示;
    c) 提高步骤b有用输人信号电平3 dB;

    d)将一个调制频率为400 Hz，频偏为最大允许频偏60%的无用输人信号加到汇合网络B端;

    e)调节无用输人信号频率，分别使它高于或低于有用信号频率300 Hz，每次调节无用输人信号电

      平以重新获得标准信噪比，记下该电平值，用尸或dBfV为单位表示。

8.2.15.3结果表示
    计算8.2.15.2步骤e测得的值与8.2.15.2步骤b测得的参考灵敏度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取

较小值，为共信道抑制。

8.2.16 阻 塞

8.2.16.1定义:在无线移动业务中，用频率与有用信号频率之差等于有用信号频率1%的无用信号所

测得的邻信号选择性。

8.2.16.2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同8.2.15.2，其中步骤e调节无用输人信号频率与有用信号频率之差等于有用信号频率

的10,6(高于或低于)。

8.2.16.3结果表示
    计算8.2.15.2步骤e测得的值与8.2.15.2步骤b测得的参考灵敏度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取

较小值为阻塞。

8.2.17邻道选择性
8.2.17.，定义;在无线移动业务中采用离散信道间隔条件下，用等于一个离散信道间隔频率值作为无

用信号频率偏离值，所测得的邻信号选择性。

8.2.17.2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同8.2.巧2，其中步骤e调节无用输入信号频率，分别使它高于或低于有用信号频率一

个信道间隔值。

8.2.17.3 结果表示

    计算8.2.15.2步骤e测得的值与8.2.15.2步骤b测得的参考灵敏度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取

较小值即为邻道选择性。

8.2.18杂散响应抗扰性
8.2.18.1定义:接收机抗拒单个无用信号在接收机输出端造成无用响应的能力，它表示为使高出被测

参考灵敏度3 dB的有用信号产生的信噪比降回原标准信噪比的单个无用信号电平与实测参考灵敏度

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

8.2.18.2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并将第二信号源(无用信号)连接到适当的匹配或汇合网络的B端(见
        4.5.4图3);

    b)无用信号无输出时，将标准输人信号加到汇合网络的A端，降低电平以使在接收机的输人端

        获得参考灵敏度，记下该输人信号电平，用fiV或dBI,V为单位表示;
    c)提高步骤b有用输人信号电平3 dB;
    d)将一个调制频率40011z,频偏为最大允许频偏60%的高电平无用信号(例如90dBKV)bp到汇

        合网络B端;
    e)在一规定频率范围内，改变无用输人信号频率，找出信噪比恶化点，仔细调节无用信号频率使

        恶化达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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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在每个杂散响应频率上调节无用输入信号的电平，直到在输出端获得标准信噪比为止，记下无

        用输人信号的功率和在接收机输入端的无用输入信号电平，用uV或.1BUV为单位表示;
    B)计算步骤f中记下的电平值与步骤b中所得值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该比值即为对该频率

        的杂散响应抗扰性。

8.2.18.3 结果表示

    将8.2.18.2步骤g测得的比值连同8.2.18.2步骤f记下的频率列成表格，并记下标称工作频率。
8.2.19 互调抗扰性

8.2.19.1定义:接收机抗拒与有用信号频率有特定关系的两个无用输人信号，因互调在接收机输出端
造成干扰的能力，它表示为使高出参考灵敏度3 dB的有用信号的信噪比降回原标准信噪比的两个等电

平无用信号之一的电平与实测参考灵敏度之比，以dB为单位表示。

8.2.19.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并将两个附加射频信号发生器(无用信号)接到适当的匹配或汇合网络
        的B端和c端(见4.5.4图4);

    b)无用信号源输出为零时，将标准输人信号加到混合网络A端，降低其电平，以便在接收机输人

        端获得参考灵敏度，记下这个电平，用uv或dBIV为单位表示;
    c)提高有用输人信号电平3 dB;

    d)从接在B端的发生器加一个未调制的无用信号，并把它调到一个规定的频率f.上;

    e) 从接在c端的发生器加一个未调制的无用信号，并把它调到一个规定的频率f上;
    注:通常f和f的选择是fo+of二f..fo十2Af=f，或fo一of=f., A一2Af=f,fo为测试标称频率，of为移

        动无线业务中规定的频率信道间隔。

    f) 逐步提高这两个无用信号的电平，直到有用信号信纳值明显下降为止;

    9)仔细调节其中一个无用信号频率，使下降值达到最大;
    h)调节这两个无用信号的电平，使在接收机输人端相等，并使接收机输出端恢复到标准信噪比，

        记下无用信号电平值，用fV或dBKV为单位表示;
    i)计算步骤h所记电平与步骤b所记电平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该比值即为在这频率点的互

        调抗扰性;

    J)测试应在加信道间隔值和减信道间隔值的两种情况下进行。
    注:由于信号发生器之间的互调，噪声有可能引起接收机灵敏度降低造成测量误差，预防信号发生器引起测量误差

      的措施见 8.2.1.20

8.2.19.3结果表示

    8.2.19.2步骤i和1测试计算结果中取较小值，为该接收机的互调抗扰性。
8.2.20 相对音频互调产物电平

8.2.20.，定义:当接收机接收一个同时受两个音频信号调制的载波时，因非线性产生的非谐波失真。

它表示为由线性引起的无用非谐波输出信号分量的电平值与其中之一的有用输出信号电平值之比，用

dB为单位表示。
8.2.20.2 测量方法

    a) 按图13所示连接设备;

    b)当音频信号发生器(2)没有输出时，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1)和射频信号发生器(4)以产生标准
        的输人信号;

    c) 调节接收机音量控制以产生额定音频输出功率;

    d) 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1)的电平以获得30%最大允许频偏，记下该电平;
    e)使音频信号发生器(1)无输出，把音频信号发生器(2)的频率调到1 600 Hz，并调节其电平使之
        获得30%最大允许频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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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再把发生器(1)的输出电平恢复到步骤d记下的数值;
                                                                                                            6

    1— 音频信号发生器 1;

    2— 音频信号发生器2;

    3一 音频汇合网络;
    4— 射频信号发生器;

    5— 被测接收机;

    6一 带通滤波器;
    ，- 音频试验负载(同 3.5);

    8— 音频选频电压表。

                          图，3相对音频互调产物电平的测t配置

    B)利用选频电压表测量接收机输出端1000 Hz分量的电平，以及每个互调产物的频率和电平。
    注 1:按4.7规定限制音频带宽;

    注2:本测量方法可以用其他调制频率和频偏值。

8.2.20.3 结果表示
    计算步骤9测得的互调产物电平与1000 Hz有用信号电平的比值，用dB为单位表示。

8.2.21音频灵敏度
8.2.21.1定义:在接收机音量控制器调到最大位置时产生额定音频功率输出的最小调制频偏值。

8.2.21.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将音量控制器调到最大位置;

    c) 加一个标准输人信号到接收机输人端;

    d)调节音频信号发生器(1)输出电平，直到在输出端获得额定音频功率输出为止;

    e)记录该条件下的频偏值，用kHz为单位表示，该值即为音频灵敏度。

8.2.22接收限幅特性
8.2.22.1定义:接收机输人信号电平在给定范围变化时，其输出端允许的电平变化。

8.2.22.2 测量方法

    a)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b)将一标准输人信号加至接收机输人端，调节音量控制使输出端获得参考输出功率;

    c)将输人信号电平调至0 cLBpV(端电压值)，记录音频输出电平值;

    d)提高输人信号至电平100 dBj}V，再记录音频输出的电平值。
8.2.22.3 结果表示

    计算8.2.22.2步骤d与步骤c两电平值之比，用dB为单位表示，该比值即为接收限幅特性。

8.2.23 呼叫控制信号检出特性

8.2.23.，定义:在信纳比为6dB时，接收机应能将呼叫控制信号正常检出。

8.2.23.2 测量方法

    a)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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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测量出接收机参考灵敏度;

降低射频信号源的输出信号电平，直至信纳比为6 dB;
  根据本标准设定调制信号频率和频偏，此时接收机的解调器应有正常输出(也可根据控制盒面

板上相应指示灯是否点亮来判断)。

  呼叫控制信号接收带宽

1 定义:能保证信令接收装置正常工作的信令允许偏差范围。

2 测量方法

按图12所示连接设备;
首先测量出接收机参考灵敏度;

根据本标准设定调制信号频率和频偏，此时接收机相应的信令接收装置工作(信令接收器动作

或相应指示灯点亮);

在c项基础上逐渐提高调制信号频率，直到接收机相应的信令接收装置不工作(信令接收器不

动作或相应指示灯不点亮)为止，此时的信令接收频率即为该信令的上限频率，记为F二;
在c项基础上逐渐降低调制信号频率，直到接收机相应的信令接收装置不工作(信令接收器不
动作或相应指示灯不点亮)为止，此时的信令接收频率即为该信令的下限频率，记为F，n;
所测信号接收带宽△F可用下式计算:

                              AF =F二 一F,,,;.

也可用相对于信令标称频率的上、下接收带宽表示:

                            +(F。一FO)

                            一(F。一F�,;�)

其中，Fo— 信号标称频率值，单位为赫兹(Hz).
呼叫信号检出时间

，定义:接收机解码电路检出呼叫信号所需的时间。
2 测量方法

按图14所示连接仪表;
射频信号发生器输出标准输人信号频率和标准输人信号电平的射频信号使接收机正常工作;
音频振荡器输出呼叫信号频率，并达到呼叫信号频偏的电平;

记忆示波器接至解码电路输出;

当接通开关A时，记忆示波器读出的时间即为呼叫信号检出时间。

、

、

、

k
U

C

d

8.2.24

8.2.24

8.2.24

    a)

    b)

    c)

8.2.25

8.2.25

8.2.25

    a)

    b)

    c)

    d)

    e)

                              图14 呼叫信号检出时间测f配置

8.2.26控制信号检出时间

8.2.26.，定义:接收机解码电路检出控制信号所需的时间。
8.2.26.2 测量方法

    见 8.2.25.20

8.3 调度总机电性能测且

8.3.， 外线端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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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

a)按图巧所示接线，总机输人为外线端;
b)将S置于1,2侧，调节音频振荡器，送频率800 Hz，使选频电平表读数为一26 dBp;
c)将S倒向3,4侧，与此同时调节电阻箱值，使S在1,2和3,4位置，音频选频电平表选出电平

    相等，则电阻箱值即为所测的外线阻抗。

振

荡

器

图15 外线阻抗测f配里

8.3.2 回波损耗

    测量方法:

    a)按图16所示接线，测试点分别为四线人端、四线出端。阻抗电桥的R值应与被测端标称阻抗

        一致 。

r 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 -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1

阻抗电桥

电平表

石薛
被

测

总

机

振

荡
器

                                  图16 回波损耗测，配It

    b)将S置于，’l”的位置，音频振荡器输出阻抗为O fl，调节音频振荡器输出，使频率为800 Hz，并使

        宽频电平表指示为0 dB，并设为P, o
    c)将S置于“厂位置，振荡器输出电平保持Pl不变，调节频率在工作频带内变化。用宽频电平表

        测出各频率点上的电平值P2(取最大值)。

    d)按下式计算回波损耗值:b=P，一P2o
8.3.3 发信通路

    测量方法:

    a)按图17所示接线，输人为发信人，输出为四线出，接160012，在四线人端需以1600 S1终端;

电
平

表

振

荡
器

图17 发信通路测f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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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音频振荡器输出阻抗为0Q，调节音频振荡器，送8001 -1z，输出电平为由产品规定的电平;

    c) 选频表读数即为发信电平值。

8.3.4 收信通路

    测量方法:

    a) 按图18所示接线，输人为四线人，输出为收信出;
    b)音频振荡器输出阻抗为0Q，调节音频振荡器，送800 Hz，输出电平为+4 dBm一一20 dBm;

    c) 毫伏表读数即为收信输出电压;

    d) 输出功率计算:

输出功率一U2R
式中:

U收— 收信电压;
  R— 受话器阻抗。

毫

伏
表

振
荡
器

                                    图18 收信通路测f配里

8.3.5 幅频特性

    测量方法:

    a) 测发信通路幅频特性按图17所示接线，测收信通路幅频特性按图18接线;

    b)在8.3.3,8.3.4试验合格后，调节振荡器频率在300 Hz--3 400 Hz范围内变动，固定输人电平

        不变，测出各频率点的输出电平(可选测300 Hz, 800 Hz, 2 700 Hz, 3 400Hz) ;
    c)各频率点的输出电平与800 Hz输出电平比较，其差值符合相应条款规定。

8.3.6 非线性失真

    测量方法:

    a)测收、发信通路失真按图19a所示接线，输人、输出应按8.3.3a和8.3.4a相应配置;
    b)音频振荡器输出阻抗为0 SZ，调节振荡器，送400 Hz，输人相应电平，输出应各自达到额定值;

    c) 用非线性失真度仪测出非线性失真系数;

    d) 测发信信号失真按图196所示接线，其输出为四线出;

失
真
度

仪

振
荡
器

图19a 收、发信通路失真测f配置

失
真
度
仪

图19b 发信信号失真测f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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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发信信号失真应在8.3.7测量合格后进行;

    f)非线性失真系数由失真度仪直接读出。

8.3.7 杂音防卫度

    测量方法:

    a)按图20所示接线，输人为外线端，输出为收信出，接R(收信状态)，或输人为发信人，输出为外

        线端，接1600a(发信状态);

失
真

度
仪

    注二R一一受话器阻抗。

                                  图20 杂音防卫度测f配置

    b)在8.3.3,8.3.4测量发、收信电平合格后保持不变，输人终端相应的电阻;

    c)杂音测试器(电话加权)读数即为杂音电平;

    d)按下式计算杂音防卫度:
                                      b防=b发(收)一b杂

8.3.8 自串防卫度

    测量方法:

    a) 按图21所示接线，二线出为地区电话二线端;

振
荡
器

                                                                  电平表

                                图2， 自串防卫度测t配置

    b)发、收信通路电平合乎技术要求后，调节音频振荡器，送1 100 Hz频率和由产品规定的试验电

        平;

    c)按下外线接人开关，接通四/二线转换电路;

    d)调节音频选频电平表，选出1100 Hz串音电平P*;

    e)回线自串防卫度bn的计算公式如下:
                                      b防=尸发一P申

    式 中:

    P发— 发信额定输出电平。

8.3.9 不平衡衰耗

    测量方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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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图22所示接线，测试设备本身的不平衡衰耗应比被测总机技术要求高20 dB，扼流圈匝比
    1:1，感抗应大于被测端阻抗的5倍，直流电阻应小于75 SZ,输人分别为四线出端和四线人端，

    地区电话二线端以600 S7,终端;

                              图22 不平衡衰耗测f配置

b)将扳键S倒向1,2侧，调节振荡器，送800 Hz音频信号，调节输出电平，使电平指示为0 dBm;

c) 再将扳键S倒向3,4侧，调节振荡器，分别送300 Hz-600 Hz及600 Hz-3400 Hz测试信号，电

    平表指示为尸(分别取最大值);
d) 不平衡衰耗:b=0一P  (dB) o

10 数字信号频偏

测量方法:

a) 按图20所示接线，测量数字信号特征频率和音频呼叫信号的频偏;

b) 测频偏应在8.3.7试验合格后进行;

c)用频率计测定所发信号频率;
d)频偏计算: 频偏=f一f. (Hz)

或 频偏 x 100%

式中:

儿— 发送信号实测频率;

fo— 发送信号标称频率。

11 信号发送电平

测量方法:

a) 按图23所示接线，输出为四线出;

电
平

表

                                图23 信号发送电平测f配置

    b)用音频选频电平表测定各发送信号输出电平。
8.3.12 信号接收电平

    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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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图24所示接线，检测出口须设在解调出之后;
b)调节音频振荡器送频率为调制解调器的特征频率;
c)调节音频振荡器输出电平，使被测总机外线端输入电平为一26 dBm;

d)由接收监视器判定被测总机检测出口应为“接通”。

监
视
器

振
荡
器

图24 信号接收电平测f配皿

13 比特差错率
测量方法:

a)按图25所示接线，将扳键S2倒向60012侧，调节码型发生器和仿真线衰耗，使发送的511伪随

    机调制码在被测总机外线处信号电平为一20 dBm;

                            图24::比特差错率测f配It

b)将扳键S2倒向滤波器侧，扳键S,倒向60012侧，调节白噪声发生器的发送电平，使在被测总机

    外线处白噪声电平为一31dBm;
c)将扳键S,倒向仿真线侧，在511伪随机调制码和白噪声同时发送条件下，误码检测器读数即
    为测得的比特差错率。

14 正常绝缘电阻

测量方法:

83

83

  a) 正常绝缘电阻的试验应在正常试验环境下进行;

  b)绝缘试验应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在外线端子及电源端子对地间进行;
  c)将绝缘电阻测试器接至被测端子对地间，加试验电压(DC 500 V)经1 min后读取数据，读数即

      为绝缘电阻。

3.15 潮湿绝缘电阻

  测量方法:

  a)潮湿绝缘电阻的试验应在温度为401C，相对湿度为90%的条件下，在湿热试验箱中进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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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条件试验应按GB/1' 2423.3的规定进行，严酷等级为%h;

    c)在条件试验96h后，从试验箱中取出产品，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下恢复2h后进行绝缘电阻的

        测试，试验方法同8.3.14的b,c两项的规定。

8.3.16 绝缘耐压

    测量方法:

    a) 绝缘耐压试验应在正常试验环境条件下进行;

    b)在切断工作电源的情况下，在外线端子及电源端子对地间进行试验，应按规定施加试验电压，

        并在5s-10s内逐渐增加到规定值，并经1 min观察有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c) 被试验的产品当发生击穿或闪络现象时，可由耐压试验器上的电压表指示突降或自动遮断保

        护回路的启动来加以判断(启动电流应不大于50 mA) ;
    d)耐压试验完后，应在5s-10、内逐渐降低试验电压，达到工作电压值以下时，方可切断试验电

          压。

8.3.17 通告时间

    测量方法;

    a) 按图26所示连接仪表;

                                  图26 通告时间测t配皿

    b)按下调度总机上的通告键，在四线发端用记忆示波器记录通告时间。

8.4 车站台转接单元电性能测f

8.4.1 外线端阻抗

    测量方法:

    a)按图27所示接线，分机输人为外线端;

振
荡
器

                                  图27 外线端阻抗测fIR里

    b)将S置于1,2侧，调节音频振荡器，送频率800 Hz，使选频电平表读数为一26 dB1,;
    c)将s倒向3,4侧，与此同时调节电阻箱值，使S在1,2或3,4位置，音频选频电平表选出电平

        相等，则电阻箱值即为所测的外线端阻抗。

8.4.2 发信通路

    测量方法:

    a)按图28所示接线，输人为天线端，输出为四线出;

    b)调节射频信号发生器、音频信号发生器，使载频输出2 rAV，调制信号频率800 Hz，调制信号频

        偏3 kHz;

    c) 此时电平表读数即为发信通路输出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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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平

表

图28 发信通路测f配里

4.3 收信通 路

  测量方法:

  a) 按图29所示接线，输人为四线收，输出为天线端;

振

荡

器

                                  图2 收倍通路测f配里

    b)调节音频振荡器，送800 Hz测试信号，使选频电平表读数为+4 dBm一一20dBm;

    c) 此时频偏仪的读数即为收信通路输出频偏值。

8.4.4 幅频特性

    测量方法:

    a)按图28所示接线，输人为天线端，输出为四线出;
    b) 在8.4.2测量合格后，固定载频电平不变，改变调制频率在300 Hz--3 400 Hz范围内变动，测出

        各频率点的输出电平(可选测300 Hz, 800 Hz, 2 700 Hz, 3 400 Hz) ;
    c)各频率的输出电平与800 Hz输出电平相比较，其差值即为发信通路幅频特性。

8.4.5 发信通路非线性失真
    测量方法:

    a) 按图30 a所示接线，输入为天线端，输出为四线出;

失
真
度
仪

图30a 发信通路非线性失真测f配置

b)调节射频信号发生器、音频信号发生器，使载频输出为2IAV，调制信号频率800 Hz，调制信号
    频偏3 kHz,输出达到额定值;

c)非线性失真度仪读数即为非线性失真系数;

d)测发信信号失真按图30b所示接线，其输出为四线出;

e)发信信号失真应在8.4.9测量合格后进行;
f) 非线性失真系数由失真度仪直接读出。

www.b
zf

xw
.c

om



TB/T 3084-2003

失
真
度

仪

                              图30b 发信信号失真测f配置

8.4.6 收信通路非线性失真

    测量方法:

    a) 按图31所示接线，输人为四线人，输出为天线端;

振

荡

器

                          图31 收信通路非线性失真测f配置

  b)调节振荡器，送400 Hz,输人相应电平，输出达到额定值;

  c) 非线性失真度仪读数即为非线性失真系数。

4.7 发信通路杂音防卫度

  测量方法:

  a) 按图32所示接线，输人为天线端，输出为四线出;

  b)在8.4.2测量合格后，输人以50 d2电阻终端;

  c) 杂音测试器(电话加权)读数即为杂音防卫度。

杂

音

测

试

器

                                  图32 杂音防卫度测f配置

8.4.8 收信通路信嗓比

    测量方法:

    a) 按图33所示接线，输人为四线收，输出为天线端;

振

荡

器

                              图 33 信噪 比测f配置

在8.4.3测量合格后，进行此项测量;

调节音频振荡发生器，送1000 Hz测试信号，使频偏仪指示为3 kHz，记录下此时的电压表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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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d)关闭振荡器的输出，记录电压表读数 U;

e) 信噪比计算:

磊一201g U
  式中:

  U,— 步骤c记录的电平值;
  U— 步骤d记录的电平值。

4.9 信号发送电平

  测量方法:

a) 按图34所示接线，输出为四线出;

b) 用音频选频电平表测定各发送信号输出电平。

电

平

表

图34 信号发送电平测f配盖

8.4.10 不平衡衰耗

    测量方法:

    a)按图35所示接线，测试设备本身的不平衡衰耗应比被测单元技术要求高20 dB;输人为外线;
        扼流圈匝比1:1，感抗应大于被测端阻抗的5倍，直流电阻应不小于75 a.

    b) 将扳键S倒向1,2侧，调振荡器，送800 Hz音频信号，调节输出电平，使电平指示为0dBmo

    c)再将扳键S倒向3,4侧，调振荡器，送300 Hz-600 Hz及600 Hz-3 4001-Iz测试信号，电平指示

        为尸(分别取最大值)。
    d) 不平衡衰耗:b二0一P  (dB).

电

平

表

图315 不平衡衰耗测fIR置

4.11 频偏

  测量方法:

  a)按图30所示接线，测量数字信号特征频率和音频呼叫信号的频偏;

  b)测频偏应在8.4.9试验合格后进行;
  c) 用频率计测定所发信号频率;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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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频偏计算:

频偏=儿一fo  (Hz)或 、，*_fo一fo、，八八。
少火网 一 — 入 1VV io

            to

    式中:

    fo— 发送信号实测频率;

    fo— 发送信号标称频率。
8.4.12 信号接收电平

    测量方法:按8.3.12规定进行。

8.4.13 比特差错率

    测量方法:按图36所示接线，其余按8.3.13规定进行。

                                图36 比特差错率测f配里

8.4.14 正常绝缘电阻

    测量方法:按8.3.14规定进行。

8.4.15 潮湿绝缘电阻

    测量方法:按8.3.15规定进行。

8.4.16 绝缘耐压

    测量方法:按8.3.16规定进行。

8.5 安全检查

    按GB 15842中有关规定执行。
8.6 环境试验方法

    按GB/-F 15844.2-1995中第5章有关规定执行。
8.7 可靠性试验

    按GB/T 15844.3中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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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控制盒示意图

A.， 车站台控制盒面板示意图(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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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1 车站台控制盒面板示意图

A.2 机车台控制盒面板示意图(见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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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机车台控制盒面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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