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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i 吕

    本标准是根据有关交换机信令的技术标准，结合电力系统对电力调度交换机的使用要求编写的。

与电力行业标准 DUP 795-2001《电力系统数字调度交换机》比较，本标准增加了调度交换机信令方

式的内容，使电力调度交换机的电力行业标准形成了从单机性能到多机互连的完整体系。

    电力DTMF信号方式规定了调度信息组合，描述了局间的调度类别传送、对位指示、强插、强拆
等调度功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线路信号方式，以实现不同调度交换机机型之间调度信息的传送。通

过多家制造企业的联网测试检验证实，采用该信号编码格式可以做到电力调度交换网间互连互通。
    实施本标准可以提高设备制造的标准化和兼容性，促进有关技术和产品发展，便于用户对不同厂

家不同设备的选型，进一步促进电力调度交换机的维护管理、进网检验、工程施工和调试工作顺利有

序地进行，提高我国电力系统通信质量。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国电通信中心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电通信中心、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河北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北京鼎汉技
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朝霞、许俊现、阐鸣、郑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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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调度交换机电力DTMF信令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系统调度交换机使用的电力

括记发器信号和相应的线路信号两部分。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系统调度交换网局间 E/M

参照采用。

DTMF信令的编码方式、技术指标和发送顺序，包

中继电路和数字中继电路。其他专用调度交换网也可

2 记发器信号

2.1 信号编码

    电力DTMF记发器信号频率组合见表to

                              表1 电力DTMF记发器信号频率组合

歌飞HzHz
H1 H2 H3 H4

1209 1336 1477 1633

Ll 697 1 2 3 13

L2 770 4 5 6 14

L3 852 7 8 9 巧

L4 941 * 0 # 16

电力DTMF记发器信号技术指标见表20

                          表2 电力DTMF记发器信号技术指标

项目 发号器 接收器

标称频率
Hz

低频群:697,770,852,941

高频群:1209,1336,1477,1633

频偏
%

不超过士1.5 士2.0以内可靠接收
士3.0以外保证不接收

士2.0一士3.0之间不保证接收

电平 低频群:-9dBm土3dB

高频群:-7dBm士3dB

组成一个信号的高频分量电平应

不小于低频分量电平，且电平差

不大于 (2士1) dB

双频工作时

单频接收电平
范围:-23dBm--4dBm

双频工作时单频不动作

电平:-31dBm

双频电平差:<6dB

由谐波、互调引起的总失真 比基波电平至少低 20dB

每位信号极限时长
              m s

>40 30^ 40

每位信号间隔时长
            刀n5

>40 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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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号单元

2.2.1信号单元的内容与排列
    记发器信号中各信号单元的内容与排列见表30

                              表3 记发器中信号单元的内容与排列

信号单元 数码 占用位数

主叫调度局号 0-9 4

主叫用户号码 0-9 4

主叫类型 1̂ 3 1

呼叫类型 1̂ 3 1

主叫级别 0-6 1

被叫号码 0-9 不定

2.2.2 主叫调度局号

    标志主叫用户的局号，占用4位，不足4位时填#。#表示主叫调度局号结束。

2.2.3 主叫用户号码

    标志主叫用户的号码，占用4位，不足4位时填#。#表示主叫用户号码结束。

2.2.4 主叫类型

    标志主叫用户的类型，占用 1位。中继呼叫为 1，分机用户呼叫为 2，调度台呼叫为3。收到其他

数码则视为中继呼叫。

2.2.5 呼叫类型

    标志呼叫的类型，占用 1位。普通呼叫为1，强插呼叫为2，强拆呼叫为 3。收到其他数码则视为

普通呼叫。

2.2.6 主叫级别

    标志主叫用户的级别，占用 1位，分为7级。普通用户的主叫级别为 0, 1̂ 6级调度用户的主叫

级别分别为 1̂ 6, 6级级别最高。收到其他数码则视为6级。

    调度用户在摘机、呼叫、通话、听忙音等状态下均可实现呼叫接续，普通用户在摘机、呼叫、通

话、听忙音等状态下可不实现呼叫接续。强插和强拆操作根据主叫级别进行。

2.2.7 被叫号码

    被叫号码由被叫用户局号 (可不发)和被叫用户号码组成，占用位数不确定，为实际发送被叫号

码的位数。

2.2.8 信号单元的使用

    为实现调度交换机的联网，可按如下方法实现相邻交换机的呼叫接续:

    a)如交换局为汇接局，应透明传递此信号单元。收到其他数码则默认为表 3所列的缺省值，如需

      向下一局转发时，信号单元填入相应的缺省值。
    b)相邻调度交换机采用电力DTMF信令组网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使用方式。如一方信令
        中没有编制相关的信号单元，发送信令时可按缺省值预留这部分，接收时可放弃相应部分。

    c)由于记发器信号的接续时间和信号单元的长短有直接关系，为提高呼叫效率，除被叫号码外，
      可由相邻交换局协商，减少不必要的信号单元，但应使发送和接收对应一致。

    d)如必要，可增加信号单元以扩充信息内容，以满足电力调度交换网发展的需要。

2.3 记发器信号发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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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呼叫的发送顺序见图10

前向强插的发送顺序见图2a

前向强拆的发送顺序见图3.
后向强插的发送顺序见图4a
后向强拆的发送顺序见图50

主叫调度局号

主叫用户号码

主 叫类型

呼叫类型(1)

主叫级别

被叫号码

回铃音/忙音

主叫调度局号

主叫用户号码

主叫类型

呼叫类型cz>

主 叫级别

被叫号码

图1 普通呼叫的发送顺序 图2 前向强插的发送顺序

主叫调度局号

主叫用户号码

主叫类型

呼叫类型夏3)

主叫级别

被叫号码

占用

主叫调度局号

主叫用户号码

主叫类型

呼叫类型(1)

主叫级别

被叫号码

忙音

后向强插码《缺省值*)

图3 前向强拆的发送顺序 图4 后向强插的发送顺序

主叫调度局号

主叫用户号码

主叫类型

呼叫类型(n

主叫级别

被叫号码

忙音

后向强拆码(缺省值a>

图5 后向强拆的发送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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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强插、强拆操作

    强插、强拆操作分前向强插、后向强插、前向强拆、后向强拆。

    强插操作要求强插方的主叫级别不应低于被强插方的主叫级别。
    强拆操作要求强拆方的主叫级别应高于被强拆方的主叫级别。

2.4.1 强插操作
    前向强插是指主叫方在呼叫终端上直接键入“前向强插码+被叫号码”，直接对被叫方进行强插的

操作。前向强插码缺省值为 “**”。在局间交换机执行图2发码顺序。

    后向强插是指主叫方在呼叫终端上键入被叫号码的普通呼叫，若听到忙音则直接键入后向强插码，

完成强插的操作。后向强插码缺省值为“*”。在局间交换机执行图4发码顺序。

2.4.2 强拆操作

    前向强拆是指主叫方在呼叫终端上直接键入“前向强拆码+被叫号码”，直接对被叫方进行强拆的

操作。前向强拆码缺省值为“##”。在局间交换机执行图3发码顺序。

    后向强拆是指主叫方在呼叫终端上键入被叫号码的普通呼叫，若听到忙音则直接键入后向强拆码，

完成强拆的操作。后向强拆码缺省值为“#”。在局间交换机执行图5发码顺序。

3 线路信号

3.1  F1M线路信号

3.1.1 工作状态

    E/M线路信号应采用贝尔V类接线方式，其中M线为中继电路信号送出线;E线为中继电路信号
接收线。工作状态见图6及表40

  中继电路
厂 一一一一门
l l

  信号终端
厂 一 一 一 一 门

  信号终端
厂 一 一 一 一 勺

  中继电路
厂 一 一 一 一 勺

广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下一 r爪
1 1 { i
1 1 } i
I I  I L

]一干
中继线

后， I   I _ 1

纂汗下 月
日 . 1 一 一
- ~~J

1
|
﹂

1

|
目

-信
号
接
口
-

L _ _ _ - J 匕 _ _ _ _ 」

  人端

图 6

L-_-_ J 匕_ __ _」
              B端

贝尔V类四线E/M 中继接口

表4 贝尔V类四线ELI 中继接口的信号状态

主叫端 信号传输方向 被叫端

主叫用户状态 E线 M线 E线 M线 被叫用户状态

中继电路空闲 -48V 开路 无 J48V 开路 空闲

占用 -48V 接地 接地 开路 空闲

占用 接地 接地 接地 接地 请发码 (选用时)

占用 -48V 接地 接地 开路 延迟拨号 (选用时)



DL / T 888一 2004

表4(续)

主叫端 信号传输方向 被叫端

占用 接地 接地 接地 接地 应答

占用 刁 Sv 接地 接地 开路 后向拆线

前向拆线 接地 开路 -48v 接地 占用

中继电路空闲 -4 8v 开路 无 -48v 开路 空闲

3.1.2  E/M线的电气参数

    E线及M线的电气参数如下:

    最大工作电流:50mA及以下;

    最小工作电流:5mA及以下;

    最大外部电压:承受外部电压-66V不损坏。

    E/M线正常工作时，引线压降不大于工作电压的10%.

3.1.3 四线通路的电平要求
    四线通路的电平要求见表50

                                  表5 四线通路的电平要求

项目 转接电平
    dBr

电路板电平调整范围
          dBr

通路发 (信号入) (~冬士0.5) +1.0--14

通路收 (信号出) (--0士0.5) 十4.0一一11

    如现有设备四线转接电平为一3.5dBr，可不改动。

    如交换机与通路信号盘距离较远，中继线引线衰减较大，应调整通路音频终端的电平值，使交换
机出口的电平符合规定，并保持通路两端与交换机的连接电平相等，实现四线中继无衰减转接.

3.1.4 中继线发码控制方式
3.1.4.1 闪启控制方式

    主叫端中继接口启动，被叫端接收器准备好后，立即向主叫端发送脉冲占用证实信号的控制方式
称为闪启控制方式，其时序见图7，脉宽推荐值为:

Ma. E.一交换机人的4W+EM1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从、凡一交换机B的4W十FJN中继接口的M.E控制线状态

            图7 闪启控制方式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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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中继发闪信号脉宽:120ms-300ms;
    出中继最大接收脉宽:)200mso

3.1.4.2 延时直接发码控制方式

    主叫端占用中继线后延时发码，不需被叫端向主叫端送信号的控制方式称为延时直接发码控制方

式，其时序见图80

从、E,交换机A的4W+E/M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风、E,交换机B的4W十E/M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图8 延时直接发码控制方式时序图

3.1.4.3 回送连续占用信号控制方式

    主叫端中继接口启动，被叫端接收器准各好以后，立即向主叫端回送连续占用证实信号的控制方
式称为回送连续占用信号控制方式，其时序见图90

    时序图中Me, E,为交换机A的四线E/P“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Mb, Eb为交换机B的四
线E/M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Ma,石厂交换机A的4W十EM7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城、Eh一交换机B的4W+E/M中继接口的M, E控制线状态

      图9 回送连续占用信号控制方式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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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线路信号

3.2.1数字线路信号编码

3.2.1.1  30/32路PCM系统信号的编码格式
    30/32路PCM系统((2048kbit/s)中的TS 16用于传送数字线路信号。
    为传送30个话路的数字线路信号，采用16个子帧组成一复帧的帧结构。其中第0子帧的TS16用

于复帧定位，其余 15个子帧的TS16用于传送线路信号，每个 TS16的 8比特用于传送两个话路的线

路信号，每个话路的两个传输方向各有a, b, c, d四个比特用于线路信号编码。各子帧TS16的比特

分配见表60

                                  表6 各子帧TS16的比特分配

第 0帧
TS16

第1帧
  1,816

第 2帧
TS16

第 巧帧
  〕516

  abcd

第 1话路

    abcd

第16话路

    ，卜 户d

第2话路
    abcd

第 17话路

    abcd

第 巧话路

    abcd

第30话路

注 1: 0帧TS 16的前四比特是复帧同步码，后四比特是备用和复帧失步对告码。其中X为备用比特，不用时置+1�,

      Y为复帧失步对告比特，Y司 表示复帧失步对告

注2: 1-15帧中TS16的前四比特或后四比特均用a, b, c, d表示。其中，不使用的比特置 I'll,。

注3: a, b, c, d四比特不以000()编码作为要发送的线路信号。

3.2.1.2 信号编码含义
    数字线路信号分为前向信号和后向信号。根据 30/32路PCM系统传送信号的编码格式，前向信号

采用af, bf, cf三位码，后向信号采用、、b,  Cb三位码。
    数字线路信号编码及意义见表70

表7 数字线路信号编码及意义

传送方向 信号编码 编码意义

前向
信号

妈 表示主叫端摘机占用或挂机拆线状态

b， 表示正常或故障状态

CF 表示话务员进行或未进行再振铃状态

后 向

信号

气 表示被叫用户摘机或挂机

b, 表示被叫端示闲、占用、闭塞或追查恶意呼叫状态

气 表示话务员回振铃、未回振铃状态或被叫用户忙、闲状态

3.2.1.3 信号标志编码

    调度交换机间自动接续时的信号标志编码见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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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交换机间自动接续时的信号标志编码

接 续 状 态

信 号 编 码

前 向 后 向

粉 b, ci 气 bb Cb

示 闲 1 0

        1

1 0

        1

1 0占 用 0 0

I 1占 用 证 实 0 0

0 1应 答 0 0

1 1

复

原
方

式

主

叫
控

制

被叫先挂机 0 0

1 1

主叫后挂机

I 0

1 01 0

0 1

主叫先挂机

1 0

1 0 I 1

1 01 0

1 I

互

不
控

制

被叫先挂机

0 0

1 11 0

1 01 0

0 1

主叫先挂机

1 0

1 11 0

1 0 1 0

1 1

被
口q

控

制

被叫先挂机

0 0

1 0 1 0

0 1主叫先挂机 1 0

被叫后挂机
1 0 1 1

1 01 0

1 1闭 塞 1 0

3.2.2 双 向电路

    使用双向电路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3.2.2.1 双向占用

    在占用状态，如去话设备出现双向占用，识别到信号编码为ab=0, bb---0, cb=1，而不是ab=1, bb=l,
Cb=1(占用证实)，这时应释放两端的电路连接。根据双向占用状态的识别，两端线路信号设各至少应
维持占用状态looms，再发送拆线信号a,=l, b,=o, c,=l。然后，根据每端ab=l, bb--O, c}=1的接收，
识别为示闲状态。

    拆线信号a,=1, b冈、c,=1状态应保持looms，以保证另一端识别此信号。

3.2.2.2 电路释放的要求

    双向电路释放时，来话端至少应保持信号编码、=1, bb--O, cb=1状态 looms，以确保电路示闲后
另一端识别此信号。

3.2.2.3 闭塞和解除闭塞程序
    当一端 (如B端)示闲状态人工闭塞双向电路时，应有闭塞信号送到另一端 (A端)。只要B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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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向保持闭塞状态，该电路对A到B方向的所有呼叫均应保持闭塞 (在A端)。

    为了避免永久闭塞，应保持A端A到B方向的a=1, 6-0, c=1信号编码。
    闭塞状态解除时，B端应发送解除闭塞 (a=1, b=0, c=1)信号编码，在维持IOOms后才被认为是

空闲状态。

3.2.3 线路信号设备

3.2.3.1 信号状态编码的识别

    在信号信道上，信号编码由0转换到1或由1转换到0的识别时间为20ms士l Oms,需传送直流脉
冲时，信号编码转换的识别时间为loins士3mso

    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可识别为信号状态编码改变:
    a)在识别信号状态编码期间，只检测到一位信号编码的转换，未检测到其余信号编码的转换;
    b)在识别信号状态编码期间，如在检测到第一位信号编码转换时又检测到第二位信号编码转换，

      这时，只在有关信号编码 (前向at, bf，半自动接续时还有。f;后向、，bb，半自动接续时还有

      Cb)的识别时间结束时，才能识别为信号状态编码改变。
3.2.3.2 信号编码转换时间容限

    同一传输方向上两位信号编码同时转换的时间差不应超过2mso

3.2.3.3 设备工作条件
    线路信号设备的允许电源电压变化范围、环境温度、湿度范围等应与相应交换机或 PCM传输设备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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