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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主要参考一l GB 9254 -1998((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GI，%T I7(i18

1998(信息技术设备的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ITU-K. 43《电信设备的抗扰度要求)(1995),FT-S 30

342 《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GSM 900 MHz和GSM 1 800 MHz)的EMC要求 第2部分 基站设备

和辅助设备》,ETS 300 342-3((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GSM 900 MHz和GSM 1 800 MHz)的EN8('要

求 第3部分:第2阶段的基站设备和辅助设备以及中继器》进行制订

    本标准规定了基站及其辅助设备的电磁兼容测试项目、骚扰限值、抗扰度等级、性能判据和试验力

法〔本标准由范围、引用标准、定义和缩略语、通用测试条件、性能判据、适用性、杂散骚扰的测量方法和

限值、连续骚扰测量方法和限值、抗扰度试验方法和等级以及标准的附录A、附录“、附录(’附录约和

附录E组成。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13、附录C、附录D和附录E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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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for 900门800 MHz digital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Part 2: Base station and ancillary equipmen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900门800 MHz TDMA数字蜂窝系统基站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及

涣1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发送和接收语音和/或数据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以及增强型第二阶段(包括(AIRS)

和EDGE阶段的GSM 900/1 800 MH:数字蜂窝通信系统的固定或移动基站无线设备及其相应的辅助

设备(包括基站控制器和中继器等)。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小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9254--199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6113.1--1995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GB/T 17626.2--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 11-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

                              验

    GSM 11. 21 version 4. 14.。 基站子系统(BSS)设备性能规范 第1部分:射频特性

    GSM 11. 26 version 5.2. 1 基站子系统(BSS)设备性能规范 第4部分:中继器

3 定义和缩略语

11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A接口 A interface

    基站控制器(BSC)与移动交换中心(MSG)之间的逻辑接C.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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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Abis接口 Abis interface

    基站(BTS)与基站控制器(BSC)之间的逻辑接口。

3.1-3 辅助设备 ancillary equipment

    与基站、辅助射频放大器或中继器连接使用的设备(装置)，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与基站、辅助射频放大器或中继器相连，以提供额外的工作和/或控制特性〔例如把控制延伸到

其他位置):

    b)独立于基站、辅助射频放大器或中继器之外就不能提供单独的用户功能;

    c)与辅助设备相连的基站、辅助射频放大器或中继器在没有辅助设备时，仍能执行收发等预定的

功能，即它不是主要设备基本功能的重要子单元;

    d)在基站、辅助射频放大器或中继器与辅助设备之间有物理连接(如中继器对基站不认为是辅助

设备);

    e)设备的主要功能不是在基站的发射和/或接收天线接口与天线之间提供放大器作用

11.4 辅助射频放大器 ancillary RF amplifier

    同基站相连的设备，且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a)设备的主要功能是在基站的发射和/或接收天线的接口与天线之间提供放大器作用;

    b)设备同基站间使用同轴电缆进行射频连接;

    c)在没有任何被定义了特性的控制信号被放大的情况下(例如GSM时隙中的时钟信号和发射功

率的控制信号)，设备应能符合其规范性能;

    d)如果设备仅为某些特殊类型的基站而服务，那么在缺少辅助射频放大器的情况下，这些基站仍

能满足GSM 的性能要求。

    注:如果辅助射频放大器仅为某些特殊类型的基站服务，这些基站在同辅助射频放大器相连的情况卜才能满足

        GSM的性能要求时，辅助射频放大器就被认为是基站的一部分

3门.5 天线端日 。ntenna port
    使用同轴电缆连接到天线的设备的端C1 ,

3门.6一体化大线 integral antenna
    该类天线是基站设备的一部分，与基站(BTS)相连时无需使用额外连接器。一体化天线可以是内置

的或外置的。

3.1-7 维护端口 maintenance port

    维护、测试或配置时使用的外部接口，运行时不需连接。

3.1.8 无线通信设备 radio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包括一个或多个发信机、收信机、射频放大器或其中的某部分。

    注:如果设备不是通过天线连接器，而是通过外部光接口传输射频GSM调制信号.就不是无线通信设备。在这种情

        况下，它必须同带有天线连接器的无线通信设备连接在一起才能进行本标准所规定的测试

3.1.9 中继器 repeater
    一种两个端口可能都连接到天线的双射频端口设备。它能同时对BSS发射频段的信号和相应的

BSS接收频段的信号进行接收、放大和发射。

3.1.10 收信质量 RXQUAL

    用于对接收信号质量的评价参数，在移动通信中作为射频功率控制和切换的依据

3.2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MN 人工电源网络

      BER 误码率

    BIER 误数据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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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信机连续骚扰性能判据

发信机连续骚扰性能判据

电磁兼容性

受试设备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线路阻抗稳定网络

分组数据业务信道

收信质量

收信机瞬态骚扰性能判据

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的瞬态骚扰性能判据

发信机瞬态骚扰性能判据

业务信道

绝对频道号

日寸分多址

4 通用测试条件

4. 1 测试条件

    设备应在相关产品或基础标准所规定的正常测试条件下进行

4.2 通用测试布置

    测试布置应尽可能地接近正常或典型的实际运行状态

    对发射测试:
    。)在正常工作的条件下，测试应在测试频段内设备产生最大骚扰的情况下进行;

    b)应当尝试接收最大的辐射发射，例如通过移动设备的线缆;

    c) EUT的所有发信机必须全功率发射;
    d)通过设置绝对射频信道号，在BSS的工作频段内选择发信机的工作频率，且均匀分布

    如果设备是系统的一部分或与辅助设备相连，那么在测试时，设备应连上最小典型配置的辅助设

备，但与辅助设备相连的端口必须激活。
    对辅助设备的抗扰度测试而言，如果没有单独的通过/失败准则，那么就必须将其与发信机、收信机

或收/发信机连接到一起判定辅助设备的通过/失败。

    在测试中的工作模式和配置必须准确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如果设备有大量的端口，就必须挑选足够数量的端n以确保能模拟实际情况且确保不同类型的端

口都能被测试
    如果EUT由多个BTS组成，对梅一个BTS的天线连接器都必须进行测试

    在正常工作下的端口将与辅助设备相连或通过电缆与模拟辅助设备的阻抗终端相连 RI%输人输

出端口应被正确端接。

    除非在测试布置中EUT有需要，否则维护端口不需要被端接

4.3 抗扰度的测试条件

    在发信机的抗扰度测试中，发信机应工作在最大的输出功率的情况下，但最大小超过2Ow 进们

GSM调制(见4.4)，应建立通信链路〔见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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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信机的抗扰度测试中，有用信号进行GSM调制(见4. 4和4. 7 )，应建立通信链路(见1‘

    在带有双T滤波器的基站的抗扰度测试中，有用信号进行GSM调制(见4. 4和4.7).发信机应输

出最大的功率，但最大不超过20 W.应建立通信链路(见4.6)0

    在中继器的抗扰度测试中，有用信号应分别藕合到每一个天线端口，其电平应能使每个信道能产牛
最k射频功率输出。如果指定的信号能同时鹉合到所有的天线端口，那么就可以只进行T-次的测试

4.4 基站设备测试的正常调制

    必须同一个合适的移动台或基站系统测试设备(BSSTE )以后叫“测试系统”)之间建+'i.一条通信

链路。

    应符合下列条件:

    a) FU丁应运行在最大发射功率的情况下，但最大不超过20 W ;

    b) r.行和下行链路的RXQUAL,BER(或BLER)应被监视

4.5 发信机输人端口和收信机输出端口测试信号的布置

    在EUT和测试系统之间通过A或Abis接口建立一条通信链路，或通过空中接}}建立 条通信链

路

4.6 发信机输出端口测试信号的布置

    测试系统必须隔离于测试环境。

    建立通信链路的有用信号通过同轴电缆传送到天线的连接口。采取适当的措施应使从同轴电缆传

过来的骚扰信号对测试设备的影响最小，同时避免骚扰信号对测试设备的影响。

4.7 收信机输入端日测试信号的布置

    测试系统必须隔离于测试环境。

    建立通信链路的有用信号通过同轴电缆传送到天线的连接口。采取适当措施应使从同轴电缆传过

来的骚扰信号刘测试设备的影响最小。输人信号源必须在测试环境之外，其信号电平为一47 dBin，但在

9. 7. 2中，其有用信号电平必须满足9.7. 2的要求。

4.8 基站收信机的免测频段

    收信机的免测频段是指不进行辐射抗扰度测试的频段详见表1,

    免测频段的低端频率是EUT接收频段的低端频率一5000

    免测频段的高端频率是EUT接收频段的高端频率十500

                                    表 1 收信机免测频段

                            } RX.MH.

- .. P-GSM 9,---一十-一一890-915一一-一
_ __ _ _ 一 __一 _一卜一 ___ _ _ _ _

        E-GSM900

免测X'段，MHz

    845-960

    836-960{ 880̂915
R-GSM 900 ， 876一915   8.32一960

1 525- 1 87 d

                                                                一

GSM 1 800 一一 ‘71。一‘785
4.9 发信机的免测频段

    发信机的免测频段是指不进行辐射抗扰度测试的频段。

    发信机的免测频段为发信机信道中心频率士200 kHz.

4门0 收信机抗扰度测试的窄带响应

    收信机和收/发信机在离散频率测试过程中产生的窄带响应通过以下方法来判定

    a)在抗扰度试验时，必须监视RXQUAL,BER(或BLER)或语音输出信号电平。窄带响应和宽带

现象都可能引起RXQUAL,BER(或BLER)或语音输出信号电平的增加，在此情况下，须作进一步判

断。

    b)将测试频点偏置士400 kHz,重复测试 如果RXQUAL,BER(或BLER)或语音输出信号电平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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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情况消失.这就是窄带响应。

    。、如果RXQUAI-BER(或BLER)或语音输出信号电平增加的情况未消失，则可能为A- - ~'i1扰

信号所引起的窄带响应。在此情况下，将测试频点偏置士500 kHz,重复测试

    d)如果语音输出信号电平增加的情况仍未消失，则认为是宽带现象.即EUT未通过测试_

    窄带响应可以忽略口

4.11 中继器和辅助射频设备的免测频段

    在中继器和辅助射频设备免测频段内不进行辐射抗扰度测试

    如果在某一频段范围内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那么中继器和辅助射频设备在此频段内就不必做

辐射抗扰度测试:

    。)无论在两个射频端口的哪一个进行测试，增益>25 dB;

    b)无论在两个射频端口的哪一个进行测试.增益不会比设备_〔作频段中心频点的增益低25 dB以

上

    如果在工作频段中心频点的增益>o dB,那么中继器和辅助射频设备覆盖频段即为工作频段

4.12 一体化天线设备的测试布置

    在本标准所规定的所有测试中，任何一体化天线都不与BTS相连。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仃何卜J一体

化天线相连的大线端口都应被正确端接(连接到测试设备或端接适当的无辐射的负载)。

5 性能评估方法

5.1 总则

    a)在EMC测试过程中或测试后，无线设备的主要功能以及第6章中所要求的内容都应当被测试:

    b) EUT的功能应同设备文件中的描述相一致;

    c)在EMC测试后，需要评估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所需的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是否丢失;

    d)应测试同无线设备相连的辅助设备;

    e)辅助设备的测试应独立进行，不能与无线设备联合进行;

    E)对天线和射频端口、电源、信号/控制线、维护端口应详尽的列出。电源端口应标明交/直流

    如果辅助设备适用于远端遥控使用，那么它应该满足所有的抗扰度测试和骚扰测量。

    在测试中或测试结束之后对性能降低所作的评估或许是较简单的，但是I司时应有足够的证据说明

设备的重要功能仍是可工作的。

    那些独立于收信机、发信机、收/发信机的辅助设备适用于本标准的所有抗扰度和骚扰测录

5.2 发信机输出BER评估方法

    发信机输出BER的评估可由F面所述的方法进行。

5.2.1 用第一层功能对BER(或BLER)评估

    基站系统应配置最大数量的收/发信机。绝对射频信道号的数量应覆盖被测基站系统的整个「_作频

段。如果基站系统支持慢速跳频，那么应配置一个收/发信机来支持广播信道 每一个收/发信机应当发

射GSM调制信号，而且在发信机天线接CI上应连接基站终端设备。在基站系统信道编码之前，应当馈

人一个长度超过超帧(I 326个TDMA帧)的已知比特序列;在信道编码后，通过基站终端设备输出另

一个比特序列。

    在测试中应对TCH/FS的二类误码率进行评估。当EUI'为GPRS设备时，应对PDTCH的BLER

评估。

    如果EUT不支持‘I'CH/FS或PDTCH，那么可根据相应的性能判据对某条逻辑信道进行性能评

估。

5.2.2 用RXQUAL对BER评估

    发信机的输出应同RXQUAL评估设备相连。RXQUAI、评估设备的输人电平应确保对RX(2I-TAL



YD 1139-2001

的评估不会受到影响。在整个测试过程中，RXQU AI应被监测

    注:评桔设备可以是一个带有KXQUAL监测器的GSIv4移动台

5.3 收信机输出BER评估方法

    收信机输出BER的评估可由下面所述的方法进行

5.3.1  rti RXQUA{对BER评估

    用合适的测试设备对由BTS或BSS所报告的RXQUAI的值进行监测。

5.3.2 用BER报告对BER(或BLER)评估

    用合适的测试设备对收信机输出的二类误码率或BLER进行监测。

    如果EUT不支持TCH/FS或PDTCH，那么可根据相应的性能判据对某条逻辑信道进行性能判

据。

    注:本测试可用“环回侧试”的方法进行。通过BTS的发信机将收信机解调「来的数据发送给产生源信号的侧it没

          备。在信号端口的抗扰度测试中，‘’环回测试”包括了信号端口间的外部连接

5.4

进行

中继器和射频放大器评估方法

中继器和射频放大器的性能评估的参数为在工作频段内的增益。评估按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Y

6 性能判据

    通信链路的建立、保持和对RXQUAL,BER(或BLER)的评定是在抗扰度测试中对收信机、发信机

主要功能的性能判据。中继器和射频放大器的性能判据的参数为在工作频段内的增益。

    设备尤其应符合下列章节中所描述的最小性能判据。

6.1 发信机连续骚扰的性能判据(CT)

    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通信链路(见4.5和4.6)，并在测试中一直保持。

    在测试中对下行链路13ER的评估应按照第5.2中所述之一进行。

    如果按照第5.2.1中内容进行，TCH/FS的二类误码率不应超过1.60o(当RXQUAL=3时，本

BER值为L限值),PDTCH的BLER不应超过1%

    如果按照第5.2.2中内容进行，RXQUA工，值不应当超过3,

    在测试结束后，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链路仍旧保

持着

    如果EUT是一个单纯的发信机，测试应在空闲模式下进行，EUT在测试过程中不应出现无意辐

射。

6.2 发信机瞬态骚扰的性能判据(TT)

    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通信链路(见4.5和4.6)0

    EUT在工作中没有用户可察觉的通信链路的损失。

    整个测试包括系列和个别端日,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并且没有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数据的

损失，通信链路仍然保持着。

    如果Et T是一个单纯的发信机.测试应在空闲模式下进行，EUT在测试过程中不应出现无意辐

身寸

6. 3 收信机连续骚扰的性能判据(CR)

    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通信链路(见4.5和4. 7 )，并在测试中一直保持。

    在测试中对上行链路I3ER的评估应按照第5.3中所述之一进行。

    如果按照第5. 3. 1中内容进行，RXQU八I值不应当超过3

    如果按aft第5. 3. 2中内容进行，TCH/FS的二类误码率不应超过1.6 % 当RXQUAL=3时，本

BER谊为上限值). ADTCH的BLEB不应超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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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基站，在整个测试频率范围内，其上行链路的RXQUAI_值不应当超过30

    在测试结束后，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链路仍旧保

持着。

6.4 收信机瞬态骚扰的性能判据(TR)

    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通信链路(见4.5和4.7),

    EU T在工作中没有用户可察觉的通信链路的损失。

    整个测试包括系列和个别端口，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并且没有不允许的用户控制功能和存

储数据的损失，通信链路仍然保持着。

6. 5 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连续骚扰的性能判据(CRptr)

    按附录A所述，对EUT的增益进行测试。

    在试验前后，其增益的变化应不大于1 dB,

    在测试结束后，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

6.6 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瞬态骚扰的性能判据(TRptr)

    按附录B所述。对EUT的增益进行测试

    在试验前后，其增益的变化应不大于1 dBo

    在测试结束后，EUT仍能按预定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

6.7 基站控制器(BSC)的性能判据

    BSC的A口和/或Abis口在自环状态下进行测试，可以通过误码仪来实现自环状态。自环码流采

用PRBS1l或15或23码。按附录E所述对BSC进行测试。

7 适用性

在本章中，对基站、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的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在测试中同它们相连的辅助射频

iit*7. 1骚扰测量
骚扰测量项目见表2。

表 2 骚扰测量项目

设备测试要求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适用端口 基站设备 辅助设备 中继器 辅助射频放大器

机箱端口 适用   8 I

73、8.5机箱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直流电源输人/输出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适用

:，:交流电源 适川 适用 适用 适用

天线端口 适用 适用 7.3、8.斗

信号和控制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适用 e.8

7.2 抗扰度测试

    抗扰度测试项目见表3。

表 3 抗扰度测试项目

  设备测试要求

          适用端口

机箱端口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
士

              项 目

静电放电抗扰度

基站和辅助设备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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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完)

设备测试要求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适用端口 基站和辅助设备目
一项一一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80 MHz一

1 000 MHz)
机箱端口 适用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信号和控制端口、交直流电源端

4-1

信号和控制端口，交直流电源端

口

信号和控制端日.交直流电源端

1-1

交流电源输入端曰

天线端日

适ill

浪涌〔冲击)抗扰度 适M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C,. 15 MHz一90 MHz)
适用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

阻塞

itm
适用 ， 7,9.8

7.3 辅助射频放大器的测量

    本节描述了辅助射频放大器外部和天线端口的测量。

    辅助射频放大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设备或是BTS的一部分。

    注:从GSM特性来看，辅助射频放大器不是 个单独的实体 从GSM的逻辑结构的发展看 它是B TS的 一部分

        但它在物理上独立于BTS，而且可独立BTS之外被单独供电

了.3.1 独立的辅助射频放大器

    如果辅助射频放大器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设备，除了表2和表3的内容外，也应进行表4和一表二的

测星。

                            表4 独立的辅助射频放大器的骚扰测量

活 用 端 口 独守的辅助射频放大器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机箱端口

天线端口 8. 7fl. 5
表5 独立的辅助射频放大器的抗扰度试验

适 用 端 口

大线端口

独立的辅助射频放大器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适用

7.3.2 同BTS相连的辅助射频放大器的测量

    如果辅助射频放大器被认为是 一个独立的设备，除了表2和表3的内容外，表 4和表5的测量也应

进行。BTS的性能判据适用于此。

    如果辅助射频放大器连同BTS一起进行测量，那么辅助射频放大器的天线端门可被认为是BTS

的天线连接器。

    注:如果BTS没有使用辅助射频放大器，那么就需要对BTS的天线端口重新进行测量

8 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及其辅助设备的骚扰测且方法和限值

8.1 机箱端11(辅助设备)

    本测量适用于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相连的非一体化的辅助设备

    测量应在辅助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量项目评估辅助设备限制从机箱端口向外辐射的能力。

8.1门 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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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方法见GS 9254 -1998中的第 10章。

8.1.2 限值

    限值见表6和表7(10 m测量距离)。当EUT仅仅在电信中心内部使用时，表6中的限值适用 否

则，应当满足表7的限值
    汁 测量距离非10。时，限值处理见GS 9254 1998中的10.6,

                            表 6 电信中心机箱端口的辐射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M Hz

准峰放限值

dB(IN roil

        t0

      17

            表 7

频 率 范 围

非电信中心机箱端口的辐射骚扰限值

M HZ

准峰值限值

dl3(kV /m)

30. 23 0

230-1 000
仁
{_

一-----一 !

3?
一一1

注

、 在过渡频率处(230 MHz)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2 当出现环境干扰时，可以采取附加措施

一 {
          }

口
8.2 直流电源输人/输出端11
    本all量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直流电源线超过3 m的辅助设备

    测量应在移动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W:下进行

    本测量项口评估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在直流电源输人/输出端口处对内在噪

声的抑制能力。

8.2.1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GB 9254-1998中的第9章。

    ( 0. 02--0. 15)MHz，采用50 52/50 IcH+5 11 M AMN; (0.15̂-30)MHz，采用50 52/50 t}H型

AMN。

    设备应安置在如GB 9254--1998中9. 3所定义的接地板上。用尽可能短的线把LISN的参考接地

点同接地平板相连接。

    直流电源输出端口应通过AMN与负载相连。直流电源必须输出额定电流

    测量收信机应符合GB/T 6113.1-1995中的要求。

    测量收信机依次同每一个LISN的1}9量点相连，记录传导骚扰电平。没有测量的LISN应端接50 d2

负载。

8.2.2 限值
    设备应符合表8和表9的限制值(包括平均限值和准峰值限值)。当BU T仅仅在电信中心内部使

用时，表9中的限值适用 否则，应当满足表8的限值。平均检波收信机和准峰检波收信机以及测量必

须符合8.2.2中所述。当采用准峰值检波测量仪所测量的骚扰值不大于平均值限值时，则认为设备满足

了两种限值.就不必再用平均值检波测41仪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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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非电信中心直流电源端口的传导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MHz

                            限值，dB},V

二一56--46一二66-- 561650         56
平 均 值

0.15-0.5

  0.5~5

  5~ 30

5s

    」6

  5O

注

t在过渡频率处(o. so MHz和SMHz)应采用较低的限值口

2 在(0. I5一0. 50)MHz频率范围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减小

表 9 电信中心直流电源端口的传导骚扰限值

频 率范 围

    M Hz

限值，dBtAV

平 均 值 准 峰 值

成

创

02~ 0

15一 (

        住污一3。 __}
注:在过渡频率处(0.50 MHz)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8.3 交流电源输入/输出端口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测量应在移动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辅助设备的联合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量项目评估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在交流电源输人/输出端口处对内在噪

声的抑制能力

8.3门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GB9254-1998中的第9章。

    交流电源输出端口应通过AMV与负载相连。交流电源必须输出额定电流。

8.3.2 限值

    设备的传导骚扰限值，见表to和表11。当EUT仅仅在电信中心内部使用时，表10中的限值适用。

否则，应当满足表11的限值。

                        表10 电信中心交流电源端U的传导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M Hz

限值，dB产VdB

平 均 值

0. 15- 0. 50

0. 50̂ -30

准 峰 值

    79

    73 66(>0
注:在过渡频率处(0. 50MH:)应采用较低的限值口

表 n 非电信中心交流电源端fl的传导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MHz

0 15~ 0 50

                          限值，dB尸VdB

--一 6fi--6fi..一 }-一 Ỳ k3 }-一
平均 值

56~ 46

0.50̂ -5 : v6

::5~ 30 6O

注

1 在过渡频率处((0. 50 MHz和5 MHz)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2 在((0.15一。. 50)MHz频率范围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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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天线端日(基站)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带有外部天线接口的基站设备

    测量应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无线和固定的联合辅助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量项目评估基站对由天线传导过来的杂散固有噪声的抑制能力。

8.4.1 测量方法

    本项目的测量方法参照GSM 11.21进行。传导杂散骚扰测量的带宽见表12

                                表 12 传导杂散骚扰测量的带宽

，1
月
.

些
BSS

率 段

TX带内

  频 偏

(载频的频偏)

  )1.8 MHz

  >-6. 0 MHz

分 辨 带 宽

_华_
30 kFlz

1O0kHZ

BSS Tx带外 (BSS TX的领偏)

  异2. 0 MHz

  姿  5. 0MHz

    毖10 MHz

    )ZOMHz

    ? 30 MHz

30 kit,,

100 kllz

300 k日乙

l MHz

3 M 卜1z

8.4.2 限值

    天线端n的传导杂散骚扰限值见表13和表140

                          表 13 发信机天线端口的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100 kH7,--l 000 MH7,

} 限 值
                              一36 dBm

1 000 MH7.--12.75 GHz 一30 dBm

表 14 收信机天线端R的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限 值

100 kHz一1 000 MHz 一57dBrn

一47 dBm1 000 MH- 12.75 GHz

    若为收发公用的天线端口，按表13测量。

8.5 机箱端口(基站)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基站设备。

    测量应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无线和固定的联合辅助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量项目评估基站对由机箱端口辐射杂散骚扰的抑制能力，、

8.5.1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GSM 11. 21中的第8章。

    辐射杂散骚扰应在全电波暗室的环境下进行测量，测量距离)3 m.

    机箱的辐射杂散发射在机箱端口处测量无线信号的峰值输出功率电平，辐射相应信息的有用信号

排除在本测量之外。

    适当的测量应防止有用信号过载对测量设备的影响。

    带宽的选择见表12

8.52 限值

    收了发信机机箱端口的杂散辐射骚扰限值见表15,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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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收/发信机机箱端门的杂散辐射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30̂ -1 000)MHz 36 dB.,

(I- 6)(;日2 30 d13.,

86 犬线端口(辅助射频放大器)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辅助射频放大器设备的所有天线接口和在正常工作条件卜与一体化天线相连的

内部端口。

    测量应在移动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固定的联合辅助设备的典NJ配置下进行

    木测量项目评估辅助射频放大器对由天线传导过来的杂散辐射固有噪声的抑制能力。

8.6-1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USM 11. 26中的第5章。

    辅助射频放大器应工作在最大增益状态。

    同天线端口相连的测量设备的阻抗应为50 f2。在偏离载频大于loo kH:的频段内，检波方式为平

均值检波。必须在以下两种模式的情况下 分别进行测量

    (1)无任何RF输入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辅助射频放大器的天线输人端口必须端接50Q负载。

    (2)有RF输人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辅助射频放大器的天线输人端口同RF信号源相连。RF信号源输出连续的iE弦波，

其电平应使辅助射频放大器的每个信道有最大的额定RF输出功率.其频率应为辅助射频放大器_」二作

频段的中心频率或是支持ARFCN的中心

    辐射的有用信号排除在本测量之外。

    应采取适当的测量防止有用信号过载对测量设备的影响。

    带宽的选择见表16.

                                表 16 传导杂散骚扰测量的带宽

频 率 段 频 偏 分拼带宽

100 kHz- 50 MHz 10 kHz

(50- 500) MHz 100 kHz

在BTS的发射频段或MS的发射频段

在500 MHz以上除BTS或Ms的发射频段之外的频段

      -一 丁
(09AAIfAJRzii1%A}m !偏洲-

3 kHz

; 0 M Hz

协2 MHz

办5 MHz

异10 MHz

》20 MHz

>-.10 M Hz

10 kHz

30k日2

100 kHz

3.)Ok日2

I MHz

;M 日了

8.6.2 限值

    辅助射频放大器的传导杂散骚扰限值见表170

                                  表17 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频 率 范 围 限 值

30-.1 000 MHz 36 ,Mn,

1-12. 73 GHz t0dB.,

      }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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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了 机箱端口(辅助射频放大器)

    本测量项日适用于辅助射频放大器

    测量应在移动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辅助设备的联合典型配置下进行。

    在正常工作下，如果辅助射频放大器带有一体化天线，那么应断开与一体化天线的连接 而目天线

接日应被正确端接。

    本测量项[F1评估辅助射频放大器对从机箱端1-1杂散辐射的抑制能力。

8.7.1 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见GSM 11. 26中的第5章

    辐射杂散骚扰应在全电波暗室的环境下进行测量，测量距离扮3 m

    辅助射频放大器放置在非导电的支架上，供电应通过射频滤波器后再与辅助射频放大器相连，以免

电源和电缆影响测量结果。

    辅助射频放大器的天线输出端口应端接50n匹配负载。天线输人端口同射频信号发生器相连。射

频输入信号为连续正弦波信号，频率为辅助射频放大器工作频段的中心频点 电平为使每个信道产生最

大输出功率的电平值

    收信机在频偏(与载频相比)>100 kHz时，采用平均值检波。辅助射频放大器在3600范围旋转，测

量大线在不同的极化方向和高度进行变化.以检测到最大杂散电平

    辅助射频放大器的天线输人端口不加射频输人信号而端接50n匹配负载，在这种情况下，重复测

量

    测量带宽见表 16,

8了.2 限值

    辅助射频放大器的辐射杂散骚扰限值见表180

                                  表18 辐射杂散骚扰限值

限 值

 
 
一

围

︸

范

一
率
一

频
一9 kHz- 1 000 MHz 几G d13m

1 000 MHz--12.75 GHz 一 30 dBnl

818 信号和控制线端n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测量应在移动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辅助设备的联合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量项目评估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在信号和控制线端n处对固有噪声的抑

制能力。

8.8.1 测量方法

    测量见GS 9254--1998中9.5

8.8.2 限值

    信号和控制线端口的传导骚扰限值，见表19和表20。表19的限值仅仅适用于电信中心内部信号

和控制线的要求。否则，应采用表20中的限值。

                      表19 电信中心电信端口传导共模(非对称)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MHZ

电压限值,dlipV       电流限值·d13pA

准峰值 一一'h !(ft-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0.15-0.5 97 87 84- 74 53~ 43 10一3(

()5~ 30 87 74 A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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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完)

表 20 非电信中心电信端H传导共模(非对称)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MHz

            电压限滇.dBf}}v 电流限值.,If卜八

一— 、*、 } 。二*一-一一 一一，二蕊蕊，-一 可一一 二哀石-
      了民"7a 十li m 一 aE WT- ii } 十}j沮      准峰值 平均值 } 准峰值

0.115一0.}        I        Hh一74 74一64 一 。。一3〕 30一20 一

        一

9 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抗扰度测试的方法和等级

9.1 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卜进行

    本测试评估在静电放电测试时，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是否能正常毛作的能力

    注:本测试项目不适用于仅在维护时暴露的表面

9.1.1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方法应同(;B/T 17626.2相一致

    对于发信机、收信机、收/发信机和固定辅助设备，应符合以下要求

    a)对接触放电，应通过士2 kV和土4 kV;对空气放电.应通过士2 kV, +4kV，士8 kV

    b)除了用户建议书中特别指出的需要适当保护的地方外，静电放电适用于EUT任何暴露的表面

9.1.2 性能判据

    发信机的性能判据TT适用(见6.2)

    收信机的性能判据TR适用(见6.4).

    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TRptr(见6-6)适用。

    对BSC.附录E的性能判据适用。

9.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测试((80 MHz一1()()。MHz)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慕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如果在正常工作下，辅助射频放大器

带有 体化大线，那么应断开与一体化天线的连接，而且不管是接上测试设备还是接上无辐射的负载，

其天线接口都应被正确端接。

    测试应在移动设备的典441配置下进行或是移动和固定的联合辅助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项目评估了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在遭受射频电磁场干扰时是否能正常

L作的能力。

9.2.1 测试方法和等级

    除r下列要求外，测试方法见GE叼T 17626.3。对测试结果的评估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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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等级为3 V/m，信号经过1 kH:的正弦波信号进行80%的幅度调制;

    h)扫描步长不超过前一频率的1oX.

    。)属于收信机和收/发信机的收信机离散频率点上的窄带响应应在测试中忽视(见1- 1川

    d)在测试中的频率选择将在测试报告中注明。

9.2.2 性能判据

    发信机的性能判据Cr适用(见6. u}

    对于收信机和收/发信机的收信机.性能判据CR(见6.3)适用

    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CRptr(见6.5)适用

9.3

端口

对于BSC，附录E的性能判据适用。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测试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交流电源输人端口。

如果连接电缆超过3 m,那么本测试项目也将适用于f言号端11,控制端11和直流电源的输人 愉出

    如果EUT不使用超过3 IT、长的电缆.那么本测试项目就不能在任何端0上进行〔〕对不能进行本测

试的端口及其原因应包括在测试报告中。

    测试应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评估在一个输人/输出口上进行快速瞬变测试时，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是否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9. 3.1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方法见GB/T 17,626.4。

    对带有超过3 m的电缆或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要求如

下:

    。)信号和控制端口的测试电平应为第2等级的开路电压O.5 kV;

    b)直流电源输人/输出端口的测试电平应为第2等级的开路电压1 kV;

    c)交流电源输人端口的测试电平应为第3等级的开路电压2 kV;

    d)对交流电源输人端口和直流电源输人/输出端口，瞬变过程适用于同参考接地相连的所有线缆.

如线对地(真实共模模式)具有50 dZ的源阻抗

9.3.2 性能判据

    发信机的性能判据TT适用(见6.2)0

    收信机的性能判据TR适用(见6.4)

    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丁Rptr(见6.6)适用。

    如果固定辅助设备是同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连接在一起测试，那么相应的性能判据适用、

    对于BSC,附录E的性能判据适用。

9-4 浪涌(冲击)抗扰度测试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交流/直流电源输人端口和信号线端口。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评估在交、直流电源输人口和信号线上加浪涌(冲击)时，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铺

助设备是否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9.4.1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方法见GB/T 17626.5。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对于交直流电源线测试电平应为的开路电压2 kV(线对地),1 kV(线对线)，测试波形采用 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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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5  ;

    6)对于信号线上的测试电平应为1 kV,测试波形采用1. 2/50 Is,

9.4.2 性能判据

    发信机的性能判据TT(见6. 2 )适用。

    收信机的性能判据TR(见6. 4)适用

    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TRptr(见6-5)适用。

    对于BSC，附录E的性能判据适用。

9.5 身寸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测试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如果连接电缆超过lm，那么本测试项目将适用于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的信

号端口、控制端口和直流电源、交流电源的输人/输出端日。

    如果HUT不使用超过1 rn长的电缆，那么本测试项目就不能在任何端口上进行。对不能进行本测

试的端口及其原因应包括在测试报告中。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评估在输人/输出口上加无线频率电磁骚扰时，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是

否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9.5.1      M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应在插人和直接连接的模式下进行，也可采用电流钳注人模式。测试中的杂散响应应被忽略

(见4.10),测试方法见GB/T 17626. 6，同时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测试信号应为80%幅度调制的1 kHz正弦音频信号;

    h)对收信机和发信机，在150 kHz-,5 MHz的频率范围内，步进频率应为50 kHz;在5-80 MHz

的频率范围内，步进频率不超过前一频率的l%;

    c)在转移阻抗为}50 f2时，测试电平为第二等级3 Vrms;

    d)如果对连接到任何输人/输出端口的任何线缆，插人和直接连接模式都将影响端口的工作，此时

可采用电流钳注人;

      e)测试PI能超出 150 kHz一80 MHz的频率范围;

    f)在测试中的频率选择将在测试报告中注明。

  9.5.2 性能判据

      发信机的性能判据CT(见6. 1)适用。

      收信机的性能判据CR(见6.3)适用。

      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TRptr(见6-6)适用

      对于BSC，附录E的性能判据适用。

  9.6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测试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备

      本测试项月适用于交流电源输人端口。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评估在交流电源输人口上加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时，基站、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和辅助设

  备是否能正常工作的能力。

  9.6门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方法见GB/T 17626. 11

      测试电平应为:

      。)供电电压下降30 ，持续时间10 ms;

      b)供电电压下降60写，持续时间1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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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供电电压下降>%%，持续时间0 000 ms }

9，6.2 性能判据

    在供电电压「降30%·持续时间1 0 ms情况下1应符合以下性能判据:

    a)发信机的性能判据CT(见6.1)适用;

    h)收信机的性能判据CR(见6. 3)适用;

    c)对于中继器和辅助射频放大器，性能判据’1'Rptr(见6.劝适用:

    d)如果辅助设备是同收信机、发信机、收/发信机连接在一起测试 那么卜面所述的性能判据适川

    在供电电压下降60 jc。待续时间100 m、或下降?95% 持续时间5 000 m。的情况卜‘应符台以下

rl-能判据:

    。)带有或连接到后备电池的设备应符合性能判据’1'一 1' (见6. 2)或性能判据TR(见6.4);

    b)对于仅由交流电源供电的设备(没有使用后备电池)，通信链路不需要保持，而且通信链路可以

重建，不稳定的用户数据可以丢失;
    。)在本测试项目完成后，恢复供电正常值1 min后，对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及其相关的辅助没

备，性能判据TRptr见6.6)适用;
    d)当出现通信链路丢失和用户数据丢失时·必须在测试报告、产品描述和用户文件中注明。

    对于BSC，附录1?的性能判据适用。

9.了 阻塞(辅助射频放大器)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与射频放大器输人端口相连的天线端口。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项目评估当出现千扰信号时，辅助射频放大器接收有用GSM调制信号的能力。

9.了.1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方法、频率和电平应同附录C中相一致。

9.7.2 性能判据

    由于干扰信号的出现而引起的放大器的增益变化不大于1 dB,

9. 8 阻塞(基站)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基站收信机的天线端日。

    测试将在无线设备的典型配置下进行或在无线设备和固定辅助设备联合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本测试项目评估当出现干扰信号时，基站接收有用GSM调制信号的能力。

9.8.1 测试方法和等级

    测试为一法、频率和电平应同附录D中相一致。

9.8.2 性能判据

    对TCH/FS

值不得超过10%

信道的二类残余误码率进行监视，其值不得超过2环;对DTCH的BLER进行监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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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连续骚扰性能判据评估方法

Al 测试目的

在待续骚扰的抗扰度测试中，设备性能降低的评定方法

AZ 测试方法

    将未调制的射频信号输人Ig EUT的功放〔频率应在G: U’ I'的工作频段内。检测被测功放的输出。射

频输人信号的电平应逐渐增加到厂商所规定的功放的最大输出。

    射频放大器的增益用dB表示。

    在整个测试期间都应对增益进行测试。

    测试将在射频放大器的每一个射频输人端r1 r进行‘同时在与功放相应的天线连接}曰_测试功放

的增益 本测试可能只测一次就可以测出EU T中所有功放的增益，也可能需要对每一个功放都要分别

进行测试n

    必须确保功放的增益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变。例如，保持周围环境的温度;保证功放供电的稳定.

测试前必需充分预热以及测试间EUT内部温度的稳定

A3 性能判据

    在整个测试期间都应对增益进行测试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中继器、辅助射频放大器瞬态骚扰性能判据评估方法

B1 测试目的

    在持续骚扰的抗扰度测试中，设备性能降低的评定方法

B2 测试方法

    将未调制的射频信号输人到EUT的功放。频率应在EUT的工作频段内。检测被测功放的输出。射

频输人信号的电平应逐渐增加到厂商所规定的功放的最大输出.

    射频放大器的增益用dB表示。

    在整个测试期间都应对增益进行测试
    测试将在射频放大器的每一个射频输入端口上进行，同时在与功放相应的天线连接口上测试功放

的增益。本测试可能只测一次就可以测出EUT中所有功放的增益，也可能需要对每一个功放都要分别

进行测试
    必须确保功放的增益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变。例如，保持周围环境的温度;保证功放供电的稳定;

侧试前必须充分预热以及测试间EUT内部温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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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性能判据

可能造成EUT增益改变的情况。都应进行测试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天线端口和辅助射频放大器的阻塞测试

Cl 测试目的

本测试项目评估在十扰信号存在的情况下，辅助射频放大器正确放大有用信号的能力。

本测试项目适用于与每 一个射频放大器输人端口相连的天线端口。

C2 测试方法

两个射频信号通过祸合装置输人到EUT功放的射频输人端口。第一个信号是非调制的佳在E'Ur

的工作频段范围内。

应在EUT功放的射频输出端口监视第一个射频信号。其电平应逐步增加直到射频输出功率达到

厂商所宣布的单一射频载波的最大输出功率。

射频放大器的增益用dB表示。

第二个射频未调制信号应通过藕合装置加到射频输人端11L，其功率见表CL

表C1 第二个射频未调制信号的功率

PGSM 900 EGSM 900 GSM 1 800

功率 d13m 卜8

}

{ 、8
{

O

免测频段，MHz 870-q35

， — 份

              860- 935 1 690-1 805

    第二个射频信号的频率范围为10 MHz-4U Hz，但不包括免测频段在内。采用连续扫描或者按照

以下要求设置频率:

    a)免测频段的上限和下限频率点;

    b) 10 MH:的整数倍频率点。
    测试将在射频放大器的每一个射频输人端口上进行，同时在与功放相应的天线连接口卜测试功放

的增益 本测试可能只测一次就可以测出EUT中所有功放的增益，也可能需要对每一个功放都要分别

进行测试。

    必须确保功放的增益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改变。例如，保持周围环境的温度;保证功放供电的稳定;

测试前必须充分预热以及测试间EU T内部温度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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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基站收信机天线端口的阻塞测试

D1 测试目的

    阻塞是评估BSS的收信机在有骚扰信号的情况下，接收有用GSM调制信号的能力。

D2 测试方法

    本项目的测试方法参照GSM 11. 21进行。

    两个射频信号通过藕合器馈入到BSS的接收天线端口。一个信号为接收机的工作频率，(洛M正常

调制，其电平见表Dlo

                                  表D1 期望信号功率电平

BTS类型 期望信号功率电平

GSM900/GSM1 800 BTS 一101 dB.

一94dBn飞

  89 dlim

GSM 900微蜂窝BTS Ml

GSM 900微蜂窝BI S M 2

’(;SM 900微蜂窝BTS M3

GSM 1 800微蜂窝BTS M1

  84 dBm

  99 dBm

GSM 1 800微蜂窝BTSM2 一94 dBm

GSM 1 800微蜂窝BTS M3 一89 dBm

另一个骚扰信号电平见表D2口

表 D2 骚扰信号电平

GSM 900,dBm GSM 1 800,dBm

频 带 BTS
微蜂窝STS

BTS
        微蜂窝BTS

  M1 } MZ M3

---一一十-一 +-一一

二  “。{一35} 一30  3。 一 25 }一:。

  一3。} 25}一2。

Ml M2 M 3

带内

J士600 kHz

800 kHz< I ff, I <3 MHz

3 MHz毛!刀飞一

一26

一16

一 13

一31

一21

一 21

一 26

一 16

一 16

一 21

一 11

一 11

一3。一

二::一
n3 性能判据

测试时(或测试后)，TCH/FS的RBER应不超过2 0 o ;PDTCH的BLER应不超过l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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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标准的附录)

基站控制器((BSC)的性能判据

E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a)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 his日自

环返回A日到误码仪输入;

    b)在静电测试进行时，白环通信链路不中断;

    。)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白环测试BER毛1X10 '用户控制功能 和

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链路仍然保持

E2 射频辐射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命_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日，码流白误码仪输出经八b二门自

环返回A口到误码仪输人。

    b)在辐射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自环测试BER为。;因为背景误码可能出现在任

何时候，测试有可能进行3次，以决定最终误码结果与I?MC现象的相关性。如果设备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就算通过测试;

    第1次测试 无误码;

    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无误码;

    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有误码;第3次测试，无误码。

    C)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力一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E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1)电源端口

    a)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 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bi、日自环

返回八口到误码仪输人;

    b)在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自环测试BER〔   1 X lo-';

    C)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2)信号端门:
    a)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his n白环

返回A口到误码仪偷人。误码仪置于Abis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口自环返回A bis日Al误码仪输

人。实验在两种白环方式下都要进行。稠合时，应使用容性祸合钳同时祸合环回侧的进线和出线(如果

误码仪在A口侧，则用容性祸合钳在Abis l-1加扰;反之则在A口)。

    b)在脉冲串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白环测试BER镇1Xio

    c)测试结束后，13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E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0)电源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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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日，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八his f7自

环返回A门到误码仪输人;

    b)在浪涌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

    c)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一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去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2)了占号端II

    a)必须分别对A口、Abis I7的输人、输出端口进行测试，测试时可以不建立通信链路:

    b)测试结束后，允许用户自复位，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八日、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

Abi、口自环返回A日到误码仪输人.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自环测试t3ER为.，用{一，

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系统及单板无损伤

ES 射频传导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1)电源端口

      )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八日，码流白误码仪输出经八卜、日自环

返回A}〕到误码仪输人
    b)在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自环测试13ER应为U:因为背景误码可能出现在任何

时候，测试有可能进行3次，以决定最终误码结果与EMC现象的相关性。如果设备满足下列条件之

就算通过测试;

    一 第l次测试，无误码;

    一 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无误码;

      一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有误码;第3次测试，无误码

    。)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2)信号端[]

    a)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八〔l.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bi.,日自环

返回A口到误码仪输人;误码仪置于Abis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八口白环返回Abis日到误码仪输

人〔〕实验在2种自环方式下都要进行。摧合时，应使用电流注入钳同时注人环Ipll侧的进线和出线(如果

误码仪在A II侧，则用电流钳在Abi: Cl加扰;反之则在A 1-1) ,

    卜)在射频场感应的传导抗扰度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自环测试]3ER为(l;因为背景误

码可能出现在任何时候，测试有可能进行3次，以决定最终误码结果与EMC现象的相关性 如果设备

满足 卜列条件之一，就算通过测试:

    一一 第 1次测试，无误码;

        一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无误码;

      一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有误码;第3次测试，无误码

    。)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一r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E6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性能判据

    当供电电压在10 ms内下降30写的情况F，应符合以下性能判据;

    H)开始测试时，必须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码仪置于A 17 .码流白误码仪输出经Ahi, fl自环

返回A口到误码仪输人;

    b)在抗扰测试进行时，自环通信链路不中断，白环测试13ER为。;因为背景误码口J能出现在任何叫

候.测试有可能进行3次，以决定最终误码结果与EMC一现象的相关性 如果设备满足「列条件之 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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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通过测试:

    — 第1次测试，无误码;

    — 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无误码;

    — 第1次测试，有误码;第2次测试，有误码;第3次测试，无误码

    。)测试结束后，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方式工作，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通信

链路仍然保持

    当供电电压在100 ms内下降60写或在5 000 ms内下降超过95%的情况卜应符合以下性能判

据:

    a)对于仅由交流电源供电的设备(没有使用后备电池)，通信链路不需要保持，而目_通信链路可以

重建，不稳定的用户数据可以丢失;
    b)在本测试项目完成后，恢复供电正常值1 min后，允许用户白复位，建立一条自环通信链路，误

码仪置于A口，码流自误码仪输出经Abis口自环返回A口到误码仪输人 BSc系统仍然能按照预定的

方式工作，自环测试BER为0.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的数据没有丢失，系统及单板无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