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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标准主要依据北美标准TIA/EIA/IS一98一A(双模扩频蜂窝移动台推荐性最低性能标准)进行
编写。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参数、术语定义、测量方法及最低容限与TIA/EIA/IS一9标准基本相同。本

标准的各项规定是有关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进网检验、仲裁检验和性能检验的依据。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本标准卞要起草人，王树甲 张永富 马鑫 王玉贤 李莉莉 王少瑜 戈丽达 孙颖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设备
            总测试规范:移动台部分

Test Rpecification for 800MMz CDMA Digital Callow Mobile Tele以谊田d       cation

                              抽比和比 Teminal Pad
                                                                                        Y11/T 1坦姗-21阅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800MIl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台设备的总测试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台(含双模)的各级移动台的质量监督检验，国

家电信网的进网检验，也适用于生产、运营、维修等部门的质量检验、性能试验和参数测量。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括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

效。所有标准都可能会被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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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I C63.4 - 1992   1992年7月关于9kf至40GHz范围内低电压电气和电子设备无线电噪声发射

                        的测量标准

    IEEE标准269  1992年12月关于模拟和数字电话机发送性能的测量方法
    TIA/EIA/TS - 53 - A  1995年5月蜂窝性能说明

    TIA/EIA/IS - 95 - A  1995年5月双模扩频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移动台一基站兼容性标准
    TIA/EIA/IS一97一A 双模扩频蜂窝移动通信基站推荐性最低性能标准

    TIA/EIA/IS一126A 移动台环回业务选择标准

    TIA/EIA/TSB - 74 1995年12月支持14.4k6/。数据速率和PCs交互方式的双模直接序列扩频蜂窝

                      移动通信系统

    YD/T 1028一1999  800MIl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设备总技术规范:移动台部分

    YD/T 1029一1999  800MIl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设备总技术规范:基站部分

    YD/T 1030一1999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接口技术要求:空中接口

    YD/T 1031一1999  800MIl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移动应用部分技术要求

    GB2423.1一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GB2423.2一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GB2423.3一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C: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3 缩略语

    AWGN 加性高斯白噪声

    BER 比特差错率

    CDMA 码分多址

    CRC 循环冗余效验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一03一31批准 2000-03一3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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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

4.1 引言

4.1.1 范围

    本标准详细阐明了800MHz CDMA/AMPS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移动台的定义、测量方法和最低性能指

标。本标准采用IS- 95-A双模直接序列扩频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移动台一基站兼容性标准，保证移动台

在满足is一95.一A兼容性要求的任何蜂窝系统中能够得到通信服务。

    兼容性在使用上与本标准和LS一95一A有关，可以理解为任何移动台能够在任何蜂窝系统进行发、收

电话呼叫;反之，所有蜂窝系统能够与任何移动台进行发、收电话呼叫。

    为了保证兼容性，所规定的无线电系统参数和呼叫处理参数都十分重要。话音滤波、调制和 RF发射

等参数与特定的无线电规划有关，是蜂窝系统的基础。在YDN 092一1998中(Is一95一A中)，已经规定了

移动台和基站间建立呼叫所执行的呼叫处理步骤，也规定了两者之间要相互交换的数字控制消息和模拟

信号。

    移动台包括手持机类型的便携台和安装在车辆中的车载台。蜂窝电信的基本用途一直是话音通信，

倘若不兼顾系统兼容性，有关用途(例如数据)允许省略这里规定的某些特性。

    本标准主要集中在移动台;对基站和移动交换中心的工作，仅是为了保证与YDN 092一1998 (LS一95-

A)兼容的范围。

    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各项测试方法是推荐性的，对于同一目的的测量也可使用非推荐的方法。根据我

国运营者采用的制式，模拟部分的测试可作为可选项。

4.1.2 蜂窝移动电话系统的概述

    蜂窝移动电话系统的设计是采用蜂窝无线电覆盖规划来提供移动电话业务。

    移动台与阵列分布的基站进行通信，各基站由提供与世界范围的电信网络连接的移动交换中心进行

控制。陆地网络与移动台之间的呼叫是通过选择移动交换中心至服务于移动台所在位置的基站的路由来

实现。随着移动台从一个基站覆盖区移动到另一个基站覆盖区，正在呼叫的电话可以不受限制地继续下
去，系统可以自动地为该电话呼叫重新分配另一个基站的资源。

    每个基站中的一些通信资源专用于移动台的控制，包括对特定的移动台的定位、处理移动台始发呼叫

以及执行其它系统控制功能。

4.1.3 双模移动台(模拟工作方式)的定义
    蜂窝系统所需要的移动台示于图1，由控制单元、收发信机单元和天线单元组成。

                                          图1 移动台

    图1将控制单元、收发信机单元和天线单元分别表示为各自独立的单元，若实体尺寸允许也可以将各

单元装在一个机壳内，组装成便于车内人员操作的组合单元，或用作手持个人移动电话机。

    对控制单元、收发信机单元和天线单元的最低要求概述如下:

    (1)控制单元

    控制单元是用户和系统之间的接口。用户接口要求可以包括手柄、键盘、话筒(麦克风)、听筒(扬声

器)、移动台的所有控制、数字显示器，并且在始发或接收电话过程中，用户与所有这些部分相互作用。控

制单元的各部分可以安装在物理上是独立的机盒内。麦克风和扬声器或其它部件可以用来提供不用手柄

而用免提系统的装置。

    (2)收发信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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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发信机单元提供双工话音的发送和接收。RF频带被分配为两个分开的25MHz频宽的频段，每频

段包括832个信道。第一频段为824一849MHz，包含移动台的各发送信道;第二频段为869一894MHz，包含
移动台的各接收信道。每个移动台发送信道与其双工接收信道的间隔为45MHza

    工级移动台(车载台)发射机额定有效辐射功率(ERP)(见4.3.2.1节)为4W;n级和m级移动台发射

机ERP值分别为1.6W和0.6W。在基站命令信号的控制下，能够使移动台发射机的ERP以4dB的减量从

额定ERP电平减小到比4W时低28dB的电平。

    发射机载波信号是以话音和二元编码信令信息强制的已调射频信号。取决于移动台的状态，话音和
信令信息可以同时出现。随已调射频信号送到天线单元，并向基站发射。

    从基站来的信号经天线单元到达接收机，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和解调。解调信号若是话音，送至

控制单元;若是编码信令信息，送至逻辑电路译码。

    收发信机单元的逻辑电路对移动台起主控作用。逻辑电路编码和译码lOkbit/s的二元编码信令信

息，用于移动台和基站之间的通信。主要逻辑功能有:

    ·译码从基站收到的命令，将收发信机重新调谐到新频道的命令、通知用户有来话呼叫、调整收发信

机输出功率电平以及通话完成后释放移动台。

    ·编码发送给基站的信令信息，信令信息包括始发呼叫的拨号数字、通话期间的端到端双音多频

(DTMF),纵向业务的快速请求、话终拆线信号和移动台标识信号。
    ·执行收发信机控制功能，如调谐接收机、检测基站信号的丢失以及进行自动呼叫释放。

    ·向用户提供当前状态信息，如给用户指示移动台处于无服务的区域或另外运营者的服务区域。

    (3)天线单元

    天线单元接至收发信机单元，由一个垂直极化的宽带天线组成。本标准不包括天线单元的要求，由移

动台、天线系统及互连电缆组成的完整移动台发射机应满足4.3.2.1节所规定的各级功率等级相对应的

有效辐射功率(ERP)的要求。除非移动台包括天线，否则厂商应规定连接到收发信机单元RF输出连接器

的天线系统增益，以满足这些要求。

    移动总要求台应满足本标准在例行环境条件下的所有性能要求，除非另有规定，本标准在4.4和4.11
节规定了环境条件及允许的性能最低要求。

4.1.3.1 信道编号和频率

    RF信道编号和频率在表中作了规定(见4.2.1.1和4.3.1.1节)。

表1 模拟信道编号和频率

发射机中心频率(MHz)

系统

模拟信道占用

    带宽

    (MHz)

频道数 }边界频道号数 移动台 基站

不用 (990)
  男 1

(824.010)

  8抖 〔目0

(869.010)

  869_040

1023 825.000 870.000

8u 03】 870.030

834.990

835.020

879.990

880.020

844 980 889.980

1

333
-334

晰

333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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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A' 1.5 50

667

716

845.010

846.480

890.010

891.480

B尸 2.5 83

717

799

846.510

84习.970

891.510

893.970

在表1中.相应于信道号数(表示为N)的中心频率计算见表20

发射机

表2 中』L频率计算

      信道号

移动台
  1<N < 799

990 < N < 1023

基站
  1<N <799

990 < N < 1023

    中心频率(MM)

    0.030N十825.000

0.030(N一1023)十825.000

    0.030N十870.000

0.030(N一1023) + 870.000

    上述表中所示的A系统信道配置为我国CDMA/AMPS双摸移动台规定的指配范围，具体规定参见

YDN 092一1998标准的4.1.1.1节。

4.1.3.2 设备分类

    设备分类在IS一95一A标准的2.1.2.2节中作了规定。

4.1.3.3 工作周期
    移动台可以连续或断续地工作。

4.1.3.4 全双工工作方式

    移动台应能工作在同时发送和接收的双工工作方式上。

4.1.3.5 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规定了最大或最小值，规定的容差或具有额定值容差为t 10% o

4.1.4 双模移动台(CDMA工作方式)的定义

    当工作在CDMA方式时，移动台由控制单元、收发信机单元和天线单元组成，如图1所示。控制单元

和天线单元的要求如4.1.3节所述。收发信机单元提供话音和数据的双工发送和接收。RF频带如4.1.3

节所述 。

    在反向CDMA信道上发送的数据信息分为20ms顿。对反向CDMA信道发送的所有数据进行卷积编

码、字块交织、64元正交码调制，并用固定码片速率的PN序列正交对其进行直接序列扩频，而后进行滤

波，并经0 - QPSK调制后发送。
    移动台发射机的最大有效辐射功率(ERP)在YDN 092一1998标准的6.1.2.1节(LS一95一A标准的

6.1.2.1节)中作了规定。
    在开环和闭环功率控制下，ERP减小到保持反向CDMA信道的最小电平。

    从基站发来的信号经天线到接收端口。接收机对收到的信号进行滤波、放大、解调和译码。其信号可

以是话音、用户数据或编码信令信息。前向CDMA信道包括的码信道有:一个导引信道、一个同步信道、多

至7个寻呼信道和多个前向业务信道。每个码信道由64阶沃什函数集合中的一个函数进行正交扩频，而

后由固定速率的PN序列正交对其进行直接序列扩频。

4.1.4.1 信道编号和频率
    双模式移动台CDMA发射频率的信道间隔和指配见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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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CDMA信道编号和频率

发射机中心频率(MHz)

系统

    ) MA

信道占用带宽

    (MHz)

模拟信道计数 )MA信道号 移动台 基站

A^ 0.33 11

10131023
824.700

825.000

869.700

870.(洲l0

A 10 333

31333
825.030

834.990

870.030

879.990

B 8.67 289 356

644

835.680

844.320

880.680

889.320

A' 1.35 6 689

6男

845.670

845.820

890.67

890.820

B' 1.17 39

739777
847.170

848.310

892.170

892.310

    CDMA A段基准信道为283，辅助信道为691;B段基准信道为384，辅助信道为777。我国CDMA蜂窝

移动通信系统应按其DYN 092一1998中的规定，移动台在1一333号信道上支持CDMA操作。

4.1.4.2 设备分类

    设备分类在IS一95一A标准的2.3.3节作了规定。

4.1.4.3 工作周期
    移动台应能连续地工作或间断地工作。

4.1.4.4 全双工工作方式

    参见4.1.3.4节。

4.1.5 术语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4.1.5.1 术语定义

    ·接人试呼Access Attempt
    接人信道上含有相同消息的一个或多个接人探测序列所组成的序列。参见接人探测和接人探测序列。

    ·接人信道Access Channel

    移动台向基站传送信息所使用的反向CDMA信道。接人信道用于始发呼叫、应答呼叫、登记一类的短

信令消息交换。接人信道是时隙方式的随机接人信道。

    ·接入探测Access Probe

    由一个前导和一个消息组成的一次接人信道发送。该发送的长度为整数帧，并发送一个接人信道消

息。参见接人探测序列和接人试呼。

    ·接人探测序列Access Probe Sequence
    接人信道上由一个或多个接人探测组成的序列。在一个接人试呼中的每个接人探测中，发送相同的

接人信道消息。参见接人探测和接人试呼。

    ·坏帧 Bad Frames

    在前向CDMA信道接收到的质量不合格的帧。

    ·基站 Base Station

    在国家公用蜂窝无线电通信业务中的一种非移动台站。服务于一个小区或小区中的一个扇区。

    ·比特差错率(BER)Bit Error 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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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到的差错比特数目除以发送的总比特数目。

    ·CDMA信道CDMA Channel

    在给定的CDMA指配频率中，基站和移动台之间传送的信道集合。参见前向CDMA信道和反向CD-

MA信道。

    ·CDMA信道号CDMA Channel Number

    相对于指配给CDMA的各中心频率的一个11比特数。

    ·CDMA频率指配CDMA Frequency Assignment

    一个以规定的30kf信道为中心的1.23MHz频段。

    ·码分多址(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一种扩频多址数字通信的技术方法，利用独特码序列生成各个信道。

    ·码信道Code Channel

    前向CDMA信道的一个子信道。每个前向CDMA信道含有64个码信道。码信道0指配给导引信道;
码信道1至7可以指配给寻呼信道或业务信道;码信道32可以指配给同步信道或业务信道。其余码信道

可以指配给业务信道。

    ·压扩器Comprandor
    压扩器是音频压缩器和音频扩展器的组合术语，在音频通道中用于改善音频信号的信噪比性能。

    ·压缩器Compressor

    压缩器是压缩发射机音频信号输人范围的装置。

    ·循环冗余编码(CRC)Cyc1ic Redundancy Code
    通过计算多项式除法的余部的方法产生奇偶校验比特的一种线性检错码。

    ·数字色码(DCC)Digital Color Code
    基站在前向模拟控制信道上发送的数字信号，用于一个受干扰的移动台通过监测准确的捕获基站。

    ·双音多频(DTMF)Dual Tone Multi一Frequency
    同时发送两个单音的信令，一个单音取自低频率组，另一个取自高频率组。

    ·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Effective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发送功率乘以相对于全向天线的天线增益。

    ·有效辐射功率(ERP)Effective Radiated Power
    发送功率乘以以半波偶极天线为基准的天线增益。

    ·扩展器Expandor
    扩展器是扩展接收机音频输出范围的装置。

    ·帧差错率FER

    前向业务信道的帧差错率。FER的值可以利用业务选择2予以估算。

    ·前向CDMA信道Forward CDMA Channel

    从一个基站到各移动台的一个CDMA信道。前向CDMA信道含有一个或多个码信道，各码信道在

CDMA指配频率上使用特定的导引PN偏移进行发送。各码信道与导引信道、同步信道、寻呼信道和业务

信道有关。前向CDMA信道总是传送一个导引信道，并能传送一个同步信道，多至7个寻呼信道，以及多
至63个业务信道，只是含导引信道在内的总信道数不能大于640

    ·前向业务信道Forward Traffic Channel

    用于从基站向移动台传送用户业务和信令业务的一种码信道。

    帧 Frame

    系统中的基本定时时段。对于接人信道、寻呼信道和业务信道，帧长为20ms;对于同步信道，帧长为

26.666 ... ms.

    ·帧质量指示Frame Quality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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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速率集2; 9600bit/s和4800bit/。业务信道帧的CRC校验。
    ·好 帧 Ca妇Fcomes

    接收到的无差错帧。

    ·好消息Good Message
    如果所收到的帧具有正确的CRC，则表明该消息为好消息。

    ·切换(Handoff)

    移动台从一个基站转换到另一个基站进行通信的操作。

    ·硬切换(Hand Handoff)

    以业务信道临时断开为特征的一种切换。当移动台在不相交激活集之间转换，CDMA指配频率改变，

帧偏移改变或使移动台从CDMA业务信道指向模拟话音信道时，发生硬切换。参见软切换。

    ·消息差错率MER

MER = 1一
所收到的好消息数目
所发送的消息数目

    ·移动台(Mobile Station)

    国家公用蜂窝无线电电信业务中用于移动中或非指定地点通信的一种台站。移动台包括便携机、手

持机及装在车辆中的车载台。

    ·移动交换中心(MSC)

    提供蜂窝无线电话业务的设备装置，也叫做移动电话交换局(MTSO) o

    ·连续方式(Non一Slotted Mode)

    移动台的一种工作方式，在这种方式中，移动台连续地监视寻呼信道。也可称作非时隙方式。

    ·正交信道噪声模拟器(OCNS)Orthogonal Channel Noise Simulator
    用于模拟前向CDMA信道的其余正交信道上的各用户的硬件设备。

    ·分段线性帧差错率曲线Piece wise Linear FERCurve

    帧差错率相对于Eb/N:比的曲线，在曲线中，表示帧差错率的垂直轴采用对数标度表示，表示E萨N。比
的水平轴采用dB的线性标度表示。该曲线是通过在相邻测试数据取样点间线性插值的方法得到。

    ·分段线性消息差错率曲线Piece wise Linear MER Curve

    消息差错率相对于Eb/N,比的曲线，在曲线中，表示消息差错率的垂直轴采用对数标度表示，表示Eb/Nt
比的水平轴采用dB的线性标度表示。该曲线是通过在相邻测试数据取样点间线性插值的方法得到。

    ·导引信道Pilot Channel

    由每个CDMA基站连续发送的未调制的直接序列扩频信号。导引信道允许移动台获取前向CDMA信

道的定时，提供相干解调的相位基准，并提供各基站间信号强度比较的方式，以确定何时切换。

    ·导引PN序列Pilot PN Sequence
    周期为215PN码片的一对修正的最长PN序列，用于扩展前向CDMA信道和反向CDMA信道。不同的

基站由不同的导引PN序列偏移予以标识。

    ·功率控制比特Power Control Bit

    前向业务信道上每1.25ms时间段所发送的一个比特，该信号用来控制移动台发射功率的增大或减小。
    ·功率控制E, Power Control E,

    功率控制子信道的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假定功率控制子信道以9600bit/。或 14400bit/s数据速率

的相同功率电平进行发送，下列方程应适用:

  对于速率集1，功率控制E, =尚 (每PN码片的总前向业务信道能量)，式中，对于。bits,
4800bit/s,2400bit/，和1z00bit/s的业务数据速率，v分别等于1,z,4,so

  对于速率集z，功率控制E。二击 、(每PN码片的总前向业务信道能量)。式中，对于14400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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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6it/s,3600bit/s和 1800bit/s的业务数据速率 ，V分别等于 1,2,4,8.总前 间业务信 迢包拈业务 数据和

功率控制子信道。

    ·功率控制组Power Control Group
    前向业务信道和反向业务信道上的一个1.25ms时间段。参见功率控制比特。

    ·速率集Rate Set

    业务信道传输格式的一个集合，其特征诸如传输速率、调制特性和纠错编码方案一类的物理层参数。

    ·接收客观响度评定值ROLR, Receive Objective Loudness Rating
    电话接收机有关基准信号发生器的电激励到听筒声压的感觉加权变换器增益。通常将接收主观响度

评定值规定为相对于每毫伏1帕斯卡(Pa/mV)的分贝(dB)值。参见IEEE标准269一1992,IEEE标准661-
1979,CCITT建议P.76和CCTPI建议P.79.

    ·接收机的信号强度指示器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测量RF信号强度并产生输出信号供逻辑电路处理的装置。

    ·反向CDMA信道Reverse CDMA Channel

    从移动台到基站的CDMA信道。从基站角度看，反向CDMA信道是所有移动台在CDMA指配频率上

发送信号的总和。

    ·反向业务信道Reverse Traffic Channel

    用于单个移动台向一个或多个基站发送用户业务和信令业务的一种反向CDMA信道。

    ·监测音(SAT) Supervisory Audio Tone
    监测音频率可以是5970Hz,6000Hz,60301Iz中的任意一个。

    ·业务选择2 Service Option 2
    TIA/EIA/IS一126所规定的多路复用选择1的移动台数据环回测试方式。

    ·业务选择9 Service Option 9
    TIA/EIA/IS一126所规定的多路复用选择2的移动台数据环回测试方式。

    ·信纳比SINAD

    信号加噪声加失真与噪声加失真之比。

    ·时隙方式 Slotted Mode

    移动台的一种工作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移动台仅监测寻呼信道上的选定时隙。
    ·软切换Soft Handoff

    当移动台处于移动台控制业务信道状态时所发生的切换。这种切换特征在于，移动台在终止与原有

基站通信之前，与同一CDMA指配频率上的一个新基站建立通信。参考硬切换。

    ·信令音(ST) Signal Tone
    其频率为10000Hz.

    ·同步信道Sync Channel
    前向CDMA信道上的码信道32，它向移动台传送同步消息。

    ·业务信道Traffic Channel

    在移动台和基站之间用于用户业务和信令业务的通信通道。该业务信道包含前向业务信道和反向业

务信道。参见前向业务信道和反向业务信道。

    ·发送客观响应度评定值(TOLR;Transmit Objective Loudness Rating)
    电话发送机有关话筒声压与基准电终端电压的感觉加权变换器增益，通常将发送客观响度评定值规

定为相对于每帕斯卡I毫伏(1mV/Pa)的分贝(dB)值。参见IEEE标准269一1992, IEEE标准661一1979,

CCITI建议P.76和CCITI，建议P.79.

    ·有效功率控制比特 Valid Power Control Bit

    有效功率控制比特在相应的反向业务信道功率控制组之后，在前向业务信道的第二功率控制组进行



丫D/T 1050--2000

发送，该反向业务信道控制组未曾关门并在其中估算信号强度，参见15一95一A的4.7.1.3.1.7节。

    ·宽带数据Wide Band Data
    在FM载波上以士8kf标称频偏调制的lOkbit/s曼彻斯特编码的数据。

4.1.5.2 字符定义

    dBc:在距信号中心频率为给定频率偏移点的规定带宽上所测量的信号边带功率与该同一信号的带内

总功率之比，以 dB表示。对于 CDMA而言，信号的带内总功率是在一个CDMA信道中心频率上的

1.23MHz带内进行测量的。

    dBm/lh:功率谱密度的度量单位，即dBm/Hz为每一赫兹带宽中的功率，功率用dBm为单位表示。

    dBW,测得的功率数值与1W之比的对数所表示的单位，即为dBW.

    Eb:在移动台天线接口处，对于同步信道、寻呼信道或前向业务信道的每一信息比特的平均能量。

    E,/N,:在移动台天线接口处，对于同步信道、寻呼信道或前向业务信道所收到的每比特总能量与有

效噪声功率频谱密度的比值(参见4.1.6.2节)。

    E,:对于导引信道、同步信道、寻呼信道、前向业务信道、功率控制子信道或OCNS的每一PN码片的平

均能量。

    E,/I_:对于导引信道、同步信道、寻呼信道、前向业务信道、功率控制子信道或OCNS的每一PN码片

平均发送能量与总发送功率谱密度Io,之比。

    I犷:当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处进行测量时，所接收到的总功率谱密度，包括信号和干扰。

    I..:当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处进行测量时，宽带受限的白噪声源(模拟来自其它小区的干扰)的功率

谱密度。

    I.,:在基站天线连接口测量的前向CDMA信道的总发送功率谱密度。

    I.,: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测量的前向CDMA信道的接收功率谱密度。

    N,:移动台天线连接口的有效噪声功率谱密度之比。

    Nt':移动台天线连接口的有效噪声功率谱密度。
    OCNS E,";OCNS的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

OCNS E,

  I.,   :u七助rant川11311 WJ-rt;
Paging- Chip- Bit:每寻呼信道比特的

:OCNS的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与总发射功率谱密度之比。

PN码片数目，等于128 V。当数据速率为9600bit/s时，V等于1;

当数据速率为4800bit/。时，V等于20

Paging E,':寻呼信道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

Paging E。二‘、，。，，。。‘、，，。、二，，卜‘。、二、*，***，『
二兰Io}三   '寻呼信道每PN码片的平均发送能量与总发送功率谱密度之比。
Pilot E,:导引信道每PN片的平均能量。

Pilot to
6.2)0

Pilot E,

    Im

:导引信道每 PN片的平均能量与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处总接收功率谱密度之比。(见

:导引信道每PN片的平均发射能量与总发射功率谱密度之比。

Power Control Ec

      Im

Cync _ Chip

:功率控制子信道每PN码片的平均发送能量与发送功率谱密度之比。

_ Bit:每同步信道比特的PN码片数目，等于1024

Cync E,:同步信道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

表示复数共NR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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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黔 :同步信道上每PN码片的平均发送能量与总发送功率谱密度之比。
    Traffic一 Chip_ Bit:每业务信道比特的PN码片数目，对于速率集1，等于128 V;对于速率集2，为

85.33.... V。当数据速率为14400bit/s或96006it/s时，V等于1;当数据速率为7200bit/s或4800bit/s
时，V等于2;当数据速率为3600bit/s或2400bit/s时，V等于4;当数据速率为18006it/s或1200bit/s

时，V等于80

    Traffic E.:前向业务信道每PN码片的平均能量。假定功率控制子信道用于9600bit/s或14400bit/s数

据速率的相同功率电平进行发送，下列方程应适用:

  对于速率集1, Traffic E。二击 x(每PN码片的总前向业务信道能量)，式中，对于*t/s,
4800bit/s,3600bit/s,

    对于速率集 2,

24(刀bids戚

Traffic E,=

或1200bit/s的业务数据速率，V分别等于1,2,4,80

二23
乙」 + v

x(每 PN码片的总前向业务信道能量)，式中，对于14400bit/s,

7200bids,3600bit/s或18006it/s的业务数据速率，V分别等于1,2,4,8。总前向业务信道由业务数据和功

率控制子信道组成。

Traffic E,、，_，。。、二、、、 ___一 .，，一 ，。，、、、、 。二、，，、二书二、‘~ ，一 ，卜

一.1石 ’90 F-I业分信追母YIN "FǸJ'Y"j=J302imm=7.C"T7ffyJJlllamfalGCGo
4.1.5.3 数值信息定义

    ACTION _ TIME 激活时间

    BROADCAST - DONE 广播完成

    CDMA_FREQ CDMA 信道的频率指配

    CLASS-0-DONE 0级完成

    CLASS _1_DONE  1级完成

    FREQ _ INCLU 频率指配指示

    INIT_ PWR 接人信道的初始功率偏值

    MUN_STEP 接人试探数

    MAX _RSP_SEQ 用于接人信道响应的接人试探序列的最大数值

    MAX - SLOT- CYCLE- INDEX 当前基站允许的最大时隙周期指数

    MORE-PAGES 跟随多时隙寻呼指数

    NOM一PWP 标称发射功率偏值
    NUM - STEP单个接人试探序列中的接人序列值

    NGHRR_MAX_AGE 相邻导频集最大AGE值

    NGFIBR一PN 相邻导频伪随机序列偏值

    NGHBR_CONFING 相邻配置

    N2m移动台在打开发射机之前，连续收到前向业务信道的坏帧数

    Nt1o, CDMA至CDMA硬切换时，移动台在关掉发射机后，在重新打开发射机前连续收到前向业务信

          道的好帧数

    PILOT- PN 导引信号PN序列偏值指数

    PILOT- INCS 导引信号PN序列偏量

    PAG_1 移动台接收的经CRC校验的寻呼信道消息数

    PAG_2 移动台接收的未经CRC校验的寻呼信道消息数

    PAG_3 移动台接收的明确发给移动台的寻呼信道消息数或记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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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_4 移动台接收的寻呼信道半帧数

PAG_7 移动台空闲切换次数

    PWR_ STEP 连续接人试探的功率增量，每一步进单位为0.5dB

    PWR_THRESH _ENABLE 门限报告模式指示

    PWR_ PERIOD- ENABLE 定期报告模式指示

    PWR_COMB_IND 功率控制符号合成指示

    REG_PILL〕登记周期

    SLOT _CYCLE _INDEX 时隙周期指数

    SRCH _ WIN _ A 有效导频集和候选导频集搜索窗口大小

    SRCH _ WIN _ N 相邻导频集搜索窗口大小

    SRCH _ WIN _ R 剩余导频集搜索窗口大小

    T _ ADD 导引信号检测门限

    T _ DROP 导引信号去掉门限

    T_COMP 激活导引信号与候选导引信号比较门限

    T _ TDROP 去掉导引门限定时器值

      TMSI _ DONE

    几。 前项业务信道衰落定时器极限值，即5s

    几h 在作废一个试呼前收到一个有效寻呼信道消息的最长时长，值为is.

    T61.执行一个包括用不同基站和一个新频率指配硬切换所需的最长时长，值为0.08s.

    USE _ TIME 使用动作时间指示

4.1.6  CDMA方程

    下列方程表明在不同条件下各测试参数之间的关系。

4.1.6.1 基站的发送功率

Pilot E,  Sync E,  Paging E,  Traffic E,.  Power Control E,

万u +   I..丫十一7丁一   +一      I,厂 十一一 I�,一一十
OCNS E,

Io,

在本标准规定的测试中，通常使用下列数值:

黔 二一7 dB
Sync E,Io,=一，。dB
Paging E.I�,二一12 dB

， 。.一 ____，_ 、。，一二_ ，_.., Traffic E

R此仕”6UtlbiVsWIlr迷* r ,31H朱一瓦厂 =一16 dB,
Power Control凡

      I， 一
一26.41 dB

OCNS E,

    IM
二一1.64 dB

_。二 ____. 、‘，，、二一_Traffic E-

16 Aq仕‘Ll1UbiUs致垢迟举r -,}, =一16 dB,

则Power Control E,I_ =一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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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NS E,

                                          Ior 一

4.1.6.2 不在切换中的移动台的接收信号强度

一1.75 dB

Pilot E,.

一劲
 
 
 
 

--
及
一10

 
 
lot 
 
R

4.1.6.2.1 单路径情况

Sync E,

。 Eboyno N,=
Sync Chip

_ E

Yagiog硕=

PagingE,
  I., __Paging一Chip_ Bit

入 I+
        I，

_ __ E.,
Trattic -子二

        tVt

TrafficE,

  I.,
x Traffic _ Chip _ Bit

!-h*
4.1.6.2.2 二路径情况

    根据信道模拟器配置1和2(见4.12.4.1.1节).这两个路径具有相同的平均功率。

_ __ E卜  TrafficE
Traffic 二—

        1vr     I- x Traffic _ Chip一Bit-击
                                  下尸 十 .万

                          I_    L

4.1.6.2.3 三路径情况

    根据信道模拟器配置4(见4.12.4.1.1节)，前两个路径具有相同的平均功率，第三个路径具有第一路

径一半的平均功率。

                              r 鱼

、·Eb  TraBicE,Traffic N, = I,.. x‘一Chip一Bit x卜x犷
                              l  1}十

          1

        5
~丁 十 —

3   2}   4

了 I�,十了
4.1.6.3 在双 向切换 中的移动 台的接收信号强度

    根据信道模拟器配置2(见4.12.4.1.1节)，它用于双向切换中的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有来自每个小

区的两条路径之和，从每个小区所收到的功率为I.,
                                                              PilotE�

PilotEI�9(每个导引信道)二
I-

T +2
3
一2、·Kb=  TrafficTraffic N =    I,鱼   x Traffic_ Chip一”it x I-
                                        I o,
十粤

    艺

一般情况下，如果从小区1和小区2收到的功率分别为I-,和1-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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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Pilot E, 1I.,I=   I }}Ie +Ioa+1
Pilot Ia 2 =粼

4.1.7 容差

4.1.7.1模拟系统容差
    4.2节和4.3节中的各呼叫处理定时器和各呼叫处理定时值的容差为上10%。除非另有规定，其它参

数的容差仅供参考。

4.1.7.2  CDMA数字系统参数容差
    CDMA系统参数在YDNO92-1998标准(LS-95-A标准)中作了规定。除非明确规定容差，在本标准中

应以4.9节和4.10节中指出的各参数值为准。

4.1.7.3 测量容差

    测量容差，包括测量设备的容差定为土10%。除非另有规定，

    少彩级值应在规定值的0.1dB容差范围内，瓜的值应在所规定值的士5dB容差范围内。

4.2 模拟接收机

    接收机测试应在发射机功率无任何衰减情况下进行，除非另有其它规定。

4.2.1频率要求
4.2.1.1 频率范围

    移动台接收机应能工作在表1所示的25MHz频段上。双工接收信道按与发送信道一对一的方式进

行指配，每一信道以所示的频率为中心。

4.2.2 解调要求

4.2.2.1 调制类型

    接收机应能检测出频率调制信号，该调制信号对于话音信号的峰值检波的峰值频偏为士12kHz(最大

值);对监测音(SAT)为士2kHz(标称值);对信令音(ST)和lOkb/，宽带信令数据为士8kHz(标称值)。模拟

(仿真)话音信号和监测音同时产生的峰值频偏为士14kHz(标称值)。

4.2.2.2 话音信号的解调

    接收机基带的输出电路应具有音频信号的去加重、滤波和扩展。另外，应包括在非活动状态期间静音

输出的规定中。

4.2.2.2.1 电声频率响应

4.2.2.2.1.1 定义

    音频响应表示与接收机音频输出的一致程度，接收机的音频输出经过6dB/倍频程去加重和300-

300011z的通带响应之后，该通带响应在指定连续频率范围内具有固定频偏。

4.2.2.2.1.2 测量方法

    关闭扩展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其标称负载，并且不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向接收
机天线的输人端提供峰值频偏为士2.9kHz的1004Hz音频及频偏为士2.OkHz的6000Hz SA7，已调的BF信

号，信号电平为一50dBm。保持峰值频偏为t 2.9kHz的音频调制，但从240一6000Hz改变其调制频率，在输
出端测量音频输出。

4.2.2.2.1.3 指标

    (1)对于用手持或导线的接收机，在400一2400Hz的频率范围内音频响应偏离标准的6dB/倍频程的

去加重曲线数值应不超过+1 -- - 3dB范围;在300 - 400Hz及2400一3000Hz的频率范围内应不超过+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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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6dB范围。

    (2)对于用扬声器的接收机，在《10一2400Hz的频率范围内，音频响应偏离标准的6dB/倍频程的去加

重曲线数值应不超过+2-一8dB范围;在300一400Hz及2401)一3000th的频率范围内应不超过+2-

一11dB范围。

    (3)对于用扬声器、手持机及导线的接收机，音频响应的斜率在低于240Hz时至少应为24dB/倍频程

(正)，在高于3800Hz时至少应为36dB/倍频程(负)。

    (4)设计与特定装置(如选择信号装置)一起工作的接收机，其音频响应应充分保证该特定装置的正
常工作。

4.2.2.2.2 静音

4.2.2.2.2.1 定义

    当要求移动台控制设备防止用户听到不必要或无用噪声时，应使接收机音频输出静默。静默不应将

瞬态变化引入音频信号。

4.2.2.2.2.2 测量方法

    开启扩展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称负载，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向接收机天线的
输人端提供峰值频偏为士Skf 的1004Hz音频和频偏为士2.OkHz的6000HzSAT调制的RF信号，信号电平

为一50dBm。设置频率为蜂窝接收频段中心频率附近信道的一个频率，并且将移动台设置为相同的信道。
开启语音通道并测量音频输出电平，随后开启音频静默电路，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瞬态变化，然后测量音频

输 出电平。

4.2.2.2.2.3 指标

    当音频静默功能开启时，1004th的音频电平应被静默至少40dBo

    当音频电路静默或不静默时，开关瞬态变化应不超过1004Hz单音输出峰值的25%。另外，开关转换

瞬间应不超过25mso
4.2.2.2.3 扩展器

4.2.2.2.3.1 定义

    接收机应含有扩展器，该扩展器在其它的解调信号处理(包括6dB/倍频程去加重及滤波器)之后。扩

展器1dB的输人电平变化时应提供2dB的标称输出电平变化。扩展器的标称基准输人电平是以1004Ha

音频调制的峰值频偏为士2.9kf 的已调载频信号电平。

4.2.2.2.3.2 测量方法

    开启扩展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称负载，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为测量扩展器
的工作范围，向接收机天线输入端提供一个一50dBm的RF信号。RF信号由1004Hz单音以士2.9kHz的峰

值频偏进行调制，该电平为基准OdB输人电平，以dB表示的相对输人电平为201g(kf峰值频偏/2.9)。在
OdB基准输人电平下测输出电平，该电平为OdB输出电平。增大BF信号频偏为土9.8kf ( + 10.6dB的相

对输人电平)，当输人电平以不大于1dB的步长减小到峰值频偏为士258Hz( - 21dB的相对输人电平)时，

测量相对应于每一输入电平的输出电平。

    为测量扩展器的启动时间，将 BF信号调整到峰值频偏为士2.9kHz。以6dB步长(开关时间应小于

0.lms)将提供给BF信号发生器的音频电平增大，同时用示波器监视接收机音频输出包络。在音频达到

其最后稳态值的0.57倍时所需的时间定为启动时间。

    为测量扩展器的恢复时间，以6dB步长(开关时间应小于0.lms)将提供给RF信号发生器的音频电平

减至原有的电平数值，同时用示波器监视接收机音频输出包络。在音频减小至其最后稳态值的1.5倍时

所需的时间定为恢复时间。

4.2.2.2.3.3 指标

    当图形显示时(x轴是相对输人电平，单位为dB; Y轴是相对输出电平，单位为dB)输人输出的值应不
落到沿理想直线的容差带外。理想直线是通过(OdB,OdB)基准点的相对 1dB输人有2dB输出的正斜率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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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对于输人电平大于()dB的输出电平容差带为士1dB，对于输人电平小于OdB的输出容差带为土20o

扩展器的启动时间为3士0.6ms，恢复时间为13.5士2.7mso

4.2.2.2.4 哼声和噪声

4.2.2.2.4.1 定义

    哼声和噪声是指接收机残余音频输出与正常音频输出的比。

4.2.2.2.4.2 测量方法

    关闭扩展器及测音发生电路(若有必要)。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称负载，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
器进行测量。加权网络是用于使许多信号发生器呈现的电源引线频率和低频话筒(麦克风)的调制功率最

小。向接收机天线输人端提供一个一50dBn】的BF信号，该BF信号是由1004Hz单音以t 8kHz的峰值频

偏(无SAT)进行调制的。发射机应工作在无衰减的功率下(MAC = 000)，并且在整个接收机的测试中以

1100Hz单音调制峰值频偏为士8kHzo

    记录有1004Hz调制时的接收机输出指示器的读数及无调制时的读数。哼声和噪声是以dB表示的无

调制情况下的音频输出与1004Hz调制情况下的音频输出之比。

4.2.2.2.4.3 指标

    接收机哼声和噪声的电平至少比1004Hz调制的峰值频偏为士8kHz的一50dBm RF已调信号的音频输

出电平低32dBo

4.2.2.2.5 音频谐波失真
4.2.2.2.5.1 定义

    音频谐波失真通常表示为二次和高次谐波分量之和的均方根值(RMS)与接收机输出端的全部信号的

RMS值之比的百分数来表示，总的信号是向接收机提供规定的输人信号而产生的输出信号。

4.2.2.2.5.2 测量方法

    开启扩展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准负载，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向接收机天线
的输人端提供峰值频偏为士8kHz的1004Hz音频及频偏为土2.OkHz的60001z的SAT调制的RF已调信

号，信号电平为一50dBm。在接收机输出端应测量1004Hz单音信号的电平。然后用具有35dB衰减的陷波
器将1004Hz单音滤除，在接收机输出端应测量1004Hz单音所产生的谐波成份的RMS值。失真表示为

1004Hz单音所产生的谐波成份的RMS值与所测量的1004Hz单音电平之比的百分数。

4.2.2.2.5.3 指标

    在正常音频输出时谐波失真应不大于5%.

4.2.2.2.6 接收音频频率响应

4.2.2.2.6.1 定义

    接收音频频率响应是作为频率函数的接收机电声输出与送到基准基站的电信号输人之比，基准基站

是满足is一97一A话音处理要求的标准基站。

4.2.2.2.6.2 测量方法

    接收音频频率响应根据IEEE标准269一1992进程采用“优选”连续频谱(模拟话音)信号进行测量。
另一种替代方式，如采用加权扫频测量方法。应对所测量的结果加以适当矫正，以确保这种替换方式精确

地反映采用连续谱所测量的结果。

4.2.2.2.6.3 指标

    见PN一3290(LS一125)中4.2.1.1.3节“对直接序列扩频数字蜂窝系统业务选择I建议的最低性能标
准”。

4.2.2.2.7接收音频灵敏度
4.2.2.2.7.1 定义

    接收音频灵敏度是作为接收客观响度评定值(ROLR)的接收机电声输出与送到基准基站的电信号输
人之比，该基准基站应满足is一97一A话音处理要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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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7.2 测量方法

    接收音频灵敏度应根据EEFE标准269一1992进程采用“优选”连续频谱(模拟话音)信号进行测量。

另一种替代方式，如采用加权扫频信号。应对所测量的结果加以适当的矫正，以确保这种测量方式精确地

反映采用连续谱所测量的结果。

4.2.2.2.7.3 指标

    在移动台的音量控制范围的中点』OLB具有标称值+51dB，容限为十46dB - + 56dBo
4.2.2.3数据和控制信号的解调

    接收机的基带输出电路应提供lOkb/s宽带信令数据和监测音(SAT)信号。

4.2.2.3.1 曼彻斯特解码

    对曼彻斯特编码宽带数据流应解码为NRZ格式，并恢复其比特和字节同步。由基站进行的曼彻斯特
编码和载波调制及移动台对其进行接收的信号与4.3.3.3.1节中移动台发射机所描述相同。通过测量比

特差错率以确定数据被正确接收。所述的测量方法和指标见4.2.3.5节。
4.2.2.3.2 监测音(SAT)解码

4.2.2.3.2.1 定义SA7，检测电路应能确定正在接收的5970Hz,6000Hz或6030Hz SAT频率，并向发射机的
SAT发送电路提供所收到的频率。

4.2.2.3.2.2 测量方法

    开启扩展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准负载，并在中心频段附近的信道上向接收机天线的输人端提

供峰值频偏为士8kHz的1004Hz单音调制的RF信号，信号电平为一50dBm。调整RF信号电平使信纳比达

到12dB(C-message加权)，接着将RF信号电平增大3dB。去除1004Hz调制但在此后保持这一基准电平。
提供3个SAT频率(5970,6000或60301z)中的一个以士2.OkHz峰值频偏调制RF信号。去除SAT调制但
在此后保持这一基准电平。再以其基准电平提供1004Hz调制;再以其基准电平提供SAT调制。测量该电

路正确地解码所收到SAT并传送给SAT发送电路所用的时间。接着去除SAT调制并测量该电路，报告
SAT由于衰落而丢失所用的时间。对另外两个SAT频率重复测试。

4.2.2.3.2.3 指标

    在使用3个SAT频率中的任何一个测试时，SA7，的检测电路应能在250ms内对收到的SAT正确解码

并提供给SAT发送电路。在去除3个SA7，频率中的任何一个测试时，SA7，检测电路应能在250ms内报告

SAT由于衰落引起的丢失。

4.2.3 接收机性能

4.2.3.1 接收灵敏度

4.2.3.1.1 定义

    接收灵敏度是指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得到12dB信纳比(采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时，其输人端以
1kHz调制的频偏为士8kHz的RF信号电平。
4.2.3.1.2 测量方法

    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一标准负载，开启扩展器，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向接收机天
线的输人端提供峰值频偏为土8kf的1004Hz单音调制的RF信号，信号电平为一50dBm。在接收机音频
输出端连接含有1004Hz陷波器的输出负载失真仪。减小输人的RF信号电平直至信纳比为12dB。将在

这点输人的RF信号电平定义为接收机灵敏度。

    首先通过测量音频信号及其噪声和失真信号的总和，然后用1004Hz陷波器滤除音频信号再测噪声和

失真信号。将提供信号+噪声十失真测量电平与噪声+失真测量电平之比为12dB的输人RF信号电平

定义为接收机的12dB信纳比灵敏度。

4.2.3.1.3 指标

    在指配给移动台的所有信道灵敏度应优于一116dBm。这一要求基于所用收发信机的RF天线系统的

标称天线增益，该标称天线增益是比半波偶极子天线增益(2.5dB天线增益，小于 1.5dB馈线损耗)高1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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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方向增益。另外，当接收机带天线工作时，满足 12dB或更高SINAD灵敏度要求的RF场强值与接

收机输人电平值的等效关系如下:

接收机输人 天线处BF场强

dB. .W/c., 尸、7m

一116 1.3x 10- 7

一113 2.6 x 10-" 10

4.2.3.2 相邻信道和相隔信道选择性

4.2.3.2.1 定义

    接收机相邻信道选择性是指在高于指配信道一个信道(30kHz)或在低于指配信道一个信道(30kHz)上

存在第二个已调输人频率时，接收机在其指配的信道上接收已调制输人信号的能力的量度。

    接收机间隔信道选择性是指在高于指配信道两个信道(60kHz)或在低于指配信道两个信道(60kHz)上

存在第二个已调输人频率时，接收机在其指配的信道上接收调制输人信号的能力的量度。

4.2.3.2.2 测量方法

    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标准负载，关闭扩展器，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
    a) 通过合适的匹配网络将两个RF信号发生器以等同藕合方式连接到接收机天线输人端。将第一

个RF信号发生器调整为指配的信道频率，并以1004Hz音频调制，峰值频偏为土8kf。将第二个信号发生

器关闭。调整第一RF信号发生器电平使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得到12dB信纳比。记录这一RF信号电平

作为基准灵敏度，然后将第一RF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增加3dBo
    b)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置为高于指配信道频率的相邻(30kHz)或相间(60kf)信道频率，并以400Hz

音频调制，峰值频偏为*8kHz，调整第二RF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使第一RF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纳比

降低到12dB。记录RF信号电平。

    c)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置为低于指配信道频率的相邻(30kf)或相间(60kHz)信道频率，并重复步

骤b).

    d)以dB方式计算步骤b)和。)中非期望信号与步骤a)中基准电平之比。对相邻信道和相同信道非

期望输人信号的每种情况，所对应的这些比值中的较小比值是对非期望信号的最小选择性。

4.2.3.2.3 指标

    最小相邻信道选择性为16dB。最小间隔信道选择性为60dBo

4.2.3.3 互调杂散响应抑制度

4.2.3.3.1 定义

    当存在两个未调制的干扰信号，这两个信号与指配信道频率之间以及这两个信号频率之间相距一定

间隔，使得在接收机的非线性器件引起这两个干扰信号第n阶混频，产生与指配信道频率相同的第三个频

率。接收机互调杂散响应抑制度是对当存在这种干扰时接收机在其指配的信道上接收已调输人RF信号

能力的量度。

4.2.3.3.2 测量方法

    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其标准负载，关闭扩展器，使用C-message力a权滤波器进行测量。通过合适的
匹配网络将3个RF信号发生器以等同祸合方式连接到接收机天线输人端。以1004Hz音频调制第一RF

信号发生器，峰值频偏为士8kHz，第二和第三RF信号发生器不调制。

    关闭第二和第三 RF信号发生器，将第一 RF信号发生器设置在指配的输人 RF信号频率上，如

4.2.3.1.2节一样调节电平使接收机输出端得到12dB信纳比。记录这一电平作为基准灵敏度。增大第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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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使之比基准灵敏度高3dBo

    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设置为比指配信道频率高60kHz的频率，将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

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高120kHz的频率。打开第二和第三RF信号发生器，使它们的电平保持相同，同步

增加这两个信号发生器的电平使第一RF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纳比等于12dB。微调两个干扰RF信号发

生器的频率使产生最大干扰信号，再调节其电平使第一RF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纳比减小到12dB。记录

干扰信号发生器的电平。

    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低60kHz的频率，将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

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低 120kHz的频率，重复以上测试。

    以dB表示的第二和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电平与第一个RF信号发生器的基准灵敏度的比值的小者

即为窄频率间隔互调杂散响应抑制度。

    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高330kHz的频率，将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频
率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高660kf 的频率。打开第二和第三RF信号发生器，使它们的电平保持相同，同

步增加这两个信号发生器的电平使第一RF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纳比等于12dB。微调两个干扰RF信号

发生器的频率使产生最大干扰信号，再调节电平使第一RF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纳比降低到12dB。记录

干扰信号发生器的电平。

    将第二RF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低330kHz的频率，将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频

率调整为比指配信道频率低660kHz的频率，重复以上测试。

    以dB表示的第二和第三RF信号发生器的电平与第一RF信号发生器的基准灵敏度的比值的小者即

为宽频率间隔互调杂散响应抑制度。

4.2.3.3.3 指标

    对于1,2和3级移动台窄频率间隔互调杂散响应抑制至少为65dB。对于2和3级移动台宽频频率间

隔互调响应抑制至少为70dB，对于1级移动台宽频互调响应抑制至少为73dB。当2和3级移动台与附件

一同使用而定为1级移动台时不需满足73dB的指标。

4.2.3.4 杂散响应干扰抑制度

4.2.3.4.1 定义

    接收机杂散响应干扰抑制度是对接收机区别指配频率上的输人信号与其响应的其它频率上的非期望

信号的能力的量度。

4.2.3.4.2 测量方法

    接收机音频输出端终接其标准负载，关闭扩展器，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进行测量。通过合适的
匹配网络将两个RF信号发生器以等同藕合方式连接到接收机天线输人端。

    将一RF信号发生器关闭，将另一个(期望)RF信号发生器调整为指配的信道频率并以1004Hz音频调

制，峰值频偏为士8kHz。调整其电平使在接收机音频输出端得到12dB信纳比。记录此电平作为期望输人

RF信号源基准电平，接着将这个RF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增加3dB。保持其频率和电平。

    打开另一个(非期望)RF信号发生器，设置一个高电平(例如:至少比期望输人 RF信号源的电平高

80dB)。以400Hz音频调制非期望信号，峰值频偏为士8kf。非期望信号的频率从最低的中频频率或最低

的本振频率中的低者开始连续变化到至少2600MHz，记录所有的响应。

    在每个记录频率点，调整非期望信号的电平使期望信号在接收机输出端得到12dB信纳比，记录非期

望信号电平。

    杂散响应抑制就是非期望RF信号电平与期望输人RF信号基准电平的比值，以dB表示。

4.2.3.4.3 指标

    对于与指配输人信号频率偏差60kHz或更大的各非期望信号，杂散响应干扰抑制度应至少为6000

4.2.3.5 比特差错率(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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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5.1 足 义

    比特差错率是在一定的观测周期期间接收的差错比特数与接收的总比特数的比值。

4.2.3.5.2 测量方法

    比特差错率应在平均IF载波噪声比(CNR)为0 - 30dB范围内，以速度为32km/hr模拟瑞利衰落的条

件下进行测量。RF信号发生器经过瑞利衰落模拟器(信号源)连接到接收机的天线输人端以提供不相关

的衰落信号。RF信号发生器应当用来自比特差错率测量设备的数据进行调制，该数据采用与移动台发射
机数据调制通路(lOkbit/s)所用电路相同的电路进行编码和滤波。收到的数据应在解码为不归零NRZ格

式之后进行监视。设置RF信号发生器的峰值频偏为士8kHz，在调整RF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给出所要求
的CNR之后，进行至少30s的差错率测试。应在最大CNR增量为5dB的各点进行读数，即使用差错率测
量设备生产厂商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读数。

4.2.3.5.3 指标

    数据接收机在各 CNR上的实际比特差错率性能应不超出表4各数据测试点所定义的曲线，平均

CNR(dB)=1O1gCNR，比特差错率=2/(CNR+4)o

表4 比特差错率性能

平均 CNRLdBI

    (x轴)

比特差错率

  (y轴)

0 0.400

5 0.279

10 0.143

15 0.0560

20 0.0192

25 0.00623

30 0.00199

4.2.4传导性杂散发射
4.2.4.1 定义

    传导性杂散发射是在接收机内产生并放大的，在接收机天线口出现的传导杂散输出信号。

4.2.4.2 测量方法

    将具有标称NO输人阻抗的选频电压表(或其它相适应的测试设备)连接到接收机天线口，在从接收

机中所使用的最低中频频率或最低本振频率中的较低频率到至少2600MHz的范围内进行调谐。测量期

间关闭发射机。

4.2.4.3 指标

    接收机天线口的杂散输出信号在50。负载上电压应不超过1000网(或等效的输出功率为一47dBm)o

    落人移动台天线口接收频段内的杂散输出信号在50a负载上电压应不超过22.4四(或等效的输出功
率为一80dBm) a

    落人移动台天线口发射频段内的杂散输出信号在500负载上电压应不超过224浏(或等效的输出功
率为一60dBm) 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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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辐射性杂散发射

4.2.5.1 定义

    辐射性杂散发射是在接收机内产生并放大的，由天线或接至接收机的电源、控制和音频导线辐射出的

杂散信号。

4.2.5.2 测量方法

    在第5章所规定的测量方法应用于测量接收机的辐射性杂散发射。

4.2.5.3 指标

    当用第5章的方法测量时，来自接收机辐射性杂散功率电平不超过表5中的电平。

表5 最大允许辐射性杂散发射

频率范围 最大允许 EIRP

25 - 70Mlla 一45dBm

70 - 130MHz 一41dBm

130 - 174MAz 一41一一32dBm"

174 - 260MRz 一32dBm

260 - 470MAz 一32~一26dBm"

470 - 1000MHa 一21dBm

开对数频率标度上的线性插值

4.2.6 接收信号强度指不(RSSI)

4.2.6.1 定义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应向逻辑处理电路提供一个作为接收RF信号强度的函数的信号。
4.2.6.2 测量方法

    向接收机天线输人端提供一个RF信号。从接收机灵敏度(见4.2.3.1节)到至少60dB的范围变化

RF信号强度，记录信号强度和每个测试点的RSSI信号。
4.2.6.3 指标

    随着所接收的RF信号强度从不高于接收灵敏度(见4.2.3.1节)lOdB的点开始，RSSI信号应单调增

加。RSSI的动态范围应至少为60dBa RSSI的分辨率应为5dB或更小。

4.3 模拟发射机

4.3.1 频率要求

4.3.1.1 频率范围

    移动台的发射机应能在表1所示的整个25MHz频段内工作，双工发射信道应按照接收信道一对一指

配 。

4.3.1.2 频率稳定度

4.3.1.2.1 定义

    频率稳定度是发射机保持指配的载波频率的能力。

4.3.1.2.2 测量方法

    频率稳定度应使用具有4.6.6.1节中所规定的准确度的设备通过对发射机RF输出抽样和测量其频

率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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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3 指标

    移动台的载波频率应保持在任一指配信道频率的土2.5pPM以内。这一允差应在E认标准温度范围
-30℃一+60℃内保持，或若发射机可以自动禁止工作在最小规定温度范围之外，则也可以在较小温度范

围保持其频率稳定度。在任何情况下，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当供电电压在标称电压的士15%范围内变化

时，所要求的频率稳定度都应保持不变。

4.3.1.3 载频开关时间

4.3.1.3.1 定义

    发射机载频开关时间是指，在使用发射机键控信号后产生功率输出所需的建立时间和在消除键控信

号后消除载频功率输出所需的关断时间。应当指出发射机键控信号是使发射机从待机状态变为发射状态

和从发射状态变为待机状态所必需的最终信号。

4.3.1.3.2 测量方法

    载频开关时间应用具有50ps或更小的时间常数的峰值载频检波器进行测量。建立时间是当载频开
启时发射机载频包络达到其最终值的MB以内所需的时间。消除时间是当载频关断时发射机载频包络从

其全功率衰减到一60dB以下所需的时间。

4.3.1.3.3 指标

    从发射机开启进人最终功率的3dB以内所需的建立时间要求应不超过2ms，发射机从全功率降至到

一60dB所要求的恢复时间应不超过2mso

4.3.1.4 信道开关时间

4.3.1.4.1 定义

    信道开关时间是从启动开关信道命令后载波频率达到其最终频率值的1kHz以内所用的时间。

4.3.1.4.2 测量方法

    将发射机连接到测试接收机，并且将接收机的鉴频器直接祸合到示波器。而后将发射机的开关命令

信号连接到示波器的触发电路上。测量到达最终频率l kllz以内的时间段。

4.3.1.4.3 指标

    当发射机频率在任意两个信道间切换时，其开关切换时间应不超过40m。在信道开关切换期间发射

机应对载频去激活，输出功率电平应不超过一60dBmo

4.3.2  BF输出功率要求

4.3.2.1  RF功率输出

    移动台的平均有效辐射功率(ERP)如表6所示。生产厂商应提供移动台所用天线系统的净增益或损

耗，以便能够在发射机输出端直接测量与所需ERP相关的功率。在任何呼叫的开始移动台指示的移动台
级别 由系统认定并在整个 呼叫中保持 。

表6 移动台标称功率电平

  移动台功率级

的标称ERP[dBwl，

移动台功率电平

    (PL)

移动衰减码

  (MAC)
I n III

0 仪幻 6 2 一2

1 001 2 2 一2

2 010 一2 一2 一2

3 011 一6 一6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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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4 loo 一10 一 10 一10

5 101 一14 一14 一 14

6 110 一18 一 18 一 18

7         一} 一22 一22 一} 一22
，对于0级功率，以 W表示的标称 ERI，值为:

移动台功率级 功率电平

I + 6dBW(4.OW )

II +2dBW(1.6W)

III 一2dBW(0.6W)

    上述所示的各输出功率应保持在标称值的+2/ - 4dB范围内。

4.3.2.1.1 定义

    发射机额定输出功率是指发射机接至标准负载电路时在其输出端的有用功率。
4.3.2.1.2 测量方法

    发射机载频功率输出应在未调制条件下进行测量。发射机载频功率输出可以在终接其标准负载阻抗

的条件下用热量计、损耗线和电压表，或用RF功率计等方法进行测量。所使用确定功率输出的测量设备
应适于测量相应的功率，其功率准确度应在第6章所要求的范围内。
4.3.2.1.3 指标

    发射机应能满足表6中所规定的8级不同的功率电平要求。模拟发射机应工作在移动台I'll和III

功率级。

4.3.2.2  BF功率过渡时间

4.3.2.2.1 定义

    RF功率过渡时间是当移动台从一个BF输出功率电平改变到另一个电平所用的时间。

4.3.2.2.2 测量方法

    BF功率过渡时间用具有501}s或更小的时间常数的峰值载频检波器进行测量。过渡时间是当载频在
两个功率电平之间转换时发射机载频包络达到其最终值的MB以内所需的时间。
4.3.2.2.3 指标

    RF功率过渡时间按4.3.2.1节所允许的容差在表6的任意两个功率电平之间转换所需的时间应不超

过 20m.

4.3.2.3 载频开启状态

4.3.2.3.1 定义

    载频开启状态是一个控制发射机RF功率输出的信号。
4.3.2.3.2 测量方法

    将发射机的输出与标准的输出负载和频谱分析仪相连接，该频谱分析仪能够在一60dBm到所要求输
出的范围内读数。

4.3.2.3.3 指标

    当在载频开启状态时，发射机RF功率输出应处于4.3.2.1节表6中相对于移动衰减码(MAC)的列表

电平。当在载频关断状态时，发射机RF功率输出应不超过一60dBmo

4.3.2.4 防止虚假传送

4.3.2.4.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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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射机应具有一个独立于发射机主开关控制电路的保护电路，使元部件故障所引起的虚假发送最小。

  当发射机在关断状态时，移动台应继续监视其发射功率检测电路，如果发送功率被检测到，移动台应与关

断发送部分的装置配合工作。

4.3.3 调制要求

4.3.3.1 调制类型和调制稳定度

4.3.3.1.1 定义

    发射机应能产生频率调制的RF信号，对于话音其峰值频偏为t 12kHz;对于宽带数据其峰值频偏为

  士8kf(标称值);对于监测音(SAT)其峰值频偏为士2kHz，话音和SA7同时产生的峰值频偏为士14kHz,调
制稳定度是发射机保持固定频偏的能力。

4.3.3.1.2 测量方法

    为侧量话音调制稳定度，发射机应以固定幅度的1004Hz单音进行调制，其幅度电平产生t 8kHz的峰

  值频偏(不加SAT但开启压缩器);为测量宽带数据或ST的调制稳定度，发射机应以宽带数据或ST进行调
  制，标准峰值频偏为土8kf;为测量SA7，的调制稳定度，发射机应以3个SA7，频率的每一个频率依次进行

调制，标准峰值频偏为士12kHzo

    然后将发射机的输出藕合到频偏测量仪或标准测试接收机，采用750},s的去加重，开启扩展器，不使
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见4.6.6.1.3)进行测量。按上述各种调制条件，在频段的中心频率附近的信道
和信道991和799上测量其频偏，测试时，应将发射机处于第4.4节描述的环境测试条件下。

4.3.3.1.3 指标

    在各种环境下，所有信道上的峰值频偏应在第4.3.3.1.2节中所规定值的士10%以内。
4.3.3.2 话音调制

    在调制器之前应有下列4个音频处理级(按顺序列出):

    — 压缩器

    — 预加重装置

    — 频偏限制器

    — 频偏限制器后的滤波器

    为了在数字和模拟工作时话音频率响应的兼容性，建议将话音处理等效的内部或外部数字编译码话
音滤波器加在压缩器的输人端。

4.3.3.2.1 压缩器

4.3.3.2.1.1 定义

    发射机应在其话音处理通路包含一个压缩器，该压缩器应具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在该范围内对于2dB
的输人电平变化应提供保持1dB的输出电平变化。压缩器的标称基准输人电平是以1004Hz调制的峰值

频偏为t 2.9kf 的已调发送载频。

4.3.3.2.1.2 测量方法

    为了测量压缩器的工作范围，开启压缩器，将发射机输出端连接到一个频偏仪，使用C-message加权滤
波器。给发射机音频输人端提供一个 1004Hz单音信号，其电平产生t 2.9kHz的峰值频偏，这两个电平分

别为输人和输出的OdB基准电平。以dB表示的相对输出电平为2018(峰值频偏(kHz)/2.9kHz)。增大输
人单音电平直至发射机峰值频偏刚刚开始受到限制。记录输人电压电平。将输人电压电平以不大于2dB

的步长减小，测量每一输人电压电平相对应的输出电平，直至相对输人电压为一30dB为止。

    为测量压缩器的启动时间，将RF信号以1004Hz测试单音调制到其峰值频偏为士2.9kHao BF信号发

生器的音频电平增大12dB，同时用示波器监视频偏仪输出。当发射机频偏由开始到最后稳定值的1.5倍

时所需时间为启动时间。

    为测量压缩器的恢复时间，将BF信号发生器输出的音频电平调整到比原有士2.9kHa频偏的电平减

小12dB，同时用示波器监视频偏仪输出。当发射机频偏由开始到最后稳定值的0.75倍时所需的时间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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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时间。

4.3.3.2.1.3 指标

    所测得的输人/输出值(、轴是相对输人电平，单位为dB; y轴是相对输出电平，单位为dB)不能落在容
差带外。理想的曲线应是通过(0,0)参考点的具有相对2dB输入1dB输出的正斜率。对于输人电平大于

OdB的输出电平允差为士0.5dB，对于输人电平小于OdB的输出允差为土1dB。压缩器的启动时间为3士

0.6ms，恢复时间为13.5士2.7mso

4.3.3.2.2 发射机音频频率响应

4.3.3.2.2.1 定义

    发射机电气音频频率响应定义为发射机在规定的音频频率范围内 (该规定范围之外应符合所要求的
带宽受限条件)与跟随6dB/倍频程预加重特性的频率偏移的接近程度，当计算 dB时，频偏按电压对

待。

4.3.3.2.2.2 测量方法

    使发射机工作在关断压缩器条件，其输出端接到频偏仪或标准测试接收机，该接收机无7501}s去加
重，扩展器关闭并且不使用C-message滤波器(见4.6.6.3节)。在发射机的外部音频输人端提供正弦信
号，调制频率在300一3000Hz之间变化，观察保持输出为t 2.9kHz系统频偏所需要的输人电平。

    将输人频率调至1004Hz,输人电平调至比产生土8kHz峰值频偏所需电平高20dB的电平。记下频偏

仪或标准测试接收机所测量的输出电平。将此电平作为参考OdB输出电平，将调制频率从3000一30000Hz
变化，观察保持固定音频输人时音频输出的变化。

4.3.3.2.2.3 指标

    从300 - 30001a，音频响应变化应不超过以1004Hz为基准电平的6dB/倍频程预加重特性的+1-

一3dB(从2500一3000Hz以6dB/倍频程的滚落除外)。在3000一30000Hz之间的音频响应不超过表7中所
规定的响应特性。

表7 发射机电声音频频率响应

频带〔11al 相对，300112的衰减仁dBl

3000}-f< 5900 钓吨10(f3000)

5900 <f< 6100 35

6100, f,15000 40吨10(f3000)

15000 < f,30000 28

4.3.3.2.3 调制频偏限制

4.3.3.2.3.1 定义

    调制限制是指发射机电路防止发射机产生的频偏超过额定系统频偏的能力。

4.3.3.2.3.2 测量方法

    发射机应设置为靠频段中心频率的信道，并用生产厂商所提供的过程和指令调整为额定系统频偏。

在开启压缩器，关闭SAT信号的条件下，调整1004Hz的音频输人使达到t 8kHz峰值频偏。一步增大音频

输人电平20dB(在10%和90%电平点间的上升时间最大应为0.1s)，应观测增加过程中及增加后的瞬时峰
值频偏及稳定状态频偏。

    在保待20dB恒定电平的条件下，将频率从300一3000Hz变化，观测其频偏。在信道991和799上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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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测试。而后在第4.4节中所述的环境条件下重复以上测试。

4.3.3.2.3.3 指标

    在第4.4节所述的环境测试条件下，当在任何信道上工作时，任何音频频率在合理地改变其输人电平

下，产生的瞬时峰值频偏及稳定状态频偏均不应超过系统量大峰值频偏的士12kf。该要求不含监测音

(SAT)和lOkb/s宽带数据信号。

4.3.3.2.4 话音通路静默
4.3.3.2.4.1 定义

    在宽带数据发送期间应具备在逻辑电路控制下的音频静默。

4.3.3.2.4.2 测量方法

    在标准测试条件下，开启压缩器，并以10041z单音调制，其电平调整到土Sklh峰值频偏。在使用C-

message加权滤波器的条件下监测发射机载频的解调电平。
    开启话音通路静默电路，并测量1004Hz测试单音的衰减值。

4.3.3.2.4.3 指标

    话音通路静默电路应能够使解调电平至少减小40dBo
4.3.3.2.5 发送音频频率响应

4.3.3.2.5.1 定义

    发送音频响应是指作为频率函数的基准基站电信号输出与移动台麦克风声音输人之比，该基准基站

是满足is一97-A语音处理要求的标准基站。

4.3.3.2.5.2 测量方法

    发射音频响应是根据IEEE标准269一1992的程序应用“优选”连续频谱(模拟语音)信号进行测量。

另一种替代方式，如采用加权扫频测量方法。应对所测量的结果加以适当校正，以确保这种替换方式精确

地反映采用连续谱所测量的结果。

4.3.3.2.5.3 指标

    见PN一3290(IS一125)中4.2.1.1.3节“对直接序列扩频数字蜂窝系统业务选项I建议的最低性能标
准”。

4.3.3.2.‘ 发送音频灵敏度

4.3.3.2.6.1 定义

    发送音频灵敏度是指作为发送客观响度评定值(TOI.R)的基准基站电输出信号与移动台麦克风声音

输人信号比，该基准基站是满足is一97-A语音处理要求的标准基站。

4.3.3.2.6.2 测量方法

    TOI.R根据IEEE标准269一1992的程序采用“优选”连续频谱(模拟语音)信号进行测量。另一种替代
方式，如采用加权扫频测量方法。应对所测量的结果加以适当校正，以确保这种替换方式精确地反映采用

连续谱所测量的结果。

4.3.3.2.6.3 指标

    TOLR可以为一46dB标称值，容量范围为一38一51dBo
4.3.3.3 宽带数据

4.3.3.3.1 定义

    宽带数据是用于蜂窝系统信令和控制的lOkb/s曼彻斯特编码数据。(曼彻斯特编码通过将每个NRZ

(非归零)二元码，"1”变换为“0"至，"1”的过渡，将每个NRZ二元码“0"变换为“1”至“0"的过渡来实现。)宽带

数据流应以直接的二元移频键控(FSK)调制发射机载频。输人调制器的“1"(高电平)对应高于载频SkHz

的峰值频偏，输人调制器的“0"(低电平)对应低于载频8kHz的峰值频偏。

    宽带数据用于寻呼信道和接人信道，同样用于在语音信道上的“帧”业务和切换以及其它移动台控制

功能。当宽带数据以lOkb/，发送时所有其它至发射机的调制源应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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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2 侧量万法

    发射机工作在宽带数据开启状态，用频偏仪测量频偏。

4.3.3.3.3 指标

    频偏应为士8kHz的峰值频偏，其容差为士10%.

4.3.3.4监测音(SAT)
4.3.3.4.1 定义

    监测音是一种话音带外单音。指配为3个频率，即5970Hz,6000Hz和6030Hz。一个SAT频率通过基
站加到话音信道。移动台应检测出这一信号并用滤波或收到或SAT重新产生的调制发送的语音信道。

移动台发送的SAT信号在反向的语音信道发送宽带数据时应中止，但当在发送信令音(ST)时不中止。

4.3.3.4.2 测量方法

    应将收发信机连接到测试接收机和能够产生SAT调制的信号发生器，应测量收发信机的相位误差和

调制 电平。

4.3.3.4.3 指标

    每一转发SAT的峰值频偏应为士2kHz士0.2kHz。在5970Hz,6000Hz和6030Hz上转发SAT可以有相

应于收到SAT的任何平均相位，但该相位应保持在士10,之内。

4.3.3.5信令音(ST)
4.3.3.5.1 定义

    信令音是由移动台产生并发送给基站的10kf单音。

4.3.3.5.2 测量方法

    开启收发信机中的信令音发生器。将发射机输出端连接到标准测试接收机上，该测试接收机不含

750Ns去加重，不采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见6.6.3)，并且关闭扩展器，测量信令音的频率和载频的频
偏。

4.3.3.5.3 指标

    信令音的频率应为10kf土1Ha。信令音产生的载波标称峰值为士8kHz士0.8kHzo

4.3.3.6  FM哼声和噪声
4.3.3.6.1 定义

    FM哼声和噪声电平是在测试接收机上测量的残余频率调制与测试调制之比。

4.3.3.6.2 测量方法

    a)开启压缩器，以峰值频偏为土8kHz的1004Hz单音，以6000Hz SAT测试音和峰值频偏为士2kHz调

制发射机。用标准测试接收机监视发射机输出，开启750p.s去加重和扩展器，并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
器(见4.6.6.3)。从测试接收机上读取并记录音频输出电平。

    b)去除发射机调制，并用额定输人负载终接其输人端。从测试接收机上读取并记录音频输出电平。

    c)以dB表示的FM哼声和噪声电平为2018 {【步骤a)中的调制状态下的音频输出电平〕/〔步骤b)中
非调制状态下的音频输出电平」}。

4.3.3.6.3 指标

    FM哼声和噪声电平应至少比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测量的频偏士8kHz的1 kHz单音电平低32dBo

4.3.3.7 残余调幅(AM)
4.3.3.7.1 定义

    残余调幅是指从发射机载频中检出的峰值AC电压与DC电压之比。

4.3.3.7.2 测量方法

    用接至发射机输出端的线性峰值载频响应AM检测器测量 AM哼声和噪声电平。读取检测器负载电

阻上的DC电压和AC分量的峰值电压。在测量过程中压缩器开启，同时以1004Hz单音调制，使峰值频偏

达到士8kf。残余调幅是从发射机载频中检测出的峰值AC电压与DC电压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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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7.3 指标

    残余AM应不超过载频电压的5%。

4.3.3.8 调制失真和噪声

4.3.3.8.1 定义

    调制失真和噪声是指在发射机中，由音频和RF电路的音频失真所产生的解调载波音频RMS噪声的

电平。

4.3.3.8.2 测量方法

    按照每个生产厂商提供的步骤和指令调整发射机额定频偏。开启压缩器，将1004Hz测试单音调整到

按生产厂商规定的电平送人发射机，并将调制灵敏度设为能达到土8kf的峰值频偏。应将具有750Ns去
加重，开启扩展器并使用C-message加权滤波器(见4.6.6.3节)的标准测试接收机调谐到载波频率，并用
以测量发射机调制失真。

4.3.3.8.3 指标

    调制失真和噪声应不超过5%。

4.3.4 杂散发射限制

4.3.4.1 频谱噪声抑制一宽带

4.3.4.1.1 定义

    频谱噪声抑制是指在已调制条件下，对发射机中的所有非期望噪声源在与载波分离的离散频率上所

产生的边带能量的抑制。

4.3.4.1.2 测量方法

    发射机频谱应采用频谱分析仪或按第46节规定的高选择性接收机进行测量。对于混合语音和监测

音(SAT)的测量，发射机应关闭其压缩器，以高出产生士8kHz峰值频偏 1004Hz所要求电平13.5dB的

25001z正弦信号进行调制(比产生最大频偏士12kHz的50%所要求电平高 16dB)，并应以峰值频偏为

士2kf的6000Hz SAT频率调制，对于混合SAT和信令音(ST)的测量，发射机应以士2kHz峰值频偏的

6000Hz监测音和士8kHz峰值频偏的lOkHz ST频率调制，对于宽带数据的要求，发射机应以士8kHz峰值频

偏的伪随机lOkb/s数据模式调制。

4.3.4.1.3 指标

    发射机已调载频的平均杂散发射功率应低于未调载频的平均功率，具体要求如下:

    a)对于各种调制:在以任何偏离载频20.45kf(包括45kf)的频率为中心的300Hz带内，至少为
一26dB(。

    b)对于语音(例如4.3.4.1.2节中规定的2500Hz信号)和SA7，调制:在以任何偏离载频45kHz以上的

频率为中心的300Hz带内，至少为63十10[1g(以W表示的平均输出功率)I dB.
    c)对于宽带数据(无SAT)和ST(含SAT)的调制:在以任何频率为中心的300Hz带内:

    - 45一60kf(含60kf )，至少为一45dBc;

    — 60一90kf(含90kHz)，至少为一65dBc;

    - 90kHz至第一个载频倍数的频率，至少为63十10[lg(以w表示的平均输出功率)]dB.
    在869 - 894MHz中任何频率为中心的30kf带内，发射机已调载频的杂散发射平均功率应不超过

一80dBmo

4.3.4.2 谐波和杂散发射(传导性)一离散

4.3.4.2.1 定义

    传导性谐波和杂散发射是在天线端口发射机工作频段带外的杂散发射。减小这些杂散发射的电平不

影响发送信息的质量。

4.3.4.2.2 测量方法

    发射机应以混合语音和监测音(SAT)信号或宽带数据信号交替地进行调制。对于混合语音和监测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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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的测量，发射机应关断其压缩器，以高出产生土8kHz峰值频偏的l000Hz所要求电平13.5dB的
2500Hz正弦信号调制(高出产生士12kf 最大频偏50%所要求电平16dB)并应以峰值频偏为土2kIlz的

6000Hz进行调制。对于宽带数据的测量，发射机应以士Skf峰值频偏的伪随机IOkb/s数据模式调制。

应在从设备能产生的最低射频到载频的第十个谐波频率的范围内进行测量，其中载频上下75kHz范围内

的频率除外。应使用频谱分析仪或第4.6节规定的高选择性接收机测量载频电平和各种传导性杂散发射

频率电平。

4.3.4.2.3 指标

    传导性杂散发射应至少低于载波频率电平43+10[以以W表示的平均输出功率)]dBo

4.3.4.3 谐波和杂散发射(辐射性)一离散

4.3.4.3.1 定义

    辐射性谐波和杂散发射是在足以保证移动台所期望的信息传输质量的前提下当移动台终接非辐射性

负载时在占用频段以外的频率上的杂散发射。减小这些杂散发射的电平不影响发送信息的质量。

4.3.4.3.2 测量方法

    应使用第4.5节描述的标准辐射测试场地和测量过程。

4.3.4.3.3 指标

    辐射性杂散发射应至少低于最大载波频率电平43 + 10 [ Ig(以W表示的平均输出功率)]dB。采用
3OkHz分辨带宽测量时，在869一894MHz的移动台接收频段内任何辐射杂散发射的平均功率电平应不超

过 一80dBmo

4.4 模拟方式的环境要求

4.4.1 温度和电源电压

4.4.1.1 定义

    温度及电压的范围是指使移动台能正常工作并满足标准要求的环境温度及电源输人电压的范围。环

境温度是指移动台周围大气的平均温度。电源电压是指加到移动台输人端的电压。生产厂商应规定移动

台设备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和电源电压范围。为了给厂商提供一种使移动台符合所推荐的最低标准的温

度范围的便利方法，表8规定了以字母命名的温度范围。温度标志C和D与目前IS - 95-A不相一致，仅

作为在将来考虑。

表8 温度标志及范围

标志 范围

A -40℃ 一十70̀C

B -30℃ 一十60℃

C 一209C ~+ 509C

D 0℃ 一+4590

4.4.1.2 侧量方法

    移动台应按正常的配置进行安装(即按正常安装结构进行完整装配)，并放在温度箱中。温度箱的温

度应稳定在生产厂商规定的最高工作温度，移动台应按照第4.6节所规定的占空时间和在生产厂商所规

定的输人电源电压范围或标称电压的士10%的容差大的电压上进行工作。在移动台工作时，温度应保持

在规定的测试温度上，并且在温度箱中不应有强制的循环气流直接加到移动台。

    在整个占用期间，应按第4.3节的规定测量载频稳定度和发射机输出功率。在占用时间的最后一分

钟，应按第4.3节的规定测量调制稳定度、频偏限制、1M哼声和噪声、调制失真和噪声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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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台关机，使温度箱中的移动台稳定在室温条件下，并重复以上测量。

    移动台关机，使温度箱中的移动台稳定在生产厂商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条件下，并重复上述测量。

    对于发射机频率稳定度的测量，在一30℃一+60℃的范围内每隔10℃重复以上测试。在每一步频率

测量之前应使设备保持稳定。如果生产厂商采用当温度降低到规定范围以外自动禁止射频发送电路时，

则整个温度范围可以减小到比一30℃一十印℃小的范围。测量应仍按在极限温度范围内每10℃进行。

4.4.1.3 指标

    在第4.6.2节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移动台设备应能满足本标准的所有性能要求。在生产厂商规定的

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的范围内移动台应符合下列容限。

参数 容限 参照章节

接收机灵敏度 一113dBm(最小) 4.2.3.1.3

发射机频偏稳定度 士15% 最大) 4.3.3.1.3

4.4.2 高湿度

4.4.2.1 定义

    高湿度是指移动台按规定性能正常工作时所处的相对湿度。

4.4.2.2 测量方法

    移动台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正常工作之后，应将未工作的移动台放人湿度箱中，湿度箱中的湿度应保持

在相对湿度为40%,温度为50T(即在50℃干空气，含水量为0.024/gm)，放置时间不得少于8h。随后测
试移动台的功率输出、哼声和噪声电平、载波频率稳定度、调制稳定度和音频输出稳定度。在该项测试中

不允许重新调整移动台。

    移动合关机，使温度箱中的移动台在标准环境条件下稳定6g。重复上述测量。
4.4.2.3 指标

    移动台设备在第4.6.2节所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性能要求。在高湿度条件下

移动台的工作应符合容限:

参数 容限 参照章节

接收机灵敏度 一113dBm(最小) 4.23 1.3

发射机频偏稳定度 土15%(最大) 4.3.3.1.3

4.4.3 振动稳足性

4.4.3.1 定义

    振动稳定性是指移动台在振动期间和振动之后能保持规定的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的能力。

4.4.3.2 测量方法

    应在3个相互垂直的方向顺序地给移动台施加正弦振动，该正弦振动为1.5g的重力加速度，扫频范
围为5一500Hz,频率变化速度为0.1倍频程/s，在单调升频扫频后，进行单调降频扫频。

4.4.3.3 指标

    移动台在经以上振动试验之后应能符合标准的性能要求。移动台应能在振动过程中保持呼叫，并且

在低于l00Hz频率的振动中能满足发射和接收音频哼声和噪声要求(见4.2.2.2.4和4.3.3.6节)。
4.4.4 冲击稳定性

4.4.4.1 定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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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稳定性是指移动台在受冲击之后能保持其规定的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的能力。

4.4.4.2 测量方法

    移动台应在3个相互垂直的方向的正、反向各经受3次试验台冲击，总共18次冲击。在所有情况下，

移动台应以其正常装配的硬件固定在试验台上。每次冲击应为半个正弦波，时间为7一Ilms，至少20g的
重力峰值加速度。

4.4.4.3 指标

    移动台在经受以上冲击试验后，移动台应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所有性能要求，并没有任何机械损伤。

4.5 辐射性杂散发射测量

    本节所描述的测量和校准过程将提供辐射性和传导性信号测量。所要求测量过程的详细描述已在

ANSI C63.4一1992中给出。

4.5.1 辐射测试场地

    测试场地应是具有均匀电特性的地平面。测试场地应无架空线和其它金属物，并且尽可能无干扰信

号，如点火噪声和其它载波。防雨棚及电源电缆等反射物也应放置在测试场地以外。测试场地是长轴为

60m短轴为52m的椭圆形30m测试场，或者测试场地是长轴为6m短轴为5.2m的椭圆形3m测试场。被

测设备应放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而测量天线放在另一个焦点上。如果有要求，测试场地应有掩扩物以保
护设备和人员。所有构造均采用木质、塑料或其它非金属物。所有与测试场地内设置相连的电源、电话和

控制电缆应埋于地下至少0. 3m.

    测试应提供一个基本上高出地面的可以遥控的旋转台，在旋转台上应设置一个高1.2m的平台以固

定测试设备。测试设备所用的任何电源和控制电缆应伸到旋转台下，多余的布线应盘绕在旋转台上。

    如果被测设备安装在机架中并且难以取出放置在旋转平台上，在这种情况下，则考虑被测设备安装

在它的机架中，生产厂商可以将该机架直接放置在旋转台上。若测试具有外部天线连接的发射机时，则

这个发射机的RF输出应终接放置在旋转平台上的非辐射性负载。非辐射性负载是用来代替天线以避免

其它无线用户的干扰。至此负载的RF电缆长度应尽可能短。在开始测试前发射机应调整到额定输出

值。

    为实现对非期望辐射信号的测量，应根据联邦规则法典 (CFR)标题47，部分15中的B的规定，

辐射测试场地须符合CFR标题47, 2.948, 1993年版本所要求的ANSI C63.4一1992 (5.4.6一5.5节)的

规定要求。

4.5.2 测试天线

    对于窄带偶极子可调测试天线，其长度应针对每个测量频率进行调整，并且可以由设备提供的标准规

则来确定。

    测试天线应安装在一个可移动的水平非金属杆上，此水平非金属杆可在木质或其它非金属垂直杆上

上下移动。连接测试天线的电缆应与天线成直角。电缆至少有3m，或穿过或沿着水平杆远离被测设备的

方向。测试天线电缆可以从水平杆的末端(与垂直杆相连的一端)引至地面连接场强测量设备。

    测试天线应能够相对水平杆的末端被旋转900，以使垂直和水平极化使信号都能够测量，测试天线应
与天线成直角时也能测量。应将电缆至少制成3m，或穿过或沿着水平杆，远离被测量设备的方位。因此，

为了与场强测量设备连接可以将测试天线电缆从水平杆的末端垂至地面。

    测试天线应能够相对水平杆的末端被旋转900，以使垂直和水平极化石信号都能够测量。当垂直安装

的天线长度不允许水平杆低至规定的最小探测范围时，调整水平杆的最小高度，使天线的末端与地面之间

的距离为0.3m.

4.5.3 场强测量

    应将场强仪连接到测试天线。场强仪对测量在所要求的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来讲应具有足够的灵敏度

和选择性，以便在所要求的频率范围内测量比任何参考此项测量过程的文件、标准和规定中的额定电平至

少低lOdB的电平。应经常校准测量仪器(场强仪、天线等)以确保它们的准确度合乎当前的标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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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

4.5.4测量的频率范围
    当测量发射设备的辐射信号时，测量频率范围应从测试设备所产生的最低射频(但不低于25MHz)到

该载频的第十次谐波，但靠近载频带等于许可带宽的士250%的范围除外。
    当测量接收设备的辐射信号时，测量频率范围应从25MHz到至少6GHza

4.5.5 测试范围

4.5.5.1  30m场测试范围
    对辐射信号的测量应在距旋转平台30m处进行。测试天线在水平和垂直极化方向上都应能够在1 --

4m之间升降。
    可以将场强测量仪放置在一个合适的桌子或三角架上。当测量接收机的辐射性杂散发射时，含有自

身接收天线的设备应带着天线进行测试;经由电缆与外部接收天线相连的设备应不带天线进行测试，被测

设备的接收口上终接50W非辐射性负载。

4.5.5.2  3m场测试范围

    倘若满足以下3种条件，对辐射信号的测量便可在距旋转平台3m处进行，即:
    a)使用带有测量天线覆盖至少长轴为6m短轴至少为5.2m的椭圆区域的接地屏蔽场地，测试天线和

旋转平台应放置在与短轴等距的长轴上并相距3m.

    b)设备的最大尺寸应不超过3m。当测量接收机的辐射信号时，若接收机与天线为一个整体，最大尺

寸应包括天线的尺寸。

    c)场强测量设备应放置在测试场地水平面以下或在距测试天线和被测设备足够远的地方，以防测量

数据的恶化。
    在水平和垂直极化的方向上测试天线应能在1一4m之间升降。当测试天线处于垂直极化状态时测

试天线中心的最小高度应由测试天线最小长度的一半定义。

    当测量接收机的辐射性杂散发射时，含有自身接收天线的设备应带着天线进行测试;经由电缆与外部

接收天线相连的设备应不带天线进行测试，被测设备的接收端口上终接50W非辐射性负载。如果 30m

(或其它距离)测试场地受限制，则可采用3m测试场地，但应提供以下条件之一:

    a)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校准两点之间的地面反射;

    b)规定在辐射限制中加人5dB的校正因子，以反映平均地面反射。
    辐射场强 (V/m)随不同的测试距离变化而不同，因此对相同的EIRP(有效全向同性辐射功率)

在3m场测量的结果除10近似等于在30m场测量的结果。以V/m单位表示的30m场强用EIRP换算的公

式如下:

                              PV/m@30m二5773.5 x IOMP('Bm)no
4.5.‘ 辐射信号测量过程

    应按下列过程在30m或3m范围上测量具有有效电平的辐射信号:
    a)对于每个检测到的辐射信号，升降水平极化测试天线可在场强仪上得到一个信号的最大电平。接

着旋转平台同样找出最大值。反复升降测试天线同时旋转平台直至找出信号的最大值，记录此值。

    b)对于每个检测到的辐射信号，用垂直极化测试天线重复步骤a) o

    c)移开被测设备，用半波天线代替。半波天线的中心应大约是被测设备的中心。
    d)代替被测设备的半波天线通过非辐射性电缆与信号发生器相连。半波天线为水平极化，信号发生

器调至检测到的辐射信号的频率，升降测试天线使得在场强仪上得到最大读数。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

电平直至在场强仪上得到的信号电平同以前相同条件下记录的最大值相同。记录信号发生器的功率输

出。

    e)将两个天线设为垂直极化并重复步骤d).
    f)通过以下方法计算在基准的全向同性天线处的功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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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先通过信号发生器与半波天线之间的电缆损耗减小步骤d)和e)中的读数;

    2)接着通过基准的全向同性天线获得半波天线的正确增益。通过校正后的数值即为测量杂散信号

等效的有效全向同性辐射功率(EIRP) o

    B)对检测到的所有来自被测设备的信号重复步骤a)一P) o
4.6  FDMA模拟方式标准测试条件

4.6.1 标准设备

4.6.1.1基本设备
    根据生产厂商提供的操作方式说明安装设备和进行必要的调整。当有两种模式可以交替使用时，应

根据有关的说明书安装和调整。并对每种工作方式应进行一个完整的测量。

4.6.1.2 相关设备

    若被测设备在正常工作中需要使用相关设备，则移动台的设备中应包括相关设备。对于移动台来讲，

其相关设备可以含有电源、手柄、叉簧、充电器、控制电缆、电池电缆等隽。

4.6.2 标准环境测试条件
    应在下列各条件的任意组合下进行标准大气条件的测量:

    — 温度:+巧℃一十3590

    — 相对湿度:45%一75%

    — 大气压:86一106kPa

    如有必要，测量结果可通过计算标准的基准温度(2590)和标准的基准大气压101.3kPa来校正。进行

这种校正的过程可在含有标准双向陆地一移动台设备的测试方法的EIA文件中查到。

4.6.3 主电源的标准条件
4.6.3.1 一般条件

    标准测试电压应是生产厂商规定的测试电压或与推荐电源相同的电压、阻抗和安时(与测量有关)等

效类型的电源。

4.6.3.2 蓄电池组标准DC测试电压

    由生产厂商规定的标准(或标称)DC测试电压应等于该类蓄电池标准测试电压乘以电池数减DC电

缆平均损耗电压值，该平均损耗电压值应是生产厂商指定的典型值。由于蓄电池组可能处于正在充电或

未充电状态，甚至当设备正在工作时，实际处于放电状态，所以生产厂商还应在高于和低于标准电压的极
端条件下测试该设备。在对同一设备的一个测试部分所进行的一系列测量期间，测试电压不应偏离上述
规定值的士2%的范围。

4.6.3.3标准AC电压和频率
    对使用AC电源工作的设备，标准AC测试电压应等于生产厂商规定的标称电压。若设备具有不同的

输人抽头开关，应使用特定的标称值。标准测试频率和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不应大于其标称数值的
士2% 0

    输人电压在土10%范围内变化的情况下，设备应正常工作而不产生性能降级，当输人电平在士巧%范

围内的变化时，设备应保持所规定的发射机频率稳定度。设备工作的频率范围应由生产厂商规定。

    ，:生产厂商可以选定其电池电缆的色码方案。对于那些希望与当前提供的大多数电池电缆色码方案相兼容的厂商，

下列建议可以作为指南:

    电池+:红色

    电池一:黑色

    触发传感器:绿色

    附件:其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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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RF藕合器
    对于具有整装天线的移动台，生产厂商应提供一个已校准的RF藕合装置以便为标准测试设备提供

连接。

4.6.5 待定

4.6.6标准测试设备
4.6.6.1一般设备

    所使用的设备由生产厂商自行决定。所用的测试设备都应经过校准。对下列各参数的测量，应采用

至少具有所述最低规定准确度的测试仪表。

    a)射频频率:士0.Ippm
    b) RF发射机功率:士0.2dB

    c)音频频率:+0.01%
    d)音频功率:士1 %a(满功率标度)

    e)音频噪声和失真:士1dB

    f)时间段测量:士I%

4.6.6.2 标准测试信号源

    标准测试信号源应包含一个符合下列要求的测试设备配置:

    a)信号源在应用的射频范围内可调谐。

    b)应能按YDN 092-1998标准(TIA/EIA/IS一95一A)中的描述用模拟和信令数据进行FM调制。

    c)应具有1OHz的频率分辨率。
    d)应具有。.1dB的幅度分辨率。

    e)应保持士0.25ppm的频率稳定度。
    #)应具有满足要求的噪声性能以进行相邻和选择信道的测量。

4.6.6.3 标准测试接收机

    标准测试接收机应包含一个符合下列最低要求的测试设备配置:
    a)接收机应在应用的射频范围内可调谐。并具有5012标准输人阻抗。
    b)应能以土5%或更好的准确度测量载频土15kHz范围内的正负峰值频偏值。

    c)接收机内应包含可开关的去加重网络，该网络的音频响应在50一6000Hz(从210 - 6000Hz,6dB/倍
频程)频率范围内不应偏离750。去加重特性的土1dB范围。该滤波器用于发射机哼声和噪声的测量。

    d)接收机内应包含可开关的2;1扩展器(对于1dB输人变化有2dB的输出变化)。

    e)标准3dB的音频通带应是从50Hz到至少15000Hz，并且在300一3000Hz内响应偏差不应超过

士0.5dB范围。
    0信号处理所引起的失真应不超过1%ao

    9)固有哼声和噪声应至少比用标准调制、C-message加权的信号电平低50dB.
    h)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接收机应正确终接，并且在需要时插人C-message加权滤波器。

    i)应能处理以lOkb/s速率发送的宽带数据。

    J)应能按，IA/ELVIS 一95一A中的描述解调模拟信号。
    k)应能够解调36dB范围内的信号。

    1)频偏测量在50Hz - l00kHz频率范围为士1计数读数的准确度应为士1%0

4.6.6.4 频谱分析仪或测量接收机

    频谱分析仪或选频电压表应具备以下特性:

    a)应能够测量频率相差1000Hz以及电平相差60dB(准确度为士2dB或更好)的两个信号中的每一个。

    b)动态范围应至少有700a

    c)应能以士1dB或更好的准确度测量各输人信号分量的相对电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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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标准占空因数

    移动台设备的工作时间可分为连续和间断。

4.6.7.1 连续

    发射机应能够以满额定功率连续地工作24h(一个周期)。在24h期间和以后，该设备应正常工作并满

足所有规定的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各种性能参数。

4.6.7.2 间断

    间断占空因数是指这种业务的生产厂商所推荐的常规负载的满负荷(最大发射机输出功率)情况下，
以lomin工作和30min待机为一个循环;8h为一个周期进行工作的占空因数。当试图连续占用工作时，该

设备应工作在所有特定的发射机和接收机性能参数上。否则设备将会自行关闭。

4.7  FDMA模拟协议的一致性测试方法

    待定。

4.8  FDMA模拟方式的选项

    下列参数为选择项，但若选取时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4.8.1 双音多频(DTMF)信号

    双音多频信号应按移动台逻辑电路的要求产生。

4.8.1.1 频率分量特性

    这些规范适用于DTMF侧音和DTMF发送信号。

4.8.1.1.1 标称信号频率

    每个DTMF信号应包含两个正弦信号，一个为来取自3个高频率信号(1209,1336,1477Hz)组，另一个
为取自4个低频率信号(697,770,852,941Hz)。每两个特定频率组合与每个控制键标识相对应的配置由表

9中给出。

表9  DTMF频率

键标 指配频率(Hz)

1 697 1209

2 人BC 697 1336

3 DEF 697 1477

4 GI口 770 1209

5 JSL 770 1336

6 MN0 刀 O 1477

7 PR5 852 1209

8 TUV 852 1336

9 WX、 852 1477

关 941 1209

0 OPER 941 1336

# 941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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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1.2 频率稳定度

    高频组和低频组中的7个音频频率应在其标称值的士1.5%以内。

4.8.1.2  DTMF侧音
    应将DTMF钡明音信号反馈到接收音频线，因此每频率对的DTMF功率电平比产生士2.9kf 载频峰值

频偏的1004Hz单音的功率电平高2.2dB土MB，出现在接收音频线上的任何话音或噪声能量应在相同的终

端负载下同时衰减至少40dBo
4.8.1.3  DTMF信号的发送

    当要求移动设备在端到端信令方式的话音信道上发送DTMF信号时，在收发信机处相应的数字信息

是可用的，并且若需要时应被存储，直至自动发出为止。

4.8.1.3.1 发送的脉冲特性
    用BF载波的峰值弧度偏移来规定所有的信号电平。在输人处应直接将DTMF信号送人调制器。若

使用等幅DTMF信号的频率调制器，则应预加重DTMF信号，以产生恒定的峰值弧度偏移。

    a)稳态DTMF信号电平。低频率组中频率的峰值弧度偏移应是2.84“一4.50士10%.高频率组中频

率的峰值弧度偏移应是4.5'1 10%。高频率组中频率的信号电平应总是等于或超过低频率组中频率的信

号电平最多4dBo
    b)外来频率分量。对于每种稳态DTMF信号，由外来频率产生的峰值弧度偏移应不大于该频率对峰

值弧度偏移的30%.

    c)传输时段。“通”时间表示信号脉冲的全部持续时间，并且定义为每一个频率的峰值弧度偏移在

0.3弧度以上达时间。传输时段是脉冲上升时间，脉冲宽度和脉冲下降时间的总和。

    d)脉冲上升时间。在从第一个频率超过0.3峰值弧度偏移时刻的5ms内，任一DTMF信号的两个频

率的每一个应至少达到满峰值弧度偏移的90%.
    e)脉冲宽度。整个DTMF脉冲应以不小于90ms的脉冲宽度进行传送，其中任何两频率信号的稳定部

分的宽度定义为满峰值弧度偏移的90%或以上。由于任何键按下的持续时间都大于90ms,DTMF可以连

续发送。

    f)脉冲下降时间。下降时间定义为DTMF信号的两个频率的峰值弧度偏移从第一个频率下降为低于

满峰值弧度偏移的90%的时刻降低为0.30满峰值弧度偏移时刻所需的时间。脉冲下降时间应不大于

5mso

    g)瞬态响应。应将在传输时段期间产生的任何瞬态变化限制在该时段前5ms，并且不应超过士12kHz

峰值频偏范围。

    h)数字间隔时段。这一“断”时间表示信号脉冲之间的时段，并将这一时段定义为该频率对中至少一

个频率的峰值弧度偏移低于0.30的时间。拨号数字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为60mso

    i)话音/噪声抑制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包含传输时段加上紧随其所需的时间后的65士5ms时间

段。在话音/噪声抑制时段期间应连续地衰减在发射机输人端出现的任何话音或噪声能量。所加的衰减

应至少40dBo

4.8.1.3.2  DTMF信号的自动传送
    DTMF信号的自动传送应在发送的脉冲特性满足4.8.1.1节和4.8.1.3.1节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当用户按下初始键时，对应的DTMF信号的传输应按照有效按键的识别立即开始。若在话音/噪声抑

制时段的末尾用户没有接着按压其它键，则应中止DTMF传输，而当最终按下接踵的第二键时应重复上述

过程。对于这种“标准”拨号情况，数字之间的时间变成大于印ms，并且以用户的人工拨号速度控制。只

要用户接连按键之间的时间大于键反弹时段加上话音/噪声抑制时段的总和，这种标准的传送方式便连续

进行 。

    当用户以非常快的速度拨号致使接连按键之间的时间小于键反弹时段加上话音/噪声抑制时段，则应

存储相应的数字信息直到有足够的时间让脉冲传送出去为止。对于这种“快”拨号情况，相应于初始按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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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输同样应按照有效按键的识别立即开始，但在有存储数据的数字拨号键的情况下，应把数字间的时间
固定为65土5ms。发送的信号脉冲的数目应等于用户按键的数目;DTMF顺序应代表用户人工拨号数字的

顺序。在最后所得到的固定脉冲序列的传输期间，在脉冲序列的持续时间应连续不断地施加4.8.1.3.1

节的话音/噪声衰减。在用户的拨号速度从快到标准变化情况下，这种“固定”传输方式和标准方式之间的

转换应当发生。

    当自动发送来自预先存储的一个号码时，使用与当用户以非常快的速度拨号时相同的定时。

4.8.1.4    DT'MF泄漏

    在没有话音/噪声(见4.8.1.3.1节)的情况下，由于DTMF泄漏引起的峰值偏移应不超过0.03kfo

4.9  CDMA数字接收机

4.9.1 频率要求
    双模移动台的CDMA信道号数、频率和命名在4.1.4.1节中作了规定。在信道号数1013一1023,1-

311,356- 644,689一694和739-777中，所有移动台应支持CDMA工作方式。目前我国CDMA工作频段和
信道配置应参照DYN 092-1998标准中4.1.1.1节的规定。

4.9.2 捕获要求
4.9.2.1 系统捕获

    待定

4.9.2.2 非时隙(连续)方式的空闲状态的切换
    对于能够工作在非时隙方式并处于空闲状态的移动台，应进行该项测试。

4.9.2.2.1 定义

    当移动台处于空闲状态时，移动台在当前分配的CDMA指配频率上搜索最强的导引信道信号。当它

检测到一个比当前所监测的导引信道信号还要足够强的导引信道信号时，移动台便产生一个空闲状态的
切换。

    测试1 验证移动台不会因在两个导引信道之间频繁地进行交替空闲切换，致使移动台不能通过检
查所执行的空闲切换数目和寻呼信道消息差错率 (MER)的方法接收任何前向CDMA信道上的寻呼消

息 。

    测试2 验证每当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在一秒以上周期所测量的邻集导引的E}/I超过激活集(正在

使用)导引的E,II, 3dB时，移动台便进行一次空闲切换。这是通过检查所执行的空闲切换数目和寻呼信
道MER的方法实现的。

4.9.2.2.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AWGP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道具

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1，并称作信道 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 P2，并称

作信道20

    (2)将信道1和信道2的寻呼信道数据速率设置为4800bit/so

    (3)在两基站的主寻呼信道上连续地发送同步消息分组中的5个总体。overhead)消息。消息内容应是

4.12.5.2节所规定的内容。应当指出，导引PN偏移指数P1在基站2的邻集消息表中列出;导引PN偏移

指数P2在基站1的邻集消息表中列出。

    (4)按表10和图2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5)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检索参数PAG_1,PAG_2,PAG_4和PAG_7，而后

结束呼叫。
    (6)紧接结束呼叫之后，重复测试至少10次(20个导引E}/lo跃变)。
    (7)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检索参数PAG_1,PAG_2,PAG_4和PAG_7，而后

结束呼叫。
    (8)按表10和图3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5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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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信道 I 导引信号EcMo}10

诬颐外}3dB}rICa}2
          100

                图 2

(EE

100 时间 (ms)

非时隙方式的空闲切换(测试1)

上
导 引信号

Ec/Io=-13dB

(巫2 全3dB全
时间 (s)

  图3 非时隙方式的空闲切换(测试2)

表10 非时隙方式的空闲切换的测试参数

测试 1 侧试 2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信道 1 信道2

2澎I_ dB
S1为 3

S2为 0

S1为 0

S2为 3

  S1为 3

S2为 一16.7

  S1为0

S2为一4.7

Pilot EE,IQ dB 一7 一7 一7 一7

Paging E.
    了，

dB 一12 一12 一12 一12

1a dBm/1.23MHz 一55 一55

Pilot EE,la dB
Si 为一10

S2为一13

S1为一13

S2为一10

S1为 一10

S2为一25
一13

注:导引E}/I.值根据表中的参数设置进9行计算。它本身不是可设置的参数。S,和凡指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4.9.2.2.3 指标

    在测试期间的空闲切换数目由△PAG_7给出，,n,PAG_ 7为该测试期间参数PAG_7(空闲切换次数)的

增量。

    寻呼信道ME R由下式估算:

MER二1一
OPAG_ 1一△PAG_2

  } PAC 4 x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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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OPAG_ 1,,},PAG_2和△PAG_4分别是测试期间参数PAG_1,PAG_2和PAG_4的增量，分数

5/20为lone中消息的平均数目。
    测试1:移动台应不进行任何空闲切换。寻呼信道MEN应小于或等于0.1o

    测试2:空闲切换数目应等于导引E,/lo跃变的数目。寻呼信道MER应‘0.1.

4.9.2.3 时隙(不连续)方式的空闲切换

    对于能工作在时隙方式的移动台应进行这些测试。

4.9.2.3.1 定义

    当移动台处于空闲状态时，移动台在当前CDMA指配频率上的所分配时隙期间搜索最强的导引信道

信号。当它测定到一个比当前监测信道还足够强的导引信道信号时，移动台便确定产生空闲切换。

    该项测试是检验每当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口所测试的，邻集导引的&/Io超过激活集导引的E,/Io3dB

时，移动台便执行一次空闲切换。这项测试是通过测量在固定时间周期中所执行的空闲切换数目的方法

实现 的。

4.9.2.3.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AWGN发生器与移动台天线连接器相连接，如图15所示。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道
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1，称作信道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具有任意导引IN偏移指数P2，并称作

信道20

    (2)将信道I和信道2的寻呼信道数据速率设置为4800bit/so
    (3)设置系统参数消息中的MAX_SLOT -CYCLE -INDEX(当前基站允许的时隙周期指数的最大值)为

0(每时隙周期为1.28s).

    (4)在信道 1和信道2的主寻呼信道上连续发送5个总体(overhead)消息。每个消息的格式由

4.12.5.2节规定。
    (5)在信道1和信道2的主寻呼信道上每个时隙周期中，在移动台的每个分配的寻呼信道时隙的开

头将CLASS_ 0 _ DCNE,CLASS _ 1 - DONE, TMSI_ DONE和BROADCAST -DONE名段设置为发送一个无寻呼

记录的一般寻呼消息。

    (6)按照表11和图4的规定设置测试参数。

                                  图4 时隙方式的空闲切换

    (7)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检索参数PAG_7，而后结束呼叫。

    (8)对20次信道1的导引E,/I. 跃变进行测试，以信道1的导引&/lo为一25dB作为开始和结束。

允许在最后一次跃变后的3，之后进行步骤90

    (9)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检索参数PAG_7，然后结束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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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时隙方式的空闲切换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产1- dB
  Si为3

S2为一16.7

  S1为 0

S2为 一4.7

PilotE,1Q dB 一7 一7

P叼ngE.

  几
dB 一12 一12

1} dBn /1.23MHz 一55

PilotE,1. dB
S1为 一10

S2为 一25
一13

注:导引E}/lo的值根据表中的参数进行计算，它是不能自身设置的参数。S1和S2表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4.9.2.3.3 指标

    测试期间的空闲切换数目由△PAG_7给出，式中△PAG_7是测试期间参数PAG_7的增量。空闲切

换的数目应大于或等于180
4.9.2.4 邻集导引检测和软切换中的不正确检测

4.9.2.4.1 定义

    邻集中导引的正确检测定义为对高于T_ ADD(导引信号检测门限)规定值的E,//o导引的捕获。T_
ADD的值按照4.12.5.2节的规定设置为28(一14dB) o邻集中导引的不正确检测定义为对低于T_ ADD规

定值的导引E,/1。的捕获。

    该测试是在导引E,/1。的3个值上测量邻集导引的检测时间。导引的检测时间定义为从导引增大到
指定E}/1。的时刻至移动台发送含有这一导引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时所需时间。同时检验在相应的导引
强度测量消息中所报告的候选集导引PN相位的准确度。

4.9.2.4.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AWGN发生器与移动台天线连接口相连接，如图15所示。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道

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1，称作信道 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息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2，称作信

道 20

    (2)将系统参数消息中的T _ TDROP(导引信号去掉门限)的值设置为lso

    (3)将基站设置为不发送任何切换指令消息或扩展切换指令消息，以作为对移动台所发送的导引信

号强度测量消息的应答。

    (4)使用96006ids的数据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5)按照表12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并按照图5的规定，以T:0.8，改变信道2的导引强

度。

    (6)按照表12的规定发送导引强度测试请求命令。

    (7)记录移动台所发送的每个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传输时间和内容。

    (8)按照表12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按照图5的规定，以T>_0.85s改变信道2的导引强度，
重复步骤6和7.

    (9)按照表13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按照图5的规定，以T}_> 15s改变信道2的导引强度，对

信道2的导引瓦/I。重复20次步骤6和7的测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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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JEc/Io

导引信道 1

导引信道 2

T ADD

T DROP

门
!
!
.一!1.一

土一一目‘ 一
导引强度测试请求

时间 (s)

图5 邻集导引检测

表12 邻集导引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1)

参数 单位 信道1 信道2

I翻 I. dB
S1为 1.4

S2为一1.8

S1为 0.4

S2为 一.

PilotE,IQ dB 一7 一7

Tre9icE,

  几
dB 一7 N/A

I- dBm/l.23MHa 一55

PilotE,
  1e

dB 一11
S1为一12

S2为 一.

注:导引凡/几的值根据表中的参数进行计算，它是不能自身设置的参数。S1和S2表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表13 邻集导引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2)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1翻 Ia dB
S1为0.22

S2为 1.8

Si 为一2.3

S2为 一.

PilotE}IQ dB 一7 一7

Trz西cE,
  Ia

dB 一7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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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1. dB./l. 23MHz 一55

PilotE,1. dB 一11
S1为 一13.5

S2为 一.

注:导引E./I.的值根据表中的参数进行计算，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S1和S2表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

    态。

表14 邻集导引不正确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3)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7翻la dB
S1为一0.9

S2为一1.8

S1为一6.4

S2为 一.

PilotE,Iv dB 一7 一7

T.伍cE,

  枯
dB 一7 N/A

I. dBm/1.23MHz 一55

PilotE,to dB 一11
S1为一16.5

S2为 一。

注:导引￡}/lo的值根据表中的参数进行计算，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S1和S2表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

    态。

4.9.2.4.3 指标

    非P1和P2的其它导引不应在任何导引强度测量消息中报告。

测试1;

    a)在0.8，中有效检测的成功率应大于90%，可信度95%(参见附录A).

    b)响应导引测量请求命令而发送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所有传送应仅含pi.
    c)包含在导引强度测量消息中的P2所报告的导引PN相位距离实际偏移应不大于土1码片。

测试2;

    在0.85，内有效检测的成功率应大于50%，可信度为95%(见附录A).

测试3;

    在测试期间含有P2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应不大于一个。

4.9.2.5 在软切换中候选集导引的正确检测及不正确检测

4.9.2.5.1 定义

    候选集中导引的正确检测定义为检测出至少比激活集导引风/I。高。.5 x T_ COMP dB的候选集中导
引&/Io。按照4.12.5.2节的规定将T_ COMP(激活导引信号与候选导引信号比较门限)的值设置为5

(2.5dB)。候选集中导引的不正确检测定义为检测出比任一激活集导引的E,/I。小于0.5 x T_ COMP dB
的候选集中导引的E,/Io检测。
    这一测试是测量候选集中导引的检测时间。导引的检测时间定义为从导引升高给定E,/I。的时刻至

移动台发送包含这一导引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时所经过的时间。同时还检验在相应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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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报告的激活集导引PN相应的准确度和激活集导引强度。

4.9.2.5.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一个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

道有一个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1，称为信道 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

P2，称为信道20

    (2)将基站设置为不发送以作为对移动台所发送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相应的任何切换指令消息或

扩展切换指令消息。

    (3)按照表15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各测试参数，并按照图6的规定改变信道2的导引强度。

    (4)使用96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5)按照图6的规定发送导引P1的扩展切换指令消息列表。

    (6)记录由移动台发送的每个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传输时间和内容。

    (7)按照表16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并按照图7的规定改变信道2的导引强度。

    (8)使用96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9)按照图6的规定发送导引P1的扩展切换指令消息列表。

    (10)记录由移动台发送的每个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传输时间和内容。

表 巧 候选集导引正确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1)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4/h dB
S1为一3.1

S2为一4.8

S1为 一0.1

S2为 一4.8

PilotE,IQ dB 一7 一7

TmfficE}

  IQ
dB 一7 N/A

Ia dBm/1.23MHz 一55

PilotE,to dB 一14
S1为 一11

S2为一14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导引EVI.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S1和S2指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表16 候选集导引不正确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2)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 2

2刹Ia dB
S1为一4.2

S2为一4.8

S1为 一2.7

S2为 一4.8

Pilof }1, dB 一7 一7

TrafficE,

  IQ
dB 一7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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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6

Ia dBm/l.23MHa 一55

PilotE./o dB 一14
S1为一12.5

S2为一14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导引EV I.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S1和S2指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导引Ec/Io

图6 候选集导引正确检测(测试1)

导引EC/lo

导引比较门限

一!0.5 X T-COMP dB}一]导”’ {-
导引信道 1

时间 (，)

图7 候选集导引不正确检测(测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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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5.3 指标

    测试I:

    a)在2.5s内的有效检测成功率应大于90%，可信度为95%(见附录A).

    b)在导引信道强度测量消息中报告的P2导引信道PN相位应在实际偏移的士1.5个码片范围内。
    测试 2:

    在2.5，内无效检测应大于80%，并具有95%可信度(见附录A).

4.9.2.6 在软切换中激活集导引丢失检测

4.9.2.6.1 定义

    当激活集中导引信道的E,//。值低于由T_ DROI，规定的值，且持续由T_ TDROP规定的时间周期时，

移动台发送导引强度测量消息，按照4.12.5.2的规定将T_ DROP的值设置为32(一16dB)，按照4.12.5.2
节的规定将T_ TDROP的值设置为3(4s).

    该项测试是测量激活集中减小导引的丢失检测时间。将激活集中减小导引的丢失检测时间定义为从导引

降低到给定E,/几的时刻至移动台发送不含有这一导引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时所经过的时间。同时还检验在
响应导引强度测量请求命令而发送的导引强度测量消息中所报告的激活集导引PN相位和强度的准确度。

4.9.2.6.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一个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
道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1，并称为信道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

指数P1，并称为信道20

    (2)将基站设置为不发送以作为对移动台发送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响应的任何切换指示消息或扩展
切换指示消息。

    (3)使用96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4)向移动台发送扩展切换指示消息，在激活集中规定下列导引:

「一一一一一一 参数 } 值(十进制数) }

PI[A1'_ PNPIIHT PN一一一一升一一 一P1P2

(5)按照表17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6)用5rnin记录反向业务信道消息。
(7)按照表18和图8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

(8)按照表17的规定向移动台发送扩展切换指示消息，使用激活集中的下列导引:

二二 sPII.OT_ PNPIL(YI' PN二二二二 f}(tr}}+J}t>P1P2
表 17 激活集导引不正确丢失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1)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2

几/几 dB 一0.5 一4.5

PllotE,I- dB 一7 一7

TrefficE,
  I-

dB 一7 一7

I. dBm/1.23MIiz 一55

PdotE,I� dB 一 11 一15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导引E}/I,值，它本身不是一I、可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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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记录由移动台发送的每个导引强度测量消息的传输时间和内容。

                  表18 激活集导引正确丢失检测的测试参数(测试2)

参数 单位 信道 I 信道2

几/I} dB
S1为一1.0

S2为2.9

S1为一7.0

S2为2.9

PHotE,I- dB 一7 一7

Tn西cE

  Ie
dB 一7 一7

I. dBm/l.23MHa 一55

PIIotE,Io dB 一11
S1为 一17

S2为一11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导引凡/I的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S1和S2指示功率电平的两个状态。

导引Ec/Io

导引信道 1

        T ADD

        T DROP

导引信道 2

                                    7 ’ 2 ’ 1 ’ 时间 (s)

                                                              扩展切换指令俏息

                                  图8 激活集导引丢失检测

4.9.2.6.3 指标

    测试卜

    在测试期间移动台不应发送任何导引强度测量消息。

    测试2;

    a)在7s内检测的丢失率应大于80%，并具有95%可信度(见附录A).
    b)在导引强度测量消息中所报告的P2的导引PN相位应在实际偏移的士1码片的范围内。

    c)在导引强度测量消息中所报告的P1和P2的导引E./I。值应在偏离设置值的上1.5dB范围内。

4.9.3 解调要求
    移动台应能检测出在YDN 092-1998(LS一95-A的7.1节)中所规定的信号。

4.9.3.1在加性高斯白噪声条件下非时隙(连续)方式寻呼信道的解调
    应对能在空闲状态以非时隙方式工作的移动台进行这些测试。

4.9.3.1.1 定义

    用消息差错率(MER)确定AWGN(无衰落或多径)环境下寻呼信道的解调性能。仅测量9600bitls数据

速率的MER.

4.9.3.1.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和AWGN噪声源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7所示。

    46



丫D/下 1050---2仪幻

    (2)将寻呼信道数据速率设置为9600bitlso

    (3)按照表19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4)在主寻呼信道上以同步消息数据封包组(capsules)的形式连续地发送5个总体(overhead)消息。
每一个信息结构描述在 12.5.2节中。

    (5)使用9600b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检索参数PAG_1,PAG_2

和PAG_4，然后结束呼叫。

    (6)运行该测试至少5s，直到保证足够的可信度。

    (7)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检索参数PAG_1,PAG_2和PAG_4o

                            表19 非时隙方式寻呼信道的测量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2产I_ dB 一1

Pilot E,
  几

dB 一7

Sync E,
  IQ

dB 一16

Paging E,
    I or

dB 一16.2

I+ dBm/1.23Afffz 一54

Paging EVN, dB 3.9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寻呼EV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4.9.3.1.3 指标

    在测试中所用的实际E了N:值应在表19所指出值的士0.2dB范围内。
    寻呼信道MER用下式估算:

MER = l一
4PAG_ 1一△,PAG _ 2

,V AG 4 x 5/10

    式中APAG_1,,}PAG_2和APAG_4分别是在测试期间APAG_1,APAG_2和△PAG_4的增量，分数5/

10是loins内消息的平均数。
    MER应不超出由表20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MER曲线的范围，并具有95%可信度(见附录A).

                    表加 在AWGn条件下非时隙方式寻呼信道性能的指标

E斌N, n旺:R

3.5 0.055

3.9 0.仍5

4.1 。03

4.9.3.2 在加性高斯白噪声条件下时隙方式寻呼信道的解调
    应对能以时隙方式工作的移动台进行这一测试。

4.9.3.2.1 定义

    当以时隙方式工作时，移动台在指配时隙的起始点开始监视寻呼信道。这一测试验证移动台及时开

启接收机，从而不错过它的指配时隙的起始点。这一测试还检验在AWGn(无衰落或多径)环境下寻呼信
道的解调性能。寻呼信道的解调性能由消息差错率(MER)确定。并仅测量9600bi1/s数据速率的MM

4.9.3.2.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和AWGN噪声源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

    (2)将寻呼信道数据速率设置为9600bid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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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将系统参数消息中的MAX _ SLAT_ CYCLE _ INDEX(最大时隙周期指数)设置为0(每个时隙周期是

1.28s).

    (4)在主寻呼信道上连续地发送5个总体(overhead)消息。在4.12.5.2节中规定了每个消息的格式。

    (5)在每一时隙中的移动台每个指配寻呼信道时隙的起始点发送一个寻址移动台的不需要层2证实

的检查命令。该命令应该是具有82个比特长度的命令消息的一部分。在与命令消息相同的时隙内发送

一个寻址移动台的无寻呼记录，但有 CLASS _ 0 _ DONE, CLASS _ 1 _ DONE, TMSI _ DONE和 BROADCAST-

DONE各段设置的一般寻呼消息。

    (6)按照表21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7)使用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检索参数PAG_3，然后结束呼叫。

    (8)运行该测试至少2min直到保证足够的可信度为止。

    (9)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检索参数PAG_3.

表21 时隙方式寻呼信道的测量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2翻Ia dB 一1

Pilot E,

  IQ
dB 一7

Sync E}
  I-

dB 一16

R哈鸣 E,
    I-

dB 一16.2

I_ dBm/1.23MHa 一54

Paging E斌N, dB 3.9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寻呼 E,/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4.9.3.2.3 指标

    在测试中所使用的实际E了N。应是在表21中所指示值的士0.2dB范围内。
    寻呼信道MER用下式估算:

MER二1一
OPAG_3

T/1.28

式中△PAG_3是测试中参数PAG_3的增量，而T是该测试的时间长度，以s为单位。

MER应不超过由表22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MER曲线，并具有95%的可信度(见附录A).

表22 在AWGN条件下时隙方式寻呼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Eb/N, } MFR
3.5 一} 0.055
3.9 一} 0.035
4.1 0.03

4.9.3.3 在加性高斯白噪声条件下前向业务信道的解调

4.9.3.3.1 定义

    AWGN(无衰落或多径)环境下前向业务信道解调性能用帧差错率(FER)确定。对每个单独的数据速

率计算FER。对于速率集2，这一测试检验由移动台发送的删除指示比特的准确度。

4.9.3.3.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和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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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的数目和移动台所接收的好帧数目。

(5)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6)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3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7)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4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8)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5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9)按照表23的规定设置测试6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若支持速率集2，遵循下列步骤:
(1)将基站和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

(2)使用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建立呼叫。

(3)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7的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的数目和在移动台所接收的好帧数目。

(5)对照移动台所接收的相应的帧检查基站所接收的删除指示比特的准确度。

(6)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8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7)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9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8)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10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9)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11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10)按照表24的规定设置测试 12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表23一1 在AWGN条件下速率集 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第1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 2 侧试 3

I翻 I. dB 一1

PilotE,IQ dB 一7

Traffic E,

    I，
dB 一16.3 一15.8 一15.6

I} dBm/1.23W b 一54

数据速率 bids 9日刃 9ltl刃 9日刃

TrafcE盯从 dB 3.8 4.3 4.5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E6/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表23一2在AWGI\条件下速率集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第2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 4 侧试 5 测试 6

2�/Ia dB 一1

Pilot E,
  IQ

dB 一7

Traffic E,

    IQ
dB 一19.1 一21.6 一24.5

I} dBm/1.23MHx 一54

数据速率 hp. 4800 24(刃 1200

TmfficE斌N, dB 4.0 4.5 4.6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V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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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一1在AWC卜条件下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第1部分)

参数 单位 侧试7 一 测试， ! 测试9
全翻级 dB 一1

鹦 dB 一7

T立旧立及
    几

dB 一13.0 一12.7 一12.4

几 曲m厂1.23MllZ 一54

数据速率 bi叮5 14朝洲】 14创】) 1今引刀

lh西cE扩从 dB 5.3 56 5.9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J从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表24一2 在AWCN条件下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第2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王。 } 侧试11 一 测试12
1翻 几 曲

I

一1

瞥 dB 一7

叭别币cEc
  几

dB 一17，3 一加 8 一24 .4

几 {扭m/1.23MH2 一54

数据速率 ljt/s 72()】 36)) 1印J」

T田fficE研Nt dB 4.0 3.5 2一9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召盯Nt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4.9.3.3.3 指标

    在每一测试中使用的实际Eb/N应是在表23和表24中指示的值的士02dB范围内。
    对于速率集2，相应于移动台类别26(见E一95一A的6.2.2.2.2节)所接收的所有帧的删除指示比特

的值应是“1”，相应于移动台所接收的其它所有帧的删除指示比特的值应是“0’’。

    速率集1的fER测试应不超过表25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n卫曲线，并具有仍%的可信度(见附录A)。

    速率集2的1卫R测试应不超过表肠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n州曲线，并具有仍%的可信度(见附录A)。

表25 在AW〔荆条件下速率集1业务信道性能标准

速率〔匕以5) E犷从厂dB〕 FER

臾刀)

3一6 O05

3.8 一一 。03
4.3 一一
4.5 一 0.005

            一一 0.哪

礴别幻

3 6 003

4.0 0.01

4 2 0 〕万

24(幻

4.0 一 。.03
4.5 0.01

            一一 。，005

12〕)

3.9 0仍

4.6 一}
49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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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在AWG11条件下速率集2业务信道性能标准

速率(bits) E盯从[dB] FER

144(瓦】

5.1 0.05

5.3 0.仍

5.6 一} 0.01
5.9 一} 0.005
6.0 0.003

7200

3.5 。一仍

4.0 0.01

              一} 0.005

36(幻
3.0 一} 0.03
3.5 0.01

3.7 0.1刃5

1800

2.4 0.仍

2.9 0.01

3.2 0.(侧万

4.9.3.4 在多径衰落信道中前向业务信道的解调

4.9.3.4.1 定义

    多径衰落信道中前向业务信道的解调性能用帧差错率(FER)或用每种帧类别的差错率确定。对每个

单个的数据速率计算FER。下列表格概述了要进行的衰落测试。

情况 速率集 信道模拟器配置编号

1 1 1(路径2,8k./h)

2 1 3(路径1,30km/h)

3 1 4(路径 3,100km/h)

4 2 1(路径2,$km/h)

5 2 3(路径 1,30km/h)

6 2 4(路径3,100km/h)

    情况1和4通过检查全速率FER测试8km/hr路径条件2的解调性能。情况2和5通过检查所有4种
可能数据速率上的FER测试30km/hr路径条件1的解调性能。情况3和6通过检查FER和每种帧类别的

差错率测试l00km/hr路径条件3的解调性能及速率判定。

4.9.3.4.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和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3所示。

    (2)使用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27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伽的数目和移动台所接收的好帧数目。
    (5)按照表27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6)按照表27的规定设置测试3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7)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4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8)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5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9)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6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10)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7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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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8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12)按照表28的规定设置测试9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13)按照表29的规定设置测试10的各测试参数。

(14)在基站计数移动台以每种类别接收帧的数目。

若支持速率集2，遵循下列步骤:

(1)将基站和AWG1)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3所示。

(2)使用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建立呼叫。

(3)按照表30的规定设置测试 11的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的数目和移动台所接收的好帧数目。

(5)按照表30的规定设置测试12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6)按照表31的规定设置测试 13的各测试参数。

(7)在基站计数移动台以每种类别所接收帧的数目。

(8)按照表31的规定设置测试 14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7)0

(9)按照表31的规定设置测试15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7)0

(10)按照表31的规定设置测试16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7)0

(11)按照表31的规定设置测试17的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7)0

表27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1)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 2 测试 3

2扩I- dB 8

PilotE,IQ dB 一7

T司石.E,
    1Q

dB 一16.1 一13.5 一11.5

Ia dB./l.23MHs 一63

数据速率 bids 96仪】

TIafcEb/N, dB 6.8 9.4 11.4

信道模拟器配置 1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E斌E,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表28一1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2，第1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 4 测试 5 测试 6

2-/I- dB 4

Pilot及

  几
dB 一7

T扭田c E}

    I二
dB 一12.3 一9.5 一7.5

1a dBm/1.23MHa 一59

数据速率 bit/s 9600

TmfficE斌筑 dB 12.8 15.6 17.6

信道模拟器配置 3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E,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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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一2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 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2，第2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 7 测试 8 测试 9

}召la dB 4

PilotE,1Q dB 一7

丁口伍(E,

    1}
dB 一14.4 一17.5 一21.3

la dBm/1.23MHa 一59

数据速率 bids 4叹旧 24(刃 12(犯

Tm压〔Eb/N, dB 13.7 13.6 12.8

信道模拟器配置 3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6/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表29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 1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3)

参数 单位 测试 10

%翻la dB 2

Pilot E,

  IQ
dB 一7

Trot伍《E,

    !Q

(9600 bit)

d8 一14.7

ra dBm/1.23MHa 一57

数据速率 biVs 可变

Traffic E训从 dB 5.3

信道模拟器配置 4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6/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表30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4)

参数 单位 测试 11 测试 12

7}//} dB 8

Pd俏E,
  /Q

dB 一7

Traffic E,

    几
dB 一13.1 一9.4

几 dB./I. 23MHa 一63

数据速率 bi口s 14喇刃

Tra伍(E斌N, dB 8.0 11.7

信道模拟器配置 1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 E6/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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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一1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5，第 1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13 { 测试14
2『几 dB 12

1万10}及

  几
dB 一7

1、胡icE。

    枯
dB 一14.3 一9.3

几 dBll创1.23MI]2 一59

数据速率 bi以5 14喇洲)

T晓田玉E卜/从 dB         { 22.。
信道模拟器配置 3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E研从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69中可以查到。

        表31一2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5，第2部分)

参数 单位 测试15 } 测试16 一 测试17
1翻Ioc dB l2

P山加E。
  ‘

dB 一7

T而cEe
  几

dB 一19.4 一解 .1 一路 .3

几 dB.L/1.23M比 一59

数据速率 一} bi。。 一} 珊 f 姗 一} 1绷
lh西cE扩戈 dB 一} 149 一�� �一�1 13.2一} ;2.0
信道模拟器配置 一一 3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盯从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印中可以查到。

              表32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情况6)

参数 单位 测试1: { 测试19 } 侧试ZD { 测试21
了翻几 dB 2

黔 dB 一7

T而cEe

  几
dB 一10.3 一15 7 一19一6 一23 4

几 山如州123M」」史 一57

数据速率 bi叮5 1引仪】 72朋 义众) 19义)

T.田〔E斌从 一 曲 8.0 5.6 4.7 } 3.9
信道模拟器配置 一} 4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E萨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信道模拟器配置在表。中可以查到。

4.，.3.4.3 指标

    对于下列FER要求应达到95%的最低可信度(见附录A)。

    情况1:

  每一测试所使用的实际E“N。应在表27所指示值的士0.sdB范围内。
    臾联〕bi口。速率的每一测试的FEF应不超出由表33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FEB曲线。

    情况2:

    每一测试所使用的实际E盯N。应在表28所指示值的士0.sdB范围内。
    每一测试的FER应不超出由表34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1，ER曲线。
    情况3:

    所使用的实际 从/N，应在表29所指示值的士0_ZdR燕围内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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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在衰落信道中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1,测试1,2和3)

EVN,(dB) FER

6.0 0.04

6.8 。.仍

9.4 0.01

11.4 0.1义巧

11.9 0.004

表34 在衰落信道中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2,测试4一9)

速率 (biVs) Eb/N,(dB) FER

9日刃

12.1 。.供

12.8 }一 。.仍
15.6 }一 0.01
17.6 }一 0.005
18.2 }一 0.0(4

481刃

              }一 0.03
13.7 }一 。.01
15.3 }一 。一。

2400

11.1 }一 。.03
13.6 0.01

巧 .2 0.月)05

1200

10.3 0.仍

12.8 0.01

14.3 { 0.005

表35 在衰落信道中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3,测试 10)

E,/N,(dB)

    5.1

FER(96006iVs)

  2.58 x 10-2

  8.28 x 10-3

FER(4800 biVs)

  1.18 x 10-2

  4.15 x 10-3

FER(2400 biVs)

  1.09 x 10-2

  4.45 x 10-3

FER(1200 biVs)

  1.16 x 10-Z

  3.49 x 10-3

    每种数据速率的FER应不超出由表35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FER曲线。每种帧类别的差错率应

不超过表36所规定的相应的差错率值。

    情况4;

    每一测试所使用的实际E萨N，应在表30所指示值的士0.5dB范围内。
    14400bit/。速率的每一测试的FER应不超出由表37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FER曲线。
    情况5:

    每一测试所使用的实际E萨N,应在表31所指示值的士。.5dB范围内。
    每一测试的FEB应不超出由表38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FER曲线。

    情况6;

    每一测试所使用的实际E犷N。应在表32所指示值的土0.2dB范围内。
    每种数据速率的FER应不超出由表39中各点所规定的FER曲线。每种帧类别的差错率应不超过表

40所规定的相应差错率值。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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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推荐的在衰落信道中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3,测试10)

接收的顿类别

发送 9600bids 4800bit/s 24006it/s 1200bit/s
有比特差错的

  9600bit/s
删除

不可检比特

  差错

9日刃bids N/A 1.67 x 10-5 1.56x 10-4 4.67 x 10-0 1.71 x 10-Z 8.16 x 10-3 1.67 x 10-5

48(刃bids 1.67.10-5 N/A 6.70 x 10-5 6.70 x 10-5 1.34X 10-4 1.15 x 10-Z 1.67 x 10'5

2粼刀bids 1.67x 10-5 2.44 x 10-4 N/A 3.84 x 10-4 2.44x 10-4 1.田 x 10-Z 6.98 x 10-5

1200bit/s 3.95 x 10-5 1.67 x 10-5 7.89 x 10-5 N/A 1.97x 10-a I .13 x 10 -Z 3.95 x 10-5

表37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4,测试11和12)

E,/N,(dB) FER

7.5 0.04

8.0 0.03

10.0 0.01

11.7 0.005

12.1 。a片

表38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5,测试2,测试13,14,15,16和17)

速率 (bids) E,/N,(dB) 1EB

1441刃

16.4 0.04

17.0 0.03

20.0 0.01

22.0 。t刃5

22.6 0.00.冬

7200

12.7 0.03

14.9 0.01

16.1 0.005

3600

11.3 0.03

13.2 0.01

14.6 0.005

1200

10.1 0.仍

12.0 0.01

13.2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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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在衰落信道中速率集2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6，测试18，19，ZD和21)

FER
  E斌Nt

(14粼x〕bi“5)

  E斌从

(72以)bi口5)

  E斌筑

(期义旧肠./5)

  E斌刀。

(1别洲)bi口5)

0.03 } } 5一。 1 4.1 3.2

0.《义巧 8.5 5.9 一 5乃 43

表40 推荐的在衰落信道中业务信道速率集2性能的最低标准

              (情况6，测试 18，19，20和21)

接收的帧类别

发送 14书】)bi口5 72(刃肠口5 36))bi口5 18(幻bi口5 删除
未被检出的

比特差错

14喇泊bi口5 { N/A 5的 xlo一5 }3.加x‘0一， 2.28xl0一4 128 xlo一2 一5功x‘0一，
7珊biv。 一一4‘肠xl。一，一�� 一籒N /A一}1.19x‘0一‘ 8.58xl0一3 一1.55x‘0一， 4.田 x10一5

3日刀bi口5 1.35 xl0一5 7.74 xl0一6 N/A 一}4.二xlo一，}一2滋、‘0一， 1.35x10一5

1绷bi。: 一}144、1。一，一}1.13xlo一， 1.对、10一4一} N/A }一4.34‘1。一，一}5水xlo一，

4，.3.5 软切换期间前向业务信道的解调

4.，.3.51 定义

    在双向软切换期间前向业务信道的解调性能，用帧差错率(”乙R)确定。
4.，.3.5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和一个AWGN发生器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同时两个信道模拟器

都设置为配置2(见表69)。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I，并称为信道1。来
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l，并称为信道20

    (2)使用久砚】〕bi口。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 按照表40中的规定设置两个基站测试1的测试参数。

    (4) 向移动台发送扩展切换指令消息，在激活集中规定下列导引:

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爪爵犷一一一一 值(十进制数) }
PI
-凡

PI】Df一即

Pn丈yT PN

(5)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的数目和移动台所接收的好帧数目。

(6)按照表41的规定设置两个基站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50

(7)按照表41的规定设置两个基站测试3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50

表41 在软切换期间前向业务信道的测试参数

参数 } 单位 �� ��一测 馐 试1}测 馐 试2}测试3
与/I‘和灿/几 dB l0

巧以 E。
  I，

dB 一7

毛卫田cE。

    几
dB 一15.3 一 13，9 一13.0

I二 } (田.1“1.23。 } 一65
Tr日石cE丫N } dB 一 5‘5 } 6一9 } 7.8

注根据表中的参数计算业务E盯N:值，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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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5.3 指标

    每一测试使用的实际E萨N:应是在表40中所指示值的士0.3dB范围。
    每一测试的FER应不超出由表42中各点所规定的分段线性FER曲线范围，并具有95%的可信度(见

附录A).

表42 在软切换期间业务信道性能的最低标准

E了从(dB) FER

5.1 0.04

5.5 0.03

6.9 0.01

7.8 0.005

8.1 0.硬义W

4.9.3.‘ 在软切换期间对属于不同功率控制集的信道的功率控制比特的判定

4.9.3.6.1 定义

    当同时接收属于不同功率控制集的信道时，若从各功率控制集收到的所有有效功率控制比特指示一

个增量时，则移动台应增大它的发射功率，若所接收任一有效功率控制比特指示一个减量时，则移动台应
减少它的发射功率。

4.9.3.6.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在这一测试中不使用AWGN发生器。来自

基站1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1，并称为信道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有一个任意

的导引PN偏移指数P1，并称为信道20

    (2)使用9600bir/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在基站与移动台之间建立呼叫。

    (3)按照表43中的规定设置两个基站的测试参数。

    (4)向移动台发送扩展切换指令消息，规定下列激活集中的导引:

参数 值(十进制数)

USE-叨ME 0

PROT_PN Pi

PWR_COMB _IND 0

PB.OT_ PN P2

PWR_COM卫_ IND 0

    (5)在等待至少160m之后，在信道1和信道2上同步地发送20个功率控制比特“0"的周期性模式，
随后发送20个功率控制比特“1"0

    (6)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测量50个功率控制群的时长内(looms)的输出功率。

    (7)在信道1上发送20个功率控制比特‘̀0'，的周期性模式，随后发送20个功率控制比特，..1�。在信道

2上连续地发送功率控制比特,.0� o

    (8)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测量50个功率控制群内(looms)时长的输出功率。

    (9)若支持速率集2，使用14400birl，数据速率的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重复步骤2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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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不同功率控制集的功率控制比特的判定的测量参数

参数 单位 9.6kbiV。值 14.4kbiVs值

tar dBm/1.23W Iz 一55 一55

1} dB./I.23MHz 一55 一55

Pilot Ec
  IB

dB 一7 一7

I铂伍c Ec

    几
dB 一7.4 一7.4

Power Control Ec

      Iv
dB 一17.8 一21.0

4.9.3.6.3 指标

    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测量的移动台输出功率应有一个周期性模式。在每个周期中在20个功率控

制群的时长内(25ms)功率应单调增大，然后在20个功率控制群的时长内单调减小。

4.9.3.7 属于相同功率控制集的信道功率控制比特的判定

4.9.3.7.1 定义

    在每一功率控制集中包含有效功率控制比特的条件下，移动台应对各相同功率控制子信道进行分集

合成，并应当从每个相同功率控制子信道集最多获取一个功率控制比特，..I..。这一测试检验属于相同功率

控制子信道的控制比特的分集合成和属于相同功率控制子信道的不同路径的功率控制比特的分集合成。

4.9.3.7.2 测量方法

    (1)按图14所示将两个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基站 I的

前向信道具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t，并称为信道I.基站2的前向信道具有一个任意的导引

PN偏移指数几，并称为信道2。本测试中不使用信道2的信道模拟器。
    (2)使用96006id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两个基站按照表43中的规定设置测试参数。

    (4)向移动台发送一个扩展切换指令消息，规定下列激活集中的导引:

参 数 值(十进制数)

USE _TBNE 0

PICOT_ PN Pi

PWR_COMB_IND 0

PILOT_ PN Pz

PWR_COMB _IND 1

    (5)在至少等待160ms之后，在信道1发送一个周期性的为‘'0'，的功率控制比特格式，接着发送为“1"

的功率控制比特格式，在信道2上只发送“1”的功率控制比特。

    (6)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持续测量输出功率至少40个功率控制组(50.).
    (7)如果支持速率集2，则使用14400bit/s数据速率以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重复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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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科 相同功率控制组功率控制比特判定的测试

参数 单位 信道1 信道2

少. dBm/l.23MHa 一55 一57

Pilot Ec

  ‘
dB 一7

Traffic EC

    1v
dB 一7.4

Power Control Ec

      1Q
dB

速率设置1时为一17.8

速率设置 2时为一21.0

信道模拟器配置 5 N/A

注:信道模拟器配置参见表680

4.9.3.7.3 指标

    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测量的移动台输出功率，应符合在信道1上发送的“0"和“1”交替的功率控制

比特格式。

4.9.3.8 在软切换期间功率控制子信道的解调

4.9.3.8.1 定义

    当相应CDMA信道的导引EC/Iu的值低时，移动台应不使用功率控制子信道。这一测试检验当相应

CDMA信道的导引EC/IO的值低时，移动台停止使用在EC/IO过低的功率控制子信道。
4.9.3.8.2 测量方法

    (1)按图16所示将两个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基站 1的

前向信道具有一个任意的导引PN偏移指数P,，并称为信道1。基站2的前向信道具有一个任意的导引

PN偏移指数P2，并称为信道20
    (2)使用96006id。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两个基站按照表45和图9中的规定设置参数。

    (4)向移动台发送一个扩展切换指令消息，规定下列激活集中的导引:

参 数 值(十进制数)

USE _ TAE 0

PROT_ Pr} P,

PWR_COMB _IND 0

PELOT_ PN Pz

PWR_COMB _IND 0

    (5)在至少等待160ms之后，在信道1和信道2上同时发送一个周期性的功率控制比特格式“0"，接着

为“1”的功率控制比特。

    (6)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持续测量输出功率至少22s.

    (7)如果支持速率集2，则使用14400bit/，数据速率以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重复步骤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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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软切换期间功率控制子信道解调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信道 1 信道2

to dBm/1.23MHz
最大值为一52.2

最小值为一55

最大值为一弱

最小值为一65

Pilot Eo

  IQ
dB 一7 一7

Trsffio EC
    Ia

dB 一7.4 一12.4

Power Contml Ec

      Is
dB

速率设置 1时为一17.8

速率设置2时为一21。

速率设置1时为一22.8

速率设置 2时为 一26.0

Pilot Eo
  10

dB
最大值为一7.2

最小值为一10

最大值为一10

最小值为 一20

注:导引 Ec//o值根据表中参数进行计算。它本身不是一个可设置的参数。

时间 (s)

                            图9 软切换期间功率控制子信道解调

4.9.3.8.3 指标

    当信道2导引EC/I0 值小于一lOdB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移动台输出功率应处于一种稳定状
态，定义为稳定状态1，并应跟随交替的功率控制比特格式“0"和“1";当信道2导引Ec/Io降低到90%情

况下为一20dB后不迟于40ms时，移动台输出功率应处于另一种稳定状态，定义为稳定状态2，并应符合交

替的功率控制比特格式“0"和“1",稳定状态2的移动台输出功率应不大于稳定状态1的移动台输出功率，

但应大于稳定状态1的移动台输出功率减12dBa

4.9.4 接收机特性
4.9.4.1 接收机的灵敏度和动态范围

4.9.4.1.1 定义

    移动台接收机的射频灵敏度是指当帧差错率(FER)不超过规定值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处测量的

最小接收功率。移动台接收机的动态范围是指当FER不超过规定值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处测量的

输人功率的范围。

4.9.4.1.2 测量方法

    (1)按图16所示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和连续波(CW)发

生 器。

    (2)使用9600biF/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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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表46中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数和在移动台计数所接收到的好帧数。

(5)按照表46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表46 接收机灵敏度和动态范围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 2

I o, dBm/1.23NUb 一104 一25

Pilot Ec
  1,

dB 一7

Tn旧玉e Ec

    1Q
dB 一15.6

4.9.4.1.3 指标

    每一测试的帧差错率应不超过0.005，具有95%的可信度(见附录A).

4.9.4.2单频抗扰度
4.9.4.2.1 定义

    单频抗扰度是指当存在距指配信道中心频率为给定频率偏移单频干扰信号的条件下，接收机在其指

定信道频率正确接收CDMA信号能力的量度。接收机的抗扰度通过帧差错率(FER)进行测量。
4.9.4.2.2 测量方法

    (1)按图16所示，将基站和两个干扰CW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

    (2)使用9600bit/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47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数和在移动台计数所接收到的好帧数。

    (5)按照表47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表 47 单频抗扰度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 2

单频载波频偏 kH生 +900 一91刃

单频功率 Mm 一30

/Q dB./1.23M l iz 一101

Pilot Ec

  1,
dB 一7

Traffic EC

    !-
dB 一15.6

4.9.4.2.3 指标

    每一测试的帧差错率应不超过0.01，并具有95%的可信度(见附录A).

4.9.4.3 互调杂散响应衰减

4.9.4.3.1 定义

    互调杂散响应衰减是指在指配频道上存在两个CW干扰信号的条件下，接收机在指配信道频率上正

确接收CDMA信号能力的量度。这些干扰信号相互之间及其与指定信道频率之间是分隔开的，致使两个
CW干扰信号在接收机非线性器件上出现三阶互调，产生在有用CDMA信号频带内的干扰信号。接收机

的这一特性通过帧差错率来测量。

4.9.4.3.2 测量方法

    (1)按图16所示将基站和两个干扰CW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

    (2)使用9600bit/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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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表48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4)在基站计数所发送的帧数和在移动台计数所接收到的好帧数。

(5)按照表48中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6)按照表49中的规定设置测试3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7)按照表49中的规定设置测试4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8)按照表50中的规定设置测试5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0

(9)按照表50中的规定设置测试6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

表48 互调杂散响应衰减的测试参数

    } I级移动台 n、m级移动台

        参数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 1

      单频功率 1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 2

    单频功率2

        2.

        乃lot Ec

          Ia

      Tragic EC

          1�

单位 M1a 1
  +岁且】

M 1A2
一峨剐

1MIK
+ vat

M 1D 2
一峨川

一40 一43

+17(1(1 一17(旧 +17(1(1 一1700

-40-101 -43-101

肋
一dBm
-kHz
-dBm

dBm/1.23MHz

一7

15.6

--7

一
巧

曲

一
dB

表49 互调杂散响应衰减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测试 3 测试 4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1 k1七 +91幻 一911)

单频功率1 dBm 一32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2 kHz + 1700 一1700

单频功率2 dB. 一32

7， dBm/1.23MHz 一90

Pilot Ec
  I，

dB 一7

Traffic Ec

    IQ
dB 一15.6

表50 互调杂散响应衰减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测试 5 测试 6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1 k』七 +900 一900

单频功率 1 .扭m 一21

相对载频的单频偏移 2 kHz +1700 一1700

单频功率 2 dBm 一21

IQ dBm/1.23MHz 一79

Pilot Ec
  Ia

dB 一7

Traffic Ec

    I�
dB 一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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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3.3 指标

    在测试1,2,5和6中的帧差错率应不超过0.01，并具有95%的可信度(见附录A).

    在测试3和4中的帧差错率应不超过0.01，并具有95%的可信度(见附录A)o

4.9.5 杂散发射容限
4.9.5.1传导性杂散发射

4.9.5.1.1 定义

    传导性杂散发射是指在接收机中产生或放大的，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处测量的杂散发射。

4.9.5.1.2 测量方法

    (1)将频谱分析仪(或其它合适的测试设备)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
    (2)使移动台接收机仅工作在CDMA单模方式，以便移动台连续地在移动台初始状态的系统确定子

状态和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间循环。由于没有前向CDMA信道，移动台不会通过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

    (3)从接收机所使用的最低中频、最低本振频率、1 MHz中的最低的频率到至少2600MHz的频率范围

内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扫频。

4.9.5.1.3 指标

    传导性杂散发射应为:

    (1)在移动台接收频带869 - 894MHz范围内，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以1MHz分辨带宽测量的杂散发

射应低于一81dBmo
    (2)在移动台发射频带824 - 849MHz范围内，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以1MHz分辨带宽测量的杂散发

射应低于一61dBmo
    (3)对于其它各频率，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以30kf分辨带宽测量的杂散发射应低于一47dBmo

4.9.5.2辐射性杂散发射
4.9.5.2.1 定义

    辐射性杂散发射是指在接收机中产生或放大的经天线、机壳及接收机的电源、控制、音频等导线辐射

的杂散发射。

4.9.5.2.2 测量方法

    (1)使移动台接收机仅工作在CDMA单模方式，以便移动台连续地在移动台初始状态的系统确定子

状态和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间循环。由于没有前向CDMA信道，移动台不会通过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

    (2)使用第4,5节定义的测量方法测量移动台接收机的辐射性杂散发射。

4.9.5.2.3 指标

    当使用第4,5节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时，接收机的辐射性杂散发射功率电平不应超过表51中规

定 的电平 。

表51 最大允许的辐射性杂散发射

频率范围 最大允许 ER1P

25 - 70MHz 一45dBm

70 - 130MHa 一41&m

130 - 174MH. 一41一一32dBm"

174 - 260MHs 一32dBm

260 - 470W. 一32~一2w m.

470 - 1000MH. 一21dBm

注:关在对数频率标度上的线性插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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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监视

4.9.6.1 寻呼信道监视

4.9.6.1.1 定义

    当处于系统接人状态时，移动台将监视寻呼信道。每当在寻呼信道上接收到一个有效消息，不管是否

寻址移动台，移动台应复位Ty0.s定时器。如果定时器超时，则移动台应停止发送接人试呼。这一测试检
验移动台处于系统接人状态时对寻呼信道的监视。

4.9.6.1.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口，如图 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和连续波(CW)

发生器 。

巧

-
15

(2)将基站设置为忽略所有的接人试呼。

(3)按照表52的规定设置测试参数。

(4)将接人参数消息的下列参数设置为下表所规定的值。

一一下磊若一一一一 值(十进制数)

MAX _RSP_SEQ

(5)向移动台发送一次寻呼。

(6)等待2，后关断寻呼信道。
(7)监视移动台的输出功率。

表52 寻呼信道监视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了二 dBm/1.23MHz 一55

Pilot E,
  I-

dB 一7

Paging E}
    I�

dB 一16

4.9.6.1.3 指标

    移动台应发送接人试呼作为对寻呼的应答。在寻呼信道被去激活后移动台应停止发送接人试呼

凡、so

4.9.6.2 前向业务信道

4.9.6.2.1 定义

    当移动台控制业务信道状态时，移动台应一直监视前向业务信道。如果移动台在前向业务信道上接

收到N2m个连续坏帧，则移动台应关断发射机。其后，如果移动台接收到Nam个连续好帧，则移动台应重
新开启发射机。

    移动台应建立一个前向业务信道衰落定时器。当在移动台控制业务信道状态的业务信道初始化子状

态上移动台第一次开启发射机时，衰落定时器便启动。每当在前向业务信道上接收到Nam个连续好帧时，
应复位T5ms衰落定时器。如果该定时器超时移动台应关断其发射机，表明与此移动台相关连的前向信道
上的一次丢失。

    测试1验证移动台接收到N2m个连续坏帧后关断其发射机。

    测试2验证在T5ms周期中没收到N3。个连续好帧后，移动台关断其发射机，表明前向信道的一次损
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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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2.2 侧量万法

    (1)按照图6所示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口。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和连续波(GW)发

生器 。

    (2)设置基站不中断呼叫。

    (3)使用9600bir/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4)按照表53的规定设置测试1的测试参数。

    (5)从帧界开始在前向业务信道上准确地发送N2，个连续坏帧。
    (6)监视移动台的输出功率(测试1)0

    (7)使用96006it/s的数据速率以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8)按照表53的规定设置参数。

    (9)在前向业务信道上从第一个坏帧的帧头开始交替地发送好帧和坏帧T5mso
    (10)监视移动台的输出功率(测试2)0

    (11)如果支持速率集2，则使用144006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重复3一10.

表53 前向业务信道监视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1- dBm/1.23MHs 一75

Pilot E,

  Ia
dB 一7

」铂伍〔E,

    I-
dB 一16

4.9.6.2.3 指标

    测试1:在第一个坏帧开始后NZm x 0.02 + 0.02s，移动台应关断其发射机。在第一个好帧开始后Nam
x0.02+0.02s，移动台应重新开启发射机。

    测试2:在第一个坏帧开始后Tsm + 0.02s，移动台应关断其发射机停止发射。其后移动台不应重新开
启发射机。

4.10  CDMA数字发射机

4.10.1 频率要求

4.10.1.1 频率准确度

4.10.1.1.1 定义

    频率准确度是移动台发射机在指配载频上发射的能力。

4.10.1.1.2 测量方法

    可以利用4.10.3.2.2节所规定的测量方法进行该项测试。

4.10.1.1.3 指标

    移动台输出载频应比前向CDMA信道的载频低45MHz,频率准确度应为士300Hza
4.10.2 切换

4.10.2.1  CDMA至CDMA硬切换

4.10.2.1.1 定义

    基站通过发送一个扩展切换指示消息，命令移动台进行CDMA至CDMA的硬切换，此时，移动台在不

同的指配频率或不同的帧偏移的基站之间切换。以业务信道的临时中断为特征表示硬切换。

    该测试是测量在CDMA至CDMA的业务信道之间完成硬切换的时间，这些业务信道属于具有不同的

CDMA指配频率的基站(不同的导引PN偏移指数)。这一测试同样验证在改变频率之前移动台关断它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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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机。

4.10.2.1.2 测量方法

    (1)将两个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5所示。

    在这一测试中不用AWGN发生器。来自基站1的前向信道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1，一个CD-

MA指配频率户(任何有效值)，并称为信道1。来自基站2的前向信道具有任意导引PN偏移指数P2，一

个CDMA指配频率户(除月外的任何有效值)，并称为信道2。信道2在步骤4中所发送的扩展切换指示
消息中所规定的动作时刻应是可行的。

    (2)使用9600bi1/，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54的规定设置各参数。

    (4)向移动台发送扩展切换指示消息，以设置明确动作时间和下列的参数:

参数 值(十进制数)

USE-TIME 1

M OT - PN P2

FREQ一INCL 1

CDMA-FREQ 刀

    (5)测量Ti，从动作时刻到移动台发送功率下降到一61dBm时刻所经过的时间，该功率是在旧CDMA

指配频率上的移动台天线连接口处测量的。

    测量 几，从动作时刻到移动台发射机在新CDMA指配频率上启动时刻所经过的时间。

                              表54  CDMA至CDMA硬切换的测试参数

} 参数 { 单位 } 信道1 { 信道2 !

1QPilot e,
dB./l.23MHz

    几

Tuft E

    几

一75

  一7

一7.4

一75

  一7

一7.4

dB

-
dB

4.10.2.1.3 指标

    移动台发射功率应仍在开环和闭环功率控制之下，直到动作时刻为止。T1应小于2mso
    Ts应小于T61二十(Nil二十2) x 20ms = 140ms。当移动台能使它的发射机在新CDMA指配频率上时，发

射功率应在旧CDMA指配频率上发送的正常功率值的1OdB范围内。

4.10.3 调制要求

4.10.3.1 时基

4.10.3.1.1 定义

    移动台时间基准取自最早到来的被用于解调的多径成分。当接收前向业务信道时，应使用移动台时

基作为反向业务信道的发送时间。测试1检查静态条件下移动台时基的准确度。测试2检查移动台时基

转换速率。

4.10.3.1.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连续波)发生器。

    (2)使用9600b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55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4)使用4.12.4.2节所描述的可波形质量因数)表示在移动台天线连接接器上测定移动台发送时间
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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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3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发生器。信道模拟器周期

地产生相距10个码片的两个交替的路径。两个路径中的每一个持续20s，交替周期为40s.
    (6)使用96006i1/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7)按照表55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8)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上测定移动台发射时间至少2min，并计算时间基准的转换速率。

表55 时基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IQ dBm/1.23MHa 一75

Pilot EE,I, dB 一7

T. cE,

  I�
dB 一14

4.10.3.1.3 指标

    在稳态条件下，移动台时间基准应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在被用于解调的最早到达多径成分出

现时间的士11es范围内。
    若需要移动台的时基校准，则应将它校准到任一200nms周期内不快于1/4PN码片(203.451 ns)，每秒不

慢于3/8 PN码片(305.18ns) o

4.10.3.2 波形质量和频率准确度

4.10.3.2.1 定义

    本试验测量波形质量因数可见4.12.4.2)。该测量同样给出粼和:的值。在使P表达式最大时测
量的叮值用于提供载频误差的估值。在使P表达式最大时测量的:值用于提供发射时间误差的估值。
4.10.3.2.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GW发生器。

    (2)使用96006ir/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56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4)使用4.12.4.2节所描述的P表示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上测量波形质量因数Pr频率误差以，以及
发射时间误差:。

表56 波形质量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Ie dBm/1.23NBiz 一75

Pilot E.
  I-

dB 一7

TrafficE,
  I-

dB 一7.4

4.10.3.2.3 指标

    波形质量因数P，应大于0.944(非正交引起的信/噪比恶化小于0.2dB)o频率误差万应在土300Hz
范围内，发射时间误差:应在士lps范围内。
4.10.3.3 编码准确度

4.10.3.3.1 定义

    反向业务信道编码准确度反应移动台正确地编码数据的能力。通过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解调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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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发送的一个数据帧，并按照预存格式检查I和Q数据码片，测试编码准确度。
4.10.3.3.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GW发生器。
    (2)将编码准确度的测量设备(见4.12.4.2.2节)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编码准确度测量设备

是通过来自基站的与帧的开始同步的时钟触发的。

    (3)使用96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4)按照表57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5)在前向业务信道上重复地发送一个已知的数据帧。

    (6)测量一个帧的编码准确度。

    (7)若支持速率集2，使用144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2环回方式(业务选择9)重复步骤3到6.

表57 编码准确度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I- dBnn/1.23W h 一75

Pilot E,/. dB 一7

Tmfc凡
  to

dB 一7.4

4.10.3.3.3 摺标

    在I和Q信道上应没有超出移动台所发送的24576码片的差错。

4.10.4  RF输出功率要求
4.10.4.1 开环输出功率的范围
4.10.4.1.1 定义

    移动台根据它的平均输人功率枯算它的开环平均输出功率。这种估算规定为:

    平均输出功率(dBm)二一平均输人功率(dBm) - 73十NOM _ PWR(dB)十INIT_ PWR(dB)
    这一测试是测量所估算的开环输出功率的范围。

4.10.4.1.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发生器。

    (2)使用96006ir/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58的规定设置测试 1的各测试参数。

    (4)在前向业务信道上发送交替的功率控制比特。

    (5)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移动台的输出功率。

    (6)按照表58中的规定设置测试2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7)按照表58中的规定设置测试3的测试参数，并重复步骤(4)和(5)0

表58 开环输出功率范围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 2 测试3

1, dBm/1.231YBa 一u 一65 一104

Plot EE,IQ dB 一7 一7 一7

D.& E,

  I-
dB 一7.4 一7.4 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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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1.3 指标

    移动台输出功率应满足表59中规定的范围。

表59 开环输出功率范围的最低标准

参数 单位 测试 1 测试2 测试 3

I级 dBm/1.23MRz 一48士9.5 一8士9.5 18-38

n级 dBm/1.23W h 一48 t 9.5 一8士9.5 18-抖

III级 dBm/1.23MAz 一48 t 9.5 一8土9.5 18-30

4.10.4.2 开环功率控制的时间响应

4.10.4.2.1 定义

    在平均输人功率中等级改变之后，由于开环功率控制的结果，移动台的平均输出功率改变。这一测试

是开环功率控制对平均输人功率等级改变的时间响应。

4.10.4.2.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发生器。

    (2)使用96006ir/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印的规定设置各参数。

    (4)在前向业务信道上发送“00和“1”交替的功率控制比特。

    (5)输人功率以+20dB的等级改变并在功率等级改变looms之后测量作为时间的函数的发送输出功

率。

    (6)输人功率以一20dB的等级改变并在功率等级改变looms之后测量作为时间的函数的发送输出功

率。

    (7)输入功率以一20dB的等级改变并在功率等级改变 looms之后测量作为时间的函数的发送输出功

率。

    (8)输人功率以+20dB的等级改变并在功率等级改变looms之后测量作为时间的函数的发送输出功

率 。

表印 开环功率控制时间响应的测试参数

值
一邢
一二
--74

  参数

  1Q

Pilot乓
  1Q

TiafcE,

  I�

单位

dBm/1.23NBiz

dB

-
dB

4.10.4.2.3沛标
    在平均输人功率等级改变APin之后，移动台的平均输出功率应该以△Pin符号相反的方向转变，使其

幅度在以下规定模框的两个容限之间:

    (a)上限

    当0<:<24ms:coax[1.2x IiMNnI x (t/24), IMnI x (t/24) +2.OdB]+1.5dB

    当:>-24ms:max[1.2x IAPinI，I OPin I十0.5dB]+1.5dB

    (b)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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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O;max[O.8x IDPinl x [1一。(‘，一‘)/36]一2.OdB,0]一1dB
    式中t以ms为单位表示，Mn以dB为单位表示，max[ x ,月是x和Y中的一个最大值。图10示出

APin = 20dB的限度。开环功率控制引起的平均输出功率变化的绝对值应是一个时间的单调升函数。若

平均输出功率变化包含离散的增量，开环功率控制引起的单个增量应不超出1.2dBo

竺旦旦巨旦困. .口..竺 口，，.. . ..... 曰侣目二二

叼
/
月/ 卫 一}

巴 一. ll

/ 引一产产一研~尸一一一.
州洲~州口~~

r//
.一 口

0

5

0

5

0

3

2

2

曰.

月
.

10      20      30      40

t‘50t (M5)
60      70 80      90      100

          注:模框容限可以用分段折线近似法逼近。模框容限考虑到交替闭环功率控制比特的影响。

                        图10    APin二20dB的开环功率控制的步长响应

4.10.4.3 接人探测输出功率

4.10.4.3.1 定义

    这一测试验证的接人参数有:正常的功率偏移、初始的功率偏移、在相邻探测间的功率增量、一个探测

序列中的接入探测数目以及一个接人试呼的探测序列数目。

4.10.4.3.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GW发生器。

    (2)设置I,为一75dBm/1.23MHzo

    (3)设置接人参数消息中的参数MAX _BSP_SEQ为to
    (4)设置基站忽略所有的接人试呼。

    (5)向移动台发出寻呼。

    (6)在天线连接器处测量每个探测的移动台输出功率。

    (7)将接人参数消息中的各参数值改变为下列规定值。重复步骤(5)和(6)0

参数 值(十进制数)

NOM _PWR 3

MIT_ PWR 3

Pwn _ srr e 1

NUM _ STEP a

MAX _RSP_SEQ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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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3.3 指标

    在第一次接人试呼中:

    (a)所有接人探测的功率变化应当在t 1dB的范围内。

    (b)一个接人探测序列的接人探测数目应是50

    (。)在该次接人试呼中应有一个接人探测序列。

    在第二次接人试呼中:

    (a)每个接人探测序列的第一个接人探测功率应比第一次接人情况中的接人探测功率高6士1.2dBo

    (b)每个接人探测序列中相邻接人探测之间的功率增量应是1 t 0.5dBo
    (c)每个接人探测序列中的接人探测数目应是50

    (d)在该接人试呼中的接人探测序列数目应是30
    (e)应按照15一95一A的6.6.3.1.1节中的规定使接人探测随机化。

4.10.4.4 闭环功率控制的范围
4.10.4.4.1 定义

    移动台对它的开环估值提供闭环调整。即按照所接收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进行闭环功率调整。调整

范围定义为最大移动台输出功率和开环估算之间的差值及最小移动台输出功率和开环估算之间的差值。

4.10.4.4.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发生器。

    (2)使用96006ir/: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在前向CDMA信道中设置衰减，以得到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开环输出功率，其数值为

_15dBmo

    (4)发送“0"和“1”交替的功率控制比特(最后比特为1)，随后发送100个连续为“0"的功率控制比特，
随后发送100个连续为“1”的功率控制比特，再随后发送100个连续为“0"的功率控制比特。

    (5)测量移动台输出功率(测试1)0

    (6)在前向CDMA信道中设置衰减，以得到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开环输出功率为19dBm，并
重复步骤4和5(测试2)0

    (7)使用4800b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8)在前向CDMA信道中设置衰减，以便当开启移动台发射机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开环

输出功率为一15dBmo

    (9)发送“0"和“1”交替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最后比特为1)，随后发送100个连续为“0'l的有效功率

控制比特，随后发送100个连续为“1”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随后再发送100个连续为“0"的有效功率控制
比特。将所有无效的功率控制比特置为0.

    (10)测量移动台输出功率(测试3)0

    (11)使用2400b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重复步骤8一10(测试

4)0

    (12)使用1200bit/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重复步骤8一10(测试

5)0

4.10.4.4.3 指标

    以下规定的平均输出功率中平均变化率的要求适用于移动台输出功率比表4.10.4.5.3一1中所规定

的最大输出功率下限值低3dB的情况。

    测试1;

    (a)闭环功率控制范围应当至少在开环估算值的士24dB以内。
    (b)在100个连续为“0"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之后，从接收到第一个有效，"1”功率控制比特的末端到

移动台输出功率开始减小时刻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2.5mso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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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bit/。数据速率的平均输出功率的平均变化率应大于12.8dB/20nms、小于19.2dB/20mso

    (d)在接收到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以后，移动台的平均输出功率应在小于500js时的最终值的0.3dB以

内。

    测试 2:

    (a)在100个连续为‘̀d，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之后，从接收到第一个有效“1”功率控制比特的末端到移

动台输出功率开始减小时刻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2.5mso

    测试 3:

    (a)闭环功率控制范围应当至少在开环估算值的士24dB以内。
    (b)在100个连续为“00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之后，从接收到第一个有效，"1”功率控制比特的末端到

移动台输出功率开始减小时刻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5mso
    (c) 4800bit/s数据速率的平均输出功率的平均变化率应大于6.4dB/20ms、小于9.6dB/20mso

    测试 4:

    (a)闭环功率控制范围应当至少在开环估算值的士24dB以内。
    (b)在100个连续为‘̀0”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之后，从接收到第一个有效，"1”功率控制比特的末端到

移动台输出功率开始减小时刻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lomsa
    (c) 24006ids数据速率的平均输出功率的平均变化率应大于3.2dB/20ms、小于4.8dB/20mso

    测试 5:

    (a)闭环功率控制范围应当至少在开环估算值的士24dB以内。
    (b)在100个连续为“0"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之后，从接收到第一个有效，..1”功率控制比特的末端到

移动台输出功率开始减小时刻的时间间隔应不大于20mso
    (c) 1200bit/。数据速率的平均输出功率的平均变化率应大于1.6M/20ms、小于2.40/20mso

4.10.4.5 最大BF输出功率

4.10.4.5.1 定义

    最大RF输出功率是指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移动台发送的最大功率。

4.10.4.5.2 测量方法

参数 值(十进制数)

NOM _PWR 7

PaT_ PWH 巧

PC吓 _5】EP 7

MJM _ S阻P 巧

MAX _RSP_SEQ 巧

(2)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GW发生器Q

(3)使用96006id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4)按照表61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5)连续地向移动台发送“0ll功率控制比特。

(6)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移动台输出功率。

(7)在移动台824MHz和849MHz之间的发射频带内测量杂散发射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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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最大RF输出功率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之。 dBm/l.23MHz 一 104

PilotE.1Q dB 一7

TrafficE.

  1d
dB 一7.4

4.10.4.5.3 指标

    每种级别移动台的最大输出功率(见IS一95一A的6.1.2.1节)应是使用移动台生产厂商所推荐的天

线增益的该级移动台的最大ERP，其值应是在表62所规定的限值范围内。当在任一CDMA信道上发送

时，在移动台874 - 849MHz发送频带内，以30kHz分辨带宽测量的杂散发射电平应小于表63所规定的限

值。

表62 最大输出功率的有效辐射功率

移动台级别 下限 上限

I 1 dBW(1.25W) 8 dBW(6.3W)

II 一3 dBW(O.5W) 4 dBW(2.5W)

皿 一7 dBW(0.2W) 0 dBW(1刀W)

                      表63

中心频率偏移明用}ofl表示)

          大于 900M

        大于 1.98MHz

当发射时杂散发射容限

最大杂散发射 电平

一42 d&/30kf

一54 dW/30kHz

4.10.4.‘ 最小受控输出功率

4.10.4.6.1 定义

    移动台的最小受控输出功率是指当闭环和开环功率控制都指示最小输出时，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

量的输出功率。

4.10.4.6.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发生器。
    (2)使用)600bid，数据速率的速率集 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按照表64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4)连续地向移动台发送，..1”功率控制比特。

表64 最小受控输出功率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 位 值

PQ dBnV1.23MBs 一u

PilutE,IQ dB 一7

Tr心cE,

  !�
dB 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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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6.3 指标

    在闭环和开环功率控制都设置为最小的条件下，以CDMA信道频率为中心的移动台平均输出功率应

小于一50dBm/1.23MHz.

4.10.4.7待机输出功率和门控输出功率
4.10.4.7.1 定义

    待机输出功率是当其发射功能被去激活时移动台输出功率(例如，在移动台初始化状态、移动台空闲

状态期间以及当移动台不发射接人探测时的系统接人状态期间)。

    当以可变数据速率传输方式工作时，移动台仅当各门控开启期间才以正常受控功率电平发射，每种周
期定义为一个功率控制群。在门控关闭期间抑制发射的功率电平。这一测试测量一个门控功率控制群

(1.25ms)平均输出功率的时间响应。

4.10.4.7.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发生器。

    (2)按照表65的规定设置各测试参数。
    (3)在移动台初始化状态期间或在移动台待机状态期间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输出功率。

    (4)向移动台发一个寻呼，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与两个接人探测传输之间的时间周期期间测量

输出功率。

    (5)使用1200bih/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6)在前向业务信道发送交替为“丁和“1”的有效功率控制比特。

    (7)测量平均至少100个孤立门控功率控制群的移动台输出功率的时间响应，该功率在移动台天线

连接器处进行测量。

表65 待机输出功率和门控输出功率的测试参数

参数 单位 值

Ia dBm/1.23MBz 一75

PdaE,Is dB 一7

TmfcE,

  IT
dB 一7.4

4.10.4.7.3 指标

    待机输出功率:

    当关闭发射机时，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以1 MHz分辨带宽测量的，在824一849MHz之间移动台发送

频段的频率上，移动台输出噪声功率谱密度应小于一61 dBm.

    门输出功率:
    给定具有相同平均输出功率的各功率控制群的集合，该集合平均的时间响应在图11所示的容限之

内。

4.10.5 杂散发射的容限

4.10.5.1 传导性杂散发射

4.10.5.1.1 定义

    传导性杂散发射是指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指配CDMA信道带外频率上的辐射。这一测试测
量在连续发送和门控发送期间的杂散发射。

4.10.5.1.2 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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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II传输包络模块框(平均门控开启功率控制群)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发生器。将频谱分

析仪(或其他适当的测试设备)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
    (2)使用XOObir/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3)将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所测量的移动台输出功率设置为一13dBm/1.23MHzo

    (4)从移动台所用的最低中频频率、最低本振频率、1 MHz频率中的最低频率到载频10次谐波频率的
频率范围内用频谱分析仪扫频。

    (5)使用4800bids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并且重复步骤3和40

4.10.5.1.3 指标

    杂散发射应满足表66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如使用该表中所规定的分辨带宽测量)。

表66 发射时的杂散发射容限

中心频率偏移可(用I好l

表示)

当频偏大于900kf，分辨带宽为30kHz

当频偏大于 1.385MHz，分辨带宽为MHz

当频率大于 1.98NIIiz，分辨带宽为30kHz

当频率大于2.465MHz，分辨带宽为S MHz

杂散发 射电平 应小 于

(a),或(b)和(c)

(a)一42 dBc/30kHz

(b)一60 dBm/30kHz

(c)一55 dB./UIIdz

(a)一54 dBc/30kf

(b)一60 dBm/30kHz

(c)一55 dBm/如H

注:中心频率偏移接近载频时，1MHz分辨带宽可能不具备足够的选择性;因此应使用 1wh 积分频谱测量方法。

4.10.5.2 辐射性杂散发射
4.10.5.2.1 定义

    辐射性杂散发射是指当移动台与非辐射性纯阻负载相连接时，由移动台产生或放大的，通过移动台机

壳和电源、控制及音频各导线辐射的指配CDMA信道带外频率上的发射。

4.10.5.2.2 测量方法

    (1)将基站连接到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如图16所示。本测试不使用AWGN和CW发生器。

    (2)使用9600bit/。数据速率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建立呼叫。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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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将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所测量的移动台输出功率设置为一13dBm/1.23MHzo

    (4)使用标准辐射测试场地，并执行辐射信号测量过程(见5节)。

4.10.5.2.3 指标

    辐射性杂散发射应小于4.10.5.1.3节中对传导性杂散发射所规定的电平。

4.11  CDMA数字方式的环境要求

4.11.1 温度和电源电压

4.11.1.1 定义

    温度和电压范围表示移动台正常工作并满足标准要求的环境温度和供电输人电压的范围。环境温度

是指移动台周围大气的平均温度。电源电压是指加到移动台电源输人端的电源。生产厂商应规定移动台
设备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和电源电压范围。为了给厂商提供一种使移动台符合所推荐的最低标准的温度

范围的便利方法，表67规定了以字母命名的温度范围。温度标志C和D与目前LS -95-A不相一致，仅

作为将来考虑。

表67 温度范围

命名 范围

A 一40'C、+ 70̀10

B 一30℃ 一+600C

C -20℃ 一十印 cc

D 0℃ 一+459C

4.11.1.2 测量方法

    移动台应以其正常的配置进行安装(即按正常安装结构进行完整装配)，并放在温度箱中。温度箱的

温度应当稳定在生产厂商所规定的最高温度，移动台应当工作在生产厂商规定的输人电源电压范围或标

准电压的士10%中较大容差条件下。在移动台工作时，温度应保持在规定的测试温度上，并且在温度箱中

没有强制循环气流直接加至移动台，然后进行4.11.1.3节所规定的测量。

    关断移动台，使温度箱中的移动台稳定在室温条件下，然后重复4.11.1.3节所规定的测量。

    关断移动台，使温度箱中的移动台稳定在厂商规定的最低工作温度条件下，重复4.11.1.3节中所规

定的测量。

    如果生产厂商采用了当温度变为比规定范围小的温度时便自动禁止 RF发送的电路，则总温度范围

可以减小到比一30℃一+60℃范围小的范围。测量应在生产厂商规定的温度范围的极端条件下进行。生

产厂商应说明在规定温度范围外禁止RF发送的情况。

4.11.1.3 指标
    在4.12.2节所规定的标准环境测试条件下，移动台设备应满足4.9和4.10节规定的所有最低标准。

在生产厂商规定的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的范围内，移动台设备的工作应满足下列最低标准:

    a)接收机灵敏度和动态范围按照4.9.4.1.3节的规定。对于iff级移动台，用以测量接收机灵敏度的

接收CDMA功率几在60℃和更高温度下可以降低2dBo
    b)频率准确度按照4.10.1.1.3节的规定。

    。)波形质量按照4.10.3.2.3节的规定。

    d)估算的开环输出功率范围见4.10.4.1节。移动台输出功率应满足表68所规定的范围。



丫D/T 1051}一刽X幻

表68  RF输出功率要求的最低标准

移动台输出功率级 单位 测试 1 测试2 测试 3

I dBm/1.236B-h 一48+9.5/一12.5 一8十9.5/一12.5 巧 ~38

II dBm/1.2364h 一48十9.5/一12.5 一8+9.5/一12.5 巧 ~34

班 dBm/1.236Biz 一48十9.5/一12.5 一8+9.5/一12.5 巧 -30

    e)闭环校正范围按照4.10.4.4.3节的规定。

    f)最大RF输出功率按照4.10.4.5.3节的规定。在60℃和更高温度下，允许lu级移动台的EIRP降低

2dBo

    9)最小受控输出功率按照4.10.4.6.3节的规定。
    h)传导性杂散发射按照4.10.5.1.3节的规定。

4.n.2 高湿度

4.11.2.1 定义

    高湿度是指移动台按规定性能正常工作时所处的相对湿度。

4.11.2.2 测量方法

    在验证移动台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正常工作之后，应将未工作的移动台放人湿度箱中，保持相对湿度为

40%,温度为50̀1C(即在50℃的干空气含水0.024/mg)，放置时间不少于8h。然后应进行4.9.4.1节(接收
机灵敏度和动态范围)和4.10.3.2节(波形质量)规定的测量。在这一测试期间应不允许移动台的任何调

整。

    关断移动台，使湿度箱中的移动台在标准环境条件下持续稳定6h，然后进行4.9节和4.10节规定的
测量 。

4.11.2.3 指标

    在高湿度条件下，移动台应满足4.9.4.1.3节和4.10.3.2.3节所规定的最低标准。当在标准环境条

件下经稳定后，移动台应满足本标准中4.9节和4.10节规定的所有标准。

4.11.3 振动稳定性

4.11.3.1 定义

    振动稳定性是指移动台经受振动后保持所规定的机械和电气性能的能力。

4.11.3.2 测量方法

    应在3个相互垂直的方向顺序地给移动台施加正弦振动，该正弦振动为1.5g的重力的加速度，扫频
范围为5一500Hz,频率变化速度为0.1倍频程/a，在单调升频扫频后，进行单调降频扫频。

4.11.3.3 指标

    在经受上述振动试验后，移动台设备应满足本标准中4.9节和4.10节规定的所有标准。

4.11.4 冲击稳定性

4.11.4.1 定义

    冲击稳定性是指移动台经受冲击后保持所规定的机械和电气性能的能力。

4.11.4.2 测量方法

    移动台应在3个相互垂直方向的正、反向各经受3次试验台冲击，总共18次冲击。在所有情况下，移

动台应以其正常装配的硬件稳固在试验台上。每次冲击应为半个正弦波，时间为7一llma，至少20g重力
的峰值加速度。

4.11.4.3 指标

    在经受上述冲击试验后，移动台设备应满足本标准中4.9节和4.10节规定的所有标准，且没有任何

机械损坏。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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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CDMA数字标准测量条件

4.12.1 标准设备

4.12.1.1 基本设备

    设备应按照生产厂商的指导书对所需要工作模式进行组装和必要的调整。当有不同模式替代使用
时，设备应按照相关模式的指导书进行组装和调整。应对每种工作模式进行完整的测量。

4.12.1.2 相关设备

    若被测设备在正常工作中需要使用相关设备，则移动台的设备中应包括相关设备。其相关设备可以

包括电源、手柄、叉簧、充电器、控制缆线和电池缆线。

4.12.2标准环境测试条件
    应在下列条件的任意组合条件下进行在标准大气条件下的测量。

    — 温度:+巧℃一十3590

    — 相对湿度:45%一75%

    — 大气压:86一106kPa

    若有必要，测量结果可通过计算标准的基准温度(25 cC)和标准的基准大气压101.3kPa来校正。进行
这种校正的过程可在含有标准双向陆地移动设备的测试方法的EIA文件中查到。

4.12.3 主电源的标准条件

4.12.3.1 一般条件
    标准测试电压应是由生产厂商规定的测试电压或是与推荐电源相同的电压，阻抗和安时(与测量有

关)等效的电源。
4.12.3.2 蓄电池组的标准DC测试电压

    由生产厂商规定的标准(或标称)DC测量电压等于该类蓄电池标准测试电压乘以电池数减DC电源
缆线的平均损耗电压，该平均损耗电压应是生产厂商指定的典型值(或适用的值)。由于蓄电池组可能处

于正在充电或未充电状况，甚至当设备正工作时，实际上处于放电状态，所以生产厂商还应在高于和低于

标准电压的条件下测试该设备。在相同设备一种测试部分进行的一系列测量期间，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

不应超出标准测试电压的士2%0

4.12.3.3 标准AC电压和频率
    使用AC电源工作的设备，其标准AC测量电压应等于生产厂商指定的标称电压。若设备具有不同的

输人抽头开关，则应使用其指定的标称值。标准测量频率和测量电压变化范围不应超过其标称值的

士2% .

    输人电压变化不超过土10%时，设备应正常工作而不产生性能降级。当输人电源电压变化不超过

士巧%时，设备应保持所规定的发射机频率的稳定度。设备工作的频率范围应由生产厂商规定。

4.12.4 标准测量设备
4.12.4.1 标准信道模拟器

    信道模拟器应支持下列信道模型参数:

式中

各路径的衰落是独立的。

衰落是瑞利(Rayleigh)衰落，功率的概率分布函数F(P)为:

F(P，二{;一‘一P/’一P>0P<0
P为信号功率电平，Pee为平均功率电平。
电平交叉率L(尸)为

:(，)二},/27cP/P_fd一P/，一P>o
          L0 尸<0

式中fa是与模拟载体速率相关的多普勒频率偏移，由下式决定。



丫D/T 1050-2000

    。V,

Jd = l万1J}

f是载波频率，V是载体速率，C是真空中的光速。

— 功率谱密度S(f):
                                      「 1

    }下下不云L12
,3V1=Sn/1一L 于 J

      }’
          }O

几一fd--f<f +fd

Otherwise

— 展开连续相位的自相关系数P(r)为:

P(r)=3 sin-'[ Jo(2、二)〕+61 1 sin 1[lo(2afdr)]12一3鑫     [Jo(2trfdr)]2"4'!}          n2
自相关系数示于图120

滞后时间T以(1/Doppler)为单位

                                  图12 相位的自相关系数

    信道模拟器应支持下列信道模型参数的标准条件及允差:

    — 车载速度V:8km/h

        移动台几:6.53Hz士5%
    — 车载速度V:30km/h

        移动台几:24.51z士5%
    — 车载速度V:100km/h

        移动台几:81.67Hz士5%
    — 功率分布函数F(尸)

    1)功率电平在高于平均功率电平IOdB到低于平均功率电平20dB范围内，F(P)测量值的允差应在

计算值的士1dB以内。

    2)功率电平在低于平均功率电平20dB到低于平均功率电平30dB范围内，F(P)测量值的允差应在
计算值的士5dB以内。

    — 功率电平在高于平均功率电平3dB到低于平均功率电平30dB范围内，测量值的允差应在计算

值的士10%以内。

    — 在载频f附近的测量功率谱密度S(f)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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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频率偏移if -L!二fd时，最大功率谱密度s(f)应超过S (f)至少6dBo
2)当频率偏移If一人I > 2fd时，最大功率谱密度S (f)至少30dBo
— 模拟多普勒(Doppler)频率fd应根据所测量的S(f)作如下计算:

  ref(，一f)ZS(f) dfl"
九二}— 了不 刃一一 }
    L 」S(f)df 」

    — 测量展开连续相位的自相关函数P(c):

    1)延迟0. 051f,应为0.8 t1
    2)延迟0.15/fd应为0.5土1

4.12.4.1.1 标准信道模拟器的配置

    标准信道模拟器应支持表69中所有配置。

表69 标准信道模拟器的配置

信道模拟器配置 1 2 3 4 5

车载速度(k./hr) 8 30 30 100 0

路径数目 2 2 1 3 2

路径 2功率(相对于路径 1)[dB] 0 0 N/A 0 0

路径 3功率(相对于路径 1)[dB] N/A N/A N/A 一3 N/A

从路径1到输人的延迟[YS] 0 0 0 0 0

从路径2到输人的延迟【PS] 2 2 N/A 2 2

从路径3到翰人的延迟仁Fs] N/月 N/A N/A 14.5 N/A

4.12.4.2 波形质量侧量设备

4.12.4.2.1波形质量因数(川测量仪
    移动台发射机应能产生IS一95一A中6.1.3.1节中所描述的。- QPSK信号，理想的发射信号为

                                      SO)二R(t) d̀.b̀

    R(t)是采样点给定为:二kTa时的发射机信号的复数包络:

            R(kT.)=Zg(kT。一。Tdcoso�+I zg (kT.一。T}一T,/2) sinO�

    式中创kTa)是LS一95一A中6.1.3.1.10节所描述的基带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是载频角频率，
T}是一个PN码片的时长，0。是IS-95一A中图6.1.3.1.9一1规定的当t� = nT.时发生的第n个码片的

相位。码片率1/T。为1.2288Mc/s。抽样率1/ TB为41T_
    调制准确度是发射机产生理想信号S(t)的能力。

    实际的发射机波形由下式给出

                      X(t)=Co[R(t+T)+刃(:)]已(、+△。)(:+:)
    式中z是实际发送信号相对R(t)的时间坐标的时间偏移;Co = Aoe"o是一个代表发射信号的幅度Ao

及任意相位0。的复常数。△。是相对于理想载波频率的实际载波频率的角频率偏移。E(t)是实际发射
机信号与理想信号的误差的复数包络。

    实际发射机信号的时间和频率误差通过乘以一个复数因子来校正以产生

                          y(t)=x(t一二)尸(囚。+△·):
    式中:和△。是实际发射信号的时间误差和频率误差的估算值。其准确度下面规定。角频率误差

细 可转换为频率误差△了= ̂,w/27r.

    波形质量因数(川测量仪应包含一个带限滤波器，该滤波器在通带内的波动应小于士0.1dB，最小拐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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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频率(0.1dB)为700kHz，大于1.2MHz频率上滤波器应至少有40dB的抑制。该滤波器的实施方案应由P

测量仪生产厂商确定，并满足下面规定的准确度要求。

    Z(t)表示滤波器的实际输出。调制准确度是通过确定判决点在t;二2(k一1)   Ts=(k一1) T,/2抽

样的实际波形与理想波形之间的规一化相关功率进行测量，并用发射机波形质量因子P给出，P定义为

}u;k川2
艺 !Rk 12E }Zk 12

    式中Zk二Z(tk)是在测量时间段发送信号的第k个样值:R*二R(tk)是测量时间段理想信号的第k个
样值;M是以半码片时长表示的测量时间段，并至少应为1229个半码片时长的测量时间段(0.5ms)o

    当使P表示式最大时的△。值为载波频率误差。

    当使P表示式最大时的:值为发送时间误差。
    波形质量测量设备的准确度应为:

      — 波形质量因数(川:在0.90至1.00范围内为士0.003
        — 频率误差:士30Hz
        — 发射时间误差:士135ns

    设备应在整个蜂窝带内是可调谐的，并在十40 - - 50dBm的幅度范围内是可工作的，为满足这些功率

要求可以使用外部衰耗器和/或放大器，并且可以认为是设备的一部分。

4.12.4.2.2 编码准确度设备
    设备应适于向移动台发送已知的数据模式，使用业务选择2或9重新编码和发送这一数据模式，测试

设备应能无码片差错地接收移动台的信号。

4.12.4.3 基站设备

4.12.4.3.1发射机设备
    基站发射机应能按规定输出电平产生(相对于总功率)下列信道:

        — 导引信道:一5-一lOdB或关闭

        — 寻呼信道:一7-一20dB或关闭

        — 同步信道:一7-一20dB或关闭

        — 业务信道:一7-一20dB或关闭

        — 业务信道:-7- -20dB或关闭，用于全速率功率输出电平。低速率要降低业务信道的功率

以保持每比特的固定能量。

        — 功率控制子信道:总是发送全速率话音比特的相同的功率。

        — 正交信道噪声模拟器(OCNS),0-一6dB或关闭，作为一个选项，正交信道噪声模拟器可以

由工作在不正用于测试信道的不同沃尔什信道的寻呼、同步或业务信道组成。

    另外，基站发射机应满足以下要求:

        — 频率范围:15一95-A基站频率

        — 频率准确度:土0.2ppm
        — 频率分辨率IOHz
        — 输出范围0-一110dBm/1.23MHz

        — 幅度分辨率:0.1dB(用于所有信道)

        — 绝对输出准确度(任意两个信道间的相对电平):t 0.1 dB一对此可能需要外部校准

        — 绝对输出准确度:士2.OdB

        — 最小波形质量因子(户:> 0.966(超出功率<0.15dB)
        — 信源驻波比: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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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3.2 接收机设备
    输人范围一50一+40dBm。为满足输人功率要求可以使用外部衰耗器或放大器，并可以认为是设备

的一部分 。

    1/8码片时间的分辨率或更高分辨率报告到达时间的能力。

4.12.4.3.3 协议支持

    基站应能提供本文件所需的协议。

4.12.4.3.4 定时信号
    基站应提供下列由其它测量设备触发的以基站天线端口为基准点的系统定时信号。

        — 20ms帧时钟

        — 26.67m时钟一短序列翻转
        - 80ms时钟一帧时钟和0 PN偏置26.67ms时钟的定位

        — 偶数秒时间标记

        — 1.25ms功率控制组时钟

    下列事件同步的信号:

— 坏帧的插人(或帧的删除)

— 功率控制比特序列的开始

4.12.4.4  AWGN发生器

    AWGN发生器应满足下列最低性能要求:

        — 最小等效噪声带宽;1.8MHz

        — 频率范围:15一95-A基站发射频率

        — 频率分辨率:1 kHz
        — 输出准确度:输出〕一80dBm/1.23MHz时为t 2dB

        — 幅度分辨率:O.1dB
        — 输出范围:(一20一 95dBm)/1.23MHz
        - AWGN发生器应与理想发射机信号是无关联的，见4.12.4.3.1节。

4.12.4.5 CW发生器

    CW发生器应满足下列最低性能要求:

        — 输出频率范围:在射频的应用范围内可调谐

        — 频率准确度:士loppm

        — 频率分辨率:1kHz
        — 输出范围:一50-一lOdBm或关闭

        — 输出准确度:在上述输出范围或频率上为土1.OdB

        — 幅度分辨率:0.1dB

        — 输出相位噪音:按要求

4.12.4.6频谱分析仪
    频谱分析仪应提供下列功能:

— 通用频率域的测量

— 积分信道的功率测量(1.23MHz的功率谱密度)

频谱分析仪应满足下列最低性能要求:

    — 频率范围:在射频范围内可调谐

    — 频率步长:1kf
    — 频率准确度:士0.2p户n
    — 显示的动态范围:7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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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对数标度保真度:在上述显示的动态范围内为t 1dB

— 从lOMHz一2.6GHz信号的幅度测量范围:

    1)以分辨率带宽30kHz测量的功率:一90dBm一+20dBm

    2)积分1.23MHz信道功率:一70dBm一+40dBm

    3)背景噪声:一140dBm/Hz

    4)为了满足功率范围的高功率端，可用使外部衰耗器，并可以认为是设备的组成部分。

        —         CDMA发射和接收频带内的绝对幅度准确度(用于积分信道功率测量)
    1)一40dBm一+20dBm:士1dB

    2)一70dBm一+20dBm:士1.3dB

        — 相对平坦性:频率范围为lomf一2.6GHz时为t 1.5dB

        — 分辨带宽滤波器:同步调谐或高斯(至少3个极点)，其3dB选择带宽为1 MHz, 300kHz,
100kHz和30kIIz.

        — 检波后的视频滤波器:从 100Hz至少到1 MHz以十进步长可选

        — 检波方式:可选峰值或取样

        — BF输人阻抗:标称500

    频谱分析仪还可以提供真实平均功率判决的时域(零挡)测量功能，若提供此项功能，则频谱分析仪应

满足下列附加性能要求:

        — 时域扫描时间:从50ps一looms可选
        — 延迟的扫描触发:从5ps一40ms可选
        — 外部扫描触发

        — 进行时域测量的足够的带宽

4.12.4.7 平均功率计

    功率计应提供下列功能:

    — 平均功率测量

    — 对于正弦和非正弦信号正确有效值检波

    — 以线性单位(W)和对数单位(dBm)表示的绝对功率

    — 以dB和百分数表示的相对(偏移)功率

    — 自动校准和调零

    — 多个读数的平均

    功率计应满足下列最低性能要求:

— 频率范围:M Hz一1GHz

— 功率范围:一70dBm(100pW)一+40dBm(1OW )
    为提供这一功率范围可能需要不同的传感器。为满足功率范围的高功率端可以使用外部衰耗器，并

可以认为是设备的一部分。

    — 绝对和相对功率准确度:t 0.2dB(5% )

    不包括传感器和信号源失配(VSWR)误差，调零误差(传感器范围底端显著)，功率线性误差(传感器范
围顶端显著)。

— 功率测量分辨率:0.1或o.olas之间可选

— 传感器驻波比(VAWR) :1.15:1

4.12.5 功能系统建立

4.12.5.1 功能框图

    图13至16表示建立不同测试的功能框图。

4.12.5.2 一般说明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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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在衰落信道中的业务信道测试的功能建立

图14 软切换中业务信道测试的功能建立

图巧 软切换中搜索测试的功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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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无衰落测试的功能建立
    下列说明适用于所有CDMA测试

    a)前向CDMA信道可以由一个导引信道、一个同步信道、一个寻呼信道、一个业务信道和其它正交的

信道(正交信道噪声模拟器()CNS)组成。

    b)若进行测试需要同步和寻呼信道并且它们的功率比在测试参数表中没有规定，则在寻呼信道数据

速率为48006it/s时用Sync E,/I. 二一16dB,Paging E,/I,,=一12dBo
    c)调整OCNS增益，使所有规定的前向信道的功率比之和为to

    d)切换测试中，在移动台天线接口处，来自基站2的信道2相对于来自基站1的信道1总有一个12Lis
的延迟 。

    e)导引PN序列偏移指标由MG = 1,2,3...)来表示，除非另有规定，否则遵循下列假设。

        — O _< Pi g 511

        — Pi #Pj如果i34j
          — 只 mod PLLOT一INC=O

    f)基站按15一95-A中的规定配置为标准工作状态，除非在特定测试中表明有不同。

    9)反向业务信道应在足够高的Eb/N.工作以确保足够小的(例如小于10-5)帧差错率，除非另有规定。
    h)对含有整装天线的移动台，生产厂家应提供已校准的RF藕合接口装置以连接到标准测试设备上。

    i)总体(overhead)消息字段是基站正常工作所需的，除非在特定测试中表明有所不同。

                                  系统参数信息的专用字段的值

字 段 值(十进制)

REG-PRD }一0(定时器方式的登记关)
SRCH- WIN- A }一8(60个码片)
SRCH- WIN- N }一8(60个码片)
SRCH- WIN- R }一8(60个码片)
NGHBR-MAX_AGE 一}0(邻集时变的最小量)
PWR-THRESII_ ENABLE 一}0(门限报告关)
PWR- PERIOD- ENABLE 0(周期报告关)

T一ADI〕 一{28(一14dB E,/I.)
T_ DROP 32(一16dB E/Io)
T_ COMP 5(2.5dB)
T_ TDROP 34(se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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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参数信 息的特 定字段 的值

字 段 值(十进制)

NOM- PWR 0

承 _P双R 0

PWR_ SFEP 0

NUM-5】，U， 4

基站1相邻列表消息字段值

字 段 值(十进制)

PM ，一」NC 12

NGHBR_CONFIG 一} 。
NGHBR_PN 一} P2
NGHBR_CONFIG 一} 。
NGHBB一PN 一} P3
NGHBR_CONFIG 一}
NGHBR_PN P4

NGHBR_CONFIG 0

NGHBR_PN P3

NGHBR_CONFIG 一 0

NGHBR_PN 一 P6

NGHBR_CONI℃ 一 0

NGHBR_PN 一 P7

NGHBR_CONFIG 一 0

NGHBR_PN 一 Pe

NGH卫R~CONFIG 0

NGHBR PN ! Pv

用于基站2的相邻集列表消息的特定字段规定值

字 段 值(十进制)

PM，一INC 一I                        12
NGHBR_ CONFIG 一} 。
NGHBR_PN P,

NGHBR一 CONFIG }一 。
NGBBR_PN }一 P3
NGHBR一CONFIG }一 。
NGHBR一PN }一 P<
NGHBR _ CONFIG }一 0
NGHBR一PN }一 Ps
NGHBR_ CONFIG 0

NGHBR_PN P6

NGHBR _ CONFIG } 0

NGHBR一PN } P7

NGHBR_CONFIG 0

NGHBR_Pn P8

NGHBR_ CONFIG } 0

NGHBR_PN 一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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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容限及其它常数的值应按IS - 95-A中的规定，下面列出的时间容限和常数的值仅供参考。

常数 值 单位 is一95 Revi"

T5m 5 g 0

Tam� 1 s 0

刀211， 12 帧 0

Nil. 1 帧 0

T61m 0.08 s 0

4.13  CDMA数字协议的一致性测试方法

    待定。

4.14  CDMA数字方式选项

    待定。

4.15 用户接口要求

    用户接口应提供下列装置。

4.15.1 功能控制

    — 应提供控制移动台供电电池电源的装置，电源控制开关应设计成尽可能减少误操作。

    — 应提供始发呼叫的装置。

    — 应提供终止呼叫的装置。

    — 每当同时或几乎同时按动两个或多个键时，移动台的数据输出应当为零或最先按下键的代码，

但不能是假代码。

4.15.2 指示装置

    应提供通知用户有来话呼叫的指示装置，基本指示装置如下所示:

    — Power On(电源开通)

    —     Call In Process(In Use)【呼叫在进行中(在使用中)]
    — No Service(无服务)

    — Roam(漫游)
4.15.3 耳朵的保护

    为防止可能对用户耳朵造成的伤害，应限制耳机的声音输出，当按照EEEE标准269一1992在人工耳

处测量时，声音输出应不超过120dBspL，但所规定的6c.3声祸合器由EEC音频计藕合器代替的情况例外。



丫D/T 1051)一ZX幻

    附录 A

(标准的附录)

  可信区 间

A1差错率的可信度
    当需要测试给出的差错率(例如FER或MER)小于规定的数值，并且有可信度 C时，采用一边可信限

度的过程。这一过程假定所有差错独立发生，导致测试期间差错的泊松分布。由于测试过程不规定测试

时长或允许差错的数目，规定可信度条件下的差错率在测试完成后进行计算。另外，如果测试期间发生的

差错足够少，则达到差错率希望的可信度后测试可以停止。
    为了使真实差错率小于规定差错率的判断具有的可信度C,测量的差错率应小于:

                                P=2pk/x'(1一C,2k)
    式中，P为测量的差错率，p为规定的差错率，k为测量期间发生的差错数目。在这一表达式中，护

(a, n)为使P(X>x)=a的值X，式中X为具有n个自由度的x2分布的随机变量。xz(a,n)的值可以从
各种数学用表中查出。另一等效的叙述为:满足这一表达式意味着真实差错率小于规定差错率的发生概

率为Co

    图AI提供作为目标指标要求对测试中测量差错率的分数的示范性能曲线。测量时长可以通过差错

率数目除以示范的差错率的方法予以确定。根据该性能曲线，随着差错数目变大，测量的差错率变得非常

接近规定的差错率，这意味着如果真实差错率接近规定的差错率则测试时间会变得越来越长。

    若测试期间无差错发生，当测试时间足以保证达到对差错率的可信度时，可以结束测试。通过假定在

此次测试的结尾可能出现了一个差错的情况下进行，这可以通过假定在测试结束可能发生一个差错，并适

用于上述k二1的标准。

A2 在衰落期间功率测量的可信度

    在衰落测试期间，整个测试的平均功率可以基于假定取样隔开相距大约0.15m(1/2波长)的衰落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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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允许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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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Z 对FER = 0.01的95%可信度的测量要求

卜一一 ~，巨三兰共干二三王三三王兰玉三王三毛三兰4- es 一
币-- .一~一 .~~--~州任三三兰二巨兰三毛兰三庄三任王三王日兰卜，一- 洲

一 ，三三三兰f兰三三巨三三兰王三巨王王兰.~ - ‘一 ~，州

一 一-.-二二=二二」竺=曰二竺」三三〔三E〕曰三卜 - -一 一倾
卜 一 -- --.匕===竺主竺==七三三卫三三三 卜---~一 一-
l 巴二二二二二二二亡二 二二二t二二二1二二 1二二

r二二二二二二 竺 ，竺竺竺二二二口二二二二竺， 竺竺竺口匕二 二」 二二」 二二1 竺竺L 【二二二二二二 ，二二二二二工二二二当二二二工 二」二二〕二」二二
亡 二 二二竺 竺竺竺竺竺r竺竺 二二二 了二二竺竺，竺竺竺 J二二二1 二二」 二， 竺 竺

「山，~一 三三三共F书三玉三牙井F三任盛弓
1一 一一.-一 三兰兰兰1井兰兰王兰臼 至兰F兰仁盛习井卜-.- -.一 叫
1一~一一、一--一一巨三兰三三兰三三兰三主二王三王兰石盛共.一 一.- - .一--州

亡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亡竺 二 竺，竺竺 竺竺，竺竺竺 J二 二r竺 竺亡竺，竺竺
『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门〔= 二二二二生二二 二二r二 二，二二 1二二二〔:二二二r二二

亡 二二二二了 .~，尸，， 二二二」二 二二竺，，，~ 」二二 二二二」 二， 尸，
.竺竺竺 竺竺 二~，一 吮 二竺竺r竺竺竺竺， 户- ， r 二竺竺更竺竺， 竺 ，贾甲

一 .-一--叫兰妥兰二任兰兰王兰三三三三兰王曰二甚 ~~~~~~~~~~州
亡 二二二」 1 ，门 ， - 二二二」二二二 ，1一 es 」二二 二二二二二 门 ，，
巴 二二二二二二 ，口 竺二 二二二，巴二二二 1 二 竺:r二二二r二二上 当 二竺
亡 二二二二了了，~，，e 二二二」二二二 二1，- 」二二 二二二」 二， ，，
巴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创七二生. 二二上二二二二 上二 二 1二二二，二二二巴 ，
巴二竺竺二于，，，尸- 二二旦孟二二竺二r，， 」二二」二 1竺，尸，
巴二二二二竺二」二竺:二二上，，二，二竺门 二二，二二至二，笠竺

卜， 二已卜，二二二洲庄兰兰兰干井三三兰鉴当弓己三日兰主斗共卜~- -- - --州

卜- -- 一- ...，洲三三兰三仁三三主兰兰任三巴王云石三三卜 一 ~~~~~~~~叫一 一-- -叫巨竺生.二」，竺」二三 卜三王三三理护呼布卜--- ，-一 一一 -叫
几，... 一 一 ----- -川二二茎二互些宝二二花互二自二互二 匕 二三竺， ，二二一 到

巴二二二二二二r二竺二二卫 些二盆

卜一 州匕三竺从，山.==上，竺主二d=曰已全生 ‘~- 一 .-刁

一 ~目叫F二二‘二邵二二二吊洲二杯二石奋不共仁4二二二二二，.一 ~叫{ .
干 .亡二二 二二二二1二二二二习二二二生二二二工二 〕二 」二1二当

二 二二二二竺竺 竺，竺竺竺二二二〕竺 竺竺 巴亡竺竺竺 1二二二工 之 生竺， 竺竺

1

哟

08

07

06

临

04

03

02

01

T..t D- tl.v h. 二

                            图A3 在瑞利衰落中功率测量的不定性

为独立的条件下估算。在这一假定下，在测试中功率的标准偏差按测试中独立取样数目的平方根减少。

以一个给定的速度计算独立取样之间的时间为(3600/100) x (0. 15/V)，式中v是载体速率以km/h为单
位。

    图A2表明平均功率的标准偏差，它作为测试时间(in flame)的函数，适用于表4.12.4.1.1一1中给定
的3种衰落情况(情况1,3和4从上到下)。在这些情况中各个取样的标准偏差取决于每次测试所规定的

路径数目和幅度，并根据对该测试所规定的速度确定独立取样之间的时间。

A3 检测时间的可信度

    几种测试包括导引的成功检测，或弱导引的成功丢失检测。这种类型的测试要求有一个成功结果小

于规定值 T的时间，以及概率P和可信度Co

    一种根据测量建立可信度的方法若成功的时间超过规定的时间 T，则表明一个差错。假定在N次重

复测试期间K个差错发生，A1中使用的方法可以用于确定用 KIN代替P'测试的可信度。为了有一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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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差错率小于规定的差错率的可信度 C，对K的测试结果要求为K满足这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