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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YD/T 1110-2001 (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设备技术规范:基站子系统》的配套标准。本标准是结合实际开发和测试的经验而制定的。其主要测试内

容包括基本功能、操作维护、性能、可靠性、无线指标、Gb接口等。其中，Gb接口测试方法直接引用其

配套的行业标准

    无线指标部分的内容依据ETSI规范 《EN 301 087 (GSM规范11.21 V7.2.0 R98)基站设备规范 无

线部分》，在技术内容上与ETSI建议等效，编写规则上与之等效。

    与ETSI标准的主要区别在于:

    — 未包括AMR等在Phase2+阶段提出的一些要求的测试内容。

    — 未包括支持R-GSM的无线指标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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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志勤 许 亮 王之曦 陈 磊 朱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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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测试方法:基站子系统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900/1800MHz TDMA数字移动通信网中的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在基本功能、操作维护、性能、可靠性、无线指标、Gb接口等方面的测试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900/1800MHz TDMA数字移动通信网中的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实施的进网检验，其他性质的设备检验亦可参照使用。

基站子 系统设备

基站子系统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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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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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YD/T 1110-2001 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

                      规范:基站子系统

    YD/T 1106-2001 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基站子系统

                      与服务GPRS支持节点 (SGSN)间，接口 (Gb接口)技术规范

    EN 301 087 (GSM规范11.21 V7.2.0 R98)基站设备规范无线部分
    GSM 05.01 (V7.1.0) 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无线路径物理层:概述

    GSM 05.02 (V7.5.0) 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无线路径的复用和多址接人

    GSM 05.03 (V7.3.0) 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信道编码

    GSM 05.04 (V7.1.1)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调制
    GSM 05.05 (V7.4.0)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无线传输和接收

    GSM 05.08 (V7.4.0) 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无线子系统链路控制
    GSM 05.10 (V7.3.0)欧洲数字蜂窝通信系统 (第2+阶段):无线子系统同步

    ETR 027 无线和设备系统:移动无线设备的测量方法
    ETR 028 无线和设备系统:无线设备测试中的不确定性

    IEC 68-2 基本环境实验规程 第2部分:测试
    IEC 721 环境条件的界定

    ETSI 300 019-1设备工程:电信设备的环境条件和环境测试 第。-1部分:环境条件的界定和介绍
    ETSI 300 113 无线设备和系统:陆地移动业务:带有天线接头用于传送数据 (和语音)的无线设

                      备的技术特性和测试条件

3 缩略语

ACCH

AGCH

ARFCN

B

Associated Control CHann

Access Granted CHannel

Absolute Radio Frequency

Bottom

Channel Number

随路控制信道

接人准许信道

绝对射频频道号

进行测试的BSS支持频率范围中的最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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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CH

BCF

BER

BFI

BSC

BSS

BSSAP

BSSGP

BVC

BSSOMAP

Broadcasting Control CHannel

Basic Control Function

Bit Error Rate

Bad Frame Identity

Base Station Center

Base Station Subsystem

Base Station Subsystem Application Part

Base Station Sub-system GPRS Protocol

BSSGP Virtual Connection

Base Station Subsystem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Application Part

Base Station Subsystem Test Equipment

Base Transceiver Station

Cell Broadcasting Control CHannel

Common Control CHannel

The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ell Identifier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Direct Current

Dedicated Control CHannel

Data Link Connection Identifier

Direct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 Part

Discontinuous Reception

Discontinuous Transmission

EQualize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Erased SIlence Descriptor Rate

Erased Valid SIlence Descriptor Rate

Fast Associated Control CHannel

Frequency Correction CHannel

Frame Erase Identity

Frame Erase Rate

Global Cell Identity

Gateway GPRS Support Node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lobal System Mobile

High Terrain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 Software Version

International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Layer I

广播控制信道

基本控制功能

比特差错率，误码率

坏帧标识

基站控制器

基站子系统

BSS应用部分

基站子系统GPRS协议

BSSGP虚连接

BSS操作维护应用部分

BSSTF

BTS

CBCH

CCCH

CCITT

基站测试设备

基站

小区广播控制信道

公共控制信道

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

CI

CRC

DC

DCCH

DLCI

】)TAP

DRX

DTX

EQ

ETS

ETSI

ESIDR

EVSIDR

FACCH

FCCH

FEI

FER

GCI

GGSN

GPRS

GSM

HT

IMEI

IMEISV

IMSI

LI

小区识别

循环冗余校验

直流

专用控制信道

数据链路连接识别

直接传输应用部分

非连续接收

非连续发射

均衡

欧洲电信标准

欧洲电信标准化委员会

擦除的SID帧率

擦除的有效SID帧率

快速随路控制信道

频率纠正信道

帧擦除标识

帧擦 除率

全球小区识别码

GPRS网关支持节点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山区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软件版本

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

第 1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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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

L3

LAC

LAPD

LAPDm

M

MCC

MMI

MNC

MS

0MC

PACCH

PAGCH

PCH

PBCCH

PCCCH

PCU

PDTCH

PPCH

PTCCH

PVC

PLMN

RA

RACH

RBER

RF

RFTE

RR

BX

RXQUA

SACCH

SCH

SDCCH

SID

SGSN

SFH

T

TA

TCH

TCH/FS

TCH/F9.6

TCH/HS

TCH/H4.8

Layer 2

Layer 3

Location Area Code

Link Access Protocol on D channel

Link Access Protocol on Dm channel

Middle

Mobile Counry Code

Man-Machine Interface

Mobile Network Code

Mobile Station

Operation Maintenance Center

Packet Associate Control CHannel

Packet Access Granted CHannel

Paging CHannel
Packet Broadcast Control CHannel

Packet Common Control CHannel

Packet Control Unit

Packet Data Traffic CHannel

Packet Paging CHannel

Packet Time  advance Control CHannel

Permanent Virtual Connection

Public Land Mobile Network

Rural Area

Random Access CHannel

Residual Bit Error Ratio

Radio Frequency

Radio Frequency Test Equipment

Radio Resource

Receive

Rx Quality

Slow Associated Control CHannel

Synchronization CHannel

Stand-alone Dedicated Control CHannel

SIlence Descriptor

Serving GPRS Support Node

Slow Frequency Hopping

Top

Time Advanc

Traffic CHannel

Traffic CHannel/Full Rate Speech

Traffic CHannel/Full Rate 9.6kbit/s

Traffic CHannel/Half Rate Speech

Traffic CHannel/Half Rate 4.8kbit/s

第 2层

第3层

位置 区码

D信道上的链路接人协议

Dm信道上的链路接人协议

进行测试的BSS支持频率范围中的中央频率

移动 国家码

人机接 口

移动 网络码

移动 台

操作维护中心

分组随路控制信道

分组接人准许信道

寻呼信道

分组广播控制信道

分组公共控制信道

分组控制单元

分组数据业务信道

分组寻呼信道

分组时间提前量控制信道

永久虚连接

公用陆地移动通信网

郊区

随机接人信道

残余比特差错率

射频

无线频率测试设备

无线资源

接收

收信质量级

慢速随路控制信道

同步信道

独立专用控制信道

静寂帧

GPRS服务支持节点

慢跳频

进行测试的BSS支持频率范围中的最高频率

时间提前量

业务信道

业务信道/全速话音

业务信道/全速9.6kbit/s

业务信道/半速话音

业务信道/半速4.8k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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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X

TMSI

TU

TX

UFR

Um接 口

VSWR

Transceiver

Temporary Mobile Subscriber Identity
Terrestrial Urban

Transmit

Unreliable Frame Rate

Um Interface

Voltage Standing-Wave Ratio

收发信机

临时移动用户识别

平坦城市

发射

不可靠帧率

基站子系统和移动台间接口

电压驻波比

4 检 验项目和测f方法

4.1 概述

    根据GPRS相关的设备和接口标准，GPRS基站子系统设备的测试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基本功能测试;

    2)性能测试;

    3)可靠性测试;

    4)操作维护测试;

    5)无线指标的测试;

    6) Gb接口的测试。

4.1.1 测试网络配置

    GPRS BSS测试 环境需遵循 图 to

厂
I
Ms

﹄
曰
曰
Ms

注 1:在测量过程中必要的时候，可监视无线接口、Abis, Gb接口。

注2:在测试过程中，若一些条件难于创造，可考虑采用信令模拟器来模拟部分信令信息。

注 3: PCU可为独立设置或内嵌式。

图 1  GPRS BSS测试 配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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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测试结构说明

    在进行设备测试之前，要求完成测试环境数据的设置。

    所有BTS都应放置在同一机房或临近机房内，各TRX功率调至最低，能够关闭功放时应关闭功放，

天线以假负载替代或采用低增益的天线。通过调整假负载或天线位置，使各小区形成连续覆盖。

4.1.3 测试环境 设备

    BSC(被测设备) 2--3台

    PCU设备 (被测设备) 外置时1台，内置时同BSC的数量

    BTS(被测设备) 4台，每BTS的TRX至少为3个;RF测试要求满配置

    MSC/VLR(辅助设备) 一套，支持配合GPRS的相关规范

    HLR/AUC(辅助设备) 一套，支持配合GPRS的相关规范

    SGSN/GGSN(辅助设备) 2个SGSN, 1个GGSN设备

    MS(辅助设备) 若干，包括A, B, C类的GPRS终端，等级1-12, 13-18数据业务支持

                                能力的移动台。

4.1.4 测试仪器

    信令测试仪 能够监视并解析出Gb接口信令和Abis接口信令

    测试移动台 若干，可监视无线信令，显示信道类型、信道号、信号强度等信息

    基站无线综合测试系统 系列测试设备，能够完成对基站无线指标的测试

    业务发生器 能够模拟发出大量Gb接口业务流量

4.1.5 测试的前提条件

    (1)被测设备安装完毕，硬件软件全部工作正常，数据正确配置并正常运行;

    (2)辅助测试设备硬件软件全部工作正常，已完成各种逻辑数据的正确设置;

    (3)网上辅助环境正常工作运行;

    (4)辅助测试无线环境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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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本功能测试

4.2.1 信道配置

测试编号:4.2.1.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信道配置

分 项 目:PBCCH+PCCCH+PDTCH+PACCH+PBCCH的信道配置方式

测试 目的:

    1) 验证信道配置为PBCCH+PCCCH+PDTCH+PACCH+PTCCH时各个逻辑信道的使用情况。

预置条件:

    1)通过OMC将信道配置设置为PBCCH+PCCCH+PDTCH+PACCH+PTCCH,

测试流程 :

    1)通过操作维护台配置该小区的分组系统消息。

    2)分组系统消息通过PBCCH下发。

    3)打开GPRS移动台，进行《;PRS附着 (ATTACH)上网过程，等待一段时间 (READY定时器超时)。

    4)对该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分组寻呼。

    5)分组寻呼消息通过PCCCH下发。

    6) GPRS移动台对寻呼进行响应。

    7)向GPRS移动台传输数据。

检查 :

    1)通过Abis接口 (或通过测试手机)以下进行观察。

分组系统消息通过PBCCH下发。

分组寻呼和分组寻呼响应消息通过PCCCH下发。

相应数据包通过PDTCH传输。

、
1

1

1

，
乙

内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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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1.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信道配置

分 项 目:PCCCH+PDTCH+PACCH+PCCCH的信道配置方式

测试 目的:

    1)验证信道配置为PCCCH+PDTCH+PACCH+PCCCH时各个逻辑信道的使用情况。

预置条件 :

    1)通过OMC将信道配置设置为PBCCH和单独的PCCCH+PDTCH+PACCH+PTCCH,

测试流程 :

    1)通过操作维护台配置该小区的分组系统信息。

    2)分组系统消息通过PBCCH下发。

    3)打开GPRS移动台，进行GPRS ATTACH上网过程，等待一段时间 (READY定时器超时)。

    4)对该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分组寻呼。

    6) GPRS移动台对寻呼进行响应。

  7)向GPRS移动台传输数据，通过ABIS接口信令分析仪观察:相应数据包通过PDTCH传输。

检查 :

    1)通过Abis接口(或通过测试手机)进行观察。
    2)分组系统信息通过PBCCH下发。

    3)分组寻呼和分组寻呼响应消息通过PCCCH下发。

    4)相应数据包通过PDTCH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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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1.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信道配置

分 项 目:PDTCH十PACCH+PTCCH的信道配置方式

测试 目的:

    1)验证信道配置仅为PDTCH十PACCH+PDCCH时各个逻辑信道的使用情况。

预置条件:

    1)通过OMC将分组信道配置仅设置为PDTCH+PACCH+PTCCH.

测试流程:

    1)通过操作维护台配置该小区的分组系统信息。

    2)分组系统消息通过BCCH下发。

    3)打开GPRS移动台，进行GPRS ATTACH上网过程，等待一段时间 (READY定时器超时)。

    4)对该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分组寻呼。

    5) GPRS移动台对寻呼进行响应。

    6)使用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数据传输请求。

检查 :

    1)通过Abis接口 (或通过测试手机)进行观察。

    2)分组系统消息通过BCCH下发。

    3)分组寻呼消息通过CCCH下发。

    4)相应数据包通过PDTCH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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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道编码

测试编号:4.2.2.1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信道编码

分 项 目:CS-1编码

测试 目的 :

    1)验证设备的CS-1编/解码能力。

预置条件 :

    1)通过OMC将PDTCH设置为CS-1的编码方式。

测试流程:

    1)从测试设备 (移动台)向网络侧传送数据业务，如发一封E-mail.

    2)指定测试设备 (移动台)采用CS-1方式编码，验证网络的CS-1解码能力。

    3)用测试设备 (移动台)从网络侧接收数据业务，如收一封E-mail o

    4)指定网络采用CS-1编码，从测试设备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编码方式为CS-la

检查 :

    1)测试移动台侧采用CS-1能够正确收发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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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2.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信道编码

分 项 目:CS-2编码

测试 目的 :

    1)验证设备的CS-2编/解码能力。

预置条件 :

    1)网络设定PDTCH采用CS-2的编码方式。

测试流程:

    1)从测试设备 (移动台)向网络侧传送数据业务，如发一封E-mail.

    2)指定测试设备 (移动台)采用CS-2方式编码，验证网络的CS-2解码能力。

    3)用测试设备 (移动台)从网络侧接收数据业务，如收一封E-mail.

    4)指定网络采用CS-2编码，从测试设备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编码方式为CS-2.

检查 :

    1)移动台侧采用CS-2能够正确收发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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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2.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信道编码 (可选)

分 项 目:CS-3编码

测试 目的 :

    1)验证设备的CS-3编/解码能力。

预置条件 :

    1)网络设定PDTCH采用CS-3的编码方式。

测试流程 :

    1)从测试设备 (移动台)向网络侧传送数据业务，如发一封E-mail,

    2)指定测试设备 (移动台)采用CS-3方式编码，验证网络的CS-3解码能力。

    3)用测试设备 (移动台)从网络侧接收数据业务，如收一封E-mail,

    4)指定网络采用CS-3编码，从测试设备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编码方式为CS-3,

检查 :

    1)移动台侧采用CS-3能够正确收发E-mail,



YD/T 1216- 2002

测试编号:4.2.2.4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信道编码 (可选)

分 项 目:CS-4编码

测试目的:

    1)验证设备的CS一编/解码能力。

预置条件:

    1)网络设定PDTCH采用CS-4的编码方式。

测试流程:

    1)从测试设备 (移动台)向网络侧传送数据业务，如发一封E-mail.

    2)指定测试设备 (移动台)采用CS-4方式编码，验证网络的CS-4解码能力。

    3)用测试设备 (移动台)从网络侧接收数据业务，如收一封E-mail.

    4)指定网络采用CS-4编码，从测试设备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编码方式为CS-4.

检查 :

    1)移动台侧采用CS一 能够正确收发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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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2.5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信道编码

分 项 目:信道编码选择

测试 目的 :

    1)验证在GPRS传送过程中， 网络能够根据监视和测量的结果动态调整信道编码模式，以达

到最大的无线吞吐量。

预置条件 :

    1) MS能够成功地建立GPRS数据通信

测试流程:

    1)使MS处于良好的无线环境中，指定网络采用CS-2编码。

    2)使用GPRS移动台进行分组数据传输，保持链路。

    3)降低无线传输质量，并保持链路。

    4)在满足规定条件之后，检查网络是否发起CS动态编码转换，新的编码方式为CS-lo

    5)提高无线传输质量。

    6)在满足规定条件之后，检查网络是否发起CS动态编码转换，新的编码方式为CS-2o

    7)释放分组呼叫。

检查 :

    1)当无线条件良好时，MS能够采用CS-2的编码方式正确传送GPRS数据。

    2)当无线条件下降时，MS能够采用CS-1的编码方式正确传送GPRS数据。

    3)检查应能正确释放分组连接和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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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无线信道分配

测试编号:4.2.3.1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无线信道分配

分 项 目:无线信道的动态分配 (动态信道的转换，优先级设置为语音优先)

测试目的:

    1)验证系统能够根据优先算法在PDCH和TCH之间转换。

预置条件:

    1)通过操作维护台观察小区信道状态:不配置独立的PDCH，仅分配动态信道，动态信道初始

      为PDTCH信道。

测试流程:

    1) 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数据传输请求。

    2)发起一个话音呼叫 (将其他TCH闭锁)。

检查 :

    1)当GPRS移动台发起呼叫时，通过操作维护台观察小区信道状态:可以看到移动台占用部分

      动态信道 (PDTCH)进行数据传送。

    2)当再发起话音呼叫时，一个动态信道转换为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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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3.2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无线信道分配

分 项 目:无线信道的动态分配 (移动台占用两个PDCH，当一个转换为TCH时，数据业务仍能继续)

测试目的:

    1)验证系统能够根据优先算法在PDCH和TCH之间转换。

预置条件 :

    1)通过操作维护台观察小区信道状态:配置一个PDCH，多个TCH和动态信道，动态信道初

        始为PDTCH信道。

测试流程 :

    1) 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数据传输请求，申请占用两个PDCH，网络分配其占用两个PDCH信道。

    2)将其他TCH闭锁后，再发起一个语音呼叫。

检查 :

    1)当GPRS移动台发起呼叫时，通过操作维护台观察小区信道状态:可以看到MS占用了小区

        内两个动态信道。

    2)当再发起话音呼叫时，小区中一个动态信道转换为TCH，通话正常建立;原有的GPRS数据

      传送占用一个PDCH，不应释放TBF，数据传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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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媒体接入控制

测试编号:4.2.4.1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媒 体接人控制

分 项 目:上行链路采用动态分配模式或固定分配模式

测试目的:

    1)验证系统能够支待上行链路动态分配模 式或固定分配模式 。

预置条件 :

    无

测试 流程:

1) MS通过接人程序发起PDP上下文。

2)网络在 “分组上行链路指配”消息中表明指配给MS的专用分组资源。

检查 :

    1)若网络采用上行链路动态分配模式，则在 “分组上行链路指配”消息中包括USF值。

    2) 若网络采用固定分配模式，则 “分组上行链路指配”消息中包括ALLOCATION_BIT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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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4.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媒体接人控制

分 项 目:接人类型为二阶段接人

测试 目的:

    1)验证系统能够支持移动台以二阶段接人指配无线信道。

预置条件 :

    无

测试流程 :

    1) GPRS手机发起两阶段数据业务请求。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Ping网
        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2)通过信令接口分析仪器检查接人过程是否为二阶段接入。

    3)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检查 :

    1)应能正确的建立和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并观察整个程序的信令流程，确保为二阶段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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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4.3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媒体接人控制

分项 目:接人类型为一阶段接人 (one Phase access)

测试 目的 :

    1)验证移动台或系统能够以一阶段接人指配无线信道。

预置条件 :

测试流程 :

    1) GPRS手机发起一阶段接人数据业务请求。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

      Ping网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2)通过信令接口分析仪器检查接人过程是否为一阶段接人。

    3)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检查 :

    1)应能正确的建立和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并观察整个程序的信令流程，确保为一阶段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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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功率控制

测试编号:4.2.5.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功率控制

分 项 目:上行链路的开环功率控制

测试 目的:

    1)检测能够对处于连接状态的GPRS移动台进行上行的功率控制。

预置条件:

    1)网络开启相应功率控制功能。

测试流程:

    1)使用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接人，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FTP连接

    2) GPRS移动台靠近BTS发射基站。

    3) GPRS移动台远离BTS发射基站。

    4)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FTP程序。

检查 :

    1)在MS应能够正确的Ping测试通过，建立和这个地址的连接。使用接口信令监控仪器分析移
        动台的功率电平。

    2)在移动台靠近和远离基站时，测试观察移动台功率电平的变化情况。
    3) MS应能正确的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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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支持多种类型的移动台

测试编号:4.2.6.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多种类型的移动台支持

分 项 目:A类GPRS移动台接人测试

测试 目的 :

    1)验证A类GPRS移动台能够正确接人GPRS网络。

预置条件 :

    1)无特殊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

    1)使用A类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电路呼叫，保持呼叫。

    2)使用A类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分组数据请求，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

      动Ping网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3) GPRS移动台发起数据业务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4)释放GPRS移动台电路呼叫。

检查 :

1)在移动台建立话音呼叫的同时，可建立数据业务。

2)能够数据业务和话音同时工作。

3)并正确顺序释放数据和话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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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6.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多种类型的移动台支持

分 项 目:B类GPRS移动台接人测试

测试 目的:

    1)验证B类GPRS移动台能够正确接人GPRS网络。

预置条件 :

    1)无特殊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

    1)使用B类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接人，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Ping
        网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2)通过其他移动台或固定电话呼叫该B类GPRS移动台。

    3)释放本次电路呼叫。

    4)移动台恢复原数据呼叫。

    5)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检查 :

    1)在数据业务建立过程中能够正确地完成数据业务的挂起和恢复业务，已完成数据和话音业务

        的交替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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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6.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多种类型的移动台支持

分 项 目:C类GPRS移动台接人测试

测试 目的:

    1)验证C类GPRS移动台能够正确接人GPRS网络。

预置条件:

    1)无特殊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1)使用C类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接人，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Ping
        网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2)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检查 :

    1)移动台能够正确建立和释放数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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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6.4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多种类型的移动台支持

分 项 目:多时隙能力1-12, 13-18的GPRS移动台接人测试

测试 目的 :

    1)验证多时隙能力 1-12, 13-18的GPRS移动台能够正确接人GPRS网络。

预置条件 :

    1)配置8个分组信道在一个载频上。

测试流程 :

    1)分别使用多时隙能力1-12, 13-18的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接人，例如在与GPRS移动台相

      连接的计算机上启动Ping网络检测程序，测试到一个已知地址的网络连接。
    2)使用接口分析仪器检查分配的资源的是否与GPRS移动台的多时隙能力相一致。

    3) GPRS移动台发起释放，例如:停止Ping程序。

检查 :

1)移动台能够正确建立和释放数据业务。

2)网络分配的无线资源应与移动台多时隙能力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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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小区选择和重选

测试编号:4.2.7.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小 区选择 和重选

分 项 目:同一BTS下的小区选择和重选

测试 目的:

    1)验证对于配置在同一个BTS下分组小区，GPRS移动台能够根据控制参数选择正确的小区。

预置条件 :

    1)通过数据配置系统配置同一BTS下的分组小区A和B的相应参数，A的优先级高于Bo

测试流程 :

    1)在小区A和B接收电平大约相等的地方，打开GPRS移动台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A发起分组ATTACH过程。

    2)使小区B的接收电平远大于小区A的接收电平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附着在小区B

检查 :

    1)在电平基本相同时，移动台首先能够在优先级高的A小区接人网络。

2)根据电平差异，移动台能够附着在小区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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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7.2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小区选择和重选

分 项 目:同一BSC，不同BTS的小区选择和重选

测试 目的 :

    1)验证对于配置在同一个BSC，不同BTS下分组小区，GPRS移动台能够根据网络控制参数选

        择正确 的小 区。

预置条件 :

    1)通过数据配置系统配置同一BSC下的分组小区A和B的相应参数，A的优先级高于Bo

测试流程:

    1)在小区A和B接收电平约略相等的地方，打开GPRS移动台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A发起分组ATTACH过程。

    2)使小区B的接收功率远大于小区A的接收电平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B重新发起ATTACH过程。

检查 :

    1)在电平基本相同时，移动台首先能够在优先级高的A小区接人网络。

    2)根据电平差异，移动台能够附着在小区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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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说明:4.2.7.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小区选择 和重选

分 项 目:同一SGSN，不同BSC间的小区选择和重选

测试 目的:

    1)验证对于配置在同一个SGSN，不同BSC间的分组小区，GPRS移动台能够根据网络控制参

        数选择正确的小区。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系统配置同一SGSN，不同BSC间的分组小区A和B的相应参数，A的优先级

        高于 Bo

钡(试流程:

    1)在小区A和B接收电平约略相等的地方，打开GPRS移动台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A发起分组ATTACH过程。

    2)使小区B的接收功率远大于小区A的接收电平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B重新发起ATTACH过程。

检查 :

    1)在电平基本相同时，移动台首先能够在优先级高的A小区接人网络。

    2)根据 电平差异 ，移动 台能够附着在小 区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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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7.4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小区选择和重选

分 项 目:不同SGSN，分组小区选择和重选

测试 目的:

    1)验证对于配置在不同SGSN间的分组小区，GPRS移动台能够根据网络控制参数选择正确的小区。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系统配置不同SGSN，分组小区A和B的相应参数，A的优先级高于Bo

测试流程 :

    1)在小区A和B接收电平约略相等的地方，打开GPRS移动台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A发起分组ATTACH过程。

    2)使小区B的接收功率远大于小区A的接收电平

        检查:GPRS移动台应能在小区B重新发起ATTACH过程。

检查 :

    1)在电平基本相同时，移动台首先能够在优先级高的A小区接人网络。

    2)根据电平差异，移动台能够附着在小区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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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网络操作模式

测试编号 :4.2.8.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网络操作模式

分 项 目:网络模式 1下，在PCCCH上发起GPRS业务接人

测试目的:

    1)验证在网络模式1下，GPRS移动台能够在PCCCH上正确的发起《'PRS业务接人。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管理系统配置某小区的网络操作模式为模式1，为该小区配置1个PCCCH信道。

测试流程:

    1)打开GPRS移动台，检查其发起ATTACH上网，等待一段时间 (Ready定时器超时)。
    2)向GPRS移动台发起一次数据传输请求。

    3)建立分组连接。

    4) GPRS MS释放链路。

检查 :

    1)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检查有寻呼请求从PCCCH信道上发下去。

    2)应能正确建立接续并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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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8.2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网络操作模式

分 项 目:网络模式1下，PCCCH上发起电路寻呼

测试目的:

    1)验证A类或B类手机能够在网络模式1下，接收PCCCH信道上的电路寻呼。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管理系统配置某小区的网络操作模式为模式1，为该小区配置1个PCCCH信道。

    2)网络侧需要Gs接口。

测试流程:

    1)打开A类或B类GPRS移动台，检查其发起ATTACH上网，等待一段时间(Ready定时器超时)。
    2)从其他移动台或固定网络发起一次与该GPRS移动台相关的电路呼叫。

        检查: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在PCCCH信道上有电路型寻呼消息发送

    3)呼叫正常建立，通话，释放呼叫。

检查 :

    1)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检查有电路型寻呼请求从PCCCH信道上发下去。

    2)应能正确建立接续并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



yo广r 1216- 2002

测试编号:4.2.8.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网络操作模式

分 项 目:网络模式 1下，CCCH上的GPRS业务接人

测试 目的:

    1)验证GPRS移动台能够在网络模式1下，接收CCCH信道上的分组寻呼，并且能够在CCCH

      上接人网络。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管理系统配置某小区网络操作模式为模式1，不为该小区配置PCCCH信道。

测试流程:

    1)打开GPRS移动台，检查其发起ATTACH上网，等待一段时间(Ready定时器超时)。

    2)从其他移动台或固定网络发起一次与该GPRS移动台相关的分组传送请求。

    3)释放链路。

检查 :

    1)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在CCCH信道上有分组业务寻呼消息发送。

    2)应能正确建立接续并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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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2.8.4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网络操作模式

分 项 目:网络模式2下，在CCCH上发起业务接人

测试 目的 :

    1)验证在网络模式2下，GPRS移动台能够在CCCH上正确的发起GPRS及话音业务接人。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管理系统配置某小区的网络操作模式为模式2，不为该小区配置PCCCH信道。

    2)网络侧需要支持Gs接口。

测试流程:

    1)打开GPRS移动台，检查其发起ATTACH上网，等待一段时间 (Ready定时器超时)。

    2)从其他移动台或固定网络发起一次与该GPRS移动台相关的分组传送请求。

    3)保持分组数据业务的同时，从其他移动台或固定网络发起一次与该GPRS移动台相关的电路

        呼叫

    4)呼叫正常建立，通话，释放呼叫。

检查 :

    1)当发起分组业务时，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在CCCH信道上有分组业务寻呼消息发送。

    2)当发起电路业务时，通过接口信令分析仪器在CCCH信道上有电路型寻呼消息发送。

    3)应能正确建立接续并释放链路及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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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Gb接 口的流f控制

测试编号:4.2.9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Gb接口的流量控制

分 项 目:Gb接口的流量控制，BSS能够正常的发起流量控制程序

测试目的:

    1)验证BSS能够发起MS, BVC的流量控制程序，并在流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及时修改流

        量控制参数。

预置条件:

    1)通过数据配置管理系统配置Gb接口相关参数。

测试流程:

    1)在特定的BSS与SGSN之间建立正常的数据业务流量。

    2)通过Gb接口，BSS应能够发送针对BVC和MS的流量控制消息。

    3)网络侧增加对某一特定移动台的数据业务量。

    4)从网络侧增加对于某BVC的数据业务量。

检查 :

    1)通过Gb接口信令分析仪器可以观察到BSS发起Flow-control-MS和Flow- Control-BVC消息。

    2)在增加MS, BVC业务量后，BSS侧主动再次发起Flow-control-MS和Flow_Control_BVC消

      息，其中的参数值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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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非连续接收和寻呼

测试编号:4.2.10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非连续接收和寻呼

分 项 目:非连续接收和寻呼，BSS支持连续接收和寻呼功能

测试目的:

    1)验证BSS应支持非连续接收 (DRX)模式和寻呼消息的排队，使寻呼消息在正确的寻呼块

        (MS监测的寻呼块)发送。

预置条件 :

    1) BSS开启非连续接收功能。

测试流程:

    1)从网络侧启动对某用户进行分组寻呼。

    2)执行寻呼消息的传输。

检查 :

1)通过Gb接口和Abi。信令分析仪器可以观察相应的寻呼消息。
2) GPRS移动台 (测试手机)在正确的寻呼块 (MS监测的寻呼块)接收到寻呼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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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设备的可盆性

测试编号:4.3.1

参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设备的可靠性

分 项 目:PCU设备关键部件的可靠性

测试目的:

    1)测试PCU设备的关键部件在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倒换到备份部件，不影响业务 (GPRS移动

        台不需要重新进行PDP上下文激活)。

预置条件:

    1)厂家应说明设备对关键性设备的保护措施，并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

测试流程:

    1)建立一个PDP上下文的连接。

    2) PCU主用关键部件发生故障。

检查 :

    1)设备应能够自动倒换到备份部件，不需重新建立新的PDP上下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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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备的处理能力

测试编号:4.4.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 站子 系统

项 目:设备的处理能力

分 项 目:测试PCU设备的处理能力

测试 目的:

    1)测试PCU设备的处理能力。

预置条件:

    1)厂家应配备足够的硬件端口，并配置为最大的处理能力 (如采用分布式结构可测试单模块)。

测试流程:

    1)采用业务量模拟器模拟大量的Gb接口的业务数据包。

    2)当达到设备规范要求的业务量时，检查设备CPU的占有率，以及设备的运行状况。

检查 :

    1)当1个独立实体PCU(包括多个PCU单元)数据处理能力大于I OMbids(包括上、下行)。

        此时PCU能够工作正常。

    2)对于内嵌式PCU，应记录当CPU占用率达到80%的数据业务流量。

注:建议该项目在设备出厂测试中进行



YD/T 1216- 2002

4.5

4.5

操作维护测试

  故障管理

测试编号:4.5.1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 系统

项 目:故障管理

分 项 目:告警管理

测试 目的 :

    1)验证BSS应具有告警收集、告警处理、告警显示。

预置条件:

    1)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 流程 :

    1)人为设置产生紧急告警或普通告警的硬件故障。

    2)查看告警显示实施和操作维护平台。

检查 :

    1)系统应能够对不同类型的故障，发出不同级别和不同层次的可见可闻信号。

    2)在检查告警发生后，系统应能够通过人机命令给出告警相关诊断信息，包括告警类别、告警

      发生的位置 (定位到板)、告警发生的原因。

    3)查看告警记录，应包括故障发生的时间、告警类别和故障原因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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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性能管理

测试编号:4.5.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性能管理

分 项 目:测量功能

测试目的:

    1) BSS能够通过一定的测量对其设备进行性能管理。

预置条件 :

    1)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

    1)设定需要测量的时间段，系统正常运行，采用测试移动台在网络中进行多种活动。

检查 :

    1)系统可通过本地MML提出多种测量结果，供性能管理使用。

    2)需要测量的数据 (具体参见设备规范)包括:

      —       BSC(包括PCU)相关的测量;
      —       BTS相关的测量;

      — 接口相关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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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安全管理

测试编号:4.5.3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 站子系统

项 目:安全管理

分 项 目:操作台的安全接人功能

测试 目的 :

    1)验证操作维护系统应提供以口令等控制方式以防止无权人员接人特定的指令组，确保安全。

      BSC应能够限制从本地1/0终端、远程连接终端输人MML命令。

预置条件 :

    1)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测试流程:

    1)在OMC-R本地终端或从BTS, BSC进行MML操作。

    2)在OMC-R设定对于远程MML命令的限制，然后尝试进行远程操作。

检查 :

    1)在进行不同的MML操作时，需要不同的口令判定，以确定不同级别的人员可进行不同的控制。

    2)在设定限制后，远程终端无法进行权限VA外的MML操作控制。

    3)对于重要的操作应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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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配置管理

测试编号 : 4.5.4.1

参 考:900/180O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配置管理

分 项 目:小 区配置

测试 目的 :

    1) OMC-R应能够对于BSS的新增设施及其相关参数进行配置。在BSS中新增分组业务的小

        区，应支持相应的小区参数设置。

预置条件 :

    无特定的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

    1)尝试定义一个具有GPRS业务的新小区，配置相应的小区参数，并将该小区的状态改变为

        “激活”。

    2)尝试MS在该小区内进行通信和切换。
    3)将小区状态置为 “停止”，删除该小区。

检查 :

1)  MS可正常地进行通信和切换活动，并观察相应的小区号码。

2) 待小区删除后，进行通信和切换，观察相应的小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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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编号:4.5.4.2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配置管理

分 项 目:Gb接口的配置

测试 目的:

    1) OMC-R应能够对于BSS的新增设施及其相关参数进行配置。BSS设备支持GPRS业务应支

        持Gb接口的配置。

预置条件:

    无特定的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

    1)尝试定义PCU设备的Gb接口配置，配置相应的帧中继承载信道、PVC, NS-VC和BVC的

        配置。

    2)尝试MS在该小区内进行分组业务通信。

检查 :

    1) MS应能够正常地进行分组数据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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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人机命令

测试编号:4.5.5

参 考: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设备技术规范:

        基站子系统

项 目:操作 维护

分 项 目:人 机命 令

测试 目的:

      1)对厂家提供的人机命令按其功能分类，根据人机命令手册进行人机命令功能抽检，以确保

        功能完善、执行正确。

    2) BSS除支持OMC-R的终端通过MML命令对系统进行控制外，应能够在BTS和BSC本地对

        相应设备进行一定的操作维护工作。

预置条件 :

    无特定的预置条件。

测试流程 :

      1)通过OMC-R键盘置人被检测的人机命令，从终端上观察处理机的响应内容，确认人机命

        令是否达到其命令要求。并在BTS, BSC本地通过远程终端进行MML操作。

检查 :

    1) MML操作应包括对于设备的配置管理、性能管理、安全管理和告警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通

      过远程终端的操作控制范围仅为部分操作维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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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无线指标的测试

4.6.1 概述

    本标准规定的一致性要求和测试方法都是由每个测试项目的要求参考条目中的GSM规范导出的，并

符合这些规范。

    对每个测试项目，本标准都规定了两种一致性要求:

    — 关键一致性要求;

    — 完整一致性要求。

    关键一致性要求的作用是:

    — 确保同一小区无线信道之间的兼容性;

    — 确保小区间的兼容性;

    — 确保与相同频段或相邻频段的现有系统间的兼容性;

    — 验证系统传输质量的重要方面。

    关键一致性要求适用于对无线设备进行型号认证测试。

    在对BSS性能进行全面测试时可执行完整一致性要求。执行这种要求可确保生产厂家和运营者在进

行一致性测试和验收测试时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在其他情况下，可根据测试的性质和仪表条件确定测

试项 目。

4.6.2 微蜂窝基站和普通基站

    在一些测试项目中对微蜂窝BTS和普通BTS的要求不一致。如果测试项目中没有对微蜂窝BTS单独

要求，则普通BTS的要求适用于微蜂窝BTSo

4.6.3  RF连接的参考点

    在本标准中，RF连接的参考点是厂家规定的天线接头 (除了测试平均RF载波发射功率)。本标准不

适用于直放站和可通过天线接头连接BSS的无线设备。

4.6.4 通用测试条件和说明

    除非有单独规定，通用测试条件与ETR 027相一致。

    本标准中许多测试项目要测量的参数并未在GSM规范中完全规定，对这些测试项目，其一致性要求

由厂家给出的标称值决定。

    BTS的某些功能在GSM规范中是可选项。 如果测试项目中有要求，则厂家应给出参数的标称值或说

明是否支持对应可选项。

4.6.4.1 输出功率和功率等级的决定

    厂家应说明TRX的最大功率。微蜂窝BTS的输出功率为天线接头处的功率。普通BTS的输出功率为

合路器输人端或天线接头处的功率。

4.6.4.2 等级规定的频率范围

    厂家应说明BSS支持的频率范围。

    本标准中规定的许多测试项目需要在BTS的工作频带的最低、中央和最高频率上进行。这3个频率

缩写为RF信道B, M和T。在测试实验室进行测试时，RF信道B, M和T选用的ARFCN由测试实验室

规定。测试实验室可与运营者、厂商或其他单位商定选用的频率。在厂家进行测试时，RF信道B, M和
T选用的ARFCN可由运营者规定。对满足GSM900频段要求的BTS, B应选择ARFCN为 1-5之间的信

道，M应选择60-64之间的信道，T应选择120--124之间的信道。对满足GSM1800频段要求的BTS, B

应选择ARFCN为512-516之间的信道，M应选择696-700之间的信道，T应选择881-885之间的信道。

4.6.4.3 跳频

    厂家应说明BSS是否支持慢跳频 (SFH )，如果支持，则还应说明其实现方式。如果BSS支持SFH,

则BSS应能按时隙在其工作频带内的任意频率上跳频。

    有两种实现跳频的方式:

    a)基带跳频;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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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频率合成器跳频 (射频跳频)。

    跳频序列的详细描述见GSM05.02 (ETS300 908)0

4.6.4.4  RF功率控制

    BSS应支持动态RF功率控制，每个时隙的功率都应可在整个功率范围内改变
4.6.4.5 下行链路非连续发送 (下行链路DTX)

    BSS应支持DTX，本标准的所有要求对是否使用DTX均适用。

      注:下行链路DTX在欧洲ETSI标准中为可选项，在本标准中为必备项。

4.6.4.6 测试环境

4瓜4.6.1 正常测试环境

    正常测试环境指表1中规定的各种条件的组合。

表 1 正常测试环境条件要求

条件 一 最低 最 高

106kPa大气压

  温度

相对湿度

一 86kPa
一

15℃ 30cC

85%20%

电源 厂家给出的标称值

      可忽略振动

4瓜4瓜2 极端测试环境

    厂家应说明其产品适用于以下哪一类条件:

    a)被测设备适用ETS 300 019-1-3(设备工程 (EE);电信设备的环境条件和环境测试，第1-3部
分:环境条件分级，用于有保护环境下的设备) (室内基站)。

    b)被测设备适用ETS 300 019-1-4(设备工程 (EE);电信设备的环境条件和环境测试，第 1-4部

分:环境条件分级，用于无保护环境下的设备) (室外基站)。

    c)被测设备不适用ETS 300 019-1，应采用IEC721规定的温度、湿度和振动条件等级。

4.6.4.6.2.1 极端环境

    如果一个测试项目中规定了极端温度测试环境，则应在厂家说明的最高和最低温度下进行测试。

    最低温度:应使用能满足所需环境现象的环境条件测试设备和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IEC 68-2-1

(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A:寒冷)中规定的测试程序。在整个测试期间应保持稳定的环境条件。

    最高温度:应使用能满足所需环境现象的环境条件测试设备和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IEC 68-2-2

(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Bd:干热)中规定的测试程序。在整个测试期间应保持稳定的环境条件。

      注:建议先将被测设备启动再置于低温环境下测试。

4.6.4.6.3 振动

    如果一个测试项目中规定了振动条件，则应在厂家说明的振动条件下进行测试。应使用能满足所需

环境现象的环境条件测试设备和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IEC 68-2-6(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

试F。和指导:正弦)中规定的测试程序。其他环境条件应在4.6.4.6.1规定的正常测试环境条件下。

    注:长时间的较强的振动可能影响设备的物理强度，因此应仅在进行RF测量时才振动被测设备。

4瓜4瓜4 电源

    如果一个测试项目中规定了极端电源条件，则应在厂家给出的工作电压的上限和下限进行测试。

    上限电压:以厂家给出的工作电压的上限对设备供电 (在设备输人端测量)。在厂商说明的最低和最

高温度下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IEC 68-2-1(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A:寒冷)和IEC 6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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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Bd:干热)中规定的测试程序。

    下限电压:以厂家给出的工作电压的下限对设备供电 (在设备输人端测量)。在厂商说明的最低和最

高温度下进行测试。测试应符合IEC 68-2-1(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A:寒冷)和IEC 68-2-2

(环境测试，第2部分:测试一测试Bd:干热)中规定的测试程序。

4.6.4.7 可接受的测f设备的不确定性

    以下为每个测试项目都规定了最大可接受的测量设备的不确定性。

    a) 4.6.4.6条，环境
        压强 士5 kPa

        温度 士2̀C

      相对湿度 士5%

        DC电压 士1.0 %

        AC电压 士1.5 %

        振动 10%

      振动频率 0.1 Hz

    对一个测试项目，除非要求控制测试环境且控制测试环境的规范规定了参数的不确定性，否则都应

适用以上规定的测试环境。

    b)发射机

    1) 4.6.6.2条，相位误差和平均频率误差

        一致性要求:

        频率 士1OHz

        相位 1.50RMS

                      5。峰值

    2) 4.6.6.3条，平均RF载波发射功率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对静态功率级0 士1.0 dB

      相对RF功率，对其他功率级 士0.7 dB

    3) 4.6.6.4条，RF载波功率时间包络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 (OdB基准) t1.0 dB

        相对于OdB基准的RF功率 士0.7 dB

    4) 4.6.6.5.1条，调制频谱和宽带噪声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 (绝对限值) 11.0 dB

        注 1:这可能需要根据限值校准功率电平。

      相对电平见表20

表2 相对射颇功率电平

距载波中心的频偏 (MHz) 功率差值 (dB) 相对功率的不确定性 (dB)

  Sf --0.1 MHz

MHz(Sf -- 1.8 MHz

MHz< Bf 51.8 MHz

土0.5 dB

< 50 dB 士0.7 dB

〕 50 dB 士1.5 dB

01

一
01

l.S MHz f2.0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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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6.6.5.2条，切换瞬态频谱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 士1.5 dB

        相对RF功率

        功率差值<50dB 士0.7 dB

        功率差值〕50dB 士1.5 dB

    6) 4.6.6.6.1条，发射机天线接头的传导性杂散辐射，BTS发射频带内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 士1.5 dB

    7) 4.6.6.6.2条，发射机天线接头的传导性杂散辐射，BT'S发射频带外

        一致性要求

        一致性要求a)  (BSS接收机带内):

        RF功率 士3 dB

      一致性要求b),。)和d) (其他):

        RF功率

                .f〔 2 MHz    t1.5 dB

                2 MHz<.f‘4 MHz     t2.0 dB

                f>4 MHz t4.0 dB

    8) 4.6.6.7条，互调衰减

    9) 4.6.6.8条，BSS内互调衰减

        测试项 目:

      (输人信号的)相对RF功率 士1.5 dB
        一致性要求 (RX带外)

                            RF功率，绝对限值 士1.5 dB

                            RF功率，相对测量 士2.0 dB

        一致性要求 (BX带内)

                            RF功率，绝对限值 ++4dB/-3dB

    注 2:不确定性的正偏差限值大于负偏差限值，原因是测量设备的互调产物可增大 (而非减小)测量结果。

    C)接收机

    如果规定的输人信号不确定性为+5dB/-OdB，将实测的输人信号再增大测量不确定性值，这样可以确

保输人信号的真值不小于规定的标称值。

    1) 4.6.7.1条，静态L1接收机功能
        测 试项 目:

        RF功率，下限 十5/-0 dB

      RF功率，-40dBm标称值 t2.5 dB

        RF功率，-23dBm和一15dBm标称值 士1.5 dB

    2) 4.6.7.2条，替代帧噪声性能

        测试项 目

      RF功率 +5/-0 dB

    3) 4.6.7.3条，静态参考灵敏度电平

        测试项 目

      RF功率 t1.0 dB

      相对RF功率 (相邻时隙) 士3.0 dB

    4) 4.6.7.4条，多径参考灵敏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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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项目:

        RF功率 士1.5 dB

        相对RF功率 士3.0 dB

    5) 4.6.7.5条，参考干热电平
        测试项 目:

        RF功率 +5/-0 dB

        相对RF功率 t1.0 dB

    注3:一个 (多径)衰落输入信号的测量不确定性可能取决于对衰落器输出的b信号功率进行平均所需的时间。将衰

          落器置为相同的衰落模式并增大衰落率，这样测量功率可减小测量时间。

    6) 4.6.7.7条，接收机天线接头的杂散辐射

        一致性要求:

        RF功率:

                  f‘2 MHz    t1.5 dB

                  2 MHz<f -- 4 MHz     t2.0 dB

                  f>4 MHz    t4.0 dB

4.6.4.8 测量结果的解释

    将测量结果与对应限值相比较来决定被测设备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每个参数的测量不确定性应注明在测试报告中。

    测量不确定性的记录值应小于等于4.6.4.7条中的规定。

      注:可参见E9R028 0

    如果一个测量设备的测量不确定性大于4.6.4.7条中的规定，仍可使用该设备进行测量，但应按如下

方式对测量值进行修正:

    从设备的测量不确定性中减去4.6.4.7条中规定的测量不确定性量值，再将侧量值朝不利的方向增加

或减小上述减得结果，即为修正后的测量值。

4.6.4.9 参数配置的选择

    本标准的绝大部分测试仅在有限的测试条件的组合下进行。例如:

    — 可以不测试一个BSS的全部TRX;

    — 可规定仅测试一个RF信道;

    — 可规定仅测试一个时隙。

    在测试实验室进行测试时，测试条件的组合由测试实验室规定。测试实验室可与运营者、厂商或其

他单位商定选用的频率。

    在厂家进行测试时，测试条件的组合可由运营者规定。

4.6.4.10 BTS配置

    本标准为符合GSM规范的标准配置BTS规定测试项目，但是可能对某些配置的BTS不适用。在这种

情况下，可能需要采用一些其他方法使本标准适用于这些BTS，可能需要对测试方法进行某些改变。参与

测试的各方可能需要事先就测试方法达成某些一致。

    如果BSS可提供多种环境条件的配置，则可仅在最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测试，而无需在所有环境的配

置下测试RF指标。

    在对被测BSS配置应用本标准时如果可能有不同解释，应将选择的解释记录在测试结果中。

    在需要对测试方法进行改变时，需在测试结果中记录测试中对测试方法的改变。如果可能，各方应

在事先就此达成一致。

    以下就本标准对某些通用配置的解释进行说明。

4.6.4.10.1 接收机分集

    对本标准第4.6.7条的测试，规定的测试信号可输人一个接收机天线接头，接收机的另一个天线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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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连接一个5052终端，也可以将测试信号同时接人接收机的两个天线接头。

4.6.4.10.2 双工器

    如果双工器是BSS的一部分，则本标准适用于装有双工器的BSS。如果双工器是选件，则应对有无双

工器的情况重复测试以下项目，验证BSS在两种情况下是否都能满足要求:

    —     4.6.6.3条，平均RF发射功率，如果是在天线接头测量，则对最高静态功率级进行。
      -4.6.6.6.2条，发射机天线接头的传导性杂散辐射，BTS发射带外。

    —     4.6.6.8条，BSS内互调衰减。
    —     4.6.7.4条，多径参考灵敏度，对关键一致性测试应适当选择ARFCN，使发射机产生的互调产物

尽可能少地落人接收机信道。

    其余测试在有无双工器的条件下均可进行。

    注1:在有双工器的情况下进行接收机测试时，需确保发射机的输出不影响测试设备。可通过组合使用衰减器、隔离

          器和滤波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注2:使用双工器时，不仅在双工器，而且在天线系统，会产生互调产物。天线系统的互调产物不受本标准控制，而且

          在工作期间还可能恶化 (例如，由于潮湿)。因此，为使 BSS能够连续正常工作，应选择适当ARFCN,以减小

          落人接收机信道的互调产物。对完整一致性测试，可规定使用ARFCN.

4.6.4.10.3 电源选项

    如果一个BSS有多种电源配置方法，不需要在所有电源选项条件下重复测试。但是测试时的电源条

件应涵盖所有电源选项所能提供的最大范围。

    对于一个既可外接又可内部主电源供电的BSS，此项要求尤其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使用外

部DC供电选项测试主电源极端电压条件。测试DC输人电压的范围应足以验证所有电源选项的性能，其

中条件的变化包括平均输入电压、温度和输出电流。

4.6.4.10.4  RF辅助放大器

    RF辅助放大器是通过射频电缆连接BTS的设备，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天线和收发信机之间提供信号放

大功能，它不需要控制信号就可以完成放大功能

    安装RF辅助放大器的BTS需要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在进行第6章TX和第7章RX测试时，通过一

个连接网络 (包括电缆、衰减器等等)并设置适当的损耗使RF辅助放大器和BTS能在正常条件下工作。

厂家应说明适用的连接网络损耗。其他条件及连接网络衰减对温度的变化应忽略。对每个测试项目都应

单独选择连接网络的一个适用的衰减极值。除非有特殊说明，都应选用最小值

    如果RF辅助放大器是一个选件，则应对有无RF辅助放大器的情况重复测试足够的项目，验证BSS

在两种情况下是否都能满足本标准要求。

    对于关键一致性测试，需重复表3中的带X的项目。

表 3 关键一致性测试中存在 RF辅助放大器时需重复测试 的项目

续
仅 TX放 大器 仅 RX放大器 TM 放k器组甚 (注)

接收机

测试项 目

一一一一一卞— — —

4.6.7.7 一件一一

  发射机

测试项 目
4.6.6.7

4.6.6.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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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可通过双工滤波器组合1R/RX放大器。放大器可在RX支路、TX支路或两者都有。其中任意一个可以是无源网络。

    接收机测试项目仅要求对TCH/FS进行测试。

    对4.6.6.3和4.6.7.3条，应使用最大衰减。

4.6.4.10.5 使用天线阵列的BSS

    BSS可能对其所有或一部分TRX配备多个天线端口。本条规定适用于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BSS;

    - TRX的发射机输出信号送至多于一个天线端口;

    一~-TRX的接收机有多于一个天线端口，只有多于一个天线端口有输人信号时接收机才能正常工作

(注:分集接收不满足此要求)。

    如果一个BSS需要与一个包含滤波器或有源器件的天线系统联合工作才能满足GSM要求，则关键一

致性测试可在包含天线系统的BSS上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证明测试使用的配置能够代表正常使用

时的系统，一致性测试结论仅适用于包含天线系统的BSS o

    在进行关键一致性测试时，可使用以下程序。

    接收机测试:

    对每项测试，送至所有接收机天线接头的信号功率之和应等于规定的测试信号功率。

    图2a是一种接收机测试配置。

    对接收机天线接头的杂散辐射，可对每个天线接头单独测试。

    发射机测试:

    对每项测试，每个天线接头的发射信号Pi之和应为测试中规定的测试信号功率Ps。可对每个天线接

头单独测试并将结果相加，也可先将各路信号合并然后进行单一信号测试。合并网络的特性 (如幅度和

相位)应确保合并后的信号功率最大。

    图26是一种发射机测试配置。

    对互调测试。可对每个天线接头单独测试。

FX天线接 口

Ps=Sum (只)

P,二规定要求的辖人功率

图 2a 接收机测试 配里

TX天线 接 日

图2b 发射机测试配I

4.6.5 格式和测试项 目的解释

    每个测试项目都有如下标准格式。

    X名称:所有测试项目都适用于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被测设备，除非测试项目名称中规定了测试的适用

性为GSM第2阶段或GSM第2+阶段。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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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测试目的:本条规定测试目的。

    X.2测试项目:本条规定测试步骤。

    X.3关键一致性:关键一致性描述为确保兼容性和验证系统传输质量的重要方面所必须满足的一致性

要求，适应于型号认证测试。本条分为两部分。

    测试环境:这里描述执行测试的环境条件。在规定了多种测试环境时，对每种环境都规定了测试方法。

    一致性要求:这里描述测试需要满足的要求。

    测试项目描述完整一致性的测试，绝大多数测试项目中的一部分测试适用于关键一致性要求。因此，

关键一致性测试采用测试项目中规定的程序进行测试。

    X.4完整一致性:完整一致性描述验证BSS性能参数的所有方面所需要执行的全部测试。

    测试环境:这里描述执行测试的环境条件。在规定了多种测试环境时，对每种环境都规定了测试方法。

    一致性要求:这里描述测试需要满足的要求。

    X.5要求参考:本条描述用于导出测试要求的GSM规范条目。当本条指示的标准对应于相同GSM规

范的第2阶段和第2+阶段时，GSM规范第2阶段和第2+阶段的规定是一致的。

4.6.6 发射机

    除非有其他说明，本章的所有测试适用于带有所有收发信机附件的BSS配置。除非有其它说明，应

在BTS的TX天线接头处测量。

    功率电平单位采用dBm,

4.6.6.1 静态L1(第1层)功能

4.6.6.1.1 测试目的

    验证发射机的以下L1功能:

    1) RF设备;

    2)复用和多址接人功能;

    3)发射方面的交织和信道编码。

4.6.6.1.2 测试项 目

    BSS应配置最大TRX数量，ARFCN应设置包含被测BSS的最大工作带宽。配置一个TRX支持

BCCH。如果厂家说明设备支持慢跳频，则应启动慢跳频。

4.6.6.1.3 关键一致性

    无需执行此项测试。

4.6.6.1.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对所有逻辑信道类型，输出比特序列应完全符合GSM规范。

4.6.6.1.5 要求参考

    GSM 05.01，GSM 05.02 (ETS 300 908), GSM 05.03 (ETS 300 909), GSM 05.05 (ETS 300 910)

4.6.6.2 相位误差和平均频率误差

4.6.6.2.1 测试 目的

    1)验证GMSK脉冲波形滤波是否正确;

    2)验证在正常和极端测试条件以及振动条件下BSS在时隙的激活部分的相位误差不超过规定限值;

    3)验证在正常和极端测试条件以及振动条件下BSS在时隙的激活部分的频率误差不超过规定限值。

4.6.6.2.2 测试项 目

    至少在开始测试1h前将BSS配置的所有TRX开机并设置为全功率发射。

    如果厂家说明BSS支持频率射频慢跳频，则BSS应配置为最大TRX数量，ARFCN包含被测BSS的

最大工作带宽和B, M, T，应执行3次测试。可使用与BTS有相同跳频序列的测试设备进行测试，也可

使用频率固定在B, M, T的测试设备进行测试。如果BSS仅支持基带跳频或不支持跳频，则应在B, M,

T上使用不同TRX进行测试。对每个被测TRX至少应测试一个时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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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STE(基站测试设备)应从被测TRX的发送信号中取出输人TRX调制器的加密比特的已知伪随机

比特流。伪随机比特流应为CCITTQ.153卷IV.4定义的511比特伪随机比特流中任意148比特子序列。此
伪随机比特流可以是由插在TRX信道编码之前的插人另一个伪随机比特流产生的，而且应产生200个不

同的突发脉冲。BSSTE应以最低为每个调制比特2个抽样的分辨率抽出时隙有用部分 (突发脉冲中间的

147 LL特，见GSM05.04 (ETS 300 959)和GSM05.10 (ETS 300 912))的相位轨迹 (相位相对于时间)。

    BSSTE应从已知伪随机比特流中计算出理论相位轨迹。
    测量和理论相位轨迹之差即为相位差轨迹。突发脉冲的平均频率误差为相位误差轨迹回归线的导数。

应使用平均平方误差 (MSE)方法计算回归线。

    相位误差为相位差轨迹与其线性回归线之差。

4.6.6.2.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

    正常条件:在B, M, T上各进行一次测试。

    极端电源条件:在B, M,T上各进行一次测试。

      注:极端电源条件下的测试也包含了极端温度条件下的测试

    一致性要求

    相位误差不应超过:50均方根值 (RMS) ;

                      200峰值;

    对于普通和微蜂窝基站，突发脉冲的平均频率误差不应超过:0.05ppm;
    对于微微蜂窝基站，突发脉冲的平均频率误差不应超过:0.1ppmo

4.6.6.2.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

    正常条件:重复测试，直到在B, M, T上对3个TRX或全部TRX进行了测试。

    极端电源条件:在B,M,T上各进行一次测试。

      注:极端电源条件下的测试也包含了极端温度条件下的测试

    振动:在B, M, T上各进行一次测试。

    一致性要求

    相位误差不应超过:50均方根值 (RMS );200峰值。

    对于普通和微蜂窝突发脉冲的平均频率误差不应超过:0.05ppma

    对于微微蜂窝突发脉冲的平均频率误差不应超过:Ol ppm o

4.6.6.2.5 要求参考

    GSM 05.04 (ETS 300 959) 2; GSM 05.05 (ETS 300 910)，4.6; GSM 05.10 (ETS 300 912), 5.10

4.6.6.3  RF载波平均发射功率

4.6.6.3.1 测试 目的

    验证各级功率下在整个频率范围内RF载波平均发射功率的准确性。

    此项测试也用于决定4.6.6.5.1.2条中使用的 “功率级”参数。

4.6.6.3.2 测试项 目

    对正常BTS，应在TX合路器的输人端或BSS的天线接头处测量。对微蜂窝BTS，应在BSS的天线接

头处测量。厂家应说明BSS在测量参考点处的最大输出功率。应将最大数量的TRX连接TX合路器，这

样测量结果就可以作为4.6.6.4条中发射载波功率时间包络测量的一个基准。

    注:天线接头处测量的输出功率对小区规划更有实际意义，一般情况下都需要这个数据。

    至少在开始测试1h前将BSS配置的所有TRX开机并设置为全功率发射。

    厂家应说明BSS支持的TRX数量;

    1个TRX:在B, M, T测量此TRX,

    2个TRX:在B, M, T测量这两个T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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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或更多TRX:在B,M,T测量3个TRXo

    如果厂家说明BSS支持频率射频慢跳频，则BSS应按上面的规定配置TRX数量和频率并启动慢跳频。

    被测BSS应以相同功率电平在同一TDMA帧中发送至少3个连续时隙。在其中一个时隙上的有用部

分测量功率电平，对至少200时隙的结果按对数进行平均。无论BSS是否支持慢跳频，都应按顺序在3

个频率上完成测试。

    时隙的有用部分定义见图2，可参见GSM 05.04  (ETS 300 959)和GSM 05.10  (ETS 300 912) o

根据GSM 05.10 (ETS 300 912)每个时隙可包含156.25个调制比特，实际上是一帧中的8个时隙里2个

时隙包含157个有用比特而6个时隙包含156个有用比特。

    应在所有标称功率级上测量BSS的发射功率。至少每个TRX应测试一个时隙。用作BCCH载波的

TRx仅测量静态功率级0的发射功率。
4.6.6.3.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

    正常条件:应测试测试项目中规定的每个TRXo

    极端电源条件:在一个ARFCN上仅对静态功率级0测试一个TRXo

    一致性要求

    BSS应支持相对于最高输出功率的至少Nmax个静态功率控制级。Nmax至少为60

    静态功率级N有从0至Nmax共Nmax+l级。

    静态功率级0对应厂家说明的最大功率。

    TRX的静态功率级0的功率测量容限相对于厂家说明的最大功率在正常条件下为++/-2dB，在极端条

件下为十/-2.5dB。静态功率控制允许RF输出功率从BTS最大输出功率以2dB为步长降低6级，每级的误

差容限为+/-1dB。另外，每个静态RF功率级 (N)的功率应比BTS最大输出功率降低2NdB，在正常条

件下总误差容限为+/-3dB，在极端条件下为+/-4dBa

    除静态功率控制之外，BTS还应支持巧级的动态下行链路功率控制。

    动态下行链路功率控制要求RF输出功率以2dB为步长降低 15级，每级的误差容限为+/-1.5dB。不

要求有绝对电平低于OdBm的功率控制级。

    每个动态RF功率级 (Y)的功率应比BTS最大输出功率降低2YdB，在正常条件下总误差容限为+/一

MB，在极端条件下为+/-4dB, Y为静态功率控制级数加动态功率控制级数。

      注:动态功率控制在欧洲ETSI标准中为可选项，在本标准中为必备项

4.6.6.3.4 完整一致性

    同关键一致性。

4.6.6.3.5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4.1.20

4.6.6.4  RF载波发射功率时间包络

4.6.6.4.1 测试目的

    1)验证发射功率包络稳定 (时隙的有用部分)的时间;

    2)验证稳定性限值;

    3)验证时隙间停止发射时的最大输出功率。

    此项测试的目的不是详细测试功率剖面，4.6.6.5条将对此进行测试。

4.6.6.4.2 测试 项目

    厂家应说明BSS支持的TRX数量以及用于BCCH载波的TRX,

    1个TRX:不测试此BSS,

    2个TRX:将一个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在B, M, T之一上测试另一个TRX,

    3个TRX:将一个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测试另两个TRX，在B,M,T上进行测试，至少在一个

频率上测试两个TR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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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以上TRX:将一个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在B,M,T上测试TRX，一个在B上，一个在M

上，一个在T上。

    如果厂家说明BSS支持频率射频慢跳频，则BSS应按上面的规定配置TRX数量和频率并启动慢跳

频。不测试配置为BCCH载波的TRX.

    在所有被测TRX上激活TDMA帧的一个时隙，其他时隙置为只、
    进行功率测量时BTS天线接头的探测器带宽置为300kHz。定时对应于TO, TO为每个时隙中间训练

序列比特13和比特14之间的时fill。根据GSM 05.10 (ETS 300 912)每个时隙可包含156.25个调制比

特，实际上是2个时隙包含157个有用比特而6个时隙包含 156个有用比特。对Pmax和Pmin进行测量。

每次测量，应至少显示或存储被测时隙100次。

    Pmax=6.3条测量的功率 (静态功率级0)

    Pmin=6.3条测量的最低静态功率级

    Pd,e<-P..-30dB， 或 Pmin-300

    对非BCCH载波的TRX应至少测试1个时隙。

4.6.6.4.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每个被测时隙的输出功率相对于时间应满足图3。如果一个时隙未激活，则剩余功率应保持在或小

于一30dBe (300kHz测量带宽)。

4.6.6.4.4 完整一致性

    同关键一致性。

}

+1.0-1.0

-30(凡 )

卜洲钟 中7056/13 (542_81卡十十洲
10   8   10 时间 (V-5)

1476it-542.81,-7056/13p.

1时隙=576.9Wa=15625bits

注:OdB参考基准功率等于功率Pmaz或Pmin,

图3 正常突发脉冲的功率时间包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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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4.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4.5.10

4.6.6.5 邻道功率

    调制、宽带噪声和功率级切换谱可能在GSM900或GSM 1800以及邻道产生明显干扰。以两个单独的

测试项目分别测试两种不同原因的邻道辐射。

    1)连续调制频谱和宽带噪声;

    2)切换瞬态频谱。

      注:不考虑辐射的原因，在任何频率上BSS都必须满足这两个要求。

4.6.6.5.， 调制和宽带噪声产生的频谱

4.6.6.5.1.1 测试目的

    验证收发信机由于调制和宽带噪声产生的输出RF频谱不超过规定电平。

4.6.6.5.1.2 测试项目

    测试时应仅激活一个TRX或将BTS仅装配一个TRX，应在B, M, T 3个频率上进行测试。

    a)时隙0应设置为以全功率发射正常BCCH数据调制的信号，其他时隙应设置为以全功率发射伪随

机序列调制的加密比特。

    b)对每个被测功率级的功率电平以4.6.6.3条定义的方法进行测量。

    c)使用滤波器，视频带宽设为30kHz，在天线接头测量载波频率上的功率。应在时隙有用部分除中

央部分之外的50%-90%时间上进行测量，在突发脉冲的这部分测量出的值应进行平均。应对至少200个

突发脉冲中的激活突发脉冲进行平均。应在除0时隙以外的其他时隙进行测试。

    d)以以下相对于载波频率的频偏重复步骤c);

        100, 200, 250, 400kHz以及600至1800kHz间每隔200kHz,

    e)将所有时隙设为相同功率级，对设备的所有静态功率级重复步骤c)和d)0

    f)对偏离发射频率1800kH:直至超出发射机频带2MHz的频率上，使用滤波器，视频带宽设为

30kHz，在天线接头测量载波频率上的功率。测试应使用扫频模式，最小扫频时间为75ms，对200次扫频

的结果进行平均。

    9)将所有时隙设为相同功率级，对设备的所有静态功率级重复步骤f),

4.6.6.5.1.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正常BTS一致性要求:在一个TRX上进行测试。

    对每个静态功率级，步骤d)至9)中测得的功率相对于步骤b)中测得的功率应不超过表4中的限
值，但有以下例外和最低测量限值:

    1)对GSM900 BTS，如果根据表4中的值得到的限值低于一65dBm，则以一65dBm代替限值。

    2)对GSM1800 BTS，如果根据表4中的值得到的限值低于一57dBm，则以一57dBm代替限值。
    3)在载频600kHz-6MHz频带内，允许有3个200kHz频带 (中心频率为200kHz的整数倍)的绝对

功率电平超出表4中的限值但<-36dBmo

    4)在高于载频6MHz以上的频带内，允许有 12个200kHz频带 (中心频率为200kHz的整数倍)的

绝对功率电平超出表4中的限值但<-36dB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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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日TS连续调改频谱一最大限定要求

      一 在规定频偏处的最大相对电平(dB)，以规定测量(滤波器)带宽(kHz)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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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的要求适用于标准的功率级，对规范的功率级以外的功率，限值应作相应的线性调整。

    微蜂窝和微微蜂窝BTS 一致性要求:在一个TRX上进行测试。

    对每个静态功率级，步骤d) 至e) 中测得的功率相对于步骤b) 中测得的功率应不超过表4中的限

值，但对微蜂窝或微微蜂窝有以下例外和最低测量限值。

    对每个静态功率级，步骤f)至9)中测得的功率相对于步骤c)中测得的功率，对GSMgoo微蜂窝
BTS 应不超过一7OdB，对GSM1800微蜂窝BTS 应不超过一76dB。对GsMgoo 微微蜂窝B侣，采用1800-

6000kHz测量带宽不应超过一70dB，采用大于6000kHz测量带宽不应超过一80dB。对GSM18OO微微蜂窝

BTS，采用1800一6O00kHz钡1量带宽不应超过一76dB，采用>6000kHz测量带宽不应超过一80dB。但对微蜂

窝和微微蜂有例外和最低测量限值。

    以下为对微蜂窝的例外和最低测量限值:
    在载频60OkHz一6MHz频带内，允许有3个ZO0kHz频带 (中心频率为200kH:的整数倍)绝对功率电

平超出表4中的限值但<一36dBm。
    在高于载频6MHz以上的频带内，允许有12个200kH2频带 (中心频率为ZookHZ的整数倍)绝对功

率电平超出表4中的限值但<一36dBm。
    如果以上规定的限值小于表5中的值，则以表5中的值替代。

                              表5 微蜂窝和微微蜂窝 日下5连续功率谱一最小限定要求

    微蜂窝BTs功率级 一 在澳。量带宽lookHz时由调制和噪声弓}起的最大频谱

-----一一不一 赢一一 GSM1800--一一GSM18(j()GSMg的

Ml 一59dBm 一57dBrn

M2

T 一—

， 一64dBm
一 _

一62dBm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M3 一69dBm 一67dBm

Pl                 一68dBm
一

一65dBm

4石.6.5.1.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应测试所有TRX，每个TRX都应满足关键一致性要求。

4.6乃.5.1.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300910)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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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5.2 切换瞬态频谱

4.6.6.5.2.1 测试目的

    验证切换瞬态频谱不超过规定限值。

4.6.6.5.2.2 测试项 目

    厂家应说明BSS支持的TRX数量。

1个 TRX

2个 TRX

:不测试此BSS

:将一个

    3个TRX:将一个

频率上测试两个TRX

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在B, b1, T之一上测试另一个TRXo

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测试另两个TRX，在B, M, T上进行测试，至少在一个

    4个以上TRX:将一个TRX配置为BCCH载波并在B, M, T上测试TRX，一个在B上，一个在M

上，一个在T上。

    如果支持BCCH的TRX不是被测TRX，则也应该在B, M, T上对它进行测试。

    a)时隙0应设置为以全功率发射正常BCCH数据调制的信号，其他时隙应设置为以全功率发射伪随

机序列调制的加密比特。在相对于载波频率400, 600, 1200和1800kHz频率处测量功率。以TRX全功率

发射的信号功率作为测试的基准功率，测量基准功率时测量带宽应为至少300kHz,测量其他频率时测试

设备参数如下:

    分辨带宽 30kHz;
    视频带宽 l00kHz;

    零扫频;

    峰值保持激活。

    b)激活TRX的所有时隙，功率设置为最高静态功率控制级，按步骤a)的方式测量功率。如果BSS

支持射频跳频，则不支持BCCH的TRX在B, M, T上跳频，对这些TRX重复测试。

    c)激活TRX的所有时隙，功率设置为最低静态功率控制级，按步骤a)的方式测量功率。如果BSS

支持射频跳频，则不支持BCCH的TRX在B, M, T上跳频，对这些TRX重复测试。

    d)将所有不支持BCCH的激活TRX设置为间隔时隙激活 (时隙0, 2,东 6激活，如图5，或时隙

1, 3, 5, 7激活)，功率设置为最高静态功率控制级，剩余时隙置为空闲，按步骤a)的方式测量功率。

    e)将所有不支持BCCH的激活TRX设置为间隔时隙激活 (时隙0,2,4,6激活，如图5，或时隙

1,3,5,7激活)，功率设置为最低静态功率控制级，剩余时隙置为空闲，按步骤a)的方式测量功率。

    f)如果BSS支持动态功率控制，将所有不支持BCCH的激活TRX各时隙的功率按图4设置。

功率

静态功率电平

时隙

注:P},;�=4.6.6.3条中测得的最低动态功率级。

图 4 功率/时隙配置 旧 「功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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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

静态功率电平

时隙

图5 功率/时隙配置 《无RF功率控制)

4.6.6.5.2.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测得的功率应不超过表6和一36dBm中较大的值。

表6 切换瞬态频谱一最大限定要求

频偏 (kHz) 功率 (dBc) GSM900 功率 (dBc) GSM1800

400 -57       -50

600 -67 -58

1200
                      {

                                  一

180() -74
                            一

-66

4.6.6.5.2.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在B, M, T上测试所有规定被测TRX,测得的功率应不超过表6和一36dBm中较大的值。

4.6.6.5.2.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4.2.2 0

4瓜6.6 发射机天线接头的杂散辐射

    以下分别对BSS相关发射频带和其他频带传导性杂散辐射的测试条件进行规定。

4.6.6.6.1 发射机天线接头的传导性杂散辐射，B下S发射带内

4.6.6.6.1.1 测试目的

    此测试项目在一个发射机工作的情况下，在BTS相关发射带内测量BSS发射机天线接头的杂散辐射。

4.6.6.6.1.2 测试项目

    将BTS配置为一个TRX激活，且在所有时隙上以最大输出功率发射。在B, M, T上进行测试。去活

慢跳频 。

    注:应确保其他未激活的发射机的辐射不影响测试结果。可将 BTS配置为仅有一个TRX或将其他发射机的输出减小到

        大大低于 GSM05.05 (ETS 300 577或ETS 300 910)规定的程度

    发射机天线接头应连接阻抗相同的频谱分析仪或选频电压表。激活峰值保持。测量功率。

    kf-w离载波频率1.8MHz }--f <6MHz且落在相关TX带内的频率:
    测试设备的分辨带宽应设为30kHz，视频带宽设为约3倍于分辨带宽。

    对偏离载波频率)6MHz且落在相关TX带内的频率:

    测试设备的分辨带宽应设为l00kHz，视频带宽设为约3倍于分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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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6.1.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测得最大功率应不超过一36dBmo

4.6.6.6.1.4 完整一致性

    同关键一致性。

4.6.6.6.1.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577), 4.3;或GSM 05.05 (ETS 300 910), 4.30

4.6.6.6.2 发射机天线接头的传导性杂散辐射，日丁5发射带外

4.6.6.6.2.1 测试目的

    此测试项目在一个发射机工作的情况下，在BTS相关发射带外测量BSS发射机夭线接头的杂散辐射。

它还测量BTS发射和接收带外的BTS内互调。

4.6.6.6.2.2 测试项 目

    a)将BSS配置为激活所有发射机，且在所有时隙上以最大输出功率发射。如果一个TRX设置为

BCCH载波，则将它配置在RF信道M上。所有其他TRX按如下顺序配置，先是B，然后T，然后尽量均

匀地配置在BSS的发射工作频带内。去活慢跳频。

    b)发射机天线接头应连接阻抗相同的频谱分析仪或选频电压表。激活峰值保持。测量功率。

    测试设备的分辨带宽应设为100kHz，最小扫频时间应为75ms，在200次扫频上取平均。

    在BSS接收工作频带内测量功率。

    c)在以下频率重复步骤b)

    — 对GSM900 BSS，频带1805-1880MHz o

    — 对GSM1800 BSS,频带925-960MHz

    d)如果厂家说明BSS支持GSM900和GSM 1800共站址，进行以下测试:

    在以下频率重复步骤b)

    — 对GSM900 BSS，频带1710-1785 MHz o

    — 对GSM1800 BSS，频带880-915MHz o

    e)将BSS按步骤a)的方法配置，但除BCCH载波以外的TRX配置为间隔时隙激活并以最大功率发

射。所有的TRX的激活时隙应相同。测试奇数时隙或偶数时隙均可。如果BSS支持慢跳频，则除BCCH

载波以外的TRX均应在步骤a)中定义的全部频率范围内跳频。

    检测设备应按表7配置。峰值保持激活。视频带宽设为约3倍于分辨带宽。如果检测设备的视频带

宽不能满足要求，则它应至少能达到1MHza

    在l00kHz-12.75GHz间除BTS相关发射频带的其他频率上测量功率。

表 7 带外杂散测t限制要求

分辨带宽

10 kHz

100 kHz

3 20 MHz 1 MHz

3 30 MHz 3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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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6.2.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a)在步骤c)中，对GSM900,测得的最大功率不应超过一7dBm;对GSM1800,测得的最大功率不

应超过一57dBmo
    b)在步骤e)中，测得的最大功率不应超过:

    — 对1GHz以下频率:-36dBm;

    — 对1GHz以上频率:-30dBm.

4.6.6.6.2.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a)在步骤b)中，测得的最大功率不应超过表8中的限值。

                                        裹8 接受频带内发射机杂散限制要求

GSM900 BSS接收频带 (dB.) GSM1800 BSS接收频带 (dB.)

正常 BT'S                     -98
一

                    -98
一

微蜂窝 BTS M1 -91 -96

微蜂窝BTS M2 -86 -91

微蜂窝BTS M3 -81 -86

微微 BTS P1 -70 -80

    b)在步骤。)中，对GSM900，测得的最大功率不应超过-47dBm;对GSM1800,测得的最大功率不

应超过一57dBmo
    c)在步骤e)中，测得的最大功率不应超过:

    — 对1GHz以下频率:-36dBm;

    — 对1GHz以上频率:-30dBm.
    d)如果厂家说明BSS支持GSM900和GSM 1800共站址，在步骤d)中测得的功率不应超过表8中规

定的限值。

4.6.6.6.2.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4.3, 4.7.2,

4.6.6.7 互调衰减

4.6.6.7.1 测试目的
    验证当干扰信号通过天线接头来到发射机时，RF发射设备能够将其非线性器件内产生的互调信号限

制在规定电平以下。

4.6.6.7.2 测试项目

    如果BSS支持慢跳频，则去活慢跳频。

    厂家应说明BSS支持的TRX数量。BSS应配置最大数量的TRXo

    仅激活被测TRX。其他TRX置为空闲状态，ARFCN设置在BSS的发射工作频带内。

      注:将合路器的各路都设置在BSS的工作频带内，对采用可调合路器的BSS尤为重要。

    被测RF发射设备的天线输出端，包括合路器，应连接一个祸合设备，负载的阻抗为50120测试信号

的频率应在发射工作频带 (见4.2)范围内。测试信号为未调制信号，偏离被测RF发射设备的频率X

MHz。被测TRX应设置为静态功率级0,测试信号电平应设为低于被测TRX功率30dBo测试信号如图6

所示。测试信号的功率电平应在与RF发射设备断开后阻抗匹配为5012后在同轴电缆的天线输出端测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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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发射设备的天线输出端功率应在连接天线的天线输出端测量。按以下方式识别并测量相关TX带内和

相关RX带内的互调产物。

    相关RX带内的测量:

    测量滤波器带宽l00kHz，扫频模式，在200次扫频上平均，扫频时间至少75ms。选择频偏X，使最

低互调产物落人RX工作频段。

    相关TX带内的测量:

    在频偏X为:0.8MHz, 2.OMHz, 3.2MHz, 6.2MHz时进行测量。测量所有三阶和五阶互调产物。以下

规定的测量方法取决于互调产物和载波频率之间的频偏:

    对偏离TRX频率6MHz以上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设为300kHz，零扫

频，在整个时隙上进行测量。应在足够多的时隙上进行测量以确保结果的一致性。

    对偏离TRX频率 1.8MHz以内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和视频设为30kHz，在

时隙有用部分的50%-90%上进行平均，但不包括时隙的中间部分，在至少200个激活时隙上进行平均。

    对偏离TRX频率1.8-6MHz之间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设为lOOkHz，扫

频模式，在200次扫频上平均，扫频时间至少75ms,

    注1:进行测量时应注意尽量避免选频测量设备的非线性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另外，应确保测试设备 (例如，信号发

          生器、藕合设备、选频测量设备)中非线性器件产生的互调产物已衰减到足够小。被测RF发射设备和测试信号

          源应分开放置，确保直接辐射不影响测试结果。

fO+X kHz

图6 丁X互调衰减信号

4.6.6.7.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根据BSS支持的TRX数量，执行以下测试:

    1个TRX:在B, M, T测量此TRX,

    2个TRX:在B, M, T分别测量一次，每个TRX至少测试一次。

    3个或更多TRx:在B, M, T各测量1个T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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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要求:

    从偏离载波频率6MHz至相关发射频带边缘范围内，测得的互调产物不应超过一70dBc和一36dBm中较

大的值。但在百分之一的被测时隙可超标 lOdB,

    偏离载波频率6MHz以内的频率范围内，要求同4.6.6.5.1.3中的连续调制频谱。4.6.6.5.1.3中的例外

也适用 。

4.6.6.7.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应在B, M, T测试3个TRY，如果BSS仅支持3个以下TRX，则测试所有TRX,

    在相应接收频带，测得的互调产物应不超过表8中的限值。

    从偏离载波频率6MHz至相关发射频带边缘范围内，测得的互调产物不应超过一70dBc和一36dBm中较

大的值。但在百分之一的被测时隙可超标100,

    偏离载波频率6MHz以内的频率范围内，要求同4.6.6.5.1.3中的连续调制频谱。4.6.6.5.1.3中的例外也适用。

4.6.6.7.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 4.7.1,

4.6.6名 BSS内互调衰减

4.6.6.8.1 测试目的

    验证BSS在RX和TX带内 (由于多个发射机合路到单一天线或由于相互接近而导致相互之间RF功

率的泄漏)产生的互调产物电平不超过规定的限值。

4.6.6.8.2 测试项 目

    如果BSS支持慢跳频，则在此项测试中去活SFH,

    BSS配置全部的收发信机。每个RF发射设备以最大功率 (静态功率级0)发射伪随机序列调制的信号。

    在相关发射频带内，在载波频率范围以外测量互调成分。

    按以下方式识别并测量相关TX带内和RX工作带内的互调产物。

    RX工作带内的测量:

    选择设备的工作频率，使最低阶的互调产物落在RX工作频带。在BSS的天线接头使用选频仪表进行测量。

    测试设置:测量滤波器带宽和视频带宽l00kHz,

    扫频模式:在200次扫频上平均，扫频时间至少75ms,

    相关TX带内的测量:将被测BSS设为其最小频率间隔进行测试。

    对偏离TRX频率6MHz以上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设为300kHz，零扫

频，在整个时隙上进行测量。应在足够多的时隙上进行测量以确保结果的一致性。

    对偏离TRx频率1.8MHz以内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和视频设为30kHz,

在时隙有用部分的50%-90%上进行平均，但不包括时隙的中间部分，在至少200个激活时隙上进行平均。

    对偏离TRX频率1.8-6MHz之间频率的互调产物的峰值功率进行测量时，测量带宽设为l00kHz，扫

频模式，在200次扫频上平均，扫频时间至少75ms o

4.6.6.8.3 关键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偏离载波频率0.6MHz-6MHz的频率范围内，要求同4.6.6.5.1中的连续调制频谱

4.6.6.5.1中的例外也适用。

    从偏离载波频率6MHz至相关发射频带边缘范围内，测得的互调产物不应超过一70dB。和一36dBm中较

大的值。百分之一的被测时隙可超标IOdBo

4.6.6.8.4 完整一致性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在接收工作频带，测得的互调产物应不超过表8中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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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偏离载波频率6MHz至相关发射频带边缘范围内，测得的互调产物不应超过一70dB。和一36dBm中的

大者。百分之一被测时隙可超标IOdBa

    偏离载波频率0.6MHz-6MHz以内的频率范围内，要求同4.6.6.5.1中的连续调制频谱。4.6.6.5.1中的

例外也适用。

4.6.6.8.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4.7.2 0

4.6.7 接收机

    除非有其他声明，本条中所有测试均应在配置完整收发信机的基站系统上进行。厂商应提供适当的

逻辑或物理接人方式以执行本条中的所有测试。测量应包括所有RX分路器。

    在本条测试中假设接收机不以分集方式装配。对于分集方式的接收机，可以通过向接收机的一个输

人端提供规定信号来进行测试，并且对其他输人端进行匹配或关闭。测试方法和要求不变。

    在本节中所涉及到的CS-3和CS-4测试为可选。

4.6.7.1 静态层1接收机功能 (标称差错率)

4.6.7.1.1 测试目的

    在这项测试中所验证的静态层1接收机功能包括RF部分、多路和多级接人功能、所有均衡器功能、解

密功能、以及在接收侧的去交织和信道解码功能。同时也验证在最大规定输人电平时对接收机的一致性要求。

    在代表接收机信道解码前性能的逻辑基准点处测量标称差错率 (比特差错率一ER)。仅对TCH/FS在信道

解码之后但在所有外推之前的非保护11类比特完成测量。因此，得到的结果代表信道解码之前的逻辑基准点。

    如果BSS支持SFH，本项测试也验证干扰条件下跳频时TCH/FS的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帧擦除率

(FER)应作为性能指标

    测量RACH的FER可验证高输人电平下的随机接人性能。

4.6.7.1.2 测试项目

    1)对TCH/FS的BER测量，如果BSS支持慢跳频 (SFH)，则BSS应在最大范围以及测试环境所允

许的ARFCN数内跳频。如果不支持SFH，则应对无线频率信道B, M和T执行测试。以上两项应重复测

试，直至BSS配置中所有RF设备在所有规定的载波频率和所有可用的TCH/FS时隙上均得到测试。

    应向BSS接收机输人端提供由BSSTE产生的正常调制测试信号。在信道解码后但在所有外推之前从

BSS接收机得到的非保护II类比特应同BSSTE产生的非保护II类比特相比较。

    应在下列功率电平和测试信号下执行测试。

    a)对于静态和EQ50传播条件，低限按表9的规定(高于被测BSS参s5}敏度电平20dB)(不包括微微BTS)a

表9 静态层一接收机功能测试输入信号射频功率限制要求

                  BTS类型 一 低 限

    一;SM900/GSM1800 BTS:SM900 * %& BTS M 1            一川一一石一一-84dBm-一—
                                          -77dBm

    GSM900O  'A BTS M2GSM900A  A BTS M3_一 二一72dBm67dBm二
            GSM900微微蜂窝BTS PI ’ -68dBm

二二二二GSM 1800 90 A BTS M1GSM 1800it  $9 BTS M2_一一一一一2dBn7dBn一一，
                GSM1800微蜂窝 BTS M3                                    -72dBm

- 一一‘M1800 MO O%& BIN P-一士一一一一75dB-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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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对于静态和EQ50传播条件，-40dBm(不包括微微BTS) o
    c)仅对静态传播条件，对于GSM900为一15dBm，对于GSM 1800为一23dBmo
    d)仅对静态传播条件，GSM900微微BTS为一5dBm, GSM1800微微BTS为一14dBma

    2)对RACH，对B, M和T分别进行测试。BSSTE发出包含RACH突发脉冲的测试信号，测量BSS

未能正确识别的RACH突发脉冲比例。

    在以下功率电平的测试信号下进行测量:

    a)对于静态传播条件，低限按表9的规定 (高于被测BSS参考灵敏度电平NO) o

    b)对于静态传播条件，-40dBm.

    。)对于静态传播条件，对于GSM900为一5dBm，对于GSM 1800为一23dBmo

    3)对干扰条件下跳频时TCH/FS的FER测量，通过合并网络将两个信号送至BSS接收机输人端。希

望信号的电平按表9的规定进行设置，并在静态传播条件下在4个频率上循环跳频。干扰信号为连续的

GMSK调制随机信号，其频率固定而且电平高于希望信号10dBo

    测试使用的跳频频率应以RF信道M为中心。

4.6.7.1.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无需执行此项测试。

4.6.7.1.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 :

    正常条件:

    测试每个TRX的TCH/FS性能。

    测试支持BCCH载波的TRX的RACH性能。

    极端温度条件下:

    仅在静态传播条件下，在一个时隙上测试一个TRX的TCH/FS BER性能。

    测试支持BCCH载波的TRX的RACH性能。

    不测试『FCH/FS的FER性能。

    振动 :

    仅在静态传播条件下，在一个时隙上测试一个TRX的TCH/FSBER性能。

    在干扰条件下采用跳频，不测试TCH/FS FER和RACH的性能。

    一致性要求

    非保护比特 (TCH/FS,  II类)的比特差错率应不超过:

        静态传播条件，输人电平在一40dBm以下时，BER-- 10人
        静态传播条件，输人电平>-40dBm时，BER -- 10六

        EQ50传播条件，BER }-- 3%;

        干扰条件下跳频时TCH/FS的FER应不超过5%0

          RACH的 FER应不超过 0.5%o

4.6.7.1.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 6.1，6.5和6.60

4.6.7.2 错误帧指示性能

4.6.7.2.1 测试目的

    在GSM 05.03 (ETS 300 909)中对错误L2帧和语音帧的检测定义了循环冗余校验法 (CRC)。当无
有用信号发送给接收机时DTX工作，由于此原因对于全速率语音信道附加了应用一些软信息进行错误检

查的能力。本测试验证当前全速率语音解码器处坏帧指示 (BFI)以及用于控制信道的帧擦除指示 (FEI )

的整体可靠性。

4.6.7.2.2 测试 项目

    1)在接收机天线接头处，与被测TRX相同的频率上，提供由不包含中间部分的伪随机比特序列调制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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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连续GSM测试信号，其电平按表10规定。

    一个TRX设置为BCCH载波。BsSTE监视Bss对无差错的RACH突发脉冲的检测 (FEI=0)。

    支持GPRS的BsS，可配置PBCCH，应监视Bss对无差错的PRACH突发脉冲的检测 (FEI=0)。

表10 错误频指示性能测试输入信号电平限制要求

B飞 类 型 测试信号输人电平

GSM900厂GSM18田 B」5

GSMg叨 微蜂窝BTS MI

GSM90() 微蜂窝B飞 MZ

一

                            一72dBm

CSM900 微蜂窝B巧 M3 一67dBm

GSM900微微蜂窝B巧 Pl

GsM1800微蜂窝BTSMl l

                            一68dBm

一 一82dBm

GSM1800 微蜂窝B呢 MZ 一77dBm

GSM18的 微蜂窝B巧 M3 �� �� 一灰一籣_72 dB。一
CSM180() 微蜂窝BTS PI 一75dBm

    2) 在被测TRX上无任何RF输人下重复步骤1，接收机天线接头处终接50n负载。

    3) 在一个配置TCH/FS，TCH/HS，TCH/卫FS和FACCH的 TRX的一个时隙上重复步骤 1。BSsTE

监视坏帧指示 (BR)。

    4) 在被测TRX上无任何RF输人下重复步骤3，接收机天线接头处终接50n负载。

    5) 在TCH/FS，TCH/HS，TC即EFS配置的TRX的一个时隙上重复测试。测试应激活带有slD帧的

D〕，X功能，SACCH接收电平符合表10的规定，且TCH的其他突发脉冲没有传送。BssTE监视坏帧指示

(BFI)。

4石7.2召 关键一致性要求

    无需执行此项测试。

4.6.7.2.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测试环境。

    一致性要求:在步骤 1和2中，小于住02%的帧被检为无差错 (FEI二0)。

    在步骤3，4和5中，在平均605的时间内，未检测出的坏语音帧数目小于1个 (即，检出BFI二0)。

4，672.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300910)，6.4。

4.67习 静态参考灵敏度电平

4.6.7.3.1 测试 目的

    接收机静态参考灵敏度电平是当接收机输人端输人一个标准测试信号时，经解调和信道解码后产生

的帧擦除率 (FER)、残余比特差错率 (RBER)或比特差错率 (BER)或块差错率 (BLER)好于或等于

在静态传播条件下对特定逻辑信道类型的规定值，此输人电平为接收机静态参考灵敏度电平。

4，6.7.3.2 测试项目

    对于规定的ARFCN执行本测试。至少应测试一个TRX的一个时隙。

    在所有时隙上，Bss配置中所有TRX应开机并在所有时隙上全功率发射。

    去活慢跳频，应在选定的时隙上以表 11规定的功率向BSS RX天线接头处提供标准GSM调制测试信

号。 (除了PDTCH/CS一4测量，表11定义的功率电平值应增加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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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邻两时隙电平比被测时隙电平高50dB。所提供的信号应使被测TRX的接收机在测试期间处于激活

状态或能在相邻时隙上检测出有效GSM信号 (按一致性要求规定)。其他保留的时隙内应无信号。

    如果BSS支持射频慢跳频，应按下列改变重复测试:

    a) BSS应在其最大频率范围内在测试环境所允许BSS最大配置的ARFCN数内跳频。

    b)测试信号应仅在被测时隙上提供，其他保留的时隙内应无信号。

表 11 电路交换信道静态参考灵敏电平测试输入倍号电平限制要求

B侣 类型 测试信号输人电平

GSM900/GSM1800 BTS              i                      -104dBm
GSM900微蜂窝BTS M1 -97dBm

GSM900微蜂窝M M2 -92dBm

GSM900微蜂窝BTS M3 AM .

GSM900微微蜂窝 BTS P1 -88dBm

GSM1800微蜂窝BTS M1 -102dBm

GSM 1800微蜂窝BTS M2 -97dBm

GSM1800微蜂窝BTS M3 {

GSM1800微微蜂窝BIS PI -95dBm

    在BSSTE处信道编码前的输人信号应同BSS接收机信道解码后所得到的信号相比较。
4.6.7.3.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对于不能SFH的测试，应在一个ARFCN上执行测试。对于慢跳频下的测试，应在以

RF信道M为中心的跳频频率范围内执行测试。
    表12中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于TCH/FS信道 (对于Ib类和II类比特的FER和RBER)和TCH/HS

信道 (在BFI=O时，对于Ib类和II类比特的“R和RBER)a
    对于支持GPRS的BSS，表12中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于PDTCH/CS-1信道 (BLER)a

    对于所有在相邻时隙存在信号的测试，被测TRX的接收机在测试期间应激活相邻时隙。至少激活相

邻时隙的接收机的自动增益控制 (AGC)应处于工作状态。

4.6.7.3.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测试环境。

    极端温度条件:仅对于TCH/FS，测试一个TRX的一个时隙。

    极端电源条件:仅对于TCH/FS,测试一个TRX的一个时隙。

    一致性要求:对于不能SFH的测试，应在RF信道B, M和T上执行测试。对于可SFH的测试，应

在以RF信道M为中心的跳频频率范围内执行测试。

    所有逻辑信道类型均应满足于表12中给出的错误性能。

    对于所有在相邻时隙存在信号的测试，BTS应在测试期间在相邻时隙上检测出RXQUAL为6或更小
的有效GSM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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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收机在参考灵敏电平时静态误差性能限制要求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容限值

FACCH/H FER 010%

FACCH/F 1玉R 0.10%

SDCCH和 SACCH FER 0注0%

RACH H :R 0.50%

TC H/Fg石 BER 10巧

TCH/H4名 BER 10巧

IIH/FS FER .
                                      l
一 。10、硫

一Ib类 RBER 0沸0/a%

一11类 RBER 2刀%

1℃H/HS FER 0刀25%

一lb类，BFI=0

一11类，BFI=0

RBER 以00 1%

RBER 0.72%

UFR 0习48%

。.00 1%

EVSIDR 。.06 %

一

一

仪的1%
OUI%

RBER
一

以召洲)3%

0.1%

一Ib类 RBER
                                                                                一

                    仪t%
.

一R类 RBER
一

2刃%

PDTCH/CS一1至 4 BLER 10%

PRACll/11比特 BLER 巧%

PRACH/8比特 Bl石R 15%

PACCH BLER 10%

    注释:表12 中a的值可在 卜1石之间，但两事件中。的值应相同。

4.6.7.3.5 要求参考

    GSM 05刀5(ETS3O0910)，6，2。

4石7.4 多径参考灵敏度电平

4.67.4.1 测试目的

    接收机多径参考灵敏度电平是当接收机输人端输人一个标准测试信号时，经解调和信道解码后产生

的帧擦除率 (FER)、残余BER(RBER)，比特差错率 (BER)或块差错率 (BLER)好于或等于在多径传

播条件下对特定逻辑信道类型的规定值，此输人电平为接收机多径参考灵敏度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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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4.2 测试项目

    至少应测试一个TRX的一个时隙。

    在选定的时隙上，通过多径衰落模拟器向BSS RX天线接头处提供标准GSM调制的测试信号。

    对于电路交换信道，在BTS接收天线接头处的平均信号电平应符合表13的规定。

    对于分组交换信道，在标准BTS接收天线接头处的平均信号电平，其参考性能依据信道类型和传播

条件应符合表13a的规定。对于非标准的BTS，其电平值应为表13a的值加上表 13b的数值。T115传播条

件用于测试GSM900和GSM 1800微微BTS PI，表示为TU50(非跳频)。

    本项测试通过对各路径总和取平均功率测量。

    在所有时隙上，BSS配置中所有TRX应开机并在所有时隙上全功率发射。

    对于TU50(理想SFH)的测试:

    BSS应在其最大频率范围内在测试环境所允许BSS最大配置的ARFCN数内跳频。

    对于TU50(无SFH), RA250(无SFH)和HT100(无SFH)以及T15(非跳频)的情况:
    如果BSS支持慢跳频，则应去活该功能。应对规定的ARFCN执行测试。在选定时隙的相邻时隙上向

RX天线接头处提供标准GSM调制测试信号，其静态功率电平应高出在选定时隙上根据GSM 05.05 (ETS

300 910)定义的突发脉冲中有用部分的平均功率电平50dB。所提供的信号应使被测TRX的接收机在测

试期间处于激活状态或能检测出相邻时隙上有效GSM信号 (按一致性要求规定)。

表 13 电路交换信道多径参考灵敏电平测试输入僧号电平要求

BT3类 型 测试信号输人电平

GSM900/GSM1800 BTS -104dBm

GSM900微蜂窝 BTS M1 -97dBm

GSM900微蜂窝 BTS M2 -92dBm

GSM900微蜂窝 BTS M3

GSM90()微微蜂窝BTS P1

-87dBm

-85dBm

-102dBmGSM1800微蜂窝BTS M1

GSM1800微蜂窝BTS M2 -97dBm

GSM1800微蜂窝BTS M3                            -92dBm

GSM1800微微蜂窝 BTS P1                            -92dBm
                                                                      一

表 13a 分组交换信道多径参考灵敏电平测试信号输入电平要求

标准BTS  (GSM900)

信道类型 传播条件

一一 TU50

一 (无FH)

  TU50

(理想FH)

RA250

(无 FH)

  HT100

(无 FH)

PDTCH/CS-1 -104 dB. -104dBm -104dBm -103dBm

PDTCH/CS-2 -100dBm -10ldBm -10ldBm -99dBm

PDTCH/CS-3 -98dBm -99dBm -98dBm             -96dBm

PDTCH/CS-4 -90dBm } -90dBm
今 *

PRACH/11比特 -104dBm -104dBm -103dBm -103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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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a (续1

标准 BTS  (GSM900)

信道类型 传播条件

TU50

(无 FH)

  TU50

(理想 FH)

  RA250

(无 FH)

  HT100

(无 FH)

PRACH/9比特 -104dBm -104dBm -103dBm -103dBm

PACCH -104dBm -104dBm

— 一

      -104dBm

「

        -103dBm

PDTCH/CS-1 -104 dBm -104dBm -104dBm -103dBm

PDTCH/CS-2 -100dBm -1O1dBm l            -1O1dBm -99dBm

-98dBm 「 -98dBm -94dBmPDTCH/CS-3 -98dBm

PDTCH/CS-4 -88dBm 厂 -88dBm ，

    一‘04dBm 一 一‘03dB= i 一‘03dBm_PRACH/11比特 -104dBm

                                                                    一

-1

PRACH/9比特 -104dBm -104dBm -103dBm -103dBm

PACCH -104dBm -104dBm -103dBm

表 13b 不同类型日丁5测试信号输入电平修正值

BTS类型           测试信号输人电平纠正值
                                +7dB

                                +12dB

                                +17dB

                                +19dB

GSM90)微蜂窝 BTS M1

GSM90〕微蜂窝B1'S M2

GSM90)微蜂窝BTS M3

GSM900微微蜂窝BTS P1

GSM1801微蜂窝BTS M1                               +2dB

                              +7dB
卜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 一 —

                            +12dB

GSM1801微蜂窝BTS M2

GSM1800微蜂窝 BTS M3

GSM1800微微蜂窝BTS P1 +12dB

    在BSSTE处，信道编码前的输人信号应同BSS接收机信道解码后所得到的信号相比较。

4.6.7.4.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对于TU50(无SFH)传播模型TCH/FS的差错性能应在RF信道B, M和T上侧量。在相邻时隙被

测TRX的接收机应处于激活状态。至少激活相邻时隙接收机的自动增益控制 (AGC)应处于工作状态。

    对于规定的传播模型，应对下列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一种信道在一个ARFCN上:

    TCH/FS                                     TU50(无FH), HT100, RA130或RA250

    TCH/FS (FER或RBER，其中BFI=O)      TU50(无FH), HT100, RA130或RA250

    SDCCH                                           TU50(无FH)，HT100, RA130或RA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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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H/F’9石 HTI(X)，E冉130或RA250

    TCH/F4名 HT100，RA130或R八250

    PDTCH/CS一I T[J50(非SFH)，HT100，RA13或RA250

    在列出的所有逻辑信道类型，频率和被测多径传播模型的组合下，GSMgoo应满足表14中所给出的
错误性能，GSM18OO应满足表15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

4.67.4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在列出的所有逻辑信道类型，频率和被测多径传播模型的组合下，GSM900应满足表14中所给出的

错误性能，GSM1800应满足表 15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

    对于无SFH的测试，B飞应在测试期间在相邻时隙上检测出RxQUAL为6或更小的有效GSM信号。

表 14 GSMgoo 参考灵敏电平时多径误差性能要求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us。 一
(无 SFll)

一 Tus。
  (理想SFH)

RA250

(无sFH) 1
一Hyrloo
1 (无sFH)

FACCI]/H n :R 6一9% 6.9% 5刀% 10，0%

FACCH/F FER 8刀% 3，8% 34% 63%

SDCCH和 SACCH H;R
一

        13% 8，0% 80% {�一

RACH FER 13% 13% 12% 13%

才rCH/Fg.6 BER 以50% 一
一 —
， 0.40%
一

0.10% 070%
                                                        一

TCH/F4.8

.

          BER 10闷 1创 10闷 10闷

TCH/FZ.4 BER Zxl份 10巧 1沪 1尸

TI二凡 /H48 BER 0万0%         040% 0注0% 070%

TCH/H24 1
一

{
一

10确 1份 10书 10衬

T(H/FS FER 6.ox“% 3刀义a% 2刀xa% 7刀xa%

一Ib 类 RBER

�一

0一40/a% 。.30/a% 住20/a% 住50/a%

一R类 RBER 8刀%
                一

一

        8‘0%
一

7.0% 9.0%

TCH/HS FER 41% 4.1% 4.1% 4万%

一Ib类 RBER， BFI=0
{

一
036%

                      l

028% 0，56%

一n类 RBER， BFI二0 6.9% 6夕% 6，8% 7.6%

UFR 5石% 5石% 50% 7.5%

一Ib 类 RBER， UFI二0 。.24 % 024% 021% 0.32%

EVSIDR 6一8%
一
， 6.5%
I

， ~ 份

        6刀% 9.2%

FBI卫，刀卜泛，】〕日城】 0刀1% 0.01% 0，01% 0刀2%

ESIDR 30% 3.0% 32% 一
一

IRBER，sID二1或2 。.3% 。3% 021% 0.42%

飞℃E/EFS FER 8% 3%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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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信道类型 {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IJ50

(无 SFH)

    TU50

(理想SFH)

  RA250

(无 SFH)

  HTllX)

(无 SFH)

一lb 类 RBER 021% 0.11% 0.10% 0.20%
                一

一n类 RBER 7% 8% 7% 9%

】不犯】1仁导1到CS书

                              一

BLER ， 10%
                              一

10% 10% 10%

PnACHll比特 1一 BLER 15% 巧% 巧 % 15%

PRACH S比特 BLI:R
<一

15% � {1 5% 一巧% 巧%

PACCH B比R l lo% 10%

表 15 GSM ，800参考灵敏电平时多径误差性能要求

    TU50

(理想SFH)

FACCH/H FER

                                                                                          一

7t2% 7.2% 5.7%
                    一

10，4%

FACCH/F
                                                        一

          FER
一

3.9% 39% 3.4%
                                      }

74%

SDCCH和sACCHI FER 9.0% gto% 8.0% 13刀%

RACH H;R 一一 13%
一

13% 12% 13%

Tl二H/四 石 BER 一而6确一;一。五6菇 一 。.10%

    10- 一 10- 10-

0.70%

TCH/F4.8 BER

广 一 一 一 一一

        10书 10礴   1份

  1护

070%

�� 一 一 一 — 一一籩 e s一 一一

      1甲

Tc川F24 一 10巧 10巧 一: 10巧

TCH/H4.8 BER 0.40% 040% 0.10%

1飞11/H24
一

          BER 10碑 1份 10刁         10碑

TCH/峪 3刀洲a%
                            一

      3.oxa%
{

2刀xa% 7刀义a%

一Ib 类 住30/a% 仪30/ a% 020/侄% 仪50/ a%

一n类 RBER &0% 80% 7.0%

「

        9.0%

1℃H/HS FER 4t2% 4一2% 4.1% 5.0%

一lb 类 RBER，BFI=0 038% 0.38%
厂

一 欣28%
                                一

0石3%
一

-一 n类 }RBER，BFI=0一 { 6.9% 一� 16 8%‘
UFR 57% 一 5.7% 5习% 8.1%

一Ib 类 RBER，UFI=0 0.26% 026%
02‘%
6.0%

0.35%

9月%EVSIDR 7.0% 7to%
                                        一

0.01% 0刀2%
RBER ，呻 ，砷

0.01%

“5，DR 一
3刀% 3.2% 3.9%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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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续 】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U50

(无 SFH)

    TU50

(理想SFH)

RA130

(无 SFH)

HT100

(无 SFH)

RBER, SID=1或2 0.33% 0.33% 0.21% 0.45%

TCH/EFS FER 4% 4%           3%
一

7%

-Ib类 RBER ， 0.12% 0.12%

9%一11类 RBER                 8% 8% 7%

PDTCwCS-1到CS-4 BLER 10% 10% 10% 10%

PRACH 11比特 BLER 15% 巧% 15% 15%

PRACH 8比特
一

一 BLER 巧% 15% 15% 15%

      } BLER 10% 10% 10% 10%

注:PDTCH/CS一 在标注有*的传播条件下不测试。

    表14和表15中。的值可在1和1.6之间，在每一传播条件中两事件的a值应相同，对于不同传播模

型其值不同。

    注:对于每个TU50(理想FH)，应使 4个频率在 SMHz频段内具有足够的非相关性。

4.6.7.4.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 6.2a

4.6.7.5 参考干扰电平

4.6.7.5.1 测试目的

    参考干扰电平是对接收机接收期望调制信号而不超过给定恶化量的能力，此恶化量是由于在相同载

波频率 (同道干扰)或任何相邻载波频率 (邻道干扰)上存在非期望调制信号而造成的。

4.6.7.5.2 测试项 目

    如果BSS支持慢跳频 (SFH)，则除应用理想SFH的传播条件的测试以外，在本测量期间应去活此项

功能 。

    当测试中应用SFH, BSS应在最大范围以及测试环境所允许的BSS最大配置的ARFCN数内跳频，并

且在BSS配置中为可用。如果不支持SFH，应在规定的ARFCN上执行测试。至少应在一个TRX上测量

一个 时隙 。

    两个输人信号应通过组合网络与接收机相连。除相对电平为+41dB干扰信号处于静态的情况外，测试

时每一个信号应通过一个多径衰落模拟器。两个多径衰落传播条件应不相关。

    两信号的参考功率电平应是输人到BSS RX天线接头处的平均功率。本项测试通过对各路径总和取平

均功率进行测量。

    对于电路交换信道，期望信号电平应具有表16中所定义的功率电平。该信号应是标准GSM调制

信号。

    对于分组交换信道，期望信号电平应为 (X-9dB+Ir)，其中 “X,’为表 16定义的功率电平，Ir为表

17b定义的邻信道干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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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参考干扰电平测试输入信号平均功率限制要求

        BTS类型

GSM900/GSM1800 BTS

测试信号输人电平

    -84dBm

GSM900 MM蜂  X& BTS M1
GSM900微蜂窝 BTS M2 -72dBm

GSM900微蜂窝 BTS M3 -67dBm

GSM900微微蜂窝BTS P1 -68dBm

GSM 1800微蜂窝BTS M1 ， -82dBm

GSM1800微蜂窝BTS M2 -77dBm

GSM1800微蜂窝 BTS M3

GSM1800微微蜂窝BTS PI
                                                                              一

                              -72dBm

                              -75dBm
一

    干扰信号应是由不包含中间部分的伪随机比特序列调制的连续GSM测试信号。对于SFH该干扰信号

应包含一个与被测时隙同步跳频的信号或一组混合频率信号源。在以后的情况中，干扰源数决定频率数，

在此被测时隙能在与BTS上限无关的测试环境中跳频。

    对于电路交换信道，用干扰信号相对期望信号的频率偏差进行测试，干扰信号相对电平应按表17的

规定高于期望信号。

    对于分组交换信道，用干扰信号相对期望信号的频率偏差进行测试，采用载波干扰比的指标，特指

相对于同道的干扰率，具体指标见表17a。所有分组交换逻辑信道类型和传播条件组合所要求的最小同道

载波干扰比见表176a

    在慢速跳频 (SFH)的情况下，在时隙突发脉冲的有用部分干扰信号与期望信号应在相同的ARFCN

上。对于频率偏差大于OkHz仅需对多径传播条件TU50(无SFH)进行测试。

表 17 宏蜂窝和微蜂窝日下5电路交换信道同频和相邻信道千扰抑制要求

干扰信号频率偏差 相对电平 一
一普通和微蜂窝 BTS 微微蜂窝BTS

OkHz 是

一一 赢 Hz 一 _9dB 一

  400kHz-一
是

台-37dB

表 17a  GMSK分组交换信道同频和相邻信道载波千扰比要求

干扰信号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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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b 分组交换信道同频干扰条件下载波干扰比要求

信道类型               GSM900

规定传播条件下的载波干扰比

  T【J3

(无 SFH)

  1七50

(无 SFH)

  Tuso I RA25o
(理想sFH) 1 (无srH)

P】)1兀H/CS一1 13dB 10dB gdB gdB

P】〕，代H/CS一2 15dB 14dB 13dB 13dB

PDT〔H/CS一3 16dB

‘

l

. 16dB
一

巧dB 16dB

23dB 一 *dB
                        一 __

PD飞℃H/CS一4 19dB 23dB

gdB gdBPACCH � ��113dB 10dB

PRACH/11比特 sdB sdB sdB 10dB

PI刁ACH/11 比特 sdB sdB sdB

  信道类型

PDTC H/CS一1

一 一

，

          TUI.5

        (无 SFH)

            13dB

              GSM

  规定传播条件]

  TU50

(无 SFH)

    gdB

1800

阿的载波干扰比

          TU50

      (理想 SFH)

            gdB

PDI飞一H/CS一2 15dB 13dB 13dB 13dB

曰〕1{H/CS一3 16dB 16dB 16dB 16dB

*dBPDTC H/CS--4 19dB

一

一 gdB gdBPACCH

PRACH/11比特

      一

gdB

吧
，dBsdBPRACll/8比特

    在所有时隙上，BsS配置中所有TRX。应处于并以全功率发送。

    在BSsTE处信道编码前的输人信号应同信道编码后BsS接收机所提供的信号相比较。

4.67.5，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

    1) 同道

    应在Tuso传播条件下对TCH/FS信道 (FER，Ib类和n类)测量其错误性能。如果BsS支持射频跳
频，应在以RF信道M为中心的跳频频率范围内执行以上测试。如果不支持射频跳频，则应在一个信道

上执行以上测试。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进行。

    TCH/FS: TUI.5或TU3

    FACCH/F: TUI.5或TU3

    FACCH/H: TU15或皿J3

    SDCCH: TUI.5或TU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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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H/F9.6                           TU 1.5或TU3, TU50

    TCH/F4.8                           TU 1.5或TU3, TU50

    PDTCH/CS-1                           TU1.5或TU3, TU50

    2) 200kHz频率偏差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

    TCH/FS:                           TU50

    FACCH/F:                           TU50

    3) 400kHz频率偏差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RF信

道 B, M 和 T上。

    TCH/FS:                            TU50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模型，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

    FACCH/F:                            TU50

    在以上1)和2)情况中，表18a、表18b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所有逻辑信道类型、期望信号

频率、干扰信号频率偏差OkHz, 200kHz和被测多径传播条件的组合。

在以上3) 情况中，表18c、表18d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所有逻辑信道类型、期望信号频率、干扰

信号频率偏差OkHz, 200kHz和被测多径传播条件的组合。

    表18a一表18d中2的值可在1和1.6之间，在每一传播条件中两事件中a的值应相同，对于不同传

播模型其值不同。

    微微BTS一致性要求:

    1)同道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进行。

    TCH/FS:                                 T15

    FACCH/F:                                T15

    SDCCH :                                 T15

    TCH/F9.6                                TIS

    TCH/F4.8                                115

      PDTCH/CS-1                              T15

    2) 200kHz频率偏差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

    TCH/FS:                                 715

    FACCH/F:                                 715

    3) 400kHz频率偏差

    去活SFH，对于规定的传播条件，应对BSS支持的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进行测量，每次在一个

ARFCN上。

    TCH/FS:                                 T15

    FACCH/F:                                 T15

    在以上 L)和2)情况中，表18a、表186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所有逻辑信道类型、期望信号

频率、干扰信号频率偏差OkHz, 200kHz和T15多径传播条件的组合。

    在以上3)情况中，表18C、表18d中所给出的错误性能应满足所有逻辑信道类型、期望信号频率、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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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信号频率偏差okHz，200kHz和被测多径传播条件的组合。
    表18a一表18d中。的值可在 1和1.6之间，在每一传播条件中两事件中a的值应相同，对于PIS传

播模型其值相同。

4.67.5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

    一致性要求有以下两个方面。

    1) 对于普通和微蜂窝BTS:

    对于表18a一表18d中所给出的任何多径传播条件的任何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应不低于表 18a一表

18d中所给出的差错率。对于电路交换信道，表 18中没有列出的控制信道，但应提供对SDCCH的要求。

理想SFH传播条件的要求仅在Bss支持SF】1时使用。

    对于理想SFH的传播条件，测试应在以RF信道M为中心的跳频频率范围内执行。对于无SFH的传

播条件，应在信道B、M和T上进行测试。

    表18a一表18d中a的值应在1和1.6之间，在每一传播条件中两事件中a的值应相同，对于不同传

播模型其值不同。

    2)对于微微蜂窝B巧:

    对于表18a一表18d中所给出的Tl巧多径传播条件的任何逻辑信道类型的错误性能应不低于表18a一表

18d中所给出的差错率。对于无SFH的传播条件，应在信道B、M和T上进行测试。表18a一表18d中。

的值应在1和1.6之间，在Tl巧传播条件下，每一传播条件中两事件中a的值应相同。

表 18a RX干扰电平上GSMgoo 多径错误性能容限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U 3

(无 SFH)

  T150

(无 SFH)

    TU50

(理想SFH)

  RA250

(无 SFH)

FACCH/H

印一一一一一一 - 一

          FER 22% 67% 6刀% 57%

FER 22%         95% 3‘4% 3j%

SDCCH和 SACCH FER
        一

9% 8.0%

RACH 外 R 巧% 16% 16%     13%
%」

T(H/Fg.6 BER 8刀% 0名0% 030% 020%

T月H/F4名

J℃H/FZ.4

BER 3刀% 10闷 1少 10闷

          BER
一

3.0% 10刁 10刁
，

10-s

T〔H/H4.8 BER &0% 0名0% 。‘30优 认20 %

TCH/HZ.4 BER 4刀% 2x10确 1份 10闷

TC H/FS FER 21xa%
}
l

{
3，ox仪% 3刀xa%

一Ib类 RBER 2.0/ a% 。.4D /。% 。20/a% 住20/a%

一n类 RBER 4，0% 8‘0% 民0% 8.0%

TCH/HS ( 一 19.1% 50% 5.0% 4.7%

一Ib类

一n类

RBER，BFI=0         住52% 029% 029%

一

      0，21%

厂一-一—
    RBER，BFI=0 2.8% 7.1% 71% 7刀%

UFR 20夕% 6.1% 6.1% 5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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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a《续)

                                      l

  信道类”一错误参”

一、 示石丽石丽一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J3

(无SFH)

罚50 1 罚50
(无SFH) 一 (理想SFH)

  RA250

(无 SFH)

  0」7%029% 021% 0.21%

EVSIDR 219% 7刀% 7.0% 6乃%

】U登」《，纽七2，团妇 ) 0.02% 0刀1% 0，01% 0刀1%

3竺
0.26%

3石%

34%
020%

ESIDR 17注%

026%RBER，SID=1或2 0.50%

飞℃H/EFS H :R 23%         9%

        0.20%

          7%

          一

        10%

3% 4%

  一一卫卿es
        0注3%

          8%

        10%
一

一兰
一U类

RBER 0.20%

RBER 3%

11川:IL门一导1到CS礴 BLER 10%
�一

PRACll/11 比特 B】JER 15% 15% 15% 巧%

PRACH/8比特 BLER ; 15%       15% 15%

· ‘0% 一

l5%
IU%PACCH 一BLER }1。% 一

表 18b RX干扰电平上 GSM1800多径错误性能容限

信道类型

错误参”卜- .规定竺竺考些竺堡里一
        I TU‘s l TU50 1 ’‘、U50 1”A‘，u
        一(无5甲) 1(无SFH)1(理想”FH，1(尤5，，H，

  RA130

(无SFH)

  TU15

(无 SFH)

  T【50

(无 SFH)

    TU50

(理想SFH)

FACCH/H FER 22%

22%

69% } 69% 5.7%

3.4% 34% 3万%FACCH/F

r

          FER

SDCCH和 SACCH FER 22% 9.0%

RACH FER 15%

TCH/Fg.6 BER
                                    一

8.0%
�一

0.80%

TCH/F4.8

TCH/FZ.4 10巧

蕊            BER
J

8刀%

                        一

080% 1 030%飞℃E H4名

4刀% 1份 10书 10)TCH/HZ.4 BER

  21xa% 一 :oxa妥

      2.0/a% 。.25/a%

      4刀% 8.1%

    19‘1% 一 5.0%

            一

  而沃a% 一 30x舀1

    025/a% 0.20/a%

        一 8夕1一

TC H/FS

一Ib类

FER

RBER

一n类 RBER

        5，0%

一 以29%

47%飞℃H/HS FER

0.21%一lb 类 RBER，BFI=0 0.5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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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b (续)

信道类型 }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UI.5

(无 SFH)

  TI」50

(无SFH)

    TU50

(理想SFH )

  RA130

(无 SFH)

    7.0%
一n类 RBER，BFI=0 2.8% 7.2% 7.2%

UFR 207% 6.1% �� 一�66 1% 一�556今_
一Ib类 RBER，UFI刃 029% 0之1% 021% 0注7%

EVSIDR 21月% 7.0% 7刀% 63%

FBI」〕，团贻2，B班刃 0刀2% 0刀1% 0刀1% 0刀1%

ESIDR 17注% 3‘6% 3石% 3，4%

RBER，SID二1或2
                    一

0.50%
一

{
。.26 % 脱。悦

  4%TC川EFs 一�} 23% 3%         3%

一Ib 类 RBER 020% 0.10% OJO%         0注3%

{ 8%一n类 RBER

                  一

3%

%一

8% 8%

P[Jn:H心乡1到 《丑闷 BLER 10% 10% 10%

PRACH/11比特 BLER 15% 15%

PRACH/8比特 BLER
一�一

15%

厂一 一 一一 一 一

        15%

PACCH BLER 10% 10叨 10%
                一

        10%

l

表18c 400k日2频率偏差RX干扰电平上GSM90O多径错误性能容限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IJ50(无SFH)

FACCH/F FER 17注%

飞℃H/1名 FER                         102xa%
��一一 �. 一一 一

一Ib类

                                                  一

RBER

�一

                        0.72汉a%

一11类 RBER 民8%

表 18d 400kHz频率偏差RX干扰电平上GSM1800多径错误性能容限

信道类型 错误参数 规定传播条件错误率

TU50(无 5111)

FACCH/F H :R

FFR

RBER

RBER

6.1%

5注X仪%

川〕类
一11类

。碑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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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对于TU50(理想 FH)，应使4个频率间隔在SMHz以上的频率以实现足够的非相关性。

    注2:对于GSM的TO (理想FH)以及GSM1800的TU1.5(理想FH)，针对跳频的每个频率的信道传播条件之间很

          难实现足够的非相关性。因此GSM 05.05 (E1S 300 910)中不测试TU1.5或TU3(理想FH)传播条件性能的要

          求，并且在本标准中也不包含。它们通过TU50(理想FH)同TU3(无FH)或TU1.5(无 FH)一起隐含测试

4.6.7.5.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6.3 a

4.6.7.6 互调特性

4.6.7.6.1 测试 目的

    本测试是测量接收机RF部分的线性度。此项表示存在两个或多个与期望信号有一定频率关系的非期

望信号时，接收机接收期望调制信号而不超过给定恶化量的的能力。

4.6.7.6.2 测试项 目

    如果BSS支持SFH，则在本测试过程中应去活此项功能。对于应用II类比特的TCH/FS信道仅在静

态条件下执行测量。测量应在无线频率信道B, M和T上执行。至少应测试一个TRX的一个时隙。

    3个信号应通过混合网络连接到接收机。信号功率在接收机天线接头处测量。

    期望信号是由BSSTE产生的标准GSM调制信号，其功率电平在表19中定义。

    第二个信号是干扰信号，由伪随机比特序列调制，并且应比期望信号频率高 1.6MHz。在期望信号突

发脉冲的有用部分期间，干扰信号由511比特序列中的任何148比特子序列调制，定义见CCITT建议0.

153W.4分卷，并且其功率对GSM 900是一43dBm、对GSM1800是一49dBmo

      注释:此信号应是511比特序列调制的连续信号。

    第三个信号是未调制的干扰信号。它应比期望信号频率高800kHz，并且其功率对GSM 900是-

43dBm，对GSM 1800是-49dBmo

    图7说明了各种信号。

表 19 电路交换信道互调特性测试期望信号功率电平要求

        BTS类型

GSM900/GSM1800 BTS

GSM900微蜂窝BTS Ml

一 期望信号功率电平

                        -10ldBm

                        -94dBm

GSM900微蜂窝B7S M2 -89dBm

GSM900微蜂窝BTS M3

GSM900微微蜂窝BTS P1

-84dBm

-85dBm

GSM 1800微蜂窝BTS Ml

GSM 1800微蜂 窝 BTS M2

GSM 1800微蜂窝 BTS M3

GSM 1800微微蜂窝BTS P1

-99dBm

                            -94dBm

                            -89dBm

一 一92dBm
一

    从BSS接收机处在信道解码后但在所有外推前获得的非保护n类比特应同BSSTE产生

的非保护n类比特相比较。

    应测量TCH/FS II类比特RBER,

    应在非期望信号低于期望信号载波频率的情况下重复测量。

4.6.7.6.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应测试一个TRX,

    一致性要求:TCH/FS II类比特RBER应不超过2.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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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一致性要求同第 4.6.7.5条 (参考干扰电平)的一致性要求合在一起充分显示符合GSM 05.05  (ET3 300 910)

          5.3中对所有逻辑信道类型的要求。

4.6.7.6.4 完整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正常，应测试每一个TRX,

    一致性要求:TCH/FS 11类比特RBER应不超过2.0%a

    件:本一致性要求符合GSM 05.05  (ETS 300 910) 5.3中对所有逻辑信道类型的要求。

功率 (dB)

GSM.-43dBm

DCS1800: -49dBm

干扰 干扰

号

八

M
!

一

盯

钾

飞

入

一

0

圈

信

一

一

|
上
J
|

义

.

勤

了
1
防
犷
|

|
州
|

f

期

一

刀
才

-

如表 19

所规定的

互调成分

频率

f 0+800 kHz       f 0+1600 kHz

RX互调抑制实例

4.6.7.6.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5.3 0

4.6.7.7 接收机天线接头处的杂散发射

4.6.7.7.1 测试 目的

    杂散发射是除BTS发射机ARFCN和邻频以外在其它频率上的发射。本测试测量接收机天线接头处的

杂散发射。

4.6.7.7.2 测试项 目

    发射机应配置为一个TRX处于激活状态。使用RF信道M，并且在所有时隙上以全功率发射。

    对于配备分集的BTS，本条要求适用于每一个接收机天线接头。

    对于装配双工器的BTS, 6.6条的要求适用于发射机和接收机共用的接头，本条不再测试该接头。

    接收机天线接头应连接具有相同阻抗特性的频谱分析仪或选频电压表。

    检测设备应按表20的规定进行配置。应能进行峰值锁定，并且视频带宽应大约是分辨带宽的3倍。

如果检测设备的带宽不够，则应选最大可用带宽并至少1MHzo

    应在表20规定的频率范围内测量功率。

4.6.7.7.3 关键一致性要求

    测试环境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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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接收机天线连接处传导杂散测试条件要求

分辨带宽

  lOkHz

_ 一 如MHz
— 一— 一— 一一一一州—

          一 )5MHz _

30kHz

) SMHz l00kHz

〕 IOMHz 300kHz
                                                                          一 一

,20MHz                                1MHz
                                                                                                      一 —

)30MHz 3MHz

在相关频带以内 从发射载波频率的频率偏差

          〕          1.8MHz

            )            6MHz

30kHz

l00kHz

    一致性要求:

    测量的功率应不超过

        对于1GHz以下 (含1 GHz )所有频率:-57dBm o

        对于1GHz以上所有频率:-47dBmo

4.6.7.7.4 完整一致性要求

    同关键一致性要求

4.6.7.7.5 要求参考

    GSM 05.05 (ETS 300 910)，5.40

4.7  Gb接口测试

    参见 《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基站子系统 (BSS)与

服务GPRS支持节点 (SGSN)间Gb接口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