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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I 吕

    本标准是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直放站系列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的名称及结构如下:

    (1)  ((900/1800MHz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直放站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2)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直放站技术要求及测量方法》

    随着技术的发展，还将制定后续的相关标准。

    本标准代替YD/T 952-1998 ((900MHz直放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和YD/T 1008-1999《移动通信

移频中继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与YD/r 952-199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工作频段由原900MHz改为900MHz! 1800MHz;

    (2)原1dB压缩点功率改为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3)互调产物要求和测量方法非等效采用了ETSI EN 300 609-4的相应条款;

    (4)增加了对选频直放站、光纤传输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等的规定。

    本标准与YD/T 1008-199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工作频段由原900MHz改为900MHz/1800MHz;

    (2)互调产物要求和测量方法非等效采用了ETSI EN 300 609-4的相应条款;

    (3)增加了对移频直放站 GMSK调制时调制准确度的要求，并修改了对移频直放站频率误差一项

的指标要求。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了ETSI EN 300609-4 V8.0.2 (2000.10) ((Digital cellular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Phase 2 and Phase 2+);Base Station System (BBS) equipment specification; Part 4: Repeaters (GSM 11.26

version 8.0.2 Release 1999)》的部分内容，区别如下:

    ETSI EN 300 609-4中带内互调产物要求为:〔-36dBm;

    本标准第6.12条带内互调产物调整为:选频直放站(-36dBm(或<-66dBc/3kHz )，宽带直放站<

-36dBm(或蕊-60dBc/3kHz )

    本标准第6.11条杂散发射指标和测量带宽与YD/T883-1999 ((900/1800MHZ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

信系统基站子系统设备技术要求及无线指标测试方法》保持一致，并规定了适用于直放站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第10章安全要求与YD/T 1241-2002 ((800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直放站技术要求

及测量方法》保持一致。

    附录A和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无线通信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兆永 黄禄洋 解春凤 闺 赞 刘晓辉 阐润田 常若艇 徐 杰 田宇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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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直放站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900/ 1800MHz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直放站 (简称GSM直放站)的性能指标、

操作维护功能、电源适应性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及安全要求等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900/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的宽带直放站、选频直放站、移频传输直放

站、光纤传输直放站、室内分布系统 (包括主机、干线放大器、延伸放大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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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口

    YD/1' 1139-2001     900MHz/1800MHz T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的电磁兼容要求和测量方

法，第二部分:基站及其辅助设备

3 定义和缩略语

3.1 定义

    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宽带直放站是指在900MHz/ 1800MHz频段的全部或部分频段内工作的GSM直放站。

    选频直放站是指在 900MHz/1800MHz频段的全部或部分频段内选择一个或多个指配信道工作的

GSM直放站。

    移频传输直放站是指将指配工作频率转换为其他频率(带内频率或微波频率)进行传输的GSM直放

站。

    光纤传输直放站是指中继传输链路采用光纤做信号传输的GSM直放站。

    室内分布系统是指通过主机、干线放大器、延伸放大器等有源设备和天线将信号分布到高层建筑物、

地下室、隧道、大商场、超市等各个角落的系统

    前向 (下行)链路是指由基站到移动台传输的链路。

    反向(上行)链路是指由移动台到基站传输的链路。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LC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自动电平控制

    CW              Continuous Wave 连续波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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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盖条件

应在下列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测量

一温度:+15℃一++35"C:

一相对湿度:45%一75%

5 工作频段

    工作频段是指直放站在线性输出状态下的实际工作频率范围，根据需要设备可使用工作频段的全部

和部分。

    本标准适用于900MHz/1800MHz频段:

    前向 (下行):930-960MHz/I805-1880MHz;

    反向 (上行):885-915MHz/1710-1785MHzo

6 性能指标及测里方法

如果没有其他规定，

测试连接图为原理图

性能指标系指天线端口处的指标。对于移频直放站近端和远端应分别测量。

6.1标称最大输出功率 (包括移频输出功率)

6.1.1 定义

    标称 (最大)输出功率是指直放站在线性工作区内所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此最大输出功率应满

足以下条件:

    1)输人信号为全时隙最大连续发送调制信号;

    2)增益为最大增益;

    3)满足本标准中所有指标要求;

    4)在网络应用中不应超过此功率。

6.1.2 指标要求
    标称输出功率由厂家声明，但选频及移频机输出功率-<30W (45dBm);宽带机输出功率(1W

  (30dBm);前向和反向输出可以不同，具体由厂家规定;常温时标称 (最大)输出功率容差应在12dB

范围内，极限条件时应在-2.5dB范围内

6.1.3  5191E方法

    1)N'il试系统的作接如图1所示;

GSM信号发生器 被测直放站 功率衰减器 GSM分析仪或功率il

l OMHz或 13MHz参考信号

                                    图， 标称 (最大)输出功率测试

    2)将GSM信号发生器输出通过电缆接至被测设备输人端口，再将功率衰减器及连接电缆总损耗值

作为偏置输人GSM分析仪或功率计中;

    3)关闭反向链路 (测量前向输出功率)或关闭前向链路 (测量反向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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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将GSM信号发生器设置为该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心频率或指配信道的中心频率，将被测

直放站增益调到最大
    5)调节GSM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直至ALC启控点，GSM分析仪或功率计上直接显示的每信道

功率应在被测直放站厂商声明的最大输出功率的容差范围内;

    6)记录被测直放站的输出功率电平L,,, (dBm)及输入电平 (GSM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减去连接电

缆的损耗值)L� (dBm);
    7)对于移频直放站应对近端单元和远端单元分别测量。

6.2 增益 (包括移频增益〕

6.2.1 最大增益及误差

6.2.1.1 定义

    最大增益是指直放站在线性工作范围内对输人信号的最大放大能力。

    最大增益误差是指最大增益的实测值与厂家声明值之间的差值。

6.2.1.2 指标要求
    最大增益蕊113dB，具体增益值由厂家规定;

    最大增益误差不超过士3dBo

6.2.1.3 A9& 方法
    L)测试系统及测试步骤同本标准6.1.3;

    2)最大增益为G-= Lqo,-LN (dB); (1)

    3)增益误差为△=G-- G「声明(dB): (2)

    4)对于无线移频直放站应对近端单元和远端单元分别测量。

6.2.2 增益调节范围

6.2.2.1 定义
    增益调节范围是指当直放站增益可调时，其最大增益和最小增益的差值。

6.2.2.2 指标要求
    增益调节范围要30dB，除室内分布系统由厂家规定外。

6.2.2.3 测f方法
    1)测试系统及测试步骤同本标准6:1.3;

    2)调被测直放站增益为最小，从GSM分析仪或功率计读出被测直放站的输出功率电平L-".i.;

    3)调被测直放站增益为最大，从GSM分析仪或功率i日卖出被测直放站的输出功率电平Lo.t-;

    4)增益调节范围为△G= Luum}az-Luuo   (dB); (3)

    5)对于无线移频直放站应对近端单元和远端单元分别测量。

6.2.3 增益调节步长及步长误差 (选项)

6.2.3.1 定义

    增益调节步长是指直放站最小的增益调节量。

    增益调节步长误差是指实际增益步长与标称增益步长的差值。

6.2.3.2 指标要求

    增益调节步长簇2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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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益调节步长误差不超过士】dB/步长，士1dB/(1-IOdB)，士1dB/(10-20dB)，士1.5dB/ (20-30dB )。

    室内分布系统 (除主机外)设备增益调节范围为连续可调时不作要求。

6.2.3.3 测f方法

    I)测试系统及测试步骤同本标准6.1.3;

    2)以增益调节步长降低被测直放站增益，从GSM分析仪或功率计测量出被测直放站实际增益下降每

一步长时的功率电平并记录，直至增益为最小;

    3)实际增益调节步长为每相邻测量功率电平之差;

    4)步长误差 △=声明的增益调节步长一实际的增益调节步长; (4)

    5)计算。-IOdB,  10-20dB, 20-30dB内的累积误差。

6.3 自动电平控制 (ALC)范围

6.3.1 定义

    自动电平控制是指当直放站工作于最大增益且输出为最大功率时，当增加输人信号电平，直放站对

输出信号电平控制的能力。

6.3.2 指标要求
    当输人信号电平提高<<lOdB(含 lOdB)时，输出功率应保持在最大输出功率的士2dB之内;当输人

信号电平提高超过lOdB时，输出功率应保持在最大输出功率的士2dB之内或关闭输出。

    室内分布系统 (除主机外)不作要求。

6.3.3  MIN方法

    1)测试系统及测试步骤同本标准6.1.3;

    2)被测直放站增益调至最大;

    3)接通被测直放站ALC功能;

    4)被测直放站输入电平提高lOdB，观测GSM信号分析仪或功率计上的读数变化(应不超过1 2dB) ,

继续提高输人电平，被测直放站输出变化仍应不超过士2dB或关闭。

6.4频率误差(仅适用于移频传输直放站)

6.4.1 定义

    频率误差是指直放站在工作频带内实际输出频率对额定输出频率的偏差。

6.4.2 指标要求
    平均频率误差:单机不超过土5 X 10-8，系统不超过士1X10-'a

6.4.3  AM方法

    1)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2所示;

RF数字信号发生器 被测直放站 功率衰减器 频率计数器脚 谱仪

l OMHz/13MHz参考信号

                                              .2 频率误差测f

    2) RF数字信号发生器调到CW信号，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中心频率，电平调到比本标准6.1.3中第

6条记录的L.低5dB，输出CW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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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采用频谱分析仪或频率计数器直接读出直放站输出的载波频率实测数值f..,:

    4)将实测数值带人以下公式直接计算出平均频率误差数值:

        频率误差为,5= (f grmf mz) if az                                                          (5)

    5)应对单机和系统分别进行测试

6.5  GMSK调制时调制准确度 (仅适用于移频传输直放站)

6.5.1 定义

    GMSK调制准确度用相位误差衡量。直放站相位误差是指直放站输出相位轨迹与其回归线之差

6.5.2 指标要求

    相位误差:单机不大于6.10 RMS和24.50 peak;系统不大于7' RMS和280 peak.

6.5.3 测且方法

    1)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2所示，频率计数器改为GSM信号分析仪;

    2) RF数字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中心频率，电平调到比本标准6.1.3中第6条记录的与

低5dB,输出用伪随机比特序列调制的同步的GMSK信号;

    3) GSM信号分析仪频率调到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制分析;

    4)从GSM信号分析仪读取均方根相位误差和峰值相位误差。

6.6 最大允许输入电平

6.6.1 定义

    最大允许输人电平是指被测直放站能承受而不致引起损伤的输人电平。

6.6.2 指标要求

    最大允许输人电平多一l OdBm时，直放站无损伤。

6.6.3 测t方法

    1)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1所示;

    2) GSM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中心频率，电平调到一l OdBm，持续l min;

    3)重复本标准6.1, 6.2.1, 6.3的指标项的测试，所测数值应在指标范围内

67 带内波动

6.7.1 定义

    带内波动是被测直放站在厂家声明的工作频率范围内最大电平和最小电平的差值。

6.7.2 指标要求

    带内波动(MB(峰峰值)。

6.7.3 测A方法

    ll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3所示;

校准路径

扫描信号发中器 功率衰减器

扫描

检波器
标量网络

分析仪

图3 带内波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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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扫频信号发生器起、止频率设置成比被测直放站工作频带宽，电平调到比本标准6.1.3的弟6条

中记录的标低5dB;

    3)被测直放站增益调至最大;

    4)当被测设备为宽带直放站时，从标网分析仪上读出被测直放站有效工作频带内最大电平和最小电

平之间的差值，即为带内波动。

    5)当被测设备为选频或移频直放站时，用标网分析仪分别测出高、中、低信道内输出功率电平，其

最大功率电平和最小功率电平之间的差值，视为带内波动。

    6)对于无线移频直放站应将近端单元和远端单元通过衰减器连接在一起，采用系统测量。

6.8 噪声系数

6.8.1 定义

    噪声系数是指被测直放站在工作频带范围内，正常工作时输人信噪比与输出信噪比的比，用dB表示。

6月2 指标要求

一室外机:噪声系数NF<4dB,

一室内机:噪声系数NF< 6dB a

    对于以祸合工作方式与基站相接的直放站和干线放大器，前向噪声系数不作要求

6.8.3 测量方法

6.8.3.1 自动法

      1)校准噪声系数测试仪的连接如图4中虚线所示:

功率衰减器

      2)

      3)

      4)

6.8.3.2

时)

      】)

                                      图4 噪声系数测试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4中实线所示;

  关闭ALC并将被测直放站增益调节为最大增益:

  用噪声系数测量仪测试直放站噪声系数。

  丫系数法【当被测直放站的带宽窄于噪声系数测试仪接收带宽时(如测最选频直放站的噪声系数

建议采用丫系数法』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5所示;

噪声源 被测直放站 功率衰减器 功率1{

                                    图5 用丫系数法测量噪声系数

2)关闭ALC并将被测直放站增益调节为最大增益;

3)噪声源切断，从功率计上读冷功率PC;

4)噪声源接通，从功率计上读热功率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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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Y=PHIpc;

6)被测直放站噪声系数为NF=ENR- I OIg (Y-1)。

(6)

(7)

    式 (7)中ENR为以dB表示噪声源的超噪比

6.9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6.9.1 定义
    输人、输出电压反射系数1川是指从输人、输出端口反射的信号电压与输人的信号电压的比，电压驻

波比为:
      S=(I+I川)/(1-1川) (8)

6.9.2 指标要求

    电压驻波比:共1.4〔室外覆盖用直放站)或< 1.6(室内覆盖用直放站)

6.9.3 测.方法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6所示;

                                              图6 电压驻波比测试

    2)按被测直放站要求调网络分析仪起、止频率，单端口S�(或S12)测量，并调表达格式为驻波对

频率，电平调到被测直放站允许的最大输人电平;

    3)在网络分析仪测试端口1或2进行开路、短路、负荷校准后设置为测量;

    引 设置直放站的增益为最小增益，将其输人或输出端口接到测试端口，输出或输人端口接负载;从

网络分析仪读被测直放站工作频带内最大的电压驻波比;

    5)测量前向或反向输出驻波比时应保证被测直放站无输出信号。

6.10 传输时延

6.10.1 定义

    传输时延是指被测直放站输出信号对输人信号的时间延迟。

6.10.2 指标要求

    宽带直放站< 1.5gs(应用声表面滤波器的宽带直放站(5gs);

    移频、选频直放站〔10.Ogs(移频直放站为可选项);

    光纤传输宽带直放站簇5.Ogs;

    光纤传输选频直放站宾I O.Ogs;

    室内分布系统:单机毛1.5gs，系统< IO.Ogs(若加声表滤波应按(5gs)

6.10.3 测且方法

    I)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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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ou切”

                                                图7 传输时延测皿

    2)按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设置矢量网络分析仪的起、止频率，并将矢量网络分析仪设置在S21

或S12传输测量方法上，按图7中虚线连接进行直通校准;

    3)将被测直放站增益调到最大，按图7实线所示进行连接;

    4)选择矢量网络分析仪时延测试项，直接读出被测直放站的传输时延。

6.11 杂散发射

6.1，， 定义

    杂散发射是指除去工作载频以及与正常调制相关的边带以外的频率上的发射。

6.11.2 指标要求

    杂散发射的指标见表1,

                                          表1 杂散发射指标要求

测试项目 指标要求

杂散

发射

每载频带外

fo士I OOkHz<0.5dBc/30kHz

fo士200kHz<-36dBct3okHz (-36dBm/3kHz)

无+400kHz-<-6GdBd3CkHz (-36dBm/3kHz)

fo士600kHz<-36dBm /30kHz

工作频带内

凡-2.5 MHz沂-6.OMHz<-36dBm/I OOkHz

fo-6.0 MHz -f,一1.8MHz/ MHz<-36dBm/30kHz

fo+1.8 MHẑfo+6.OMHz/ MHz<-36dBm/3OkHz

fa+6.OMHz- (FH+2.5) MHz'-36dBm/l00kHz

工作频带外 (偏离
  工作频带边缘
2.SMHz之外)

91d-Iz-1GHz带内(-36dBm

1一12.75GHz带内〔-30dBm

    注:厂一 工作频段低端边缘频率;F�一 工作频段高端边缘频率 fo一工作频率

6.11.3 测f方法

    1)测量系统的连接如图8所示;

GSM信号发生器 被测直放站 功率衰减器

图8 杂散发射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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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SM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中心频率，电平调到本标准6.1.3中第6条记录的L.输出

GSM信号;

    3)被测直放站增益调到最大增益;

    4)功率衰减器及连接电缆总损耗值作为偏置输人频谱分析仪;

    5)按表2调频谱分析仪测量带宽及检波方式;

    6)在不同的偏移频率上，读取杂散发射的功率电平。

                                          表2 带外杂散发射测f带宽

频 带
  频率偏移

(偏离边缘)
测量带宽 视频带宽 检波方式

I OOkHz-50MHz l lOkHz 30kHz

峰值保持
50-500MHz l l00kHz 100kHz

500MHz以上BTS发射带及

      MS发射带外

>OMHZ lOkHz 30kHz

峰值保持

>2MHz 30kHz l00kHz

>5MHz l00kHz 300kHz

> IOMHz 300kHz 1 MHz

> 20MHz IMHz 3MHz

>30MHz 3MHz 3MHz

6.12 互调产物

6.12.， 定义

    当工作频带内有两个及以上信号输人直放站后，由于直放站的非线性而在其输出端口产生的与两个

或多个输人信号有特定关系的产物为互调产物。互调衰减是指对这些互调产物的抑制能力。6.12.2指标

要求

    工作频带内互调:选频直放站应蕊-36dBm(或共-66dBc/3kHz)，宽带直放站应< -36dBm(或簇

-60dBc/3kHz);

    工作频带外互调:9kHz-1GHz带内(-36dBm/l00kHz;  1-12.75GHz带内蕊一30dBm/1 MHz o

6.12.3  O9f方法

    1)测量系统的连接如图9所示;

可变衰减器

                                        图9 互调产物测f

2)被测直放站增益调到最大增益;

3)对宽带直放站，设置两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在被测直放站工作频带内相隔600kHz，对选频直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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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信道中心频率，另一个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在高于或低于第 一个信号频率400kHz

上;

    4)切断信号发生器2,调信号发生器I的电平到被测直放站输出达到厂家声明的最大功率，调信号发

生器2的电平和信号发生器1一样;

    5)两信号发生器都接通，并将可变衰减器减低 IOdB;

    6)接通被测直放站ALC功能;

    7)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中心频率，扫频宽度调到能看到两边的互调产物，并将功率

衰减器和连接电缆的总损耗作为偏置输人频谱分析仪;

    8)在频谱分析仪上读出互调产物，看其是否满足绝对值要求，如不能满足要求，则看其相对值是否

满足要求;

    9)应在每个输出天线端口上进行测试。

6.13 带外增益

6.13.1 定义

    带外增益是指被测直放站对工作频带外信号的放大能力。

6.13.2 指标要求

    带外增益的指标要求见表30

                                            表3 带外增益指标

偏离边缘频率 )400kHz 李600kHz >-1MHz }-5MHz

增益 <50dB <40dB <35dB <25dB

6.13.3 测f方法

    1) 测试系统的连接如图10所示;

          }。w信号发生器}— 司 被测育放站 {功，衰减器卜 'Xi”分析“}
.10 带外增益测f

    2)被测直放站增益调至最大增益;

    3)对选频直放站，应将其选频信道指配到被测直放站工作频带内最低信道和最高信道上;

    4) CW信号发生器频率调到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电平调到比本标准6.1.3的第6条中记录的瑞低5dB;

    5)频谱分析仪，扫频宽度、分辨率带宽调到适当，保证测试方便。校准功率衰减器及连接电缆总损

耗作为偏置修正输人到频谱分析仪内，将标记移到信号峰点;

    6)保持CW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平不变，从中心频率向外同步改变CW信号发生器频率和频谱分析仪中

心频率，用标记读取并记录偏离工作频带边缘400kHz, 600kHz, IMHz, 5MHz及以上时的幅度值几‘

    7)按式(9)计算带外各偏离频点的增益数值。
                            G外=L,� t- (Li�-5)  (dB)                                      (9)

7 操作维护功能

7.1 告替和监视功能

    当直放站设备无网管时，必须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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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应具有电源电压指示装置;

    2)显示“输出功率”的光或电指示装置;

    3)无输出或高功放故障时应有告警指示。

7.2 网络管理

7.2.1查询和配置管理功能

7.2.1.1 网管系统应能对以下参数进行查询:

    一系统配置:

      ~输出功率;

    一增益;

    一信道频率 (除宽带直放站外):

    一操作及故障记录。

7.2.1.2 检验方法

    I)使整套直放站系统正常工作:
    2)从网管中心向直放站发出系统配置、输出功率、增益、信道频率、操作及故障查询命令，在网管

中心应能得到正确的响应。

7.2.2 故障管理功能
7.2.2.1 直放站能对以下故障向操作维护中心提供告警信息:

    一开门告警;

    一电源故障;

    一高功放故障告警。

7.2.2.2 检验方法

    日使整套直放站系统正常工作:
    2)人为的制造机门打开、电源故障、高功放故障，网管中心应看到相应的故障报告

7.2.3 远程控制功能

7.2.3.1 网管中心应能对以下参数进行控制:

    一高功放开关;

    一高功放输出功率;

    一增益;

      信道频率 (除宽带直放站外)。

7.2.3.2 检验方法
    1)使整套直放站系统正常工作;

    2)从网管中心向直放站发出改变高功放开关、输出功率、增益、信道频率的命令，检查直放站应能

得到正确的响应，网管中心应能查询到直放站的经调整后的工作状态

7.2.4 系统安全管理功能

7.2.4.1 网管系统应具有以下保证网管系统安全的措施:

    一操作权限管理;

    一手ik作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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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故障记录管理

7.2.4.2 检验方法

    1)使整套直放站系统正常工作;

    2)在网管中心输人合法的用户名和正确的密码，能正确进人网管操作系统;

    3)输人合法用户和错误密码、输人非法用户和正确密码、输人非法用户和错误密码均不能进人网管

操作系统;

    4)故障管理记录应能保存至少3个月。

8 电源适应性

8.1 电源适应性要求

    AC220V士44V, 45, 55Hz或DC-48V士9.6V时，直放站所要求的技术要求均能满足。

8.2 测试方法

8.2.1 电源电压变高试验

    在电源电压为AC264V或DC-57.6V时，测量系统频率误差及GMSK调制时调制准确度

传输直放站)、最大输出功率、带外增益，均应满足技术要求

8.2.2 电源电压变低试验

    在电源电压为AC 176V或DC-38.4V时，测量系统频率误差及GMSK调制时调制准确度

传输直放站)、最大输出功率、带外增益，均应满足技术要求。

(仅适用移频

(仅适用移频

9 环境试验

9.1环境适应性要求

9.1.1测试环境条件

    室内机:温度++50C -+400C，湿度(85%;

    室外I类机:温度一40℃一+550C，湿度<95%;

    室外n类机:温度一250C -+55C,湿度(95%0

9.1.2 指标要求
  经环境温度试验后，直放站应至少满足以下指标:

    1)厂家声明输出功率容限为最大额定输出功率士2.5dB;

    2)频率误差按本标准6.4中的规定;

    3)噪声系数按本标准6.8中的规定;

    4)相位均方根误差和相位峰峰值误差按本标准6.5中的规定

    注:类型I或类型II依据不同的工作环境温度

9.2 测试方法

9.2.1 低温试验

    I)将正常配置的直放站系统不加电放置环境试验室里以1 0C/min速度降温，直至++5'C(室内机)

-40'C(室外I类机)、-25'C(室外Il类机)，温度稳定后保持2h，对直放站加电，按本标准6.1.3, 6.4.3,

6.8.3, 6.5.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YDIT 1337-2005

    2)恢复常温并稳定2h后，再进行同样项目的指标恢复情况测试。

9.2.2 高温试验

    I)将正常配置的直放站系统放置环境试验室里以10C/min速度升温，直至++400C(室内机)、+55'C

  (室外机)，温度稳定后保持2h，按本标准6.1.3, 6.4.3, 6.8.3, 6.5.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2)恢复常温并稳定2h后，再进行同样项目的测试

9.2.3 恒定湿热试验

    I)将正常配置的直放站系统放置环境试验室里以1 0C/min速度升温，直至++40℃士20C，再加湿至

93%鸳%，稳定后保持2h，按本标准6.1.3, 6.4.3, 6.8.3, 6.5.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2)恢复常m并稳定2h后，再进行同样项目的测试

10 安全要求

10.1 接地导体电阻和连接电阻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流额定值小于或等于16A，试验电流、试验电压和试验时间应按如下确定:

      试验电流为被测电路电流额定值的1.5倍;和

    一试验电压不应超过12V;和

    一试验时间为60s.

    根据电压压降计算出的保护连接导体电阻不应超过0.1 Q.

    如果被测电路的电流额定值超过16A，试验电流和试验时间应按如下确定:

    -2倍的电路电流额定值进行2min;或

      对直流供电的设备由制造厂商规定。

    保护连接导体的电压压降不应超过2.5V o

10.2 抗电强度

10.2.1 电源电路的抗电强度

    试验电压按如下确定:

    一被测设备工作电压峰值或直流值(184V，对于有接地保护的被测设备试验电压为交流 l000V

(50Hz)，或对于无接地保护的被测设备试验电压为交流2000V (50Hz);

    一被测设备工作电压峰值或直流值为184V至354V(含354V)，对于有接地保护的被测设备试验电

压为交流1500V (50Hz)，或对于无接地保护的被测设备试验电压为交流3000V (50Hz);

    试验期间，被测设备的绝缘不应击穿。

    试验电压施加点按下列适用情况选取:

    一一次电路与机身之间;

    一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

    一一次电路与零部件之间。

10.2.2 通信口的抗电强度

    对于稳态试验试验电压与试验施加点按如下确定:

    一在正常使用中，对于设备上需要抓握或接触的不接地的导电零部件和非导电零部件(如电话的受

话器或键盘)，应在这些零部件与通信口之间施加交流1500V (50Hz)的试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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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于其他零部件和电路以及与其他设备相连接的接Ll .应在这些零部件、接口与通信口之间施加

交流1000V (50Hz)的试验电压。

    试验期间，被测设备的绝缘不应击穿

10.3 接触电流

10.3.1 电源电路的接触电流

    最大接触电流应<3.5mA (RMS)。

10.3.2 通信口的接触电流

    每个通信口与其他零部件之间的最大接触电流应<0.25mA (RMS)。

11电磁兼容要求

电磁兼容要求应符合YD 1139-20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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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对测试用仪表的要求

A.1  GSM信号发生器

    ，频率范围:800-2000MHz;

    一频率准确度:优于士5x 10 8;
    一输出范围:-120-+IOdBm;

    一输出电平准确度:士1 dB;
    一能输出GW信号、标准的GSM信号:

    一GMSK调制相位误差<-50 RMS和200 peak.

A.2  GSM信号分析仪

    一频率范围:800-2000MHz;

    一频率测量准确度:优于1 1 x 10-8;

    一功率测量范围及准确度:-20-+50dBm，士0.5dB;

    一可以测量和分析相位误差、平均频率误差、功率时间包络和邻道频谱

A.3  R「信号发生器

    一频率范围:800-2000MHz;

    一频率准确度:优于15x10-8;
    一输出范围:-120-+IOdBm;

    一输出电平准确度:士IdB.

A.4 功率计

    一频率范围:10-2000MHz;

    一功率测量范围及准确度:-20-+50dBm，士0.3dB.

A.5 频率计数器

    一频率范围:IOHz -2000MHz;

    一频率测量准确度:优于土5x10-9o
A.6 频谱分析仪

    一频率范围:4kHz- I SOOOMHz;

    一电平测量范围及误差:一110-+30dBm，士2dB o

A.7 标且网络分析仪

    一频率范围:10-2000MHz

    一传输测量:0-70dBc

    一反射测量:0-35dB

A.8 网络分析仪

    一频率范围:10-2000MHz;

    -f}输测量 可测幅度和相位 (时延);

    一反射测量:0-4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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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噪声系数测试仪

    一频率范围:10-2000MHz;

    一噪声系数测量:0-30dB，士。.5dB o

A.10 功率衰减器

    一频率范围:DC到 8000MHz

    一衰减:30dB士0.3dB;

    一功率额定值:50W o

A.11 可变衰减器

    一频率范围:DC至18000MHz;

    一衰减范围:0-71dB a

A.12 功分器/合路器

    一频率范围:DC至18000MHz;

    一插损:6dB士0.3dB ;

    一跟踪误差:士0.3dB o

A.13 耐压/绝缘测试仪

      -AC/DC   0-3000V.

A.14 接地电阻测试仪

      -lm4-0.24。

A.15 接触电流测试仪

      -0 .01一 l Om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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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直放站检验项目

直放站检验项目见表R

表8.， 直放站检验项目

序

号
检验项目 宽带

直放站

选频

直放站

移频传输

直放站

光纤传输

直放站

      室内分布系红

主机悬 一

t

  延伸

  放大器

l 工作频段 O O O 系统 0 } 0 { O

2 标称 <最大)输出功率 O O O 系统 0 : 0 ; O

3 最大增益及误差 O O O 系统   {。 : O

4 增益调节范围 O O O 系统 0 : / { /

5
增益调节步长及步长误差

(选项)
O O O 系统 0 : 了 : l

6 自动电平控制范围 O O 系统 系统 0 } / { l

7 频率误差 l j O j /

8
CMSK调制时调制准确度

〔相位误差)
l / O l I

9 杂散发射 O O O 系统 。 { ， {
10 互调产物 O O O 系统 0 } ， } /

11 带内波动 O O 系统 系统 0 : 1 } 1

l2 带外增益 O O 系统 系统 0 : 1 : 1

l3 传输时延 O O 系统 系统 系统

l4 噪声系数 O O O 系统 0 } 1 : /

15 最大允许输人电平 O O 系统 系统   一 ， :
l6 输人电压驻波比 O O O 系统 0 } / { /

I7 输出电压驻波比 O O O 系统 l 牛 }

l8 告警和监视 O O O O O { O }

l9 查询及配置管理功能 O O O O O } }

20 故障管理功能 O O O O O :

一
21 遥控功能 O O O O O } }

22 系统安全管理功能 O O O O O } {

23 电源电压变高试验 O O O O O } O : O

24 电源电压变低试验 O O O O O } 0 1{ O

25 低温试验 O O O O O :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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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续)

序

号
检验项目 宽带

直放站
选频
直放站

移频传输

直放站

光纤传输

直放站

室内分布k统

主机一 千绪 :延伸
    }放大器 ;放大器

27 恒湿试验 O O O O O : O : O

28 接地导体电阻和连接电阻 O 口 O O O : O { O

29 电源电路抗电强度 O O O O O } O { O

30 通信口抗电强度 O O O O O } O } O

31 电源电路接触电流 O O O O O } / ; /

32 通信口接触电流 O O O O O : 1 { 1

33 电磁兼容 O O O O O } O : O

注:"O'’为单机测试项:“系统”为构成整个系统时的测试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