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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频段集群移动通信系统技术体制 它主要包括网络结构 频率配置 主要性

能指标和功能 编号方式 控制频道配置方式 信令 无线设备的总技术要求以及接口等内容

本标准为集群移动通信系统的规划 设计 研制 生产 使用和组网管理等提供技术依据

引用标准

电话自动交换网带内单频脉冲线路信号方式

电话自动交换网多频记发器信号方式

电话自动交换网用户信号方式

电话自动交换网局间直流信号方式

电话自动交换网铃流和信号音

模拟载波通信系统网路接口参数

电话自动交换网局间中继数字型线路信号方式

陆地移动通信网的容量系列及频道配置

陆地移动通信网通过用户线接入公用通信网的接口参数

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路数字接口参数

术语

集群移动通信系统 简称集群系统

由多个部门或单位共用一组动态分配无线频道的移动通信系统 它主要用于调度通信

转发器

指集群系统基站中用于转发的无线收发信机

移动台

处于运动中或停在某未定地点进行通信的用户台 它包括车载台 便携台和手持台

调度台

对移动台进行指挥 调度和管理的设备 分有线和无线调度台两种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包括系统控制器和系统管理终端等设备 它主要控制和管理整个集群系统的运行 交换和

接续

基站区

一个基站所覆盖的区域



集群通信网的网络结构及设备组成

单控制中心 单基站网络结构如图 所示 它由控制中心 基站 有线或无线调度台以及若干移动

台组成

整个服务区设立一个控制中心和一个基站 基站与控制中心可设在同一地点 亦可分开 二者间均

可通过有线或无线传输电路连接 控制中心可通过用户线或中继线连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端局 有线

调度台通过有线传输电路直接连接控制中心

为了扩大手持台的通信范围 可在基站区内不同位置增设多个接收站 它们可通过有线或无线传输

电路连接控制中心 受控制中心的控制 亦可采用同频中继转发站

区域网络结构

区域网络结构如图 所示 它由区域控制中心和多个单控制中心 单基站网组成 整个服务区设立

一个区域控制中心和多个单控制中心 单基站 多个基站区 相邻基站区不一定连续覆盖 形成整个服务

区 单控制中心 单基站的网络结构同 条 各控制中心通过有线或无线传输电路连接区域控制中心

受区域控制中心的控制和管理

单控制中心主要处理本基站区内和越至本基站区内移动用户的业务 区域控制中心主要处理越区

用户识别码的登记 控制频道分配 有线或无线用户寻找越区用户的业务 即位置登记 越区搜索频道的

漫游业务 这样就形成二级管理的多区网络

集群通信网的设备组成

移动台

包括车载台 便携台和手持台 由收发信机 控制单元 天馈线 或双工器 和电源组成

调度台

包括有线和无线调度台两种 无线调度台由收发信机 控制单元 天馈线 或双工器 电源和操作

台组成 有线调度台除操作台外 还包括与控制中心的接口设备

基站

由若干转发器 天馈线系统和电源等设备组成 天馈线系统包括接收天线 发射天线 馈线和天线共

用器 天线共用器包括发信合路器和接收多路分路器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包括系统控制器 系统管理终端和电源等设备 它由无线接口电路 交换矩阵 集群控制逻

辑电路 有线接口电路 监控系统 电源和微机组成

区域控制中心

区域控制中心的设备主要是多区控制器

集群通信网的频率配置

工作频段为 移动台发 基站收 基站发 移动台收 具体配置详见

附录 补充件



图 单控制中心 单基站网结构示意图

图 区域网结构示意图

集群通信网的主要性能指标

业务种类

以通话为主 也可传输数据信息

每个基站区内的容量

频道数为

对于集群调度系统 每频道至少 个移动台 对于连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端局的集群系统 根

据话务量和网的实际运行情况 每频道的移动台数应适当减少

话音传输质量指标

无线调度网内的话音传输质量指标

话音传输质量的表示方法 调度网内的话音传输质量以音频带内的信噪比 信号 噪音 噪



音 来表示

移动用户与有线调度台通话时 调度网内音频带内信噪比大于或等于 标准测试音测

试

接入市话网的话音传输质量指标

话音传输质量的表示方法 同

移动用户与市话用户通话时 移动用户到控制中心音频输出端的音频带内信噪比为

标准测试音测试

排队标准

等待时间超过 的概率应小于

调度网内的传输衰耗

移动用户与控制中心音频输出端之间的传输衰耗应小于或等于 移动用户与市话端局之间

的传输衰耗应小于或等于

覆盖区边缘的无线可通率

对于市区 近效区以及高密度用户地区 调度网覆盖区边缘的无线可通率要求不低于 对于农

村 山区以及低密度用户地区 调度网覆盖区边缘的无线可通率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计 但最低不得

小于

同频道干扰保护比

接收机射频输入端同频道干扰保护比应大于或等于

集群通信网的主要功能

无线工作方式

双频单工 移动用户 移动用户 无线调度台

双频单工或双频双工 移动用户 有线调度台

双频单工或双频双工 移动用户 用户交换机用户

双频双工 移动用户 市话用户

调度功能

呼叫种类

有单个呼叫 组呼 部门 大组和小组 系统全呼和市话呼叫

繁忙排队 自动回叫

当所有频道全忙时 请求通话的用户按优先等级排队等候 当有空闲频道时 控制中心将自动回叫

按照排队先后的次序接通排队等待的用户

自动重发

主叫移动用户按下呼叫发送键后 未被控制中心确认 移动台能重复发送数次呼叫请求

优先等级

移动用户具有优先等级 它可分为几个等级 紧急呼叫为最高优先级

紧急呼叫

移动用户按紧急呼叫键 系统管理终端显示紧急呼叫用户的识别码 并发出声响提示管理员 系统

为发出紧急呼叫的移动台优先分配频道

限时通话

为保证频道有效利用 缩短等待时间 通话应有时间限制 无线调度通话时长典型值为 限时通

话最长不超过 移动用户与市话用户通话时 限时通话最长不超过 限时参数可由系统管

理员调整

移动台应具有自动搜索控制频道的能力



超越覆盖指示

当移动台接收信号低于某数值时 移动台用光或声显示该台已超出覆盖区范围

可选功能

动态重组

根据业务需要 不同组的某些用户可重新组成一个临时小组一起进行通信

新近用户优先

通话繁忙时 使刚刚占有话音频道的用户优先其它相同优先等级的用户使用话音频道

误导防止

在被分配的话音频道上 转发器发出一串该频道使用用户的识别码 误占用该频道的移动台 因收

不到该台的识别码而自动退回控制频道

连续频道指配更新

控制频道连续发出话音频道指配信息和占用话音频道的用户识别码 使刚开机和进入覆盖区的用

户加入系统运行

话音频道全忙时 控制频道可作通话频道使用

故障弱化

系统控制器发生故障 移动台被分配在预定的频道上操作 基站以常规转发方式继续通信

接续方式

有线或无线调度台到移动用户或移动用户组进行自动接续

移动用户到有线或无线调度台进行自动接续

移动用户到移动用户或移动用户组进行自动接续

移动用户 有线或无线调度台与用户交换机用户之间进行自动接续

移动用户 有线或无线调度台到市话用户进行自动接续 市话用户到移动用户 移动用户组 有

线或无线调度台的接续 对于控制中心与市话端局采用用户线或连选号用户中继线连接时 则一般通过

控制中心进行人工转接 亦可进行两次拨号自动接续 对于控制中心与市话端局采用中继线连接时 则

进行自动转接

主要信号音

接通音

主叫用户发出呼叫请求 系统分配话音频道后 主呼 被叫用户听到接通音后即可通话

呼叫失败音 或显示

主叫用户发出呼叫请求后 呼叫请求得不到回应 给主叫声 光或显示 表示呼叫失败

忙音

主叫用户发出呼叫请求后 由于系统内无空闲话音频道或被叫用户忙 则主叫用户可听到忙音

凡是移动用户与市话用户通话 其信号音应与市话信号音一致

漫游功能

在多区网中 移动用户有位置登记和越区搜索频道的通信

系统管理功能

根据业务需要 操作员可修改运行参数

统计功能

统计每一频道的话务量

统计每一条中继线的话务量

统计系统内不同组用户的话务量

通话记录

用户入网控制



移动台禁用

遗失或被盗的移动台可由操作员指令其移动台禁止运行

几个话音频道轮流指定为控制频道的能力

遥控遥测功能

计费功能

根据调度网的实际运行情况选用

系统自我诊断功能

周期性检验控制器的完整性

周期性检验基站转发器的接口

周期性检验基站电源 主用电源自动倒换到备用电源时 应在系统管理终端上显示 并有视觉或

声响告警

设备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时 应有视觉或声响报警

自我诊断资料可利用一个系统管理终端显示

编号方式

移动用户号码

调度网内 移动用户号码为 位 前二位 为基站区号 后四位为移动用户号码 全呼和组呼

号码为 前二位 是全呼和组呼的字冠 后四位 为全呼或组呼的号码 为

移动用户拨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用户的字冠

移动用户识别码

在调度网中 每一个移动用户被分配一个唯一的移动用户识别码 用以识别移动用户的号码 该识

别码不是移动用户号码

识别码采用 位 它可与移动用户号码相对应 亦可因地制宜选用

另外 每一移动用户还分配一个全呼识别码和多个组呼识别码

控制频道配置方式

专用控制频道方式

专用控制频道方式是设一个控制频道 信令频道 专用于传送信令 其余频道为话音频道

控制频道可由控制中心定时轮流更换 在频道数少的情况下 当话音频道全忙时 控制频道可作话

音频道使用 只要某一话音频道出现空闲 此空闲话音频道作为新的控制频道

随路信令方式

基站中每个频道都完成信令传输 接续和通话

信令

无线信令

无线信令是基站与移动台之间为建立呼叫而传送的各种信令

无线信令在本标准中采有数字信令 信令格式不作具体规定 但在无线频道传输时 这些信令所占

用的射频带宽不得超过正常通话时的标称带宽

控制中心与基站之间的信令

控制中心与基站之间信令的传输速率采用 或

控制中心与区域控制中心之间的信令

控制中心与区域控制中心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采用 或

集群系统与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之间的信令



以中继线方式接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的信令方式

局间直流线路信令

采用实线中继传输时 线路信令 直流脉冲信令 局间直流信令标志方式应符合 的相关规

定

局间带内单频脉冲线路信令

采用频分或时分复用中继传输时 线路信令应符合 的相关规定

局间数字型线路信令

采用 数字中继传输时 线路信令应符合 的相关规定

局间多频记发器的信令

多频记发器信令应符合 的规定

以用户线接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的信令方式

用户信令方式

直流拨号脉冲信号 多频信号应符合 的相关规定

铃流和信号音

铃流和信号音符合 的相关规定

无线设备的总技术要求

发射特性

频率容限

在规定的电源电压范围和移动环境的温度范围之内 任何载频发射的频率误差不得超过

杂散发射

在天线端接入标称输出阻抗的负载上测量 当发射载频功率小于或等于 时 任何一个离散频

率的杂散发射功率不超过 当发射载频功率大于 时 任何一个离散频率的杂散发射功率

应低于发射载频功率

邻频道功率

邻频道功率应低于载频功率 基站 固定台 车载台 手持台

发信互调功率

每个发信互调频率的功率应低于载频功率

接收特性

参考灵敏度

参考灵敏度为 电动势 信号 失真 噪音 失真 噪音

邻频道选择性

邻频道选择性应不低于 基站 车载台 手持台

互调抑制

互调抑制应不低于 基站 车载台 手持台

杂散响应抑制

杂散响应抑制应不低于 基站 车载台 手持台

阻塞

在标称频率两旁 频率范围内 任何频率的阻塞电平应不低于

基站 车载台 手持台

杂散发射

在天线端接入匹配终端上测量 离散频率的杂散发射功率应不超过

音频特性



音频带宽

音频响应

相对于 的幅度变化范围如下

发射机

接收机

谐波失真

发射机 谐波失真系数应不超过

接收机 谐波失真系数应不超过

接口

集群通信系统与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的接口

集群通信系统通过用户电路接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的接口

采用用户线接口 如用户线为实线 接口参数应符合 和 中的相关规定 如采用载

波传输 接口参数应符合 和 中的相关规定

集群通信系统通过中继电路接入用户交换机或市话网的接口

采用音频电缆或载波传输 接口参数同 条 采用 中继电路 标称比特率为

数字接口 接口参数符合 中的相关规定

数据接口

控制中心与数据终端或计算机相连时 传输速率可采用 或

接口采用 串行接口或其它现有标准接口



附 录

集群通信网的频率配置

补充件

工作频段

频段

移动台发 基站收

基站发 移动台收

频道间隔

相邻频道间隔为 标称频率的最后三位有效数字为 单位为

双工收发间隔

双工收发间隔为

发射标识

发射标识为

频道分配

频段集群移动通信网等间隔的频道分配方法

频道序号 的频点分别为 移动台

发 基站收 基站发 移动台收

频段分成 和

三段 每段 个频道 第一段 个频道的分组序号与序号频道对应表如表

所示 第二段或第三段 个频道的分组序号与频道序号仅在表 中组号上加 或 频道序号加

或

表 集群系统分组序号与频道序号对应表

组 频 道 序 号 组 频 道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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