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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厅 2635-2013

oIJ 看

    本标准是移动通信系统天线系列标准之一，与GB/T 9410《移动通信天线通用技术规范》、YD/T 1059

  《移动通信系统基站天线》、YD/T 1710.1 (TD-S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智能天线 第I部分:天线》

共同构成移动通信天线技术规范。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凯尔实验室、广东晖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京信通信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信盛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杭州紫光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华灿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绍华、高 峰、朱彩勤、赵 研、陈 晖、卜斌龙、张申科、伊桂杰、李传军、

杨 华、陈志龙、陈正疆、沈慧敏、封建华、高 强、何继伟、朱文涛、胡 洋、代喜望、张国兴、

王远道、苏小斌、张呈斌、魏 兴、刘 勇、王学军、张需溥、唐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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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厅 2635-2013

移动通信基站用一体化美化天线

，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系统基站一体化美化天线的术语定义、分类、电性能、机械特性、环境条件、

测量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2作频段为806MHẑ- 960MHz. 1710MHẑ-2170MHz. 1920MHẑ- 2690MHz移动通信

系统基站一体化美化天线。同类型其他频段、规格的天线及加罩美化天线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B:高温

    GB/T 2423.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b和导则:碰撞

    GB/T 2423.10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 (正弦)

    GB/T 2423.3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 (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3873-1983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8624-2012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9410 移动通信天线通用技术规范

    YD/T 828.22 数字微波传输系统中所用设备的测量方法 第2部分:地面无线接力系统的测量

第2节:天线

    YD/T 1710.1      TD-S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智能天线 第1部分:天线

3 术语和定义

GB/T 9410和YD/T 828.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交叉极化比 Cross Polar Ratio

给定方向上主极化分量与正交极化分量功率之比。

月
.

乃
‘

3
 

工
J

电下倾角 Electrical Downtilt Angle

利用电性能使天线垂直波束向下偏移，最大辐射方向与天线法线之间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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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汀 2635-2013

3.3

    前后比 Front-to-Back Ratio

    定向天线的前后比是指电轴方向的功率通量密度与天线背向附近(规定为180。土30“范围内)的最

大功率通量密度之比值。

3.4

    隔离度 Isolation

    多端口天线的一个端口上的入射功率与该入射功率在其他端口上可得到的功率之比。

3.5

    一体化美化天线 Integrative Beautification Antenna
    将天线结构和外观做整体设计，从而在保证天线性能的前提下，达到与周围环境协调统一的天线。

3.6

    加罩美化夭线 Nested Beautification Radome Antenna

    在常规基站天线具备一层外罩的基础上，额外安装一层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美化外罩，从而达到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

3.7

    电平下降 Electrical Level Descend

    给定方向上主极化分量的电平值与主极化分量的最大电平值的差值。

3.8

    扇区隔离度 Isolation Between Sectors

    多扇区天线中在一个扇区天线的端口入射功率与该入射功率在其他扇区天线端口上可得到的功率之

比。

3.9

    水平方位角度调节 Angle of Horizontal Direction Adjustment
    利用机械性能使天线水平波束辐射方向发生改变，其辐射方向与天线给定0度参考方向的夹角.

3.10

    水平辐射方向偏移率 Migration Rate of Horizontal Radiation Direction
    主波束3dB宽度中心线和天线电轴之间的夹角与主波束3dB宽度的比值.

3.11

    集束天线 Tri-Sector Pipe Antenna
    将定向天线做集成化设计，将多个定向天线集成在一起的、实现水平面360度覆盖的一体化美化天线。

4 分类

一体化美化天线分类如下:

a)全向一体化美化天线。

b)定向一体化美化天线:

— 定向单极化一体化美化天线;

— 定向双极化一体化美化天线;

— 定向智能一体化美化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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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厅 2635-2013

    c)集束天线:

    — 集束双极化一体化美化天线;

    — 集束智能一体化美化天线。

5 特性要求

5.， 电性能要求

    全向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见表10

    定向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见表2、表3和表40

    集束天线中单天线的电气性能指标需满足表3或表4中的电性能指标要求，集束天线整体性能应满足

表5的要求

    防雷性能要求:直接接地。

                                    表， 全向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

增益“

(dBi)

806-880

885̂  i印

)8

士1.0

13

11.5 ‘一95 < 1.5

500

(1) N-50K

(2) 7/16-50K

> 11 6.5

200
131710- 1850

1850- 1990

〕8

6.5> 11

100
1920- 1980

2110- 2170

)8 13

>11 6.5

注:此电性能要求用于非智能天线

表2 定向单极化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

频段

M】七

增益b

  dBi

电下倾角

  精度

  (。)

水平方位

角调节步

长 (.)

上旁瓣抑

制(四)’

电压

驻波比

交调f

dBm

接 口

型 号
水平面 垂直面‘

806- 880

885- 960

825̂ 960

) 14.5

32士4

30

11.5

2- 16

毛I <5% >15 >27

水平面

副瓣

续lOdB

蕊 1.5 ( 一95 250

(1)N-50K

二2)7/16-50K

13〕 17.5 2-16

9->19.0 2 -14

6>20.0 2- 12

〕 12.0

65士6

30

士1.5

2- 16

蕊I <5% >15 }!25

  11幻

@片印“
蕊1.5 蕊 一95 250

13 2̂ -16>  15.0

9>  16.5 2̂ 14

6> 17.5 2- 12

-> 10.5

90士8

30

士1.5

2̂ -16

城1 (5% )15 >23
  肚 3

@1We
<1.5 续 一95 250

13) 13.5 2-16

9〕 15.0 2-  14

, 16.0 6 2- 12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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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汀 2635-2013

表2(续)

频段

卜OJZ

增益卜

  dBi

电下

倾角

(“)

水平方位角

调节步长

    (。)

水平辐射方

向偏移率‘

    (%)

上旁姗

抑制

(dB)̀

前后比

  dB

电平

下降

  电压

驻波比

交调f

dBm

功率

容限

(W)

接口

型号
水平面 垂直面‘

1710̂ -

  1850

1850̂

  1990

1710-

1990'

1920-

  1980

2110-

  2170

1920-

2170'

314.5

32土4

28 2- 16

城1 <5% 315 327

水平面

  副瓣

<10dB

<1.5 蕊 一95 200

二1)N-50K

(2)7/16-50K

2- 16317.5 13

319.0 2- 149

)20.0 2- 126

312.0

65士6

28 2- 16

毛1 <5% >- 15 325
  1113

唇场00
< 1.5 蕊一95 200

315.0 13 2- 16

316.5 9 2̂ 14

317.5 6 2- 12

310.5 28 2̂ 16

城一95 200

313.5 13 2̂ -16

3 15.0 9 2̂ -14

316.0 6 2̂ 12

.双频段共用天线频率范围，双频段共用天线允许其低频段(分别为806̂880 MHz, 171。一1850 MHz, 192。一1980 MHz)增益下降0.5dB.

“在。̂-16·范围内，内置固定电下倾天线允许天线增益下降(0.07x 0) dB，可调电下倾天线允许天线增益下降((0.07x 0+0.3) dB.其中d为

电下倾角，单位为.(度):天线增益取同一频段内高中低三个频串点或间隔均匀的多个频点增益的分贝平均值。

  参考值。

‘当电下倾角大于可调倾角范围50%时，水平辐射方向偏移率允许劣化到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的10%.

  上旁瓣抑制取最大辐射方向以上300范围内旁瓣最大值。

r指三阶交调，输送到天线的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的功率各为20W

表3 定向双极化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

频段

(MHz)

增益

(dBi)

电下

倾角

精度

C)

电下

倾角

C)

水平辐

射方向

偏移率

d(%)

上旁瓣

抑制.

(dB)

前后

比f

(dB)

交叉

极化

比6

(dB)

电平

下降

(dB)

  电压

驻波比

隔离度

  (dB)

交调“

(dB间

功率

容限

(W)

接口

型号
水平面

806-880

885̂ 960

  825-

  960̀

>  14.5

32士4

30

11.5

2- 18

成5% > 15 >27

  轴向

  ?15

士3(r以

内)10

水平面副

瓣<10dB
‘ 1.5

同频>28

异频>35

续 -95 250

二1)N-50K

(2)7/16-50K

> 17.5 13 2-8

) 19.0 2- 169

)20.0 6 2̂ -15

>  12.0

65土6

30

士1.5

2̂ '18

续5% > 15 )25

轴向

  > 15

士600以

内)10

  1113

@士600
‘15

同频?28

异频>35

续 一95 250
〕  15.0 13 2̂ '18

9>  16.5 2̂ -16

2̂ -156) 17.5

>  10.5

90士8

30 2̂ -18

>23 250
2̂ -1813)  13.5

2̂ -16>  15.0 9

2̂ -15>- 16.0 6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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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汀 2635-2013

表3(续)

增益‘

(dBi)

半功率波束

  宽度C)
水平方}水平辐
位角调 I射方向

水平面睡直面
节步长

前后

比f

(dB)

电平

下降

(dB)

  电压

驻波比

隔离度

  (dB)

交调卜

(阳m)

功率

容限

《W)

接口

型号

下
 
 角

度

)

电
 
 倾
 
 精

护

200

-

200

蕊一95

萌
翔
黝
兰
丽
翔

1850

妻 14.5

) 17.5

交叉

极化

比6

(dB)

轴向

X15

下

角

)

一
引
-
长

电

倾

(’

-
卜
-
卜

段

七

-
少

频

M

-
71

32士4
水平面副

11.5 51  I <5% 1 >-15 1 i27 蕊 1.5

1850-卿.0
19901  X20.0
1710- >-12.0
1990 1 ?15.0

2̂ 16 0以!瓣<10dB

2̂ 15

2̂ 18

2-18

65士6 士1.5 蕊1 !<5% }> 15 1>25 蕊 1.5 蕊 一95

)16.5 2- 16 60以}@160e

28
-
13
一
9
-
6
-
28
-
13
一
9
一
6
一
28
-
”
一
9

    }宜    17.5
1920 -妙
1980})13.5

2- 15

异频

335

1)N-50K

2)7/16-50K

2- 18

2- 18

全竺X90士8 t1.5 1- 2-16习    <I}-<5%}315}323

内)10

轴向

  3 15

>_16.0 2- 15

t60o以

内)10

二。一}nil328
‘’!-< 1.5}异频}‘一”}200          I      1 ;35 1        1

少

70

企

70’

21 

2
 

19

2

.双频段共用天线频率范围，双频段共用天线允许其低频段(分别为806̂-880 MHz. 1710̂-1850 MHz. 192。一1980 MHz)增益下降。.5 dB.

“在。-18"范围内，内里固定电下倾天线允许天线增益下降((0.07x 0) dB，可调电下倾天线允许天线增益下降(0.07x 0+0.3) dB,其中0为

电下倾角:天线增益取同一频段内高中低三个频率点或间隔均匀的多个频点增益的分贝平均值.

“参考值。

‘当电下倾角大于可调倾角范围50%时，水平辐射方向偏移率允许劣化到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的10%.

.上旁瓣抑制取最大辐射方向以上300范围内旁瓣最大值。

f范围为主方向1800士300，取同极化与交叉极化前后比中较差者.

‘当电下倾角大于可调倾角范围50%时，士60。以内交叉极化比的下调范围在2dB.

‘指三阶交调，输送到天线的两个不同频率信号的功率各为20W

                                  表4 定向智能一体化美化天线电性能要求

参数 指标 指标 指标

工作频段 (MHz) 1880-  1920 2010-2025 2500-2690

下倾角可调范围 (.) 2̂ 15

电下倾角精度 (.) 士1

校准端口至各辐射端口的祸合度 (dB) -2612

校准端口至各辐射端口的幅度最大偏差 (dB) <0.7

校准端口至各辐射端口的相位最大偏差 (“) <5

校准端口及辐射端口电压驻波比 <1.5

>20   20 -80

>25   90 ̂-150

->25  20 ̂ -80

->28  90 '150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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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汀 2635-2013

表4(续)

参数 指标 指标 指标

辐射参数

单

兀

波

束

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1000士150 9001150 6501150

垂直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 )6 )6 )5

单元波束增益 )13.5dBi )14dBi > 15.5dBi

交叉极化比 (轴向) ) 15dB >  15dB ) 15dB

交叉极化比 (1600) > 10dB >10dB )10dB

前后比 >23dB >23dB >25dB

广

播

波

束

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650士5- 65'15* 650150

广播波束增益 >  13.5dBi )  14dBi 〕15dBi

波束士600边缘功率下降 1213dB 12土3dB 1213dB

垂直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妻7- >6.5o >50

交又极化比 (轴向) > 18dB >  18dB >  18dB

交叉极化 (士600) >10dB > 10dB >  10dB

前后比 >28dB >28dB >28dB

上旁瓣抑制 蕊一 16dB 蕊 一16dB 续一16dB

业

务

波

束

00指向波束增益 )19dBi ) 19dBi >20dBi

00指向波束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 290 蕊290 <250

00指向波束水平面副瓣电平 成一 12dB 蕊 一12dB 蕊一 12dB

士600指向波束增益 )15dBi >  15dBi )17dBi

1600指向波束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 续340 (340 续230

士60。指向波束水平面副瓣电平 延 一5dB 蕊一5dB <-4dB

00交叉极化比(轴向) >20dB >20dB >20dB

00前后比 )33dB >33dB >28dB

表5 集束天线电性能要求

参数 指标 备注

扇区隔离度(dB) )35 相邻扇区天线之间的端口隔离度，取最差值

注:此性能仅用于由水平面半功率角度为65。的天线组成的集束

5.2 机械特性要求

5.2.1一般结构要求

    — 天线结构应牢固可靠，便于安装、使用和运输。

    — 产品结构设计·合理，符合安全性要求，天线需设置泄水孔，防止冷凝积水。

    — 所有基站一体化美化天线都应专门设计防雷系统，产品的钢构件必须与建筑物的整体防雷引落

线连通，保证天馈系统的防雷安全。

    — 产品结构既要确保安装牢固、又要考虑维护方便性，便于维护和角度调节等施工操作，产品必

须设置维护门厅L0

5.2.2 外罩机械性能

    一体化美化天线外罩机械性能要求见表60

                                        表6 外罩机械性能要求

性能指标 要求

阻A性 GB 8624-2012 B 1级

抗老化 病灯照射1000H表面无明显脱落

拉伸强度 (MPa)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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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D汀 2635-2013

5.2.3 机械调整性能与尺寸要求

    考虑到易于施工、维护，基站一体化美化天线应可以进行水平方位角调节，同时其尺寸不应过大，

宜使用表7中的尺寸。

5.3环境条件要求

    环境条件要求如下:

    — 抗风能力:工作风速36.9 m/s;极限风速55 m/s.

    — 摄冰厚度:10mm不被破坏。

    — 环境温度:工作温度一40℃一++600C;极限温度一55℃一++75 0C o

    — 具有良好的防雨性能。

    — 具有防盐雾、潮湿、大气中二氧化硫与紫外线辐射的能力。

                                    表7 基站一体化美化天线机械性能要求

寸

求

喊

尺
 
 要

冲

天线}美化
类型 I形式

频段

(公七)

增益
水平

连接法兰
(dBi)

  水平面 1
            1 方位

波落半畔’}角调节(

 
 
 
 

个
卜
卜
一

一

山 
 
 
 
 
 
 
 
 
 
 
 

一

1

.

中
·|
51|

|
︸|
﹃|
一  

一一一-一
于

806-880} }
885-960}” }‘，土‘
825̂ 960 1        1

1710̂ 1850

1850̂ 1990

丫
一卜一日
一
叫

1
小
可
习

一

立
·土
︷洲
一
似
一呱
一 

 

一
-
一健

一
一

方}1710-19901 } } }
柱 1 1        18        1   65士6 士45   15450 X 450 X 2000

1920-1980

2110-2170

1920̂ 2170

.I o} ti

卞

}

}

}
}

定向

一体化

美化

天线

1880- 1920

2010-2025

2555-2635

100115

90115 一
65115

806̂-880} !
885-960}” {6，土‘
825̂ 960 ! Z李几 03了众口

1710- 1850

1850- 1990

1710- 1990

1920- 1980

2110-2170

1920̂ 2170

I:一65士小45一、#450X2一兰

1880̂ -1920

2010̂ 2025

2555- 2635

100115

90115

6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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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天线类

  型

美化

形式

频段

(MHz)

增益

(dBi)

水平面

波瓣

半宽

水平

方位

角调节

  (b)

尺寸

要求

(朋 )

连接法兰

定向一

体化美

化天线

排

气

管

型

806-880

885̂ 960

825̂ 960

15 65士6

士45

蕊 020O X

  3000

1710̂ '1850

1850̂ '1990

1710- 1990

1920- 1980

2110-2170

1920̂ 2170

18 65士6

空

调

型

806-880

885-960

825̂ 960

15 65士6

士45

  (95o x

350 X 2000

1710- 1850

1850̂ -1990

1710- 1990

1920- 1980

2110-2170

1920-2170

18 65士6

人 ‘ 占

      曰，

一聋寻
    4

r

      曰，

一Cam'
    4

一

气

A2扣.Q!刃，5

1880-  1920

2010-2025

2555-2635

13.5

100115

90115

65115

集束

型基

站一

体化

美化

天线

集

束

型

806̂ 880

885 -960

825̂ 960

15 65土6

士15

蕊 价

580X

2200

1710̂ -1850

1850- 1990

1710- 1990

1920̂ -1980

2110̂ 2170

1920̂ 2170

18 65士6

一 (7.

1880- 1920

2010̂ 2025

2555̂ 2635

13.5

100115

90115

65115

注:上述为典型产品的尺寸限制。未包含的基站美化产品以相近产品的尺寸为依据，可适当调整.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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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方法

6.， 天线增益、半功率波束宽度、前后比及交叉极化比的测呈

    天线增益、半功率波束宽度、前后比及交叉极化比的测量可以采用远场或近场等测试方法，本标准

仅介绍最常用的远场测试方法。

6.2 增益测最

6.2.1 测t框图

    天线增益测试框图见图10

源天线 被测天线

信号发生器          隔离器 一一
增益荃准天线

接收机

曰 转·
                                          图， 天线增益测试框

6.2.2 测量条件

    被测天线与源天线具有相同的极化方式。

    被测天线和源天线之间测量距离应满足:

L- 2巡土丝)
          A

(1)

    式中:

    L一 源天线与被测天线距离 (m):

    D一 被测天线最大尺寸 (m) ;

    d一 源天线最大辐射尺寸 (m) ;

    又一 测试频率波长 (m) o

    被测天线应安装于场强基本均匀的区域内，场强应预先用一个半波偶极天线在被测天线的有效天线

体积内进行检测，如果电场变化超过 1.5dB，则认为试验场是不可用的。此外，增益基准天线在两个正

交极化面上测得的场强差值应小于1dBo

    测量用信号发生器、接收机等测量设备和仪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可靠性、动态范围和测量精度，

以保证测量数据的正确性。

    测量用仪表应有计量合格证，并在校验周期内。

6.2.3 测量步骤

    开始测量时，必须将被测天线和增益基准天线交替做水平和俯仰调整，以确保每一天线在水平和俯

仰上的最佳指向，使其接收的功率电平为最大。

    测量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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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厅 2635-2013

    a)增益基准天线与源天线对准，通过转接，使增益荃准天线与接收机相连接，此时按收机接收功率

电平为Pi (dBm);

    b)被测天线与源天线对准，通过转接，使被测天线与接收机相连，此时接收机接收功率电平为P2

  (dBm):

    c)重复步骤a)和b)，直至P，和几测量的重复性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d)被测天线某频率点的增益G按式 (2)计算:

    G=Go+(P2一P,)+N        (2)
    式中:

    G。一 基准天线的增益 ((dBi) ;

    N一 接收机输入端分别到被测天线和增益基准天线输出端通路衰耗的修正 (dB)o

    在一个频带内，至少测量高、中、低三个频率点。

6.3 方向图圆度 (全向天线)、半功率波束宽度、前后比、交叉极化比的测量

6.3.1 测量示意图

    天线方向图测量示意图见图20

/
天线

天线下倾角
源天线

测试转台

                      图2 天线方向图圆度、半功率波束宽度、前后比、交叉极化比测量示蕙图

6.3.2 测量条件

    天线方向图测量条件需满足6.2.2的要求。

6.3.3 测量步骤

    a)被测天线垂直安装，并与源天线同极化对准。

    被测天线在测试转台上作方位旋转，并把接收到的电平作为角度的函数记录下来，得天线水平面同

极化方向图F (0)，记录天线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e,，轴向最大接收电平P3，背向18001300范围内最

大接收电平几，全向最小接收电平P5 0

    保持被测天线于同极化最大接收电平位置，将源天线极化旋转 900，并微调极化使被测天线在该位

置接收电平最小。

    重复6.3.3 b)测试过程，得天线水平方向交叉极化方向图了(0)，记录轴向接收电平P6，背向18001300

范围内最大接收电平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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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D汀 2635-2013

    结果的计算:

    全向天线:方向图圆度=(只一只)/2        (3)

    定向单极化天线: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为e,

    前后比二P -P4        (4)

    定向士450双极化天线:水平面半功率波束宽度为e,

    同极化前后比=P3一尺 (5)

    交叉极化前后比=P3一只        (6)
    天线前后比为同极化与交叉极化前后比中较差者

    轴向交叉极化比二只 -P6        (7)

    士300(或士600)范围内交叉极化比==min((9)-人 U))        (8)

    式中:

    P3一 轴向最大接收电平 (dB) ;

    P4一 背向18001300范围内最大接收电平 (dB) ;

    P5一 全向最小接收电平 (dB) ;

    P6一 水平方向交叉极化方向图轴向接收电平 (dB) ;

    马一 水平方向交叉极化方向图背向1800士300范围内最大接收电平 (dB) ;

    F (0)一水平面同极化方向图 (dB);

    f (0)一水平方向交叉极化方向图(m)。

    被测天线水平安装，并与源天线同极化对准，重复6.3.3 b)测试过程，可以得天线垂直面半功率角01.

6.4 天线电下倾角测量

6.4.1 测量条件

    天线方向图测量条件需满足6.2.2的要求。

6.4.2 测量转台方位轴要求

    测量转台方位轴误差小于0.20时，可通过天线垂直面方向图读取电下倾角(Po

6.4.3 测量系统要求

    测量系统能保证收发天线等高，测量转台俯仰轴误差小于0.20时，天线可垂直架设，此时转台俯仰

角为00。反复调整转台俯仰使天线接收到的功率电平为最大，记录这时转台的仰角为0，则天线电下倾

角v=00

    测量系统不能保证收发天线等高，建议天线采用水平架设，全向天线用一根，定向天线用一根天线

正反架设 (绕测试系统水平轴旋转1800)，测量示意图见图30

6.4.4 测量步骤

    a)天线作360“方位旋转，找出两个主瓣出现的位置，计算两主瓣之间的夹角分别为伪与久(相对

天线来说分别是上、下夹角)。

    结果的计算:

    天线电下倾角。= (180 -氏)/2=(凤-180)/2        (9)
    式中:

    03, 04一 两主瓣之间的夹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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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厅 2635-2013

圈
/

源天线

卜转台
  — 图3 天线电下倾角测量示意图

6.5 驻波比测量

6.5.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40

网络分析仪 无回波暗室

〔

                                        图4 天线驻波比测量框图

6.5.2 测量条件

    被测天线应该安装在一个相对没有反射，并且离测试设备和测试人员相当远的自由空间或无回波暗

室。检验测试场地合格的方法如下:

    当被测天线 (含其支撑结构)在4个相隔900的水平方向上至少移动半个波一长，向上、向下各移动半

个波长时，如驻波比的变化小于10%，则认为测试场是合格的。

6.5.3 驻波比测量步骤

    a)将被测天线安装在符合6.5.2测量条件的自由空间或模拟自由空间;

    b)按测量系统要求进行系统校准;

    c)将测量系统与被测天线的任意一端口相连接 (如图4)，被测天线的其余端口一律接匹配负载，

在工作频率范围内进行驻波比的测量，测试的驻波读数就是被测的天线端口的电压驻波比。天线驻波比

应为工作频带内各频点驻波比的最差值。

    d)重复c)步骤，测试其它端口的驻波比。

6.5.4 有源驻波比测量步骤

    a)将被测天线安装在符合6.5.2测量条件的自由空间或模拟自由空间。

    b)按测量系统要求进行系统校准。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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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将测量系统与被测天线的第i个辐射端口相连接(如图4)，被测天线的其余端口一律接匹配负

载，在工作频率范围内进行复反射系数Sii的测量，测试的Sii读数就是第i个辐射端口的自反射系数。

    d)将测量系统与被测天线的第i个和第J个辐射端口相连接(如图4)，被测天线的其余端口一律

接匹配负载，在工作频率范围内进行传输系数S的测量，测试的Si]读数就是第J个辐射端口到i个辐

射端口的传输系数。

    e)重复。)、d)步骤，测试完成所有端口的Sii和Sdo

    f)根据矩阵公式:[b] = [S][a]，可以求出任意幅/相激励ai对应的反射信号bi，从而求出第i个辐射

端口的复反射系数ri=bi/ai，根据复反射系数可以求出第i个辐射端口相应的有源驻波比。

    g)求所有辐射端口有源驻波比的最大值。

    h)重复f)给出扫描角为00、士300、士450、士550的幅/相激励ai，求相应的有源驻波比。重复g),

求所有有源驻波比的最大值。

6.6 隔离度测量

6.6.，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5。 无回波暗室

                                        图5 天线隔离度测It框图

6.6.2 测量条件

    测量条件应满足6.5.2的要求。

6.6.3 测a步骤

    a)将被测天线安装在符合6.5.2测量条件的自由空间或模拟自由空间。

    b)按测量系统要求进行系统校准。

    。)将射频功率送到天线的一个端口，在另一端口检测接收功率，所测的功率电平值即为所测天线的

隔离度.天线隔离度应为工作频带内各频点隔离度中的最差值。

6.7 扇区隔离度测最

6.7.， 测最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50

6.7.2 测量条件

    测量条件需满足6.5.2的要求。

6.7.3 测量步骤

    a)将被测天线安装在符合6.5.2测量条件的自由空间或模拟自由空间。

    b)按测量系统要求进行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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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汀 2635-2013

    C)将射频功率送到集束天线中一个扇区天线端口，在另外扇区天线端口检测接收功率，所测的功率

电平值即为所测集束天线的扇区隔离度。集束天线的扇区隔离度应为工作频带内各个端口中隔离度的最

差值。

6.8 校准电路参数测量 (智能天线)

6.8.1 测量框图

    测量框图见图50

6.8.2 测量条件

    测量条件需满足6.5.2的要求。

6.8.3 测量步骤

    同6.5.4中a)、b)、d)、e)的测试方法。测出校准口c至多个辐射端口i的传输系数Sic，将所有测

试Sic值分别求模和求相角，将所有模曲线和相角曲线分别放在两张图中，在相同频点上比较并分别求出

最大的模 (即幅度)偏差和相位偏差。

6.9 交调测量

6.9.1 测量说明

    交调测量应使用对应频段的“无源交调分析仪”进行测试，分析仪置于测量“反射式交调”状态，

建议使用 “扫频”测试，测量框图见图6。双极化天线测量时也可在另一端口接入一个低交调负载。

被

测

天
线

无源交调分析仪

                                            图6 天线交调测量框图

6.9.2 测量条件

    a)被测天线应该安装在一个相对没有反射，并且离测试设备和测试人员相当远的自由空间或无回波

暗室。

    b)无回波吸收体不能放在天线感应近场内，确保吸收体内感应回波不产生交调。同时还要保证吸收

体之间相同极化间隙不产生泄漏。

    c)确保连接天线电缆的剩余交调小于被测天线的交调。这可以通过在电缆一端接入一个低交调负

载，在所需的形变范围内移动电缆而测得。

    d)连接电缆损耗应不大于1dB.

6.9.3 测量步骤

    a)将被测天线与测量系统相连接，并保证接触可靠;

    b)在工作频带内选择合适的两频率fl, J2，使交调产物J3=2f1 j2 (或2J2 -.八)落在工作频带内;

    c)调整输出功率，使输送到被测天线上刀，刀的功率各为20W;

    d)利用无源交调分析仪可直接读出交调电平。

6.10 功率容限测量

6.10.， 测量条件

    温 度:150C -350C

    气 压:86kPa -106kP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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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湿度:45%-75%

6.10.2 测最步骤

    被测天线与射频信号源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相连接，给被测天线施加指定频率的规定功率，持续时

间lh，天线不应有损坏或损伤，其驻波比满足本标准要求。

6.11 一般结构要求试验方法

    可以用验算、目测和机械的方法对天线结构进行检查，以验证材料、外形尺寸结构设计和加工是否

符合要求。

6.12 环境试验方法

    环境试验的项目、要求和方法见表8

7 检验规则

7.1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例行检验)对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的各项指标进行全面的检验，一般为两年检查一次。当遇到

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或行业质量监督机构及使用方认为必要时。

                                            表8 环境试验方法

名 称 试验项目 试脸条件 方 法 测量内容

低 沮

试 脸

温度

试脸样品沮度稳定时间

持续试脸时间

恢复时间

温度变化速率

-40℃ 士 3℃

lh

2h

lb

1 C/m访

按GB/T 2423.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驻波比

交调

高 沮

试 脸

温度

试脸样品沮度称定时间

持续试脸时间

恢复时间

温度变化速率

+6泊℃ 士 2℃

lh

2h

lh

1 ℃六刀运

按GBIT 2423.2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冲 击

试 脸

加速度

冲击脉冲持续时间

冲击次数

300 m/s2

18 ms

18

按GB/T 2423.5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全部电气性能

自由

跌 落

跌落高度

试验表面

试验姿态

跌落次数

5(X) 口劝刀

混泥土地面

X, Y方向

每个面1次，共4次

包装好的产品按GB/T 2423.8中规

定的方法进行

全部电气性能

及外观检查

振动

(正弦)

侧试

频率

单振幅/加速度

三个互相垂直轴上

各振动时间

谐振点振幅伽速度

试验时间

10-551七:55- 150Hz

0.35 mm;    50m/s2

0.5 h

0.35 mm  50m/s2

!而 .

按GBiT 2423.10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全部电气性能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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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续)

名 称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方 法 测t内容

汽车运输

  试验

公路等级

路程

三级

200 km

包装好的产品或对运物敏感的电器

部件，按标志“向上”或任意位里

放里，汽车装有 1/3的额定载重负

荷.以20̂-40km/h的速度行驶

驻波比

交调

恒定湿

热试验 ·;

温度

相对湿度

试验时间

恢复时间

十40℃ 士 2C

90% ~ 95%

24 h

lh

按GB/T 2423.3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驻波比

交调

风载试验 风速 36.9 m/a 在自然环境中验证 结构要求

冰负荷

试 验
冰厚度 10mm 在自然环境中脸证 结构要求

冲 水

试 验

雨强度

倾斜角度

时间

4000 mm/h士600 mm/h

450

2h

按GB/T 2423.38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驻波比

防水性能

    型式检验按GB/T 2829采用一次抽样方案:n二3, Ac=o, Re二1，判别水平 III级，不合格质量水

平(RQL)为650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交收检验)项目应根据表9规定进行。

                              表9 出厂检验项目、合格质f水平和检查水平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接收质t限(AQL) 检查水平

一般结构要求 5.2.1 6.11 4.0 S-3

电压驻波比 5.1 6.5 1.5 S-3

隔离度 5.1 6.6 1.5 S-3

交调 5.1 6.9 1.5 S-3

    出厂检验采用抽样的方法，抽样采用GB/T 2828.1一次正常检查抽样方案。

    产品质量以不合格品数表示，任何样本在检验中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则该样本单位应判为不合格品。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产品应有产品标志和外包装标志。

8.1.， 产品标志

    天线上应有铭牌，其基本内容为:

    — 制造商名称;

    — 产品名称;

    — 商标;

    — 产品型号;

    — 制造日期;

    — 频段、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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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验合格标志。

8.1.2 外包装标志

    应符合GB/T 191的有关规定。

8.2 包装

8.2.， 包装要求

    包装要求的基本内容应符合GB/T 3873-1987中2.3.1和2.3.2的规定。

8.2.2 产品随带文件

    — 产品合格证;

    — 产品说明书;

    — 装箱单;

    — 附件清单;

    — 安装图;

    — 其它有关的技术资料。

8.3 运输

    天线在运输过程中尽量避免较大的展动及碰撞，应遵守箱外的标志规定。

8.4 贮存

    包装好的产品应放置在周围空气中无酸性、碱性及其它腐蚀性气体且通风、干燥的库房中。贮存期

限不超过两年，存期超过两年需重新测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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