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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F/UHF 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操作规范 

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 VHF/UHF 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组成架构、操作流程和操作规范等方面的

基本要求，适用于各级频谱监测机构利用 VHF/UHF 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对 VHF/UHF频段内无

线电业务的监测。 

2.术语和定义 

2.1广播业务 

供公众直接接收而进行发射的无线电通信业务，包括声音信号的发射，电视信号的发射

或其他方式的发射。 

2.2信道占用度 

利用设备对连续的或者离散的信道进行扫描测量，信号幅度大于某一门限电平值的时间

与总测量时间的百分比。 

2.3频段占用度 

在测量时间内，利用设备对某一频段进行信道占用度测量，占用度测量数据大于某一占

用度判决门限的信道数与总信道数的百分比。 

3.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配置和组成结构 

3.1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配置 

3.1.1基本配置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基本配置宜包括：覆盖 VHF/UHF频段的全向天线和方向

性天线、监测接收机、天线共用器和交换开关矩阵、工控机、网络设备、不间断电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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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辅助设备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辅助设备宜包括：数据存储系统、信号分析和处理设备、

信号发生器、功率放大器、信号衰减器、滤波器等。 

3.2 VHF/UHF 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基本功能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通常宜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功能： 

a) 天线切换； 

b) 频段扫描； 

c) 频点扫描； 

d) 中频分析； 

e) 信号基本参数的测量； 

f) 典型模拟调制信号（如调频信号、调幅信号）的解调； 

g) 测向和定位。 

3.3 VHF/UHF频段固定监测站单站监测系统的组成 

通常，监测系统应能实现的测量功能包括频率测量、带宽测量、场强测量、频谱占用度

测量等，图 1给出了以现代多功能监测接收机为核心的 VHF/UHF频段固定监测站单站监测系

统的一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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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站单站监测系统的组成 

3.4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网的构成 

VHF/UHF 频段电磁波的传播特性使得单个固定监测站只能对有限区域的无线电信号进

行监测。因此，要完成城市范围内的监测任务，一般都要以多个固定监测站（包括遥控监测

站）构成监测网络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典型的地区级VHF/UHF频段监测网的构成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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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监测网络构成 

为了达到更好的接收效果，VHF/UHF频段固定监测站经常会架设在楼顶、高山或其他地

势较高的地方，此时数据的传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用无线通信方式如公众移动通信网络、

微波链路等方式进行，并最终接入到监测网中。 

4.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的监测流程 

利用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执行监测任务时的一般流程如图 3所示。根据不同的

任务要求，也可能只进行其中的某几项。具体步骤如下： 

a) 监测前的准备工作。执行监测前对系统进行校验和测试，确保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b) 选择合适的天线。根据任务的需求、目标信号所在的频段、天线的特性参数及其所

在位置的周围环境等因素选择最适合的天线。在监测记录表格中应填写必要的监测设备参数； 

c) 搜索并发现目标信号。通常利用接收机或频谱仪的频带扫描或宽带搜索功能。设置

好监测设备的相应参数后，对感兴趣的频带进行频带扫描或宽带搜索，发现目标信号，同时

也获得了信道占用度和频段占用度信息； 

d) 测量信号的技术参数，并对其进行监听、分析和记录。一般利用接收机或频谱仪的

中频分析功能来完成。信号的参数包括频率域参数如中心频率、带宽、电平/场强、幅频特

性等，时间域参数如持续时间、变化周期等，调制域参数如调制方式、码元速率等等； 

e) 记录信号的信息，并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更新相应的监测数据库。在利用多固

定站进行分析统计前要确保同一中心频率的信号为同一信号； 

f) 对信号源进行测向和定位，得到信源的空间分布特征； 

g) 对信号进行控守和监视，得到其活动规律特征。在必要时对相关数据进行实时存储。 

利用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执行监测的一般流程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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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利用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进行监测的一般流程 

5.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操作规范 

5.1执行监测任务前的准备工作 

利用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进行监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a) 监测技术人员在正式监测前应了解目标监测频段的业务种类和信号特征等相关知

识； 

b) 正确熟练地掌握监测系统操作技术和监测方法； 

c) 熟悉监测设备的特点和特性，能够恰当的设置其参数； 

d) 在测试前确认已对监测系统进行校验和测试，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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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监测天线的选择 

天线的选择决定了射频信号的接收质量，对接收机后续的处理有重要影响。VHF/UHF频

段固定监测站通常配备了不同参数和特性的全向和方向性天线，应根据监测任务的需求选择

接收信号效果较好的天线来实现对信号高质量的监测。通常主要考虑的因素有： 

a) 接收频段范围； 

b) 极化方式； 

c) 灵敏度； 

d) 有效覆盖范围； 

e) 架设高度； 

f) 周围环境因素。 

5.3 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系统基本功能的操作规范 

5.3.1频段扫描 

进行频段扫描时要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和信号特征设置相应的参数。不同业务频段可根

据所处频段、带宽、中心频率的指配规律等实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合理设置中频带宽

和扫描步进。通常中频带宽的设置应以不大于信道间隔为原则。 

5.3.2频点扫描 

a) 在执行某些需要对若干个特定频点进行专门监测或控守的任务中，使用频点扫描功

能会更加高效。 

b) 进行扫描前需要把关注的频点按照中心频点值的大小顺序依次输入到频率列表中。

由于频点扫描在执行过程中对频率列表中的所有频率使用同样的中频带宽和扫描步进，故应

综合考虑不同业务类型或不同信号带宽进行设置。通常中频带宽的设置应以不小于最小信号

带宽且不大于信道间隔为原则。 

c) 其他参数的设置规范与频段扫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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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信道占用度 

单固定站的信道占用度测量方法参见《无线电频率占用度测量要求及方法》；多固定站

（遥控站）监测某一地区内同一信道时 ，宜取各站在同一时间分辨率下的最大值。 

5.3.4频段占用度 

单固定站的频段占用度测量方法参见《无线电频率占用度测量要求及方法》；多固定站

（遥控站）测量某一地区内的频段占用度时，任一监测站测得的同一信道的占用度数据大于

某一占用度判决门限时即认为此信道被占用，用所有被占用的信道数除以该频段的信道总数

即为频段占用度。 

5.3.5带宽测量 

带宽测量方法参见《无线电信号带宽测量方法》。 

5.3.6电平/场强测量 

带宽测量方法参见《无线电信号场强测量方法》。 

5.4对信号的控守和监视 

a)对信号进行监听前，应根据对信号的分析识别结果，选择匹配的解调方式和码元速率

等参数。对可疑或非法信号应及时进行音频录制、截取频谱图以及频谱或基带信号实时存储

等操作。 

b)根据任务需求和设备的功能情况，采取自动、人工或二者相结合的信号控守方式，详

细记录信号的出没规律、播报内容、变化方式等信息，以便为信号定位、干扰排查等后续工

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 

c)信号的监视和控守是一种非协作方式的监测，应做好相关的监测方案，确保实施对信

号进行无缝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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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HF/UHF频段固定站监测结果的记录和报告 

6.1 VHF/UHF频段信号监测结果报告表 

内容应包括所监测信号的时间、频率、占用带宽、信号电平、发射类别、电台标识、备

注以及所使用的监测设备的基本信息等。参见表 1。 

6.2监测报告内容 

各监测机构上报的 VHF/UHF频段信号监测报告的内容、格式及频度应根据目的和要求决

定。 

监测报告的内容通常应包括： 

a) 监测任务的要求； 

b) 监测地点及设备的选取； 

c) 监测方式； 

d) 时间和人员的安排； 

e) 监测结果； 

f) 评价。 

表 1 VHF/UHF频段信号监测结果报告表（示例） 

     监测站经度          监测站纬度          监测地址         天线距地面高度 

序

号 

日

期

和

时

间 

中

心

频

率

(MHz) 

信

号 

性

质 

占

用

带

宽

(kHz) 

幅

度

最

大

值

（

场

强

或

电

平 

） 

） 

幅

度

中

值

（

场

强

或

电

平

） 

调

制

方

式 

信

号

频

谱

截

图 

电

台

名

称

或

呼

号 

台站数据库参数 

（与台站数据库相符时填写） 

 

 

 

 

 

 

备注 

台

站

申

请

单

位

名

称 

台

站

设

台

单

位

名

称 

台

站

发

射

经

度 

台

站

发

射

维

度 

台

站

设

台

申

请

表

号 

台

站

技

术

资

料

表

号 

台

站

名

称 

台

站

地

址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