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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F/UHF 频段固定站测向系统操作规范 

1.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 VHF/UHF 频段固定站测向系统操作规范。 

2.术语和定义 

2.1无线电测向  

依据电磁波传播特性，使用无线电测向机测定无线电干扰来波方向的过程。 

2.2测向体制  

表明测向时所依据的测向原理。常用的测向体制有：比幅式测向、干涉仪测向。 

2.3固定站干扰定位 

利用多个固定测向站测得的干扰示向度并交会确定干扰源大致方位的过程。 

3.VHF/UHF频段无线电测向任务分类 

3.1常规任务 

日常开展的测向工作，实现对超短波频段频谱监管。主要包括：根据业务类型的不同，

定期将整个超短波频段的无线电频谱监测数据与台站数据库进行比对，及时发现未经许可的

电台或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辐射源，通过测向确定其位置并记录。 

3.2专项任务 

为国内外的无线电干扰开展的超短波测向工作。 

超短波站接国家或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下达的无线电干扰查找任务通知书后，应查阅相

关资料，掌握信号特征，迅速启动定位，确定其大概位置，并填写相关表格，报相关部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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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无线电测向机技术指标 

4.1工作频率范围 

测向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从最低工作频率到最高工作频率的整个频率覆盖范围，主要

取决于天线频率响应特性和无线电测向机工作频率。 

4.2测向准确度 

测向设备所测得的来波示向度与被测辐射源的真实方位之间的角度差。 

表 1 大于 30MHz频率方位角的分类 

类别 
方位角误差 

（度） 

观测特性 

信号强度 方位角指示 衰减 干扰 
方位角摆动 

（度） 
观测时长 

A 1 
非常强或

强 
界定明确 可忽略 可忽略 1 充足 

B 2 较强 
波动的方位

角 
轻微 轻微 

1 

3 
短 

C 5 弱 
剧烈波动的

方位角 
强 强 

3 

5 
非常短 

D 5 微弱 界定不清 非常强 非常强 5 不足 

注1：表1应用于方位角测向准确度的确定和分类，方位角的精确度应通过向方位角数值

中增加表中适当的字符来显示。 

4.3测向带宽 

不同体制和调制样式的无线电信号，通常占据不同的信号带宽，无线电测向机应具备不

同的测向带宽与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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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抗干扰性 

测向设备的抗干扰性指标：一是衡量测向设备在有干扰噪声的背景下进行正常测向的能

力；二是衡量测向设备在干扰环境中选择信号、抑制干扰的能力。 

4.5同信道干扰 

衡量设备在频率选择上区分两个相邻近信号的能力。 

4.6可靠性 

测向设备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无故障正常工作的质量指标，包括工作温度范围的要求、

对湿度的要求、对冲击振动的要求等。 

5.VHF/UHF频段固定站无线电测向系统操作流程 

固定站启动测向设备后，应对设备进行状态检查，利用每个固定站对已知信号固定的示

向度，来确认测向设备的运行情况；如示向度有误，应及时检修设备，保证测向设备的正常

工作。 

测向准则： 

a) 单站测向示向度摆动在±3度以内的示向度作为有效示向； 

b) 利用多站对同一信号的联合测向定位过程中，首先选择多站中电平值最大且测向效

果良好的测向站作为有效示向站；通过监听信号内容确定各站接收为相同的信号。 

5.1单站无线电测向操作流程 

5.1.1单站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可按图1所示流程进行无线电干扰源的单站测向，具体步骤如下： 

a) 分析干扰源信号所属业务类型、信号特征等基本参数； 

b) 对于常规测向任务，进行单站测向工作； 

c) 在设备或软件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频率，设置触发门限； 

d)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其定位结果录入超短波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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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于专项监测任务，应对该信号进行分析、记录； 

f) 在设备或软件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频率，设置触发门限； 

g)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该信号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h) 将最终定位结果和数据库比对信息录入超短波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超短波信号

分析干扰源业
务类型、信号

类型

常规测向任务

固定频率测量

专项监测任务

信号分析记录

信息录入表格

固定频率测量

数据库比对

 

图 1 单站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5.1.2单站非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在未给出确定频率时，根据任务通知书给出的信号频率范围，可按图2所示流程进行无

线电干扰源的单站测向，具体步骤如下： 

a) 分析干扰源信号所属业务类型、信号特征等基本参数； 

b) 对于常规测向任务，进行单站测向工作； 

c) 在搜索模式下输入起始和终止频率； 

d) 信号出现时，根据任务通知书描述的信号特征，判断是否为干扰信号； 

e) 如信号不是干扰信号，则需等待至干扰信号出现； 

f) 如信号为干扰信号，记录该信号频率； 

g) 在设备或软件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确定频率并设置触发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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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读取设备反馈的示向度并记录相关信息至超短波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i)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其定位结果录入超短波常规测向结果记录表； 

j) 对于专项监测任务，应对该信号进行分析、记录； 

k) 按上述 c)至 g)步骤进行； 

l)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该信号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m) 将最终定位结果和数据库比对信息录入超短波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超短波信号

分析干扰源业
务类型、信号

类型

常规测向任务

测向机搜索模

式

专项监测任务

信号分析记录

判断信号合法

性

测向机搜索模

式

合法

固定频率测向

非法

信息录入表格

测向机搜索模

式

判断信号合法

性

固定频率测向

非法

数据库比对

合法

 

 

图2 单站非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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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多站无线电测向操作流程 

5.2.1多站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可按图3所示流程进行无线电干扰源的单站测向，具体如下，但不局限于以下操作步骤： 

a) 分析干扰源信号所属业务类型、信号特征等基本参数； 

b) 常规任务多站联合测向时，在集成界面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频率，设置触发门

限； 

c)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其定位结果录入超短波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d) 专项监测任务多站联合测向时，在集成软件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频率，设置触

发门限，并对该信号进行分析、记录； 

e) 地图系统显示多站联合测向定位区域，截图保存； 

f)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该信号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g) 将最终定位结果和数据库比对信息录入超短波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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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短波信号

分析干扰源业
务类型、信号

类型

常规测向任务

测向机固定频

率测量

专项监测任务

信号分析记录
判断信号合法

性

合法

固定频率测向

非法

集成界面

交会截图

信息录入表格

 

图 2 多站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5.2.2多站非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可按图4所示流程进行无线电干扰源的单站测向，具体步骤如下： 

a) 分析干扰源信号所属业务类型、信号特征等基本参数； 

b) 对于常规测向任务，进行多站联合测向工作； 

c) 在集成界面搜索模式下输入起始和终止频率； 

d) 信号出现时，根据任务通知书描述的信号特征，判断是否为干扰信号； 

e) 如信号不是干扰信号，则需等待至干扰信号出现； 

f) 如信号为干扰信号，记录该信号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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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在集成界面固定频率模式下输入频率并设置触发门限； 

h) 地图系统显示多站联合测向定位区域，并截图保存； 

i) 读取设备反馈的示向度并记录相关信息至测向结果记录表； 

j)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其定位结果录入超短波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k) 对于专项监测任务，应对该信号进行分析、记录； 

l) 按上述 c)至 i)步骤进行； 

m) 记录相关测向结果，并将该信号与数据库进行比对； 

n) 将最终定位结果和数据库比对信息录入超短波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超短波信号

分析干扰源业
务类型、信号

类型

常规测向任务

测向机搜索模

式

专项监测任务

信号分析记录
判断信号合法

性

合法

固定频率测向

非法

集成界面

交会截图

信息录入表格

 

图3 多站非确定频率的测向流程 

VHF/UHF频段典型信号测向带宽参数： 

a) 常见信号 

表 2 常见信号测向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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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信号 极化方式 
测向带宽设置

（kHz） 

对讲 垂直 9-25 

数传 垂直 15-25 

集群 垂直 15-25 

模拟广播电视 水平 100-120 

调频广播 水平 100-150 

 

b) 特殊信号 

表1 特殊信号测向参数 

特殊信号 极化方式 
测向带宽设置

（kHz） 

卫星电话 垂直 15-25 

c) 其他信号 

针对其它信号查询相关资料，根据信号所处频段业务类型、带宽、发射间隔等实际因素

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合理设置测向带宽。 

6.VHF/UHF频段固定站无线电测向误差因素 

6.1测向机体制 

无线电测向机采用不同测向体制，会引起一定的误差。 

6.2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决定了设备对脉冲信号、跳频信号、瞬发信号等的捕获能力。测向设备的响应

时间越短，示向度在单位时间内越丰富，结果更具有参考价值。 

6.3场地误差 

无线电测向机周边地形结构的不规则性，导致随方向和频率的变化而变化，为可变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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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同频多发 

如果信号测向出现两个或多个示向度稳定的情况，需要考虑是否同频多发，建议利用集

成商的集成界面，保证信号出现时间统一，得到一个信号发射时间统一，且能得出交会点的

地图。 

6.5传播的不规则性 

传播的不规则性会导致传播方向偏离发射点和接收点之间的大弧度方向。 

7.VHF/UHF频段测向结果记录表格 

a) VHF/UHF频段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应包括固定测向站名称、频率、日期、监测起始时间、监测结束时间、最大电平、带宽、

示向度、备注等。 

b) VHF/UHF频段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应包括固定测向站名称、频率、日期、监测起始时间、监测结束时间、最大电平、带宽、

经纬度、是否与数据库相符、各站示向度、测向交会定位图、备注等。 

 

 

表2 VHF/UHF频段单站测向结果记录表 

序号 

固定

测向

站名

称 

频率 

（MHz） 
日期 

监测

起始

时间 

监测

结束

时间 

最大

电平 

(dBμ

V) 

带宽 示向度 备注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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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VHF/UHF频段多站联合测向结果记录表 

序

号 

频

率 

（M

Hz） 

日

期 

监

测

起

始

时

间 

监

测

结

束

时

间 

最

大

电

平 

(dB

μ

V) 

带

宽

(kH

z) 

东

（

西）

经 

（E 

or 

W） 

经

度

（

度） 

经

度 

（

分） 

北

（

南）

纬

(N 

or 

S) 

纬

度

（

度） 

纬

度 

（

分） 

XX

站

示

向

度 

XX

站

示

向

度 

XX

站

示

向

度 

XX

站

示

向

度 

测

向

交

会

定

位

图 

备

注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