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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符合GB 20600—2006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的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对于能够确

保同样测量不确定度的任何等效测量方法也可以采用，有争议时应以本标准为准。 

本标准适用于VHF、UHF频段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的设计、生产、验收和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 

GB/T 14433—1993  彩色电视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 
GB 20600—2006  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帧结构、信道编码和调制 

3 术语、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1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  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repeater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是用于在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络中，按照频率规划要求，将接收到的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射频信号，经功率放大器放大后发射到目标覆盖区域；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不改

变原有基带信号，发射功率不大于50W。 

3.1.2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channel analog process repeater 

通过滤波或变频后，直接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放大，实现信号增强的一种数字电视广播中继发射设

备。 

3.1.3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channel digital process repeater 

将接收到的信号通过模/数、数/模转换以及数字信号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后放大，实现信号增强的一

种数字电视广播中继发射设备。 

3.1.4  

接收天线  receiving antenna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中，接收无线覆盖区内空间信号的天线。 

3.1.5  

发射天线  transmitting ant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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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中实现信号增强的天线。 

3.1.6  

耦合  couple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的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从输出端口向输入端口传输能

量的现象。 

3.1.7  

干扰消除系统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system 

通过数字处理技术消除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输入端口中来自输出端口的耦合信号的系统。 

3.2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AMAX  带内信号最大幅度 

AMIN  带内信号最小幅度 

AR  参考幅度 

fC  信号中心频率 

P  信号功率 

PDA  下邻频道带内信号功率 

Po 带外发射最大功率 

PSH  二次谐波频道带内信号功率 

PTH  三次谐波频道带内信号功率 

PUA  上邻频道带内信号功率 

3.3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C  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        

DC  直流电（Direct Current） 

MER  调制误差率（Modulate Error Rate） 

RBW  分辨率带宽（Resolution Bandwidth） 

TS  传送流（Transport Stream） 

VBW  显示带宽（Video Bandwidth） 

ICS  干扰消除系统（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System） 

4 系统描述 

4.1 概述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是一种在地面数字电视广播覆盖网络中起到信号增强作用的中继发射设

备，可分为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和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信号输入可为有线或无线方式传送的地面数字

电视信号。 

4.2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由低噪声放大器、下变频器（可选）、滤波器、上变频器（可选）和功放等元

器件和模块组成。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工作原理如下：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传送的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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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进入直放站后，首先通过低噪声放大器将有用信号进行放大，同时抑制信号中的噪声，提高信号的信

噪比；然后下变频至中频信号（可选），通过滤波器滤波后，再上变频至射频（可选），最后经功率放

大器放大后，由发射天线发射到目标覆盖区。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结构示意图见图1。 

 

图1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结构示意图 

应用场景为小范围简单环境时，可使用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4.3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由低噪声放大器、下变频器、模数转换、数字处理、数模转换、上变频器和功

放等元器件或模块组成。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工作原理如下：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传送的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信号进入直放站后，首先通过低噪声放大器将有用信号进行放大，同时抑制信号中的噪声，提高信

号的信噪比；然后下变频至中频信号，经模数转换、数字处理、数模转换，再上变频至射频，最后经功

率放大器放大后，由发射天线发射到目标覆盖区。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结构示意图见图2。 

 

图2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结构示意图 

应用场景为大范围复杂环境时，可使用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当无线同频转发时，信道数字处理直

放站应具备ICS功能。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的外观应整洁，表面不应有明显凹痕、划伤、裂纹、毛刺、变形等现象；

表面镀涂层不应起泡、龟裂和脱落；金属件不应有锈蚀和机械损伤；灌注物不应外溢。开关、按键、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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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的操作应灵活可靠，整机机械结构及零部件应紧固无松动。说明功能的文字符号和图形符号标志应完

整、正确、清晰、牢固，图形符号应符合GB/T 5465.2—2008的规定。 

5.2 环境适应性要求 

温度-25℃～+55℃；相对湿度≤95%，应具备防雨功能。 

5.3 电源适应性要求 

电源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之一： 

a) 单相交流：幅度 220（1±10%）V AC，频率 50Hz±1Hz； 

b) 三相交流：幅度 380（1±10%）V AC，频率 50Hz±1Hz； 

c) 直流：-48（1±10%）V DC。 

5.4 接口要求 

接口要求如下： 

a) 接收天线接口：N 型或 SMA 型，阴型，输入阻抗 50Ω； 

b) 发射天线接口：L27 型或 N 型，阴型，输出阻抗 50Ω； 

c) 监测输出接口：BNC 型或 SMA 型，阴型，输出阻抗 50Ω； 

d) 监控接口：DB9 阴型或者 RJ45。 

5.5 安全要求 

5.5.1 接地 

应有接地端子，并有标志。 

5.5.2 开关 

应有电源开关，开关通、断位置标示清晰，且有指示灯。 

5.5.3 绝缘与耐压 

电源开关处于关位置，电源端子对地之间加1500V AC(被测直放站220V AC供电), 1分钟应无飞弧产

生，其绝缘电阻≥7MΩ，漏电流≤3.5mA/rms。 

5.6 监控信息要求 

直放站应提供工作温度、工作状态、保护及故障报警等监控信息。 

5.7 性能要求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性能要求见表1。 

表1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频率范围 符合 GB/T 14433—1993 有关规定 

2  整机功耗 标称功耗±10% 

3  带宽 8MHz 

4  输入功率范围（8MHz 带宽） -65dBm～-30dBm 

5  输出功率 标称值±0.5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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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6  增益调节范围 ≥10dB 

7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8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1.5 

9  带内平坦度（fc±3.591MHz） 在±0.5dB 以内 

≤5μs（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10  传输时延 

≤15μs（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11  射频可调时延范围 ≥100ms（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12  噪声系数 ≤5dB（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13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 
邻频道内的发射功率与带内发射功率的比≤-45dB，并

满足邻频道内的发射功率≤13mW 

14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 
邻频道外的发射功率与带内发射功率的比≤-60dB，并

满足邻频道外的发射功率≤13mW 

15  信号带肩（fc±4.2MHz 处） ≤-36dB 

16  调制误差率 ≥32dB 

17  频谱模板 符合 GB 20600—2006 中 4.10.2 规定 

18  收发隔离抑制比
a
 ≥6dB（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输出功率变化 在±3dB 以内 
19  耐低温性能（-25℃）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输出功率变化 在±3dB 以内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20  耐高温性能（+55℃） 

信号带肩变化 在±3dB 以内 

输出功率变化 在±3dB 以内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21  
耐湿热性能（40℃±2℃，

相对湿度 95%） 
信号带肩变化 在±3dB 以内 

输出功率变化 在±3dB 以内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22  防水能力 

信号带肩变化 在±3dB 以内 

输出功率变化 在±3dB 以内 

相对频率误差 在±1Hz 以内 23  电源变化 

信号带肩变化 在±3dB 以内 

a
当无线同频转发时，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应符合此项性能要求。 

6 测量方法 

6.1 外观要求 

用目测法和（或）手感法进行检验。 

6.2 耐低温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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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加电、正常配置的被测直放站放置在温度试验箱里，以每分钟1℃速度降温，直至-25℃。在温

度稳定后保持2小时加电，测试输出功率变化和频率误差。 

6.3 耐高温性能 

将加电、正常配置的被测直放站放置在温度试验箱里，以每分钟1℃速度升温，直至+55℃，在温度

稳定后保持2小时，测试输出功率变化、频率误差和信号带肩变化。 

6.4 耐湿热性能 

将不加电、正常配置的被测直放站放置在湿热试验箱里，以每分钟1℃速度升温，直至40℃±2℃，

相对湿度加至95%，在温度稳定后保持2小时，然后在室温下稳定2小时后加电，测试输出功率变化、频

率误差和信号带肩变化。 

6.5 防水检验 

将不加电、正常配置的被测直放站放置在淋雨试验箱里，水温为常温；淋雨试验箱的雨滴尺寸设为

直径3mm，风速18米每秒；在淋雨保持2小时后加电，测试输出功率变化、频率误差和信号带肩变化。 

6.6 电源检验 

在电源电压为220（1±10%）V AC或380（1±10%）V AC或-48（1±10%）V DC变化时，测试输出功

率变化、频率误差和信号带肩变化。 

6.7 输出功率 

6.7.1 测量说明 

输出功率是指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在线性工作区内所能输出的实际功率。 

6.7.2 测量框图 

输出功率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或功率计），测量框图见图

3。 

 

图3 输出功率、增益调节范围、相对频率误差、带内平坦度、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信号带肩和频谱模板测量框图 

6.7.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 

c) 被测直放站增益设置为最大增益的标称值，被测直放站正常工作； 

d)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65dBm； 

e) 用频谱分析仪或功率计测量被测直放站的输出功率。 

6.8 增益调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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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测量说明 

增益调节范围是指当被测直放站增益可调时，其最大增益和最小增益的差值。 

6.8.2 测量框图 

增益调节范围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或功率计），测量框图

见图3。 

6.8.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被测直放站设置于最大增益工作状态，测量被测直放站最大增益； 

c) 保持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输出功率不变，设置被测直放站增益为最小增益标称值； 

d) 用频谱分析仪或功率计测量被测直放站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功率，最小增益即为被测直放站输

出功率和输入功率的比值；  

e) 增益调节范围为最大增益和最小增益的差值。 

6.9 相对频率误差 

6.9.1 测量说明 

相对频率误差是指被测直放站在工作频带内实际输出频率与信号源输出频率的偏差。 

6.9.2 测量框图 

相对频率误差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3。 

6.9.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设置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为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心

频率，被测设备正常工作； 

c)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d)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回退10dB； 

e) 在频谱仪上测出直放站输出信号的频率准确度，相对频率误差即为实测直放站频率准确度与地

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载波频率准确度的差值。 

6.10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 

6.10.1 测量框图 

输入/输出电压驻波比的测量设备包括矢量网络分析仪、衰减器和匹配负载，测量框图见图4和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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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输入电压驻波比测量框图 

 

图5 输出电压驻波比测量框图 

6.10.2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设置矢量网络分析仪的相应参数，对矢量网络分析仪进行“开路”、“短路”、“负载”校准； 

b) 如图4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c) 被测直放站的输出端口接衰减器、匹配负载，直放站加电，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输入端口的

电压驻波比，记录工作频段内电压驻波比的最大值作为输入电压驻波比； 

d) 如图5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e) 被测直放站的输入端口接匹配负载，直放站不加电，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输出端口的电压驻

波比，记录工作频段内电压驻波比的最大值作为输出电压驻波比。 

6.11 带内平坦度 

6.11.1 测量说明 

带内平坦度是指被测直放站在工作频带范围内最大和最小功率的差值。 

6.11.2 测量框图 

带内平坦度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3。 

6.11.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被测直放站正常工作，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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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地面数字电视广播信号源工作中心频率，RBW设置为100kHz，VBW

设置为3kHz，测量平均次数不少于100次，测量中心频率fC+1MHz处平均幅度记为AC； 

e) 测量带内最大和最小平均幅度值分别记为AMAX和AMIN，带内平坦度为AMIN与AC的差到AMAX与AC的差。 

6.12 传输时延 

6.12.1 测量说明 

传输时延是指被测直放站输出信号对输入信号的时间延迟。 

6.12.2 测量框图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传输时延的测量设备包括矢量网络分析仪、耦合器和匹配负载，测量框图见图

6。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传输时延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功分器、衰减器、合成器和地

面数字电视测试接收机，测量框图见图7。 

矢量网络分析仪

A B

被测直放站 匹配负载耦合器

 

图6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传输时延测量框图 

 

图7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传输时延测量框图 

6.12.3 测量步骤 

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测量步骤： 
a) 如图6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将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中心频率设置为直放站中心频率，扫频宽度设置为直放站工作带宽； 

c) 矢量网络分析仪A端口接至耦合器输入口，矢量网络分析B端口接至耦合器输出口，对系统进行

传输校准； 

d) 设置被测直放站的增益为最小增益； 

e) 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被测直放站的传输时延，记录工作频段内传输时延的最大值。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测量步骤： 
a) 如图7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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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调节衰减器，确保合路器输入的两个信号功率相同； 

e) 地面数字电视测试接收机测量信道冲击响应中两主径信号的时延差，记为传输时延。 

6.13 射频可调时延范围（适用于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6.13.1 测量说明 

射频可调时延范围是指被测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对输出信号进行附加时延调整的范围。 

6.13.2 测量框图 

射频可调时延范围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合成器和地面数字电视测试接收

机，测量框图见图8。 

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信号源1
被测直放站 衰减器

地面数字电视广

播测试接收机

地面数字电视

广播信号源2

 

图8 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射频可调时延范围测量框图 

6.13.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8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1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

中心频率，信号源1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

中心频率，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与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1输出信号同步且时延差为0，设置地

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的输出信号时延值为直放站标称最大射频可调时延值； 

d)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e) 调节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的输出信号功率，确保合路器输入的两个信号功率相同； 

f)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最大射频可调时延值状态，调节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的射频延时，在

频谱仪上进行频谱观测，直到两个信号时延差小于2μs，此时使用地面数字电视测试接收机测

量此时信道冲击响应中两主径信号的时延差，最大传输时延即为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2的射频

延时与信道冲击响应中的时延差的和；  

g) 最大传输时延与6.14测得直放站传输时延的差值记为射频可调时延范围。 

6.14 噪声系数（适用于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 

6.14.1 测量说明 

噪声系数是指被测信道模拟处理直放站在工作频带范围内正常工作时输出信噪比与输入信噪比之

比，用分贝（dB）表示。 

6.14.2 测量框图 

噪声系数的测量设备包括噪声源、衰减器和噪声系数测试仪，测量框图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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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噪声系数测量框图 

6.14.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将噪声源直接连接至噪声系数测试仪两端，对噪声系数测试仪进行校准； 

b) 如图9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c) 被测直放站增益设置为标称增益最大值； 

d) 用噪声系数测试仪测量被测直放站的噪声系数。 

6.15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 

6.15.1 测量说明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是邻频道内发射功率与带内发射功率的比值。 

6.15.2 测量框图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

图3。 

6.15.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d) 将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设置为直放站工作频率，测量带宽为8MHz，测量信号功率记为P； 

e) 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直放站工作频率的上、下邻频道中心，测量带宽为8MHz，分别测量

上、下邻频功率PUA和PDA，带内无用发射功率为PUA和PDA两者较大值与P的差。 

6.16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 

6.16.1 测量说明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是指邻频道外发射功率与带内发射功率的比值。 

6.16.2 测量框图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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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d) 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直放站工作频率，测量带宽为8MHz，测量信号功率记为P； 

e) 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分别设置为二、三次谐波频道中心频率，测量带宽为8MHz，分别测量上述

信号功率，记为PSH、PTH； 

f) 分别设置频谱分析仪的中心频率为直放站工作频率±16MHz、±24MHz、±32MHz，设置带宽8MHz，

测量上述各频道内的功率值，上述各频道所测得功率最大值记为Po； 

g) 邻频道带外无用发射功率为PSH、PTH、Po三者最大值与P的差值。 

6.17 信号带肩 

6.17.1 测量说明 

信号带肩是指偏离中心频率fC±4.2MHz处与中心频率fC+1MHz处的信号幅度差。 

6.17.2 测量框图 

信号带肩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3。 

6.17.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直放站工作频率，RBW设置为3kHz，VBW设置为3kHz； 

d) 测量信号中心频率fC+1MHz处信号幅度记为AR； 

e) 分别测量fC±4.2MHz处信号幅度，信号带肩为fC±4.2MHz处信号幅度与AR的差值。 

6.18 调制误差率 

6.18.1 测量说明 

调制误差率是理想符号矢量幅度的平方和除以符号误差矢量幅度的平方和，用分贝（dB）表示。 

6.18.2 测量框图 

调制误差率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调制误差率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10。 

 

图10 调制误差率测量框图 

6.18.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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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图10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d) 设置调制误差率分析仪中心频率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解调模式设置成信号源工作模式，平

均100次，读取调制误差率。 

6.19 频谱模板 

6.19.1 测量说明 

频谱模板是指直放站输出频谱与GB 20600—2006中4.10.2规定的符合程度。 

6.19.2 测量框图 

频谱模板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和频谱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3。 

6.19.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3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d) 设置频谱分析仪中心频率为fC，频谱分析带宽为24MHz，RBW=4kHz，VBW=100Hz；  

e) 测量并记录fC±3.9MHz、fC+4.25MHz、fC-4.94MHz、fC+5.25MHz、fC-5.75MHz、fC+6.25MHz、

fC-9.75MHz、fC+10.25MHz、fC-10.75MHz和fC±12MHz处信号的频谱，判断输出信号是否满足GB 

20600—2006中4.10.2规定的射频频谱特性的要求； 

6.20 收发隔离抑制比（适用于无线同频转发的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 

6.20.1 测量说明 

收发隔离抑制比是指无线同频转发的信道数字处理直放站，当输出信号的MER劣化到32dB时，直放

站输出信号耦合到输入端口的功率与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进入到直放站输入端口功率的比值，用分贝

（dB）表示。 

6.20.2 测量框图 

收发隔离抑制比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可变衰减器、频谱分析仪和调制误

差率分析仪，测量框图见图11。 

 

图11 收发隔离抑制比测量框图 

6.20.3 测量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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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11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设置被测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 

d) 打开ICS功能模块，减小可变衰减器衰减量，直到调制误差率分析仪测试MER值到32dB为止，记

录此时直放站输出信号耦合到输入端口的功率与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进入到直放站输入端口

的功率，计算出收发隔离抑制比。 

6.21 整机功耗 

6.21.1 测量说明 

整机功耗是指当地面数字电视广播直放站工作在标称输出功率时整机的耗电量。 

6.21.2 测量框图 

整机功耗的测量设备包括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衰减器、频谱分析仪（或功率计）和电功率计，测

量框图见图12。 

 

图12 整机功耗测量框图 

6.21.3 测量步骤 

测量步骤如下： 

a) 如图12所示连接测量系统； 

b) 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源设置为多载波工作模式，工作频率设置为被测直放站工作频率范围内的中

心频率，信号源输出功率设置为-30dBm； 

c) 被测直放站工作设置在标称输出功率； 

d) 读取此时电功率计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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