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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以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科技司1991年行政文件《调频广播覆盖网规划方法》和我国现行的立

体声调频广播规划为基础，参照ITU-R P.370-7和ITU-R BS.412-9建议书制定的。必要时，也可考虑参

照国际电联相关建议书进行规划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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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面米波（VHF）段调频广播覆盖网的主要技术要求，调频广播发射机服务区及发射

机之间干扰状况的估算方法。本标准不包含涉及调频同步广播覆盖网方面的有关技术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编制调频广播覆盖网规划及进行调频广播频率的指配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311-2000  米波调频广播技术规范 

GB 6364-1986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站电磁环境要求 

GB/T 7400.1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通用部分 

GB/T 7400.2  广播电视名词术语 无线电广播 

GB/T 14433-1993  彩色电视广播覆盖网技术规定 

GJB 2081-1994  87MHz～108MHz频段广播业务和108MHz～137MHz频段航空业务之间的兼容 

GJBz 20093-1992 VHF/UHF航空无线电通信电台电磁环境要求 

ITU-R BS.412-9  在VHF频段开展地面调频声音广播的规划标准 

ITU-R BS.704  规划用立体声调频声音广播参考接收机特性 

ITU-R IS.1009  约87MHz～108MHz 频带内的声音广播业务同108MHz～137MHz频带内的航空业务之

间的兼容性 

ITU-R P.370-7 30MHz～1000MHz范围内VHF/UHF电波的传播曲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服务场强  service field strength 

E（50，50） 

供公众直接接收的无线电波场强，是指欲收发射机在地点概率和时间概率均为50%时的无线电波场

强。 

3.2 

归一化服务场强  normalized service field strength 

E1（50，50） 

有效辐射功率为1kW时的服务场强。 

3.3 

干扰场强  interfering field strength 

Ei（50，T） 

干扰欲收发射机的非欲收发射机的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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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干扰，时间概率T 等于50%；对流层干扰，T 等于10%。 

3.4 

归一化干扰场强  normalized interfering field strength 

Ei1（50，T） 

有效辐射功率为1kW时的干扰场强。 

稳定干扰，T 等于50%；对流层干扰，T 等于10%。 

3.5 

最低可用场强  minimum usable field strength 

Emin 

在有自然噪扰和人为噪扰而没有其它发射机干扰的场合，在规定条件下为使接收满意所必需的场强

最小值。 

3.6 

可用场强  usable field strength 

Eu 

在有自然噪扰、人为噪扰和实际情况中的干扰场合（如频率规划结果而产生的同频邻频干扰），在

规定条件下，为使接收满意所必需的场强最小值。 

3.7 

标称可用场强 nominal usable field strength 

Enom 

在有自然噪扰、人为噪扰和其它发射机干扰的场合，在规定条件下为使接收满意所必需的场强的商

定最小值。 

3.8 

有害场 nuisance field 

非欲收发射机的干扰场强与欲收发射机抗拒该干扰所需保护率的dB值之和。 

3.9 

收转场强 field strength for rebroadcasting 

自节目源发射到达转播台接收天线处的服务场强。 
3.10 

发射天线有效高度  effective height of the transmitting antenna 

h1 

发射天线振子中心的海拔高度与沿接收方向距天线3km～15km距离之间平均海拔高度之差。它等于

发射天线高度（ha）与发射天线场地相对高度（hr）之和。 

3.10.1 

发射天线高度  height of transmitting antenna 

ha 

发射天线中心高出所在地面的高度。 
3.10.2 

发射天线场地相对高度  relative height of transmitting antenna field 

hr 

发射天线所在地的海拔高度与沿接收方向距天线3km～15km距离之间的平均海拔高度之差。 

3.11 

地形崎岖度  degree of terrain irregularity 

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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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接收方向距发射点10km～50km范围内的地形剖面图上画水平线簇，先找出与剖面图相截长度之

和为4km的水平线，再找出与剖面图相截长度之和为36km的水平线，两水平线之高度差。 

3.12 

有效辐射功率  effective radiated power 

Pe 

馈给一付天线的功率（考虑了馈线损耗）与该天线在接收方向上增益的dB值之和。其表达式见式（1）。 

Pe = P + G – L⋯⋯⋯⋯⋯⋯⋯⋯⋯⋯⋯⋯⋯⋯⋯⋯⋯⋯⋯⋯（1） 

式中： 
P——发射机的标称功率，即发射机在出厂时标定的额定输出功率； 

G——在发射方向上发射天线相对于半波振子的功率增益； 

L——馈线损耗。 

3.13 

射频保护率 R.F. protection ratio 

在规定的条件下，为达到要求的接收质量，在接收机输入端所必需的有用信号场强与干扰信号场强

dB值之差的最小值。 

 

其它术语和定义见GB 7400.1和GB 7400.2。 

注 1：本标准中，高度的单位均为m，距离的单位均为km。 

注 2：场强E以相对于1μV/m的dB数表示，即E（dBμV/m）等于 20lgE（μV/m）；功率P以相对于1kW的dB数表示，

即P（dBkW）等于10lgP（kW）。当涉及场强时，一般指接收天线高度（h2）为10m，不再一一注明。 

4 主要技术要求 

4.1 调频广播频段 

87.0MHz～108.0MHz。 

4.2 频道设置 

频道间隔：100kHz。标称载频是100kHz的整数倍； 

频道宽度：200kHz； 

最大频偏：±75kHz； 

接收机中频：10.7MHz。 

调频立体声广播采用导频制。 

4.3 最低可用场强 

采用ITU-R BS.412-9的表1。农村和城市（指地级和地级以上城市市区）的最低可用场强分别为 

54dBμV/m和66dBμV/m。 

4.4 标称可用场强 

采用最低可用场强值。 
4.5 收转场强 

供收转的来自节目源发射机到达转播台接收天线处的服务场强，不小于40dB。 

4.6 传播曲线 

采用ITU-R P.370-7建议书的场强曲线。见图1、图2。 

本标准中暂不考虑水陆混合路径干扰场强。必要时，可采用ITU-R P.370-7建议书的暖海曲线，并

采用GB/T 14433-1993的5.2.3列举的陆海混合路径场强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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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为 50m； 

最上端虚线为电波场强在自由空间的衰减曲线； 

频率为 30 MHz ～250MHz（波段 I、波段 II和 III） ；   

陆地； 

50%时间概率； 

50%地点概率。 

图1 有效辐射功率为 1kW时的场强曲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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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 

10%时间概率； 

50%地点概率。 

图2 有效辐射功率为 1kW时的场强曲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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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地形崎岖度（Δh）和衰减校正系数 F(Δh) 

采用ITU-R P.370-7建议书的曲线，见图3。 

 

距离d（km） 

频率为 80MHz～250MHz（波段 II和 III）。 

图3 衰减校正系数 F(Δh)与距离 d和Δh的函数曲线 

为计算取值方便，将图3中d =50km～100km和d≥200km时的衰减校正系数值列出，见表1。 

表1 相应于图 3的地形崎岖度和衰减校正系数对照表 

Δh 

m 

F1
a 

dB 

F2
b 

dB 

10 -7.0 -3.4 

20 -4.4 -2.4 

30 -2.6 -1.5 

40 -1.3 -0.7 

50 0 0 

60 0.7 0.6 

70 1.9 1.1 

80 2.6 1.5 

90 3.5 2.0 

100 4.3 2.4 

150 7.6 3.9 

200 10.0 5.2 

300 13.9 7.0 

400 16.9 8.2 

500 18.9 9.1 

a F1为d=50km～100km时的值。 

b F2为d≥200km时的值。 

衰
减
校
正
系
数

F（
Δ
h）
（
d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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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射频保护率 

采用ITU-R BS.412-9建议书的曲线，见图4。 

按图4曲线，列出的给定调频广播载频间隔的射频保护率，见表2。 

载波频差大于400kHz时，射频保护率值应低于-20dB。 

10.7MHz的特定载频差（中频），射频保护率值应低于-20dB。 

引用上述射频保护率时，调频广播的技术条件应满足GB/T 4311-2000。 

60 

射
频
保
护
率
（
d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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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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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干扰； 

，对流层干扰（保护率 99%时间）； 

播，稳定干扰； 

播，对流层干扰（保护率 99%时间）。 

±75kHz，频率在 87MHz～108MHz之间广播业务所需的射频保护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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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频广播载频间隔与射频保护率对照表 

射频保护率 

dB 
载频间隔 

kHz 
稳定干扰 对流层干扰 

0 45 37 

100 33 25 

200 7 7 

300 -7 -7 

400 -20 -20 

4.9 正交极化鉴别率 

发射天线一般采用水平极化。在特殊情况下，可采用其它极化方式。正交极化鉴别率为10dB。 

4.10 场强 

4.10.1 服务场强或干扰场强 

服务场强或干扰场强按式（2）计算。 

E = Pe + E1（50，T）- F（Δh）⋯⋯⋯⋯⋯⋯⋯⋯⋯⋯⋯⋯⋯⋯⋯⋯（2） 

式中： 

E——服务场强或干扰场强； 

Pe——有效辐射功率； 

E1（50，T）——归一化服务场强或归一化干扰场强； 

F（Δh）——考虑到地形崎岖度时的衰减校正系数。 

4.10.1.1 计算归一化服务场强或稳定干扰场强 E1（50，T）时，查图 1（T=50）；计算对流层干扰场

强时查图 2（T=10）。计算机计算时，分别按表 3和表 4取值。 

当距离d＜10km时，按表5取值。 

发射天线有效高度 h1＜10m时，取 h1=10m时的值； 

发射天线有效高度 h1＞1200m时： 

令    
1

hdc 4.170 +=  （km）⋯⋯⋯⋯⋯⋯⋯⋯⋯⋯⋯⋯⋯⋯⋯⋯⋯⋯⋯⋯⋯⋯⋯⋯（3） 

当距离d≥dc时，按式（4）求场强。 

)4.170(300,),(
11

hdEdhE −+= ⋯⋯⋯⋯⋯⋯⋯⋯⋯⋯⋯⋯⋯⋯⋯⋯（4） 

当距离d＜dc时，按式（5）求场强。 










−
−

+

−+

=

                                    )(1200,

     )](1200,(300,140)[
80

20
)(1200,

          )(1200,(300,140))(1200,

),(

dE

dcEE
d

dE

dcEEdE

dhE
1

20＜              ⋯⋯（5） ＜100（km） 

   100≤d＜dc（km） 

d

d≤20（km） 

式中： 

E（h1,d）是发射天线有效高度为h1（m），距离为d（km）处的场强。 

4.10.1.2 F（Δh）——地形崎岖度Δh衰减校正系数，随距离和Δh的变化由图 3查出。计算机计算

时，按表 1取值。 

当Δh＜10m时，取Δh=10m时的值；当Δh＞500m时，取Δh=500m时的值。 

4.10.2 有害场 

单一干扰源有害场的计算按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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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Ei（50，T）+ A ⋯⋯⋯⋯⋯⋯⋯⋯⋯⋯⋯⋯⋯⋯⋯⋯⋯⋯⋯⋯（6） 

式中： 

E——有害场； 

Ei（50，T）——干扰发射机形成的干扰场强。计算时分别计算出稳定干扰场强Eis（T=50）和对流

层干扰场强Eit（T=10）； 

A——欲收发射机抗拒该干扰所需的保护率。计算时分别查出稳定干扰的保护率As和对流层干扰的

保护率At。 

比较Eis+As和Eit+At，取两者之中的大者作为有害场。 

4.10.3 可用场强 

当存在多重干扰时，可用场强用“简化乘积法”求得。计算点为欲收发射机所在地，计算方法见 

GB/T 14433-1993的5.2.5。 

表3 1kW有效辐射功率场强
a                            

单位为 dBμV/m 

h1 

m
d 

km 
10 20 37.5 75 150 300 600 1200 

10 52.80 58.80 63.80 70.70 77.80 84.50 87.00 87.00 

15 45.10 51.10 56.10 62.20 69.10 76.10 81.60 83.40 

20 39.20 45.20 50.20 56.20 63.20 70.80 77.30 80.90 

25 34.50 40.50 45.50 51.20 58.30 66.20 73.10 78.30 

30 30.80 36.70 41.60 47.10 54.30 62.20 69.50 76.20 

35 27.60 33.30 38.10 43.90 51.20 59.00 66.30 74.00 

40 24.70 30.30 35.00 40.80 48.20 55.80 63.40 71.90 

45 22.30 27.70 32.30 38.40 45.10 52.70 60.60 70.00 

50 20.20 25.60 30.00 36.00 43.10 50.20 58.30 67.90 

60 16.70 21.80 26.00 31.40 37.70 45.00 53.70 63.80 

70 13.80 18.60 22.60 27.70 33.70 40.80 49.40 59.80 

80 11.70 16.20 20.00 24.20 30.00 36.30 45.00 55.70 

90 9.80 14.00 17.60 21.50 26.70 32.70 41.30 51.90 

100 7.70 11.70 15.00 18.70 23.40 28.80 37.20 48.00 

150 2.10 4.80 7.00 9.20 11.70 15.20 22.00 31.70 

200 -1.40 -0.10 1.00 2.10 3.70 6.60 11.30 19.40 

250 -4.50 -4.50 -4.50 -3.40 -1.60 0.70 4.60 10.60 

300 -9.40 -9.40 -9.40 -8.20 -6.90 -4.90 -1.30 3.00 

350 -14.10 -14.10 -14.10 -13.20 -11.50 -9.60 -6.90 -2.60 

400 -18.10 -18.10 -18.10 -17.40 -16.10 -14.00 -11.50 -7.50 

500 -26.50 -26.50 -26.50 -25.70 -24.30 -22.50 -19.90 -16.50 

600 -34.60 -34.60 -34.60 -33.80 -32.30 -30.70 -28.20 -24.70 

700 -42.90 -42.90 -42.90 -42.10 -40.70 -39.10 -36.40 -33.20 

800 -51.10 -51.10 -51.10 -50.30 -48.80 -47.20 -44.60 -41.30 

900 -59.30 -59.30 -59.30 -58.40 -56.90 -55.30 -52.70 -49.40 

1000 -68.00 -68.00 -68.00 -66.80 -65.20 -63.50 -61.10 -58.00 

a时间概率 50%，h2=10m，Δh=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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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kW有效辐射功率场强
a                

   单位为 dBμV/m 

h1 

m 
d 

km 
10 20 37.5 75 150 300 600 1200 

10 52.8 58.8 63.8 71.0 78.0 84.5 87.0 87.0 

15 45.4 51.4 56.4 62.6 69.7 77.1 82.3 83.4 

20 39.7 45.7 50.7 57.0 63.6 71.2 78.3 80.9 

25 35.6 41.6 46.6 52.2 58.6 66.6 74.0 78.5 

30 32.1 38.0 42.9 48.1 54.8 62.6 70.1 76.3 

35 29.3 35.0 39.8 45.0 51.4 59.2 66.8 74.2 

40 26.9 32.5 37.2 42.5 48.2 56.2 63.5 72.1 

45 25.0 30.4 35.0 40.0 45.9 53.8 60.6 70.0 

50 23.6 29.0 33.4 38.3 43.6 51.2 58.3 67.9 

60 21.9 27.0 31.2 35.3 40.0 47.1 53.7 63.8 

70 20.4 25.2 29.2 32.8 37.1 43.3 49.7 60.0 

80 19.2 23.7 27.5 30.5 34.4 40.0 46.2 56.2 

90 18.2 22.4 26.0 28.4 32.5 37.4 43.3 53.1 

100 17.1 21.1 24.4 26.7 30.6 34.8 40.1 49.5 

150 12.9 15.6 17.8 19.7 21.8 25.3 29.6 36.5 

200 9.1 10.4 11.5 13.0 14.8 17.7 21.4 27.3 

250 5.7 5.7 5.7 7.5 8.8 11.3 14.9 20.3 

300 0.3 0.3 0.3 1.7 3.1 5.0 8.5 13.5 

350 -4.8 -4.8 -4.8 -3.6 -2.4 -0.4 3.1 7.7 

400 -9.8 -9.8 -9.8 -8.7 -7.5 -5.6 -2.2 2.1 

500 -18.7 -18.7 -18.7 -17.8 -16.6 -14.9 -12.0 -7.8 

600 -27.7 -27.7 -27.7 -26.4 -25.3 -23.5 -20.7 -17.1 

700 -36.4 -36.4 -36.4 -35.3 -34.0 -32.3 -29.5 -25.8 

800 -45.1 -45.1 -45.1 -43.9 -42.8 -41.1 -38.2 -34.6 

900 -53.8 -53.8 -53.8 -52.7 -51.8 -50.0 -47.1 -43.5 

1000 -61.9 -61.9 -61.9 -61.0 -60.6 -58.7 -55.8 -52.3 

a 时间概率10%，h2 = 10m，Δh =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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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kW有效辐射功率（距离小于 10km）场强           单位为 dBμV/m 

h1 

m 
d 

km 
10 20 37.5 75 150 300 600 1200 

1 96.5 102.5 107 107 107 107 107 107 

2 83.4 89.5 94.4 101 101 101 101 101 

3 75.7 81.7 86.7 96 97.5 97.5 97.5 97.5 

4 70.2 76.2 81.2 89.9 95 95 95 95 

5 66 72 77 85.2 92.7 93 93 93 

6 62.5 68.5 73.5 81.4 88.8 91.4 91.4 91.4 

7 59.6 65.6 70.6 78.1 85.5 90 90 90 

8 57 63 68 75.4 82.6 89 89 89 

9 54.8 60.8 65.8 72.9 80 86.7 87.9 87.9 

5 频率制约关系 

5.1 要求遵守的频率制约关系 

5.1.1 同台调频广播频率间隔一般不小于 1MHz（同台频率为 6 个或 6 个以上时，频率间隔不小于

800kHz），也不应为 10.7MHz±0.2MHz。 

5.1.2 调频广播与标称功率大于 50W（不含）的地面电视第 4 频道发射机同台时，应让出保护频带，

指配调频广播频率从 87.2MHz开始。 

5.1.3 调频广播与标称功率大于 50W（不含）的地面电视第 4 频道发射机同台时，调频广播频率与地

面电视第 4频道三载频的频率间隔不应为 10.7MHz±0.2MHz，应避开 87.7MHz～88.2 MHz、92.1 MHz～

92.6 MHz、94.2MHz～94.7MHz。 

5.1.4 某一调频广播频率的 100dB（含）以上覆盖区与另一欲收频率的 56dB（含）以上覆盖区交叠，

该两频率间隔不应小于 800kHz。 

5.1.5 某一调频广播频率的 80dB（含）以上覆盖区与另一欲收频率的 56dB（含）以上覆盖区交叠，该

两频率间隔不应为 10.7MHz±0.2MHz。 

5.1.6 编制规划时，在航空导航台周围 65km范围内，当调频广播发射台有标称功率大于 1kW（含）的

发射机时，则该台各调频广播频率间的三阶互调频率不应落在该导航台导航频率上，当该导航台有多个

频率时，至少应保护 2至 3个。在航空导航台周围 45km范围内，发射机功率等级为 300W和 100W的调

频广播发射台各调频广播频率间的三阶互调频率不应落在该导航台导航频率上,当该导航台有多个频率

时，至少应保护 2至 3个。 

修改规划时，应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协商，参考使用GB  6364-1986、GJB 2081-1994

和GJBz 20093-1992等标准，计算或测量同台址互调（二信号/三信号）到达航空导航台、航空通信台使

用频点的保护空域的信号场强。若符合标准或实测没有同台址互调分量，可修改规划频率。 

当满足上述标准确有困难时，可通过计算、测量或采取其它技术措施，协商解决。 

5.2 应注意的频率制约关系 

5.2.1 调频广播频率的 100dB（含）以上覆盖区是人口聚居区，且（1）该频率与地面电视第 6～12频

道中任一频道同台，又调频广播比地面电视的有效辐射功率大 10dB（含）以上；或（2）该频率的 100dB

（含）以上覆盖区与地面电视第 6～12 频道中任一频道的 70dB（含）以上覆盖区交叠，则同台调频广

播频率的二次谐波应避开地面电视图像载频和彩色副载频±1MHz，伴音载频±0.2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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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在 5.2.1的条件下，同台调频广播频率间的二阶互调频率（f1+f2）应避开地面电视图像载频和

彩色副载频±1MHz，伴音载频±0.2MHz。 

5.2.3 调频广播频率的 100dB（含）以上的覆盖区是人口聚居区，且（1）该频率与地面电视第 1、2

或 3频道同台；或（2）该频率的 100dB（含）以上覆盖区与地面电视第 1、2或 3频道的 70dB（含）以

上覆盖区交叠，为避免调频广播频率干扰地面电视本振频率，当地面电视为第 1、2或 3频道时，调频

广播应分别避免使用 87.7MHz、87.8 MHz或 95.7MHz、95.8 MHz或 103.7MHz、103.8MHz。 

5.2.4 甲乙两台有交叠覆盖区，在甲台任一频率的信号场强大于 100dB（含）的覆盖区内，欲收的乙

台频率信号场强低于 83dB（含）时，该频率应避开由甲台强信号频率与同台其它频率产生的三阶互调

频率（包括 2f1–f2和 f1 + f2–f3）。 

5.2.5 差转时，欲收频率与发射频率及同台其它发射频率间隔不应小于 1.2MHz。欲收频率与发射频率、

同台其它发射频率及地面电视第 4频道三载频的频率间隔不应为 10.7MHz±0.2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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