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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参照 GY 36—1984《VHF 电视发射通道运行技术指标等级》；GY 35—1984《VHF 电视发

射通道运行技术指标测量方法(双通道部分)》；GB 6277—1986《电视发射机测量方法》；IEC 244—10—1993

《电视发射机和差转机使用插入信号的测量方法》；ITU—R BT.470—6—1998《传统电视系统》；GB/T 

17308—1998《电视插入测试信号简化自动测量参数的定义》，结合我国电视发射机生产和应用的实际

制定的。 

在测量方法上使用625行制第17行、第18行、第330行、第331行等测量信号，其显著特点是发射机

大多数主要的指标都可以用它作为测量信号进行在线测量。 

本标准增加了载波寄生调制相位 ICPM的测量方法，对群时延、功率、无用辐射的测量方法做了较

大修订。有些计算繁琐的测量项目未在测量方法中列入，是因为有人的主观因素。随着仪器的发展，自

动测量已很普遍，应积极采用。 

对发射机的技术要求按功率大于等于 1kW、小于 1kW但大于等于 30W和小于 30W分三个等级。 

对于双伴音和数字立体声伴音，因未推广开，今后如何发展也难预料，故在此暂不作考虑。 

本标准中缺少的合放式发射机的有关内容规范，可参照SJ/T 10351—1993《电视发射机通用技术条

件》和SJ/T 10445—1993《合放式电视发射机测量方法》执行。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Y 35—1984《VHF电视发射通道运行技术指标测量方法(双通道部分)》

和GY 36—1984《VHF电视发射通道运行技术指标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PAL—D电视发射机。 

本标准由全国广播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无线电台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小良、纵瑞芳、张威、孙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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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符合 GB 3174—1995《PAL—D制电视广播技术规范》的 VHF、UHF电视发射机的技术

指标和测量方法。对于能确保同样测量准确度的任何等效测量方法也可以应用，有争议时应以本标准为

准。 

本标准适用于 VHF、UHF电视发射机的生产、验收，并作为发射机的运行、维护检测标准。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3174—1995        PAL—D制电视广播技术规范  

GB 6277—1986        电视发射机测量方法  

GB 13421—1992       无线电发射机杂散发射功率电平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7308—1998     电视插入测试信号简化自动测量参数的定义 

SJ/T 10351—1993     电视发射机通用技术条件 

3  电视发射机技术要求  

3.1  通用技术要求 

环境温度：5℃～40℃。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海拔高度：≤2000米。 

3.2 图像发射机技术指标见表 1。 

 

表 1  图像发射机技术指标 

指 标 
序号 项 目 

功率≥1kW 30W≤功率＜1kW 功率＜30W 

1 载频偏差（3个月） 
在±300Hz以内（VHF）

在±500Hz以内（UHF）

在±1000Hz 以内（VHF）

在±1000Hz以内（UHF） 

在±2000Hz 以内（VHF）

在±2000Hz以内（UHF）

2 输出负载阻抗 50Ω 50Ω 50Ω 

3 输出负载阻抗电压驻波比 VSWR≤1.1 VSWR≤1.2 VSW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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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像发射机技术指标（续） 

指 标 序

号 
项 目 

功率≥1kW 30W≤功率＜1kW 功率＜30W 

4 

视频输入电平 

同步电平 

峰值白电平 

1.0VP—P 

0.3VP—P 

0.7VP—P 

1.0VP—P 

0.3VP—P 

0.7VP—P 

1.0VP—P 

0.3VP—P 

0.7VP—P 

5 视频输入阻抗 75Ω 75Ω 75Ω 

6 视频输入反射损耗 
≥34dB 

频率 0MHz～5.5MHz 

≥30dB 

频率 0MHz～5.5MHz 

≥28dB 

频率 0MHz～5.5MHz 

7 周期性杂波信杂比 50dB(峰－峰值) 48dB(峰－峰值) 46dB(峰－峰值) 

8 连续随机杂波信杂比 
50dB(均方根值) 不加权

58dB(均方根值) 加权 

48dB(均方根值) 不加权

56dB(均方根值) 加权 

46dB(均方根值) 不加权 

54dB(均方根值) 加权 

9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 

低于载波 60dB并且 

≤1mW(VHF) 

≤20mW(UHF) 

低于载波 60dB并且 

≤1mW(VHF) 

≤20mW(UHF) 

低于载波 40dB并且 

≤25μW(VHF) 

≤25μW(UHF) 

10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 低于载波 40dB 低于载波 40dB 低于载波 40dB 

11 

振 

幅 

/ 

射 

频 

特 

性 

 

频率（MHz） 

-4.43 

-4.43±0.1 

-4.23～-1.25 

-1.25～-0.75 

-0.75 

-0.5 

0 ～ +1.5 

+1.5 

+3.0 ～ 4.5 

+6.0 

+6.5 

容差（dB） 

-30/— 

-30/— 

-20/— 

+0.5/— 

+0.5/-4.0 

+0.5/-1.5 

+0.5/-0.5 

基准 

+0.5/-1.0 

+0.5/-4.0 

-20/— 

容差（dB） 

-30/— 

-30/— 

-20/— 

+0.75/— 

+0.75/-4.0 

+0.75/-1.5 

+0.75/-1.0 

基准 

+0.75/-1.5 

+0.75/-4.0 

-20/— 

容差（dB） 

-20/— 

-20/— 

-15/— 

+0.75/— 

+0.75/-4.0 

+0.75/-1.5 

+0.75/-1.0 

基准 

+0.75/-1.5 

+0.75/-4.0 

-15/— 

12 

群 

时 

延 

频 

率 

特 

性 

频率（MHz） 

0.25 

0.5～2 

4.43 

5.5 

容差（ns） 

0 

±60 

±30 

±60 

容差（ns） 

0 

±80 

±40 

±80 

容差（ns） 

0 

±110 

±70 

±110 

13 2T正弦平方波失真 pK  ≤2%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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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图像发射机技术指标（完） 

指 标 
序号 项 目 

功率≥1kW 30W≤功率＜1kW 功率＜30W 

14 
2T正弦平方波与条脉冲

幅度比 Kpb 

≤2% ≤3% ≤5% 

15 行频倾斜 Kb 2% 3% 5% 

16 场频倾斜 K50 2% 3% 5% 

17 亮度非线性失真 ≤10% ≤12% ≤15% 

18 微分增益：4.43MHz时 ±5% ±8% ±12% 

19 微分相位：4.43MHz时 ±5° ±7° ±12° 

20 色/亮增益差 ≤10% ≤15% ≤15% 

21 色/亮时延差 ±30ns ±40ns ±70ns 

22 图像输出功率变化 ±0.25dB ±0.25dB ±0.25dB 

23 消隐电平稳定性 ±2.5% ±3% ±5% 

24 
载波寄生相位调制

（ICPM） 
±5° ±6° ±8° 

25 调制方式 振幅调制，负极性 振幅调制，负极性 振幅调制，负极性 

26 调幅度 ≤87.5% ≤87.5% ≤87.5% 

27 伴音载频与图像载频差 6.5MHz±0.001MHz 6.5MHz±0.001MHz 6.5MHz±0.001MHz 

28 射频同步电平 100% 100% 100% 

29 射频消隐电平 75%±2.5% 75%±2.5% 75%±2.5% 

30 射频白电平 12.5%～15% 12.5%～15% 12.5%～15% 

注：使用声表面滤波器时，不定参考点，大于等于 1kW的机器群时延容差为±50ns，其它机器为±100ns。 
 

3.3 伴音发射机技术指标见表 2 
 

表 2  伴音发射机技术指标 
指 标 

序号 项 目 
功率≥1kW 30W≤功率＜1kW 功率＜30W 

1 输出功率：相对图像输出 -10dB -10dB -10dB 

2 载频偏差（3个月） 
在±300Hz以内（VHF） 

在±500Hz以内（UHF） 

在±1000Hz以内（VHF） 

在±1000Hz以内（UHF） 

在±2000Hz以内（VHF） 

在±2000Hz以内（UHF） 

3 输出负载阻抗 50Ω 50Ω 50Ω 

4 输出负载阻抗电压驻波比 VSWR≤1.1 VSWR≤1.2 VSWR≤1.2 

5 输入电平 
标称值：  0dBm  

  范围：±6dB 

标称值：   0dBm  

  范围：±6dB 

标称值：  0dBm  

  范围：±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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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伴音发射机技术指标(完) 

指 标 
序号 项 目 

功率≥1kW 30W≤功率＜1kW 功率＜30W 

6 输入阻抗 600Ω（平衡） 600Ω（平衡） 600Ω（平衡） 

7 调制能力 大于±100kHz频偏 大于±100kHz频偏 大于±100kHz频偏 

8 调频信杂比 
≥60dB 

（1000Hz，100%调制） 

≥58dB 

（1000Hz，100%调制） 

≥55dB 

（1000Hz，100%调制） 

9 
幅度与频率特性 

(50%调制) 

±1dB 

频率：30Hz～15kHz之间，

预加重时间 50μs 

±1.5dB 

频率：30Hz～15kHz之间，

预加重时间 50μs 

±2dB 

频率：30Hz～15kHz之间，

预加重时间 50μs 

10 调幅杂音（无调制） ≤-50dB ≤-46dB ≤-42dB 

11 内载波杂音（100%调制） ≤-45dB ≤-40dB ≤-35dB 

12 谐波失真（100%调制） 
≤1% 

频率：30Hz～15kHz 

≤1% 

频率：30Hz～15kHz 

≤2% 

频率：30Hz～15kHz 

13 无用辐射功率 

低于载波 60dB并且 

功率：≤1mW(VHF) 

功率：≤20mW(UHF) 

低于载波 60dB并且 

功率：≤1mW(VHF) 

功率：≤20mW(UHF) 

低于载波 40dB并且 

功率：≤25μW(VHF) 

功率：≤25μW(UHF) 

14 调制方式 调频 调频 调频 

15 最大频偏 ±50kHz ±50kHz ±50kHz 

16 预加重时间常数 50μs 50μs 50μs 

 

3.4  双工器技术指标见表 3。 
 

表 3 双工器技术指标 

序号 项 目 指 标 

1 输入阻抗 50Ω 

2 驻波比 

≤1.05  （图像载频点） 

≤1.1   （图像载频 - 1.25MHz ～ 图像载频 + 6.0MHz） 

≤1.1   （伴音载频±100kHz） 

3 插入损耗 

≤0.2dB （图像） 

≤0.5dB （伴音 VHF） 

≤0.8dB （伴音 UHF） 

4 图像与伴音之间隔离度 
≥35dB  （图像对伴音） 

≥40dB  （伴音对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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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方法 

4.1  测量条件 

4.1.1  环境 

温度：5℃～35℃。 

相对湿度：≤90%。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4.1.2  发射机供电电源 

发射机的供电电源电压变化不得超过标称值±2%。 

4.1.3  测量负载 

测量负载应能承受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同时具有良好的匹配性能，在发射机工作频带范围内，电压

驻波比应小于 1.1，在载频点应小于 1.05。测量负载阻抗 50Ω。 

4.1.4  输出信号的取样  

输出信号应在发射机至负载间的定向耦合器上取样。定向耦合器的方向性应优于 26dB。 

4.1.5  测量电路的连接  

在连接测量电路时，从定向耦合器到解调器或测量仪器的连接要匹配良好。仪器与仪器间，仪器与

发射机之间的匹配也要求良好。发射机和仪器的结构应有严密的屏蔽和滤波，接地要良好。必要时（例

如测量杂波时）测量仪器的交流电源可加接 1:1的隔离变压器，以消除低频干扰。 

4.1.6  发射机的状况 

发射机调整到正常运行状态后，在整个测量过程中，除有特别规定外，不应再调整。 

4.1.7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精密、稳定。其电性能指标，主要是分辨力、精确度（包括输入、输出阻抗的精确度）

及其在整个测量过程中自身的随机变化或漂移，应比被测量设备高一个等级。以使测量仪器误差达到可

以忽略的程度。 

4.2  术语 

4.2.1  全电视信号 

全电视信号由亮度信号、色度信号、色同步信号和复合同步信号组成。一行周期内的全电视信号如

图 1所示。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4。 
 

表 4 一行周期内的全电视信号技术指标 

项 目 符 号 指 标 

行消隐脉冲宽度 TIb 12μs±0.3μs 

行同步脉冲宽度 TSY  4.7μs±0.2μs 

行有效期 Tu  52μs 

黑白全电视信号幅度峰—峰值 M 1V 

色同步信号峰—峰值 K 0.3V 

行同步脉冲幅值 S 0.3V 

色度副载波峰—峰值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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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行周期内的全电视信号技术指标(完) 

项 目 符 号 指 标 

色同步信号持续时间 TF 2.26μs±0.23μs 

行周期 TH  64μs 

 

0

-300

700

U(mV)

t

T
Ib

S

M

K

G

T
SY

T
F

T
u

T
H

 
图 1  一行周期全电视信号 

 

4.2.2  视频信号 

频谱在视频范围内各种信号的通称。在电视系统中指全电视信号及各种测量信号。 

4.2.3  平均图像电平 

指行有效期内，图像信号幅度的平均分量在整个帧周期内（不包括行场消隐期间）的平均值，用亮

度信号幅度标称值的百分数表示。 

4.2.4  已调图像信号 

用视频信号调制图像载频所形成的射频信号。如图 2所示。 

AB

 
图 2 已调图像信号 

 

4.2.5  图像载波包络电平 

图像载波包络电平等于已调信号在某一时刻的载波电平与同步顶载波电平之比，常用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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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A

B
μ ×=  

式中：A—同步顶载波电平，B—某一时刻的载波电平。见图 2。 

4.2.6  图像载波调幅度 

图像载波调幅度是指以同步电平为 0起算的图像瞬时电平相对于零载波（100%）的百分数。 

解调后的阶梯波波形如图 3所示。 

100

  87.5

0

零载波电平

白电平

零参考脉冲

消隐电平

同步电平

25

(%)

 
图 3  图像载波调幅度 

 
4.3  图像测量信号 

4.3.1  场方波信号 A 

如图 4所示。 

                    

0

700

-300

10ms 10msU(mV)

 
图 4  场方波信号 A 

注：场方波信号是叠加了行同步的场方波信号，必要时也可包括场同步脉冲。 

 

4.3.2  2T正弦平方脉冲 B1和条脉冲信号 B3 

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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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0

700

U(mV)

4.7μs 
12.3μs 15μs 25μs 

64μs 

B1 B3 

 
图 5  2T正弦平方脉冲 B1和条脉冲信号 B3       

注：正弦平方脉冲的波形按 )
τ

t

2

π
(sinE(t) 2 ⋅= 规律变化。式中的τ等于正弦平方脉冲半振幅点的时间间隔。在电 

    视测量中规定 s83.3n
2f

1
T

0

== ， 0f 为标称视频上限频率 6MHz。2T脉冲的半高宽度τ=2T=166ns,2T脉冲的 

    频谱对应的最高频率 6MHz
10166

1

2T

1
f

9-0 ≈
×

== ，正好等于视频带宽。所以 2T脉冲可方便地检查通道高频部 

    分的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通道带宽低于 6MHz时，引起 T脉冲幅度下降，并产生振铃振荡，无相位失真时振 

    铃振荡波形对称，有相位失真时振荡不对称。 

    条脉冲信号 B3是行方波信号，条脉冲的上升时间约为 2T，脉冲持续时间为 25μs，根据方波平顶倾斜的程度， 

    可检测通道的中频响应。 

 

4.3.3  阶梯波信号 D1 

D1信号共有三种： 

a）平均图像电平为 50%的 D1是一个从黑到白有五个阶的阶梯信号。如图 6a)所示； 

0

-300

700

U(mV)

4.7μs 

10.5μs 

52μs 

64μs 

140mV

  
图 6 a) 平均图像电平为 50%的 D1信号 

 
b）平均图像电平为 12.5%的 D1是由每四行中三行全黑信号和一行五级阶梯信号组成的信号。如图

6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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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00

700

U(mV)

 
图 6 b)  平均图像电平为 12.5%的 D1信号 

 

c）平均图像电平为 87.5%的 D1是由每四行中三行全白信号和一行五级阶梯信号组成的信号。如图

6c）所示。 

0

-300

700

U(mV)

 

图 6 c)  平均图像电平为 87.5%的 D1信号 

 

4.3.4  阶梯波叠加副载波信号 D2 

如图 7所示。 

 

                 

0

-300

700

U(mV)

4.7μs 

10.5μs 

52μs 

64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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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  平均图像电平为 50%的 D2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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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  平均图像电平为 12.5%的 D2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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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c)  平均图像电平为 87.5%的 D2信号 

注： 测量信号 D2是在 D1阶梯波上叠加 280mV的副载波正弦振荡信号。使用时，最后一阶不加或测量结果不作为考 

     核值。D1和 D2信号用以测量通道的非线性失真。 

 

4.3.5  10T调制的副载波信号 F1和条脉冲调制的副载波信号 G1 

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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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0T调制的副载波信号 F1和条脉冲调制的副载波信号 G1 

注：它们是由在亮度电平 350mV上叠加 10T正弦平方波和条调制的副载波组成的。通常用以测量色亮交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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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副载波填充的 10T信号 F和副载波填充的条脉冲 G 

如图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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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43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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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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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V) F 

 
图 9  副载波填充的 10T信号 F和副载波填充的条脉冲 G 

注：10T脉冲的半振幅点宽度为 10T。由于用副载波填充可以摸拟统计平均的彩色图像信号，通常用来测量色度 

    及亮度信号的色、亮增益差和时延差等。 

 

4.3.7  三电平色度信号 G2 

    如图 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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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三电平色度信号 G2 

注：G2为在 350mV亮度电平上，叠加三组不同幅度的色副载波组成的信号，用以测量色度对亮度信号的交调及色度 

    信号增益的非线性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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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平场信号 K和 KS 

如图 11所示。 

         

0

-300

700

U(mV)

4.7μs 

12μs 

64μs 

50μs 

U

 
图 11 a)平场信号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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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b）平场信号 KS 

    注：K是一个亮度电平可以调节的图像信号。U为 0mV时对应全黑信号，U为 700mV时对应全白信号，主要用以测 

    量输出功率、信杂比；KS是在 K信号上叠加 280mV正弦信号或扫频信号，用以测量通道的振幅/频率特性及其 

    随亮度电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特性。 

 

4.3.9  625行制第 17行插测信号 

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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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625行制第 17行插测信号 

注：此信号中 B1（17）是 2T正弦平方脉冲，B2（17）是亮度条（基准白），D1（17）是 5阶梯信号，F是 20T正弦 

    平方复合信号。通常此插测信号被用来测 bK 、 pK 、 pbK 及色、亮增益差和色、亮时延差等。 

4.3.10  625行制第 18行插测信号，多波群信号 C 

如图 13所示。 

 

 

 

 

 

 

 

 

 
图 13 a）  625行制第 18行插测信号 

 

 

 

 

 

 

 

 

 

图 13 b）  多波群信号 C 

注：多波群信号是由在中灰电平上叠加了视频带宽范围内不同频率的六组正弦振荡信号组成的信号，通常用于测 

    量通道的频率响应。 

4.3.11  625行制第 330行插测信号 

如图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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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625行制第 330行插测信号 

注：此信号中 B1（330）是 2T正弦平方脉冲，B2（330）是亮度条（基准白），D2（330）是有叠加色度副载波的五 

    阶梯信号。常用于测量 DG、DP 等。 

4.3.12   625行制第 331行插测信号 

如图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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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625行制第 331行插测信号 

注：此信号中 G1是叠加色信号的条信号，G2是三电平色度信号，E是基准副载波信号条。常用于测量色、亮交调， 

    色信号增益的非线性等。 

4.3.13  
x

sinx
信号 

如图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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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x

sinx
信号 

注：
x

sinx
信号在视频带宽内能量是均等的，用

x

sinx
信号可以测量群时延频率特性和振幅频率特性。 

4.4  图像发射机技术指标的测量方法 

测量连接方框图如图 17所示。 

 

视频
信号源 发射机 双工器

功率表

标准
解调器

频谱仪

测量负载

波形
监视器 视频

测量仪

杂音表

 
图 17  图像发射机测量连接方框图 

4.4.1  图像输出功率 

a）定义 

图像输出功率指同步电平期间，射频一个周期的平均功率。通常称为同步顶功率； 

b）测量方法 1  

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用平场信号 K（U=0）黑电平信号对发射机载波进行调制，发射机输出接测

量负载，并保证黑电平包络幅度为 75%。按负载要求设置水流量，温度稳定后读进出水温差，按（1）

式计算出黑电平的功率值： 
                  0.0698QΔTPB = (kW) ⋯⋯⋯⋯⋯⋯⋯⋯⋯⋯⋯⋯⋯⋯（1） 

式中： Q—水流量（L/min）； 

ΔT—温差（℃）。 
测出发射机输出的平均功率 BP ，用式（2）换算到同步顶功率

S
P ： 

B22

B
S 1.68P

S)(1AS1

P
P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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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同步脉冲宽度与行周期之比，S=4.7/64； 

A—黑色电平包络幅度，A=75%；             

c）测量方法 2  

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用平场信号 K（U=0）黑电平信号对发射机载波进行调制，发射机输出接测

量负载，并保证黑电平包络幅度为 75%。将发射机输出端耦合出的射频功率接入功率计，耦合器与主馈

之间的衰减值要预先测知，用 Y表示，单位为 dB；功率计上读出的数值用 P表示，单位为 W，则图像发

射机的输出平均功率
B
P ，可按（3）式求出。 

P
10

Y
lgP 1

B ×= − )( （W）⋯⋯⋯⋯⋯⋯⋯⋯⋯⋯⋯⋯⋯⋯（3） 

4.4.2  周期性杂波信杂比 

a）定义 

图像发射机中的亮度信号幅度标称值与 1kHz以内的周期性杂波的峰—峰值之比。用(4)式表示。 

(dB)
U

U
20lg

N

S

p)n(p−

= ⋯⋯⋯⋯⋯⋯⋯⋯⋯⋯⋯⋯⋯⋯(4) 

式中： U—亮度信号幅度标称值 0.7V； 

p)n(pU − —杂波的峰—峰值电压； 

b）测量方法 1 
用全黑信号调制发射机，开伴音发射机，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接入解

调器的伴音陷波器，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杂波仪，切入 1kHz低通滤波器，直接读分贝值； 

c）测量方法 2 

用全黑信号，开伴音发射机，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接入解调器的伴音

陷波器，将解调器的输出接波形监视器，在波形监视器上选一帧的视频信号，读出同步顶哼声的峰—峰

值 p)n(pU − ，代入式（4），计算值即为周期性杂波信杂比。 

4.4.3  连续随机性杂波信杂比 

a）定义 

指图像发射机中，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带宽限制后测得的随机杂波幅度有效值之比。用（5）

式表示。 

)(dB
U

U
20lg

N

S

n(RMS)

= ⋯⋯⋯⋯⋯⋯⋯⋯⋯⋯⋯⋯⋯⋯（5） 

式中： U—亮度信号幅度标称值 0.7VP—P； 

         n(RMS)U —随机杂波的有效值电压； 

b）测量方法 1 

用全黑信号调制发射机，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开伴音发射机，接入解

调器的伴音陷波器，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杂波仪，切入 10kHz高通和 6MHz低通滤波器，直接读分贝

值； 

c）测量方法 2  

用全黑信号调制发射机，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开伴音发射机，接入解

调器的伴音陷波器，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综合测量仪，在正程或逆程选一行全黑信号，然后在测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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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选择信杂比项，再选择所要求滤波器，直接读分贝值。 

4.4.4  亮度非线性失真  

a）定义 

当平均图像电平为某一特定值时，将起始电平从消隐电平逐步增到白电平的等幅度阶跃信号加到发

射机输入端，输出信号相应各阶跃幅度的变化叫亮度非线性失真 DL。其表达式如（6）式所示。 

100%
A

AA
D

max

minmax
L ×

−
= ⋯⋯⋯⋯⋯⋯⋯⋯⋯⋯⋯⋯⋯⋯（6） 

式中：

 
maxA 为输出阶跃幅度最大值； minA 为输出阶跃幅度最小值； 

b）测量方法 1 

用阶梯波信号 D1或第 17行插测信号调制发射机，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

将解调器的输出接波形监视器，用波形监视器的微分网络将阶梯波微分成如图 18所示的波形，并用（6）

式计算出亮度非线性失真。取三种平均图像电平（12.5%、50%、87.5%），用三者中失真最大者作测量

值； 

                

最大

最小

 
图 18  微分后高度不等的尖脉冲幅值 

c）测量方法 2 

用阶梯波信号 D1或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

的输出接视频综合测量仪，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亮度非线性项，直接读出百分数值。 

4.4.5  微分增益（DG） 

a）定义 

将恒定小幅度的色度副载波叠加在不同的亮度信号上，加至发射机输入端，平均图像电平保持某一

恒定值，亮度电平从消隐电平变化到白电平，输出端相应的副载波幅度的变化称微分增益。用符号 X%、

Y%表示，按式（7）、（8）进行计算： 

100%
A

AA
X%

0

0max ×
−

= ⋯⋯⋯⋯⋯⋯⋯⋯⋯⋯⋯⋯⋯⋯（7） 

%100
A

AA
Y%

0

0min ×
−

= ⋯⋯⋯⋯⋯⋯⋯⋯⋯⋯⋯⋯⋯⋯（8） 

式中： maxA 为输出副载波幅度中的最大者， minA 为输出副载波幅度中的最小者， 0A 为消隐电平处的副  

      载波幅度。实际输出副载波幅度大于 0A 时 DG为正，反之为负； 

b）测量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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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阶梯波叠加副载波的 D2或第 330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

将解调器的输出接波形监视器，用波形监视器的副载波滤波器滤出副载波，得到如图 19所示的波形。

将所得 maxA 、 minA （不考虑白电平处的副载波）及 0A ，代入（7）、（8）式，即可求出失真值。测量需

分别在 12.5%、50%、87.5%的平均图像电平上进行。取三种情况下的 DG最大者作为测量值，同时注明

相应的平均图像电平； 

A
m
i
n

A
m
a
x

A
0

 
图 19  微分增益波形 

 

c）测量方法 2 

送阶梯波叠加副载波的 D2或第 330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

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综合测量仪，在正程选出叠加副载波的阶梯波信号或在逆程选出第 330行信号。

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微分增益项，直接读百分数值。测量需分别在 12.5%、50%、87.5%的平均图像电平

上进行。取三种情况下的 DG值最大者作为测量值，同时注明相应的平均图像电平。 

4.4.6  微分相位（DP） 

a）定义 

将恒定小幅度色度未经相位调制的副载波叠加在亮度信号上，加至发射机输入端，平均图像电平保

持某一恒定值，当亮度信号从消隐电平变到白电平时，输出端相应副载波的相位相对消隐电平上副载波

相位的变化称微分相位。用符号 X、 Y表示，按式（9）、（10）进行计算： 

0max ΦΦX −= ⋯⋯⋯⋯⋯⋯⋯⋯⋯⋯⋯⋯⋯⋯（9） 

 0min ΦΦY −= ⋯⋯⋯⋯⋯⋯⋯⋯⋯⋯⋯⋯⋯⋯（10） 

式中： maxΦ 是测得的副载波相位的最大值， minΦ 是测得的副载波相位的最小值，
0
Φ 是测得的消隐电平 

      处副载波相位的值。通常以 0Φ 为基准，超前于 0Φ 时为正；反之为负。测量需分别在 12.5%、50%、 

      87.5%的平均图像电平上进行。取三种情况下的 DP值最大者作为测量值，同时注明相应的平均 

      图像电平； 

b）测量方法 1 

测量信号用阶梯波叠加副载波的 D2或第 330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解调器的输出视频信号送入微分相位测量仪，可测出消隐电平上副载波的相位 0Φ ，再测出各

阶梯级上副载波的最大相位 maxΦ 及最小相位 minΦ （不包括叠加在最高一级白电平上的副载波），如图

20所示，代入（9）、（10）式，可计算出 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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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微分相位波形 

 

c）测量方法 2 

测量信号用阶梯波叠加副载波的 D2或第 330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综合测量仪。在正程选出叠加副载波的阶梯波信号或在逆程选出第 330

行信号。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微分相位项，直接读度数值。测量需分别在 12.5%、50%、87.5%的平均图

像电平上进行。取三种情况下的 DP值最大者作为测量值。 

4.4.7  振幅/频率特性  

a）定义 

图像发射机的振幅/频率特性用振幅/视频特性和振幅/射频特性来表示。 

振幅/视频特性是指，当发射机输入一组叠加在恒定幅度亮度信号上的规定频率的等幅正弦信号进

行调制时，输出端解调信号中对应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幅度的变化。 

振幅/射频特性是指，当发射机输入一个振幅不变而频率可变的正弦信号进行调制时，输出已调信

号中与不同调制频率相对应的两个边带振幅的变化； 

b）振幅/视频特性测量方法 1 

测量信号用多波群信号 C或第 18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从

输出端取出已调信号，经解调送入波形监示器进行测量。测定各频率正弦波的峰—峰值 nU 和基准信号

幅度 c1U ，然后代入（11）式求出各频率分量幅度相对于基准的分贝数： 

c1

n

U

U
20lg dB⋯⋯⋯⋯⋯⋯⋯⋯⋯⋯⋯⋯⋯⋯（11） 

式中： nU —第 1～6个正弦信号的幅度； 

c1U —基准信号，以 C1的幅度为基准。 

将计算出的分贝数以视频频率为函数列表，得到振幅/视频特性； 

c）振幅/视频特性测量方法 2 

测量信号用多波群信号 C或第 18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综

合测量仪，在正程选出多波群信号 C或在逆程选出第 18行信号。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振幅/视频特性项，

直接读出 dB值。如图 21所示； 



GY/T 177-2001 

 74

1.0

0.5

0.0

-1.0

-0.5

-1.5

-2.0

-2.5

-3.0

-3.5

0.5 1.0 2.0 4.0 4.8 5.8
(MHz)

0.15 -0.30 0.26 0.34 -0.71 -2.05(dB)

-4.0

 
图 21  多波群信号各频点的 dB值 

 

d）振幅/射频特性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边带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平场信号 KS（U=0.35V），叠加信号为 0.2V的扫频信号。测量连

接如图 17所示。将耦合到的射频信号接入频谱分析仪。边带信号发生器和频谱分析仪调谐到射频频率，

并使其相互锁定。以 FV+1.5MHz为基准（0dB）。画出曲线或以读出的各频率点(-4.43-0.1、-4.43、

-4.43+0.1、-1.25、-0.75、-0.5、1.5、3.0、4.43、6.0、6.5（MHz）)的幅度值和相对应频率制成表

格。 

4.4.8  群时延频率特性 

a）定义 

视频波群相对某一基准频率的相对时延变化量，在数值上等于设备的相位/频率特性的一阶导数  

(dΦ/dω)；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
x

sinx
，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的输出接视频综合测

量仪，在正程选
x

sinx
信号。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群时延项，直接读 ns值。 

当发射机群时延预校正接入，接收机群时延预校正不接入。解调器伴音陷波器不接入时，正常的时

延曲线应趋于平坦。 

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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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1.5

0.5
1.0

0.0
-0.5
-1.0
-1.5
-2.0
-2.5

0.0 1.0 2.0 3.0 4.0 5.0 5.8

幅度 (dB)

150.0

100.0

50.0

0.0

-50.0

-100.0

-150.0
0.0 1.0 2.0 3.0 4.0 5.0 5.8

群时延(n sec)

 
图 22   频率响应和群时延曲线 

4.4.9  图像载频偏差和稳定度 

测量方法： 

发射机不加调制。将在射频端耦合出的电压接入频率计数器，读出实测值，按（12）、（13）式求

出： 
标称值实测值图像载频偏差 −= ⋯⋯⋯⋯⋯⋯⋯⋯⋯⋯⋯⋯⋯⋯（12） 

)最小偏差最大偏差(
2

1
稳定度 −±=  (规定时间) ⋯⋯⋯⋯⋯⋯⋯⋯⋯⋯⋯⋯⋯⋯（13） 

要求频率计数器的精度比被测频率高 10倍，每小时测一次。 

4.4.10  消隐电平变化 

a）定义 

消隐电平变化是指发射机输入的信号从规定的一个稳态变到另一个稳态时，消隐电平载波振幅和同

步顶载波振幅之间比率的相对变化；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平场信号 K（U）或黑白电平跳变，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的输出接波形监视

器。当 U=700mV时，记录下输出信号同步顶载波信号 1a 及消隐电平载波振幅值 1b 。改变 U=0mV，记录下

对应的 2a 和 2b 值，则消隐电平变化由（14）式得出： 

消隐电平变化 = %100)
a

b

a

b
(

2

2

1

1 ×− ⋯⋯⋯⋯⋯⋯⋯⋯⋯⋯⋯⋯⋯⋯（14） 

1a 、 1b 、 2a 、 2b 的数值如图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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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b
1

a
2
b
2

 
图 23 解调后用示波器测量的消隐电平变化 

4.4.11  场频倾斜 50K  

a）定义 

场时间波形失真（场频倾斜）是指把一个周期与场周期同量级，幅度为亮度信号幅度标称值的方波

信号，加至发射通道的输入端，输出端经解调后的方波信号顶部形状的变化； 

b）测量方法 

按图 17连接。 

  把图 4的场方波信号 A加至发射通道的输入端。在规定测量耦合点，取出已调信号，经解调后，在

示波器上显示如图 24的波形。将记录的 b、L值代入（15）式计算出场时间波形失真 50K ： 

100%
L

b
场时间波形失真K50 ×= ⋯⋯⋯⋯⋯⋯⋯⋯⋯⋯⋯⋯⋯⋯（15） 

式中：b—图 24中的 b1或 b2，并取其中较大者； 

L—场方波中点的电平。 

250μs

250μs

5ms5ms5ms

L

b
1
b
2

 
图 24  场时间波形 

 

4.4.12  行倾斜 bK  

a）定义 

亮度白条（B2）上升沿 1µs以后和下降沿 1µs之前的平顶部最大偏差为行倾斜。常用百分数表示。
如果 4b 高于 3b 行倾斜为正，反之为负。也可用 K系数 pK 表示。它是相对于平顶中点值的最大偏差的百

分数，用 pK 表示时不标正负；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将解调的视频输出接波形监视器，再读出

第 17行信号中 3b 至 2b 点或 4b 至 2b 点的电平的最大者，用 bU 表示， 1b 至 2b 点的电平，用 21U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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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6）式计算出行倾斜（ bK ）： 

100%
U

U
K

21

b
b ×=

−

⋯⋯⋯⋯⋯⋯⋯⋯⋯⋯⋯⋯⋯⋯（16） 

4.4.13  2T正弦平方波失真 pK  

a） 定义 

2T正弦平方波失真主要是指 2T正弦平方脉冲送入图像发射机时，输出已调图像信号解调后波形底

线振铃情况。它反映了快变化图像附近灰点的多少和深浅。常用 K系数法的 pK 表示（见图 25 KP刻度板）； 

50%

100%

0

-8T
-4T

-2T

+8T
+4T

+2T

±K 
±2K 

±4K ±4K
±2K

±K 

 
图 25  KP刻度板 

 

b）测量方法 1 

测量信号用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的输出接

波形监视器。对比行波形显示与波形监视器模板上百分比刻度（如图 25所示），按图求出相应的数值，

取最大者作为测量值； 

c）测量方法 2 

测量信号用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器的输出接

视频综合测量仪，在正程或逆程选出测量信号第 17行信号。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 K失真项，直接读出

百分数。 
4.4.14  2T脉冲与条脉冲比 pbK  

a）定义 

2T脉冲 B1的幅值与条脉冲 B2或 B3幅值的比值称 2T脉冲与条脉冲比（相对误差）。2T脉冲的幅值

大于条脉冲的幅值时比值为正，反之为负，用百分数表示。通常用计入主观质量评价的 pbK 表示；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出的视频输

出接波形监视器，再读出 1b 至 2b 点的电平，用 21U − 表示； 1b 至 11b 点的电平，用 111U − 表示。按（17）

式计算出 2T脉冲与条脉冲比 pbK 。 

100%
U

UU
K

111

11121
pb ×

−
=

−

−− ⋯⋯⋯⋯⋯⋯⋯⋯⋯⋯⋯⋯⋯⋯（17） 

4.4.15  色度/亮度增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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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义 

色度信号 G1、G2的峰-峰幅值与亮度条脉冲幅值的差值与亮度条脉冲幅度比值的百分数称色度/亮度

增益差。色度分量幅度分量大于亮度条脉冲幅值的值，符号为正，反之为负；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第 331行和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

出的视频输出接波形监视器，读出第 331行 G2信号中 5b 的峰—峰幅值，用 5U 表示。再读出第 17行信号

中 1b 至 2b 的幅值，用 21U − 表示。按（18）式计算色度/亮度增益差 CLΔA ： 

100%
U

UU
ΔA

21

215
CL ×

−
=

−

− ⋯⋯⋯⋯⋯⋯⋯⋯⋯⋯⋯⋯⋯⋯（18） 

4.4.16  色度/亮度时延差 
a）定义 

复合脉冲（F）中的亮度和色度分量之间以 ns表示的时间差为色度/亮度时延差。色度分量的对称

轴滞后于亮度分量的对称轴，则这个差为正，反之为负；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第 17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解调输出的视频信

号经时间补偿器送入波形监视器，观察 F（20T）信号，调整仪器上的时间补偿器，使失真等于零，补

偿器的补偿值即为时延差。 

4.4.17  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交调 

a）定义 
抑制原有彩色副载波之后，在 G1或 G2的最后一段 5b 与 6b 的亮度幅度差与 6b 幅度比值的百分比数

称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的交调。亮度幅度 5b 大于 6b 点的亮度幅度时，符号为正，反之为负；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第 331行插测信号，解调器用包络检波方式。测量连接如图 17所示。将解调后的视频

输出接波形监视器，经低通滤波器，读出第 331行信号中 5b 至 6b 的幅度差值，用 65U − 表示。再读出 6b 处

亮度的幅度值，用 6U 表示。按（19）式计算出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交调 CLD ： 

100%
U

U
D

6

65
CL ×= − ⋯⋯⋯⋯⋯⋯⋯⋯⋯⋯⋯⋯⋯⋯（19） 

4.4.18  载波寄生调相（ICPM） 

a）定义 

因残留边带的幅频特性或器件的 AM—PM（调幅—调相）转换等而引起的载波相位的变化称载波寄

生调相，它的主要危害是在内载波接收机中对伴音有干扰，产生蜂音。在双载波伴音情况下尤为明显。

对图像的影响主要是微分相位； 

b）测量方法 1 

测量信号用五阶或十阶阶梯波，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解调器的零载波参考接入，将解调器的主

输出接入视频综合测量仪的 A通道，将解调器的正交输出接入 C通道，然后在测量窗口选择 ICPM项，

直接读出数值。如图 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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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载波参考             20/每格

+

 
图 26  ICPM测量波形 

 

c）测量方法 2 

测量信号用五阶或十阶阶梯波，解调器用同步检波方式。将解调器的主输出接入 250kHz的低通滤

波器，低通滤波器的输出接入示波器的 Y通道。将解调器的正交输出接入另一个 250kHz的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的输出接入示波器的 X通道，直接读水平偏转值。 

4.4.19  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 

a）定义 

无用发射包括谐波发射、互调产物和带外发射。参见 GB 13421；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用 KS（U=0.35V）的平场信号，叠加信号为 0.1V的扫频波。将耦合出的射频信号接入频谱

分析仪。以图像载频 FV 为基准（0dB）。读各频率点 dB值，然后再换算到功率值。 

测量频率点：  FV + IFV       图像载频与图像中频的互调； 

FV - IFV        图像载频与图像中频的互调； 

2FV         图像载频的二次谐波；  

3FV         图像载频的三次谐波； 

NFV         图像载频的 N次谐波。 

    这里 FV为图像载频，IFV为图像中频； 

c）计算 

由于定向耦合器的特性，实际值要从测量值中减去以下数值： 

测量 2FV 的数值应减去 6dB； 

测量 3FV 的数值应减去 9.5dB； 

测量 4FV 的数值应减去 12dB； 

测量 5FV 的数值应减去 14dB； 

测量 NFV 的数值应减去 20lgN。 

然后，求出各频点的实际衰减值。最后，将最大者换算为绝对电平作为核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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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 

    邻频道内的无用发射功率测量方法同 4.4.19中邻频道外的无用发射功率测量方法。 

4.4.21  反射损耗 

a）定义 

反射损耗是指当发射机通道视频输入端或射频输入端的阻抗偏离标称阻抗时所出现的能量损耗。用

符号ρ表示时： 

在频域中，任一频率 f处的阻抗 Z(f),相对于标称阻抗 Z0的反射损耗用（20）式计算： 

Z(f)Z

Z(f)Z
20lgρ

0

0

−
+

=  （dB）⋯⋯⋯⋯⋯⋯⋯⋯⋯⋯⋯⋯⋯⋯（20） 

在时域中反射损耗用（21）式计算： 

2

1

A

A
20lgρ=  （dB）⋯⋯⋯⋯⋯⋯⋯⋯⋯⋯⋯⋯⋯⋯（21） 

式（21）中： 1A 为入射信号幅度峰—峰值； 

            2A 为反射信号幅度峰—峰值； 

b）测量方法 1 

用电桥法测量。测量连接方框图如图 27a)所示。 

 

图 27 a） 反射损耗测量连接 

 

在规定的频带内，选择不同频率点，例如：0.5MHz、1.5MHz、2.5MHz、4.0MHz、4.8MHz、5.8MHz

等送入发射机，在阻抗测量电桥上读出并记录与不同频率点相对应的阻抗值，代入（19）式进行计算，

取其最小者，即为反射损耗； 

c）测量方法 2 

用延时电缆法测量。测量连接方框图如图 27b)所示。 

发射机
或激励器

振荡器

示波器

测量负载阻抗测试
电桥

双工器

75Ω标准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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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0m～100m

A 1

A 2

A 1
A 2

延时电缆

发射机测试信号
发生器

波形
监视器

负载

 
图 27 b）  反射损耗测量连接 

 
将测量信号 B1（2T脉冲）加到延时电缆输入端，输出接被测口，记录下波形监视器上显示的 1A 和 2A

值，然后将延时电缆终端开路测出另一波形 '
1

A 和 '
2

A 的值，则反射损耗ρ可由（22）式计算出： 

(dB)
A

A
20lg

A

A
20lgρ

2

1

2

1

'

'
−= ⋯⋯⋯⋯⋯⋯⋯⋯⋯⋯⋯⋯⋯⋯（22） 

 

4.5  伴音发射机的测量 

连接方框图如图 28所示。 

              

失真仪

发射机 双工器

示波器

标准
解调器

电平表

测量负载
音频信号
发生器

功率表

频谱仪

 
                        图 28  伴音发射机的测量连接方框图 

 

4.5.1  伴音发射机功率 

a）定义 

伴音发射机输出功率是指在无调制条件下，伴音发射机输出到额定负载上的伴音载波的功率； 

b）测量方法 1 
伴音发射机不加调制，伴音发射机输出接测量负载。按负载要求保证流量，温度稳定后读进出水温

差。然后按（23）式计算： 
0.0698QΔTPA =  (kW) ⋯⋯⋯⋯⋯⋯⋯⋯⋯⋯⋯⋯⋯⋯（23） 

式中： Q—水流量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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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T—温差 （℃）； 

c）测量方法 2 

发射机不加调制。由发射机的输出端耦合出射频功率接入功率计，耦合器与主馈之间的衰减值要预

先测知，用 Y表示，单位为 dB；功率计上读出的数值用 P表示，单位为 W；则伴音发射机的输出功率 X，

可按（24）式求出。 

Plg
10

Y
X 1 ×= − （W）⋯⋯⋯⋯⋯⋯⋯⋯⋯⋯⋯⋯⋯⋯（24） 

4.5.2  振幅/频率特性（预加重） 

a）定义 

振幅/频率特性是指保持伴音发射机的输出频偏为恒定的±25kHz（50%）时，输入信号电平与正弦

调制信号频率的关系； 

b）测量方法 

送 30Hz～15kHz的音频信号调制伴音发射机，解调器不用去加重。发射机预加重，以 1000Hz为参

考点，调整信号电平保持频偏为±25kHz，逐点记录（30Hz～15kHz）音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此电

平与标准 50μs预加重曲线的差值，即振幅/频率特性。预加重值按（25）式计算（τ=50μs） 

( ) ( )[ ]622222 104πτ1lgf4πτ1lg10预加重值 ⋅+−⋅+=   （dB）⋯⋯⋯⋯⋯⋯⋯⋯⋯⋯⋯⋯⋯⋯（25） 

常用频率的标准 50μs预加重曲线值见表 5。 

 

表 5  常用频率的标准 50μs预加重曲线值 
频率 

 (kHz) 
0.03 0.05 0.1 0.4 1 1.5 2 3 5 6 7.5 10 12 15 

dB -0.41 -0.41 -0.40 -0.34 0 0.46 1.04 2.35 4.99 6.17 7.75 9.95 11.41 13.25

 

4.5.3  谐波失真 

a）定义 

由于伴音发射通道的非直线性，其解调输出的音频，除有基波分量外，还有谐波分量。这些谐波分

量将使输出音频信号产生失真，这种失真称为谐波失真。通常用解调出的各次谐波分量有效值和解调输

出信号有效值之比的百分数表示： 

%100
UUUU

UUU
K

2
n

2
3

2
2

2
1

2
n

2
3

2
2

n ×
+⋅⋅⋅+++

+⋅⋅⋅++
= ⋯⋯⋯⋯⋯⋯⋯⋯⋯⋯⋯⋯⋯⋯（26）  

式中： 1U 、 2U … nU 分别为解调器输出音频信号的基波，二次谐波及 n次谐波； 

b）测量方法 

测量信号：30Hz～15kHz（0.03kHz、0.05kHz、0.1kHz、0.4kHz、1kHz、1.5kHz、2kHz、3kHz、5kHz、

6kHz、7.5kHz、10kHz、12kHz、15kHz）。发射机预加重，保持输出频偏为±50kHz不变，将解调器的

输出接失真仪。记录各频率点的失真仪读出的失真值，取最大者作为设备的音频谐波失真测量值。 

4.5.4  调频信杂比 

a）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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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频信杂比是指发射机调制到最大频偏（±50kHz）时，从解调器看到的输出电平与伴音发射通道

的输入不接调制信号，只接 600Ω电阻时，通过解调器看到的输出杂音电平的比值。通常用调制到最大

频偏时输出信号电平与所测杂音电平比值的分贝数表示； 

(dB)
调频杂音电压有效值

压有效值最大频偏时输出信号电
20lg

N

S
= ⋯⋯⋯⋯⋯⋯⋯⋯⋯⋯⋯⋯⋯⋯（27） 

b）测量方法 

按图 28连接。解调器去加重。发射机预加重，音频信号发生器送 1000Hz信号，使输出频偏达到±

50kHz，将解调器的输出接电平表，电平表接入 20kHz低通滤波器。记录表上读出的电平 dB值。然后去

掉 1000Hz信号，将输入端用 600Ω电阻终接，再记录电平表上的电平 dB值。两次差值即为调频信杂比。 

4.5.5  伴音载频偏差和稳定度 
测量方法： 

在射频端耦合电压接入频率计数器，读出实测频率值，按（28）、（29）公式求出： 
标称值实测值伴音载频偏差 −= ⋯⋯⋯⋯⋯⋯⋯⋯⋯⋯⋯⋯⋯⋯（28） 

最小偏差)(最大偏差
2

1
稳定度 −±=   (规定时间) ⋯⋯⋯⋯⋯⋯⋯⋯⋯⋯⋯⋯⋯⋯（29） 

要求频率计数器的精度比被测频率高 10倍，每小时测一次。 

4.5.6  无用发射功率 

a）定义 

无用发射包括谐波发射、互调产物和带外发射。参见 GB 13421； 

b）测量方法  

发射机不加调制。将耦合的射频信号接入频谱分析仪。以伴音载频 Fa为基准（0dB）。读各频率点

dB值，然后再换算到功率值。 

    测量频率点：   Fa + IFa         伴音载频与伴音中频的互调； 

            Fa - IFa         伴音载频与伴音中频的互调； 

            2Fa              伴音载频的二次谐波； 

            3Fa              伴音载频的三次谐波； 

            NFa              伴音载频的 N次谐波。 

    注 

    1 Fa是伴音载频；IFa是伴音中频。 

    2计算方法参照图像无用发射功率的测量。 

4.5.7  调幅杂波 

a）定义 

调幅杂波是指在伴音发射机不加调制时，伴音载波振荡上出现的寄生调幅。常用载波振荡经过线性

包络检波后输出的调幅杂波峰值与载波峰值检波直流电压之比的分贝数表示； 

b）测量方法  

在伴音发射通道的输入端接 600Ω电阻，且不加任何调制。只开伴音发射机，不开图像发射机。在

规定测量耦合点，取出连续载波信号，加至线性包络检波器。用直流示波器测出调幅杂波峰—峰值 PPU −

和伴音载波的检波直流电压 0U 。将记录数值代入（30）式，计算出调幅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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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幅杂波 = 6(dB)
U

U
20lg

0

PP −− ⋯⋯⋯⋯⋯⋯⋯⋯⋯⋯⋯⋯⋯⋯（30） 

若用峰值电平表测出杂波峰值电压 PU ，则用式（31）计算调幅杂波：  

调幅杂波 = (dB)
U

U
20lg

0

P ⋯⋯⋯⋯⋯⋯⋯⋯⋯⋯⋯⋯⋯⋯（31） 

4.5.8   内载波杂音 

a）定义   

内载波杂音是指图像载频调幅时产生的寄生调相，在内载波接收机中产生的干扰。常用伴音不加调

制而图像加一规定调制时，内载波解调器输出杂音有效值 Un与伴音加调制且达最大频偏时，调频解调

器输出信号有效值 US之比的分贝数表示； 

b）测量方法 

按图 28连接。把平场信号 KS送至图像发射通道的输入端，使 U=350mV，S=700mV，正弦频率从 100Hz～

100kHz可变。伴音发射机不加调制。在规定测量耦合点，取出图像和伴音载频，送至内载波式调频解

调器，在解调器音频输出端测量内载波杂音电压。 

调整 KS信号的正弦波频率，由 100Hz变到 100kHz，找出使电压表产生最大频偏的频率。记录与此

频率相对应的电压表读数 nU 。 

把 1kHz音频信号送至伴音发射通道的输入端，使其达到最大频偏（±50kHz，100%），KS信号不加

正弦波，即 S=0，记录解调器输出的电压
0

U （即基准电压）。 

将记录数值代入（32）式，计算出内载波杂音： 

内载波杂音 = (dB)
U

U
20lg

0

n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