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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局[2007]451 号文的要求，标准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卫星电视地球接收站场地技术要求》GYJ39-89进行修改编制，形成本标

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是：1、总则，明确了标准制定的目的和适用范围；2、术语，定义了本标准

用到的专用术语；3、场地要求，本标准的核心部分，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地球站场地要求。 

经授权负责本标准具体解释的单位：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管理中心。本标

准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工程

建设标准定额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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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了适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需要，指导和规范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正文简称地球站）场

地选择和使用，制订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广播电视机构新建、改建、扩建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 

1.0.3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场地要求包括一般要求、净空区空间要求、电磁环境要求、地质环境要

求等。 

1.0.4  广播电视卫星地球站场地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和广电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2  术语 

2.0.1 天际线 Skyline 

在欲选场地向四周远望，所看到的地球表面（包括山峦、树林、建筑等障碍物轮廓）与天空的

交界线。 

2.0.2 天际线仰角 Skyline elevation 

欲选场地和前方天际线的连线与地平面的夹角，为该方向的天际线仰角。 

2.0.3 净空区 Clearance zone 

指天线指向前方严禁有遮挡物的区域。 

 

3  场地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地球站站址选择应符合国家标准《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GB13615的有关规定。  

3.1.2 设置使用与地面无线电业务共用频段的地球站，应与地球站周围（以天线为中心）半径 100

公里区域内的同频段地面无线电台进行协调。 

3.1.3 在沿海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邻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设置使用与地面无线电业

务共用频段的地球站，应符合国际电信联盟（ITU）《无线电规则》附录 28提供的地球站协调区要求。 

3.1.4 地球站站址不宜与中、短波电台共址。 

3.1.5 应避开各种频率相同或相近的无线电信号干扰源。 

3.1.6 站址宜选择在水、电、交通、通信、信号传输便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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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净空区空间要求 

3.2.1 地球站天线前方地势应开阔，天线前方净空区内不应有树木、烟囱、水塔、建筑物、金属反

射物、架空电力线、电线杆等高大障碍物。 

3.2.2 分别计算出本地球站天线对可能使用到的卫星轨道位置的方位角和仰角。地球站天线方位角

和仰角计算方法见附录 A。 

3.2.3 在所计算出的天线方位角的前方，本天线指向所对应天际线的仰角为θ 1，计算出的天线相应

仰角为θ 2 ，管形波束保护角θ =θ 2-θ 1，如图 3.2.3所示。天线工作频段为 C频段时,θ ≥5º，天线

工作频段为 Ku频段时，θ ≥10º。在计算出的方位角轴线±2°范围内，不应有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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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天线前方净空区要求剖面示意图 

3.3  电磁环境要求 

3.3.1 地球站站址应避开频率相同或相近的微波线路。 

3.3.2 当地球站站址难以避开其它可能产生无线电干扰的发射设施时，站址应选在干扰源以南的位

置。 

3.3.3 地球站站址应避开空中航线、大型机场及电气化铁路等干扰环境。 

3.3.4 对初步选定的地球站站址，应进行干扰值的实地测量。测量条件与干扰值应满足国家标准《地

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GB13615的有关规定。 

3.4  地质环境要求 

3.4.1 地球站站址应选择在地质结构稳定，适合房屋、天线及微波塔建筑的地方。 

3.4.2 地球站站址应避开地震、强风、雷电、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区域以及有

毒、有腐蚀性气体或大量烟灰、粉尘污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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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不应将地球站站址选择在矿山开采区。 

3.4.4 地球站站址应避开有安全性隐患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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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天线方位角和仰角的计算 

A.0.1  天线对接收或发射卫星的方位角ξ （正南为基准，南偏西为负值）的计算见公式附 A-1： 




sin

λtg
arctg                           (附 A-1)  

式中：λ ——天线所在地相对于星下点的经度(即两点的经度差，接收点在星下点以东者为负值)； 

      ——天线所在地的纬度。 

A.0.2  天线对接收或发射卫星的仰角θ 的计算见公式附 A-2： 

              





sin

0.1513-cos
arctg                   (附 A-2)  

 

式中：β ——自星下点到接收点圆弧对地心的张角(  coscos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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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1  地球站电磁环境保护要求 GB13615 

2  国际电信联盟（ITU）《无线电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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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要求 

3.3.2  我国地域位于赤道以北，地球站天线一般向南指向卫星，南侧干扰源的影响相对大于北侧干

扰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