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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通信局（BR） 
 
 
行政通函 
CACE/630 

2013年9月20日

 
 
致国际电联各成员国主管部门、无线电通信部门部门成员和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工作的ITU-R部门准成员 
 
 
事由： 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无线电波传播） 

– 建议批准2份ITU-R修订课题草案 
 
 
 
 

在2013年6月27至28日召开的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会议上，该研究组决定根据 
ITU-R第1-6号决议第3.1.2段以信函方式通过2份经修订的课题草案。 

如同2013年7月12日CACE/621号行政通函所述，该课题的磋商期将至2013年9月12日截
止。 

鉴于第3研究组现已通过该课题，因而将采用ITU-R第1-6号决议第3.1.2段的批准程序。本
函附件附上ITU-R该课题草案，供贵方参考（附件1和2）。 

根据ITU-R第1-6号决议第3.1.2段的条款，请成员国在2013年11月20日之前将是否批准上
述建议的意见通知秘书处 (brsgd@itu.int) 。 

如有成员国反对该课题草案的批准，请向主任或研究组主席阐述反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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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截止日期后，将通过一份行政通函通报此次协商的结果。获得批准的课题将尽快公
布。（见：http://www.itu.int/ITU-R/go/que-rsg3/en）。 

主任 
弗朗索瓦•朗西 

 

附件：2件 

– 2份经修订的课题草案 

 

 

 

 

 

分发： 

– 国际电联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和参加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工作的无线电通信部门部门成员 
– 参加无线电通信第3研究组工作的ITU-R部门准成员 
– 无线电通信各研究组及规则/程序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正副主席 
– 大会筹备会议正副主席 
– 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委员 
– 国际电联秘书长、电信标准化局主任、电信发展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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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号文件） 
附件1 

ITU-R第204-4/3号课题的修订草案 

地面视距系统的传播特性数据及预测方法 
（1990-1993-1995-1997-2000-2009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更好地掌握传播特性有助于设计经济实用的视距系统和改善系统性能，尤其是： 

– 数字系统的设计在极大程度上受性能以及必要的可用性（与传播性能有关的制

约），且不良传播的周期对于数字系统的设计十分重要； 

– 微波无线电信道中的振幅和群时延失真会对数字系统的比特差错率产生重大影响，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在300 MHz以上的频率内，考虑到平均每月每天的变化情况，由多路径传播、衍射、

降水和吸收等因素造成的除自由空间损耗之外的传输损耗数值在一年中每个月的分布情况如

何？ 

2 台站选址和确定天线高度及辐射特性（包括在某特定路径长度内平均的、次折射条

件下的折射率梯度或k系数的分布）需要哪些传播数据？ 

3 在晴空传播效应（在衰落和增强两种情况下）下可获取何种数据，尤其是： 

– 在多路径传播过程中大气和地面反射射线的数量及其相关的振幅和时延的统计分

布； 

– 关于单频衰落、平坦衰落、选择性衰落（包括最小相位衰落、非最小相位衰落、带

内功率差分（IBPD）、带内振幅离差（IBAD）和切口深度）、复合衰落（平坦衰落

加选择性衰落）以及衍射衰落的统计数据； 

– 决定主要多路径参数相关性的平坦衰落、选择性衰落、时延和切口深度的条件几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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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上述项目与以下因素的相关性： 

– 路径与地形特性、频率、天线方向图和地面因素； 

– 分集（角、空间和带内与带间频率）； 

– 分集接收和双极化系统； 

– 在一个多跳链路中，相同路径和不同路径的不同信道间多路径衰落的相关程度？ 

4 在计算系统性能时可使用何种对流层信道传递函数模型？ 

5 在降水效应中可获取何种数据，尤其是： 

– 雨衰与雨强的长期并行统计分布（尤指热带地区）； 

– 冰雹与湿雪的影响； 

– 在不同的衰减水平，周期低于10秒、10秒或以上的降雨衰减事件的长期数量、10秒
或以上的降雨事件的平均时长加上降水衰减超标情况的长期统计分布； 

– 在同一链路中，不同路径降水效应的相关程度？ 

6 考虑到不同的气候条件，在与降水相关的预测方法中应采用除雨强外的哪些降水参

数？ 

7 考虑到不同的气候条件，除大气层前100米的折射率坡度统计数据外，在晴空预测方

法中还应采用哪些折射参数？ 

8 晴空传播效应、降水或任何其它原因会给两个正交极化（包括使用分集的系统）之

间的隔离度造成何种不同？ 

9 定义非衰减传播期须满足什么条件？ 

10 在这些衰减中，接收信号的频次、超出特定数值的衰减时长以及变化率分别是多少

（须注意到获取这些统计数据的测量时间分辨率须足够用于描述传播效应的变化率，且时长

的统计数据还需在低于10秒、10秒或以上的降水事件之间进行分配）？ 

11 在降雨或多路径的情况下使用分集系统会有何改善？ 

12 所有传播因素会对多跳链路（包括单个或多个卫星跳接）的整个系统性能产生何种

累计作用？且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跳跃特性？ 
  



- 5 - 

 

13 这一系列不同的传播效应给性能和可用性产生了何种作用？ 

14 将系统应用到业务中时，需考虑何种相关的短期传播？ 

1514 考虑到所有类型的传播影响，在系统测试时如何模拟实际时间序列数据？ 

进一步做出决定 

1 应将现有信息起草为新的建议书，或现有建议书的修订版。 

2 应于2015年之前完成上述研究。 

注1 – 将重点进行与第5、7、11和13段相关的研究。 

 

类别：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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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号文件） 
附件2 

ITU-R第208-3/3号课题的修订草案 

影响卫星固定业务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和地面业务 
的频率共用问题中的传播因素 

（1990-1993-1995-2002-2005年）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制定无线电通信系统频道共用规划需要无线电路径的传播数据； 

b) 根据《无线电规则》（RR），需要为空间无线电通信业务和地面业务共用频段中的

各台站确定协调距离或协调区域； 

c) 在计算协调距离时，应考虑到所有相关的传播机制和系统因素； 

d) 在对系统间干扰进行计算时，需要更详细的考虑造成干扰的传播机制； 

e)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000）根据ITU-R SM.1448建议书提供的资料，通过了

对附录7（后经WRC-03和WRC-07修订）的修改，而该建议书又是以涉及100 MHz至 
105 GHz频率范围的ITU-R P.620建议书的资料为依据的； 

f) 第74号决议（WRC-03，修订版）描述了一种使附录7的技术依据随时更新的方式， 

做出决定，应研究以下课题 

1 以下原因导致怎样的信号电平变化（衰落和增强）分布及持续时间： 

– 衍射； 

– 诸如导通、降水散射、对流层散射和反射大气层等大气机制； 

– 地面和建筑物的反射； 

– 这些机制的结合？ 

2 考虑到以下因素，这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点、时间、路径长度和频率： 

– 最需要关注的比率范围是从0.001%至50%； 

– 需关注的参考时间段为条件最差的月份和情况普通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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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需关注的为长度达1 000公里的路径；然而在导通普遍存在（如热带和赤道地区的

海洋）的地区，也应考虑大幅度加长距离； 

– 需关注的频率范围约为100 MHz至500 GHz？ 

3 怎样为降水散射研究出改进的模型和预测方式以确定这一模式的实际意义，以及它

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降水量、建筑物和系统几何学？ 

4 除降水强度和0°C等温线高点之外，还应在关系降水的预测方式中采用哪些降水参数

才能顾及到不同的气候情况？ 

5 睛空预测方式可采用哪些折射参数才能顾及不同的气候情况？ 

6 怎样界定不规则地形的散射（包括植被和大楼等人造建筑物的影响）？ 

7 在考虑反常传播模式（如波道内外的耦合和使用全向、扇形和高增益天线的影响）

时，如何顾及到天线和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影响？ 

8 如何对场地屏蔽作出评估，尤其是怎样找到一个计算针对具体情况（如城市地区的

小型地球站）的屏蔽规模的实用方法？ 

9 信号的衰落和增强与各无线链路之间有什么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对干扰的统计数字

会有什么影响？ 

10 什么方法最适于描述有用和无用路径之间的差分雨致衰减统计数字？ 

11 在评估地面和地面－空间系统间的干扰时，什么是能将上述机制的总体影响考虑在

内的适当方式；应提出哪些建议以改进ITU-R P.452号建议书包括的干扰预测方法以及 
ITU-R P.620号建议书包括的确定协调距离使用的传播预测方法，其中包括怎样将两种方法

相结合以便使协调区域的确定与对具体情况下的干扰做出的详细评估协调一致？ 

12 哪些晴空和水气散射传播模型能够在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地球站和“双向”共用相同频

率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地球站之间实现最有效的频率协调和干扰电位评估？ 

进一步做出决定 

应于2015年之前完成上述研究。 

注1 – 将重点进行与第2、5、6、8、9和10段相关的研究。 

 

类型：S2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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