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U-R P.620-6 建议书 1 

ITU-R  P.620-6建议书*

100 MHz-105 GHz频率范围内估计 
协调距离所需的传播数据 

（ITU-R  208/3号研究课题） 

（1986-1992-1995-1997-1999-2003-2005）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协调地区是围绕地球站的地区范围，即在该地区之外，涉及的地球站与各地面站之间的任何干扰

均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 

b） 确定协调地区时应基于能获得的最好的传播数据，并应有充分的储备量； 

c） 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2000年，伊斯坦布尔）（WRC-2000）上，根据ITU-R SM.1448建议书的资

料已批准对无线电规则中附录7的修订（随后由WRC-03修改），而ITU-R SM.1448建议书本身则基于ITU-
R P.620建议书中关于100 MHz-105 GHz频率范围内的资料； 

d） 在第74号决议（WRC-03）中说明了保留现行的附录7内技术基础的处理， 

 建议 

1 在确定100 MHz频率以上的协调地区时，主管部门应采用本建议附件1内提出的传播计算方法。 

附 件 1 

1 引言 

本附件给出用于计算协调地区的传播数据，并提出一种直截了当的方法对确定协调距离时涉及的传播

因素进行评估。 

协调地区是指在该地区之内，地球站与各地面站之间（或是在双方向运行的地球站之间）工作于给定

的储备前提下时，两者间的干扰可以忽略。本建议的其余部分，“地面站”一词也可以表示双方向运行的

地球站。所以，确定协调距离的必要条件是根据所考虑的系统和干扰模型，需求的传输损耗（最小许可的

基本传输损耗Lb(p)(dB)不超出给定的年百分数时间 p）与传播媒介导致的传输损耗相比较。所需的协调距

离是指在该距离下这两个传输损耗值相等。 

______________ 
*  应提请无线电通信第1研究组注意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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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频率范围并考虑到不同的传播机制，提出了各种传播模型。这些模型预示传播损耗与距离

的函数关系。确定协调距离时以迭代方法计算传播损耗与距离的关系，直至或是达到需求的传播损耗，或

是达到限定的距离。 

必须指出，协调地区不是表明这样一种区域，即该区域内排斥地球站与地面两者间频率共享。此种共

享往往是可能的，协调地区的确定有助于共享方面的安排。它可指明地球站与任一地面站之间可能有干扰

的地方，对此需根据相关的ITU-R建议书实施更细致的分析进行估计。 

本建议书除了给出协调等值线的计算方法外，还提供确定辅助等值线的预案信息，以便在随后对进入

协调等值线内的地面站进行协调分析所能快速解决大部分干扰的可能性问题。 

2 本建议书的结构 

本建议书的结构如下： 

附件1：    确定协调地区的总体方法 

附件1的附录1：  输入参数的定义 

附件1的附录2和3： 计算协调等值线所需的公式 

附件1的附录4：  视距无线电中继系统天线的参考辐射方向图 

附件1的附录5：  全部参数的定义 

3 一般考虑 

3.1 假设 

对地球站确定协调距离传播特性时基于下面的假设： 

— 与之协调的地面站的位置是未知的； 

— 在干扰路径几何关系中，只有属于地球站的信息可得到； 

— 对于干扰路径其余部分的几何关系，必须做出的谨慎限定假设明示于下面文本内。 

本附件中，传播现象分为如下两种模式： 

— 模式(1)：纯净空气中的传播现象： 

— 由于地球表面的存在而受到影响（绕射，折射，大气波导，电离层反射/折射），以及， 

— 对流层的散射。这些现象局限于大圆周路径的传播； 

— 模式(2)：水汽散射；它不限于大圆周路径，但在本附件内的处理上限于配合静止卫星工作的地球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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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球站的每个方位，以及对于上面两种传播模式之每一种，需要确定一个距离，它给出的传播损

耗等于要求的最小许可基本传播损耗。该距离（协调距离）采用所求得的两个距离中较大的那一个。 

迭代方法总可以应用均匀步长，建议采用1 km的步长。此时在模式（1）场合下，确定传播损耗的函

数是与距离呈现单调关系的；如果愿意，可以应用更高效的迭代方法。 

3.2 传播模型概述 

对传播模式（1）确定协调距离时，可供应用的频率范围划分成三部分： 

— 100 MHz-790 MHz之间的VHF/UHF频带，传播模型以对所测量数据的经验拟合为基础； 

— 790 MHz-60 GHz，采用的传播模型考虑到对流层散射、大气波导和电离层反射/折射； 

— 60 GHz-105 GHz，采用的毫米波模型基于自由空间损耗和水汽吸收的保守估值，再加上短时百分

数内信号增强的容限。 

对于传播模式（1）中每种模型机理，参数输入范围一般是不同的。 

对传播模式（2）确定协调距离时，传播模型在建模中应考虑可能的各干扰站主波束在共同容积内由

水汽产生的各向同性散射。当实现频率协调时，可以忽略水汽对于1 GHz以下或40.5 GHz以上的频率产生

的干扰。在1 GHz以下散射信号的电平很低，在40.5 GHz以上虽然发生显著的散射，但散射信号随后从散

射体容积到地面站的路径中会有大的衰减。 

模式（1）中，协调距离从一个确定的最小值起增大，该最小值依照与每一频率范围相关的传播因素

变化。模式（2）中，协调距离从表2内给定的一个最大值起往下减。对于辅助传播模式（2），在相同的

方位上不协调距离从主传播模式（2）的协调距离起往下减。 

由地球站周围地形造成的屏蔽损耗应采用附录2§1中说明的方法进行计算，按照沿地球站不同视向的

水平仰角做出计算。在100 MHz-105 GHz间的全部频率上，均应顾及到此种地形附加损耗。 

4 无线电气候信息 

4.1 无线电气候数据 

计算传播模式（1）的协调距离时，依照无线电气候区域和无线电气象学参数βp对全世界做出划分

（见§4.2），该βp参数反映纯净空气异常传播的相对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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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p值随纬度而变。确定βp的正确值时应用的纬度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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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ζ是地球站纬度值（度）。 

于是，应用下式可以确定β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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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790 MHz-60 GHz之间的频率，在传播模式（1）
用下式计算N0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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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线电气候区域 

对传播模式（1）计算协调距离时，将全世界划分成

如下： 

— 区域A1：沿海陆地和海岸地区，也就是邻接区域B
高100 m的地区，但限制于与最近的区域B或区域

100 m高程等值线的精确资料时，可采用近似值（

— 区域A2：除了上面区域A1中定义的沿海陆地和海岸

— 区域B：纬度30° 以上的冷海、大洋和大的内陆水域

— 区域C：纬度30° 以下的暖海、大洋和大的内陆水域

在各种频率模型中要求下面的区域距离参数： 

 dlm (km)：当前路径距离内区域A2中最长的连续内

 dtm (km)：当前路径距离内区域A1+区域A1中最长的

需要时，对传播模型迭代循环内的每一个总路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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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无线电气候区域。这些区域的定义

区域C地区（见下文）直至比海平面或水平面

当它们存在时）的最大距离为50 km；没有

，300英尺）； 

区之外的全部陆地； 

但地中海和黑海除外； 

以及地中海和黑海。 

离； 

续陆地（也即内陆+沿海）距离。 

须重新估计上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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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内陆水域 

大的内陆水域如果存在，是指位于区域B或区域C内、为行政协调目的而定义的面积至少为7 800 km2

的水域，但不包括河流地区。此类水域中的岛屿如果其面积的90%以上不比平均水平面高出100 m，则在

计算该地区时将它划归为水域。在水域的计算中，不满足这些准则的岛屿应划归为陆地。 

大的内陆湖泊或湿地区域 

大于7 800 km2的大湿地区域内包含许多小湖泊或河流网时，如果该地区内50%以上为水域，并且90%
以上的陆地比平均水平面不高出100 m，则主管部门应将它报告为沿海区域A1。 

对附属于区域A1、大的内陆水域和大的内陆湖泊或湿地区域的无线电气候区域难以明确地确定。所

以，要求主管部门对其领土边界内的那些区域向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局（BR）登记，说明希望将它们认

定为归属这些类别中的哪一类。反之，不存在登记资料时，其全部陆地区域都看作归属为无线电气候区域

A2。 

4.3 其他建议书中的无线电气候资料的应用 

对模式（1）和模式（2）进行计算的某些部分，可以参考从其他ITU-R建议书中得到的无线电气候资

料。这些建议是： 

a） 有关水蒸气密度的ITU-R P.836建议书； 

b） 有关降水率的ITU-R P.837建议书； 

c） 有关降雨高度的ITU-R P.839建议书。 

必要时可参考这些建议书以便对经度和纬度明确的特定地点得到无线电气候参数。在模式（1）和模

式（2）进行计算的其他部分，对某些无线电气候参数使用其恒定值；此类场合下，不需参考其他建议

书。 

5 距离界限 

5.1 最小距离界限 

在任何给定方向上协调距离由上面陈述的许多因素所确定，单独基于传播因素时，协调距离可以从比

较靠近地球站起延伸至几百公里远。然而，出于实际原因并且又顾及关于无线电路径必须做出的假设，有

必要对协调距离设定下限（dmin），计算如下： 

作为初始的第一步，按照与频率f (GHz)的函数关系应用下式计算最小协调距离，频率上限为40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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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100 MHz-105 GHz 范围内的任一频率上计算最小协调距离，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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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公式（5b）中 （40）是应用公式（4）取 f＝40 GHz 的值估计。 'mind

最小距离适用于模式（1）和模式（2）两者的传播中，55 km的最小距离应用于全部频率上。 

5.2 最大距离界限 

在传播模式（1）和（2）的迭代计算中，还需要对应用的最大距离分别设定上界（dmax1和dmax2）。

传播模式（1）的最大计算距离界限（dmax1）由下面的公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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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模式（2）的最大计算距离界限（dmax2）由表2给出。 

5.3 迭代计算中距离界限的应用 

对于模式（1）的计算，协调距离从最小距离界限增大，但决不会不断增大以致超出距离界限之外。

对于模式（2）的计算，协调距离从最大距离界限起（或者，在辅助模式（2）的场合下自主等值线起）减

小，但决不会不断减小以致小于最小距离。 

6 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的确定 — 大圆周传播机理 

6.1 基于最差月份时间百分数的协调距离 

协调距离的计算是基于不能超出平均的年时间百分数p1的干扰电平。当协调要求应基于最差月份时间

百分数pw1时，该方法中需要的等效的年时间百分数p1可如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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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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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1(%)是传播模式（1）的平均年时间百分数。 

必要时，p1值必须限制为12p1 ≥ pw1。 

6.2 传输模式（1）协调距离的计算 

应采用下面的方法确定传输模式（1）的协调距离： 

— 对于100 MHz-90 MHz之间的频率，采用附录2§2中说明的方法； 

— 对于790 MHz-60 GHz之间的频率，采用附录2§3中说明的方法； 

— 对于60 GHz-105 GHz之间的频率，采用附录2§4中说明的方法。 

7 传播模式（2）协调距离的确定 — 水汽散射 

7.1 概述 

对于水汽散射（例如，雨水散射）的协调等值线的确定，是在与地球大圆周传播机理显著不相同的路

径几何关系基础上预测的。作为一级近似，可认为雨水将造成各向同性的能量散射，因而会造成大散射角

的干扰，并使波束与大圆周路径不相交。 

对于该传播模式，不再采用前面的将地球表面划分成内陆、沿海和海面区域的方式。 

7.2 基于最差月份时间百分数的协调距离 

协调距离的计算是基于不能超出平均的年时间百分数p2的干扰电平。当协调要求应基于最差月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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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百分数pw2时，该方法中要求的等效年时间百分数p2可如下确定： 

   (9) 15.1
22 )(30.0 wpp =

其中， 

1.9 × 10–4 < pw2 < 7.8 

7.3 传播模式（2）等值线的计算 

在传播模式（2）场合下，应采用附录3中说明的方法计算协调距离。该计算只在1 GHz-40.5 GHz频率

范围内是必需的。该频率范围之外，可以忽略雨水散射的干扰，传播模式（2）的协调距离等于由公式

（5）给出的最小协调距离。 

8 辅助等值线 

8.1 概述 

协调等值线是以就干扰而言为最差状况的假设为基础的。此类假设并不必须适用于实际，某些情况下

它可描画出辅助等值线以便在进一步的考虑中去除若干地面站。 

对于传播模式（1），在得出辅助等值线时不需要附加的传播信息。对于传播模式（2），生成用于不

同回避角值的辅助等值线，该回避角是地面站主波束轴偏离地球站方向时的偏置方位角。这一点涉及一些

附加的传播考虑事项，将在§8.2内阐述。 

8.2 水汽散射（传播模式（2）） 

传播模式（2）中围绕地球站进行协调等值线计算时，假设有最差状况的几何关系，也就是，两个主

波束在包含两个地球站的大圆周平面上准确地相交。于是，形成一个大的协调地区，在该地区内需要进行

细致的水汽散射的干扰电平计算。实际上，与该大圆周平面之内的情况相比较，在大圆周平面之外远不会

发生传播模式（2）；此外，两者的天线主瓣不大可能准确相交。无论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有可能

形成一个辅助等值线，它给出的地区小于协调地区。传播模式（2）中，考虑到地面站天线波束相对于地

球站方向的方位角偏置ϕ时，应按照附录3§4中说明的方法计算辅助等值线。位于对其回避角要求的有关

等值线之外的任何地面站不认为是最重大的干扰源。 

传播模式（2）的最小协调距离与传播模式（1）中给出的相同，亦即为dmin。应预先准备好2°、5°、
10°、20°和30°以及适当的其他角度的回避角的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重要之点在于，当确定辅助

等值线时，每次计算中应使用实际的天线辐射方向图；不过，得不到它们时，可以应用附录4中给出的天

线辐射参考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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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的 附 录 1 

 

 
表1 

输 入 参 数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dc km 地球站至所考虑方向海岸之间的距

离，用于计算传播模式(1)的协调距

离 

公式(24) 输入 

dh km 从地球站天线中心看出去的无线电

水平距离 
附录 2§1 输入或导出 

dlm km 距离 di内区域 A2 中最长的的连续内

陆距离，用于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

的计算 

附件 1§4.2 输入 

dtm km 距离 di 内区域 A1+区域 A2 中最长

的连续陆地(也即内陆+沿海)距离，

用于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的计算 

附件 1§4.2 输入 

D m 天线直径，用于确定天线辐射参考

方向图(附录 4) 
附录 4 输入 

f GHz 频率，100 MHz-105 GHz — 输入 

Gmax dB 天线轴上增益，用于天线辐射参考

方向图(附录 4) 
公式(83) 输入或导出 

GT dB 地面站天线增益，假定为 42 dB，应

用于传播模式(2)协调距离的计算 
公式(57) 输入或导出 

hR km 地面上方的有效降雨高度 附录 3 输入 

Lb( p1) dB 传播模式(1)中时间百分数 p1%需求

的最小许可的基本传输损耗 
§1 输入 

Lb( p2) dB 传播模式(2)中时间百分数 p2%需求

的最小许可的基本传输损耗 
§1 输入 

p1 % 传播模式 (1)中平均的年时间百分

数，p1 范围为:1%-5%，f 在 100M-
790MHz 之间时；0.001%-50%， f
在 790MHz～105GHz 之间时 

公式(8) 输入或导出 

pw1 % 传播模式(1)中最差月份时间百分数 §6.1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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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完）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p2 % 传播模式(2)中平均的年时间百分

数，p2的范围为0.001%-10% 
公式(9) 输入或导出 

pw2 % 传播模式(2)中最差月份时间百

分数 
§7.2 输入 

rE km 地球有数半径( = 8 500 km) 附录3 输入 

R( p2) mm/h 超出一年内 p2%平均时间百分数的

表面降水率，用于传播模式(2)中的

计算 

附录 3 输入 

s km 距离增量，用于协调距离的迭代计

算中(建议值为 1 km) 
 输入 

ε 度 地球站天线主波束仰角 附录 3§3 输入 

ϕ 度 相对于天线主波束轴的偏置角度，

用于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附录 4) 
附录 4 输入 

γΡ dB/km 雨水引起的特定衰减 附录 3 输入 

λ m 波长，用于确定天线辐射参考方向

图(附录 4) 
附录 4 输入 

θh 度 地球站水平仰角 附录 2§1 输入 

θbw 度 天线 3 dB 波束宽度，用于天线辐射

参考方向图(附录 4) 
公式(95)和(96) 输入 

ρ g/m3 超出 50%时间的大气层水蒸气密度 公式(21)和(56) 输入 

ρ0 g/m3 地球站处超出 50%时间的大气层水

蒸气密度 
公式(22b) 输入 

ρdmin g/m3
在有关方位角的 dmin 距离上超出

50%时间的大气层水蒸气密度 
公式(22b) 输入 

ρi g/m3 传播模式(1)迭代计算的每一步中超

出 50%时间的大气层水蒸气密度 
公式(32) 输入 

ω 度 相对于公共容积中心的地面站极坐

标角，用于计算传播模式(2)的辅助

等值线 

附录 3§4 输入 

ζ 度 地球站纬度(北纬为正，南纬为负) 公式(1a)和(1b)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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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的 附 录 2 

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的计算 

1 场地屏蔽 

传播模式（1）中，由于地球站周围地形会产生对地球站的某种屏蔽（场地屏蔽）。在传播模式（1）
的模型中，采用术语Ah衡量该屏蔽。由地球站邻近处的场地屏蔽引起的附加损耗沿每一径向进行计算如

下。 

从地球站天线中心看出去，无线电水平距离dh如下确定： 

  dh  =   

⎪
⎪
⎩

⎪
⎪
⎨

⎧

>

≤≤

<

km 5.0 is distanhorizon  the ifkm 5.0 ce
km 5.0  distancehorizon 

km 0.5isdistance theifor 
 nce,

km 0.5 range e within this  thisif(km) distance horizon

  
distahorizon  about the available isn informatio no ifkm 0.50.5 km                     如果没有可供应用的水平距离，或是该距离＜0.5 km 

水平距离（km）   如果0.5 km ≤ 水平距离 ≤ 5.0 km 

5.0 km                     如果水平距离＞5.0 km 

计算水平角θh（度）。这里，角度θh定义为从地球站天线中心看出去，由水平面与所述及方向上掠过

物理实体视线之射线间的夹角。物理实体视线高于水平面时，角θh为正值。对于地球站周围的全部方位都

需要确定其水平角。实际上，通常，以5°的方位角增量进行计算已足够。然而，每一次增量计算中都应认

定和顾及到，所检验的5°增量方位角内是否还存在最小的水平角。 

然后，可以应用下式计算沿地球站周围每个方位，对视线距离的水平距离校正Ad（dB）： 

  ( ) dBexp1
5

5.0exp115 3/1
⎥⎦
⎤

⎢⎣
⎡ θ−−⎥

⎦

⎤
⎢
⎣

⎡
⎟
⎠
⎞

⎜
⎝
⎛ −

−= f
dA h

h
d   0)1(

沿地球站每个方位上由地形屏蔽造成的总传输损耗为： 

 Ah  =    

( )
( )

( )⎪
⎪
⎪

⎩

⎪⎪
⎪

⎨

⎧

°<θ⎥⎦
⎤

⎢⎣
⎡ 487111+

°≥θ>°θ⎥⎦
⎤

⎢⎣
⎡ 487111+

°≥θ+θ+θ+

1/2

1/2

1/31/2

5.0–fordB0. 000.05.1–

5.0–0fordB0. 000.03

0fordB  5.41log 20

––

––

h

hh

hdhh

ff

ff

Αff

(11c)

(11b)

(11a)对于

对于

对于

对Ah值必须加以限制，以满足下列条件： 

Ah ≤ (30 + θh) 
(12)

Ah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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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公式（10）、（11）和（12）中，θh的值其单位为度。又需指出，公式（12）中确定的界

限是规范值，超出界限值时实际上不能得到保护。 

2 100 MHz-790 MHz（最高且包括）的频率 

本节中给定的传播模型限制于平均的年时间百分数p1在1%-5%范围内。 

如附件1§1中的说明，必须应用迭代处理。处理中对公式（14）进行估计，然后，从§5.1中说明的方

法所给定的最小协调距离dmin开始，以合适的递增步长按公式（15）至（18）对距离di实施迭代，其中i＝
0,1,2,…。每次迭代中，di值视为当前距离。继续这一处理，直至下面的两个表达式都成立： 

  L2( p1) ≥ L1( p1) (13a) 

或 

  di ≥ dmax1 (13b) 

然后，由最后一次迭代中的当前距离给定所需的协调距离d1。 

建议的距离增量 s（km）为1 km。公式（16）、（17a）和（17b）分别适用相应路径分类中的全部路

径。路径内包括一个以上区域的路段（陆地和/或冷海和/或暖海，见§4.2）时，通过假设路径全部是陆地

和全部是海面计算出结果的内插，求得协调距离。在海面路径中包括暖海区域路段时，沿该路径的全部海

面应假设为都是暖海。 

  hb ApLpL −= )()( 111  (14) 

其中，Lb（p1）（dB）是p1%时间下要求的最小许可的基本传输损耗。 

迭代计算 

每次迭代计算开始时，当前距离为 i＝0, 1, 2,…： 

   · sidd mini +=  (15) 

在假设路径为全部陆地（区域A1或A2）、全部冷海（区域B）或全部暖海（区域C）的各别情况下，

传输损耗Lb0（p1）的估计依次如下： 

 ibl dpfpL 1.0log10log208.142)( 11 +++=            路径均在区域A1 
          或A2内 (16) 

Lbs( p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01095.1)1581.0–ƒ()70037.0(
)(log266.1ƒ8401log343.49

2.20
1072.910202.0)1581.0–ƒ()7001.0(

)(logƒ195.1ƒ8401log91.49

3
1

210

453.0)598.2468.0(
1

1.58

2
1

292
1

5

597.038.1
1

393.076.1

pdd
dpd

pddpd

dpd

ii

i
f

i

iii

ii

)b17(

)a17(路径均在区

域B内 
 
路径均在区

域C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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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距离下的基本传输损耗由下式给出： 

  ( ) ( ) ( )()(5.5exp1 11

1.1

112 pLpL
d

d
pLpL bsbl

i

tm
b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 

其中，dtm在附件1§4.2内定义。 

3 790 MHz-60 GHz的频率 

本节中给定的传播模型限制于平均的年时间百分数p1在0.001%-50%范围内。 

如附件1§1中的说明，必须应用迭代处理。处理中对公式（20）-（30）进行估计，然后，从§5.1中
说明的方法所给定的最小协调距离dmin开始，以合适的递增步长按公式（31）-（41）对距离di实施迭代，

其中i＝0,1,2,…。每次迭代中，di值视为当前距离。继续这一处理，直至下面的两个表达式均成立： 

(L5( p1)  ≥  L3( p1)) 

  (L6( p1)  ≥  L4( p1)) (19a) 

或  di  ≥  dmax1 (19b) 

然后，由最后一次迭代中的当前距离给定要求的协调距离d1。 

建议的距离增量 s（km）为1 km。 

计算因干燥空气造成的特定衰减（dB/km）： 

⎪
⎩

⎪
⎨

⎧

>

≤×⎥
⎦

⎤
⎢
⎣

⎡

+
+

+
+×=

77.5610

77.5610
50.1)57–(

81.4
227.0

09.61019.7γ
3–2

22
3–

f

ff
ffo

对于

对于   
)b20(

)a20(

因水汽蒸气造成的特定衰减是水蒸气密度ρ（单位g/m3）的函数，由下式给出： 

  42
2 10

5.8)2.22(
6.30021.0050.0)(γ −×ρ⎟⎟

⎠

⎞
⎜⎜
⎝

⎛

+−
+ρ+=ρ f

fw  (21) 

对于对流层散射传播模型中因水汽蒸气造成的特定衰减（dB/km）的计算，应采用3.0g/m3的水蒸气密

度： 
  γwt = γw (3.0) (22a) 

从ITU-R P.836建议书中可得到地球站处适中的水蒸气密度ρ0以及沿相关方位上距离dmin处的水蒸气密

度ρdmin。 

计算位于最小距离dmin内的通路部分因水汽蒸气造成的衰减，公式如下： 

  ⎟
⎠
⎞

⎜
⎝
⎛ ρ+ρ

γ⋅=
2

0 mind
wminw dA  (22b) 

其中，ρ0和ρdmin在附件1的附录1内定义。 

计算频率依赖性的大气波导特定衰减（dB/km）： 

   (23) 3/105.0 fd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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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波导模型 

计算直接关联海面波导的衰减校正量（dB）： 

  
)1(

6

c
c d

A
+
−

=  (24) 

其中，dc（km）是从陆基地球站到所考虑方向上的海岸的距离。 

在其他环境中dc为零。 

计算非距离依赖性部分的衰减（dB）： 

  wch AAAfA ++++= log5.1643.1221  (25) 

计算距离依赖性衰减的最小要求值（dB）： 

  1113 )()( ApLpL b −=  (26) 

设定一个对附加的通路依赖性衰减和其他衰减的容限进行控制的因数，包括与地形高度相关的衰减： 

  εL = 8.5 (27) 

对流层散射模型 

计算其频率依赖性的损耗部分（dB） 

  
2

2
log5.2)log(25 ⎥

⎦

⎤
⎢
⎣

⎡
⎟
⎠
⎞

⎜
⎝
⎛−=

ffL f  (28) 

计算非距离依赖性的损耗部分（dB）： 

  
7.0

1
02 50

log1.10 15.01036.187 ⎟⎟
⎠

⎞
⎜⎜
⎝

⎛
⎟
⎠

⎞
⎜
⎝

⎛−−−+θ+=
p

NLA fh  (29) 

其中， 

θh：为地球站水平仰角（度）； 

N0：为路径中心海平面的表面折射率。 

计算距离依赖性衰减的最小要求值（dB）： 

  L4( p1) = Lb( p1) – A2 (30) 

迭代计算 

每次迭代计算开始时，当前距离为i＝0,1,2,…： 

   · sidd mini +=  (31) 

在地球表面相关方位上距离di位置处，从ITU-R P.836建议书中可得到超出50%时间的水蒸气密度ρi

（g/m3）。然后，计算因水汽吸收造成的距离依赖性衰减，公式如下： 

   (32) ( ) ( )∑
=

⋅ργ+⋅γ+γ=
i

n
nwidog sdA

0

其中，γw(ρn)由公式（21）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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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下面的区域依赖性参数： 

   (33) ⎥
⎦

⎤
⎢
⎣

⎡
⎟
⎠
⎞

⎜
⎝
⎛ ×−−=τ − 41.24 1012.4 exp1 lmd

其中，dtm在附件1§4.2内定义。 

  ( )[ ]
2.0

5
354.0496.06.616

1 1010
⎥
⎥
⎥

⎦

⎤

⎢
⎢
⎢

⎣

⎡
+=µ τ+−τ−

− tmd

 (34) 

其中，dtm在附件1§4.2内定义。 

µ1应限制于µ1≤1。 

   (35) τ×ε−−=σ −  106.0 1.39
iL d

σ应限制于σ ≥ −3.4。 

  ( )σ−×=µ 24
2 1048.2 id  (36) 

µ2应限制于µ2≤1。 

    
⎩
⎨
⎧

°>ζ
°≤ζ=µ µ

µζ+−

7010
7010

1

1

log3.0

log)0176.0935.0(

4
r

r
r

对于

对于

)b37(

)a37(

计算大气波导路径依赖性发生率β和相关参数Γ，二者用于计算基本传输衰减的时间依赖性： 

  421 µ⋅µ⋅µ⋅β=β p  (38) 

  ( )[ ]13.162
012.1 10)(log198.0log8.451.9 exp 

)log0058.2(
076.1

id−×β+β−−
β−

=Γ  (39) 

计算大气波导中距离依赖性的衰减部分（dB）： 

  
Γ

−
⎟⎟
⎠

⎞
⎜⎜
⎝

⎛
β

+⎟⎟
⎠

⎞
⎜⎜
⎝

⎛
β

×++= 113
15 12log)107.32.1()( ppdApL ig  (40) 

并计算对流层散射的距离依赖性的衰减部分（dB）： 

  ( ) iwtoii dddpL )()2(cos151121073.5)(log20)( 4
16 γ+γ+ζ−×+= −  (41) 

4 60 GHz-105 GHz之间的频率 

在60 GHz-105 GHz的毫米波频率范围内，传播模型是以自由空间衰减和保守估计的水汽吸收为基础的，

并加上小的时间百分数的信号增强的容限。该传播模型在年时间百分数p1为0.001%-50%的范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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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1§1中的说明，必须应用迭代处理。处理中对公式（43）-（47）进行估计，然后，从§5.1中说明

的方法所给定的最小协调距离dmin开始，以合适的递增步长按公式（48）-（49）对距离di实施迭代，其中i＝
0,1,2,…。每次迭代中，di值视为当前距离。 

继续这一处理，直至下面的两个表达式均成立： 

  L9( p1)  ≥  L8( p1) (42a) 

或 

  di  ≥  dmax1 (42b) 

然后，由最后一次迭代中的当前距离给定要求的协调距离d1。 

建议的距离增量 s（km）为1 km。 

计算60GHz-105 GHz频率范围内干燥空气的特定吸收（dB/km），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γ

GHz26.63dB/km10

GHz26.631024.6
771.1)75.118–(

28.0
936.0)63–(

4102.1–1102

4–2
2

2
5.15–4–

f

ff
f

f
f

om

对于

对于   

)b43(

)a43(

对于大气层3 g/m3的水蒸气密度，可计算特定的水蒸气吸收（dB/km），公式如下： 

  ( ) 425.04 10369.2107.7039.0 −− ××+=γ ffwm  (44) 

计算保守估计的特定水汽吸收，公式如下： 

  γgm = γom + γwm                dB/km (45) 

按本附录§1中所说明方法的计算，对于所需频率和地球站场地屏蔽值Ah（dB），计算非距离依赖性

的基本传输损耗部分，公式如下： 

  L7 = 92.5 + 20 log ( f ) + Ah                dB (46) 

计算距离依赖性损耗的最小要求值（dB）： 

  L8( p1) = Lb( p1) – L7                dB (47) 

迭代计算 

每次迭代计算开始时，当前距离为i＝0,1,2,…： 

   · sidd mini +=  (48) 

计算当前距离的距离依赖性损耗： 

  ⎟
⎠

⎞
⎜
⎝

⎛
⎥
⎦

⎤
⎢
⎣

⎡
⎟
⎠

⎞
⎜
⎝

⎛ −
−++γ=

50
log

10
exp16.2)(log20)( 1

19
pd

ddpL i
iigm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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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的 附 录 3 

传播模式（2）协调距离的计算 

1 概述 

确定传播模式（2）的雨水散射干扰协调距离的方法基于收发分置雷达公式，采用地球站天线所谓的

“窄波束”近似，由于其天线增益能对消从散射容积到地球站天线的扩散衰减。因此，该方法中主要取决

于从地面站到散射容积也即雨区的路径长度。 

如果超出p2%时间的降雨率R（p2）≤0.1mm/h，则传播模式（2）的协调等值线应按假定降雨率为0.1 
mm/h进行确定。 

下面给出的算法可以得到传输损耗Lr（p2）（dB），它是降水率R（p2）（mm/h）的函数，并以雨区

边缘至可能的地面站位置间的间隔距离ri（km）作为参变量。雨水散射处理的几何关系示于图1。 
 

 

 

图1 

雨水散射处理的几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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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水汽散射等值线的方法如下： 

对于要求的平均年时间百分数p2（0.001%-10%）以及地球站位置所处的纬度和经度，应从ITU-R 
P.837建议书中找出R（p2）值。 

然后，从表2中给定的传播模式（2）的最大计算距离dmax2开始以ri的递减值计算Lr（p2）。建议的距离

减量s（km）为1 km。使ri值递减，直至相应的Lr（p2）值正好小于要求的传输衰减Lb（p2）；或者，直至ri

小于一定值。也即，直至下面的两个条件均成立： 

  )()( 22 pLpL br <  (50a) 

或  mini dr <  (50b) 

其中，后一个条件表示最小计算距离。 

于是，由该ri的前一个值计算距离dr： 

              )1(21 −⋅−== − isdrd maxir                         (51) 

得到的计算距离dr是地面站与雨区边缘之间的传播路径长度，它引起要求的传输路径衰减。假设，在

各个方位上雨区造成的散射是各向同性的，则协调等值线定义为圆形，中心在雨区边缘处，半径为dr。 

于是，可以画出半径为dr的圆形协调等值线，中心在沿地球站水平方向上离地球站相距de处，如图1中
所指明，de是从地球站到雨区边缘的距离；距离de的确定在下面的方法中给出。 

2 最大计算距离 

如附件1§5.2中所述，对最大距离必须设定上界以用于计算距离的迭代确定，从该上界起开始迭代计

算。应用于传播模式（2）的最大计算距离（dmax2）是纬度依赖性的，在表2中给出。 

 
表2 

传播模式（2）的最大计算距离（dmax2）（km） 

纬度（度） 0-30 30-40 40-50 50-60 > 60 

距离（km） 350 360 340 310 280 

3 传播模式（2）协调等值线的计算 

根据地球站的纬度和经度，按ITU-R P.837-3建议书确定超出p2%时间的降雨率R（p2）。应当指出，

p2%是适用于传播模式（2）的平均年时间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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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指出，由于地球站仰角低到10°时，地球站位置与沿地球站水平方向上雨区位置间的距离通常小

于约30 km，所以，这两点之间的位置上降雨率和降雨高度不会有很大差异。 

应用ITU-R P.838建议书，在假定垂直极化下确定因降雨造成的特定衰减γR（dB/km）。 

设定雨区直径dc（km）为： 

   (52) 08.0
2)(3.3 −= pRdc

根据地球站的纬度和经度，按ITU-R P.839建议书确定地面上方的平均降雨高度hR（km）。 

计算中间参数η： 

   (53) 19.0
2 )1)(( +=η pR

对于公共散射容积之外的衰减，计算比例距离rm（km）： 

   (54) η−− ×= 10)(600 5.0
2pRrm

由下面的表达式估计干燥空气造成的特定衰减（dB/km）： 

  32
22

3 10
5.1)57(

81.4
227.0

09.61019.7 −− ×
⎥
⎥
⎦

⎤

⎢
⎢
⎣

⎡

+−
+

+
+×=γ f

ff
o  (55) 

在相应的地球站的纬度和经度上，根据ITU-R P.836建议书确定超出50%时间的地面水蒸气密度ρ
（g/m3）。应当指出，为简化起见，确定传播模式（2）的协调等值线时假设水蒸气密度在路径中为常

数。由下式给出特定的水蒸气衰减（dB/km）： 

  
( )

42
2 10

5.82.22
6.30021.0050.0 −×ρ

⎥
⎥
⎦

⎤

⎢
⎢
⎣

⎡

+−
+ρ+=γ f

f
wv  (56) 

设定地面站天线的增益（假设为42 dBi）： 

  GT = 42 (57) 

迭代计算 

从表2上得到的最大计算距离开始，用递减的ri值估计式（58）-（77），这里的ri是雨区与地面站可能

位置之间的当前间隔距离（km），i＝0,1,2,…： 

  sidr maxi ⋅−= 2  (58) 

继续这一处理，直至满足不等式（50）给定的条件。此时，由ri的前一个值给出雨区散射的计算距离

dr，也即： 

  sidd maxr ⋅−−= )1(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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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迭代运算得到dr＜dmin，则取dr＝dmin，迭代运算结束，对于传播模式（2），dmin=55 km。 

确定地面站天线波束与地球站天线波束间在地面之上相交点的高度： 

  ⎟⎟
⎠

⎞
⎜⎜
⎝

⎛
−

δ
= 1

cos
1

Em rh  (60) 

其中，δ是当前距离ri上雨区与地球表面点间的夹角： 

  rad
E

i
r
r

=δ  (61) 

其中，rE为地球有效半径，rE＝8500 km。 

确定从地面站到波束相交点的路径长度： 

  
m

E
mt h

rhr 21 +=  (62) 

确定从波束相交点到地球站的路径长度： 

  ε−++ε= sin2sin 222
EEmmEr rrhhrr  (63) 

其中，ε是地球站天线的仰角。 

确定从地球站到雨区边缘的水平距离： 

  ⎟⎟
⎠

⎞
⎜⎜
⎝

⎛
ε

+
= cosarcsin 

Em

r
Ee rh

rrd  (64) 

计算在波束相交处的雨区内与区域相关的参数hc： 

   (65) 
⎪⎩

⎪
⎨

⎧

ε+≥ε+
ε+<<

≤
=

tantan
tan                          

                          

cmRcm

cmRmR

mRm

c

dhhdh
dhhhh

hhh
h

对于

对于

对于

计算从当前距离点到波束相交点的衰减： 

  
⎥
⎥
⎦

⎤

⎢
⎢
⎣

⎡
⎟⎟
⎠

⎞
⎜⎜
⎝

⎛
−−=Γ

m

t
mR r

rr exp1γ2  (66) 

以及计算从波束相交点到地球站的衰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ε−
−γ

≤
⎥
⎥
⎦

⎤

⎢
⎢
⎣

⎡
⎟⎟
⎠

⎞
⎜⎜
⎝

⎛
−−γ

=Γ

Rm
m

e

m

Rm
mR

Rm
m

e
mR

hh
r
d

r
hhr

hh
r
dr

对于

对于

expcot)(exp

                               exp1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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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两个数值，估计在降雨高度之下由散射造成的总路径衰减： 

  ⎥
⎦

⎤
⎢
⎣

⎡
⎟
⎠
⎞

⎜
⎝
⎛ Γ+

ε
Γ

−=Γ 2
1

cos
23.0expb  (68) 

以及估计在降雨高度之上从溶解层和冰晶来的散射造成的总路径衰减： 

  ⎥
⎦

⎤
⎢
⎣

⎡
⎟⎟
⎠

⎞
⎜⎜
⎝

⎛
ε

−
γ+

ε
Γ

−=Γ
sincos

23.0exp 1 mc
Ra

hh  (69) 

计算降雨高度之下由散射造成的有效散射传输函数： 

  ( ) ⎥
⎦

⎤
⎢
⎣

⎡

⎭
⎬
⎫

⎩
⎨
⎧

ε−
ε

−γ−−
ε+γ

=
cos1

sin23.0exp1
)cos1(

34.4
mcR

R
b hhC  (70) 

以及计算降雨高度之上由冰晶散射造成的传输函数： 

  ( ){ } ({ }[ ]ε+−−−−−
ε

= tan5.1exp5.1exp
sin

67.0
cRmRc

s
a dhhhhC )  (71) 

于是，由下式给出总的有效散射传输函数： 

  aabb CCC   Γ+Γ=  (72) 

确定10 GHz以上频率的瑞利散射的偏差： 

   (73) 
⎩
⎨
⎧

=<
≤≤−=

0or when C 10                                                 0
4010            )()10(005.0log10

4.0
2

7.1

bf
fpRfS

对于

对于

或  Cb

应当指出，该瑞利散射偏差仅适用于降雨高度之下的雨水散射。 

现在，由下面的表示式估计大气层造成的衰减。首先，在计及大气造成的特定衰减随高度减小的情况

下，确定等效的路径长度。对于从地面站到雨区的路径，有： 

   (74a) 
⎩
⎨
⎧

≥−+
<

=
km270      )270(4.0243
km270                          9.0

tt

tt
to rr

rr
d

对于

对于

   (74b) 
⎩
⎨
⎧

≥−+
<

=
km220)220(4.0187
km220                         85.0

tt

tt
tv rr

rr
d

对于

对于

以及，对于从雨区到地球站的路径，有： 

  rro rd 8.0=  (75a) 

  rrv rd 5.0=  (7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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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下式确定大气衰减： 

 )()( rvtvwvrotoog ddddA +γ++γ=  (76) 

最后，由下式确定传输损耗： 

 gTir AGSCpRfrpL +−+−−−+= log10log10)(log14log20log20173)( 22          (77) 

从迭代运算得到的距离是从地面站到雨区边缘的距离，于是，由半径dr的圆给出协调等值线。如图2
中指明，圆心在沿地球站水平方向上与地球站相隔距离de。 

 

 

图2 

协调等值线的位置 

 

4 传播模式（2）辅助等值线的确定 

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容许地面站天线波束对于所考虑的协调的地球站位置有方位偏离。图3示
明投影于水平面上的水汽散射区域。图3中，地球站和地面站分别位于点A和点B处，这里，地面站位置在

地球站主波束轴上自点C出发由角度ω确定的径向上，点C是传播模式（2）主等值线或增补等值线的中

心，也是辅助等值线的中心。 

图3中的阴影线区域表示沿地球站主波束轴上在地球站与降雨高度之间的临界地区。这个临界地区

内，地球站波束与传播模式（2）主等值线或增补等值线内任一个地面站波束之间会形成一个公共容积。

该临界地区的长度为b，最大的水平长度达到点M。该临界地区与地面站主波束轴的相交处会通过主波瓣

与主波瓣间的耦合产生相当大的水汽散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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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水平面内的传播几何关系 

 

 
 

对于传播模式（2）主等值线或增补等值线内给定的点，其对临界地区所张的角为临界角ψ。图中的保

护角υ表示地面站主波束轴偏离临界地区的角度。地面站主波束轴与地球站位置之间的回避角为ϕ。ϕ角是

ψ角与υ角两者之和，该角度大小对于特定的辅助等值线具有固定的值。通过从点C到辅助等值线改变角度

ω以及导出的距离rb，生成了各个辅助等值线。角度ω从0°增大至360°时，角度ψ和υ随之变化，但它们的和

值保持不变。 

可以应用本附录§4.1中的算法，对于给定的波束回避角ϕ的值计算出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 

该方法基于从上面公式（59）给出的主等值线距离dr开始，迭代地递减地面站与地球站之间的距离

rb，直至或是求得满足所要求最小损耗的最短距离rb值，或是到达最小协调距离值。对每一个rb值确定临界

角ψ，然后计算保护角υ。于是，将对应于角υ的地面站天线增益和当前距离rb代入公式（77）中，得到传

播模式（2）的路径衰减。 

对每一个角ω重复上面的过程，为给定的波束回避角ϕ的值产生一个闭合的辅助等值线。在波束回避

角ϕ和角度ω的某些组合中，辅助等值线可能与传播模式（2）的主等值线或增补等值线重合。 

4.1 步进算法 

通过计算以地球站沿其主波束轴方位b/2距离处的点C为中心，所形成的传播模式（2）主等值线或增

补等值线内圆心处的径向距离，可得到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距离b/2等于de，而de值由公式

（64）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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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定的波束回避角ϕ的值，为每个角度ω以步长1°在0°-180°的范围内，产生辅助等值线，步骤如

下： 

a) 按公式（59）中说明的计算式对传播模式（2）的主等值线或增补等值线半径dr设定rb值。 

b) 按下面的公式计算ψ： 

  ⎟⎟
⎠

⎞
⎜⎜
⎝

⎛
−

=ψ
ωcos2

ωsinarctan  1 br
b

b
 (78) 

  ⎟⎟
⎠

⎞
⎜⎜
⎝

⎛
+

=ψ
ωcos2

ωsinarctan 2 br
b

b
 (79) 

  21    ψ+ψ=ψ  (80) 

c) 如果ψ＞ϕ，则对于ω的当前值来说，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与传播模式（2）的主等值线或

增补等值线相符，对该ω值完成计算而转到步骤j)。否则，进入以下的步骤d)—步骤i)，直至步骤f)
和步骤c)中说明的结束条件之一得到满足。 

d) 从rb的原先值上减去0.2 km，递减rb。 

e) 应用公式（78）、（79）和（80）重新计算临界角ψ。 

f) 如果（0.5 b sin ω/sin ψ2）＜dmin，则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与最小协调距离dmin相符，对ω值
完成计算而转到步骤j）。否则，进入步骤g）。 

g) 计算保护角υ ＝ ϕ - ψ。 

h) 应用附录4给出的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计算相对于波束轴的角度υ的地面站天线增益G（υ）。 

i) 公式（77）中，用步骤h)计算的增益取代GT，并用新的rb值，计算传播模式（2）对应的路径损耗

Lr。如果Lr＜Lb（p2），则对rb的原先值加上0.2 km，递增rb，将它作为当前视线距离。否则，从步

骤d）起重复。 

j) 对ω的当前值求出新的rb值后，计算对于地球站位置的角度θd，并当合适时，到等值线点的距离d
为： 

  2sin/ωsin5.0 ψ= bd  (81) 

  2ωθ ψ−=d  (82) 

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是围绕地球站的主波束轴呈对称性的。因此，注意对于给定的ω值，且

（−ω）或（360°−ω）的运算结果都相同，故能求得ω值为181°-359°时对应的d值和θd值。 

对于大多数情况来说，对rb的增量按上述采用0.2 km步长是合适的。将rb值作为一个集合看，该值可控

制运算结果的精细度。当地球站波束仰角值小时，d和θd值的精细度变得更需注意，可采用更小的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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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的 附 录 4 

1 GHz至约40 GHz频率范围内用于协调研究和 
干扰评估的视距无线电中继系统 

天线的参考辐射方向图 
（根据ITU-R F.699建议书） 

本附录给出视距无线电中继系统天线的参考辐射方向图，当得不到实际天线辐射方向图供应用时，它

可用于传播模式（2）的协调计算。 

在协调研究和干扰评估中，做出各种努力利用实际的天线辐射方向图十分重要。然而，如果得不到实

际方向图可供应用，则在1 GHz-40 GHz频率范围内应采用下面的参考辐射方向图： 

a) 在天线直径与波长之比大于100的场合下，应采用下面的公式： 

  G(ϕ) = Gmax – 2.5 × 10–3 
2

⎟
⎠
⎞

⎜
⎝
⎛ ϕ

λ
D

                     对于 0< ϕ < ϕm (83) 

  G(ϕ) = G1 

  G(ϕ) = 32 – 25 log ϕ 

  G(ϕ) = –10 

  +=G 121

  
20
Dm

λ
=ϕ

  8.15=ϕr

b) 在天线直径与波长之比小于或等于100的场合

  G(ϕ) = Gmax – 2.5 × 10–3 
2

⎟
⎠
⎞

⎜
⎝
⎛ ϕ

λ
D

 

  G(ϕ) = G1 

  G(ϕ) = 52 – 10 log 
λ
D

 – 25 log ϕ 

  G(ϕ) = 10 – 10 log 
λ
D

 

  
 对于 ϕm ≤ ϕ < ϕr (84) 

 对于 ϕr ≤ ϕ < 48° (85) 

 对于 48° ≤ ϕ ≤ 180° (86) 

⎟
⎠
⎞

⎜
⎝
⎛

λ
Dlog5  (87) 

1GGmax −  (88) 

6.0
5

−
⎟
⎠
⎞

⎜
⎝
⎛

λ
D

 (89) 

下，应采用下面的公式（见注6和注7）： 

 对于 0 < ϕ < ϕm (90) 

 对于 ϕm ≤ ϕ < 100 
D
λ

 (91) 

 对于      100 
D
λ

 ≤ ϕ < 48° (92) 

对于            48°≤ ϕ ≤ 180°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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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只知道天线最大增益的场合下，可用下面的表示式估值D/λ： 

  7.7log20 −≈
λ maxGD  (94) 

其中，Gmax是天线主瓣增益（dBi）。 

d) 在只知道天线波束宽度的场合下，可用下面的表示式估值D/λ（以相同单位表示）： 

  D/λ ≈ 69.3 / θbw (95) 

其中，θbw是波束宽度（−3dB）（度）。 

然后，应用下式可近似估值Gmax： 

  Gmax (dBi) ≈ 44.5 – 20 log θbw (96) 

 

 

 

注1 — 在协调研究和干扰评估中，做出各种努力以利用实际天线辐射方向图十分重要。 

注2 — 应当指出，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实际天线的辐射方向图可能不如参考辐射方向图（见注3）。所

以，对本附录内的参考辐射方向图不应解释为可对现有的或规划的无线电中继系统天线的辐射方向图建立

最高界限。 

注3 — 在应用参考辐射方向图时应注意到，在一定角度范围内特定的馈电系统可能产生较高水平的溢漏。 

注4 — a)和b)项中的参考辐射方向图仅适用于一种极化（水平或垂直）。对两种极化（水平和垂直）的参

考辐射方向图尚在研究中。 

注5 — 本附录内包括的参考辐射方向图只是用于旋转对称的天线。具有非对称孔径的天线，其参考辐射方

向图需进一步研究。对此类天线来说，上面的参考辐射方向图可考虑为暂时有效。 

注6 — 关于某些协调研究和干扰评估用的平均辐射方向图的数学模型，在ITU-R F.1245建议书中有进一步

的资料给出。 

注7 —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确保继续开发参考辐射方向图，适应于天线设计的进展。 

注8 — a)和b)项中的参考辐射方向图虽然一般地可应用，但不适合在某些实际的固定业务天线中作为模

型，在5°-70°的角度范围内应谨慎对待（参见注2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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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的 附 录 5 

输入参数和导出参数 

本建议书内，某些情况中的参数可以是输入参数或是导出参数。参数的状态（输入或导出）列于表3
中。状态定义为： 

— 输入：输入参数，其数值在本建议书内来给出或不能从中得到，例如频率、地球站纬度等。 

— 导出：一种参数，其数值在本建议书内可导出、定义（例如是常数）或计算出，例如，表面降水

率R（p）（mm/h）（可从地图和曲线图中得到）、dmax2（表3中得到）和传播模式（1）的协调距

离d1（km）（计算）等。 

 

 
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A1 dB 大气波导衰减中非距离依赖性

部分 
公式(25) 导出 

A2 dB 对流层衰减中非距离依赖性部分 公式(29) 导出 

Ac dB 直接关联海面波导的衰减校正量 公式(24) 导出 

Ad dB 沿地球站每一方位其水平距离上

的衰减校正量 
公式(10) 导出 

Ag dB 传播模式(1)和传播模式(2)计算中

因大气中排放气体造成的衰减 
公式(32)和(76) 导出 

Ah dB 沿地球站每一方位因地形屏蔽造

成的总衰减 
公式(11a)至(11c) 

附录 2§1 

导出 

Aw dB 传播模式(1)最小距离内路径部分

中因水蒸气造成的衰减 
公式(22b) 导出 

b km 地球站与最远可能公共容积之间

的水平距离，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的辅助等值线 

附录 3§4.1 导出 

C – 用于传播模式(2)的有效散射传递

函数 
公式(72) 导出 

Ca, Cb − 降雨高度之上和之下散射的有效

散射传递函数 
公式(71)和(70) 导出 

d km 从地球站至辅助等值线点之间的

距离，用于计算传播模式(2)的辅

助等值线 

公式(81) 

附录 3§4.1 

导出 

 



28 ITU-R P.620-6 建议书 

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d1 km 传播模式(1)的协调距离 附录 2§2、3、4 导出 

dc km 从地球站至所考虑方向的海岸

的距离，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1)
的协调距离 

公式(24) 输入 

dc km 雨区直径，用于传播模式(2)的计

算 
公式(52) 导出 

de km 地球站至雨区边缘的水平距离 公式(64) 导出 

dh km 从地球站天线中心看去的无线电

视距 
附录 2§1 输入 

di km 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迭代计算中

应用的离地球站的当前距离 
公式(15)，(31)和(48) 导出 

dlm km 距离di内区域A2 中最长的连续内

陆距离 
附件 1§4.2 输入 

dmax1 km 传播模式(1)的最大计算距离 §5.2 导出 

dmax2 km 传播模式(2)的最大计算距离 表 2 导出 

dmin km 传播模式(1)和传播模式(2)两者的

最小协调距离 
公式(5a)至(5f) 导出 

mind ′  km 低频率的最小协调距离 公式(4) 导出 

dto, dtv 
dro, drv 

km 传播模式(2)计算中用于确定气体

衰减的距离 
公式(74a)，(74b) 

(75a)和(75b) 

导出 

dr km 传播模式(2)中，与衰减等于或超

出要求的传输衰减之雨区间的距

离 

附录 3§1 导出 

dtm km 距离dc内区域A1+区域A2 中最长

的连续陆地(即内陆+沿海地区)距
离，用于迭代计算传输模式(1)的
协调距离 

附录 1§4.2 输入 

D m 确定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用的天

线直径(附录 4) 
附录 4 输入 

f GHz 100 MHz-105 GHz 的频率 不使用 输入 

G(ϕ) dB 在天线辐射参考方向上确定的偏

轴角ϕ处的天线增益(附录 4) 
公式(83)至(86)， 

(90)到(93) 

导出 

GL  从最差月份时间百分数转换至年

时间百分数时所用的一项 
公式(7a)和 (7b)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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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G1 dB 在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上确定

的天线第一旁瓣的增益(附录4) 
公式(87) 导出 

Gmax dB 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中应用的

天线轴向增益(附录4) 
附录4 输入 

GT dB 地面站天线增益，假定为42 dB，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的协调距

离 

公式(57) 导出 

hc km 取决于雨区内的地域，用于传播

模式(2)计算中的参数 
公式(65) 导出 

hm km 传播模式(2)计算中波束相交点地

面之上的高度 
公式(60) 导出 

hR km 地面之上的有效降雨高度 不使用 输入 

L( p1) dB 对p1%时间(传播模式(1))需求的最

小许可的基本传输损耗 
§1 输入 

Lb( p2) dB 对p1%时间(传播模式(2))需求的最

小许可的基本传输损耗 
§1 输入 

Lbl( p1) dB 假设通路完全为陆地(区域 A1 或

区域 A2)的路径适用损耗，用于

迭代计算传播模式 (1)的协调距

离 

公式(16) 导出 

Lbs( p1) dB 假设通路完全为冷海(区域 B)或暖

海(区域 C)的路径适用损耗，应用

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 (1)的协调

距离 

公式(17a)至(17b) 导出 

L1( p1) 
L2( p1) 
L3( p1) 
L4( p1) 
L5( p1) 
L6( p1) 
L7( p1) 
L8( p1) 
L9(p1) 

dB 
dB 
dB 
dB 
dB 
dB 
dB 
dB 
dB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1)协调距

离的损耗 
公式(14)，(18)，(26)， 

(30)，(40)，(41)， 

(46)，(47)和(49) 

导出 

Lf dB 频率依赖性损耗，用于计算传播

模式(1)的协调距离  
公式(28) 导出 

Lr( p2) dB 按降水率 R 的单调函数得到的传

输衰减，用于确定传播模式(2)的
协调距离 

公式(77) 导出 

N0 – 通路中心海平面表面折射率 公式(3)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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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p1 % 传播模式 (1)的平均年时间百分

数， p1的范围为： 10%-50%，

频率为100 MHz-790 MHz时；

0.001%-50% ， 频 率 为 790 
MHz-105 MHz时 

公式(8) 

§6.1 

输入 

pw1 % 传播模式 (1)中最差月份时间百

分数 
§6.1 输入 

p2 % 传播模式 (2)中平均年时间百分

数，0.001%-10% 
公式(9) 

§7.2 

输入或导出 

pw2 % 传播模式 (2)中最差月份时间百

分数 
§7.2 输入 

R( p2) mm/h 超出一年内平均p2%的地面降雨

率，用于传播模式(2)的辅助等值线

 输入 

rb km 从公共容积中心到辅助等值线的

距离，用于计算传播模式(2)的辅

助等值线 

附录 3§4.1 导出 

rE km 地球有效半径(=8500 km) 附录 3§3 输入 

ri km 最大散射地区与地面站可能位置

之间的当前距离，用于迭代计算

传播模式(2)的协调距离 

公式(51) 导出 

rm km 传播模式 (2)计算中公共散射容

积之外衰减的比例距离 
公式(54) 导出 

rr km 传播模式 (2)计算中波束相交点

至地球站的路径长度 
公式(63) 导出 

rt km 传播模式 (2)计算中波束相交点

至地面站的路径长度 
公式(62) 导出 

s km 距离增量，用于迭代计算协调距

离(建议值为 1 km)  
§1 输入 

S − 传播模式 (2)计算中的瑞利散射

偏差 
公式(73) 导出 

β −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1)协调距离 公式(38) 导出 

βp % 洁净空气异常传播的相对发生率 公式(2a)和(2b) 导出 

δ 弧度 地球站与传播模式 (2)计算中的

当前距离两点对地球中心的张角 
公式(61) 导出 

εL – 附加的距离依赖性衰减和其他衰

减的容限，包括与地形高度相关

的衰减 

公式(27)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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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ε 度 地球站天线主波束仰角 附录3§3 输入 

ϕ 度 对天线主波束轴的角度偏移，

用于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中 (附
录4) 

附录4 输入 

ϕr 度 对天线主波束轴的角度偏移，

用于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中 (附
录4) 

公式(89) 导出 

ϕm 度 对天线主波束轴的角度偏移，

用于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中 (附
录4) 

公式(88) 导出 

Γ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1)协调距离

的一项 
公式(39) 导出 

Γ1 dB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协调距离

的一项 
公式(67) 导出 

Γ2 dB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协调距离

的一项 
公式(66) 导出 

Γa dB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协调距离

的一项 
公式(69) 导出 

Γb dB 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协调距离

的一项 
公式(68) 导出 

γd dB/km 特定的衰减项，用于迭代计算

传播模式(1)的协调距离 
公式(23) 导出 

γgm dB/km 气体吸收造成的特定的衰减，用于

频率范围 60 GHz-105 GHz 
公式(45) 导出 

γo dB/km 干燥空气造成的特定衰减  公式(20)和(55) 导出 

γom dB/km 干燥空气造成的特定衰减，用于

频率范围 60 GHz-105 GHz 
公式(43a)和(43b) 导出 

γR dB/km 雨水造成的特定衰减 附录 3 输入 

γw dB/km 水蒸气造成的特定衰减 公式(21) 导出 

γwv dB/km 水蒸气吸收造成特定衰减，用于

水汽散射模型 
公式(56) 导出 

γwt dB/km 水蒸气吸收造成的特定衰减，用

于对流层传播模型(采用 3 g/m3)的
水蒸气密度 

公式(22a) 导出 

γwm dB/km 水蒸气吸收造成的特定衰减，用

于频率范围60 GHz-105 GHz 
公式(44) 导出 

η − 传播模式(2)计算中的中间参数 公式(53) 导出 

λ m 波长，用于确定天线辐射参考方

向图中(附录 4) 
附录 4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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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µ1 – 取决于路径在陆地(内陆和/或沿

海 )和水域之上的程度的参数，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 (1)的协

调距离 

公式(34) 导出 

µ2 –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 (1)协调

距离的参数 
公式(36) 导出 

µ4 –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 (1)协调

距离的参数 
公式(37a)和(37b) 导出 

θd 度 相对于从地球站主波束方向到

辅助 等值 线 上一 个点 的 方位

角，用于计算传播模式 (2)的辅

助等值线 

公式(82) 

附录3§4.1 

导出 

θh 度 地球站水平仰角 附录2§1 输入 

θbw 度 天线辐射方向图 3 dB 波束宽度，

用于天线辐射参考方向图中 (附
录 4) 

公式(95)和(96) 输入 

ρ g/m3 超出 50%时间的大气层水蒸气密度 公式(21)和(56) 输入 

ρ0 g/m3 地球站处超出 50%时间的大气水

蒸气密度 
公式(22b) 输入 

ρdmin g/m3 相关方位上dmin处超出 50%时间

的大气水蒸气密度 
公式(22b) 输入 

ρi g/m3 传播模式 (1)迭代的每一步中超

出 50%时间的大气水蒸气密度 
公式(32) 输入 

σ –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1)协调距

离的参数 
公式(36) 导出 

τ – 用于迭代计算传播模式(1)协调距

离的参数 
公式(33) 导出 

υ 度 保护角，用于确定传播模式(2)的
辅助等值线 

附录 3§4.1 步骤 g)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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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术 语 定 义 

参    数 单    位 定     义 定 义 出 处 状    态 

ω 度 地面站相对于公共容积中心的极

坐标角，用于计算传播模式(2)的
辅助等值线 

附录 3§4 输入 

ψ 度 传播模式 (2)中，地球站与任何

地面站波束之间可能发生的公

共容积内临界地区的张角 

公式(80) 

附录3§4.1 

导出 

ζ 度 地球站纬度(北纬为正，南纬为负) 公式(1a)和(1b) 输入 

ζ r 度 与地球站纬度相关的纬度，用于

确定洁净空气异常传播相对发生

率βp的合适值 

公式(1a)和(1b)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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