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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到约 30 GHz 频率范围进行频率协调和干扰估算用的 

参考地球站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 

 

（1992-2005）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为了对无线电通信卫星系统之间的和这一类系统中的地球站与共用相同频带的其他业务台站之

间的协调进行研究和相互干扰进行估算，地球站天线采用交叉极化的辐射方向图可能是有益的； 

b） 为了进行地球站与地面接力站之间协调距离的确定及干扰的估算，以超过旁瓣峰值小的百分数的

电平为基础的辐射方向图也许是适用的； 

c） ITU-R S.465 建议书中含有频率协调和干扰估算用的参考地球站同极化的辐射方向图； 

d） 对地球站的交叉极化轴外增益性能已进行了若干测量，并且推导出一些在定量上相似的辐射方向图； 

e） 可使用单一的交叉极化轴外参考方向图，该方向图包括附件 1 中所含的那些方向图； 

f） 使用可实现最佳辐射方向图的天线，将导致射频频谱和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最有效利用， 

认识到 

1 需要有更多的交叉极化性能实测资料； 

2 实测的地球站天线轴外增益性能包含源天线的交叉极化辐射； 

3 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是在源天线的主波束中测定的， 

建议 

1 在缺乏有关地球站天线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的详细资料时，单一的参考辐射方向图可用于： 

1.1 卫星固定业务地球站和共用相同频带的其他业务台站之间的频率协调研究和干扰估算； 

1.2 卫星固定业务各网络之间的协调研究和干扰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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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 2～30 GHz 范围内的各频率，下列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暂定可用于所考虑的方向和主波束轴

之间的夹角： 

 Gx(ϕ) = 23 – 20 log ϕ dBi 对于ϕr≤ϕ≤7° 

 Gx(ϕ) = 20.2 – 16.7 log ϕ  dBi 对于 7°＜ϕ≤26.3° 

 Gx(ϕ) = 32 – 25 log ϕ    dBi 对于26.3°＜ϕ≤48° 

 Gx(ϕ) = – 10 dBi 对于48°＜ϕ≤180° 

ϕr = 1º或 100 λ/D，取其中较大者； 

3 下列注解应视为本建议书的一部分。 

注 1 — 参考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应假定为轴对称的。 

注 2 — 参考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应在仅采用反向极化的情况使用。 

注 3 — 经有关主管部门之间的协商，可采用其他的地球站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 

注 4 — 当偏馈系统可能产生相对高的溢出电平的角度范围和 D/λ小于 50 的天线时，应当谨慎使用参考辐射方

向图。 

注 5 — 本交叉极化辐射方向图是 ITU-R S.465 建议书的同极化方向图的补充。 

注 6 — 附件 1 含有若干交叉极化轴外辐射方向图，与不同天线的实测增益特性的峰值包络线相对应，以支持建
议 2。 

 

 

附  件  1 

地球站天线交叉极化特性的模型的建立 

本附件提供背景资料，用于研究从理论方向图以及从不同直径的天线（1.2 m、1.8 m、2.4 m、3.5 m，在

12.625 GHz 上，以及 3.7 m 在 10.7 GHz 上）测量的方向图所获得的交叉极化方向图。对每一种直径的天线，

绘制了一个相对实测的方向图和一个包络线方向图。然后，推导出一些方程式，用以描述 D/λ≥100 和

D/λ＜100 的天线的交叉极化包络线。又推导出了一个单一的函数，可用以描述所有天线的轴外交叉极化

方向图。 

通过计算而获得的单偏置馈源天线的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方向图以及各自的包络函数示于图 1 与图 2。
轴对称结构的馈源支杆效应示于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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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 3.95 GHz 上计算出的 1.8 m 单偏置天线的同极化和交叉极化方向图——方位面 

 

 

 

 

 

图 2 

在 6.175 GHz 上计算出的 1.8 m 单偏置天线的同极化和交叉极化方向图——方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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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3.95 GHz(a)～c))和 6.175 GHz(d)～e))上，对 6 m 双反射器轴对称线性极化天线的支杆效应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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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估算最坏情况的极化鉴别（极化隔离因子），已取得了上述天线的同极化 G∥（ϕ）和交叉极化

G+（ϕ）的包络线。 

a） 本附件中使用的相对同极化包络线假定如下： 

对于 D/λ≤100 的系统： 

G//(φ) = 52 – 10 log(D/λ) – 25 log φ – G0 dBi 对于(100 λ/D)°  ≤φ≤48° 

 = 10 – 10 log(D/λ) – G0 dBi 对于 48°       ＜φ≤180° 

对于 D/λ＞100 的系统: 

G//(φ) = 32 – 25 log φ – G0 dBi 对于 1°        ≤φ≤48° 

 = 10 – G0 dBi 对于 48°       ＜φ≤180° 
b） 对于 0°＜φ＜φ1，交叉极化电平为 G+(φ) = G//( 1ϕ′ )（对于小型天线， 1ϕ′ =2.2φ1，对于大型天线，

1ϕ′ =1.8φ1）。 

最后，相对交叉极化包络可能具有下列包络线： 

1 小型天线(D <100λ) 

 G0 = 最大同极化天线增益（dBi） 

G(φ) = 52 – 10 log(D/λ) – 25 log φ – G0(dBi) 

  φ1 = 100 λ/D (º) 

  1ϕ′ =2.2 φ1(º) 

   φ2 = 25.1º 

  φISO = 25
)/log(1052

10
λ− D

(º) 

对于 0＜φ≤φ1： 

 )()( 1ϕ′=ϕ+ GG  (1) 

对于 φ1＜φ≤φ2： 

 ( )
1

11 )()()()(
ϕ−ϕ
ϕ−ϕ

ϕ′−ϕ−ϕ=ϕ+
ISO

ISOGGGG  (2) 

对于 φ＞φISO： 

 0log25)/log(1052)( GDG −ϕ−λ−=ϕ+  (3) 

对于 φ2＜φ≤180º： 

 G+(φ) = 10 – 10 log(D/λ) – G0 (4) 

图 4 和图 6 中所示的方位图是天线直径为 1.2 m 和 1.8 m 的地球站在中心频率为 12.625 GHz 上求得的。

图 5、7 和 8 示出了这些类型天线的实测方位图。给出了在各种情况下实测的同极化与交叉极化方向图的一

个例子，但所示的包络线是若干副同类天线测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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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2 m ƒ天线， =12.625 GHz，相对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计算方向图 

 

 

 

图 5 

1.2 m ƒ天线， =12.625 GHz，相对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实测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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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8 m ƒ天线，  =12.625 GHz，相对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计算方向图 

 

 

 

图 7 

1.8 m ƒ天线，  =12.625 GHz，相对同极化的实测方向图 

 



8 ITU-R S.731-1 建议书 

图 8 

1.8 m ƒ天线， =12.625 GHz，相对交叉极化的实测方向图 

 

 

2 大型天线（D≥100λ） 

 G0 = 最大同极化天线增益(dBi) 

 G(φ) = 29 – 25 log φ – G0(dBi)  

 φ1 = 1º 

 1ϕ′ =1.8 φ1 (º) 

 φ2 = 20º 

 φ3 = 33.1º 

 φISO = ≅25
29

10 14.45º 

对于 0<φ≤φ1: 
 )()( 1ϕ′=ϕ+ GG  (5) 
对于 φ1<φ≤φ2: 

 ( )
1

11 )()()()(
ϕ−ϕ
ϕ−ϕ

ϕ′−ϕ−ϕ=ϕ+
ISO

ISOGGGG  (6) 

对于 φ2<φ≤φ3： 
 G+(ϕ) = 32 – 25 log ϕ – G0 (7) 
对于 φ3<φ≤180º: 
 G+(ϕ) = – 10 – G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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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中所示的方向图是在以下天线直径和频率的地球站上求得的：在 12.625 GHz 上天线直径为 2.4 m
和3.5 m 以及在 10.7 GHz 上天线直径为 3.7 m。这些类型天线的实测方向图示于图 10、11、13、14、16 和

17。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给出同极化和交叉极化测量的一个实例，但给出的包络线是若干同类型天线的平均值。 

对于 D＜100λ和 D≥100λ，上面给出的函数可以用绝对增益表示。对于 D＜100λ，所给出的函数

可通过令 52 −10 logφ等于 32 而归一化为 32 −25 logφ的同极化函数。对于 D/λ的不同值，这些函数按

绝对增益的估算如下： 

Gx(ϕ) = 22.70 − 0.29ϕ – 25 log ϕ dBi 对于  D/λ = 25 (9) 

= 22.69 + 0.37ϕ – 25 log ϕ dBi 对于  D/λ = 50 (10) 

= 22.87 + 0.42ϕ – 25 log ϕ dBi 对于  D/λ = 75 (11) 

= 22.15 + 0.47ϕ – 25 log ϕ dBi 对于  D/λ = 100 (12) 

这些增益函数等于一个同极化包络增益（32–25 log ϕ）时的角度分别为 31.7°，25.2°，21.4°和 20.8°。
已推导出的附加函数是： 

Gx(ϕ) = 20 – 21 log ϕ dBi (13) 

Gx(ϕ) = 23.6 – 20 log ϕ dBi (14) 

Gx(ϕ) = 22 – 25 log ϕ dBi (15) 

公式（15）是以 7º以外交叉极化增益必须比同极化增益小 10 dB 的要求为基础的。 

这些函数标绘在图 18 中。根据该图，足以包括上述所有函数的一个简单函数是： 

Gλ(ϕ) = 23 – 20 log ϕ dBi 对于ϕr≤ϕ≤7° 

= 20.2 – 16.7 log ϕ dBi 对于 7°＜ϕ≤26.3° 

= 32 – 25 log ϕ dBi 对于 26.3°＜ϕ≤48° 

= – 10 dBi 对于 48°＜ϕ≤180° 

ϕr 等于 1°或 100 λ/D，取其中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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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4 m 天线，ƒ=12.625 GHz 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计算方向图 

 

 

 

图 10 

2.4 m 天线，ƒ=12.625 GHz，相对同极化实测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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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4 m 天线，ƒ=12.625 GHz，相对交叉极化实测方向图 

 

 

 

图 12 

3.5 m ƒ天线， =12.625 GHz，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计算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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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3.5 m 天线，ƒ=12.625 GHz，相对同极化实测方向图 

 

 

 

图 14 

3.5 m 天线，ƒ=12.625 GHz，相对交叉极化实测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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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3.7 m ƒ天线， =10.7 GHz，相对同极化和交叉极化的计算方向图 

 

 

 

图 16 

3.7 m 天线，ƒ=10.7 GHz，相对同极化实测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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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3.7 m 天线，ƒ=10.7 GHz，相对交叉极化的实测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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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绝对交叉极化旁瓣天线增益方向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