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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31.8-32.3 GHz和37.0-38.0 GHz频段内大量分布式干扰 
项目的、用于兼容性分析的大孔径空间研究 

业务地球站参考天线图 
 

 

（2007年） 

 

范围 

 本新建议书为31.8-32.3 GHz和37.0-38.0 GHz频段内的大孔径空间研究业务地球站提供了两种参

考天线辐射图，Ja和Jp。Ja用于涉及大量分布式干扰源的兼容性分析。Jp用于涉及少量离散干扰源的

兼容性分析。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在分析高密度固定业务（HDFS）与深空空间研究业务（SRS）间的兼容性或共用

时，有必要确定因各方位角方向分布的大量干扰源，而可能会在SRS地球站产生的干扰电

平； 

b) 为确定这些干扰电平，需定义基准天线辐射图； 

c) 大孔径空间地球站天线的旁瓣辐射图，尽管被认为具有相似的总体形状，但其具体

增益值，角度分布和天线间波峰波谷的位置存在差异； 

d) 如需使用一种模型表示一类天线的辐射方向图，需要了解每个角度的平均值和容差

值，从而能够准确、自信地描述其性能； 

e) 包络模型，例如ITU-R SA.509建议书中的模型，为业务中使用的大多数大孔径天线

（D > 100λ）的大部分偏轴角，规定了旁瓣增益电平上限； 

f) 当多个SRS地球站天线共位且每根天线都需要有害干扰保护时，特别需要此类包络模

型； 

g) 另外，如果峰值包络增益辐射图用于评估包括多个干扰源的集总干扰，预期干扰将

远远大于实际操作中体验到的干扰值； 

h) 统计仿真（又称蒙特卡洛仿真）经常被用于涉及多个分布干扰源的兼容性或共用研

究； 

j) 鉴于辐射方向图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需对平均值和容差值进行评估，以便在统计

分析中得到准确、公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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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大孔径SRS地球站天线增益辐射图的数学模型应尽量近似于此类天线的物理性能，并

应尽量符合物理学原理； 

l) 在加入影响天线辐射的物理因子的情况下，ITU-R SA.2098报告介绍了大孔径SRS天
线接近最小值的包络模型（Jp），及用于的确定性兼容分析和平均增益的模型（Ja）（备有

供供统计分析使用的容差）； 

m) 在ITU-R SA.2098报告比较的模型中，仅Jp和Ja明确的说明了表面容差，并以影响峰

值和旁瓣增益的方式加入了孔径效率； 

n) 如该报告所述，Jp和Ja模型更近似于SRS大孔径天线的物理性能，且其平均增益比要

优于其它对比模型， 

建议 

1 在缺少受影响SRS地球站辐射方向图具体数据的情况下，应将下述算术增益模型用于

涉及31.8-32.3 GHz和 37-38 GHz频段的HDFS系统的兼容性和共用分析： 

1.1 利用下述包络模型Jp（峰值）（dBi），进行单一确定性天线辐射图的兼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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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为天线的极角；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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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a值是指与辐射图相关的（孔径照射、溢出、阻挡等）天线效率，但与表面容差相关的

内容除外。表面容差产生的增益损耗被作为hrms的函数单独加入，即表面容差的平方根。上

述公式使用的有效表面容差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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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大于1/15的hrms/λ值均应用1/15替代；任何低于1/60的值必须用1/60替代。 

 在罕见的情况 下，出现大表面误差时，θ3可超过80º，倾斜旁瓣区域与80-120º区域内的

平峰会出现重叠。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出每个角度下的两者间最大值。 

 天线操作部门须提供实际表面容差值。如果没有实际数字，则用于深空研究的34米天线

应使用hrms = 0.35 mm这一数值。  

1.2 对于涉及大量分布干扰源的统计兼容性分析，使用平均增益模型Ja（平均）计算平均

值，同时还应使用下述统计容差值： 
1.2.1 各角度的增益分布平均值（d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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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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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模型中涉及表面容差有效范围以及80-120º区域内偶然重叠解析度的注释，同样适用于

Ja模型。  

1.2.2 各角度增益分布的容差 

 假设θ1至180º间3-σ容差的正态分布为3dB。 

 图1描述了在32 GHz工作的34米SRS天线的此类模型及其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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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32 GHz工作的34米SRS天线的天线增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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