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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职责是确保卫星业务等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平等、有效、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

谱，不受频率范围限制地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议书。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规则和政策职能由世界或区域无线电通信大会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在研究组的支持下履

行。 

知识产权政策（IPR） 

ITU-R的IPR政策述于ITU-R第1号决议中所参引的《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专利持有人

用于提交专利声明和许可声明的表格可从http://www.itu.int/ITU-R/go/patents/zh获得，在此处也可获取《ITU-

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实施指南》和ITU-R专利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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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BS.643-4建议书 

用于与导频系统共用的调频无线电接收机的 

自动调谐和其它应用的无线电数据系统 

（1986-1990-1995-2011-2022年） 

范围 

本建议书详细介绍了将无线电数据系统（RDS）用于VHF/FM广播的主要参数和操作要求。 

关键词 

FM广播、无线电数据系统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世界许多地区的VHF/FM广播传输密度的与日俱增，以至于FM便携或车载收音机的

用户尤其越发难以收听到特定节目； 

b) 另一方面，技术使在声音节目信号中增加辅助数据信号成为可能，数据信号提供了

广泛的传输识别方法，从而有助于实现无线电接收机的辅助和自动调谐； 

c) 这类无线电数据信号是以耳闻不到方式加入现有VHF/FM广播的，从而实现了与常规

立体声或单声道声音广播信号的良好兼容； 

d) 在小型化过程中得到优化的现有低价位接收机技术，可实现采用无线电数据信号的

辅助或自动调谐； 

e) 这种系统具有实施广泛可选应用的灵活性，以满足各广播机构的具体需求； 

f) 许多国家已将这一系统用于广播业务， 

建议 

1 希望为提供FM广播和其它应用的电台和节目识别采用辅助信息传输的广播商，应根

据附件1的规定使用无线电数据系统（RDS）； 

2 以下注释应被视为本建议书的一部分。 

注1 – 有关RDS操作特性的信息见附件2。 

注2 – IEC 62106（2018年及以后，所有部分）为最新版本的国际RDS标准。虽然该系统在北美采用了

相同的结构和编码，但某些部署特性存在着微小差异。在北美RDS被称为RBDS，详细规定见

IEC 62106-9。 

注3 – 由于RDS是欧洲广播联盟（EBU）于1984年首次提出的，因此在全球范围内RDS接收机已经且

仍在大量制造，其零售价格也保持在极低价位，因为量产嵌入FM接收机芯片的RDS解码器硅片以及

软件定义无线电技术的应用将成本拉得很低。 

 

 
  应提请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关注本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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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无线电数据系统规范 

1 数据频道调制 

1.1 基本子载波频率（强制性）：在采用立体声的情况下为57 kHz，相位或正交锁定于

19 kHz (2 Hz)导频音的三次谐波。（频率误差：6 Hz） 

1.2 三个附加子载波（可选）：66.5 kHz、71.25 kHz和76.0 kHz，锁相到基本子载波
57 kHz。1 

1.3 子载波电平：建议的各调制子载波引起的主FM载波标称偏差为2 kHz。然而在现实

中，针对基本子载波，它可低至±1.2 kHz；许多提供广泛动态范围（如古典音乐）节目的

EBU广播商更乐于采用这一较低数值，以确保最佳的信噪性能。然而解码器在设计上应能适

应相当于± 1 kHz和± 7.5 kHz偏差之间的子载波电平。 

需要优化子载波上部附加数据流的峰值频率偏差。由于RDS2数据流的振幅随着峰值频

率偏移而增加，因此较大的偏移意味着更好的BER性能。然而，较大的偏差会增加多路复用

信号带宽（进而增加FM信号带宽），但这受到ITU-R BS.450建议书的限制。因此，有必要

进行折衷，从而根据带宽限制优化RDS2数据流的峰值频率偏差。 

1.4 调制方式：子载波是通过成形和二相编码数据信号进行幅度调制的。子载波被抑制

（基本子载波见图1a至1c）。 

1.5 时钟频率和数据速率：基本时钟频率是通过传输子载波频率除以48得出的。因此，

基本数据速率为1 187.5 bit/s  0.125 bit/s。 

1.6 差分编码：当发射机编码器的输入数据电平为0时，其输出保持以往输出速率不变；

而当输入为1时，新的输出速率则是以往输出速率的补充。 

2 基带编码 

2.1 编码结构：该结构中最主要的成分称作104比特“群”，每个比特群包括四个26比特

组。而每个组又包括一个16位的信息字和一个10位的检验字。 

2.2 位传输顺序：所有信息字、检验字和地址都首先发送最重要的位。 

2.3 差错保护：为了同步而增加一个10位的偏置字的10位循环冗余检验字，旨在使接收

机/解码器能够发现和纠正出现的接收错误。 

2.4 组和群的同步：数据传输是完全同步的，群或组之间没有断隙。解码器可利用验错

解码器高度自信地发现组同步疏漏的能力，确认数据组的开头和结尾。一个群中的各组是通

过在每个10位检验字中加入不同偏置字确定的。 

 
  这里公布的特性仅是一份更为详细案文的摘要，该案文作为IEC 62106标准另行发布。 
1  锁相要求在IEC 62106-1中有详细说明。这是是使用DSP技术进行解调的必要条件。所使用的符号

移位将RDS2数据信号的峰值偏差降低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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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DS信号的频谱和时间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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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基本子载波的信息格式：每群第二组的头五位被分配给确定应用群类型及其版本的

五位编码。群类型的介绍见表1。它还具有增加未确定应用的开放数据应用（ODA）特性。

这将使应用能够在监管的基础上采用上述群。这需要使用IEC 62106-3详细阐述的程序登记特

定的ODA。 

有关基本子载波的RDS系统的一大部分数据传输容量将被用于与FM接收机的自动或辅

助调谐功能相关的特性。这类信息的频繁重现是为了在短暂的数据采集时间内实现调谐或再

调谐。许多相关编码占用了每个群中的固定位置。因此，可在不参照含有这一信息的组之外

的任何组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解码。 

2.6 子载波的上部使用了IEC 62106-2详述的新的C组。这些组中的每一组都具有传输7字

节或56位的能力。使用RDS2文件传输协议RFT，可以传输与ODA相关的最多163 kB的文

件。相应的ODA在各种情况下指定如何在接收器/解码器中使用传输的文件。每个ODA使用

一个应用AID。没有采用相应ODA-AID的接收机可以丢弃接收到的相应数据。 

图 2 

基本子载波的信息格式和寻址 

 
 

PI code 

业务流 

群的第一发射位 群的最后发射位 

组 1 组 2 组 3 组 4 

      一个群 = 104 bits    87.6 ms    

检验字 
和偏置A 

群 
类型码 

检验字 
和偏置 B 偏置 C  = 版本 A 

偏置 C = 版本 B ' 
检验字 
和偏置 C或 C ' 

检验字 
和偏置 D 

最重要 
的位 

最不重要的位 

4位群类型码 0 = 版本 A 
1 = 版本 B 

注1  – 群类型码 = 4位。 

注3   – PI编码 = 程序认证码 = 16位。 

注4   – TP = 业务流程序识别码 = 1位。 

注5   – PTY = 程序类型码 = 5位。 

注6   – 检验字 + 偏置“N” = 增加10位以提供差错保护和组群同步信息。 

注2   – B  = 版本码 = 1位。 
0 

注7 –  t   <   t  ：任何一群的组1都会被最先传输，而组4最后传输。 1 2 

A 3 A 2 A 1 A 0 B 0 PT 4 PT 3 PT 2 PT 1 PT 0 

PTY PI 

B 0 TP 
t 1 t 2 

程序码 

BS.06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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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展示了子载波上部使用的C组结构。用于子载波上部组标识的消息格式和功能报头 

图3 

用于子载波上部组标识的消息格式和功能报头 

 

注 – 功能报头（FH）可以完全决定组标识。 

表 1 

基本子载波群类型码实例 

群类型 

应用 十进制

数值 

二进制编码 

A3 A2 A1 A0 B0 

0 0 0 0 0 X 
(1) 基本调谐与转换信息 

2 0 0 1 0 X 广播文本 

3 0 0 1 1 0 开放数据应用标识   

4 0 1 0 0 0 时钟时间和日期 

14 1 1 1 0 X 增强的其它网络信息 

15 1 1 1 1 0 长节目服务名称 

15 1 1 1 1 1 快速基本调谐和转换信息 

(1) X表示的数值可能是“0”（版本A）也可能是“1”（版本B）。 

注：此处未列出的组可用于传送ODA数据。 

 

表2介绍了采用的缩略语和缩略语涉及的特性。 

 

一组=104位 ≈ 87.6毫秒 

块 1 块 2 块 3 块 4 

组中首先传输的位 组中最后传输的位 

功能 

报头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校验字 

+ 

偏置A 

校验字 

+ 

偏置B 

校验字 

+ 

偏置C或C' 

校验字 

+ 

偏置D 

功能标识 功能编号 

BS.06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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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缩略语和特性列表 

调谐功能 其它功能 

PI： 节目识别 TA： 业务发布图标 

PS： （短）节目服务名称 DI： 解码器识别 

LPS： 长节目服务名称 RT/RT+/eRT： 广播文本/广播文本加/增强型广播

文本 

AF： 替换频率列表 CT： 日期和时间 

TP： 流量程序标识  ODA： 开放数据应用 

PTY： 节目类型 TMC： 业务信息频道 

EON： 增强的其它网络信息 RDS2： 使用一个、两个或所有三个子载波 

ECC： 扩展国家代码 RFT： RDS2文件传输协议 

2.7 重复速率：表3显示了一些主要应用的适当重复速率，以及广播商何时和是否采用这

些速率。 

表 3 

适当重复速率 

应用 
包括这些信息 

的群类型 

适当的每秒 

重复速率 

节目识别（PI）编码 全部 11.4(1) 

节目类型（PTY）编码 全部 
11.4(1) 

业务程序（TP）识别编码 全部 
11.4(1) 

节目服务（PS）名称 0A、0B 1(2) 

备选频率（AF）编码对 0A 4(2) 

业务公布（TA）编码 0A、0B、15B 4 

解码器识别（DI）编码 0A、0B、15B 1 

音乐/语音（M/S）编码 0A、0B、15B 4 

广播文本（RT）信息 2A、2B 0、2(3) 

增强的其它网络信息（EON） 14A、14B 高达2(4) 

(1） 每当发射机承载常规广播节目时，对这一项的有效编码通常至少以这一重复速率发送。 

(2） 发送整个PS名称需要总共四个0A群，因此每秒需要4个0A群。如果需为其它应用增加容量，有

可能降低群类型0A的重复速率。为确保PS和AF特性的正常运行，至少需要每秒两个0A类型群。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PS的完整传输需要2秒的时间。然而，在通常的重复条件下，差

错的出现将使接收机显示PS名称所需的时间达到4秒或更长。PS处于静态，因而决不能用于文本

传输。 

(3） 传输64个字符的广播文本信息需要总共16个2A类型群，因而每秒需要3.2个2A类型群。对某些含

2字节字符编码的字符集而言，增强型广播文本特性更为适用。 

(4） 传输所有与全部交叉参照节目服务相关数据的最长周期为2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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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无线电数据系统“RDS”的操作特性 

1 与现有VHF/FM广播的兼容性 

用于传输数据信号的子载波的调制频率、电平和方法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避免对主要

立体声或单声道节目信号接收造成干扰。由于这些与兼容性相关的考虑至关重要，多个国家

进行了广泛和长期的现场试验。其结果显示，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传播条件下，与广泛类型的

接收机实现良好的兼容性。但在某些接收信号受到严重多路径传播影响的地方，主要节目信

号可能受到干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RDS信号，接收的节目信号的质量也往往会

因失真而变得很差。 

2 无线电数据信号接收的可靠性 

在对无线电数据信号接收可靠性做出评估时，必须将RDS系统的应用分为两类：使用诸

如自动调谐功能的短时和频繁重复信息的应用：以及采用诸如广播文本（RT）信息的很少

重复的较长信息的应用。 

在使用室内固定设备而出现场强有限的接收条件下，而且在推荐的RDS注入电平为

 2 kHz时，低至大约15 dB(V）（来源为50 ）的接收机输入e.m.f.可以实现足够可靠的短

信息接收，而足够可靠的较长信息接收则需要大约20 dB(V）的输入e.m.f.。需要强调的

是，上述数值取决于通常为大约7 dB的接收机噪声值。在分别为1  10–2 和1  10–4的纠错

前，这些输入电压与接收信号的比特误码率相等。在这些场强有限的条件下，接收信号的比

特误码率随着接收天线输入电平的上升成指数性下降。此外，就具体处于 1 kHz 至 7.5 kHz

范围内的发射机的RDS注入电平而言，维持一定误码率所需的接收机天线输入信号电平的增

长几乎与注入电平的下降成正比，而且反之亦然。例如，将注入电平从 2 kHz降低至 1 

kHz，会使RDS接收机为保持一定比特误码率所需的天线输入e.m.f.提高6 dB。 

在为注入RDS信号确定最佳电平时发现，必须在主要节目信号的兼容性和RDS信号接收

可靠性之间找到一个折中方案。总体而言，相当于主要FM载波每个子载波 2 kHz偏差的推

荐RDS注入电平，被认为可在广泛的接收条件下提供最佳折中方案。 

对于车内的移动接收，多路径传播通常被认为是有损于RDS信号接收的主要因素。为获

得有关在多路径有限接收条件下RDS系统性能的信息，多个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现场试点工

作。 

这些现场试点是在当地广播发射机信号的接收受到多路径传播严重影响的道路上进行

的。通过试验发现，即使在接收节目信号往往受到失真和噪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也能够可

靠接收RDS接收机自动调谐功能所需的频繁重复的信息。试验表明，在受场强局限的接收条

件下，通过提高发射机的RDS注入电平可提高接收可靠性。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注入电平下

降至RDS系统规范允许的 1 kHz的最低限，仍可维持足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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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测量利用得出ITU-R BS.412建议书锁定保护比所用的相同程序，确定了RDS系统

免受相同或相邻频道无用广播信号干扰所需的RF保护比。对持续干扰的测试结果见有关仅

使用基本子载波的RDS的图4。应当注意的是，就采用100 kHz这一推荐频道间隔进行的传输

而言，RDS系统所需的保护比远远低于立体声节目信号所需的保护比。图3显示，RDS保护

比接近于单声道节目信号的保护比；如有需要的话，可以利用增加RDS子载频的电平提高保

护比。 

看来，单声道和立体声广播业务所需的现有保护比，不受在干扰信号中加入一个RDS子

载频的影响，即使子载频偏离主载频达 7.5 kHz也会是同样情况。 

https://www.itu.int/rec/R-REC-BS.412/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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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ITU-R BS.412建议书列出的单声道和立体声保护比与 

为仅使用基本子载波的无线电数据系统RDS测出的保护比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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