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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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的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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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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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U-R系列建议书 

（也可在线查询 http://www.itu.int/publ/R-REC/en） 

系列 标题 

BO 卫星传送 

BR 用于制作、存档和播出的录制；电视电影 

BS 广播业务（声音） 

BT 广播业务（电视） 

F 固定业务 

M 移动、无线电定位、业余和相关卫星业务 

P 无线电波传播 

RA 射电天文 

RS 遥感系统 

S 卫星固定业务 

SA 空间应用和气象 

SF 卫星固定业务和固定业务系统间的频率共用和协调 

SM 频谱管理 

SNG 卫星新闻采集 

TF 时间信号和频率标准发射 

V 词汇和相关问题 

 

说明：该ITU-R建议书的英文版本根据ITU-R第1号决议详述的程序予以批准。 

电子出版 
2018年，日内瓦 

 

 ITU 2018 

版权所有。未经国际电联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复制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 



 ITU-R P.619-2 建议书 1 

ITU-R P.619-2 建议书 

评估空间和地球表面电台之间干扰所需的传播数据 

（ITU-R第208/3号课题） 

（1986-1990-1992-2017年） 

范围 

本建议书提供预测空间电台与地表（或接近地表）电台之间干扰信号的信号传播损耗的

方法，信号整个频率范围为100 MHz至100 GHz，其中也包含少数限于较低频率的个例（描

述这些个例时，我们会进行详述）。在较窄的频率范围内，某些损失机制的预测方法较为可

靠，某些频率范围内的一些损失机制并不明显。本建议书提供了预测时间不超过 
0.001％-50％的传播损耗的方法。在分析（该等分析确定干扰信号，其中时间变率和位置变

率的关联可能会产生影响）单次输入和多个输入传播损耗方面，已给出指导。 

关键词 

干扰、去极化、束散、闪烁、衍射、导管 

国际电信联盟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为评估基于空间站和地球表面的电台之间的干扰，必须获取考虑大气因素的传播数

据和预测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考虑地形、建筑物渗透、多径和杂波等因素； 

b) 鉴于该类评估有许多可能的应用范围，需选择适当方法进行指导； 

c) 可能需要确定来自众多发射机的总干扰信号，对潜在或实际干扰的某些分析， 

建议 

a) ITU-R P.526建议书提供了障碍绕射的计算方法； 

b) ITU-R P.531建议书提供地-空路径上电离层效应的传播数据和预测方法； 

c) ITU-R P.618建议书为地-空链路规划提供指导； 

d) ITU-R P.676建议书提供由大气气体导致的衰减的计算方法； 

e) ITU-R P.834建议书提供对流层折射影响的信息和计算方法； 

f) ITU-R P.836建议书提供大气中的水蒸气含量的信息和计算方法，包括其时间变率； 

g) ITU-R P.2040建议书提供了无线电波与建筑物的交互信息； 

建议 

附件1中的指南可用于评估空间站和地面站之间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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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 简介 

本建议书提供了评估空间电台与地球表面电台之间干扰的指导方法和计算方法。“地球

表面”指大气层内距地表不远的天线，包括安装在无线电塔、建筑物、陆地车辆或手持设备

上的天线。本地面站可能是卫星或地面无线电系统的一部分。有时可简称为“地面站”。 

“地球-空间”路径指在地对空或空对地方向上的天线之间的无线电能量路径。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传播机制均为双向。 

1.1 时间和地点多变性 

许多传播损失随时间而变化，并随地面站的位置，尤其是位于地球表面站的位置变化而

变化。 

许多干扰分析均依据“统计”得出结果，并考虑潜在的时间和空间变化。如需完整的地

球-空间基本传输损耗累积分布函数，须将ITU-R P.618建议书用于超出的损失（时间百分比

为50%以下）。许多情况下，可能将单个信号路径上各个传播机制引起的衰减和信号功率增

强视为独立变量。例如，在载波与（噪声干扰）比率为品质因数的分析中，除非期望和干扰

信号路径在物理上彼此接近或重叠，且具有高度相关性，否则，可能将干扰和期望信号功率

和去极化效应视为独立变量。 

在某些情况下，干扰信号路径上的传播损耗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可通过选择适当

的方法进行计算。 

1.2 表观仰角和自由空间仰角 

由于大气折射率，地面站的射线在空间站的仰角高于没有任何大气的射线的仰角。应考

虑到该种影响，特别是在低仰角时。 

在没有任何大气的情况下存在的仰角称为“自由空间”仰角，用符号0表示。基于地面

站包括大气折射率效应的无线电路径的实际角度称为“表观”仰角，并用符号θ表示。 

附件B给出了自由空间仰角和表观仰角之间转换的方法。 

1.3 相关传播机制 

干扰信号路径的主要基本传输损耗机制发生于晴空条件下，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包括

对流层和电离层闪烁、多路径以及与信号路径障碍物（杂波、地形衍射和建筑物入口损失）

相关的机制。第2节描述了这些机制并给出计算方法。第2.1至2.8小节详细描述了这些机制。

第3.1节给出了单个特定路径的基本传输损耗表达式。第3.2节给出了多个信号源到单个接收

机的基本传输损失表达式。 

一些干扰评估可能需要考虑降水效应。第3节中描述了相关机制。第2.9和2.10小节分别

给出了雨散射干扰和不同的雨衰减干扰的信息和计算方法。 

下文中考虑到这些机制，我们将这些机制用于确定那些在干扰分析中50％以下和更小特

殊时间百分比的传播损耗。 

第4节讨论了传播机制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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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播机制 

以下小节总结了确定（干扰）发射机和（受干扰）接收机天线之间的衰减的组合机制，

方程中使用相关符号。这种总体损耗表示为基本传输损耗，是理想各向同性天线之间产生的

损耗。 

2.1 自由空间的基本传输损耗࢙ࢌ࢈ࡸ (dB) 

基本的传输损耗假设完整的无线电路径处于真空且无障碍物。根据以下公式，其仅取决

于路径长度݀ (km)和频率݂ (GHz)： 

௦ܮ   ൌ 92.45  20 logሺ݂ ∙ ݀ሻ                (dB) (1) 

附件A给出计算地球空间路径长度和地面站自由空间仰角的方法。其基于球形地球的几

何形状，并忽略大气折射的影响。从路径长度计算自由空间传输损耗时，相关的误差并不重

要。ܮ௦必须始终包含在地球-空间路径上的损失计算中。其适用于任何频率和任何地球-空
间路径长度。 

附件B给出地面站自由空间仰角与表观仰角之间转换的方法。 

附件A中的方法不考虑地球或地球上的物体（如建筑物）造成的任何阻碍。附件E给出

测试障碍物地-空路径的方法。§2.6讨论了由障碍物引起的衍射损耗。 

2.2 去极化衰减࢞ (dB) 

两种传播机制可导致无线电信号的极化角度改变： 

i) 法拉第旋转； 

ii) 水凝物散射。 

极化不匹配也可能是因传播效应无旋转而导致天线不匹配。本建议书由于包括考虑系统

因素而非传播因素，因此不考虑这一点。 

去极化效应可由法拉第旋转或降水凝物散射引起。仅有当频率低于10 GHz时，法拉第旋

转才明显，对于10 GHz及以上的频率，可忽略其影响。在减少干扰过程中去极化损失显著。

对于大多数多入口地球空间干扰情况，其相对偏振方向可视为任意，ܣ௫ ൌ 3(dB)假定发射

机和接收机的极化矢量处于同一平面上，且以相同的角度均匀分布。在实践中，极化矢量将

在三维空间中任意取向，结合为更高的聚集损失。因此ܣ௫ ൌ 3(dB)高估损失的可能不大。 

由地面站接收的基于空间的干扰源的偏振鉴别（或反之亦然）取决于发射波的极化纯度

以及接收天线的交叉极化隔离。可根据描述干扰天线和接收天线的相应极化类型和极化纯度

的参数（例如在圆极化情况下的轴比或线极化情况下的线性交叉极化隔离）直接计算去极化

损耗。另外，在考虑到实际干扰和干扰系统参数时，入射波和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和倾斜角

将进一步降低净去极化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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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交叉极化鉴别和交叉极化衰减 

极化不匹配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且有时根据交叉极化鉴别（XPD）进行量化，XPD定

义为同极性与交叉极性信号强度的比率，通常以分贝表示。XPD是通过正交线性极化实现频

率共享的品质因数。 

任何XPD的劣化均会将一部分功率传递给正交极化，构成干扰源。原始信号有相应的衰

减。 

交叉和同极化衰减如下式所示： 

௫ܣ   ൌ 	10 logሺ1  10ି.ଵோೣሻ                (dB) (2a) 

ୡܣ   ൌ 	10 logሺ1  10.ଵோೣሻ                (dB) (2b) 

其中ܴ௫ௗ是以dB为单位的XPD比率。 

图1显示了随XPD变化同极性和交叉极性衰减的情况。 

图1 

同极化和交叉极化损耗与XPD的关系 

 

通常，空间传播的射频系统根据其功能采用具有特定极化的信号。例如跟踪系统、空中

交通管制系统和通信系统，使用垂直极化信号减少由地面反射引起的干扰。 

陆面遥感系统使用水平极化确保传输信号与地面的最大耦合。这些系统还使用不同的极

化来获取辅助详细信息。GNSS系统使用圆极化信号来避免法拉第旋转的影响，并放松对接

收天线极化方向的限制。因此，在特定的传播路径上对指定极化的RF信号值进行评估，尤

为重要。该等数值的任何减少情况均视为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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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法拉第旋转 

通过电离层传播的线性极化场通过法拉第旋转角θி .从其初始方向起旋转。意味着该场

可分为两部分： 

i) 一个分量沿着初始极化的方向取向并且其值与cos θி成比例； 

ii) 另一个分量与初始方向正交，其值与sin θி成比例。 

图2说明传输的线性极化正交场矢量（ܧ௩ሬሬሬሬԦ, ܧሬሬሬሬԦ）通过法拉第旋转以产生接收的正交向量 

 。（ሬሬሬሬԦܧ ,௩ሬሬሬሬԦܧ）

图 2 

垂直于传播方向的平面内法拉第旋转 

 

交叉和同极化衰减，ܣ௫ி和ܣி，分别由法拉第旋转得出： 

௫ிܣ   ൌ 	െ20logሾcosሺθிሻሿ                (dB) (3a) 

ிܣ   ൌ 	െ20logሾsinሺθிሻሿ                (dB) (3b) 

法拉第旋转角度θி由下式得出： 

  θி ൌ 	2.36 ൈ 10ିଵସ ೌೡே
మ

            (mrad) (4) 

其中： 

 ݂： 频率（GHz） 

 ்ܰ： 总电子密度（electrons	mିଶ） 

 ௩： 地磁场（Tesla）ܤ 

需注意，当ܣ௫ி → ∞中θி → 	 ሺ2݊  1ሻπ/2的݊ ൌ 0,1,2,…时， 

且当ܣி → ∞中θி → 	2݊π的ൌ 0,1,2,….时， 

ITU-R P.531-13建议书中的图1给出了θF的典型值。 

矩阵方程（5）可用于在经过法拉第旋转之后从相应的接收值（Eν', Eh'）中恢复所发射

的线性极化向量（Eν, Eh）的值。 

  
జܧ
ܧ
൨ ൌ 	 

cos θி sin θி
െ sin θி cos θி

൨ 
′జܧ
′ܧ

൨ (5) 

P.0619-02

Ev

Eh'

Eh

Ev'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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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水凝物去极化 

水凝物去极化是改变RF信号极化的另一种方式，可导致去极化损耗。如ITU-R P.310建
议书中报告，通常用交叉极化鉴别比来描述水凝物去极化，该比率是预期极化的功率与正交

极化的功率之比（以dB为单位）。 

极化鉴别比率用于衡量正交极化信道之间干扰程度，当正交极化功率达到零时，极化鉴

别率达到 ∞ dB。当预期极化的功率为空值时，值达到െ∞	dB。 

通过将预期的极化方向视为可能的极化方向，由水凝物去极化导致的传播损耗因子ܣ௫
可写为： 

௫ܣ   ൌ 	െ20	݈݃ ൜cos ൬tanିଵ ൜10
షುವ

మబ ൠ൰ൠ ݍ												, ൌ ,ݒ ݄, ܿ (6) 

上式中，v、h和 分别代表垂直极化、水平极化和圆极化。根据方程（6），当传播信

号的极化沿预期极化方向对准时，ܺܲܦ 	→ 	∞，且ܣ௫ 	→ 0.。当传播信号的极化与预期极化

方向正交时ܺܲܦ 	→ െ∞且ܣ௫ → ∞。 

等式（6）中的ܺܲܦ可通过设定ITU-R P. 618-12建议书§4.1节公式（70）中偏振角的适

当值获得。例如，在垂直极化的情况下，τ ൌ 	π/2时，以及在水平极化的情况下，τ ൌ 0。
ITU-R P.618建议书中目前的ITU-R去极化预测程序确实包含了一个由于冰粒去极化而导致额

外XPD的术语。ITU程序确定由于来自圆形衰减引起的降雨而导致的XPD（根据ITU-R P.618
建议书中的ITU-R雨衰预测程序测量或计算）。随后，由路径中冰粒引起的额外XPD降级由

经验估计确定，该经验估计基于与同时降雨消偏相关的冰去极化统计。 

2.3 大气中的气体导致的衰减ࢍ(dB) 

根据ITU-R P.676建议书中描述的频率，氧和水蒸气衰减率随频率变化，由大气气体吸收

引起的衰减ܣ (dB)是一个复杂的频率函数。 

由于大气中路径较长，衰减随路径仰角的减小而增加；且由于大气中的路径较短且其密

度较低，衰减随着地面站高度的减小而增加。 

在许多频率下，水蒸气是衰减的主要原因。在该等频率下，除上述几何因素外，由水汽

密度引起的衰减的空间和时间变化均随位置和天气而变化。 

ITU-R P.836建议书提供了数字全球地表水汽密度地图，该地图反映给定地点平均一年或

一个月水汽密度范围超标百分比情况。 

ITU-R P.453建议书给出了有关水汽密度和相对湿度的表达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可能

的最高水蒸汽密度均被限制在对应于100％相对湿度的值。ITU-R P.836建议书数据图中一些

较高的水汽密度值仅在远高于当地年平均值的温度下才可能存在。 

附件C给出了计算大气气体衰减的方法。本计算考虑到地面站高度，并将射线仰角延伸

至-2度。尽管对于所需的地球-空间链路通常不会考虑负表观射线仰角，但在评估干扰时，

该路径可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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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给出了自由空间仰角的计算方法。 

附件B给出了给定自由空间仰角时计算表观仰角的方法。 

附件C中的方法在1 GHz至1 000 GHz的频率范围内有效。低于1 GHz时可忽略气体衰减。

对于较大的仰角值，在某些情况下，忽略较高频率的气体衰减可能是有效的。 

图3给出了附件C中地面站和地面站海拔高度为1 km的地面站方法的结果示例。以dB为
单位的总气体衰减与频率为30 GHz的表观仰角测绘图，共包括五个海平面水蒸气密度值，

7.5 g / m3为参考全球平均值。这一计算中海拔1 km的地表水平面蒸汽密度  是根据ߩ	

ρ ൌ ρ݁ݔ ቀ
ି

ଶ
ቁ
，
 g/m3按比例获得，其中g/m3是海平面密度。该图通过列出海平面和海平ߩ

面以上1 km的数值，说明海拔高度对水汽密度的影响。 

图3显示了随着仰角向零减小，气体衰减迅速增加。有时假定地球-空间路径上的衰减在

约10 GHz以下可以忽略不计。低仰角的路径可能并非如此。对于低于约10度的仰角，建议对

1 GHz以上的任何频率进行计算。 

图3 

气体吸收造成的衰减与仰角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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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由于光束传播造成的损耗࢙࢈ (dB) 

大气中的折射效应导致地面站的表观仰角高于空间站直线的仰角，尤其在低仰角时。在

约5度以上效果较小，但对于较低的仰角却十分显著。附件B给出了在这两个仰角之间转换

的方法。 

第2.4.1小节描述了导致射线弯曲的大气效应。 

第2.4.2小节给出一种计算由大气折射率引起的分散或聚焦的衰减或增强的方法。 

2.4.1 射线弯曲 

以下小节2.4.1.1和2.4.1.2描述了导致大气折射的两种机制，对流层和电离层。 

2.4.1.1 对流层折射 

与频率无关的变化是由压力，ܲ，水蒸汽压力݁，和温度	ܶ的变化引起的，如下列方程所

示： 

  ሺ݊ െ 1ሻ ൈ 10 ൌ ܰ ൌ 77.689 

்
 375,463 

்మ
 71.2952 

்
 (7) 

在上式中	ܰ是折射率，ܲ和݁以hPa为单位，以开尔文为单位。此外，等式（7）可应用于

高达100 GHz的频率的情况。 

频率依赖性变化归因于大气气体，尤其是氧气和水蒸气的吸收谱线。这些谱线对大气折

射率的文稿可从ITU-R P.676-11建议书中获得，且在频率低于10 GHz时可以忽略。 

为便于几何分析，可用直线表示对流层折射光线，然后通过假设一个假想的地球半径或

有效地球半径ܴ，完成补偿。有效地球半径ܴ和真实地球半径ܽ之间的比率称为有效地球半

径因子（݇-因子），由下式给出： 

  ݇ ൌ 	ோ

ൌ 1  ܽ ௗ

ௗ
ൌ ଵ

ଵା	ಿ/
భఱళ

 (8) 

ௗ

ௗ
是大气高度为݄的折射率梯度。 

取决于k因子值，对流层折射可表示为正常折射、亚折射、超折射和大气波导，如图4所
示，解释如下： 

图4 

对流层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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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ସ
ଷ
 (9a) 

发生正常折射，RF射线沿着地表沿直线路径传播，并可畅通无阻的传出空间。 

如； 

  
ସ

ଷ
 ݇  0 (9b) 

发生亚折射，意味着无线电波从地球表面传播开来。 

当 

  ∞  ݇  ସ

ଷ
 (9c) 

发生超折射并且射线射向地球表面，从而扩大无线电视界。 

最后，如果： 

  െ∞ ൏ ݇ ൏ 0 (9d) 

出现大气波导且RF射线向下弯曲的曲率大于地球的曲率，也称为捕获。 

2.4.1.2 电离层折射 

图5提供位于地面上的发射器以不同频率发射的射线信号的例子。在垂直入射时，光线

以高于最大临界频率(݂2ܨሻ的频率传播到F2电离层，通过电离层。如果这些射线的传播方向

偏离垂直入射方向，则射线在通过电离层之前经历折射，如图5中的射线4和射线5所示。其

中一些射线可能由于折射重新反射回地面，如图5中的射线6所示。 

倾斜地传播到电离层中的光线在下面的频率被折射，且可在跳过距离之后被反射回地

面，这取决于光线的（倾斜）初始仰角以及如图5中的光线2和光线3所示的频率。此外，如

图5中的射线1所示，在下电离层底部，E层，以低于等离子体频率的频率传播的射线被反射

回E层底部的地面。 

图5 

电离层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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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显示了7月份݂2ܨ的全球分布情况，对应于0 UT的时间，太阳黑子数量为100。 

图6 

电离层折射 

 

2.4.2 扩束衰减࢙࢈ (dB) 

大气中的垂直折射率梯度由于在地对空方向上的扩散以及空对地方向的聚焦而产生小的

效应。 

光束传播损耗由下式给出： 

௦ܣ   ൌ േ10logሺܤሻ                (dB) (10)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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ܤ ൌ 1 െ .ହସଵଵା.ସସାሺ.ଶଶା.ଶሻାమ.଼ଶ଼଼

ൣଵ.ଶ଼ା.ହସଵଵା.ଷଶଷ
మା൫.ଵ଼ଵହା.ଶଶା.ଵଷ଼

మ൯ାమሺ.ଵଶା.଼ଶ଼଼ሻ൧
మ (10a) 

其中： 

 θ ： 自由空间仰角（度） 

 ݄ ： 海拔高度（km） 

等式（10）中的符号取决于传播的方向：‘’表示地对空‘+’表示空对地。 

图7显示此方法的示例结果。波束扩展损耗的大小与1 - 100 GHz范围内的频率无关。 

图7 

光束传播：地对空方向的损耗；空对地方向的获得 

 

2.5 闪烁 

地-空间路径上的两种不同机制导致信号电平波动，其随时间在短距离内迅速变化。如

以下小节所述，这两种机制实际是在相互独立的频率范围内，因此在特定情况下通常只需考

虑一个机制。确切地说，此处的闪烁是衰减。视每个个体均单独的随时间变化，每个分布的

中位数为零。因此闪烁衰减（dB）在正值和负值之间变化。当许多无用信号聚集在接收器

处时，闪烁将被有效取消，且该机制可被忽略。 

2.5.1 电离层闪烁࢙ (dB) 

ITU-R P.531建议书包含预测电离层闪烁效应的传播数据和计算方法。对信号水平的影响

随频率降低。频率在10 GHz以上时，对信号水平的影响很少见，所以在此频率以上时可以忽

略。 

2.5.2 对流层闪烁࢚࢙ (dB) 

本节给出了计算对流层闪烁效应的方法。 

由大气湍流引起的折射率变化会引起空间和时间上的衰落并增强信号强度。物理过程由

无线电波交替聚焦和散焦组成。这些闪烁的强度与大气折射率的湿度项相关，这与水蒸汽密

度有关。 

因此，对流层闪烁的一般强度在典型的水汽密度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变化，通常至少为

几十 km和几小时。实际的闪烁发生在小得多的范围内，通常小于一个波长，以秒为单位。 

P.06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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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dB表示时，信号强度变化的统计分布不对称，超过特定百分比时间的衰减大于超

过相同百分比时间的增强。信号强度变化的不对称性在分布图的尾部最明显。 

由于该机制仅由聚焦和散焦组成，而不是能量的吸收，所以当对空间和/或时间进行平

均时，对流层闪烁的净效应倾向于为零。因此，在考虑单入干扰和短期影响的情况下，这一

点非常重要，但是在多项长期干扰情况下，当汇总信号的平均强度相似时，这种情况往往会

被消除。 

闪烁的空间平均也倾向于在天线的有效孔径的直径可比较或大于空间相关距离时降低其

显着性。当天线的有效孔径的直径与空间相关距离相当或大于空间相关距离时，闪烁的空间

平均也倾向于降低其显着性。附件D给出了预测增强和淡化的强度和时间分布的计算方法。

超过百分比时间的增强表示为ܧ௦௧ሺሻ(dB)。当p> 50时，ܧ௦௧ሺሻ为负，表示淡化。其基本方法

与ITU-R P.618建议书附件1关于地球-空间链路的第2.4.1节中给出的方法相同，但其已扩展到

涵盖增强和衰落。 

频率在4 GHz以下时，对流层闪烁效应可忽略不计。该模型是基于对高达20 GHz的测

量。考虑到基础物理学，本模型在100GHz的频率下均可靠。从4度到90度的角度，该模型均

准确。 

图8给出了依照附件D中的方法计算得出的例子。 

图8 

空间闪烁增强和衰落与自由空间仰角关系图 
频率为30GHz，Nwet = 42.5，天线增益= 0 dBi 

 

2.6 由于地形和/或特定障碍而导致的衍射/波导损耗࢈࢚ࢊࡸ(dB) 

以下方法计算特定建筑物或其他地表物体在地面站处由地形或障碍物引起的绕射损耗，

并考虑射线弯曲。由于衍射损耗随着大气折射率梯度而变化，因此具有时间变化性。为考虑

典型的折射率条件，该方法通过大气构建射线追踪路径。由于地面站与建筑物等障碍物之间

的距离可能相对于通过大气的路径较短，因此折射率梯度的变化几乎没有影响。由于地形障

碍造成的衍射损耗受大气条件影响的可能性更大。该方法包括降低衍射损耗以解决波导问

题。波导现象只存在于大气层的最底层。对于低角度的地对空路径，任何波导只能形成总路

径长度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不受地形阻碍的低角度地球-空间路径上的波导增强可以忽略

不计。而且，受到杂波阻碍时（例如城市环境中的建筑物），不会发生波导增强现象。 

P.0619-08

Percentage time fades and enhancements exceeded

E
n

h
an

ce
m

en
t, 

fa
de

 (
dB

)

0.01 1

10

1

0

Solid = fade
Dotted = enhancement

0.1 10

Free-space
elevation angle
degrees:

5

10

20

35

90

增
强

衰
减

（
dB

）
 

超出的衰落和增长时间 

实线=衰落 
虚线=增强 

自由空间 
仰角度数： 



 ITU-R P.619-2 建议书 13 

该计算适用于高达100 GHz的频率。如果地基站没有地形或其他障碍物，ܮௗ௧应设置为

零，原因可能是环境整洁或路径标高足以避免阻塞。 

低视在仰角的地形或建筑物可能会阻挡地球-空间路径。ITU-R P.834建议书提供了一种

预测平稳整洁的球形地球考虑大气折射的空间站可视方法。如果希望考虑实际地形和其他障

碍物，例如Monte Carlo模拟，附件E给出的射线追踪方法给出了射线高度相对于海平面的剖

面，与高达100 GHz的频率无关。 

当障碍物进入无线电射线的第一菲涅耳区域时，衍射损耗开始显著。衍射模型在 
ITU-R P.526建议书中给出，适用于各种情况。这些模型中的许多模型都是基于无量纲参数
来表示障碍几何。第一个菲涅耳区在障碍物处的半径R1也比较显著，因为对于单个主要障碍

物，在射线周围0.6个不受阻碍的半径是可忽略的衍射损失的广泛使用的标准。 

当到一个终端的距离远远小于到另一个终端的距离时，和R1的表达式被简化，对地-空
路径上的地面障碍物而言是正确的。在这些条件下，两个参数十分近似，单位前后一致，表

示为： 

   ൎ ݄ට ଶ

ௗ
 (11a) 

  ܴଵ ൎ √݀ (11b) 

其中h是相对于射线的障碍物高度，是波长，d是从地面站到障碍物的距离，或通过实

际单位表示： 

   ൎ 0.08168݄ට

ௗ
 (12a) 

  ܴଵ ൎ 17.314ට
ௗ


 (m) (12b) 

其中障碍物高度h以m为单位，频率f 以GHz为单位，距离d以km为单位。 

图9显示了与地球空间路径地球一端的R1和h相关的几何结构示例。弯曲红线描绘从海拔

50 m以上以零下0.1度的仰角发射的射线，其高度相对于海平面。海平面绘制为平面，红色

曲线的曲线考虑了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射。 

在离地面站24 km的地方，假设障碍物为棕色，其顶部位于海拔100 m处。此时的射线高

度为39.7 m，因此障碍物高度h为60.3 m。相应的衍射参数约为4.9。 

距地球站30 km处，频率为30 GHz时的第一个菲涅耳半径F1约为17 m，在射线的上方和

下方均以蓝色绘制。对于可忽略的绕射损耗，半径0.6应该在光线周围环绕一圈无障碍物。 

将本例中的障碍物高度h与F1相比较，并注意到F1在24 km处略小，这表明该示例中射线

将严重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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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与地对空射线有关的衍射参数几何 

 

对于地形障碍物，与菲涅耳区相比，假定障碍物宽度在水平方向上较宽，ITU-R P.526建
议书中的刀刃衍射公式是绕射损耗的合适模型。 

建筑物障碍的几何形状可能更复杂。对于一个孤立的结构，低损耗路径可能存在于左侧

或右侧，而不是障碍物上方。如果可行，建议采用ITU-R P.526建议书中的有限宽度模型。模

型以各种形式制定，其中还包括用不需要的路径的形式。 

刀口和有限宽度衍射模型可精确地按照频率进行缩放，适用于100 GHz的频率。在这个

频率范围的上部，波长只有几毫米。因此，无障碍传播和大衍射损耗之间的过渡变得很小，

结果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地形数据的质量。 

在因地形障碍物计算ܮௗ௧的情况下，考虑低角度大气波导的时间百分比不超过 %的值

按下式计算： 

ሻௗ௧ሺܮ   ൌ ቊ
maxሾܮௗ  ሻሺܣ  ,ௗ௦ܣ 0ሿ  ൏ β

ௗ௧ܮ 否则
             (dB) (13) 

其中： 

ሻሺܣ   ൌ ቐ
ሺ1.2  3.7 ൈ 10ିଷ݀ሻlog ቀ

ஒ
ቁ  12 ቀ

ஒ
ቁ

െ 1൨  ൏ ߚ

0 否则

            (dB) (13a) 

   ൌ ଵ.

ሾଶ.ହ଼ିሺஒሻሿభ.బభమ
expሼെሾ9.51 െ 4.8logβ  0.198ሺlogβሻଶሿሽ (13b) 

  β ൌ ቊ
൫10ି.ଵହ||  1.67൯ |φ|  70

4.17 否则
          (%) (13c) 

  φ: 纬度，单位：度 

ௗ௦ܣ   ൌ ቊ
20logሾ1  0.361θ′′ሺ݂ ∙ ݀௭ሻଶሿ  0.264θ′′݂ଵ ଷ⁄ θ′′  0

0 否则
                (dB) (13d) 

  θᇱᇱ ൌ θ௭ െ 0.1݀௭                (mrad) (13e) 

݂： 频率 (GHz)； 

θ௭： 地基站水平面以上的仰角 (mrad)； 

݀௭： 地球站的地平线距离 (km)； 

需注意，当 ൏ β时，ܣሺሻ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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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杂波损耗ࢉࡸ（dB） 

在城市环境中，低于屋顶高度的地面站的总体地球空间基本传输损耗一般将由该电台的

环境修改。由于障碍物的衍射可能会增加损耗，或由于反射路径的存在而减少损耗。障碍物

和反射表面的主要来源包括建筑物，但也可能包括其他类型的人造结构。植被也会造成额外

的损耗，尽管植被的可变性质意味着其通常不被认为是预测干扰路径损失的可靠基础。 

对于其周围存在数据的特定地面站而言，计算地形或城市障碍物的衍射损耗ܮௗ௧更为合

适，如上§2.6所述。如果还存在反射路径，则可使用ITU-R P.2040建议书中包含的信息来考

虑这一点。 

在许多地面站的区域部署情况下，无论是真实还是代表性案例，对每个地面站进行详细

计算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地面站在城市杂波中的实际杂波损耗在各个位置之间以及与 
地球-空间路径的方向之间差异很大。出于此原因，使用根据正在建模的物理环境使用代表

性模型（例如，使用杂波高度和距离的组合）的统计方法可能更合适。统计方法通常用于蒙

特卡洛模拟。ITU-R P.2108-0建议书为此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杂波损耗模型。 

2.8 建筑物入口/出口损失ࢋ࢈ࡸ (dB) 

对于室内地面站，必须考虑到站点与相邻室外路径之间的额外损耗。而且对于ܮ，ܮ
随建筑物的位置和建筑细节变化很大，需要进行统计评估。ITU-R P.2109-0建议书为此提供

了合适的建筑物入口/出口损耗模型。 

2.9 降水散射传输损耗࢙࢚ࡸ (dB) 

雨水或其他水凝物散射可能会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产生耦合，而这在晴空条件下不会

存在。这种路径上的相关损耗必须作为传输损耗进行评估，因为两个台站的天线辐射图形成

了本计算的重要部分。 

当来自一个系统的能量被降水重新定向或散射并进入另一个系统的天线波束时，可能会

造成干扰。这种情况主要在高于5GHz的频率上以及当形成共用体积的两个系统的主光束在

可以存在水凝物的大气部分内相交时具有潜在的意义。在这些条件下，存在常见的照明体

积，其中水凝物存在可观的时间段并且可能会导致无用信号的水平增强。虽然这种干扰可能

很大，但它是暂时的，且通常不足以限制系统，并通过明智地选择路径几何形状以防止发生

常见体积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完全避免。 

ITU-R P.452建议书给出一个计算地球表面电台高于0.1 GHz频率的降水散射的方法。该

方法可用于由地面上的天线的波束和空间中的天线形成的公共体积。 

在卫星服务中，降水散射最有可能成为两个地球空间链路之间的显著干扰机制。当地面

终端是地面无线电系统的一部分时，这种可能性会降低。由于ITU-R P.452建议书中的降水散

射方法在数值上密集，因此附件F描述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测试，可以在考虑到该机制之前识

别没有显着降水散射干扰风险的情况。 

2.10 差分雨衰 

由降雨（包括降雨、湿雪和云）引起的衰减在频率大于5 GHz的需要的地球 – 空间路径

中通常是最重要的降级机制。根据干扰分析方法，了解有用路径和无用路径上的降水衰落之

间的相关性可能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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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R P.1815建议书给出一种方法，用于预测每个到同一个空间电台的两个地球站之间

的路径雨衰的联合统计。由于两个站点都在下雨，因此统计给出两个路径上的衰减超过个别

特定阈值的概率。该计算基于ITU-R P.618建议书中的地球雨衰模型，该模型有效期频率 
高达55 GHz。 

两个站点之间的降雨率的相关性在雨区典型的距离上降至低值。强降水常常落在水平范

围几 km的区域内，尽管强烈的锋雨可能会存在于与前部平齐的较长距离上。 

3 干扰评估 

下面的小节给出根据干扰情况的类型用于评估无用信号电平的分析方法。 

3.1 单入口干扰的基本传输损耗 

对于单个无用发射机和受害接收机在地球-空间路径上的未超过%时间的晴空基本传输

损耗，包括第2.1至2.6段中所述的损耗，如下所示： 

ܮ   ൌ ௦ܮ  ଵሻሺܣ௫ܣ  ௦ܣ  ଶሻ௦ሺܣ   ଵሻ            (dB) (14)ௗ௧ሺܮ

其中： 

 ௦： 自由空间基本传输损耗ܮ 

 ௫： 去极化引起的衰减ܣ 

 Ag(p1)： 由低于时间p1%的大气气体引起的衰减 

 Abs ： 由于波束扩散而引起的衰减 

ଶሻ： 根据频率是否小于或大于10 GHz，由闪烁时间不超过%的电离层或对流௦ሺܣ 

层散射引起的衰减 

 。ଵሻ： 时间不超过p1% 的波导增强衍射损耗ௗ௧ሺܮ 

公式（14）中的所有上述项均为损耗（dB），注意中值为零，可取正值也可取负值。 

方程（14）中省略了这两个与杂波有关的损耗ܮ 和 ܮ，由于其为统计结果，不适合单

个干扰路径。任何因障碍而增加的损耗或因反射而减少的损耗均应使用第2.6节中所述的方

法进行具体计算。实际上，预计单次干扰评估只涉及卫星服务中的地球和空间电台。在大多

数情况下，地面站不会受到衍射或反射的影响。 

在方程（14）中使用单独的百分比时间符号和ଵ和 ଶ表明，根据总体分析方法，这些

百分比时间可能具有不同的值，如第3节所述。 

对于p = 20-50％的特殊情况，闪烁对晴空基本传输损耗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特殊

情况与通常被视为长期单入口干扰路径的情况相对应。这种情况基于ITU-R的研究，这些研

究表明，对于p = 20％到50％的时间，在计算不超过p％时间的晴空基本传输损耗时： 

 Ag(p1) + As(p2) ≈ Ag(p) for 0.001 ≤ p1≤ 99.999%, 0.001 ≤ p2 ≤ 99.999% 且p = 20-50% 

研究表明，对于1°至5°的仰角，频率在24-71 GHz之间，在一系列不同的气候条件

下，这种简化方法对于长期情况的准确性损失不明显。 



 ITU-R P.619-2 建议书 17 

3.2 多入口干扰的晴空基本传输损耗 

在多入口地球-空间干扰计算中，每个无用发射机的时间未超过%的晴空基本传输损耗

由§ 2.1到2.6节和§ 2.7及2.8节所述的损耗组成，如下所示： 

ܮ   ൌ ௦ܮ  ሻሺܣ௫ܣ  ௦ܣ  ሻሺܮ  ሻሺܮ   ሻ(dB) (15)ௗ௧ሺܮ

其中： 

 ௦： 自由空间基本传输损失ܮ 

 Axp： 由于极化不匹配而引起的衰减 

 Abs： 由于波束扩散而引起的衰减 

 ሻ： 百分比不超过的杂波损失ሺܮ 

 百分比，室外地球站= 0 dBሻ： 建筑物入口损失不超过室内站台ሺܮ 

 。ሻ： 波导增强型衍射损耗不超过p3%的时间ௗ௧ሺܮ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由大气气体造成的损失，须考虑时间变化。 

ITU-R P.2108-0建议书中规定的杂波损耗以及ITU-R P.2109-0建议书中规定的建筑入口/
出口损耗（如需要）均表示为不超过给定位置百分比的损耗。在多入口模拟中，杂波和建筑

物入口损失（BEL）模型中提取的每个损失应使用百分比位置的新均匀分布随机值。 

受害者接收器接收的总功率应通过每个路径的线性单元的功率总和（即不以dB为单

位）来计算。这将很好地接近由多个信号的相量添加产生的空间分布的中值。 

4 传播损耗之间的相关性 

可对地球-空间路径上的传播机制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以下一般性观察。 

与地面杂波有关的空间和时间变化相关的损耗，在很大程度上与大气中或整个路径上产

生的机制无关，除了表观射线仰角取决于垂直折射率梯度，这可能会影响地形或其他低仰角

路径的障碍物损耗。 

自由空间损耗、气体衰减和对流层闪烁强度均随路径仰角的减小而增加。 

水蒸汽密度影响气体衰减的程度取决于频率的复杂程度，在60 GHz氧气吸收带±10％附

近可忽略不计。处于大约5 GHz以上的其他频率时，对于对流层闪烁有意义的单一地 – 空间

路径，闪烁增强与水蒸气密度增加的趋势将被气体衰减的增加抵消，但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幅

度随频率而变化。 

气体衰减与对流层闪烁强度呈现部分正相关。气体衰减随着大气中水汽密度ρ (g/m3)的
增加而增加。对流层闪烁主要是由于云形成高度处的大气湍流造成的，而闪烁强度与无线电

折射率的湿期ܰ௪௧相关，尽管对温度有不同的依赖性，但它随水蒸气密度而增加。 

附件C描述了以表面水汽密度（g/m3）作为输入的斜路径气体衰减的计算。 

对流层闪烁强度取决于附件D的公式（D.2）给出的ܰ௪௧。ITU-R P.453-11建议书的第1
部分给出了ܰ௪௧，其为水汽分压（hPa）的函数。ITU-R P.835-5建议书的第1.2节给出了和之

间的关系。 

对气体衰减与对流层闪烁之间相互作用的详细分析需要模拟等技术，需考虑天气数据。

对于使用公式（14）计算的的晴空单一入口干涉评估，通过设置ଵ ൌ ଶ， ൌ 50获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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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良好近似，其具有的设置效果ܣ௦ ൌ 0(dB)。这种近似基于具有零中值的闪烁损失的可

变性。 

与气体衰减变化需要数小时或更长时间相比，对流层闪烁变化仅发生在几秒的时间尺度

内。如果这种快速变化对受到干扰的接收机很重要，应将ଶ设置为短时间所需的百分比

(≤1%)，在此期间不超过ܣ௦ଶ。 

5 多入口干扰分析方法 

应对多入口干扰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 实验方法，或 

– 理论方法。 

实验方法基于测量的数据（该等数据在部署空间站的情况下可能很难甚至不可能获

得）。因此，本建议书考虑了处理多入口干扰所特有的传播机制的理论方法。 

共两种类型的处理多入口干扰所特有的传播机制的方法： 

– 蒙特卡罗模拟； 

– 分析技术。 

在这两种类型的技术中，多入口干扰功率ܫ被视为源自不同干扰源的干扰功率的 
总和ܫ′ݏ。 

ܫ   ൌ 	∑ ܫ  (16) 

其中总和是对受害者接收器可见的所有干扰进行求和。求和区域的确定取决于共存场

景，超出了本建议书的范围。来自每个干扰源的干扰功率ܫ为： 

ܫ   ൌ ܺ	݃ሺ݀ሻ (17) 

ܺ是随机正变量，可将其模拟为确定性量与各种随机变量的乘积，所述随机变量反映包

括发射功率、天线增益、反映包括发射功率、天线增益，包括等式（14）中报道的所有因子

在内的若干参数的线性值中的若干参数，包括如果存在由于降水而增加的衰减。其中一些随

机变量可能是相关的。该函数݃ሺ݀ሻ表示依赖于距离的传播损耗，其取决于个体发射器/受害

者接收器的分布。 

5.1 蒙特卡罗模拟 

蒙特卡洛模拟技术是基于对每个干扰者/受害者的数值计算方程式（17）并将所得结果

相加以获得如等式（16）中所述的多入口干扰功率。为获得多入口干扰功率，有必要表征从

每个干扰源到受害接收机的传播损耗。这种传播损失取决于部署条件，地形和大气条件。 

等式（16）虽简单，但可能难以用于计算多入口干扰功率，原因是干扰源的数量可能非

常大，朝向受害接收机的干扰辐射功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未知，且传播损耗方程（17）取决

于部署条件，介入地形和大气条件。 

5.2 分析技术 

统计分析技术可以用作蒙特卡洛技术的近似值，例如，基于累积量的分析技术。基于累

积量的分析技术提供了关于来自发射器/接收器的有限分布的干扰功率的均值和方差的闭形

式方程，前提是已知发射器/接收器的分布。需指出的是，发射器/接收器的分配取决于干扰/
受害者来源的具体部署情况，虽应将其考虑在内，但其并不总是易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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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附录A 
 

直线地球-空间路径的几何 

以下方法逐步计算从地面站观测的空间电台的距离，仰角和方位角方位。其基于地球的

球形几何形状，且忽略了大气折射的影响。从路径长度计算自由空间传输损耗时，相关的误

差并不重要。 

为达到其他目的，自由空间和视在仰角之间的差异可能较为显著。附件B给出这两个角

度之间转换的方法。 

计算的输入是： 

 Hs： 空间站的高度，(km)海拔高度 

 Ht： 地面站的高度，(km)海拔高度 

 s： 星下点纬度（对地静止卫星为零） 

 t： 地面站的纬度 

 ： 在卫星地面站和地面站之间的经度差异被限制在不到半个圆的范围内，

这在空间站位于地面站东面时是正数。 

第一步：分别计算空间站和地面站距地球中心的距离： 

  ܴ௦ ൌ ܴ   ௦           (km) (A.1a)ܪ

  ܴ௧ ൌ ܴ   ௧            (km) (A.1b)ܪ

其中： 

  ܴ ൌ平均地球半径 ൌ 6	371                (km) (A.1c) 

第二步：计算空间站的笛卡尔坐标，其中轴原点位于地球中心，Z轴指向北（使得北极在正

Z轴上），X轴位于地球站的子午线上： 

  ଵܺ ൌ ܴ௦ cosሺφ௦ሻ cosሺδሻ            (km) (A.2a) 

  ଵܻ ൌ ܴ௦ cosሺφ௦ሻ sinሺδሻ                (km) (A.2b) 

  ܼଵ ൌ ܴ௦ sinሺφ௦ሻ                (km) (A.2c) 

第三步：围绕Y轴旋转笛卡尔坐标轴，使Z轴穿过地球站，然后在不旋转的情况下移动原

点，使原点与地面站一致： 

  ܺଶ ൌ ଵܺ sinሺφ௧ሻ െ ܼଵ cosሺφ௧ሻ                (km) (A.3a) 

  ଶܻ ൌ ଵܻ                (km) (A.3b) 

  ܼଶ ൌ ܼଵ sinሺφ௧ሻ  ଵܺ cosሺφ௧ሻ െ ܴ௧                (km) (A.3c) 

第四步：计算地球站和空间站之间的直线距离： 

௧௦ܦ   ൌ ඥܺଶ
ଶ  ଶܻ

ଶ  ܼଶ
ଶ                (km) (A.4) 

第五步：计算投影到X，Y平面的Dts所表示的线的长度： 

௧௦ܩ   ൌ ඥܺଶ
ଶ  ଶܻ

ଶ                (km)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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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计算从地面站到空间站的直线仰角： 

  θ ൌ atan2ሺܩ௧௦, ܼଶሻ(水平上方的角度) (A.6) 

其中函数atan2（x，y）返回完整圆的任何象限的角度arctan（x / y）。 

第七步： 最初计算从地球站到空间站相对于正南直线的方位角方位： 

   ൌ atan2ሺܺଶ, ଶܻሻ (A.7) 

第八步： 通过从一个半圆中减去方位角方位，从正北向东重新分配。运用atan2函数，可能

需要将方位处理到（0-360）度的范围内。如果仰角表示垂直路径，则方位是不确定的。 

方程（A.6）给出了在没有对流层折射时存在的地面站0射线的仰角，有时称为自由空间

仰角。可以使用附件B等式（B.1）中的0估计视在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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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B  
 

表观和自由空间仰角之间的转换 

以下公式提供了从地面站观看的空间电台仰角的两种解释之间的转换方法： 

i) 自由空间仰角：在不考虑大气折射的情况下计算的仰角。 

ii) 表观或实际仰角：考虑大气折射计算的仰角。这是地面站高增益天线的最佳仰角，

旨在提供与空间电台的链路。 

由于大气折射，比正常大气条件下的大。低仰角时差异更大。 

如果0已知，可由下式给出： 

  θ ൌ 	θ 	τ௦                    （度） (B.1) 

其中θ的单位为度，τ௦是由于在大气中折射引起的仰角的变化。对于海拔高度

Ht  3 km和–1  0  10的地球站，τ௦可估算为： 

  τ௦ ൌ 	
ଵ

்ೞభାு்ೞమାு
మ்ೞయ

                    （度） (B.2) 

其中： 

  ܶ௦ଵ ൌ 1.728  0.5411θ  0.03723θ
ଶ (B.2a) 

  ܶ௦ଶ ൌ 0.1815  0.06272	θ  0.01380θ
ଶ (B.2b) 

  ܶ௦ଷ ൌ 0.01727  0.008288θ (B.2c) 

如果已知，0可由下式给出： 

  θ ൌ 	θ െ 	τ                    （度） (B.3) 

其中可估算为： 

  τ ൌ 	 ଵ

భ்ାு మ்ାு
మ
య்
                    （度） (B.4) 

其中： 

  ଵܶ ൌ 1.314  0.6437θ  0.02869θଶ (B.4a) 

  ଶܶ ൌ 0.2305  0.09428θ  0.01096	θଶ (B.4b) 

  ଷܶ ൌ 0.008583 (B.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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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C 
 

大气中气体导致的衰减 

C.1 引言 

考虑到频率、地表水蒸汽密度、电台高度、地面高度以及地球端的仰角路径，本附件提

供相关程序，用于评估地球-空间路径中大气气体造成的衰减。可通过逐行参考ITU-R P.676
建议书计算具体衰减。使用ITU-R P.676建议书中采用的一般原则，并利用ITU-R P.453建议

书和ITU-R P.835建议书中的附加材料，将衰减汇总到大气层，同时在某些情况（尤其是如果

地面站位于海平面之上（特别是在丘陵地带））下将衰减扩展至可能发生的负仰角。 

本附录适用于高于海平面10 km并高达1 000 GHz的电台。 

§C.2中描述了本方法的最高级别。C.3至C.6小节介绍本附件前面部分所要求的方法元

素。将C.2至C.5节分别描述为分步过程，每种情况下步骤编号从1开始。 

C.2 地球-空间路径上大气气体引起的衰减 

计算的输入是： 

 ௧： 地面站高度（海拔高度，单位：km）ܪ 

 ： 地面站地形高度（海拔高度，单位：km）ܪ 

 θ： 地面站的表观射线仰角（度） 

 ： 表面水蒸汽密度（g / m3） 

 ݂： 频率（GHz） 

步骤方法 

第一步： 初始化一个累加器进行衰减： 

ܣ   ൌ 0                (dB) (C.1) 

第二步： 初始化射线高度： 

  ݄ ൌ  ௧                     （海拔高度，单位：km） (C.2)ܪ

第三步： 对垂直方向的射线角度进行初始化： 

  β ൌ ሺ90 െ |θ|ሻ


ଵ଼
                  （弧度） (C.3) 

该角度在这里用弧度表示，其仅用于三角函数，因此应在适当的单元中使用。考虑到这

一点，随后对角度的引用不包括单位。 

第四步： 计算与海平面相关的水蒸汽密度： 

  ρ௦ ൌ ρ exp ቀ
ு
ଶ
ቁ                       (g/m3) (C.4) 

第五步： 如果 < 0，则使用下面§ C.3中的方法，输入h、、s、f 和Aacc的当前值，否则继

续执行步骤6。注意在上面的公式（C.3）中，当是负值时给出了偶数的正值。 

§C.3中的计算可能会为h、和Aacc分配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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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使用下面 § C.4中的方法，输入h、、s、f 和Aacc的当前值。§C.4中的计算为Aacc

分配一个新值。 

第七步： 分配由大气气体引起的衰减： 

ܣ   ൌ  (dB) (C.5)ܣ

C.3 从地面站追踪时的下行射线 

仅当从§ C.2中的步骤5中调用本计算方法时，方可使用该计算方法。输入是调用时的当

前值，如下所示： 

 h： 射线高度，高于海平面高度（km） 

 ： 相对于局部垂直的射线角度 

 s： 相对于海平面的水蒸汽密度（g/m3） 

 f： 频率（GHz） 

 Aacc： 累积衰减（dB）。 

第一步： 使用下面§C.5中的方法，输入h、s和f，分配以下内容： 

 t： 温度（K） 

 p： 干空气压力（hPa） 

 e： 水蒸汽分压（hPa） 

 n： 折射率 

 ： 具体气体衰减（dB/km）。 

第二步： 计算大气层的垂直厚度： 

  δ ൌ 0.0001  0.01maxሺ݄, 0ሻ            (km) (C.6) 

第三步： 初始化大气层下边缘的半径： 

ݎ   ൌ ܴ  ݄ െ δ                (km) (C.7) 

其中，ܴ为地球真实半径，6 371 km。 

连续的大气层循环开始 

第四步： 为测试仰角在该大气层中是否变为正值，计算间隙m（km）（通过间隙，光线的

当前直线段将通过该层的下边界）： 

  ݉ ൌ ሺݎ  δሻ sinሺβሻ െ  (C.8) (km)             ݎ

第五步： 如果m  0 ，射线在当前大气层内达到零仰角，在该种情况下，请执行以下 

操作： 

i) 计算层内的水平路径长度݀ (km）： 

  ݀ ൌ 2ඥ2ݎሺδ െ ݉ሻ  δଶ െ ݉ଶ             (km) (C.9) 

ii) 累积衰减： 

ܣ   ൌ ܣ  ݀γ                (dB)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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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完成下行射线的计算，并从§C.2的步骤6继续，其中当前值为h、	β和Aacc：注意，如

果对于下行射线的第一个大气层而言，出现m 0，则当前值	β未改变。若情况如此，

当计算返回至§C.2的第6步时，将产生正确的值。 

否则，若m < 0 ，射线进入下一个大气层，在该种情况下继续步骤6。 

第六步： 计算通过大气层的斜距： 

  ݀௦ ൌ ሺݎ  δሻ cosሺβሻ െ ඥሺݎ  δሻଶcosଶሺβሻ െ ሺ2ݎδ  δଶሻ          (km) (C.11) 

第七步： 累积衰减： 

ܣ   ൌ ܣ  ݀௦γ                 (dB) (C.12) 

第八步： 计算当前大气层下边缘的垂直角度： 

  α ൌ arcsin ቂାஔ

sinሺβሻቃ (C.13) 

第九步： 重新分配下一个大气层高度： 

  ݄ ൌ ݄ െ δ（海拔高度，单位：km） (C.14) 

第十步：   重新分配大气层下边缘的半径： 

  rൌ ݎ െ δ                (km) (C.15) 

第十一步： 使用下面§.C.5中的方法，输入h、s和f，重新分配t、p、e、和，但不改变

折射率n的当前值。将折射率的新值分配给新变量。 

第十二步： 重新分配大气层的垂直厚度 

  δ ൌ 0.0001  0.01maxሺ݄, 0ሻ            (km) (C.16) 

第十三步： 重新分配大气层上边缘相对于垂直方向的射线角度： 

  β ൌ arcsin ቂ 

ೢ
sinሺαሻቃ (C.17) 

第十四步： 重新分配折射率： 

  ݊ ൌ ݊௪ (C.18) 

第十五步： 从步骤4继续，直到计算在步骤5结束。 

循环结束 

C.4 追踪地面站上升射线 

仅当从§C.2中的步骤6中调用本计算方法时，方可使用该计算方法。输入是调用时的当

前值，如下所示： 

 h： 射线高度（高于海平面高度，单位：km） 

 ： 相对于局部垂直的射线高度 

 s： 相对于海平面的水蒸汽密度（g/m3） 

 f： 频率（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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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c： 累积衰减（dB）。 

第一步： 使用下面§C.5中的方法，输入h、s和f，分配以下内容： 

 t： 温度（K） 

 p： 干空气压力（hPa） 

 e： 水蒸汽分压（hPa） 

 n： 折射率 

 ： 特定气体衰减（dB/km）。 

第二步： 计算大气层的垂直厚度： 

  δ ൌ 0.0001  0.01maxሺ݄, 0ሻ            (km) (C.19) 

第三步： 初始化大气层下边缘的半径： 

ݎ   ൌ ܴ  ݄               (km) (C.20) 

其中， 为地球真实半径，6 371 km。 

连续大气层循环开始 

第四步： 计算通过大气层的斜距： 

  ݀௦ ൌ ඥݎଶcosଶሺβሻ  δݎ2  δଶ െ ݎ cosሺβሻ																				ሺkm) (C.21) 

第五步： 累积衰减： 

ܣ   ൌ ܣ  ݀௦γ																		(dB) (C.22) 

第六步： 将角度重新分配到当前大气层上边缘的垂直位置： 

  α ൌ arcsin ቂ 

ାஔ
sinሺβሻቃ (C.23) 

第七步： 为下一个大气层重新分配高度： 

  ݄ ൌ ݄  δ            （km海拔高度） (C.24) 

第八步： 如果h  100, 返回上述§C.2的步骤7。否则继续步骤9。 

第九步： 重新分配大气层下边缘的半径： 

ݎ   ൌ ݎ  δ                (km) (C.25) 

第十步： 使用输入h、s和f的§ C.5的方法，重新分配t、p、e和，但不改变折射率n的当前

值。将折射率的新值分配给新变量݊௪。 

第十一步： 重新分配大气层上边缘相对于垂直的射线角度： 

  β ൌ arcsin ቂ 

ೢ
sinሺαሻቃ (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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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步： 重新分配折射率： 

  ݊ ൌ ݊௪ (C.27) 

第十三步： 从步骤4继续，直到计算在步骤8结束 

循环结束 

C.5 大气参数 

仅当从§C.3中的步骤11或§C.4中的步骤10中调用本程序时，方可使用该程序。输入是

调用时的当前值，如下所示： 

 ݄： 射线高度，（高于海平高度，单位：km） 

 ρ௦： 相对于海平面的水蒸汽密度（g/m3） 

 ݂： 频率（GHz） 

第一步: 使用下面§C.6中定义的函数获得参考大气给定的温度和高度处的干燥空气分压： 

ݐ   ൌ ܶሺ݄ሻ(K) (C.28a) 

   ൌ ܲሺ݄ሻ(hPa) (C.28b) 

第二步： 计算高度为h时的水蒸汽密度： 

  ρ ൌ ρ௦exp ቀ
ି

ଶ
ቁ(g/m3) (C.29) 

第三步： 计算高度为h时的水汽分压： 

  ݁ ൌ ௧

ଶଵ.
(hPa) (C.30) 

第四步： 计算高度为h时的折射率n： 

  ݊ ൌ 1  10ି ቂ.
௧
ቀ  ݁  4810 

௧
ቁቃ (C.31) 

第五步： 使用 ITU-R P.676建议书中给出的逐行方法计算由于气体吸收造成的特定 

衰减（dB/km）。 

C.6 参考大气 

此处定义的函数基于ITU-R P.835建议书给出的1976年美国标准大气环境，以获得海平面

以上给定高度的温度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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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给出了计算所需的常数： 

表C.1 

参考干燥大气的常量 

行指数i 高度，Hi 

（km asl） 

温度梯度，Li 

（华氏度/km） 

温度，Ti 

（华氏度） 

压力，Pi 

（hPa） 

0 0 –6.5 288.15 1013.25 

1 11 0.0 216.65 226.323 

2 20 1.0 216.65 54.750 

3 32 2.8 228.65 8.680 

4 47 0.0 270.65 1.109 

5 51 –2.8 270.65 0.669 

6 71 –2.0 214.65 0.040 
 

明确函数 ܶሺ݄ሻ和 ܲሺ݄ሻ返回温度， ܶ(K)和干空气分压， ܲ(hPa)，如下所示。 

找出表C.1第一列给出的指数i的最高值，其中，第二列中给出的ܪ满足条件ܪ  ݄。如

果h< 0，则将指数i设置为零。 

高度h处的温度由下式给出： 

  ܶሺ݄ሻ ൌ ܶ  ሺ݄ܮ െ  ሻ(K) (C.32)ܪ

高度h处的干空气分压由下式给出： 

  ܲሺ݄ሻ ൌ ൞
ܲ ቂ

்
்ାሺିுሻ

ቃ
యర.భలయ
ಽ 如果ܮ ് 0

ܲexp ቂ
ିଷସ.ଵଷሺିுሻ

்
ቃ否则

(hPa) (C.33) 

其中，ܪ、ܮ、 ܶ和 ܲ是取自表C.1中由指数݅给出的行中的对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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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D 
 

对流层闪烁 

D.1 引言 

对流层闪烁由湍流引起，该湍流在与云层形成有关的大气层中趋于最大，并在低层大气

中对折射率影响最大。 

本附件中描述的计算适用于一个发射机和一个接收机之间的单一路径。闪烁机制不吸收

无线电波的能量，而仅在聚焦和去聚焦的过程中重新分配能量，导致空间和时间衰落和增强

的分布。 

与空间变化相比，具有十分有效孔径的天线处的空间均化降低了闪烁强度。同样，对于

以相似强度到达牺牲接收器的多个信号，闪烁衰落和增强将趋于消失，且可忽略该机制。 

该计算给出在平均给定时间百分比内超过闪烁增强水平（dB）ܰ௪௧，该模型是基于

0.01%  p  (100-0.01)%的测量值，但可行的结果出现在 0.001%  p  (100-0.001)%中。

p > 50%时，增强值是负值，表明闪烁衰减。 

D.2 闪烁强度 

使用ITU-R P.618-12建议书§2.4.1中给出的方法来计算闪烁强度。如有必要，可根据路

径使用的天线增益估算地基天线的有效孔径： 

ܦ   ൌ 0.3 ∙ 10.ହீೌ ሺπ ∙ ݂ሻ⁄                  (m) (D.1) 

D.3 对流层闪烁短期变化 

对于给定的闪烁强度σ௦௧而言，天线接收到的短时信号电平变化可表示为超出给定百分比

时间内的增强和衰落。单独的经验公式给出了以dB为单位的增强和衰减因子，如下所示 

增强因素超过了	百分比时间，其中 50，由下式给出： 

  ܽ௦௧ሺሻ ൌ 2.672 െ 1.258logሺሻ െ 0.0835ሾlogሺሻሿଶ െ 0.0597ሾlogሺሻሿଷ (D.2a) 

衰减因素超过（ ）百分比时间，其中q  50，由下式给出： 

  ܽ௦௧ሺݍሻ ൌ 3.0 െ 1.71logሺݍሻ  0.072ሾlogሺݍሻሿଶ െ 0.061ሾlogሺݍሻሿଷ (D.2b) 

因此，不超过百分比的对流层闪烁衰减由下式给出： 

ሻ௦௧ሺܣ   ൌ ൝
െσ௦௧ܽ௦௧ሺሻ如果  50

σ௦௧ܽ௦௧ሺ100 െ ሻ否则
                (dB) (D.3) 

衰减ܣ௦௧ሺሻ小于零时， ൏ 50表示信号电平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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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E 
 

考虑到大气折射的射束清除 

E.1 

本附件提供一种追踪从地面站发射的射线的方法，以测试是否遇到障碍物。方法可以用

于编写相对于海平面的射线高度剖面，然后可将其与地形剖面进行比较。 

该方法的输入是： 

 ௧： 地面站的高度（海拔高度，单位：km）ܪ 

 ： 地面站仰角  55度 

附件A给出了计算路径的自由空间仰角的方法。附件B中的方程（B.1）可用于获得表观

仰角。0或可能是负值的情况。地形决定路径是否被阻挡。使用该方法要查看详细的地形

数据，这些数据可能需要购买。 

附件A还计算出了地-空路径的方位角方向，这可能是获得路径下的地形轮廓所需。 

垂直间隙的计算如下： 

理论上讲,射线是在仰角高度发射，在追踪时要考虑到将折射率的垂直梯度作为高度。

重复公式（E.5）至（E.8），在射线可以达到足够的高度，避免遇到可能的障碍物之前，每

次迭代都会产生地球曲面上水平距离Dc（km）和海平面以上射线高度Hr（km）的新值。该

方法适用于Hr高于10 km的小时海拔高度。 

初始化： 

ܪ   ൌ  ௧             射线高度（海拔高度/km） (E.1)ܪ

ܦ   ൌ 0                地球曲面的水平距离（km） (E.2) 

  ε ൌ θ                            射线仰角高于当地水平线（弧度） (E.3) 

设置地球曲面的水平距离： 

  δௗ ൌ 1                    (km) (E.4) 

重复方程式（E.5）至（E.8）以计算Dc和Hr的连续值： 

开始循环 

计算射线仰角增量： 

  δக ൌ δௗ ቂ
ଵ

ோ
െ 4.28715 ∙ 10ିହexp ቀെ ுೝ

.ଷସ଼
ቁቃ               （弧度） (E.5) 

其中，ܴ为地球平均半径，6 371 km。 

重新分配射线高度： 

ܪ   ൌ ܪ  δ݀ε              (km) (E.6) 

重新分配射线仰角： 

  ε ൌ ε  δε              （半径）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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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地球曲面的水平距离： 

ܦ   ൌ ܦ  δ݀                 (km) (E.8) 

结束循环 

在射线高度超过所有的陆地障碍物（最高可达海平面10 km以上）之前，应继续进行以

上循环。将 Dc和Hr的连续值存储在两组数列组中，以便将其与地形剖面和在方位角上的任

意其它障碍物（注意这些障碍物是通常以m作为高度进行编辑）进行对比，附件A的步骤8中
有关于障碍物描述。 

对于大于5度的仰角，大气折射可以忽略不计，距离地球站距离d（km）处的射线高度

可以取为： 

ܪ   ൌ ௧ܪ  ݀tanሺθሻ 
݀2

2ܴ݁
                     (km)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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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的附录F 

测试降水散射计算的必要性 

F.1 

本附件介绍了一个简单的测试，该测试用于预估由于降雨速率ܴ为毫米每小时（1分
钟积分时间），两个圆柱形天线波束之间的共同体积内的雨散射所接收的功率。忽略不计距

离天线的波束的分散。 

该计算方法通过忽略沿着雨散射路径的雨衰减，从而高估分散的接收功率，并且假定没

有功率被雨滴吸收。 

图F.1显示了表示天线波束的两个圆柱体的几何形状，标记为1和2，即半径ݎଵ和ݎଶ(m)，
且ݎଵ  ଶ (m)，以及体积ܮଵ和ܮଶ，长度和ݎ ଵܸ和 ଶܸ(m3)。两个气缸的中心线在图的中心重合。

一个气缸内的进入功率的传播方向与牺牲接收器传播的散射功率之间的角度就是散射角。
当10  θ  90 时，测试结果有效。 

不需重视图F.1中的圆柱的垂直方向。方向可能是地球空间的光束。然而，其中计算中

使用的一个近似值是用来估计在两个气缸中通用体积内的均匀的雨量衰减。由于雨不是空间

统一的，这可能导致高估损耗。如果常用音量超过6	600ܴ
ି.଼  m，则不应使用此项测

试。 

应从两个天线3 dB波速边缘的瞄准点重合点，计算半径ݎଵ和ݎଶ。 

该测试预估牺牲接收器接收的多余降雨散射功率超过给定的百分比时间p。 

图F.1 

两个圆柱梁的共同体积 

 

测试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第一步： 计算圆柱长度： 

ଵܮ   ൌ
ଶమ

ୱ୧୬ሺሻ
            (m) (F.1a) 

ଶܮ   ൌ maxሺܮଵ cosሺθሻ , ଵݎ2 sinሺθሻሻ                (m) (F.1b) 

最大函数值返回两个参数中较大的一个。 

P.0619-F.1

L1

L2

r2
r1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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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计算功率通量密度在圆柱体的圆形端部上的多余光束，以dB(W)为单位。可通过

各种方式完成。若提供的变送器e.i.r.p（等效全向辐射功率）可用： 

  ܵ ൌ ܲ െ 20logሺ݀௧௫ሻ െ γ݀௧௫ െ 71.0           (dB(W/m2)) (F.2) 

其中： 

 ܲ: 无用发射器 e.i.r.p，单位：dB(W)。 

 ݀௧௫: 无用发射器到常见体积的距离，单位：km 

 γ: 由ITU-R P.676建议书给出大气气体的特定衰减，单位：dB/km。 

可计算为： 

  ܲ ൌ ௧ܲ௫   dB(W) (F.2a)               ܩ

其中： 

 ௧ܲ௫: 无用发射机的总辐射功率，单位：dB(W) 

 。 公共音量方向上的天线增益，单位：dBi :ܩ 

第三步： 根据是否为圆柱体1或2来计算进入多余光束的圆柱体的照亮端功率 

如果是圆柱1： 

  ܲ ൌ ܵ  10logሺπݎଵଶሻ             dB(W) (F.3a) 

否则： 

  ܲ ൌ ܵ  10logሺπݎଶଶሻ                dB(W) (F.3b) 

第四步： 根据这是圆柱体1还是圆柱体2来计算离开圆柱体另一端多余光束的功率。 

如果是圆柱1： 

  ܲ௨௧ ൌ ܲ െ 0.001γܮଵ                 dB(W) (F.4a) 

否则： 

  ܲ௨௧ ൌ ܲ െ 0.001γܮଶ               dB(W) (F.4b) 

其中： 

由p%时间给出特定雨衰减衰减率： 

  γ ൌ 		ܴ݇
                dB/km (F.4c) 

 ܴ: 在一分钟积分时间的点降雨量超过p%时间，单位：毫米/小时 

 ݇和α: ITU-R P.838建议书给出的回归系数 

第五步： 计算多余光束的圆柱体散射总功率： 

  ௦ܲ௧ ൌ 10logሺ10.ଵ െ 10.ଵೠሻdB(W) (F.5) 

第六步： 假设在该阶段，雨的散射是各项同性，根据多余的光束是由柱面1还是柱面2表

示，计算公共体积内的散射e.i.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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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圆柱1： 

  ܲ௦ ൌ ௦ܲ௧	           dB(W) (F.6a) 

否则： 

  ௦ܲ௧ ൌ 10logሺ10.ଵ െ 10.ଵೠሻ                dB(W) (F.6b) 

第七步： 计算一个因子要考虑10 GHz以上的非各项同性散射。 

௦ܨ  ൌ
10ିଷܴ

.ସ
cosሺθሻ ሼ2ሺ݂ െ 10ሻଵ. െ 2.5ሺ݂ െ 10ሻଵ.ሽ 如果݂  10

0 否则
        dB (F.7) 

其中： 

 : 频率，单位：GHz 

第八步： 估计受干扰天线接收到的无用散射功率： 

  ௧ܲ௫௦ ൌ ܲ௦  ௦ܨ െ 20logሺ݀௫݂ሻ െ γ݀௫ െ 92.4            dB(W) (F.8) 

其中： 

 ݀௫： 受干扰天线与气缸表示的公共体积之间的距离，单位：km。 

 ௧ܲ௫௦： 无用散射功率的估计值。如果 ܲ௧ െ ௧ܲ௫௦ ൏ 20 dB（其中 ܲ௧是接收机的干扰

阈值），则进行的完整的降雨散射计算。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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