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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2193—1990《移动通信调频无线电话接收机测量方法》。
本标准与GB/T12193—1990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的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名称;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修改了直流测试电压(见4.2.2);
———修改了接收可用频带宽度的测量方法(见8.2,1990版的8.1);
———删除了接收中频宽度的测量方法(见1990版的8.2);
———删除了调制接收带宽的测量方法(见1990版的8.3);
———修改了灵敏度的测量方法(见第7章,1990版的第6章);
———增加了整装天线接收机性能的测量方法(见各章条);
———增加了接收机扩展器特性的测量方法(见第21章);
———增加了接收机输出功率的测量方法(见第22章);
———增加了接收机辐射杂散分量的测量方法(见第23章);
———增加了接收机辐射灵敏度的测量方法(见第24章);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射频耦合装置的使用指南”(见附录A)。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参考IEC60489-3:1999《移动业务无线设备的测量方法 第3部分:A3E,

F3E,或G3E发射的接收机》编制,与IEC60489-3:1999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七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东省无线电监测站、移动通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科立讯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建伍、威泰克斯通讯(苏州)有限公司、深圳市友讯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福建省北峰电讯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小兰、朱杨荷。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谢慧群、柳振东、熊雄、谢杏、段立峰、黄杰、门脇光平、许一坚、崔涛、杜清海、

姚磊、腾潢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2193—1990。

Ⅴ

GB/T12193—2017



移动通信调频接收机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通信调频接收机(以下简称接收机)性能的定义、测量条件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频率为25MHz~1000MHz,传输单路话音和其他类型信号,其音频带宽不超

过10kHz的移动通信调频接收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2192—2017 移动通信调频发射机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额定音频输出功率 ratedaudio-frequencyoutputpower(level)
接收机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其输出端连接规定负载时,制造商规定的输出端可得到的功率。

3.1.2
参考输出功率(电平) referenceoutputpower(level)
音频功率的特定值,可用作某些测量的参考电平。
注1:参考电平的优选值为:1mW;50mW。
注2:该电平通常用于受话器作为电声换能器负载,当测量高输出功率的接收机特性时,因该电平值可能太低,故测

试应在额定音频输出功率或低于它3dB的功率下进行。
注3:未装音频输出可调装置的接收机,其参考输出功率等于接收机输入标准测试信号时所获得的输出功率值。
注4:若输出功率只能步进调节,则参考输出功率取其最接近于优选值的功率。

3.1.3
音频负载 audio-frequencyload
已装有音频输出换能器的设备。
注:制造商应规定连接方法并给出换能器在1000Hz时的阻抗及容差,还应给出该换能器在规定音频范围的上限

和下限频率的阻抗。

3.1.4
音频测试负载 audio-frequencytestload
代替接收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连接接收机的阻抗网络,该网络是模拟正常负载及其常用的任何电

缆的阻抗。
注:该网络由制造商规定,通常是纯电阻。

3.1.5
去加重 de-emphasis
将已经预加重的发射信号恢复为原来信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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