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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0602《天线及接收系统的无线电干扰》的第1部分。GB/T40602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基础测量 天线方向图的室内远场测量方法;
———第2部分:基础测量 高增益天线方向图室内平面近场测量方法。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广东省珠海市质

量计量监督检测所、上海添唯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学、上
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无委无线电检测实验室

有限公司、芮锋射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佛山市禅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郑军奇、王鹏、于超、李军、喻金龙、熊蒙、袁书传、毛小莲、张淼、王存祥、叶琼瑜、

宋江伟、张峰衔、谢延萍、朱怡宁、钱巧静、罗宇翔、张志华、雷剑梅、何志辉、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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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天线及接收系统的无线电干扰是以“天线”(无形天线-无线接收系统)为切入点,建立天线和无线电

接收系统的电磁兼容标准,涵盖天线、测量场地和无线接收系统。

GB/T40602《天线及接收系统的无线电干扰》拟由如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础测量 天线方向图的室内远场测量方法。目的在于规定天线辐射方向图(以下

简称辐射方向图)在微波暗室内等高架远场的测量方法。
———第2部分:基础测量 高增益天线方向图室内平面近场测量方法。目的在于规定高增益天线

平面近场扫描法在微波暗室内测量天线方向图的方法。
———第3部分:场地测量 紧缩场场地性能确认方法。目的在于规定紧缩场屏蔽效能、静场辐射特

性、相位特性和交叉极化性能的测量方法。
———第4部分:无线接收系统 集成无线电模块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测试方法。目的在于规定用于

工业、科学、医疗、汽车、家用电器等集成无线模块电子设备的电磁兼容测试要求和测试方法。
上述四部分与之前已发布的关于车载天线及系统的GB/T38889—2020共同构成了天线及接收系

统的无线电干扰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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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及接收系统的无线电干扰
第1部分:基础测量 天线方向图的

室内远场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天线辐射方向图(以下简称辐射方向图)在微波暗室内等高架远场的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频段不超出实验室可工作频段,远场距离条件满足实验室测试距离,测量运动范

围在微波暗室静区内的天线辐射方向图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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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T14733.10—2008 电信术语 天线

3 术语和定义

GB8702—2014和GB/T14733.10—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坐标系统 coordinatesystem
一种包含天线坐标系、转台坐标系、场地坐标系的系统。

  注1:一般选择天线坐标系为测量坐标系,若选择其他坐标系,需从该天线坐标系变换到另外的测量或工作坐标系

中去,只要它们的相对取向和位置是已知的。

  注2:用这种坐标系统,测得的天线参数与天线的安装或取向无关。

3.2
室内远场 farfieldinmicrowaveanechoicchamber
一种在微波暗室内,且在远场条件下进行天线测量的室内测量场地。

3.3
线极化天线 linearly-polarizedantenna
在最大增益方向上,作发射时辐射线极化电磁波的天线,或作接收时能使天线终端得到最大可用功

率的方向入射线极化电磁波的天线。

3.4
圆极化天线 circularly-polarizedantenna
在最大增益方向上,作发射时辐射圆极化电磁波的天线,或作接收时能使天线终端得到最大可用功

率的方向入射圆极化电磁波的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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