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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 e analyse the fo rte of using computer to manage radio f requency ,

and expound the function and Implement method of computer radio f requency management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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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线电频率管理是一项科学、严谨、复杂、烦琐

的工作 ,并且随着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展 ,单靠人力

来完成这些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了 ,迫切

需要把频率管理工作交给计算机管理。现有的计算

机台站信息管理系统中 ,功能往往侧重台站管理 ,忽

视了频率管理 ,即使有频率管理功能 ,但频率管理模

块功能单一 ,远远不能满足上述工作的要求。为此 ,

本文分析计算机管理无线电频率的优点 ,探讨计算

机无线电频率管理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及实现方

法。

1　计算机管理无线电频率的优点

　　计算机管理无线电频率资源 ,能够实现无线电

频率资源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可以减少或避免一

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 ;系统可以在每一业务段和

频率设定权限 ,避免越权指配频率现象的发生 ;可以

避免跨区域同频干扰、互调干扰、以及把其它业务用

途的频率指配给另一用途的台站使用等现象的发

生 ;可以完成繁杂的管理工作、指配频率的计算工作

等 ,从而减少管理者的工作量。

　　实现计算机管理无线电频率资源 ,可以大大地

方便频率管理者查询、统计频率资源。通过计算机频

率管理系统来统计 ,可以方便、快速地得到需要的统

计结果 ,并可以任意生成自由报表 ,用于打印或上

报。

2　计算机无线电频率管理系统需要实现的

功能及实现方法

　　计算机无线电频率管理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2. 1　具有频谱管理功能

　　应把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划表及分配表分类

输入计算机 ,并建立一个标准数据库。数据库应包含

频率范围 ,频率个数 ,业务用途 ,指配权限等一些必

要参数 ,当需指配频率时 ,计算机把所申请的频率及

业务用途与标准数据库相比较 ,找出与其相对应的

可用频率来备选 ,从而实现无线电频谱的管理。频谱

数据库应是可维护的 ,可以方便管理者录入和更改

国家新划分的频谱资源。

2. 2　具有频率管理功能

　　当管理者需要指配频率时 ,把申请单位 ,申请频

段 ,业务用途等参数输入计算机 ,计算机根据这些参

数对照国家无线电频率划分表自动选出符合要求的

所有未用频率 ,然后分析是否存在干扰情况 ,限定使

用频率的发射功率。

2. 2. 1分析是否存在干扰情况

　　首先分析是否存在同频干扰。 通过检索频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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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料数据库和使用频率数据库的内容 ,分析是否

存在同频干扰 ,并把能造成同频干扰的频率剔除。根

据频率地理资料数据库 ,如有频率复用的情况 ,考虑

避免同频干扰 ,必须保证接收机输入端信号 /同频干

扰≥射频防卫比 [ 1] ,从这一关系出发来确定信道复

用距离。

　　其次分析是否存在互调干扰。计算机对这些未

用频率分别与所有可能产生互调干扰的已用频率进

行互调计算 ,对能产生互调干扰的频率进行剔除。

ITU允许使用的文件微机频谱分析方法 ( M SAM )

和“ IN TERANA”程序可以用于计算互调产物。

　　可以使用下式来计算互调产物 UIMP。

　　 UIMP = IP3 - 3( I P3 - UIMS ) ,

其中截获点 I P3可由任务要求来限定 ,两个 IMP产

生的信号 UIM S可以从监测数据库中获取。

2. 2. 2　限定拟使用频率的发射功率

　　系统根据录入的设台地点、使用范围等参数 ,并

通过频率地理资料数据库来确定频率使用的传播模

型 ,以此来限定发射机的发射功率。

　　传播模型中 ,传播路径分为自由空间路径、视距

路径、单障碍路径、双障碍路径、不规则的地形路径

和城市地形路径。

　　自由空间路径的天线之间为视距 ,并且地形不

影响传播 (视距辐射可全部通过 ) ,余隙要求取决于

系统的考虑 ,正常情况下通过使用天线作为焦点的

费涅耳椭圆进行计算 ,无线电规则附录 29附件Ⅱ给

出了传播损耗计算公式。视距路径的天线之间为视

距 ,并且地形影响传播 ,最常用的是双射线模型 ,这

种模型中路径被等效反射面替代 ,并且直射波和反

射波被合成在一起。单障碍路径的天线之间有 1个

障碍物 ,用得最多的一个模式是 ITU-R PN. 526建

议的刀刃绕射。双障碍路径的发射、接收天线之间有

2个障碍物 ,两个障碍物之间为视距。该模式类似于

单障碍物路径 ,并附加同样的限定 ,不同的仅是它必

须考虑双绕射 ,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将所有的路

径绕射损耗综合起来 ,包括第 1个天线和第 1个障碍

物之间 ,第 2个障碍物和第 1个天线之间 ,两个障碍

物之间的路径。不规则的地形路径的发射、接收天线

之间的障碍物多于 2个 , 2个未端障碍物之间不存在

视距。用于一个或多个障碍物的通用方法在 I TU-R

PN. 526号建议中可以找到。城市地形路径是在城

市地区不同的传播模式 ,计算机计算模型已经研制

出来。

　　传播模型的计算先要假定天线位于水平地势 ,

并且在这种假设下 ,天线增益使用该模式能够计算

出来。通过具有连接损耗介质片的模仿地型和在假

定局部平坦地形中采用瞬间法 ( MOM )计算天线的

电流 ,不规则地形天线增益的修正也可以计算。几何

衍射理论 ( GTD)与瞬间法得到的电流一起用来计

算由地形引起的天线增益和方向性图受扰的变化

值。

　　计算得到传播模型后还要计算等效全向辐射功

率 e. i. r . p值和发射机功率电平。e. i. r . p值通过下

式可以确定。

　　 e. i . r . p = Pr - Gr + R loss+ X pol + Lprop

式中 , Pr ( dBm )和 Gr ( dBi)由监测数据库的条件设

定 ,即为其它接收机不受此电台干扰的最大忍受值 ;

Rloss 为接收传输线损耗、电缆、馈电和失配损耗

( dB) ; X pol极化失配 ( dB) ; Lp rop由传播模型计算得出

( dBm )。

　　发射机功率电平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计算
[ 1]
。

　　

SM = SG - SL

SG= PT + Gt + Gr - Pmin

SL = LA + Lt + Lr

,

其中 , SM为系统余量 ( dB) , SG为系统增益 ( dBw ) ,

PT为发射机输出功率 ( dBw ) , Gt为发射机天线增益

( dB) ,Gr为接收天线增益 (dB) , Pmin为接收机输入

端要求的最低保护功率电平 (d Bw ) ,L A为实现的路

径衰耗中值 ( dB) ,Lt为发射端附加衰耗 (包括馈线、

共用器衰耗等 , dB) ,Lr为接收机端的附加衰耗 (包

括馈线、共用器衰耗等 , dB)。

　　经过计算机以上计算 ,可以得到一系列的可用

备选频率、限定发射功率及天线增益 ,经过电磁场环

境测试 ,管理者可以从这些备选频率中选择指配频

率 ,但是发射功率及天线增益应由频率管理系统限

定。经过以上这些过程 ,系统可以实现对无线电频率

的指配和管理。

2. 3　具有查询统计功能

　　系统应具有查询统计模块 ,管理者利用此模块 ,

可以很方便地对其管理的频率资源进行查询统计 ,

打印报表 ,或生成文件进行上报 ,可以大大地减少管

理者的工作量。 该功能可以利用现有台站信息数据

库中的 BO模块来实现。

2. 4　建立有频率地理资料数据库

　　系统建立有多层的三维地理信息 ,包含地形地

貌 ,地理坐标 ,设台地点 ,使用范围等详细的地理信

息 ,以便于频率管理数据库的计算和管理。把辖区内

已在使用的频率数据录入计算机并建立一个使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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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数据库。数据库包含使用单位 ,业务用途 ,使用频

率 ,发射功率 ,地面海拔高度 ,天线高度 ,天线损耗 ,

地型地貌 ,设台地点、使用范围等参数。

2. 5　与现有的台站信息系统和监测网相链接

　　系统与台站信息系统相链接 ,可以把频率管理

与台站管理融为一体 ,有利于频率数据与台站数据

的一致性 ,为频率台站审批权限的设置创造了必要

条件。系统与监测网相链接 ,可以从监测网中提取监

测数据 ,用于无线电频率管理的计算 ,监测网也可从

无线电频率数据库中提取合法频率数据 ,从而对这

些频率进行监测保护。发现频率受到干扰时 ,监测网

把受到干扰情况反馈到频率管理系统 ,管理者可立

即对干扰进行查处 ,从而可以更有效地保护合法频

率使用者的权益。当监测网发现非法频率使用者时 ,

监测网把无线电频率盗用情况反馈到无线电频率管

理系统 ,以有效地保护国家的无线电频率资源。

2. 6　实现的语言

　　整个系统的设计和编程应使用 Oracle语言 ,以

实现与现有的台站信息数据库相链接。

3　结束语

　　用计算机来管理无线电频率 ,能够科学地、规范

地管理无线电频率资源 ,能够大大减少管理工作者

的工作量 ,方便查询、统计、上报等 ,而且计算机无线

电频率管理系统的实现是可行的 ,应当尽快建立计

算机频率管理系统来对频率资源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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