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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 卫星通信地球站无线电设备测量方法 系列标准之一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功率放大器电气特性的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卫星 通信地球站发射机高功率放大器通用的测量

输入和输出功率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的第 章

输出功率系指被测放大器传送给与其相匹配负载的功率

特别要注意避免测量结果中含有谐波等无用功率 功率计与被测点之间应接一个在测试频率点上

插入损耗已知的低通滤波器

注 有些放大器 激励过大会使其输出饱和甚至损坏 因此 在测量时必须限制激励功率

回波损耗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测量应在热态和冷态两种条件下进行

测量热态输入回波损耗时 必须避免对放大器激励过大以致超过放大器规定的 大输出功率 测量

热态输出回波损耗时 被测放大器不加激励 在输入端接入一个具有规定特性的负载

注 这里 热态 指所有的电极均加上电压 冷态 指电极不加电压

输出负载通常规定两种电压驻波比值 即 一种是可避免被测放大器发生破坏性故障的上限值 另一种是能使

被测放大器满足规定增益 频率响应的另一个上限值

功率增益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的第 章

由于高功率放大器通常具有高度非线性的功率传输特性 所以要给出下列两种条件下的功率增益

小信号输出功率

饱和输出功率

小信号增益是指放大器工作在输入功率 输出功率特性的线性范围内所获得的增益



注 对于使用行波管或速调管的放大器 当输入功率比使放大器激励到饱和输出时所要求的值低 时 则

传输特性为线性

杂散信号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的第 章

效率

放大器的效率是指额定的输出功率与总的交流输入功率 包括热交换器或空气冷却设备所需的功

率 之比 用百分数表示

注 饱和输出功率不能作为基准

对于使用行波管或速调管的放大器 电子束的效率也是重要的 它是指额定输出功率与整个电子束功率之

比 并用百分数表示

测量应按本系列标准 总则 给出的标准条件进行

振幅 频率特性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的第 章

通常要求输入信号功率不变来测量振幅 频率特性 而在某些情况下 有必要保持输出信号功率不

变来测量振幅 频率特性

由于高功率放大器是非线性的 故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均需规定输出功率

推荐使用扫频法 但必须确保扫频输入功率在所用通带内是恒定的 而输出功率不应超过被测放大

器安全工作所建议的数值

群时延 频率特性

按本系列标准 射频范围内的测量 的第 章

调幅法和调频法均可应用 若是在放大器非线性范围测量 应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调幅法的优点是直接在输出频率上测量 不象调频法那样要求使用上变频器 因此就避免了相应的

修正过程 另一方面 在饱和输出功率状态下测量时 往往会引起去幅度调制 导致测量结果引入误差

采用调频法时 由于测量设备一般是工作在中频 必须先把中频变换到高功率放大器工作的频率

而后将高功率放大器输出测量信号频率变回到原来的中频 对某些类型的放大器 测量设备容易引入一

个与被测放大器群时延数量级相同的群时延 因此要进行两次测量 即 接高功率放大器时测量一次 不

接高功率放大器时测量一次

测量和给出结果 应覆盖高功率放大器所用的对应于卫星转发器的带宽和频率范围

因为高功率放大器的相移取决于射频激励功率 所以 在整个扫频范围内保持激励功率恒定是很重

要的 当采用调幅法时 利用扫频发生器的功率电平装置控制激励功率是很方便的 功率电平装置的参

考电压从被测放大器输入端的定向耦合器获得

残余调制

一般考虑

放大器输出中的残余调幅 残余调频或残余调相的值 与电源的滤波程度有关

注 在高功率放大器中 随机噪声引起的残余调制可以忽略 但由于后续设备 如卫星上放大器 的调幅 调相转换

的影响 残余调幅就显得重要了

测量方法

残余调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