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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 卫星通信地球站无线电设备测量方法 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 卫星通信地球站无线电设备测量方法 第三部

分 分系统组合测量 第二节 接收系统品质因数 的测量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地球站接收系统品质因数 的测量方法 一种方法是利用地球站处

功率谱流量密度已知的星体 并考虑到各参数造成的误差 还给出了一种间接测量方法

定义

品质因数

地球站接收系统的品质因数 为接收天线增益与系统噪声温度之比 归算到天线分系统输出

法兰盘处 值通常可由下式表示

天线功率增益
系统噪声温度

值也可归算到接收系统其他地方 例如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 这时增益和噪声温度都应折算

到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 但 值保持不变

接收系统噪声温度还包括测试点后面各部分产生的噪声温度的贡献

注 测量品质因数 时 发射机应以最大额定功率工作 如果发射机工作使接收系统 值下降 那么该下降

值在结果中应有所表示

射电星

射电星是一种微波宇宙噪声功率源 有四颗射电星的特性是已知的 其精度足以用来测量 值

这四颗星是仙后座 金牛座 天鹅座 和猎户座 附录 参考件 中介绍了这 颗星的特性

注 月亮和太阳也可作为射电源测量 值

标准大气

本系列标准第一部分第一节 总则 确定的标准大气条件为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一般考虑

当卫星传输到地面的流量密度给定时 品质因数 是决定解调器输入端载噪比的地球站关键

参数 因此必须以最高的精度来确定接收系统的 值

确定品质因数 的主要方法有两种 即直接法和间接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射电星直接测量

值 第二种方法是分别测量接收天线增益和系统噪声温度

对于大型天线 一般推荐直接测量法 因为它能提供最高精度 下文将详述

当天线可控制性有限或者所处的位置用任何规定角度都不能很好地看到已知射电星时 就必须采

用间接测量法

通常在下列条件下测量 值

仰角为 到最大工作角度间的任意角

频率为接收频带的中心频率以及接近频带边缘的频率

规定的极化

晴天

微风

用校准的射电星测量品质因数

值作为 因子的函数解析式

众所周知 射电星发射微波噪声功率 当地球站接收天线指向一射电星时 天线接收到的噪声功率

增加了下值

式中 天线指向射电星时噪声功率的增值

测量频率上射电源的功率谱流量密度

接收天线的有效面积

接收机噪声带宽

规定频率上天线的接收增益

工作波长

上式中出现系数 是因为接收系统的极化方式是给定的 而射电星的极化通常是随机的 当射电

星是点源 其辐射波通过无衰减大气时 该方程才有效 实际上 这两项条件都不成立 因此方程 必须

改成下列形式

式中 大气衰减的修正系数

与射电源角扩展有关的修正系数

假设 为天线指向宇宙源时的总噪声功率 而 为天线以相同仰角指向背景天空时的噪声功

率 那么就有

式中

包括天空噪声温度在内的接收系统噪声温度

根据上述方程 品质因数 可以表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