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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播影视信息网络中心针对中国广播电视光纤干线传输网的设

计 设备采购 建设和网络互联工作而制定的

本标准的参数定义等效采用相关的 和 标准

在任何条件下 本标准应随着广播电视干线传输网络的发展而修订

本标准是在广泛地参阅了相关中国国家标准 标准和 标准 并总结了国内外干线传输

设备的大量测试数据的基础上形成的 为了便于实际的操作和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 当所涉及内容在相

应的国际标准中有详细描述时 本标准直接指出了该项内容的出处及所引用章节的编号

本标准中 电气传输接口标准仅考虑了 及其以下的速率 因为由于物理上的限制电气

传输接口已不能适应更高的传输速率 同时 在实际应用中又需要低速率的连接 因此必须对其加以定

义 目前 商用单波道光传输设备的传输速率已可以做到 光波密集复用技术的传输速率在不

断提高 直接采用光进行交换也正处于研究之中 所以 光学传输接口乃是考虑的重点 相应地 制定有

等不同速率级别的光接口标准

本标准增加了 速率接口 这是为了满足广电传输网络中电视节目素材回传的需要 为了

保持节目具有演播室质量以满足节目后期编辑之需要 电视节目素材必须采用 的压缩编码方

式 所需的传输码率将不低于 的传输速率可以方便地传送两套电视节目 相比之

下 的传输速率则只可传送一套电视节目 并且其实际传输效率较低 这样 该标准就可以更

好地反映广播电视行业的特点

本标准特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即在光传输链路发生中断或光纤裸露时 设备应能够采取自动保护的

措施以避免出现人身危险 因为随着光路数据传送速率的提高 光传输设备的发射功率也在不断地增

加 出现技术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本标准规定了啁啾的描述表达式以便采用相应的措施 因为啁啾效应将导致解调信号质量上的降

低

本标准规定了各种接口的一般参数框架 但在表中留有多处空白之处 这表示没有相应的应用或有

待于将来的研究和明确定义 这样的一个基础结构将有利于阅读者对系统的整体掌握

本标准中所有的参数值都是基于 坏情况和寿命终止时的值 只有偏振模色散的处理是基于 大

微分群时延的统计方法 其标准操作条件为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范围内 以及适当的老化状况下 所有

的参数都应满足本标准所示的指标 生产厂家应据此生产设备 并充分考虑到 坏的情况 而系统设计

者可灵活地根据实际的条件进行设计

一般的技术参数均遵循 或者 的相应标准 同时 也兼顾各厂家当前的技术水平 在条

件成熟的前提下 应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扰 这有利于引入国际上的成熟经验并加快广电行业的发展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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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播电视干线传输网包括如下几种类型接口 光电传输 数字视频适配 网络管理 时钟同步 人机

和电源 以上设备应符合同步数字体系 标准 本标准仅考虑其中的第一部分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播电视光缆干线传输网 不包括无线网络 同步数字体系 光电接口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广播电视光缆干线传输网 应作为网络规划设计 设备选型 网络建设和互联的

依据

本标准不适用于传输损伤的设计和规划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新版本的可能性

单模光纤相关参数的定义和测试方法

单模光纤光缆的特性

非零色散单模光纤光缆的特性

光纤放大器相关通用参数的定义和测试方法

使用光放大器 包括光复用器 的局间和长途线路系统的功能特性

有光放大器的多通道系统的光接口

系列数字接口的物理 电气特性

同步数字体系 网络节点接口

同步数字体系 复用设备功能组件的特性

设备从时钟 定时特性

系列结构数字网络中抖动和漂移的控制

系列结构数字网络中抖动和漂移的控制

同步数字体系 网络的抖动和漂移控制

与同步数字分层结构相关的设备和系统的光接口

同步数字体系 的光缆数字线路系统

光纤通信支系统基本测试程序 第 章 一般通信支系统的测试程序 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