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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民航正在实施国际民航组织（IC A O）推荐的新空中航行系统（IC A O  C N S／A T M

SYSTEMS），其中包括航空移动业务卫星通信（AMSS）。AMSS通信系统至少包括三部分：（1）卫星

转发器；（2）机载地球站（AES）；（3）地面地球站（GES）。本标准即为GES的总技术要求。

    现在，只有国际移动卫星组织（INMARSAT）能够提供全球性AMSS通信服务。同时，ICAO亦

已制定出AMSS的标准与建议措施（SARPs）。本标准参照引用了INMARSAT的航空系统规范手册第

三部分（航空地面地球站技术性能手册）1994年9月第1．23版的许多内容，同时参照引用了ICAO

AMSS SARPs和我国的GB 11443．1～11443．4—89《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总技术要求》以及GB

11444．1～11444．3—89《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发射、接收和地面通信设备技术要求》的部分内容。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INMARSAT航空卫星通信系统即已正式运行，技术成熟，性能良好，其技术

规范已经过多年验证，ICAO AMSSSARPs亦大量引用了INMARSAT的技术规范，两者大同小异。当

两者主要参数有差异时，本标准选取ICAO AMSS SARPs的参数。例如，INMARSAT规定L频段接

收频率范围为1 530．O MHz～1 559．O MHz，而ICAO的规定为1 525．O MHz～1 559．O MHz，本标准

取1 525．0 MHz～1 559．O MHz（见7．2）。对于C频段的发射和接收工作频带，则采用了GB 11444．2—

89中的建议（见6．1．1和6．1．2）。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航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卓轫、陈光仁。





3．4 馈送链路feeder link

在AMSS中，GES与卫星之间的通信链路。

3．5 服务链路service link

在AMSS中，AES与卫星之间的通信链路。

3．6 P信道P-channel

分组方式时分复用（TDM）信道，用于正向（GES发，AES收）传送信令与用户数据。在卫星

通信网中，每个GES用P信道连续发送信号。用于系统管理功能的P信道记作Psmc，用于其他

功能的P信道记作Pd。Psmc和Pd是功能符号，不一定指分开的物理信道。

3．7 R信道R-channel

时隙随机争用（S-ALOHA）信道，用于反向（AES发，GES收）传送某些信令与用户数据，特

别是通信开始时的信号，例如申请通话信号。用于系统管理功能的R信道记作Rsmc，用于其他

功能的R信道记作Rd。Rsmc和Rd是功能符号，不一定指分开的物理信道。

3．8 T信道T-channel

预约时分多址（TDMA）信道，仅用于反向传输。接收信号的GES按信息电文长度为申请发送

电文的AES预留时隙。发送信号的AES按优先等级在预留的时隙内发送信息电文。

3．9 C信道C-channel

电路方式单路单载波（SCPC）话音信道，用于正向传输及反向传输。C信道的使用由每次呼叫开

始时的分配信令和结束时的释放信令控制。C信道内可用时分复用方式插入一条子带数据信道，

在C信道接通后传送信令与用户数据。

3．10 航空二相相移键控aviation binary phase shift keying（A-BPSK）

用于AMSS的一种二相相移键控调制的具体形式。适用于信道速率为600，1 200，2 400 bit／s。

A-BPSK将“O”规定为相移-90。，“1”规定为相移＋90。，经相移编码的数据流用具有表1和

表2所示振幅和相位频率响应特性限制线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参见图3）。

3．11 航空四相相移键控aviation quadrature phase shift keying（A-QPSK）

用于AMSS的一种偏差正交相移键控调制的具体形式，适用于信道速率高于2 400 bit／s，经相

移编码的数据流用具有表3和表2所示振幅与相位频率响应特性限制线的滤波器进行滤波（参

见图2）。

3．12 扰码scrambling

发端将二进制信息码与某种伪随机码模二加，以避免出现很长的连“0”或连“1”游程，接收

端将收到的二进制码与同一种伪随机码模二加，以恢复原信息码。亦可利用扰码作为加密的一

种方式。

3．13 前向纠错forward error correction（FEC）

发端发出能够纠错的码，接收端收到纠错码后，根据译码规则自动地纠正传输中出现的错误。

[GB 11443．1—89中3．1．3]

3．1 4 交织interleaving

发端将FEC编码器送来的信息码按一定规律（伪随机地）改变其发送顺序，接收端则对收到的

码进行反变换，恢复原来的顺序，以使信息码在传输过程中遇到的突发式误码在收端随机化，再

送至FEC译码器，从而得到较理想的编码增益。

3．15 信号单元signal unit（SU）

SU是AES与GES之间各种信道传输信息的最小数据块，P、T和c信道采用标准长度的SU，

含96 bit（12字节）；R信道采用扩展长度的SU，含152 bit（19字节）；在T信道每次突发的

信息字段中，一开始有一个缩短长度的SU，含48 bit（6字节）。每个SU的最后2个字节，是

循环冗余校验（CRC），用来校验本SU是否有误。SU又称信号块。



4 初期系统与增强系统

按GES功能，可分为初期系统和增强系统。

4.1初期系统

初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 提 供 编 码 速 率 为 9 6 0 0 b i t / s 的 双 工 早 路 早 载 波 声 码 话 ，编 码 算 法 采 用 目 前 作 为 航 空 移 动 业 务

卫星通信标准的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编码，信道速率为21000bit/s，信道间隔为17.5kHz，调制方式

为A-QPSK，FEC码率为1/2，约束长度K＝7；

b）提供信道速率为600，1200bit/s的数据通信，P信道用600bit/s，R与T信道用600，

1200bit/s。调制方式为A-BPSK；

c）每个GES在卫星通信网内独立工作，没有网络协调站（NCS）；任一GES从其他每个GES接

收一个信令信道，所有的呼叫由GES从一组预分配的频率中按需处理；

d）公用电话通信限于由AES用户作主叫用户。

初期系统组成如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图A1所示。

4.2增强系统

增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提供编码速率为2400，4800，9600bit/s的SCPC声码话，信道速率最高21000bit/s，信道

间隔5kHz～17.5kHz，调制方式为A-QPSK，FEC码率为3/4或1/2，约束长度K＝7；

b）P信道速率用600，1200，2400，4800，10500bit/s。R与T信道速率用600，1200，2400，

10500bit/s。速率小于或等于2400bit/s时，调制方式用A-BPSK；速率大于2400bit/s时，调制方

式用A-QPSK；

c）在每个卫星覆盖区内，若有多个GES，则设一NCS。每个GES有预分配的频率库，NCS有一

公共频率库，当某GES的频率库不够用时，可从NCS的公共频率库中按需分配频率给该GES用。GES

与NCS之间以及NCS与NCS之间均有站间链路；

d）公用电话既可以AES用户作为主叫用户，亦可以地面用户作为主叫用户。

增强系统组成如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图A2所示。

5总要求

5.1 GES总功能

5.1.1 系统功能

a）管理AES的注册、注销以及向其他GES移交；

b）控制由航空移动业务卫星拥有者分配给本GES的一组载波频率对空间段功率和带宽资源的利

用；

c）与同一卫星通信网中其他GES互通；

d）提供网络管理、监控、计费、统计和数据报告功能。

5.1.2通信功能

a）根据GES管理者的选择，提供空中交通服务通信（ATS）、航务管理通信（AOC）、航空行政

管理通信（AAC）和航空旅客通信（APC）话音通信服务，可与公用电话交换网（PSTN）和专用网接口；

b）根据GES管理者的选择，提供中速和高速分组方式数据通信，可与公用数据网或专用数据网接

口，数据速率与调制方式从附录A（标准的附录）的表A1中选用；

c）根据GES管理者的选择，提供传真等其他附加业务。

5.1.3接续控制与信令

a）管理AES的注册、注销和移交；

b） 接收并处理由AES从R信道送来的呼叫申请和信令信息；



c）处理地面启动的呼叫申请并在P信道上发送信令信息；

d）接收并转发同一卫星网其他GES从Psmc信道发送来的信令信息，并通过本站Psmc信道发送

信令信息至同一卫星网其他GES；

e）若GES提供话音业务，应能从航空移动业务卫星拥有者分配给本GES的一组载波频率（C信

道库）中将通信信道按需分配给用户，必要时事先拆除低优先等级的连接，将信道让给高优先等级的

用户使用；

f）若GES提供话音业务，应能从C信道的子带数据信道中发送和接收信令信息；

g）若GES提供T信道业务，应能给空地数据通信业务在一个或多个T信道时间计划中分配时隙；

h）保持AES状况表；

i）与AES和适当的地面固定业务通信网互通。

5.1.4网络监测功能

a）在C频段内周期性监测AES发送信道的功率与频率，确定是否有干扰，AES是否有故障，进

行相应的告警与处理；

b）应具有GES自测设备；

c）应具有与其他GES通信的通信网络设施。

5.1.5GES监测功能

至少能监测：

a）本站P信道发送工作状态；若中断1s，应停止发送新数据，若中断5s，应停止向卫星发送一

切信号；

b）AFC导频锁定状态（锁定或失锁）；

c）数据信道（P、R、T信道）负荷状态；

d）话音信道（C信道）分配状况；

e）遇险、紧急、安全呼叫的出现和进展；

f）建议GES可自诊断各设备的工作状态，对设备进行监控。

5.2GES业务能力

对于初期系统，GES应支持下列通信业务：

a）编码速率为9600bit/s，信道速率为21000bit/s的全双工电话（C信道）；

b）信道速率为600bit/s的数据报方式分组数据（R信道收，P信道发）；

c）建议R信道亦可用1200bit/s信道速率，并支持600bit/s和1200bit/s的T信道。

5.3 服务目标

5.3.1 服务质量

建议GES应具备足够数量的信道单元，达到下列服务质量：

a）C信道呼损率：在繁忙小时内，平均呼损率小于2％；

b）P信道利用率：在繁忙小时内，总平均信道利用率小于80％，信令信息利用率小于50％；

c）R信道利用率：在繁忙小时内，平均信道利用率小于15％；

d）T信道利用率：在繁忙小时内，平均信道利用率小于80％。

5.3.2可用性

建议GES的可用性目标应大于或等于0.9994。

6 C频段技术要求

6.1 工作频带

6.1.1 发射工作频带

GES必须能在5925MHz～6454MHz频带内工作。

有条件的地球站，可考虑在5850MHz～6650MHz频带内工作。［GB11444.2—89中6.1］



6.1.2 接收工作频带

GES必须能接收3600MHz～4200MHz频带内的任意载波。

有条件的地球站，可考虑接收工作频带为3400MHz～4200MHz。［GB11444.2—89中7.1］

6.2 接收要求

6.2.1 接收G/T值

在晴朗微风条件下，包括由于天线指向误差和极化失调引起的损耗，天线仰角大于或等于5°，在

整个接收频带内，当天线指向卫星时，接收系统G/T值应大于或等于32dB/K。

6.2.2 接收功率通量密度（PFD）

对于每个C频段下行链路载波，相应于GES工作于5°仰角，PFD应符合下列指标：

话音信道： —180dBW/m2～—170dBW/m2

中速数据信道： —195dBW/m2～—185dBW/m2

最大合成PFD： —135dBW/m2

6.2.3 接收相位噪声

GES 内C频段接收系统应保证接收下行链路信号的相位噪声单边连续功率密度谱不超过图1中

折线所示数值。

6.3 C频段天线系统

6.3.1发射增益GT与半功率波束宽度

在发射工作频带内，从发射馈源处测量，发射增益GT大于或等于54dBi。

在主波束的任一横截面上，半功率波束宽度小于或等于0.33°。

6.3.2 接收增益GR与半功率波束宽度

在接收工作频带内，在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测量，接收增益GR大于或等于50.5dBi。

在主波束的任一横截面上，半功率波束宽度小于或等于0.48°。

6.3.3极化

应能发射和接收左旋和右旋两种圆极化波。

6.3.4轴比

发射和接收电压轴比均不超过1.06。

6.3.5旁瓣

对于发射和接收，90％的旁瓣峰数不应超出下式要求：

G＝29—251gθ （1°＜θ≤20°）

G＝32—2519θ （20°＜θ≤48°）

G＝—10 （θ＞48°）

式中：G——对应于θ的天线增益，dBi；

θ——偏离主波束轴线的角度，°。

6.3.6 可控性与跟踪

6.3.6.1 在天线仰角高于5°的条件下，通过自动或人工方式，应能指向视线范围内静止轨道任何位置

上的卫星。

6.3.6.2 当卫星位置偏差为经度±1°，倾斜5°时，应能利用卫星发射的遥测信标或某个经常发射的信

号（例如导频）进行天线自动跟踪。跟踪精度应满足6.4.6的EIRP稳定性要求。

6.4 发送系统要求

6.4.1 发射机线性与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

发射机线性应使三阶互调产物至少比两个EIRP均为YdBW的测试载波中的任一个低30dB，其

中Y等于：

Y＝70 当N≤16

Y＝58＋10lgN 当N＞16



式中N为由本站发射的相等功率的最多C信道载波数。测试时两个载波可在发射通带的任何位置，相

隔至少100kHz。

每路C信道话音信号的标称EIRP为60dBW。EIRP的控制要求见9.1.3。

一个载波被一随机序列调制，其标称EIRP密度应落在图2与图3所示曲线限制范围内。

6.4.2 发射机噪声与杂散信号

在1MHz和18GHz之间任何4kHz频带内（不包括以每个输出载波为中心的±10kHz频带之

内），发射机固有噪声和所有杂散信号（不包括谐波和多载波互调产物），应至少比任何单个载波的

EIRP值低60dB。

在以所需载波为中心的±10kHz频带内，任意4kHz频带内的杂散信号应至少比输出载波电平低

50dB。

6.4.3 谐波信号

由一个输出载波产生的低于40GHz的任何谐波信号的总EIRP应至少比输出载波低60dB。

6.4.4 相位噪声

在任何由GES发射的C频段信号（不包括C→L导频）上引入的总相位噪声（包括通过AFC系统

引入的卫星相位噪声），它在连续信号上、下方每个边带具有的单边功率密度谱应不超过图4所示曲线

的限制。

若有任何离散相位噪声出现，其电平超过限制曲线，离散相位噪声分量与连续谱分量在离散分量

两边±10Hz带宽内积分之和应不超过相位噪声限制。

6.4.5 调幅/调相（AM/PM）变换

当GES发射正常运行输出功率时，总AM/PM变换应不超过2.5°/dB。

6.4.6 信号电平稳定性

在当地平均气候条件下，GES在向卫星方向上发射的任何C频段信号，其EIRP应以0.95的概率

保持在±0.7dB以内。该指标包括发射机射频功率电平的设置精度和不稳定度，天线发射增益不稳定

度，天线指向误差和跟踪误差等不稳定因素。

6.4.7 发射频率精度

所有在C频段内发射的通信载波，在无自动频率补偿（AFC）时，其发射频率应在C频段规定值

的±100Hz以内。

7 L 频段技术要求

7.1总要求

GES至少应包括下列L频段发射与接收功能：

a）根据卫星系统管理者的指定，按8.3.1规定连续发射L→C AFC导频；

b）按8.2.3规定连续接收C→L AFC导频；

c）为GES测试目的，需要时接收并监测GES自己发射的载波；

d）接收并监测本GES及工作在同一卫星通信网的其他每个GES的Psmc信道；

e）建议GES为测试目的，根据GES管理者的选择，以与AES相同的方式发送和接收L频段话音

和数据。

注：L→C表示L频段搬移至C频段，C→L表示C频段搬移至L频段。

7.2 频率范围：

发送频率：1626.5MHz～1660.5MHz［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4.2.1.3］

接收频率：1525.0MHz～1559.0MHz［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4.2.1.2］

7.3接收系统要求

7.3.1 接收G/T值

在接收频率范围内，当天线指向卫星时，在晴朗微风的条件下，接收系统G/T值应大于或等于



2．O dB／K。当天线仰角大于或等于5°，发射机工作在最大输出功率时，应满足此指标，包括由于天线

指向误差和极化失调引起的损耗。

7．3．2 接收PFD

对于初期系统的每一个1．5 GHz下行链路载波，相应于GES工作于5°仰角，PFD符合下列指标：

话音信道： —150 dBW／m2～—140 dBW／m2

中速数据信道： —160 dBW／m2～—140 dBW／m2

最大合成PFD： —120 dBW／m2

7．3．3接收相位噪声

L频段接收系统和解调器应保证接收下行链路信号的相位噪声单边连续功率密度谱不超过图5中

折线所示数值。

7．4 L频段天线系统

7．4．1 发射增益与半功率波束宽度

在发送频率范围内的任意频率上，从发送馈源处测量的发射增益应大于或等于29．5 dBi。

在主波束的任一横截面上，半功率波束宽度应小于或等于5．8°。

7．4．2 接收增益与半功率波束宽度

在接收频率范围内的任意频率上，从低噪声放大器输入端测量的接收增益应大于或等于29．0 dBi。

在主波束的任一横截面上，半功率波束宽度应小于或等于6．2°。

7．4．3极化

地球站发送与接收均为右旋圆极化。

7．4．4轴比

地球站对卫星方向的发射和接收电压轴比应不大于1．3。

7．4．5旁瓣

建议对于发射和接收，90％的旁瓣峰数不应超出下式要求：

G＝40-251gθ （6°＜θ≤40°）

G＝0 （θ>40°）

式中：G——对应于θ的天线增益，dBi；

θ——偏离主波束轴线的角度，°。

7．4．6可控性与跟踪

7．4．6．1在天线仰角大于5°的条件下，通过自动或人工方式，应能指向视线范围内静止轨道任何位置

上的卫星。

7．4．6．2当卫星位置偏差为经度±1°，倾斜5°时，应能利用卫星发射的遥测信标或某个经常发射的信

号（例如导频）进行天线自动跟踪。跟踪精度应满足7．3的要求。

7．5发送系统要求

7．5．1发射机线性与EIRP

发射机线性应使三阶互调产物至少比两个EIRP均为37 dBW的测试载波中的任一个低30 dB。测

试时两个载波可在发射通带的任何位置，相隔至少100 kHz。

一个载波被一随机序列调制，其标称EIRP密度应落在图2与图3所示曲线限制范围内。发射测试

载波的EIRP参考值如下：

话音(C信道)测试载波： 29 dBW

数据(R和T信道)测试载波： 14 dBW

L频段EIRP应能以1 dB为步进值进行调整。

7．5．2发射机噪声与杂散信号

6．4．2的要求亦适用于L频段发送系统。

7．5．3谐波信号



6.4.3的要求亦适用于L频段发送系统。

7.5.4相位噪声

在任何由GES发射的L频段信号（不包括L→C导频）上引入的总相位噪声，它在载波上、下方

每个边带具有的单边功率密度谱应不超过图6所示曲线的限制。

若有任何离散相位噪声出现，其电平超过限制曲线，离散相位噪声分量与连续谱分量在离散分量

两边±10Hz带宽内积分之和应不超过相位噪声限制。

7.5.5信号电平稳定性

在当地平均气候条件下，GES在向卫星方向上发射的任何L频段信号，其EIRP应以0.95的概率

保持在±1.0dB以内。该指标包括发射机射频功率电平的设置精度和不稳定度，天线发射增益不稳定

度，天线指向误差和跟踪误差等不稳定因素。

7.5.6发射频率精度

所有在L频段内发射的载波频率，除L→C导频之外，应在L频段规定值的±200Hz以内。

8自动频率补偿（AFC）

8.1 AFC总要求

为了减少AES和GES解调器输入端接收信号的频率误差，GES应完成地对空（C→L）和空对地

（L→C）信号的自动频率补偿，利用未校正的导频信号获得的误差校正信号对所有通信信号完成自动频

率校正。引起频率偏差的主要因素有：卫星转发器中的本机振荡器由于温度变化引起的频漂和长期频

漂，卫星相对于GES有微小的相对运动引起的多普勒频移以及飞机高速飞行引起的多普勒频移。这些

频率偏差都需要加以补偿。由AES负责补偿飞机高速飞行引起的多普勒频移，GES负责补偿所有其他

各项频漂。

8.2 C→L自动频率补偿要求

8.2.1 C→L导频发送要求

由卫星系统管理者指定的GES应安装AFC导频发送设备，其他GES不需要安装AFC导频发送

设备。

C→L导频频率精度应在±100Hz以内。导频频率值及其EIRP由卫星系统管理者规定，应规定两

个导频频率，以增加可靠性。

C→L导频的EIRP应能从45dB W到63dB W连续可调。

在被发送的C→L导频上引入的相位噪声，它在载波上、下方每个边带具有的单边功率密度谱，应

不超过图7所示限制曲线。

若有任何离散相位噪声出现，其电平超过限制曲线，离散相位噪声分量与连续谱分量在离散分量

两边±10Hz带宽内积分之和应不超过相位噪声限制。

注：C→L导频是GES在C频段发射的连续波，经过卫星上的正向转发器变为L频段连续波转发回地面。

8.2.2 C→L导频在L频段的特性

最大频率误差： ±55kHz

最大改变速率： ±833Hz/min

卫星EIRP： ≥0dBW（当仰角为5°时）

8.2.3 C→L导频接收机及通信信号频率补偿要求

C→L导频接收机应能接收两个频率，一个主用，一个备用。

C→L自动频率补偿系统应移动发射的通信信号频率（但不移动导频）以补偿这些信号的频率误

差，结果应使GES所接收的通信信号频率（从L频段上测量）以99％的概率落在其标称值±260Hz再

加L频段多普勒频移范围内。

注：飞机高速飞行引起的多普勒频移由AES负责补偿，此处所指为卫星与GES间相对运动引起的多普勒频移，其
值不超过± 2 0 6 H z。



当接收机正确调谐至AFC导频时，C→L自动频率补偿系统的有效接收带宽（即用锁相接收机时

的“回路噪声带宽”）应不大于100Hz。若导频丢失，有效接收带宽可展宽至1000Hz，完成快捕。若

GES对导频信号失锁而又不能在10s内重新锁定，则GES在重新锁定前应停止发射所有通信载波。

为了正确工作和正确调谐，建议有效接收带宽可选10，25，50，100Hz几种数值。

8.3 L→C AFC要求

8.3.1 L→C导频发送要求

由卫星系统管理者指定的GES应安装AFC导频发送设备，其他GES不需要安装AFC导频发送

设备。

L→C导频频率精度应在±75Hz以内。导频频率值由卫星系统管理者规定，应规定两个导频频率，

以增加可靠性。

L→C导频的标称EIRP为31dBW，且至少连续可调±6dB。

在被发送的L→C导频上引入的相位噪声，它在载波上、下方每个边带具有的单边功率密度谱，应

不超过图8所示限制曲线。

若有任何离散相位噪声出现，其电平超过限制曲线，离散相位噪声分量与连续谱分量在离散分量

两边±10Hz带宽内积分之和应不超过相位噪声限制。

注：L→C导频是GES在L频段发射的连续波，经过卫星上的反向转发器变为C频段连续波转发回地面。

8.3.2 L→C导频在C频段的特性

最大频率误差： ±30kHz

最大改变速率： ±450Hz/min

卫星EIRP： ≥—18dBW（当仰角为5°时）

8.3.3 L→C导频接收机及通信信号频率补偿要求

L→C导频接收机应能接收两个频率，一个主用，一个备用。

L→C自动频率补偿系统应移动解调前的接收通信信号频率，以补偿这些信号的频率误差，结果使

解调器输入端的通信信号频率（从C频段上测量）以99％的概率落在其标称值±600Hz范围内，以保

证解调性能满足第9章要求。

当接收机正确调谐至AFC导频时，L→C自动频率补偿系统的有效接收带宽应不大于100Hz。若

导频丢失，有效接收带宽可展宽至1000Hz，完成快捕。

为了正确工作和正确调谐，建议有效接收带宽可选10，25，50，100Hz几种数值。

9 信道单元要求

9.1 对所有信道单元的通用要求

每个信道单元应完成已调中频信号与基带信号之间的变换。

9.1.1 调谐能力

GES中每个通信或信令信道单元应能在接收到分配指令后100ms以内自动调谐至规定的频率

上，精度为100Hz，步进2.5kHz。

9.1.2 技术特性

所有信道单元应具备下列特性：

a）发送特性（C→L）

C频段最大输出频率误差： ±100Hz

数据时钟精度： ±1×10-8

数据扰码（独特码不扰码）： 符合附录A（标准的附录）要求

交织： 符合附录A（标准的附录）要求

FEC： 卷积码，约束长度K＝7

FEC码率： 初期系统为1/2



增强系统为1/2或3/4

FEC生成多项式： G1：1＋X2＋X3＋X5＋X6

G2：1＋X＋X2＋X3＋X6

b）接收特性（L→C）

C频段最大输入频率误差： ±600Hz

数据时钟精度： ±0.5Hz

数据扰码（独特码不扰码）： 符合附录A（标准的附录）要求

交织： 符合附录A（标准的附录）要求

FEC： 卷积码，约束长度K＝7，8电平软判决维特比译码

FEC码率： 初期系统为1/2

增强系统为1/2或3/4

FEC生成多项式： G1：1＋X2＋X3＋X5＋X6

G2：1＋X＋X2＋X3＋X6

9.1.3 EIRP及其控制

GES发射的每一C频段载波的EIRP由卫星系统管理者规定，至少包括从50dBW至70dBW的

可调范围，步进不大于1dB。

9.1.4 能跟踪的频率摆动速率范围

对于R、T、C信道，建议信道单元应能在达到规定误比特率（BER）的C/N0比值下跟踪±30Hz/s

的频率摆动速率。

对P信道，建议信道单元应能在C/N0为35.5dB Hz时跟踪±15Hz/s的频率摆动速率。

注：C/N0表示载波与噪声密度之比。

9.1.5 误比特率（BER）

对于话音信道，采用FEC后，BER应优于10-3。

对于数据信道，采用FEC后，BER应优于10-5。

9.2 对于所有A-QPSK高速信道单元的要求

每一个信道速率等于或大于4800bit/s，调制方式为A-QPSK的信道单元应有下列特性。

9.2.1 帧同步（接收）

当接收信号频率偏差在±600Hz以内，时钟频率偏差在±0.5Hz以内，话音信道BER优于10-3，

数据信道BER优于10-5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失锁概率：少于每107bit1次；

b）同步捕捉时间：对99％的情况均小于3s；

c）帧误捕概率：小于10-5。

9.2.2 突发格式（发送）

每次发送突发信号，应包括一段未调制载波，然后是比特定时恢复序列和独特码字，供给AES去

交织器和维特比（Viterbi）译码器同步用；最后有一段报尾，指示突发结束。具体格式与参数见附录A

（标准的附录）。

9.2.3 话音信道功率控制［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4.10.4.4.3.2］

为了节约卫星功率，GES需对C信道实行功率控制。为此，应测量译码前的BER。

9.2.3.1 对于正向C信道，GES应根据从AES收到的BER数值报告，调节自己发射的EIRP，以保

持BER不大于10-3。

9.2.3.2 对于反向C信道，GES应根据测出的BER数值，向AES发出指令，调节AES发射的EIRP，

以保持BER不大于10-3。

9.2.4 接收信道单元滤波

GER中A-QPSK接收信道单元应采用适当滤波器以保证在有下列两个同时出现的邻信道干扰信



号时，达到所要求的BER。第一个干扰信号与载波间的频率偏差为F＋475—B；第二个干扰信号与载

波间的频率偏差为F—475＋B。上述频率偏差是在信道单元输入端干扰信号相对实际接收的所需信号

载波频率的偏差；B是所需信号的信道间隔，单位为Hz；参数F可取—475至＋475之间任意数值。两

个干扰信号均与所需信号类似，用随机数据调制，且通过如下条所述的发送滤波器，每个干扰信号的

功率通量密度比所需信号高2dB。

9.2.5 发送信道单元滤波

发送滤波器频率响应特性应使调制器输出信号频谱落在图2所示限制曲线范围内。

滤波器可以在中频亦可在基带实现。

9.3 对所有A-BPSK中速率信道单元的要求

每一个信道速率小于或等于2400bit/s，调制方式为A-BPSK的信道单元应有下列特性。

9.3.1 P信道单元（发送）

发送信道速率： 600，1200，2400bit/s

帧长： 2000，1000，500ms

帧比特： 1200

独特码： 1 1 1 0 0 0 0 1 0 1 0 1 1 0 1 0 1 1 1 0 1 0 0 0 1 0 0 1 0 0 1 1

超帧帧长： 8s

格式识别与超帧标志： 每帧开始的16比特分为四组，每组含4bit。第一组为格式识别，第二

组为超帧标志，第三组和第四组均为超帧计数，其中：

格式识别： 0001

超帧标志： 对于每个超帧的起始帧（即第0帧）为1111

对于超帧中的其他帧为0000

超帧计数： 在一个超帧内，从0开始向上计数（例如，对于600bit/s的P信道，

每超帧含4帧，计数值为0000，0001，0010，0011）；两个超帧计数字

段相同，以增加可靠性。

同一个GES的所有P信道应同步发送。

每个GES至少有一条Psmc信道。

9.3.2 R信道单元（接收）

a）技术特性：

频率误差： ±600Hz （经AFC后）

突发至突发的最大频差： 700Hz （经AFC后）

载波与时钟捕获时间： 373.3ms （与600bit/s对应）

166.7ms （与1200bit/s对应）

63.3ms （与2400bit/s对应）

突发至突发的最大电平差： 12dB

前置码：

载波与比特定时恢复： 224bit （与600bit/s对应）

200bit （与1200bit/s对应）

152bit （与2400bit/s对应）

独特码： 与P信道相同（见9.3.1）

b）突发捕获特性：

1）当频率偏差为±600Hz，时钟频率差为±0.5Hz时，由于载波失锁，丢失位同步，对输入

比特流的误同步，对独特码的误捕和丢失独特码所引起的突发漏捕总概率应小于10-3。

2）帧错捕概率应小于10-5。

c）接收机数：



GES应至少提供四个Rsmc信道接收机。

9.3.3 T信道单元（接收）

a）技术特性

频率误差： ±600Hz （经AFC后）

突发至突发的最大频差： 700Hz （经AFC后）

载波与时钟捕获时间： 373.3ms （与600bit/s对应）

166.7ms （与1200bit/s对应）

63.3ms （与2400bit/s对应）

突发至突发的最大电平差： 12dB

前置码：

载波与比特定时恢复： 224bit （与600bit/s对应）

200bit （与1200bit/s对应）

152bit （与2400bit/s对应）

独特码： 与P信道相同（见9.3.1）

b）突发捕获特性

见9.3.2b）。

9.3.4 接收信道单元滤波

GES中A-BPSK接收信道单元应采用适当滤波器以保证在有下列两个同时出现的邻信道干扰信

号时，达到所要求的误比特率。第一个干扰信号与载波间的频率偏差为F＋475—B；第二个干扰信号

与载波间的频率偏差为F—475＋B。上述频率偏差是在信道单元输入端干扰信号相对实际接收的所需

信号载波频率的偏差；B是所需信号的信道间隔，单位为Hz；参数F可取—475至＋475之间任意数

值。两个干扰信号均与所需信号类似，用随机数据调制，且通过如下条所述的发送滤波器，每个干扰

信号的功率通量密度比所需信号高2dB。

9.3.5 发送信道单元滤波

发送滤波器频率响应特性应使调制器输出信号频谱落在图3所示限制曲线范围内。

滤波器可以在中频亦可在基带实现。

9.4P信道单元接收性能要求（GES至GES，C→L链路）

在下列条件下，解调器BER应优于10-5：

a）与信道速率对应的C/N0要求如表4所示；［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表4-2］

b）解调器输入频率误差：±466Hz；

c）接收数据时钟偏差：10-6；

d）BER性能应在下述条件下达到：出现两个类似于所需信号用随机数据调制的相邻信道干扰载

波，在所需载波两边每边一个，并处在离所需载波为标称信道间隔处；每个干扰比所需载波功率高5dB，

还存在如图5所示接收相位噪声。

10 接续控制要求

10.1 总要求

初期系统的GES应独立工作，增强系统的GES应与NCS协调工作。

GES应能分析和处理来自飞机和地面用户的输入信令信息电文，并输出适当的信息电文作回答。

GES应能从一组固定的频率中分配发送和接收载波频率。由卫星系统管理者负责确定各GES控

制的频率组和各类信道的具体频率。GES控制的一组频率还可由卫星系统管理者定期或临时进行改

变。

10.2 信令信道

GES应接收来自飞机的各R信道上传送的SU，并用P信道对寻址到本GES的信息电文给以回



答 。

GES利用R和P信道上的信令建立并在必要时强拆所有的通信信道。

GES应能通过话音c信道中的子带数据信道发送和接收信令信息。

10．3 通信信道的分配

根据飞机和地面用户的申请，每个GES应负责分配通信信道，并用P信道将分配指令发往飞机。

对于电话呼叫或其他需要一对C信道的业务，GES应利用伪随机序列从规定的可分配频率表中选

择信道频率。GES应保存一个表格，至少能容纳100个不同的频率号。当需要修正这个表格时，可用

人工方式迅速简便地输入可分配频率修正表。

GES应保证平均使用所有可用的C信道单元，建议采用循环或伪随机算法，以免过多使用某个特

别的信道单元而使其性能变坏。

10．4 GES表格

GES应保持有关下列内容的状况表：

a）AES的授权状况表与注册状况表。AES授权状况表中包括所有已授权可以入网与本GES联系

的AES的识别号与状况。AES注册状况表中包括已向同一卫星网中任何GES注册的所有AES最新状

况，AES的识别号及其所注册的GES识别号，AES的类别，点波束识别号，航班号，Pd，Rd和T信

道频率分配等；

b）卫星资源表。包括卫星EIRP，与临时预分配给本GES有关的卫星频率和信道号，C信道分配

情况及正向功率控制。

10．5 GES对“AES系统表”的修正

为了使AES能开始建立通信并向某个GES注册入网联机，每个GES和AES都应保持一个正确

的“AES系统表”；其内容包括卫星识别号，卫星位置及轨道参数，卫星专用Psmc信道频率，系统表

版本号，点波束识别号，GES识别号，Psmc和Rsmc信道频率等。

GES应在其Psmc信道上广播发送包含“AES系统表”的SU。

对于初期系统，有关信息将由卫星系统管理者提供给GES。GES应在卫星系统管理者规定的时间

发送修正的AES系统表。

10．6 呼叫优先等级

对于从AES发起的具有最高优先等级的呼叫（例如遇险），应立即根据业务类型分配一条或一对可

用信道。若无信道频率或无信道单元可用，GES应事先撤除一优先等级较低的呼叫以使卫星信道和

GES信道单元可用。

11 信令信道要求

11．1 通用要求

11．1．1 已在GES注册的AES可以利用注册时GES指定的R信道向GES发送信令，GES应接收此

R信道中的SU，并用注册时指定的P信道以标准长度SU的形式给AES发送信令。

11．1．2 P和R信道用来传送建立C信道的信令，必要时还可用来强拆已建立的c信道。

11．1．3在所有C信道上应提供子带数据信道，当c信道已经建立之后，利用子带数据信道交换信令

（不包括强拆）。

11．1．4 T信道的建立和必要时的终止，在正向由P信道信令控制，在反向由R信道（适当时亦可由

T信道）控制。

11．2 P、R和T信道管理

11．2．1 当GES具有多于一个P信道，或多于八个R信道，或多于一个T信道时，GES应按本条所

述提供信道工作负荷控制机制。

11．2．2应指定一个P信道执行Psmc功能，其他P信道只执行Pd功能。当AES注册时，GES应指

定一适当的P信道给该AES以后使用，从而保证所有P信道具有基本相同且可接受的排队时延，特别



是对于信令通信，更应如此。

11．2．3应指定一组R信道完成Rsmc功能，其他R信道只执行Rd功能。当AES注册时，GES应指

定一组适当的R信道给该AES以后使用，从而保证所有R信道具有基本相同且可接受的碰撞概率。

11．2．4 当AES注册时，GES应按照给T信道划分的专门功能和有关的信道利用率指定一个或多个

适当的T信道给该AES以后使用。

11．3干扰管理

11．3．1 至少应保留一个备用频率，如果原来指定的Psmc信道频率受到干扰时，即用此频率作Psmc

信道。从原来指定的频率改变到保留的频率需由GES工作人员人工控制。如果要作这种改变，在发射

新频率的同时，应启动更新AES系统表的程序。

11．3．2至少应保留一个备用频率，如果原来指定的Rsmc信道频率受到干扰时，即用此频率作Rsmc

信道。从原来指定的频率改变到保留的频率需由GES工作人员人工控制。如果要作这种改变，应同时

启动更新AES系统表的程序。

11．4 P信道性能要求

GES应准备足够的排队缓冲器容量，以使每个P信道能在具有额定通信业务量（平均信道利用率

为80％）的情况下，在至少1 h工作期间，由于排队溢出引起SU的丢失较少，即每3 000个SU中丢

失的SU不超过一个。

11．5 R 信道性能要求

11．5．1 R信道解调器时延应不超过o．3倍时隙长度。（与速度600，1 200，2 400，10 500 bit／s对应

的时隙长度分别为1，O．5，0．25，0．125 s）。

11．5．2在通过R信道检错和缓冲器处理SU的过程中：

a）当信道利用率为35％时，SU丢失应不超过1％；

b）当信道利用率为15％时，SU丢失应不超过O．1％。

11．6 T信道性能要求

a）T信道解调器时延应不超过相同速率R信道的时延；

b）在通过T信道检错和缓冲器处理SU的过程中，当信道利用率为80％时，SU丢失应不超过万

分之一。

11．7 时延性能要求

当工作在设计的话务量，数据吞吐率和有权注册的AES数极限范围内时，GES在任何时候应不超

过下列最大时延值：

a）注册时延：从收到“注册申请”SU（在R信道FEC译码器输出端测量）到将“注册证实”SU

插入P信道发送排队等待行列的时延应小于1．6 s。

b）C信道分配时延：从收到“呼叫申请”SU（在R信道FEC译码器输入端测量）到将分配C信

道的信息电文插入P信道发送排队行列的时延应小于1．5 s。

c）转发方式时延：从确认另一GES的Psmc信道上有转发呼叫到输出宣布有呼叫的SU插入P信

道发送排队行列的时延应小于O．5 s。

d）移交时延：当GES收到来自某AES刷新的注册申请时，GES应在a）规定的时间极限内回答。

若有表明原来利用的卫星与现在的卫星不同的注册信息在各GES站间信令链路（在初期系统中即

为Psmc信道）上广播，则应由一个指定的GES通过相互同意的信道转发有关的SU到原来的卫星网

中对应的指定GES。后者应将收到的注册信息SU放在站间信令链路上送给网中其他GES。在起转发

作用的GES中，从收到注册信息SU开始到将SU插入P信道发送排队行列的时延应小于0．5 s。

12 电话业务要求

12．1 概述

用于初期系统的电话信道，是在c信道对上使用9 600 bit／s话音编码速率的多脉冲激励线性预测



编码声码器，信道速率为21 000 bit／s，具有1／2码率FEC。话音编码器应包括一个用于正向信道进行

话音激活的话音检测器。

12．2通话的建立和拆线顺序

12．2．1 空对地通话的建立和拆线

空对地通话建立的基本顺序见图9和图10。

12．2．1．1 通话的最初申请由AES通过Rd信道送至AES已在其中注册的GES。而后AES在相应的

Pd信道上收到一个“信道分配”信号，于是通信信道建立，并利用c信道子带上的信号进行测试和传

送信令。

在空对地方向，AES发射“呼叫信息”SU（包括被叫地址，需要时还包括信用卡号码）供信道测

试用。这种信号依次连续发射，直至收到呼叫试连结果或直至定时到期为止。当GES收到“呼叫信

息”SU时，便发送测试SU，这种信号也是依次连续发射，直至传输一个“进行通话”SU为止。

12．2．1．2在呼叫非注册GES（即不是AES申请注册的GES）的情况下，其通话建立过程与上述类似，

而申请注册的GES则是AES和非注册GES的中介体。将AES发来的接续申请用站间链路转发给被

叫GES。通话的最初申请由AES通过Rd信道送至AES已在其中注册的GES，该GES将AES发来

的接续申请用站间链路转发给非注册GES。而后非注册GES用站间链路把“信道分配”信号发给注册

GES，并通过注册GES用Pd信道发给AES。在空对地方向，AES用c信道子带向非注册GES发射

“呼叫信息”SU（包括被叫地址，需要时还包括信用卡号码）供信道测试用，这种信号依次连续发射。

在地对空方向，非注册GES用C信道子带向AES发射“测试”SU，这种信号也是依次连续发射。另

外的步骤则与注册GES的空对地呼叫的建立相同。

12．2．1．3通话终止顺序

在正常情况下，当通话结束时，用户双方应将手机放回原处。来自AES中主叫方手机的挂机信号，

在C信道子带上发出一“信道释放”信号序列，并在“信道释放”信号序列终了之后撤消其载波。GES

对载波进行监测以确认该载波已停止发送。如果载波继续存在，则GES用超时对其进行检测，并在c

信道子带上再发出一“信道释放”信号序列，还在AES接收的Pd信道上发出一“信道释放”信号。如

果AES注册到其他GES，则通过适当的站间信令链路（在初期系统中是Psmc信道）发送“信道释

放”信号至注册GES。

12．2．2地对空通话的建立和拆线

地对空通话的建立顺序见图11和图12。

12．2．2．1 在注册GES呼叫一个AES的情况下，注册GES通过Pd信道向被叫AES发出呼叫通知和

c信道分配，然后被叫AES用c信道子带向注册GES连续发射“测试”SU，GES也用c信道子带向

被叫AES连续发射“测试”SU，直至电路接通。此时被叫AES向注册GES发一“电话确认”，注册

GES向被叫AES发“测试信号停止”（电路接通）。

12．2．2．2 当地对空通话通过非注册联机的GES进行时，则从主叫GES到注册GES的信号通过GES

站间的通信系统传递。在初期系统中，主叫GES在本身的Psmc信道上发送信号，而每个其他GES接

收信号。当Psmc信道接收机上收到发给与GES联机的AES的信号时，GES在合适的Pd信道上重发

该信号。

12．2．2．3 通话终止顺序

通话拆线过程由固定网用户发出一个正向拆线信号来启动。当收到正向拆线信号时，GES在c信

道子带上发送一个“信道释放”信号序列。当收到这些“信道释放”信号之一时，AES在C信道子带

上以“信道释放”信号序列来应答并撤消其载波。当GES检测到AES载波已终止时，GES将该信道

归还给信道库。如果载波继续存在，则GES可用超时对此进行检测，并执行上述12．2．1．3中的相同过

程。

12．3 话音编码器要求

12．3．1 对于初期系统，话音编码速率为9 600 bit／s，编码算法为英国电信实验室设计的多脉冲激励



线性预测编码，语音检测器（用于RF信道话音激活）要满足下列性能要求（见表5）：

当话音信号电平低于—40dBm0时，在暂留时间内输出状态应保持开。暂留时间可调至下述时间

之一：50 m s，1 0 0 m s，1 5 0 m s，2 0 0 m s，2 5 0 m s。

12.3.2 声码器的译码器内应包括一个功率电平为—60dBm0～—40dBm0的随机噪声发生器，在有

效话音突发之间的间隙时间内插入平滑噪声。当检测到话音突发终止或失去时钟同步超过100ms，此

噪声发生器即插入噪声，其电平可在下列数值中选择：关，—60dBm0，—50dBm0，—40dBm0。

12.4正向链路电话载波的话音激活

12.4.1GES应在每个正向链路电话（C信道）载波上提供话音激活。

12.4.2只有把信道分配给一个AES之后，并要求传输话音信号或子带信令报文时，才发射正向链路

电话载波。

12.4.3 不发射载波时，分配给该载波的信道时隙中发射的残余载波电平应低于标称电平30dB以上

（全载波抑制）。载波开关上升和下降时间应受到控制，以符合6.4.2的要求。在报尾结束时应将载波

关闭。

12.5 正向链路功率控制

用于话音的（C信道）C→L载波上实施正向链路功率控制，以便根据通话期间所进行的链路质量

测量来调节C频段的EIRP。EIRP的最大变化率应受到控制，以便与6.4一致。具体调节准则见9.2.3。

12.6反向链路功率控制

GES应对AES发射的L→C话音（C信道）载波实施功率控制。在每个功率控制命令序列之前，

GES根据所测BER值确定对AES调节其发射功率的要求，并按9.2.3相同的准则调节其发射功率。

12.7电话可听音

若有来自陆地电话网的可听音，则都应透明地转发到AES。

13 运行监视要求

13.1 概述

GES设备应提供对故障和繁重通信量进行检测的手段。

13.2数据信道的信道利用率

为使数据信道稳定而可靠地工作，GES应对数据信道的信道利用率进行监控。

13.2.1 P信道的信道利用率

应对用SU计算的每一个P信道的信道利用率进行监控（系统表更新和填充SU除外）。可以通过

对来自信息排队序列（不是系统表更新序列），而进入到P信道发射机的SU数目进行计数来进行监控，

也可以用传输一个完整的系统表更新信息序列所需的时间来进行监控。

13.2.2 R信道的信道利用率

一组R信道与一条P信道配合使用，每一条R信道分担一部分空对地通信量。应对R信道利用率

进行监控，以保证随机争用的稳定工作和成组R信道之间的均衡利用。

13.2.3 T信道的信道利用率

应在相应的时间间隔内，对分配给T信道的容量进行测量，并与实际数据通信量进行比较，以便

对由于干扰、AES出现故障、GES接收信道单元出现故障等原因造成的通信量丢失进行检测。建议对

GES规定T信道利用率的下限（18％）和上限（90％）。

13.3 话音信道状态

GES应有能力对分配给GES的话音信道的状态进行监测，并能在检测到干扰时使信道中断。如果

中断的信道是由NCS按每次通话分配的，则GES应将中断的理由通知NCS。

13.4 优先通话监测

GES应有能力监测并记录遇险报文和电话（优先级别Q为14和15）。

13.5 P信道工作状态



GES应能对其P信道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以便及时识别GES可能出现的故障，并使其及时恢复

正常工作。如果P信道故障时间大于1 s，则GES应停止发射新的信令和用户数据；如果出现故障的

时间大于5 s，则GES应停止发射P信道载波。如果P信道载波停止发射，则所有在出故障P信道排

队中的报文都应报废。出故障的P信道只有通过人工干涉才能重新启动。

1 4 电路方式数据业务要求

14．1 概述

这种业务可在呼叫持续时间内，在空间段上提供电路方式数据信道，用来支持各种通信应用。端

对端数据业务的性质取决于GES和陆地网之间互连的方式。这种业务可以进行数据的透明传输。

14．2 电路方式数据信令要求

对于电路方式数据业务来说，呼叫建立和终止信令程序应与电话呼叫建立程序相同。

数据方式启动和撤销信令程序是将C信道从话音方式切换到数据方式，或是相反的过程。因此应

符合下面所规定的程序：

a）数据方式启动过程：利用数据接口单元（DIU）和子带信令的数据方式，其启动过程基本顺序

见图13。

数据方式可以由人工启动，也可以从终端设备检测合适的呼叫建立单音来自动启动。

以AES启动为例，数据方式一旦启动，AES便断开话音编译码器，并在c信道子带上连续发送

“数据方式”（启动）SU，直到收到一个来自GES的确认接收的“数据方式”（启动）SU为止。AES发

送的SU指明所要求的GES的DIU操作方式，即始发、回答方式，信道速率，调制解调方式。

只要收到这些SU中的一个，GES就切断卫星信道话音编译码器，并接通DIU。此时GES不回送

任何“数据方式”SU，直到GES的DIU已同远端调制解调器建立同步或是超时出现以后。

如果同步已经建立，则GES接通速率适配器，并在C信道子带上发送一串（6个）“数据方式”

（启动）SU。如果在超时之前同步没有建立，则GES在C信道子带上发送一串（6个）“数据方式”

（启动）SU，指明协商信道速率为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由GES送到AES的“数据方式”（启动）SU

中的信道速率信息代码，均表明GES的DIU和远端调制解调器之间协商的实际信道速率。

b）数据方式撤消过程：当使用DIU选项时。以AES撤消数据方式操作为例。数据方式撤消过程

的基本顺序见图13。

AES用户首先启动“数据方式”撤消程序以转换到话音方式，随后AES在c信道子带上连续发送

“数据方式”（撤消）SU。GES切断DIU，接通话音编译码器，并在C信道子带上用一串（6个）“数

据方式”（撤消）SU作出应答。AES收到这些SU中的一个后，就停止发送SU，切断其DIU，并接通

话音编译码器。

14．3 模拟互连数据业务

如果要提供传真业务，则使用终端接口功能单元（TIFU）。如果提供数据业务，则应使用位于GES

和AES上的DIU或TIFU。DIU和终端接口功能（TIF）可通过所分配的C信道对互相通信。

在DIU之间通过卫星信道工作的情况。没有高层协议；如果需要，在端一端基础上使用高层协议

则是通信用户的责任，本系统可进行透明传输。

14．4 数字互连数据业务

若存在由GES出发，通过地面通信网，如电路交换数字数据网，专用牧字网或综合业务数字网

（ISDN）到达远地终端用户的数字通路，则可提供数字互连数据业务。对于空对地呼叫，信令顺序与

12．2相同。

在GES中要求直接数字速率匹配，以便在用户数据率和陆地网访问速率之间进行变换。

15 网络通信要求

作为最低要求，GES应与公用地面网连接。



如果GES与其他海事及陆地移动业务卫星通信地面地球站共址，则原有卫星话音勤务设备和用户

电报测试终端应可用于航空网通信。

对于增强系统，话音勤务设备应作为计划的GES站间信令系统引入。

16 网络管理要求

16．1 AES管理

16．1．1 概述

AES管理安排的设计应与各种潜在卫星类型和GES的配置相匹配，包括：

a）一颗全球波束卫星，一至数个GES；

b）一颗多点波束卫星，其点波束只覆盖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多个GES，每个GES在每个点波束

内使用一个Pd信道；

c）一颗多点波束卫星和多个GES，只有某些点波束具有来自某些GES的Pd信道。

16．1．1．1 为进入航空通信系统，每个AES应向一个GES注册。

16．1．1．2每个GES保持一个已向其注册的各AES的最新状况表，并具有GES间和GES—NCS间

信令设备，这样，每个GES就能建立与使用同一颗卫星的任何AES的往返呼叫，并在移交过程中对各

AES进行管理。

16．1．1．3 备有两种工作方式，即自动方式和用户指令方式。在自动方式中，对于卫星系统注册和移

交，AES的操作是全自动的，不需要外部控制。在用户指令方式中，机组或飞行控制系统可明确地选

择注册和移交卫星与GES，并在任何时刻启动移交。正常工作方式应是自动方式。

16．1．1．4 每个AES保持一个AES系统表。每个AES还具有必要的附加信息，以便实施自动注册和

移交过程，还具有便于用户取代自动过程的设施。

16．1．1．5 在初期系统中，一个AES向单个GES注册。在增强系统中，一个性能先进的AES可能向

两个GES注册。一个GES是主用站，另一个是辅助站。

16．1．2系统注册／注销

16．1．2．1 系统注册、注销的顺序见图14至图16。在注册证实信号中，给AES的Rd信道指定一个

EIRP。如果任一T信道被指定，则AES按照所指定的R信道EIRP以及R信道与T信道的信道速率

之比来决定T信道的EIRP。GES从可用信道中分配一个Pd信道，并计及信道负荷、可能情况下使用

低功率P信道的需求以及提供某种手段从P信道单元失效或降级中恢复的需求。以低功率P信道工作

的能力将由AES的级别确定。如果GES分配一个不同于Psmc信道的Pd信道，则GES使用跟随“注

册确认”之后的P、R信道控制信令报文向AES发送新的信道频率。

16．1．2．2 如果GES使用多组R信道频率，并把一组新的Rd信道分配给该飞机，则GES使用“注册

确认”之后的信令报文向AES发送新的信道频率（多至8个）。GES根据下述信息决定分配哪些T信

道和什么样的EIRP给AES：

a）所使用的卫星（其反向链路灵敏度）；

b）AES的级别；

c）AES信道速率能力。

GES以同意的最高信道速率分配数据信道，在GES和AES两方面都提供这种信道速率，而且由

所用卫星及AES的级别联合支持。

16．1．3 移交过程

在AES运动时可能要求几种移交，即GES对GES，卫星对卫星和点波束对点波束移交。首先向

当前GES进行注销，紧接着向新的GES注册便可实现移交。AES移交顺序见图17，相应的GES间信

令路由见图18。

16．1．4 GES的AES状况表

每个GES保留一个AES授权状况表，该表包括所有被批准的AES，包含AES识别码和授权状况。



每个GES还有一个注册AES状况表，表中包含所有已向使用同一卫星的GES注册的每个AES的最

新状况，包括注册GES识别码，AES识别码，AES级别，点波束识别码，航班号，Pd，Rd和T信道

频率分配等。

16．2 GES间和GES与NCS间信令

对于初期系统，GES应接收（频率由卫星系统管理者规定的C→L链路）来自每个工作于相同卫星

网的其他GES的Psmc信道，并应将其中的信道分配信号转发给那些没有注册到其他GES却注册到本

GES的飞机。类似地，GES本身的Psmc信道应包括指定用于其他GES的信令信息。

对于增强系统，预计有一个分离的TDMA（C→L）GES间以及GES与NCS间的信令系统。

16．3 AES监控

GES应在C频段上定期监控L→C载频，这些载频相应于在初期系统中临时分配给GES的频率。

至少应监控R、C和T信道的载频功率和频率，以便分辨出发生故障的AES以及L频段的干扰源。

在增强系统中，可预计AES监控功能将通过NCS或其他合适的设备进行，至少可进行部分监控。

16．4 系统广播

16．4．1 世界时

在GES中，该能力的实现是任选的。然而若实现，应符合下述要求。

GES应广播与世界协调时（UTC）标准同步的时间。UTC信号广播的出现频率应由GES管理者

决定。

GES应保持一个实时时钟，并与UTC标准同步。根据实时基准时钟的精度，时间信息的多余字段

可用零值来填充。

所广播的时间应当是有关的P信道的下一个超帧（格式识别ID的）第一个比特前沿传输的预计时

间。这意味着计算时间信息的过程应当知道P信道超帧标志符传输的精确时刻。

16．4．2 择释放

GES必须具备选择释放设备。该设备的目的是指令所有已注册的AES停止使用某一信道频率（该

频率是由GES管理的）。

选择释放广播信号必须作为一个备用信号使用。这可由GES操作者以人工干涉方式实施，也可由

GES中的自动管理功能实施。例如当GES发现出现故障的AES时可使用这种设备。

16．4．3 GES特定数据广播

在GES中该能力的实现是任选的，然而若实现，应符合下述要求。

GES特定数据广播设备可使用空闲P信道容量，广播低优先权用户数据。GES特定数据广播类型

的所有SU都具有固定的优先权等级“—1”，这意味着在发送GES“特定数据广播”SU之前，要保证

发送任何优先权等级为“O”或更高的排队SU。

GES“特定数据广播”的优先权等级略高于“系统表广播”SU，但应保证系统表广播不被GES特

定数据广播通信量所阻止。

17 GES的测试功能

GES应有合适的射频（RF）和中频（IF）测试接入点，以便至少对GES所发射的每个C频段载

波的下述信号参数进行测试：

a）绝对载波功率；

b）在L频段所收到的载波中心频率。

测试接入点的位置及所使用的测试方法，应能允许以足够的精度测试这些参数的绝对值，以保证

所有的发射载波满足EIRP及频率精度要求。所使用的测试方法应允许测量同时传输的一个或多个C

频段载波的绝对载波功率。

每个GES还应监控Psmc信道，以便及时识别可能的GES故障。特别是GES应监控接收机失去

同步，若出现大于1 s的干扰，则GES应停止传输新的信令和用户数据，而干扰大于5 s时，GES应



停止所有传输。









































AMSS四种信道单元的组成及其信号格式与参数

A1 概述

A1.1 AMSS通信用P、R、T、C四种信道，各种信道均用数字调制，以提高卫星功率和频带利用率。

本附录描述各种信道的组成及其信号格式与参数。

A1.2 AMSS初期系统组成见图A1，增强系统组成见图A2。初期系统与增强系统主要区别如下：

初期系统 增强系统

a）P信道速率： 600bit/s 600，1200，2400，4800，10500bit/s

b）R、T信道速率： 600，1200bit/s 600，1200，2400，10500bit/s

c）C信道速率： 21000bit/s 5250，6000，10500，21000bit/s

d）声码器编码速率：9600bit/s 2400，4800，9600bit/s

e）卫星波束： 全球波束 全球波束＋点波束

f）NCS： 无 有

g）APC主叫方： AES A E S或 G E S

h）信道频率： 给各GE S暂时分配一组频率增加NC S信道库，按需分配给各GE S

i）FEC： 卷积码，码率1/2，约束长度对A-QPSK增加码率3/4或不用FEC

K＝7，8电平软判决维特比译码

j）数据通信方式： 数据报方式 数据报和虚电路

随着系统的发展，增强系统可能增加其他功能。

A1.3 P、R、T、C四种信道的传输特性见表A1。这些信道速率的规定有利于实现单个可编程信道单

元。例如，用5.04MHz的晶体振荡器作整数次分频可以产生表中各种速率。信道间隔的规定则考虑了

在有频率漂移的情况下隔离相邻信道，不产生互相干扰。对于速率为600bit/s和1200bit/s的信道间

隔，正向信道用5kHz，反向信道用2.5kHz。这是因为正向信道有未校正的由飞机高速运动引起的多

普勒频移（对于亚音速民航飞机，这种多普勒频移可达±2000Hz），信道间隔需要宽一些；在反向信

道中，飞行引起的多普勒频移由AES完全补偿，信道间隔可窄一些。

A1.4 AMSS的调制方式有两种：当速率小于或等于2400bit/s时，用A-BPSK；当速率大于或等于

4800bit/s时，用A-QPSK。调制器的原理框图见图A3及图A4。实际的调制器不一定用这种方式来

实现。

A-BPSK是一种差分二相相移键控方式，输入数据at＝0时，调制器输出相位移动—90°，at＝1时，

输出相位移动＋90°。I代表同相信道，Q代表正交信道，I与Q的正交性应在±1°之内，I与Q的幅度

均等性应在±0.1dB之内。所用的脉冲整形滤波器（PSF）是滚降系数为0.4的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

其振幅一频率响应和相位一频率响应上、下限已于3.10中给出。

A-QPSK是一种绝对相移偏差四相相移键控方式，先将速率为2/T的输入数据流用串一并变换器

变为两路速率为1/T的数据流I和Q，再将正交信道Q延迟T/2，然后对相互正交的载频进行调制，这

样每次相位变化只有90°。I与Q的正交性应在±1°之内，I与Q的幅度均等性应在±0.1dB之内。输

出信号的相位规定如下：



所用的PSF是滚降系数为1的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其振幅一频率响应和相位一频率响应的上、

下限已于3.11中给出。

平方根升余弦滤波器的振幅响应（传输函数）为：

式中：f——归一化频率（A-BPSK归一化至1/2信道速率，A-QPSK归一化至1/4信道速率）；

α——滚降系数（对A-BPSK，α为0.4；对A-QPSK，α为1）。

A 2 P 信 道

A2.1 P信道功能组成

图A5为P信道组成框图，其发端包括：

a）数据扰码器；

b）FEC编码器；

c）交织器；

d）定时标志插入器，帧装配器；

e）调制器。

其收端包括与以上功能互补的各组成部分。

A2.2 P信道帧格式

A2.2.1一般特性

图A6与图A7为P信道帧格式。帧参数见表A2。各种速率P信道的帧周期，或是500ms（速率

大于或等于2400bit/s时），或是500ms的整倍数（速率为600bit/s时，帧周期为2000ms；速率为

1200bit/s时，帧周期为1000ms），以便简单地导出超帧（8s）；R信道划分时隙和T信道预约时隙

都要利用超帧。

P信道帧格式中包括五个字段：格式识别码，超帧计数，填充字段（速率大于2400bit/s时），信

息字段和独特码。

A2.2.2 格式识别码

由4bit组成：0001。其他数值留待将来用。

A2.2.3 超帧计数

由12bit组成，又分三个4bit字段：

第一个4bit字段指示新超帧或新帧开始。对于每一超帧的起始帧（第0帧），此4bit取1111，对

其余各帧，此4bit为0000。

第二个4bit字段用二进制数表示超帧内各帧的顺序号，第0帧顺序号为0000，第1帧为0001，第

2帧为0010，如此类推。

第三个4bit字段重复第二个4bit的值。

A2.2.4 填充字段

速率为4800bit/s时，填充字段含16bit。

速率为10500bit/s时，填充字段含178bit。

填充字段的内容是重复0001直到填满规定的比特数。

A2.2.5 信息字段

信息字段包括n个SU（每个SU含96bit），经过扰码、卷积编码和交织。信息字段的总比特数、

交织块数、n的数值均见表A2。

A2.2.5.1扰码



在FEC之前，先用一个15级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作伪码扰码器，如图A8所示。扰码器与去扰码

器的反馈多项式均为l＋X＋X15。

扰码器与去扰码器输入移位脉冲速率为每一信息比特移一位。扰码器的第一位输出信息与其初始

状态对应，移一位后，再输出第二位，如此类推。

在每一帧的开始，将初始状态置入移位寄存器，其值可用程序控制，作为加密用。若无程控命令，

则用缺省值110100101011001作初始值，最左边的一位放在移位寄存器第一级中。

A2.2.5.2FEC

经扰码后的信息，应采用码率1/2，约束长度K＝7的卷积编码器，其生成多项式为：

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如下（每三个输入比特对应六个输出比特）：

输入比特 1 2 3

输出比特G1 G 2 G1G2 G1G2

编码器逻辑图见图A8。从一帧到另一帧不清零。收端译码采用8电平软判决Viterbi译码器。

A2.2.5.3交织

为了克服多径衰落的影响，要加交织器与去交织器以保持FEC的编码增盖。交织块的大小与信道

速率有关。每个交织块的行数统一规定为64，P信道交织块的列数与速率的关系见表A3。交织的作用

在图A9中说明。

在发端，经FEC编码后的数据依次写入交织块的各列，从左上方第一个比特开始，直至右下方最

后一个比特。然后，交织块中各行按公式Rj＝Rt×27（模64）交错。即原来第0行不变，原第1行变

为第27行，原第2行变为第54行，原第3行变为第17行…，原第63行变为第37行。然后，交织块

中的数据一行一行依次发出，从第0行最左边一个比特开始，直至第63行最右边一个比特。

在收端则进行与发端相反的变换：先将解调后属于同一交织块的数据一行一行写入交织块，再按

公式RJ＝Rt×19（模64）恢复各行原来的顺序，然后自左至右一列一列读出。这样，在射频传输路径

中由于多径衰落引起的突发式误码，经过收端去交织器的处理，将变成类似随机性的离散误码，有利

于FEC译码器纠错。

A2.2.6 独特码

P信道的独特码规定如下：

当信道速率小于或等于2400bit/s时，调制方式为A-BPSK，独特码为32bit：1110000101011010

1110100010010011

当信道速率大于或等于4800bit/s时，调制方式为A-QPSK，独特码为64bit，是由上列32bit同

时加在I和Q信道上构成。

A2.3 P信道性能

A2 . 3 . 1 B E R

去扰码后的平均BER小于或等于1×10-5。

A2.3.2 信道速率精度

优于1×10-6。

A2.3.3 同步要求

为了使AES从接收一个P信道转到接收同一GES的另一个P信道时容易实现同步，同一GES的

所有P信道应彼此同步。将来若需要，可采取措施使每一个GES的P信道都与UTC同步，以保证所

有利用AMSS的飞机有一全球共同的同步基准。

A3 R信道与T信道

A3.1 R信道与T信道功能组成



图A10为R信道与T信道功能组成框图，其发端（在AES内）包括：

）数据扰码器；

b）FEC编码器；

c）交织器；

d）前置码与独特码产生器，突发装配器；

e）调制器。

其收端（在GES内）包括与以上功能互补的各组成部分。

A3.2 R信道时隙结构与突发格式

图A11表示R信道时隙结构与突发格式，其突发参数见表A4。每次突发包括三个字段：前置码、

独特码和信息字段。

A3.2.1 前置码

前置码包括一段未调制载波，作为收端载波恢复用；接着是一段被0、1交替调制的部分，作为收

端位同步提取用。前置码结构如表A5所示。

A-BPSK前置码的未调段是具有恒定相位的信号，已调段则由输入到标准的A-BPSK调制器中交

替的“0”和“1”形成。已调段的第一个比特应为“0”，其输出相对于未调段信号有—90°相位改变。

A-QPSK前置码的未调段，对应于理想A-QPSK调制器I与Q为全“0”输入时的输出信号，其

相位是恒定的。已调段在I信道上由交替的“0”和“1”组成（第一个比特为“0”），在Q信道上为连

续的“0”。

A3.2.2 独特码

与A2.2.6相同。

A3.2.3 信息字段

R信道每次突发的信息字段是一个320bit的交织块，它是由一个152bit的SU经过扰码后加八

个全“0”填充比特，然后进行FEC卷积编码变为320bit，然后进行交织而成。

A3.2.3.1 扰码

与A2.2.5.1相同，八个全“0”填充比特不经过扰码。

A3.2.3.2FEC

与A2.2.5.2相同，在每次突发的信息字段开始时，FEC编码器均重新初始化为全“0”状态。

A3.2.3.3 交织

R信道每次突发只含一个64行、5列的交织块，交织方法与A2.2.5.3相同。

A3.3T信道时隙结构与突发格式

图A12表示T信道时隙结构与突发格式，其突发参数见表A6。每次突发包括3个字段：前置码、

独特码和信息字段。

A3.3.1 前置码

与A3.2.1相同。

A3.3.2 独特码

与A2.2.6相同。

A3.3.3 信息字段

T信道一次突发中信息字段的长度可变，可包括n个标准长度（96bit）SU和一个缩短长度（48

bit）SU，经过扰码后加16个全“0”填充比特，然后进行FEC卷积编码，再分为一个或若干个交织块

进行交织。n为2～31之间的整数。

A3.3.3.1 扰码

与A2.2.5.1相同，16个全“0”填充比特不经过扰码。每次突发的信息字段开始时，扰码器均重

新初始化。

A3.3.3.2FEC



与A3.2.3.2相同。

A3.3.3.3交织

T信道每次突发的信息字段由一个或多个交织块组成，每个交织块的行数为64，列数与信道速率

及该次突发所要发送的SU的数目n有关，如表A7所示。

A3.3.3.4 突发识别码

如图A12所示，T信道每次突发都包括一个48bit的缩短SU，作为突发识别码，其中含3字节

AES识别码，1字节GES识别码和2字节循环冗余校验码。

若GES收到一个T信道突发，发现其中的突发识别码被丢失，或缺少GES识别码，或指示是另

一GES的识别码，则此GES应将此突发舍去不管。

A3.4 R与T信道发射定时

R信道在由P信道超帧导出的时隙中发送突发信号，其时隙长度与信道速率有关（见表A4）。任

一R信道时隙前沿在AES天线处看应与P信道格式识别码的第一比特前沿（亦即独特码最后一比特

的后沿）对齐，允许误差±300μs。每一时隙中包含约40ms保护时间，如图A13所示。T信道亦与

P信道超帧同步，但在一个8s超帧内可细分为1024个7.8125ms的时隙，如图A12所示。T信道

突发开始时刻应在指定的T信道时隙前沿±300μs以内。在GES控制下，两个利用同一T信道的不同

AES突发之间的最小保护时间为5个时隙，约39ms。图A14表示用P信道超帧作为T信道同步基准

的情况。

A3.5 R与T信道性能

A3 . 5 . 1 B E R

与A2.3.1相同。

A3.5.2 信道速率精度

优于1×10-4和1/（2R），其中R为信道速率。［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4.4.3.1和4.4.4.1］

A 4 C信道

每个C信道中包括一个主信道，可通声码话或数据，还包括一个速率低于600bit/s的子带数据信

道，可通信令或少量用户数据。主信道与子信道用时分复用方式合成一个信道。

声码器的编码速率，初期系统用9600bit/s，将来可用4800bit/s、2400bit/s。

A4.1 C信道功能组成

图A15为C信道功能组成框图，其发端包括：

a）主信道（话音或数据）接口与子带数据信道接口；

b）主信道与子带数据信道复用器；

c）数据扰码器；

d）FEC编码器；

e）交织器；

f）前置码与独特码产生器，帧装配器；

g）调制器；

h）帧同步和载波控制逻辑部件。

其收端包括与以上功能互补的各组成部分。

A4.2 C信道帧格式

图A16为C信道帧格式。帧参数见表A8。各种速率的C信道，其帧周期均为500ms。

正向C信道要加话音激活，以节约卫星功率。每次激活后，在突发开始时都有一段前置码和独特

码，以后每隔500ms重发独特码，因此独特码的相位依赖于何时开始激活。

对于反向C信道，不加话音激活，在一次通信过程中连续发射载波，开始发射时与正向一样亦有

一段前置码和独特码，以后每隔500 m s重发独特码



正向载波激活由C信道接口处的电信号控制。当C信道用于通话时，此电信号由声码器产生。当

C信道用于通数据时，则选用数据接口单元，在一次通信全过程中使信道始终处于激活状态。此外，若

有需要，正向载波亦可由子带数据信道的信令信号激活。

当正向C信道的信道单元收到表示“有信号”的激活脉冲时，立即开始一次新的突发。当收到表

示“无信号”的去激活脉冲时，应继续发射一段后置码，然后撤消载波。

A4.2.1 前置码

C信道前置码与R信道前置码类似，但未调段和已调段的长度不一样，其参数见表A5。

A4.2.2 独特码

C信道速率较高，均用A-QPSK调制，其独特码含88bit，由I和Q信道上两个相同的44bit序

列构成：

0100 0 0 1 0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0 0 1 1 0 1 0 0 1 0 1 1 1 0 1 1 0 0 0 1 0 0 0 1

A4.2.3 填充字段d1

图A16中的填充字段比特数d1与信道速率有关，见表A8。填充比特由0101 1010 0011 1100

反复而成，直到填满规定的比特数为止。

A4.2.4 信息字段

表A8中规定了四种信道速率，信道速率为21000bit/s，6000bit/s时，加FEC和交织；信道速

率为10500bit/s，5250bit/s时，不加FEC和交织。四种速率的信息字段形成过程分述如下。

A4.2.4.1信道速率为21000bit/s时，信息字段的形成：

a）由n＝3个96bit子带数据SU加12bit全“0”填充比特，共300bit；

b）上述300bit子带数据与4800bit主带数据时分复用形成25个字段，每个字段先是12bit子带

数据，然后是υ＝192bit主带数据，共5100bit；

c）在上述5100bit前面加上84bit全“0”填充比特，共5184bit，再按A2.2.5.1所述进行扰

码；

d）经扰码后的5184bit再按A2.2.5.2所述进行FEC编码，码率1/2变成10368bit；

e）将FEC编码后的10368bit分成27个交织块，每块384bit（64行，6列）按A2.2.5.3所述

进行交织即形成信息字段。

A4.2.4.2信道速率为10500bit/s时，信息字段的形成：

a）由n＝3个96bit子带数据SU加12bit全“0”填充比特，共300bit；

b）上述300bit子带数据与4800bit主带数据时分复用形成25个字段，每个字段先是12bit子带

数据，然后是υ＝192bit主带数据，共5100bit；

c）将上述5100bit按A2.2.5.1所述进行扰码即形成信息字段。

A4.2.4.3信道速率为5250bit/s时，信息字段的形成：

a）由n＝1个96bit子带数据SU加4bit全“0”填充比特，共100bit；

b）上述100bit子带数据与2400bit主带数据时分复用形成25个字段，每个字段先是4bit子带

数据，然后是υ＝96bit主带数据，共2500bit；

c）将上述2500bit按A2.2.5.1所述进行扰码即形成信息字段。

A4.2.4.4信道速率为6000bit/s时，信息字段的形成：

a）由n＝2个96bit子带数据SU加8bit全“0”填充比特，共200bit；

b）上述200bit子带数据与1200bit主带数据时分复用形成25个字段，每个字段先是8bit子带

数据，然后是υ＝48bit主带数据，共1400bit；

c）在上述1400bit前面加上40bit全“0”填充比特，共1440bit，再按A2.2.5.1所述进行扰

码；

d）经扰码后的1440bit，再按A2.2.5.2所述进行FEC编码，码率1/2，变成2880bit；

e）将FEC编码后的2880bit分成15个交织块，每块192bit（64行，3列），按A2.2.5.3所述



进行交织即形成信息字段。

A4．2．5 后置码

正向C信道为突发式。每次突发末尾有一段后置码：若信道用了FEC和交织器，则信道单元在发

完当前的交织块后，再发另一个完整的交织块；若信道未用FEC和交织器，则信道单元继续发射96

bit。对这两种情况，所需要的码元照常取自主信道接口。

A4．3 C信道性能

A4．3．1 BER

去扰码后的平均BER小于或等于l×10-3。

A4．3．2信道速率精度

优于1×10-4和1／(2R)，其中R为信道速率。[附件10第Ⅲ卷第一部分中4．4．3．1和4．4．4．1]





帧周期：500 ms

独特码：88 bit



































缩略语

A A C Aeronautical 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s 航空行政管理通信

AFC Automatic Frequency Compensation 自动频率补偿

A M Amplitude Modulation 调幅

A O C Aeronautical Operational Control 航务管理通信

APC Aeronautical Passenger Communications 航空旅客通信

A T M Air Traffic Management 空中交通管理

AT S Air Traffic Service 空中交通服务通信

BER Bit Error Rate 误比特率

CNS Communication，Navigation，Surveillance 通信，导航，监视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循环冗余校验

DIU Data Interface Unit 数据接口单元

EIRP Equivalent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等效全向辐射功率

ICAO International CivilAviation Organization 国际民航组织

IF Intermediate Frequency 中频

IN M A R S A T International Mobil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国际移动卫星组织

ISDN Integrated Services Digital Network 综合业务数字网

NCS Network Coordination Station 网络协调站

PFD Power Flux Density 功率通量密度

P M Phase Modulation 调相

PSF Pulse Shaper Filter 脉冲整形滤波器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用电话交换网

RF Radio Frequency 射频

S-ALO)HA Slotted-ALOHA 时隙随机争用

SARPs 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 标准与建议措施

SCPC Single Channel per Carrier 单路单载波

T D M Time Division Multiplex 时分复用

T D M A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时分多址

TIF TerminalInterface Function 终端接口功能

TIFU TerminalInterface Function Unit 终端接口功能单元

U T C Universal Time Coordinated 世界协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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