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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省级C 频段应急上行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

义 / 同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地球站 张建平


1 弓 I 胃	正常播出 时
,

或因重大故障 巳造成或


随 着 我 国 广 播电 视 事 业 的发 展 ,

即将造成节 目 停播 ,
且短时间 内 无法


广播 电视节 目 上星播出成为提 高传 输 恢复播出 时
,

及时为各省级地球站进


覆盖 的主要 手段 , 如 果翻地球站电 行应急代播 。


力系统 、 节 目 源及其 传输系统等公共

结 构 设 计 ' 并 分 析

y
x 系 统 的 特

环节出纖障
, 或者 出现突发重大 自	 2 系统结构


' “ “

然灾害时 , 各省台卫视 节 目 可能会 m	細省级 c 賺卫星广播电视应


賴出 中断
,

无法保证卫星 电 视广播 急上行系统主 要由 节 目 复用系 统 、 节


信号赃常上行 。	传调度系统 、 上行传 输系统 、 供配 电


为全 面提升全国广播 电视的卫星 系统 、 网 管监控系统 、 播 出 辅助系统

`

` c m t  n  传输安全
, 建设

一

套异地公共备 份播 构成 。 系统主要设备连接如 图 1 所示 。


出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 该系统主要用	 2 . 1 竹 丨 | 从用 系统


于各省地球站发生严重 自然 灾害 、 公	节 目 复用 系统设备主 要由 适配器


共安全 等不可控突发事件 , 无法保证 ( 带 P I D 过滤功能 ) 、 复用器 、 跳线器


播出保障等级 。	众多 , 特别是彼此 之间缺乏统
一

的 技 取 电视节 目 播出 信息的迫 切需求 , 为


关 键环 节均采用 主 备 冗余 配 置 , 术规格的现状 , 且 系统后续扩展能力 全国的有线电视用户提供 了 安全 、 实


播 出服务 器采用双机热备 份在线播出 、 强
, 拥有巨大市场空间

,
前景广阔 。	时 、 准确的标准化 E P G 信息服务 。 通


自 动切换控制 ,
上行系统设备全 部纳	过 E P G 信息 的双 向 互 动性 , 使受 众


入地球站网 管 自 动调 度系统
, 播出 服 4 与传统更新 输方式 比较 依靠简 单操作 ,

即可充分享受高质量


务器支持远程网管监控 ,
全方位 保证 目 前的卫星同步更新方式与传统 数字电视和互动服务的完美 融合 , 带


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 。 网络更新方式的比较见表 1 。	来收视领域 的全新变革 , 切实提高 了


(
6 ) 可扩展性强

,
前景广阔	有线 电视播出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果

,


作为 国 内 首 创 的 更新 传输 方式 , 5 总、 结	增强广播 电视的公信力和吸 引 力 。 目


彻底革新 了 E P G 信息传 输行业 现状 , 经过本传输平台后的 E P G 信息通 前 ,
国内 巳有数十家著名影视播出机


解决了我国数字电视 E P G 的节 目 预告 过卫星信道传送覆盖全国有线 电视网 构使用本平台作为独家 E P G 代传机构
,


信息量大 、 信息 来源分散 、 传播网络 络 , 满足 了 当前数 字电视用户实时 获 播出效益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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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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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组
'
用于节 目码流的调制 。 如图 3 所


D I M	 丨	M M	 丨	杜 《 (


- L	示 , 由节 目复用系统传送来 的 A S I 信


! ?  ? ?
丨 丨 ? ^  

ff r	号 ,
经 过接 口 板 引接

, 传送至调制 器


!_ :

義

—

| _
一

~ °一

^ 输入 , 调制器的参数设置要根据 上行


_  

:

f _ = :  

:

°

 i

,

码流的情况进行 设定
, 调 制方式 、 中


目 1

—

一

二 '  i _  I -	频频点 、 调 制电平等参数一

般情况 下


;

不需要更改 , 均已设定好 了 。 需要 更


改设置的参数主要 有符号率 、 滚降系


m  1 北 麟飢公 丨 : “ 系统麵
	 —

数 、 F E C
, 这几个关键参数直接决定


^	了 上行载波的特性 ,
转发器占用 的带宽 。


g


I ^  ^  w  ^  ^	2
. 3  I : 行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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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上行 系 统设 备 主 要 由 上 变 频器 、


= : 8  . . .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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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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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高功放 、 上行天线构成
'
如 图 3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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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  .	(  1  ) 上 变 频 器 为 C  波 段  2 + 1  冗


	` 	

H }

	?

 		余 配 置 1 套 ' C 波 段 1  +  1 冗余 配 置


1 套 , 其 上行频率 范围支 持扩展频段

w  

2  i
i i

 
I M 川 系统ra ra


5 8 5 0
~

6 6 5 0 M H z ?


4 =	变频器是卫星地球站 传输设备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把巳 调微波或中


祥 丨滅线	爾言魏神贼細辟
,
丽胃


n _

` H

纖

	其调制信号不变 的频率变换过程 ' 简

~

L  J

— ~

	言之就是无失真地进行信号的频潜搬


n _ _ _  r i n
-

s
^

i	移 。 变频的 @ 的是 为了 使要传输的信

~

f	号适合所用的无线信道 。


~

(  2  ) 高功放一组为 2 + 1 冗余配 置 ,


M 3 订传系统 、 上行系统简 ra


	I		C 波段 2 . 2 5 k W 行波管 。


构 成 ,
用于生成一套或多套 的各省公 求必须与各省台 节 目 的播 出参数

一

致 ,	高功放是 卫星地球站传输设备 中


益卫视的节 目码流 ,
如图 2 所示 。 才能使替代信号上行后用户无须做任 的关键设备 , 全国卫星广播 电视应急


适 配 器 主要 用 于 单套 节 目 流 的 何调整
,
无影 响的接收 , 真正起到应 上行 系统使用 是 C 波段 2 .2 5 k W 大功


配置 , 要求适配 器必须带有 P S I 再生 、 急上行的目的
,
达到应急上行的效果 。 率行波管高功放 。 2 . 2 5 k W 行波管高功


P I D 过 滤功能 , 这样 才能满足 上行 参 在 系统中加入跳 线器
,

可以对节 放可输出的标定功率为 2 , 2 5 k W
,
具有


数的配置 。 复用器主要 用于多套节 目 目 码流进行跳接 ,
既能满足节 目 码流 较宽频带 (

5 0 0 M H z  )
, 可以在功放的


流的配置 , 可以对多路 A S I 节 目 流进 适配 、 复用
, 又大大减少 了设备的使 波 导输出 端产 生最大为 2 0 0 0 W 的射


行复用
,
生成所需的节 目 流配置 。 用量

,
避免 了大量线 缆的铺设 , 合理 频功率 。 该功放主要分为 2 个单元

——


节 目 复 用 系 统的 关 键 设备 主 要 利用现有资源 。	射频单 元和电 源单元 。 射频单元主要


为 适 配 器 、 复 用 器 ,
其 关 键 参 数 有 2 . 2  

?

丨
1 传调度 系统	包括所有射频部件和前 面板 由 微处理


S e r v i c e  I D 、 P M T  I D 、 V i d e o  I D 、 节传调度 系统设备主要 由调制器 、 器控制 的显示 模块
,

电源 单元主要包


A u d i o  I D 、 复 用 速 率
,

这些 参 数 要 功分器构成
,

调制器 1 + 1 热备份配置 括 高压 电源
,

监控系统和微处理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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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 。	3 系统特点	公益卫视节 目 的能力
,

应急播 出保障


( 3  )上行天线为 全动天线 ( 中	3 . 1 播 M i 参数
一

致 , 不彩响 丨 丨
覆盖全国各省卫视业务

,
也可根据安


星 册 卫星
) 。	V /女个 : 播出秩 丨 j

"

:	全播 出需要承担应急上行的其他安全


该天线控 制系统是
一个适用 于大 、	节 目 复用系统主要由适配 器 ( 带 播出任务 。


中 、 小口 径通信或测控站天线的低成本	P I D 过滤功能 )、 复用器构成
,

可以根	 3
.
5 系统设济全部加人叫巧

:

拧


的直流控制系统 , 也可用于小型移动通 据播出 需要
,
灵活配置一个或多个省 制 ,

丨

`

丨 动化程度 岛


信站或测控站 。 它能提供 目标  寻 、 位 台节 目
, 也可 以单独配置

一

个节 目 流	该系统设备全部实现网管监控
, 设


置控制 、 目 标自动跟踪等功能 , 利用这 中的一个或几个节 目 , 用于生成一套 备状态可以实时监测和控制 。 应急上行


些功能可以快速完成 目标的搜寻和跟踪 。 或多套的各地方卫视的节 目码 流 。 该 省台节 目时 ,
只需要在网管上核准配置


天线位置传感器使用单极或多极旋转变 应急码流与各省 台上行的节 目 码流参 参数 , 宏指令内容 , 即可
一键完成应急


压器 。 本系统还提供 R S - 4 8 5 串行通信 数 、 调制 参数 、 上行频率 、 等效上行 播出参数调整
,
极大地缩短 了参数配置 、


口
,

通过该接 口
,
可以对 A C U 实现远 功率等参数要保持一致

,
特别是确保 系统调整等操作时间 ,

快速实现业务参


地操作和控制
,
极大地方便了天线的调 上行功率 、 上行频率等关键参数准确 ,

数的调整和播出 , 为全国广播电视卫星


整 , 节省了大量宝贵的时间 。	既完成了 应急保障任务
,

又不影响同 应急播出恢复赢取宝贵时间 。


上行系统的关键设备 是上变频器 、 转 发器节 目 的正 常播出 , 维持卫星安	3 . 6 传输质 丨
:高 、 I : 彳 r 链路损


高功放和 上行天线 。 上变频器需要设 全播出秩序 。	耗小


置 正确的上行频点 , 设置合适的衰减	丄 2
丨

`

丨
丨 丨

P S I 信, t u i p k , 川 户	系统 中不 论 是基 带 数 字 视 音 频


值 , 保证 上行 E I R P 值 与各省地 球站 体验以 好	信号 ,
还是中频信号 、 射频信号

, 在


一

致 , 以免影响同转发器的节目 上行 。	各 省 市 节 目 传送 我 站 后 , 其码 信号传输通路上 , 我们均采用低损 耗 、


2 . 4
丨叫符监控系统	流参数与卫星播 出参数并非严格一致 。 高频响的传输线缆 , 在现有条件下最


该系统所有设备均加入 网管监控
, 如果将节 目 源信号不做处理就直接发 大限度地降低信号传输过程中的信 号


设备状态可 以时时监控 ,
且可以进行 送至卫星

,
用户在接收到该 应急信号 损伤 , 提高了信号传输质量 。


远程操作 。 与各省级地球站进行代播时
, 后 , 需要重置接收参数方能正确接收 。	高 功 放 输 出 信 号 至 天 线采 用 椭


直接在网管上进行 , 大大缩短了节 目代	系统采用 P S I 再生 、 P I D 映射等 圆 波导连接
,

功放小室建在天线后方 ,


播操作时间 ,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各省地 技术 , 使得接收正常卫星信号和应急 最大限度的缩 短波导 长度 ,

降低通路


球站广播电视信号停传的负面影响 。	卫星信号
,

用户体验无差异 。	损耗 ;
1 3 m 全动天线从功放输 出至天


2 . 5 供 丨

"

i d 电系统	丄3 系 统机动性强 , 对^ 快战 线全部采用硬 波导连接
,

使上行链路


系统所有设备用电均采用工艺负	系统采用 1 3 m 全动天线作为发射 损耗减至最小 。


荷用电
,

电源来 自 两路外电 和柴油发 天线
, 该天线具 备方位 3 6 0

°

 , 俯仰


电 机输 出
,

经 U P S 净 化 后送 至 相应	 9 0
° 调整能力 ,

调整速度 0 . 2 5 度 / 秒 ,	4 总、 结


机房的配 电柜 。 配电柜 输出 为播 出设 可以在短时间 内 对准覆盖国内 的在轨	本 系统是我国第一

个建成并为全


备供电 ,
主备用 设备取 自 不同 的电源 ,

卫星
, 在相应的 C 波段转发器上行载波 。 国省级 C 频段卫星广播电视应急备播


保证设备用电的稳定可靠 。	天线 控制 子系 统 预 置 国 内 各 主 的系统
,

目 前也是国内唯
一

能有效提


2 .
6 播出辅助系统	要卫星轨道位置

,
通过 网管

一

键对星
, 供 全国卫星广播 电视应急上行服务的


系统 设备所 在的机房配 备了相关 机动快捷 。	系统 , 为各省级地球站安全播出 提供


的空调新风系统 、 消防 、 监控系统以	3 . 4 系统 丨 々 : .

'

」、 播出 保隙范盖范	了强大 的技术 保障 ,
提高了 我国卫星


及 应急 照明和 通讯系统以保证安全播	 |
l i

| 厂

.

	广播电视的安全保障等级 。 E S B


出 的需要 。	系统具备应急上行全国所有省台


责任编辑 : 李玉薇 邮箱
:

l i

y
u w e i @ a b r s .

g
o v . c n	广播申规层息 .

w w w . r
t i

. c n  9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