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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1 基础术语

1.1 时域测量 timedomainmeasurement
信号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测量。包括信号波形测量和被测对象时间响应特性的测量。

1.2 频域测量 frequencydomainmeasurement
信号幅度随频率变化的测量。包括信号频谱和被测对象的频率响应特性的测量。

1.3 数据域测量 data-domainmeasurement
信号数据流的时序与状态的测量。例如逻辑分析等。

1.4 调制域测量 modulationdomainmeasurement
信号频率、时间间隔或相位随时间变化的测量。

1.5 频率特性 frequencycharacteristic
被测对象参量与频率的关系。频率特性包括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

1.6 响应特性 responsecharacteristic
在确定条件下,激励与对应响应之间的关系。

1.7 选择性 selectivity
表征测量装置将所需频率的信号与其他频率的干扰信号相区别的能力。对接收机而

言选择性是表征接收机将所需信号从许多不同频率的信号中挑选出来的能力。

1.8 实时测量 real-timemeasurement
在被测过程发生的实际时间内,采集所需全部原始测试数据,随后 (或经一段储存

时间以后)经数据处理给出各种所需测量结果的测量。

1.9 反射参量 reflectionparameter
用来描述网络端口的反射特性的参量。
描述反射特性的参量除阻抗外,还有电压驻波比 (VSWR)、反射系数 (Γ)和回

波损耗 (LR)。

1.10 传输参量 transmissionparameter
用来描述网络对通过它的信号所产生的影响的参量。
描述幅度变化的参量有衰减、插入损耗、增益、效率等,描述相位变化的参量有相

移、群延时等,描述噪声变化的参量有噪声系数等。

1.11 谐振参量 resonanceparameter
用来描述网络 (或回路)谐振时的一些特性的参量。主要有谐振频率、Q 值 (有载

或无载Q 值)、带宽等。

1.12 横电磁波 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wave
又称TEM波。电场分量和磁场分量相互垂直,且都垂直于传播方向的一种电磁波。

1.13 平面电磁波 planeelectromagneticwave
简称平面波。波阵面为平面的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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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传播常量 propagationconstant
表示电磁波在行进时幅度衰减和相位变化程度的一个特性参量,以γ表示。传播常

量γ由衰减常量α 和相位常量β 两部分组成,即γ=α+jβ。对于无耗传输线,α=0,

γ=jβ。

1.15 衰减常量 attenuationconstant
表示电磁波在行进时单位长度所产生的衰减量,以α表示,单位为dB/m。

1.16 相位常量 phaseconstant
表示电磁波在行进时单位长度所产生的相位变化,以β表示,单位为rad/m。由于

电磁波行进一个波长λ的相位延迟是2π弧度,所以,相位常量可以表示为β=2π/λ。

1.17 相速 phasevelocity
电磁波上等相位点沿传播方向行进的速度。

1.18 截止频率 cutofffrequency
①在传输线中,使电磁波传播方向上的波数为零的频率。
高于截止频率的电磁波可以在该传输线中传播,否则被 “截止”。对于色散波传输

线中的每个波形,都有各自不同的截止频率。

②器件的极限工作频率。超过这一频率,器件的性能开始迅速变化以至无法应用,
故又称临界频率。

1.19 截止波长 cutoffwavelength
在传输线中,使电磁波传播方向上的波数为零的波长。
波长小于截止波长的电磁波可以在传输中传播,否则被 “截止”。对于无色散波传输

线,截止波长为无穷大,对于色散波传输线中的每个波形,都有各自不同的截止波长。

1.20 波导截止频率 waveguidecutofffrequency
又称临界频率。一定波形的电磁波能沿波导传播的频率下限。其值取决于波导截面

的几何形状和在其中传播的电磁波的波形。

1.21 截止波导 cutoffwaveguide
截止波长小于工作波长的波导。
一定波形的电磁波在截止波导内幅度呈指数律衰减。截止波导常被用于制作截止式

衰减器。

1.22 导内波长 guidewavelength
在传输线的传播方向上,电磁场相位改变2π弧度所行进的距离称为导内波长。
对于传输TEM波的双线传输线和同轴传输线,导内波长等于自由空间的波长。在

波导内,导内波长大于自由空间的波长。

1.23 波导波长 waveguidewavelength
波导的导内波长。

1.24 波阻抗 waveimpedance
电磁波的横向电场强度与横向磁场强度之比值,单位为Ω。

1.25 传输线 transmissionline
又称长线。是一种能传送电信号的结构,其长度与所传送的电磁波之波长相比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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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得多。传输线有多种类型,如双线、同轴线、矩形波导、圆波导、微带线、光纤等。

1.26 无耗传输线 loss-lesstransmissionline
一种无能量损耗的理想传输线。
在无耗传输线的等效电路中只包含有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没有分布串联电阻和分

布并联电导存在。对于无耗传输线,特性阻抗为实数,传播常量γ=jβ,衰减常量α=0。

1.27 波导 waveguide
一种具有规定的截面形状 (如矩形或圆形),专门用来在其内部传输电磁波的空心

金属管。

1.28 同轴线 coaxialline
一种以金属杆为内导体,以金属圆管为外导体,并将内导体同心地放置在外导体金

属圆管中央所组成的传输线。
常用的同轴线有同轴电缆和刚性同轴线。同轴线中传输的主模为TEM 波,特性阻

抗一般为50Ω或75Ω。

1.29 介质波导 dielectricwaveguide
由介质材料制成的波导。介质波导有镜像线和无辐射介质波导等。

1.30 基模 fundamentalmode
又称主模。传输线所能传输的电磁波的最大截止波长,即最低模式。例如,矩形波

导主模是TE10波。

1.31 高次模 higher-ordermode
除主模外的其他所有色散波形的模式统称为高次模。

1.32 传输线不连续性 discontinuityintransmissionline
在传输线中会造成均匀场结构扰动或畸变、传输能量反射或激励不希望的高次形波

的不均匀性元件或传输线本身结构或媒介的突变。

1.33 反射 reflection
一个向前行进的波,在传播途径上波的一部分或全部产生返回行进的现象。

1.34 匹配 match
一个阻抗等于另一个阻抗的状态。

1.35 共轭匹配 conjugatematch
一个阻抗等于另一个阻抗的复数共轭的状态。共轭匹配是获得信号源资用功率输出

的条件。

1.36 失配 mismatch
两个阻抗不相等的状态,即不匹配。

1.37 网络参数 networkparameter
表示网络参考面上端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组参数。
网络参数由网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可用来完整地描述网络。根据不同的端变

量,网络参数分为阻抗参数、导纳参数、h参数和散射参数等。在低频网络分析中常

用阻抗参数和导纳参数。在晶体管电路分析中常用h参数。在微波网络分析中常用散射

参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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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散射参数 scatteringparameter
又称s参数。以网络参考面上的入射波幅度a和出射波幅度b为端变量的一组网络

参数。二端口网络的散射参数有s11,s12,s21 和s22。其散射方程为:

b1=s11a1+s12a2
b2=s21a1+s22a2

图1 二端口网络散射参数

1.39 端口 port
又称臂,电子器件或网络的入口或出口,用于加入或取出能量,观察或测量该器件

或网络的变化。一个端口包含两个端子。

1.40 参考面 referenceplane
定义网络参数时所选定的端变量所在的面。对于同一网络的不同参考面,网络呈现

不同的特性,因此网络参数亦不同。

1.41 入射波 incidentwave
在传输线上从信号源向负载端传输的行波,或在网络端口的参考面上由外部进入网

络的行波。

1.42 反射波 reflectionwave
在传输线上由不连续性或失配终端引起的向信号源端传输的行波。

1.43 出射波 emergentwave
在网络端口的参考面上,从网络内部向外传输的行波。

1.44 频谱 spectrum
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信号,其基波分量及各次谐波分量的能量按其频率高低的顺序排

列。
周期信号的频谱是由一组离散的线条组成,称离散谱,或线谱。非周期信号的频谱

为连续谱。

1.45 频谱纯度 spectrumpurity
正弦波信号的频谱中,除载波外,含有谐波、分谐波、杂波以及调频和调幅噪声、

剩余调频和剩余调幅等成分的程度。其大小通常以某项杂波比载波低若干分贝来衡量,
单位符号为dBc。对由随机的寄生调幅和寄生调频 (调相)所产生的幅度噪声和相位噪

声,用每赫带宽内的噪声功率比载波功率低多少分贝来衡量,单位符号为dBc/Hz。

1.46 频率牵引 frequencepulling
由于负载阻抗变化引起的振荡器频率的变化。

1.47 趋肤效应 skineff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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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集肤效应。由于电流流过导体表面或表层而引起的导体有效电阻随频率的升高

而增大的效应。

2 电压

2.1 电压 voltage
单位正电荷在电场中从a点移到b点时,电场力所做的功。

2.2 瞬时值 instantvalue
交变电压在某一时刻的值,称为该时刻的瞬时值。

2.3 峰值 peakvalue
交变电压u(t)在所观察的时间T 内达到的最大值。

2.4 峰-峰值 peaktopeak
交变电压的正峰值与负峰值的绝对值之和。

2.5 平均值 averagevalue
交变电压u(t)在所观察的时间T 内的平均值。

2.6 有效值 rootmeansquare
交变电压u(t)在时间周期T 内的均方根值。

2.7 波峰因数 crestfactor
电压的峰值与有效值之比。

2.8 波形因数 wavefactor
电压的有效值与平均值之比。

2.9 中和因数 neutralizationfactor
电压的峰值与平均值之比。

2.10 开路电压 opencircuitvoltage
信号源不接负载时的输出电压。

2.11 热电转换器 thermalvoltageconverter
它是将交流电压有效值测量转换成直流电压测量的一种电压转换器。通常利用真

空热偶作为热电变换元件。按其结构可分为单热偶转换器、双热偶转换器和同轴热电转

换器。

2.12 射频-直流差 rf-dcdifference
又称交-直流差。指在同样的热偶输出下,所加射频和直流电压之间的相对差值。

2.13 电压电平 voltagelevel
某一电压量与任意指定的参考电压之比,用比值的对数形式表示的电压大小。例如

参考电压为1伏,那么1伏电压的电平可表示为0dBv。

2.14 测辐射热电桥电压标准 voltagestandardbybolometricbridge
利用测辐射热器加高频功率引起的阻值变化,与等值的直流或低频功率引起的阻值

变化相同的特性建立的电压计量标准装置。

2.15 信号发生器 signalgenerator
凡能产生符合一定要求的测试信号的设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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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校准接收机 calibrationreceiver
用来测量和校准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的电压电平、功率电平、衰减、调制度等参量

的测量仪器。常用作电平与衰减计量标准装置。

2.17 频谱分析仪 spectrumanalyzer
把信号的能量分布作为频率的函数显示出来的测量仪器。
除用于一般的频谱分析外,还可用于对窄脉冲、射频脉冲、相位噪声、失真与调

制、电磁干扰以及数字调制信号等许多方面的测量。

3 调制

3.1 调制 modulation
利用较高频率电磁波来携带较低频率信息的过程称为调制。
被携带的较低频率信息称为调制信号;用来携带信号的高频电磁波信号称为载波;

携带了调制信息的高频波称为已调波。

3.2 解调 demodulation
从已调波中提取调制信号的过程。

3.3 调制度 modulationdepth
调制信号对载波信号的调制程度。

3.4 调幅 amplitudemodulation
载波的振幅随调制信号而变化的调制方式。

3.5 调幅度 amplitudemodulationdepth
调制信号幅度与载波信号幅度的百分比。

3.6 有效调幅度 effectiveamplitudemodulationdepth
调幅信号加到线性检波器的输入端后,输出的调制信号中基波分量的峰值与直流分

量之比。

3.7 调幅灵敏度 amplitudemodulationsensitivity
产生单位调幅度所需的调制电压。

3.8 剩余调幅度 inherentspuriousamplitudemodulation
当调制度测量仪测量未经调制的载波信号时的调幅指示。

3.9 调频 frequencymodulation
载波的频率随调制信号变化的调制方式。

3.10 频偏 frequencydeviation
调频波的瞬时频率相对于载波频率的最大偏移。

3.11 有效频偏 effectivefrequencydeviation
在调频有失真的情况下,从线性鉴频器输出端获得的调制信号中基波分量对应的频

偏值。

3.12 调频灵敏度 frequencymodulationsensitivity
调频时每伏调制电压所产生的频偏值。

3.13 剩余频偏 inherentspuriousfrequencydeviati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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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信号发生器在未调制状态下,输出信号所包含的频偏。或在信号解调过程中,由

频偏测量仪的寄生调频、电源的干扰及仪器内部噪声等所引起的频偏。

3.14 调相 phasemodulation
载波的相位随调制信号幅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调制方式。

3.15 相偏 phasedeviation
调相波的瞬时相位最大偏移。

3.16 寄生调制 spuriousmodulation
指某种 “附加”在载波信号上的调制。

3.17 伴随调制 accompaniedmodulation
指调幅时所引起的调频、调频或调相时所引起的调幅以及调幅时所引起的调相。

3.18 互调制 intermodulation
指两个或多个信号在非线性元件中混合后,在输入信号频率或它们的谐波频率的和

值与差值上产生新的频率信号的调制现象。

3.19 交叉调制 crossmodulation
干扰信号对信号载波进行的调制。它是互调制的一种。

4 失真

4.1 失真 distortion
信号特性的畸变。

4.2 线性失真 lineardistortion
电路中线性元件对信号所含频率的不同响应而引起信号频谱组成关系的改变造成的

失真。它包括频率失真和相位失真。

4.3 非线性失真 nonlineardistortion
又称谐波失真。传输网络中的非线性元件使输出信号含有输入信号所没有的频率分

量而造成的失真。

4.4 失真度 distortionfactor
非线性失真的失真度为全部谐波能量与基波能量之比的平方根值。
当负载为纯阻时,可用全部谐波电压的有效值与基波电压的有效值之比的百分数来

定义。

4.5 失真仪底度值 bottomvalueofdistortionmeter
在输入端短路时,失真测量仪的最大起始指示值。

4.6 机内引入失真 distortionintroducedbyinstrument
失真仪的基波抑制器抑制深度不够而存在的基波剩余电压、失真仪的固有噪声以及

失真仪自身电路所引入的非线性失真。它是表征失真仪量程下限的指标。

4.7 互调失真 intermodulationdistortion
频率为f1,f2的两个信号,同时通过一个非线性系统,使原有信号的频谱成分改

变所引起的信号失真。

4.8 调制失真 modulationdistort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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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制过程中所引起的调制信息的失真。

4.9 音频分析仪 audioanalyzer
通常由低失真的信号源和信号分析仪构成的音频测试仪器。通常覆盖20Hz至

100kHz频率范围。可分别测量基波分量和各次谐波分量,进行失真分析、频率计数、
交流 (AC)电平、直流 (DC)电平、信噪比等的测量。

5 功率

5.1 功率 power
单位时间内所完成的功。单位为 “瓦”,符号为 W。1瓦表示在1秒内完成1焦耳

功所需的功率。

5.2 功率电平 powerlevel
某一功率量值与任意指定的参考功率之比,用比值的对数形式表示的功率。例如参

考功率为1mW,那么1mW 的功率电平可表示为0dBm,10μW 的功率电平可表示为

-20dBm。

5.3 资用功率 availablepower
又称可利用功率。信号源阻抗与负载阻抗复数共轭时所获得的信号源输出至负载的

最大功率。

5.4 发生器功率 generatorpower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Z0的测量系统中,将一个无反射负载与一个信号源直接连接

时,信号源传输到无反射负载上的功率。

5.5 入射功率 incidentpower
信号源入射到任意负载上的功率。

5.6 反射功率 reflectedpower
负载反射的功率。

5.7 净功率 netpower
负载的吸收功率。

5.8 单定向耦合器法 singledirectionalcouplercomparisonmethod
利用定向耦合器与功率检波器组合构成一个自动稳幅环路,以获得一个低反射系数

的等效信号源,并实现用比较法进行功率校准的方法。在此法中,等效信号源的反射系

数与信号源本身的特性无关,通过选择定向耦合器的特性,就可减小失配。

5.9 射频功率计 RFpowermeter
由功率座和功率指示器组成的测量射频功率的仪器。

5.10 功率座的效率 efficiencyofpowermount
功率座的敏感元件吸收的功率Prf与座吸收的功率PL之比。

5.11 功率座的有效效率 effectiveefficiencyofpowermount
功率座的敏感元件上的直流替代功率Pb与座吸收的功率PL之比。

5.12 功率座的校准因子 calibrationfactorofpowermount
功率座的敏感元件上的直流替代功率Pb与入射到座上的功率Pi之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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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测辐射热式功率计 bolometricpowermeter
利用测辐射热器接受辐射热后的电阻变化,来测量微波功率的一种装置。
常用的测辐射热器是热敏电阻,安装在测辐射热器座内,其阻值的变化用电桥检

测,并通过直流或低频功率替代原理测出微波功率。

5.14 量热计 calorimeter
以功率座作为量热体,通过微波能量转换成热能的方式来测量微波功率的装置。

5.15 微量热计 microcalorimeter
用测辐射热器元件作为量热体的量热计。它综合了量热计测量不确定度小和测辐射

热器功率计灵敏度高、体积小、响应时间快、使用方便的优点。微量热计广泛用作微波

小功率标准。

6 微波阻抗

6.1 微波阻抗 microwaveimpedance
微波传输线或被测件的任一参考面上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

6.2 特性阻抗 characteristicimpedance
传输线上入射波电压与入射波电流之比值,或反射波电压与反射波电流之比的负

值。同轴线传输线的特性阻抗Z0为

Z0=60
εT

lnD
d

式中 D ———同轴线外导体内直径;

d———同轴线内导体外直径;

εT———内、外导体间填充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同轴线常见的特性阻抗为50Ω
和75Ω。

波导传输色散波,对于所传输的不同波型,特性阻抗有不同的值。

6.3 归一化阻抗 normalizingimpedance
阻抗Z对特性阻抗Z0的比值。它是一个无量纲的复数量。归一化阻抗与驻波系数

和反射系数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波导测量系统中,由于波导的特性阻抗具有多值

性,因此采用归一化阻抗概念。

6.4 反射系数 reflectioncoefficient
又称电压反射系数。微波传输线上任一点的反射系数为该点反射波波幅与入射波波

幅的比值。是一个无量纲的复数量,用Γ表示。

Γ=|Г|ejθ

6.5 反射系数模 reflectioncoefficientmodulus
反射系数矢量的幅值,用|Г|表示。

6.6 反射系数相角 reflectioncoefficientphaseangle
反射系数矢量的相角,用θ表示。

6.7 电压驻波比 (VSWR) voltagesandingwaveration
又称驻波系数。驻波图形上电压最大值与电压最小值之比值。是一个无量纲的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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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S表示。它与反射系数模的关系为:

S=(1+|Г|)/(1-|Г|)

6.8 剩余反射 residualreflection
又称固有反射。是以反射参量形式表示的剩余电压驻波比。

6.9 回波损耗 returnloss
反射系数的模|Г|比全反射减小的分贝数,用LR表示。回波损耗与反射系数模的

关系为:

LR=-20lg|Г|
6.10 特性阻抗标准器 characteristicimpedancestandardkit

在微波阻抗计量中,复现特性阻抗量值的实物量具。其量值由长度单位导出。常用

的特性阻抗标准器有同轴标准空气线或标准波导段。

6.11 标准空气线 standardair-line
特性阻抗已知的空气介质同轴传输线。其特性阻抗可由下式计算得到:

Z0=59.9584916
εr

lnD
d

式中 εr———充填介质的相对介质常数;

D 和d———分别为同轴线外导体内直径和内导体外直径。

6.12 同轴开路器 coaxialshieldedopencircuitkit
产生全反射的同轴低损耗器件,标称反射系数为1,归一化导纳为零。可作为反射

系数已知的标准件。

6.13 同轴短路器 coaxialshieldedshortcircuitkit
产生全反射的同轴低损耗器件,标称反射系数为-1,归一化导纳为零。可作为反

射系数已知的标准件。

6.14 标准失配器 standardmismatchkit
具有已知电压驻波比或反射系数的终端负载。常用的失配负载的电压驻波比在

1.05~2.0范围内。

6.15 匹配负载 matchedload
反射系数接近零的负载。

6.16 标量网络分析仪 scalarnetworkanalyzer
宽频段内同时或分别测量插入损耗或增益、回波损耗或电压驻波比和各路信号功

率,从而获得线性网络传输和反射特性的标量信息的仪器。

6.17 自动网络分析仪 automaticnetworkanalyzer
又称矢量网络分析仪。一种自动、宽带测量无源和有源线性网络的传输和反射特

性,包括模和相角,即网络全部S参数的测量仪器。

7 集总参数阻抗

7.1 集总参数阻抗 lumpedparameterimpedance
当电路的几何尺寸与波长相比足够小时,电路元件可以看成是集中于电路的某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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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理想化的元件参数所描述的阻抗。

7.2 阻抗 impedance
某元器件两端电压与流经元器件的电流之比。用符号Z 表示,单位为Ω。阻抗是

一个复数量,Z=R+jX,R 为电阻,X 为电抗;X=ωL-1/ωC,L 为电感,C为电容。
阻抗的倒数称为导纳,导纳是一个复数量,其实部为电导,虚部为电纳。

7.3 品质因数 qualityfactor
表示电路中存储能量的最大值与一周期内消耗能量之比的2π倍,一般又称作元件

的能量存储因数。用Q 表示,是无量纲量。

7.4 损耗因数 dissipationfactor
品质因数Q 值的倒数,用于指示电容器的质量,在并联电路中等于电导对电纳的

比值。也称为损耗角正切。用符号D 或tanδ表示。

7.5 串联谐振 serialresonance
串联电路中的一种状态。这时正负电抗数值相等,电流与电压同相而且电流达到最

大值。串联谐振时,电路中只有纯电阻而且阻抗值达到最小。

7.6 并联谐振 parallelresonance
并联电路中的一种状态。这时正负电纳数值相等,电流与电压同相而且电压达到最

大值。并联谐振时,电路中只有纯电阻而且导纳值达到最小。

7.7 自谐振 self-resonance
在某一频率下,一个电感器与其自身的分布电容并联谐振,或者一个电容器与其自

身引线电感发生串联谐振。

7.8 等效电路 equivalentcircuit
模拟实际电路元件的作用所采用的阻抗参量的组合。

7.9 50Ω终端 50Ωtermination
特性阻抗为50Ω且射频电阻值近似等于直流电阻值的负载。

7.10 0Ω短路终端 0Ωshorttermination
电阻接近零欧姆,反射系数幅值为1,相角为180°的负载。

7.11 终端配置/连接头 terminalconfiguration/connector
被测器件连接到阻抗测量仪器的测量端子时所选择的连接配置。常见的有两端子、

三端子、四端子和五端子等配置形式。

7.12 2端 2-terminal
只用两个端子的连接方法。一般就简单地用接线柱或香蕉插头连接。

7.13 3端 3-terminal
用三个端子的连接方法。一般用两根同轴电缆作为引线实现连接,同轴电缆的外导

体 (屏蔽)连接到被连接器件的保护端子上。这种连接方法能减少杂散电容的影响,在

阻抗较高的测量范围中改进测量精度。但引线的电阻和电感在阻抗较低的测量范围中仍

会产生影响。

7.14 4端 4-terminal
用四个端子的连接方法。四个端子分别连接电流通路和电压通路,这种连接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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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引线的电阻和电感对测量的影响,在阻抗较低的测量范围中可改进测量精度。

7.15 5端 5-terminal
用五个端子的连接方法。比四端连接方法增加了一个保护端子。这是三端和四端连

接方法的组合,一般用四条同轴电缆作为连接引线,同轴电缆的外导体 (屏蔽)连接到

被连接器件的保护端子上。这种连接方法不仅减少了引线的电阻和电感对测量的影响,
还能减少杂散电容的影响。因此可同时适用于较高和较低阻抗的测量范围,但引线间的

互感影响仍存在。

7.16 4端对 4-terminalpair
用四对端子的连接方法。也用四条同轴电缆作为连接引线,并设法使每条同轴电缆

的外导体中的电流与其内导体中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因此同轴线外部的磁场极

小。这种配置的测量范围可扩展到1Ω以下。该终端配置目前为大多数高频阻抗测量仪

器所选用,也为相应的阻抗标准器具所选用。

7.17 自校准 self-calibration
阻抗测量仪器在开机使用时,首先需在规定的校准面上,连接若干个 “标准阻抗

件”通过仪器内部误差修正,使计量特性在规定的误差范围内的一组操作。

7.18 测量端口补偿 compensation
在被测件测试夹具接入端进行规定形式的阻抗测量和参量修正的一组操作。常用的

补偿有开路、短路、负载补偿和夹具的电长度补偿。

7.19 偏置开路器 offsetopentermination
带内导体的一种开路器,有别于单纯起屏蔽功能的开路器。

7.20 低频阻抗分析仪 lowfrequencyimpedanceanalyzer
在射频的低端用于测量阻抗、增益,相位和群延时的综合仪器。其原理是基于矢量

电压-电流比测量技术。该仪器可提供元件,半导体、介质材料等复数阻抗分析,完成

滤波器、晶体、声/视频设备的网络分析。

7.21 高频阻抗分析仪 highfrequencyimpedanceanalyzer
测量射频阻抗的仪器。其原理是测量网络的入射波与反射波的矢量比,给出被测器

件的反射系数。

8 衰减

8.1 衰减 attenuation
将一个二端口网络插入信号源与负载组成的无反射系统时,插入前后负载上功率的

相对变化量。单位为分贝、符号为dB。
也可用散射参量S12定义。

8.2 插入损耗 insertionloss
将一个二端口网络插入信号源与负载组成的任一有反射的系统时,插入前后负载上

功率的相对变化量。单位为分贝、符号为dB。
也可用散射参量S及信号源和负载的反射系数来定义。

8.3 增量衰减 incrementatten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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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衰减器从参考位置移到某一位置时衰减量的增量。

8.4 固有衰减 intrinsicattenuation
又称本征衰减。将一个两端无反射的二端口网络插入信号源与负载组成的无反射系

统中,插入前后负载上功率的相对变化量。单位为分贝、符号为dB。

8.5 反射损耗 reflectionloss
由于传输线的不连续性或负载的失配引起的负载吸收功率的减小。

8.6 耗散损耗 dissipationloss
由于制成传输线的材料存在电阻,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部分能量被转变成热而引起能

量的损失。

8.7 泄漏损耗 leakloss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通过连接头和传输线自身向周围空间辐射电磁波引起信号能量的

损失。

8.8 衰减测量的功率比法 powerratiomethodforattenuationmeasurement
衰减是功率的比值,通过测量功率比来确定被测对象衰减量值大小的测量方法。

8.9 衰减测量的替代法 substitutionmethodforattenuationmeasurement
被测衰减器与标准衰减器串联或并联接入测量系统中,指示器指示一定的电平,当

被测衰减器的衰减量变化时,调节标准衰减器的衰减量直至电平指示保持不变,即可通

过标准衰减器的衰减量得出被测衰减量的测量方法。

8.10 衰减散射参量测量法 scatteringparametermethodforattenuationmeasurement
一个被测衰减器可以看作一个二端口网络,通过测量网络的散射参量来确定衰减量

的方法。

8.11 电阻式衰减器 resistorattenuator
一种根据电阻分压原理制成的衰减器。它的输入、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特性阻抗相匹

配。有π型和T型两种。几个不同衰减量的电阻式衰减器相组合,可构成电阻式步进

衰减器。

9 相位

9.1 相位 phase
相位也称相角。一个正弦信号可以用下式表示

f(t)=Asin(ωt+φ0)
式中 (ωt+φ0)为该信号的相位;其中φ0为初相。

9.2 起始相位 originalphase
正弦信号在t=0时的相位。又称初相。

9.3 相位差 phasedifference
两个同频率的正弦信号的初相差。

9.4 相移 phaseshift
信号在一传输线上传输时,传输线上任意两点上同一时刻的相位差。

9.5 差分相移 differencephase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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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增量相移和相对相移。在改变或调整二端口网络的特性前后,二端口网络输出

端口上的输出信号相位的变化量。单位为度或弧度。
可变移相器的差分相移是其某一位置时的相位与参考位置时的相位之差。

9.6 特性相移 characteristicphaseshift
又称绝对相移。将一个二端口网络插入一个无反射系统中时测得的该二端口网络两

端的相移。它只表明了二端口网络的相移特性,与系统无关。

9.7 插入相移 insertionphaseshift
将一个二端口网络插入信号源和负载之间,插入前后负载上信号的相位变化量。

9.8 延迟时间 delaytime
又称延时或时延。正弦信号沿传输线传输时,从z1传输到z2所用的时间。

9.9 标准移相器 standardphaseshifter
能产生准确已知相移的仪器。又称差分相移标准器。

10 噪声

10.1 噪声 noise
噪声是干扰有用信号的不期望的扰动。通常是由大量短促脉冲叠加而成的随机过

程。它使接收机的灵敏度降低。

10.2 自然界噪声 naturalnoise
由自然界产生的噪声,分大气噪声和宇宙噪声两类。
大气噪声大部分起源于雷电及云层中的放电和导致放电现象的其他自然界的电干

扰,其强度随频率和一天内不同的时间而变化。宇宙噪声是大气层以外产生的噪声,来

源于太阳和遥远的星体,也称之为星际干扰。在自然界噪声中10MHz以下主要是大气

噪声,10MHz以上主要是宇宙噪声。

10.3 人为噪声 man-madenoise
由电火花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如点火线圈或配电系统开关出现的电火花,将形成人

为噪声。

10.4 电路噪声 circuitnoise
设备内部各种器件、部件产生的热噪声和散弹噪声。

10.5 热噪声 thermalnoise
处于一定热力学状态下的导体中自由电子的无规则热运动引起的随机电涨落,其大

小取决于导体的热力学状态。

10.6 散弹噪声 shotnoise
又称散粒噪声。是由有源器件中的直流电流或电压的随机起伏造成。与热噪声不同

之处是它具有非零的平均值。

10.7 粉红噪声 pinknoise
谱密度按1/f的规律分布的噪声。又称低频噪声或1/f噪声。

10.8 白噪声 whitenoise
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噪声的功率谱密度是常数的噪声。热噪声和散弹噪声均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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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10.9 尼奎斯特噪声定理 Nyquistnoisetheorem
1928年 H.尼奎斯特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导出电阻器R 产生的资用噪声功率与

电阻器热力学温度的关系的定理。关系式为:

P=kTB
式中 P ———资用噪声功率 (W);

k———玻耳兹曼常数;

T ———电阻器热力学温度 (K);

B ———接收带宽 (Hz)。

10.10 资用噪声功率 availablenoisepower
噪声发生器传输到共轭匹配负载上的功率。
资用噪声功率是噪声发生器能传输到负载上的最大功率。它仅与源的特性有关而与

负载无关。

10.11 资用噪声功率谱密度 availablenoisepowerspectraldensity
单位带宽内的资用噪声功率。单位为瓦/赫兹,符号为 W/Hz。

10.12 噪声温度 noisetemperature
产生与单端口网络相同的噪声功率谱密度Wn 时,电阻所处的物理温度被定义为单

端口网络的噪声温度。用Tn表示。Tn=Wn/k,k为玻耳兹曼常数。

10.13 标准噪声温度 standardnoisetemperature
约定热力学温度290K为标准噪声温度,用T0表示。

10.14 等效输入噪声温度 equivalentinputnoisetemperature
将实际网络输出端的噪声温度等效成理想无噪声网络输入端的输入噪声温度。等效

输入噪声温度用来描述实际网络的内部噪声特性。

10.15 等效输出噪声温度 equivalentoutputnoisetemperature
考虑到传输线损耗引起的噪声贡献后,噪声发生器实际输出的噪声温度。

10.16 工作噪声温度 operatingnoisetemperature
当同时考虑到外部噪声和内部噪声后等效到网络输入端的噪声温度。

10.17 噪声比 noiseratio
单端口网络的噪声温度与标准噪声温度290K之比值。当比值为1时,意味着器件

仅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热噪声。

10.18 超噪比 excessnoiseratio
单端口网络中存在的噪声超过不可避免的热噪声的倍数。用ENR表示。用相对比

值表示时,即噪声比减1,为无量纲的量。用比值的对数形式表示时,单位为dB。

10.19 噪声系数 noisecoefficient
网络输入信噪比与输出信噪比的比值或网络输出的噪声功率与输入噪声功率之比。

10.20 Y 系数 Ycoefficient
当在二端口网络输入端依次输入两个资用噪声功率时,网络的输出端得到的两个相

应资用噪声功率之比,称为Y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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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Y 系数法 Ycoefficientmethod
通过测量Y 系数来确定被测网络的噪声系数或等效输入噪声温度的测量方法。

10.22 等效噪声带宽 equivalentnoisebandwidth
网络的等效噪声带宽是一个矩形通带宽度,其幅度等于中心频率上功率增益,其面

积等于有用信道中实际网络的增益与频率响应曲线下的面积。单位为 Hz。

10.23 增益/噪声比 G/Tratio
接收系统天线增益G与噪声温度T 之比。
实用上是以分贝表示的天线增益减去以分贝表示的相对于1K的接收系统等效噪声

温度。例如,一个60dB增益的天线和一个等效噪声温度为100K的接收机,其G/T 值

为40dB。常用G/T 值表示卫星地面站对信号的接收能力。

10.24 固体噪声发生器 solid-statenoisegenerator
利用固体噪声二极管工作于反偏压并使其处于雪崩击穿状态时,由载流子倍增的电

流起伏产生散粒噪声的噪声发生器。

10.25 噪声系数分析仪 noisefigureanalyzer
用于测量放大器、混频器以及接收机等线性和准线性网络噪声系数的仪器。

11 脉冲

11.1 脉冲 pulse
自第一额定状态出发,达到第二额定状态,最终又回到第一额定状态的一种波。典

型的脉冲波形有尖脉冲、矩形脉冲、阶跃脉冲等。

图2 脉冲波形

11.2 脉冲幅度 pulseamplitude
顶量值UT与底量值UB的代数差。

11.3 底量值 basemagnitude
按脉冲定义和规定算法得到的脉冲底的量值。

注:常用的算法有概率密度法、众数法和峰值法。

11.4 顶量值 topmagnitude
按规定的算法得出的脉冲顶部量值。

注:常用的算法有概率密度法、众数法和峰值法。

11.5 脉冲间隔 pulse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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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脉冲序列里,前一个脉冲波形的脉冲终止时间与下一个脉冲波形的脉冲起始时间

之间的时间间隔。

11.6 空度比 dutyratio
周期性的脉冲序列中脉冲波形的持续时间与脉冲重复周期之比。

11.7 方波 squarewave
空度比为0.5的周期性矩形脉冲序列。

11.8 上升时间 risetime
脉冲在上升时,从脉冲幅度的10%到脉冲幅度的90%所经历的时间,用tr表示。

11.9 下降时间 falltime
脉冲在下降时,从脉冲幅度的90%到脉冲幅度的10%所经历的时间,用tf表示。

11.10 脉冲预冲 pulsepreshoot
指脉冲波形前沿之前凹下 (对正向阶跃)或凸出 (对负向阶跃)的最大部分与脉冲

幅度的百分比。

11.11 脉冲上冲 pulseovershoot
脉冲上升后第一个波峰的峰值与顶量值的差值占脉冲幅度的百分比。

11.12 脉冲下冲 pulseundershoot
脉冲下降后第一个波谷的谷值与底量值的差值占脉冲幅度的百分比。

11.13 脉冲振铃 pulseringing
紧接着上冲后出现的阻尼振荡波形。可用振荡波形的最大幅度与脉冲幅度之比或振

荡的周期个数来度量。

11.14 脉冲宽度 pulsewidth
脉冲上升到脉冲幅度的50%至下降为脉冲幅度的50%所经历的时间。用τ表示。

11.15 脉冲顶部不平坦度 pulsetopnonevenness
在脉冲上升后,约10倍上升时间内除第一个波峰外的最大的起伏量占脉冲幅度的

百分比。

11.16 反冲脉冲 kick-outpulse
两台取样示波器的输入端用连接器相连,如果一台取样示波器对内置的直流偏压进

行取样,则从取样头冲向输入端连接器的脉冲称为反冲脉冲。

11.17 NTN校准 nose-to-nosecalibrationprocedure
两台取样示波器的输入端用连接器相连,如果一台取样示波器对内置的直流偏压进

行取样,则从取样头冲向输入端连接器有一个反冲脉冲。另一台取样示波器作接收器显

示该反冲脉冲波形。利用三台取样示波器两两对接,进行三次测量,再用反卷积求出每

台取样示波器的冲激响应,实现对取样示波器的校准。

11.18 示波器 oscilloscope
一种电信号的时域测量和分析仪器,它能在荧光屏上显示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波形。

广泛使用的示波器有模拟示波器、取样示波器、数字存储示波器等。

11.19 快沿脉冲发生器 fast-edgepulsegenerator
又称高速脉冲发生器。用于产生快前沿脉冲信号的电路,大部分选用隧道二极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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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跃恢复二极管制成。这种快沿脉冲发生器广泛应用于示波器或网络的瞬态响应、元器

件的开关特性、时域反射技术等方面的测试。

11.20 示波器校准仪 oscilloscopecalibrationinstrument
一种专门用于校准示波器的仪器。它包含三个主要部分:产生合乎规格的快前沿脉

冲信号用来测试示波器脉冲响应的快沿脉冲发生器;产生标准时标信号用来测试示波器

扫描时间因数的时标信号发生器;产生标准幅度电压用来测试示波器垂直偏转因素的标

准幅度发生器。

11.21 函数发生器 functiongenerator
能在一个宽的可调频率范围内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和脉冲波等多种

波形的一种信号发生器。

11.22 时域反射计 (TDR) timedomainreflectometer
沿传输线发射一个脉冲信号。根据不连续性反射的回波信号的特征和延迟,推断和

确定不连续性的特性和位置的一种测量技术。分辨两个相邻不连续性之间的最小距离是

时域反射计的重要指标。脉冲信号的上升时间越小,分辨率越高。

12 场强

12.1 场强 fieldstrength
设在静止的源电荷周围空间内某点处一个静止的试验电荷q受到的静电力为F,则

该点的场强定义为:

E=lim
q➝0

F
q

式中F的单位为N (牛),q的单位为C (库),E 的单位是V/m (伏/米)。场强是

一个矢量。

12.2 磁场强度 magneticfieldstrength
磁场对其场中运动的电荷有力的作用的程度。是表征磁场特性的基本量,它是一个

矢量,用 H 表示,单位是A/m。

12.3 玻印亭矢量 Poyntingvector
玻印亭Poynting矢量S 表示单位时间穿过与能流方向垂直的单位面积的能量流,

既有大小,也有方向,S的方向即功率流动的方向。

12.4 功率通量密度 powerfluxdensity
功率通量密度是单位时间内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大小,它是个标量。是玻印亭矢量

模的时间平均值,它的单位是 W/m2。

12.5 近区场 nearfield
满足r<2D2/λ电磁场区划分条件的场是近区场,在近区主要是感应场。
式中r是场源距离;D 是发射天线口径;λ为波长。

12.6 远区场 fa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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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横电磁波传输室 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transmissioncell
一个封闭系统,通常为矩形同轴线,电磁波在其中以横电磁波模式传输,从而产生

供测试使用的规定的电磁场。

12.8 电磁干扰测量仪 EMItestreceiver
测量各种电磁干扰电压、电流或场强的仪器。实质上,它是一种按规定要求专门设

计的接收机。

12.9 平均值检波器 averagedetector
一种输出电压近似于所加信号包络平均值的检波器。

12.10 峰值检波器 peakdetector
一种输出电压近似于所加信号实际峰值的检波器。

12.11 准峰值检波器 quasi-peakdetector
一种具有规定电气时间常数的检波器。当幅度恒定的规则重复脉冲加到该检波器

时,其输出电压为所加脉冲峰值的某一个分数值。随着脉冲重复频率的增加,该分数值

亦增大并趋于1。

12.12 脉冲响应校准器 pulseresponsecalibrationgenerator
为了检查测量接收机是否符合CISPR标准要求而设计的脉冲发生器。可以用来

测量准峰值、峰值、平均值和均方根值测量接收机与CISPR标准脉冲响应要求的一

致性。 
相应于被测测量接收机的每个频段,脉冲发生器在规定的重复频率范围内产生

CISPR所规定的脉冲强度。

12.13 各向同性 isotropy
又称全向一致性。场探头对场的响应与场极化方向和入射角方向无关。

12.14 脉冲强度 impulsestrength
又称脉冲面积。为某一脉冲电压对时间的积分。用符号IS表示,单位为μV·s或

dB(μV)·s。

12.15 CISPR带宽 CISPRbandwidth
表示低于响应曲线中点某一规定电平处测量接收机总选择性曲线的宽度,用符号

Bn表示,下标n表示所规定电平的分贝数。
通常频率在1000MHz以下电磁干扰测量接收机被划分为 A (9kHz~150kHz)、

B (150kHz~30MHz)、C (30MHz~300MHz)、D (300MHz~1000MHz)四个频段,
对应的CISPR带宽分别为200Hz、9kHz和120kHz。

12.16 脉冲带宽 impulsebandwidth
在测量接收机输入端施加一个一定强度的脉冲时,测量接收机中频 (IF)输出端包

络的峰值A(t)max与该电路中心频率的增益G0 和两倍脉冲强度IS 乘积之比。用符号

Bimp表示。

12.17 检波器的充电时间常数 electricalchargetimeconstantofadetector
检波器输入端突然加上一正弦电压后,其输出端电压达到稳态值的 (1-1/e)所需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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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 检波器的放电时间常数 electricaldischargetimeconstantofadetector
从突然切除正弦输入电压到检波器输出电压降至初始值的1/e所需时间。

12.19 指示仪表的机械时间常数 mechanicaltimeconstantofanindicatinginstrument
测量仪指示器的自由振荡周期与2π之比。

12.20 过载系数 overloadcoefficient
指电路的稳态响应离开理想线性不超过1dB时的最高电平与指示器满刻度偏转指

示所对应的电平之比。

12.21 总选择性 overallselectivity
又称通带。由测量接收机产生相同指示时输入的正弦波电压幅度随频率变化的曲线

来描述。

12.22 中频抑制比 intermediatefrequencyrejectionratio
当准峰值测量接收机的指示保持不变时,输入的中频正弦波电压与调谐频率的正弦

波电压之比。

12.23 镜像频率 imagefrequency
外差式变频器内由差拍产生的两个边带。镜像频率是一个不希望有的输入频率。它

也能通过差拍产生上述所选用的频率。

12.24 镜频抑制比 imagefrequencyrejectionratio
当准峰值测量接收机的指示保持不变时,输入镜像频率的正弦电压与调谐频率的正

弦电压之比。

12.25 场强仪 fieldstrengthmeter
用以测量无线电波辐射场强度的仪器。它包括接收无线电波辐射能量的天线、选频

接收机、检波指示系统以及作机内校准用的标准场强或标准信号发生器。测量结果的单

位一般以V/m或μV/m来表示。

13 电磁兼容性

13.1 电磁兼容性 (EMC)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设备在共同的电磁环境中能一起执行各自功能的共存状态。即,该设备不会由于受

到处于同一电磁环境中其他设备的电磁发射导致不允许的降级;它也不会使同一电磁环

境中其他设备因受其电磁发射而导致降级。

13.2 EMC天线 EMCantenna
EMC天线是辐射和接收电磁波能量的变换装置,它是针对EMC领域中进行EMI

测量和EMS发射用的天线,常用EMC天线有:鞭天线、环天线、调谐偶极子天线、
双锥天线、对数周期天线、双锥对数复合天线、双脊波导喇叭天线等。

13.3 天线方向性图 antennapattern
在相同距离处,天线辐射和接收时,电磁能量 (或场强)在空间各个不同方向上的

分布图形。它是在给定方向上单位面积的功率的度量,或者是单位立体角内的功率 (即
场强方向性图)的度量。

13.4 E面 E-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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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场矢量平行,并沿波束最大值方向通过天线的平面。

13.5 H面 H-plane
与磁场矢量平行,并沿波束最大值方向通过天线的平面。

13.6 天线增益 antennagain
用来表征天线在特定方向上集中能量的能力,或在特定方向上接收能量的能力。

13.7 方向性增益 antennapatterngain
在特定方向上,辐射总功率相同时,辐射功率密度与各向同性天线的辐射功率密度

的比值。当距离一定时,天线方向性增益定义为最大辐射强度与平均辐射强度的比。

13.8 天线功率增益 antennapowergain
在输入功率相同时,天线最大辐射强度与无耗各向同性源在同一方向上辐射强度的

比值。天线功率增益与方向性增益之比为天线效率。

13.9 天线有效口径 antennaeffectiveaperture
假设天线发射或接收平面波,那么天线的有效口径可定义为接收功率与入射的功率

密度之比。

13.10 天线有效高度 antennaeffectiveheight
天线感应电压与入射电场之比。天线有效高度 (h)是一个与天线口径有关的参

量。

13.11 天线阻抗特性 antennaimpedancecharacteristic
又称天线的输入阻抗。天线输入端信号电压与信号电流之比。

13.12 辐射电阻 radiationresistance
天线辐射的总功率与天线上某指定点的电流有效值的平方之比。

13.13 辐射强度 radiationstrength
每单位立体角天线辐射的功率。单位为 W/sr;或 W/(°)2。

13.14 天线极化 antennapolarization
为最大辐射方向上电场矢量的取向。对单一频率的电波极化则定义为场矢量 (是时

间的函数)端点运行轨迹的形状或取向。

13.15 线极化 linepolarization
天线最大辐射方向上电场矢量的取向轨迹在一条直线上的极化。

13.16 圆极化 roundpolarization
天线最大辐射方向上电场矢量的取向轨迹在一个圆上的极化。

13.17 椭圆极化 ellipsepolarization
天线最大辐射方向上电场矢量的取向轨迹在一个椭圆上的极化。

13.18 天线极化损失 antennapolarizationloss
当来波的极化方向与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不一致时接收到的信号能量变小所发生的

能量损失。

13.19 天线极化隔离 antennapolarizationisolation
当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向与来波的极化方向完全正交时,天线就完全接收不到来波的

能量,极化损失为最大,称极化隔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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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天线相位中心 antennaphasecenter
天线相位中心是指天线电磁辐射的等效点源的位置。如果天线辐射的是球形等相位

面,那么该球心就是其相位中心。

13.21 天线系数 antennacoefficient
被测量场强幅值与该场强在天线端口产生的电压之比。

13.22 天线频带宽度 antennabandwidth
天线方向增益下降3dB时,对应的天线频率范围称为天线频带宽度。

13.23 天线半功率角 antennahalf-powerangle
天线的辐射方向图中低于峰值3dB处两点之间所成的夹角。

13.24 天线波束宽度 antennabeamwidth
在天线峰值响应的方向上,两个半功率点之间的宽度。波束宽度有E 面和H 面两

个分量。

13.25 天线前后比 antennafronttobackratio
在天线辐射方向图中,前、后波瓣最大电平之比,它用来描述天线的定向性能,单

位为dB。

13.26 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
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对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产生损害作用的

电磁现象,它表示的是原因。

13.27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由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它表示的是后果。

13.28 电磁抗扰度 electromagneticimmunity
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13.29 电磁敏感度 electromagneticsusceptibility
在有电磁骚扰的情况下,装置、设备或系统不能避免性能降低的能力。

13.30 开阔场场地衰减 siteattenuation
在50Ω电压测量系统中,发射天线的源电压电平VT (dB)减去接收天线终端测得

的接收电压电平VR (dB)。
如果VT 和VR 不是分别从发射天线输入端和接收天线输出端直接测得的,那么还

需要进行适当的电缆损耗修正。

13.31 归一化场地衰减 normalizedsiteattenuation
用场地衰减 (dB)减去两倍天线系数 (dB),所得结果成为归一化场地衰减

(NSA)。

13.32 均匀域 uniformfieldarea
一个假想场的垂直平面,在该平面中场的变化令人满意地小。

13.33 混响室耦合衰减 couplingattenuationofreverberatingchamber
在混响室内发射天线和接受天线之间测得的插入损耗。
耦合衰减随频率的变化的平滑度表示混响室内部能量分布的均匀性。

13.34 加权检波 weighting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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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准峰值检波。按照加权特性,将脉冲的峰值检波电压转换成与脉冲重复频率相

关的一种指示,以对应于脉冲骚扰造成的生理和心理上 (听觉或视觉)的影响;它给出

一种特定的方法来评价发射电平或抗扰度电平。

13.35 喀砺声 click
一种骚扰,幅度超过连续骚扰准峰值限值,持续时间不大于200ms,而且后一个骚

扰离前一个骚扰至少200ms,持续时间由超过测量接收机中频参考电平的信号确定。
一个喀砺声可能包含许多脉冲;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时间是从第一个脉冲开始到最

后一个脉冲结束的时间。

13.36 静电放电 (ESD) electrostaticdischarge
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相互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

13.37 静电放电保持时间 ESDholdingtime
放电之前,由于泄漏而使试验电压下降不大于10%的时间间隔。

13.38 脉冲群 burst
一串数量有限的清晰脉冲或一个持续时间有限的振荡。

13.39 浪涌冲击 surge
沿线路传送的电流、电压或功率的瞬态波,其特性是先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简称

浪涌。

13.40 闪烁 flicker
亮度或频谱分布随事件变化的光刺激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效果。

13.41 屏蔽室 shieldedenclosure
专为隔离内外电磁环境而设计的屏栅或整体金属房。其目的是防止室外电磁场导致

室内电磁环境特性下降,并避免室内电磁发射干扰室外活动。

13.42 电波暗室 anechoicchamber
安装吸波材料用以降低表面电波反射的屏蔽室。

13.43 全电波暗室 fullyanechoicchamber
内表面全部安装吸波材料的屏蔽室。

13.44 半电波暗室 semi-anechoicchamber
除地面安装反射接地平板外,其余内表面全部安装吸波材料的屏蔽室。

13.45 混响室 reverberatingchamber
装有旋转搅拌器的屏蔽室。如果尺寸、形状与位置合适,则室内任意位置的能量密

度在相位、幅度与极化方向按照一个恒定的统计分布规律随机地变化。

13.46 开阔试验场 openareatestsite
开阔场地是一个无反射物的椭圆形平坦场地,椭圆的长轴为焦距的两倍,短轴为焦

距的 3倍,受试产品和天线分别放在椭圆的两焦点上。不同等级的场地,其场地尺寸

不同。

13.47 骚扰测量接收机 disturbancemeasuringreceiver
具有不同的检波器用于骚扰测量的接收机。

13.48 闪烁计 flicker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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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测量闪烁量值的仪器。

13.49 功率吸收钳 absorbingclamp
带有电源线的设备,其干扰能力可以用起辐射天线作用的电源线 (仅指在设备外面

的那一部分)所提供的能量来衡量,该功率近似等于吸收装置环绕引线放置时能吸收到

的最大功率。此吸收装置被称作吸收钳或铁氧体钳。

14 视频参量

14.1 视频线性失真 videolineardistortion
视频信号在产生、传输和处理过程中所引起的失真,仅依赖于系统特性,而与视频

信号的幅度无关。

14.2 视频非线性失真 videonon-lineardistortion
视频信号在产生、传输和处理过程中所引起的失真,与视频信号的幅度有关。主要

包括微分增益 (DG)、微分相位 (DP)、亮度非线性以及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的交调失

真等参数。

14.3 平均图像电平 (APL) averagepicturelevel
行有效期间图像信号幅度的平均分量在不包括行、场消隐期间的整个帧周期内的平

均值,并以亮度信号幅度标称值的百分数来表示。

14.4 K 系数评价法 K-ratingmethodofassessment
人的视觉对不同波形的失真有不同的敏感程度,把各种波形失真按人眼视觉特性给

予不同加权的基础上,来度量图像损伤的一套系统方法。它用于亮度信号线性失真的评

价。

14.5 短时间波形失真 short-timewaveformdistortion
将标称亮度幅度和规定形状的窄脉冲或快阶跃函数加到电路的输入端时,输出脉冲

与它原来形状的偏差。短时间波形失真对应的 K 系数为2T 正弦平方波失真Kp和2T
正弦平方波与条脉冲幅度之比,为Kpb。

14.6 行时间波形失真 line-timewaveformdistortion
把一个周期与行周期相同数量级且具有标称亮度幅度的方波信号 (条脉冲)加到被

测电路的输入端时,输出端方波形状的变化。方波周期开始和结束的一小部分应排除在

测量之外。行时间波形失真对应的K 系数为Kb。

14.7 场时间波形失真 field-timewaveformdistortion
把周期与一场周期同样数量级并具有标称亮度幅度的场方波信号加到电路的输入端

时,输出波形的改变。场方波周期开始和结束的几行期间排除在测量之外。场时间波形

失真对应的K 系数为KV (625行:K50,525行:K60)。

14.8 长时间波形失真 long-timewaveformdistortion
将从低平均图像电平到高平均图像电平或从高平均图像电平到低平均图像电平突然

变化的视频测试信号加到电路的输入端时,输出信号的消隐电平不能精确地跟踪输入信

号变化的程度。这种失真可能表现为指数形式,但更多的则以非常低的阻尼振荡形式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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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色度/亮度增益差 chrominance-luminancegaininequality
把一个具有规定的亮度和色度分量幅度的测试信号加到被测电路的输入端时,输出

和输入信号之间色度分量相对于亮度分量幅度比的改变。色度/亮度增益差表现为色度

信息的提升或衰减。反映在图像上表现为色饱和度的变化。

14.10 色度/亮度时延差 chrominance-luminancedelayinequality
将亮度分量和色度分量在幅度和时间上都有确定关系的复合信号 (亮度分量有规定

的幅度和波形,色度分量是被这个亮度分量调制的色度副载波)加到被测电路的输入端

时,输出端复合信号的亮度分量和色度分量调制包络的相应部分在时间关系上与输入端

信号的变化。

14.11 亮度非线性失真 luminancenon-linearitydistortion
当平均图像电平为某一特定值时,将起始电平从消隐电平逐步增加到白电平的小

幅度阶跃信号加到被测电路的输入端时,输出端的各阶跃幅度与输入端相应的阶跃幅度

的比值之间的最大差值。亮度非线性失真是由于亮度电平不同,而引起亮度增益的改

变。

14.12 微分增益失真 differentialgaindistortion
将恒定小幅度的色度副载波叠加在不同电平的亮度信号上,并加到被测电路的输入

端,当亮度信号从消隐电平变到白电平,而平均图像电平保持在某一特定值时,输出端

的副载波幅度的变化。

14.13 微分相位失真 (DP) differentialphasedistortion
将未经相位调制的恒定小幅度副载波叠加在亮度信号上,并加到被测电路的输入

端,当亮度信号从消隐电平变到白电平,而平均图像电平保持在某一特定值时,输出端

的副载波的相位的变化。

14.14 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的交调失真 intermodulationfromthechrominancesignal
intotheluminancesignal

把规定幅度的色度信号叠加在恒定幅度的亮度信号上,并加至被测电路的输入端

时,在平均图像电平保持在某一特定值时,输出端由于叠加的色度信号而引起亮度信号

的变化。失真的大小对应于输出信号中叠加副载波部分的亮度分量幅度与未叠加副载波

部分亮度分量幅度的最大偏差。

14.15 色度信号增益的非线性失真 chrominancesignalgainnon-linearitydistortion
被测电路输入端的亮度信号幅度和平均图像电平为固定值,色度副载波幅度从规定

的最小值变到规定的最大值 (一般采用三电平色度信号),输出端副载波与输入端对应

幅度间的比例偏离。

14.16 色度信号相位的非线性失真 chrominancesignalphasenon-linearitydistortion
被测电路输入端的亮度信号幅度和平均图像电平为固定值,色度副载波幅度从规定

的最小值变到规定的最大值 (一般采用三电平色度信号),输出端三个副载波的波群间

的最大相位差。

14.17 同步信号的静态非线性失真 synchronizingsignalsteady-statenon-lineardistortion
被测电路输入端的视频信号中具有规定的平均图像电平和标称幅度的同步信号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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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幅度的条脉冲信号,输出信号同步脉冲中点幅度对标称值的偏离。

14.18 连续随机噪声信噪比 continuousrandomnoiseS/N
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带宽限制后测得的随机噪声幅度有效值之比,单位为dB。

14.19 加权随机噪声信噪比 weightingcontinuousrandomnoiseS/N
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通过规定的加权和带宽限制网络后测得的随机噪声幅度有

效值之比,单位为dB。加权网络的结构、参数和特性统一由国际标准规定。

14.20 色度调幅噪声信噪比 chrominanceAMnoiseS/N
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带宽限制后测得的色度调幅噪声幅度有效值之比,单位

为dB。

14.21 色度调相噪声信噪比 chrominancePMnoiseS/N
亮度信号幅度的标称值与带宽限制后测得的色度调相噪声幅度有效值之比,单位

为dB。

14.22 ScH相位 subcarriertohorizontalphase
视频电视信号行同步前沿50%电平点和基准副载波过零点间的定时关系。其误差

以副载波相位的度数来表示。
在PAL制系统中,定义为色同步正向水平分量 (+E′u)推算到第一场第一行的同

步脉冲前沿半幅点的相位。而在NTSC制系统中,定义为色同步推算到第一场第一行

的同步脉冲前沿半幅点的相位。

15 生理电参量

15.1 心电图 (ECG) electrocardiogram
记录心脏电位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它反映心脏兴奋的产生、传导和恢复过程中的生

理电位变化。

15.2 极化电压 polarizingvoltage
叠加在心电波形中的直流分量。加入放大器的一种直流电压,用于检验放大器输入

动态范围的能力。

15.3 定标电压 standardizingvoltage
仪器内置的标准电压,用于校准幅度增益。

15.4 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
从规定部位的头皮电极引出,反映脑神经细胞活动所产生的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显示

或记录波形。

15.5 导联 lead
用于心电图 (ECG)记录的导联电极的组合。

15.6 导联电极 leadelectrode
置于身体规定部位,用于检测心脏活动时所产生的电位的电极。

15.7 释放能量 deliveredenergy
通过除颤电极耗散于患者或耗散于一个额定负载上的能量。

15.8 储存能量 stored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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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在除颤器的能量储存装置中的能量。

15.9 同步电复律 synchronizedcardioversion
高能量短时间的放电脉冲在特定时刻作用于心脏,以中止快速的心律失常,避免心

室纤颤。

15.10 同步除颤模式 synchronizerdefibrillatormode
使除颤器放电脉冲与心脏活动周期中特定相位同步的除颤模式。

15.11 数字心电图机 digitalelectrocardiograph
基于将待测的心电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的原理,拾取心电图信号的医用电气装

备。

15.12 心脏除颤器 cardiacdefibrillator
通过电极将电脉冲加在患者皮肤 (体外电极)或加在暴露出的心脏 (体内电极),

用来对心脏除颤的医用电气设备。

15.13 心电图机 electrocardiograph
提供诊断用的心电图的医用电气设备及其电极。

15.14 心脏除颤监护仪 cardiacdefibrillator-monitor
由除颤器和能通过体外除颤器电极或独立的监护电极取得心电 (ECG)监视信号

的心脏监护仪的组合设备。

15.15 心电监护仪 cardiacmonitor
除颤器监护仪中具有显示患者心电 (ECG)信号功能的心电监护单元。

16 通信参量

16.1 载波carrierwave
没有调制信号时。发射机的基本频率。

16.2 载波频率 carrierfrequency
能够被另一个信号调制或附加的连续波频率,在调频中,载波频率也称中心频率。

16.3 信道功率 channelpower
被测信号的频率带宽内的平均功率。一般规定为在所测频率带宽内的积分功率,但

实际的测量方法取决于所依据的通信标准。

16.4 邻频道功率比 (ACPR) adjacentchannelpowerratio
邻频道功率比为邻频道平均功率与发送频道平均功率之比。

16.5 群速 groupvelocity
占有某个频带的平面波的包络传播速度。在相速随频率变化的媒质中,群速对相速

有大致恒定不变的包络延迟。

16.6 相位抖动 phasejitter
电话线上模拟信号的突然的寄生变化。通常由该线电源和通信设备来回改变信号相

位所造成。

16.7 时间抖动 timejitter
由于同步性发生变化引起沿时基观测脉冲的位置的变化,降低了确定脉冲时间的

72

JJF1188—2008



准确性。

16.8 信令 signaling
告知通信的接收端即刻就要发送信息的动作。
在采用面板插入的话音数据的信道上的专用信息位或在信息信道形式的电话交换机

之间传输的控制或状态信息。

16.9 载噪比 carrier-to-noiseratio
在选频之后和进行任何非线性处理 (如限幅和检波)之前,载波幅度与噪声幅度之

比。

16.10 衰落 fading
因传输媒介或路径的变化引起接收到的信号强度随时间的变化。

16.11 串扰 crosstalk
在一个电路或信道上传输的信号对另一个电路或信号产生不良影响的一种现象。可

能产生于临近终端的双绞线之间的电子耦合、承载多路信号的同轴电缆中的电子耦合,
或者由于微波天线接收了并不想要的信号而产生。

16.12 模拟传输 analogtransmission
与信号内容无关的一种传输。传输过程中模拟信号的衰减限制其传输距离,信号通

过放大器延长传输距离。

16.13 数字传输 digitaltransmission
与信号内容有关的一种传输。衰减后的信号通过中继器将传输的模拟信号或数字信

号,生成新的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可以克服信号传输衰减。

16.14 信噪比 SNRorS/N
信号功率与在传输的某一特定点处呈现的噪声功率之比。通常,用分贝表示。

16.15 衍射 diffraction
携带信号的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遇到表面比该电磁波的波长大且难以穿透时,电磁

波会以边界为源向不同的方向传播的现象。

16.16 散射 scattering
携带信号的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遇到表面与该电磁波的波长大约相等或小一些的障

碍物时会发生向不同方向反射或传播的现象。

16.17 脉码调制 (PCM) pulsecodemodulation
在规则的时间间隔内,以高于信号最大主频率对信号f(t)进行的采样。采样得到

的样本包含了原信号中的所有信息,利用低通滤波器可以从这些样本中重新提取出信号

f(t)。

16.18 多径效应 multipatheffect
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从发射机到接收机之间存在多种不同的传输路径,再加上电磁

波在遇到障碍物时产生的反射波等,多种路径到达接收机的信号质量受到影响,称为

“多径效应”。

16.19 抖动 jitter
由于传输系统的原因,使数字信号的各有效瞬间相对于其理想位置产生的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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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

16.20 漂移 drift
漂移是低频抖动。两者之间的典型划分点为10Hz。

16.21 频率误差 frequencyerror
在数字调制的载波信号中,一串码元的载波相位形成一个相位轨迹,将这个相位轨

迹与理论上理想的相位轨迹作每一码元的逐一比较,它们的差值轨迹的回归线斜率是频

率误差,单位为 Hz。

16.22 相位误差 phaseerror
在数字调制的载波信号中,一串码元的载波相位形成一个相位轨迹,每个码元相位

差值与回归线之差为该码元的相位误差。单位为度 (°)。

16.23 峰值相位误差 peakphaseerror
在特定时间内统计得到的相位误差最大值。单位为度 (°)。

16.24 均方根相位误差 RMSphaseerror
一串码元的相位误差的均方根值是该串码元的均方根相位误差,单位为度 (°)。

16.25 误差矢量幅度 (EVM) errorvectormagnitude
在矢量坐标图上,由于射频放大器的非线性与噪声、传输通道的干扰与衰落等,使

得矢量的幅度与相位产生变化,测量到的矢量与参考矢量的矢量差的幅度就称为误差矢

量幅度,为标量。通常表示为对参考矢量峰值的百分比。

图3 误差矢量图

16.26 波形质量因数 (Rho) modulationprecision
应用于CDMA系统中的度量参数,它是相关功率对总功率的比值;相关功率通常

是由测得的信号与一个已知编码的作为参考的基带信号之间的互相关计算得到的。

16.27 I/Q 原点偏移 I/Qoriginoffset
为测量到的I/Q 的原点与参考I/Q 的原点之差;通常表示为对参考矢量峰值比的

对数的二十倍,单位为dB。

16.28 矢量幅度误差 vectormagnitudeerror
为测量到的矢量的幅度与参考矢量的幅度之差,通常表示为对参考矢量峰值的百分

比。

16.29 比特率 bitrate
通信系统在单位时间 (常以秒计)内传输的平均比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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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 误码 error
又称差错。对于数字传输系统而言,发送和接收序列中对应单个数字的不一致叫误

码。

16.31 误码率 biteerrorrate
也称误码比特率。在数字传输过程中,错误的比特数与传输的总比特数之比。

16.32 漂动 wander
在数字通信中,数字信号的各个有效瞬时对其理想时间位置长期的、非累积性的偏

移。所谓长期偏移是指变化频率低于10Hz的相位变化。

16.33 差分群时延 differentialgroupdelay
一个给定波长的两个偏振主态模式经过一个给定的传输通道的时间差。平均差分群

时延是差分群时延在时域或频域上的平均值。最大差分群时延定义为系统接收灵敏度劣

化1dB时的DGD值。

16.34 比吸收率 specificabsorptionrate
在单位时间内单位质量的物质吸收的能量。

16.35 通信协议 communicationsprotocol
通信网络的各个实体之间进行信息交换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定或规则。

16.36 无线通信综合测试仪 radiocommunicationsintegratedtester
无线通信综合测试仪分为模拟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和数字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
模拟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通常由参考振荡器、频谱分析仪、跟踪发生器、合成式

RF信号发生器、RF分析仪、音频发生器、音频分析仪、示波器、编/解码器等构成的

综合性测试仪器,主要用于模拟调制的移动通信基站和手机的测试,也可以用于无绳电

话机和有关无线接入设备的测试。
数字移动通信综合测试仪通常由参考振荡器、数字调制信号发生器、功率分析仪、

数字调制分析仪、音频信号发生器、音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和示波器等构成的综合性

测试仪器,主要用于GSM、CDMA、PHS和TD-SCDMA等数字移动通信基站和移动

电话的测试。

16.37 矢量信号分析仪 vectorsignalanalyzer
主要由量程控制,I/Q 分离及滤波,取样存储,数字解调等组成。可以用于测量矢

量信号,特别是数字调制信号的各种参数。

16.38 矢量信号发生器 vectorsignalgenerator
由参考振荡器、频率合成单元、电平控制单元、调制单元等组成的综合性信号发生

器,其基本功能是提供正弦波信号和采用标准 (GSM、CDMA、WCDMA、PHS和

TD-SCDMA等)和定制制式的矢量调制波信号。

16.39 误码测试仪 errortester
用于同步数字体系 (SDH)和准同步数字体系 (PDH)传输设备或系统的误码性

能分析和接口参数测试。该类仪表通常由图案发生器和误码检测器两个部分组成。

16.40 抖动发生器和测试仪 jittergeneratorandtester
用于同步数字体系 (SDH)和准同步数字体系 (PDH)传输设备或系统的抖动性

03

JJF1188—2008



能测试。发生器可产生经正弦波调制、具有一定抖动幅度的伪随机序列编码或具有标准

PDH、SDH帧结构的伪随机序列编码信号,测试仪具有标准的抖动测量滤波器。可以

测试传输设备或系统的抖动容限、输出抖动和抖动转移特性。

16.41 数字传输分析仪 digitaltransmissionanalyzer
又分PDH传输分析仪、SDH传输分析仪或PDH/SDH传输分析仪。用于同步数

字体系 (SDH)和准同步数字体系 (PDH)传输设备或系统传输性能的测试。具有误

码性能分析功能、抖动性能测试功能和帧信号分析仪功能等,是上述误码测试仪、帧信

号发生和分析仪、抖动发生和测试仪的各功能的集成。

16.42 PCM信道测试仪 PCMchanneltester
用于脉冲编码调制 (PCM)基群复用设备等其他话音传输设备的测试。该仪表可

进行电平、衰减、增益随频率或输入电平变化、空闲噪声、各类失真以及串话等信道参

数的测试。通常可进行模拟接口到模拟接口的信道参数测试。对于功能比较强的该类仪

表,可分别进行模拟接口到模拟接口、模拟接口到数字接口、数字接口到模拟接口、数

字接口到数字接口的信道参数的测试。

16.43 协议分析仪 protocolanalyzer
协议分析仪是对网络上运行的各种协议进行捕获、解码和协议仿真的仪表。协议分

析仪支持的协议包括TCP/IP、各种路由协议、AT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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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索 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

0Ω短路终端 7.10
2端 7.12
3端 7.13
4端 7.14
4端对 7.16
5端 7.15
50Ω终端 7.9
CISPR带宽 12.15
EMC天线 13.2
E面 13.4
H面 13.5
I/Q 原点偏移 16.27
K 系数评价法 14.4
NTN校准 11.17
PCM信道测试仪 16.42
ScH相位 14.22
Y 系数 10.20
Y 系数法 10.21

B
白噪声 10.8
半电波暗室 13.44
伴随调制 3.17
比特率 16.29
比吸收率 16.34
标量网络分析仪 6.16
标准空气线 6.11
标准失配器 6.14
标准移相器 9.9
标准噪声温度 10.13
并联谐振 7.6
波导 1.27
波导波长 1.23
波导截止频率 1.20
波峰因数 2.7
波形因数 2.8
波形质量因数(Rho) 16.26
波阻抗 1.24
玻印亭矢量 12.3

C

参考面 1.40

测辐射热电桥电压标准 2.14
测辐射热式功率计 5.13
测量端口补偿 7.18
插入损耗 8.2
插入相移 9.7
差分群时延 16.33
差分相移 9.5
长时间波形失真 14.8
场强 12.1
场强仪 12.25
场时间波形失真 14.7
超噪比 10.18
出射波 1.43
储存能量 15.8
传播常量 1.14
传输参量 1.10
传输线 1.25
传输线不连续性 1.32
串联谐振 7.5
串扰 16.11
磁场强度 12.2

D
单定向耦合器法 5.8
导联 15.5
导联电极 15.6
导内波长 1.22
等效电路 7.8
等效输出噪声温度 10.15
等效输入噪声温度 10.14
等效噪声带宽 10.22
低频阻抗分析仪 7.20
底量值 11.3
电波暗室 13.42
电磁干扰 13.27
电磁干扰测量仪 12.8
电磁抗扰度 13.28
电磁兼容性(EMC) 13.1
电磁敏感度 13.29
电磁骚扰 13.26
电路噪声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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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2.1
电压电平 2.13
电压驻波比(VSWR) 6.7
电阻式衰减器 8.11
调幅 3.4
调幅度 3.5
调幅灵敏度 3.7
调频 3.9
调频灵敏度 3.12
调相 3.14
调制 3.1
调制度 3.3
调制失真 4.8
调制域测量 1.4
顶量值 11.4
定标电压 15.3
抖动 16.19
抖动发生器和测试仪 16.40
端口 1.39
短时间波形失真 14.5
多径效应 16.18

F
发生器功率 5.4
反冲脉冲 11.16
反射 1.33
反射波 1.42
反射参量 1.9
反射功率 5.6
反射损耗 8.5
反射系数 6.4
反射系数模 6.5
反射系数相角 6.6
方波 11.7
方向性增益 13.7
非线性失真 4.3
粉红噪声 10.7
峰-峰值 2.4
峰值 2.3
峰值检波器 12.10
峰值相位误差 16.23
辐射电阻 13.12
辐射强度 13.13

G
高次模 1.31

高频阻抗分析仪 7.21
各向同性 12.13
工作噪声温度 10.16
功率 5.1
功率电平 5.2
功率通量密度 12.4
功率吸收钳 13.49
功率座的效率 5.10
功率座的校准因子 5.12
功率座的有效效率 5.11
共轭匹配 1.35
固体噪声发生器 10.24
固有衰减 8.4
归一化场地衰减 13.31
归一化阻抗 6.3
过载系数 12.20

H
函数发生器 11.21
耗散损耗 8.6
横电磁波 1.12
横电磁波传输室 12.7
互调失真 4.7
互调制 3.18
回波损耗 6.9
混响室 13.45
混响室耦合衰减 13.33

J
机内引入失真 4.6
基模 1.30
极化电压 15.2
集总参数阻抗 7.1
寄生调制 3.16
加权检波 13.34
加权随机噪声信噪比 14.19
检波器的充电时间常数 12.17
检波器的放电时间常数 12.18
交叉调制 3.19
截止波长 1.19
截止波导 1.21
截止频率 1.18
解调 3.2
介质波导 1.29
近区场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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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功率 5.7
静电放电(ESD) 13.36
静电放电保持时间 13.37
镜频抑制比 12.24
镜像频率 12.23
均方根相位误差 16.24
均匀域 13.32

K
喀砺声 13.35
开阔场场地衰减 13.30
开阔试验场 13.46
开路电压 2.10
空度比 11.6
快沿脉冲发生器 11.19

L
浪涌冲击 13.39
连续随机噪声信噪比 14.18
亮度非线性失真 14.11
量热计 5.14
邻频道功率比 16.4

M
脉冲 11.1
脉冲带宽 12.16
脉冲顶部不平坦度 11.15
脉冲幅度 11.2
脉冲间隔 11.5
脉冲宽度 11.14
脉冲强度 12.14
脉冲群 13.38
脉冲上冲 11.11
脉冲下冲 11.12
脉冲响应校准器 12.12
脉冲预冲 11.10
脉冲振铃 11.13
脉码调制(PCM) 16.17
模拟传输 16.12

N
脑电图 15.4
尼奎斯特噪声定理 10.9

P
匹配 1.34
匹配负载 6.15

偏置开路器 7.19
漂动 16.32
漂移 16.20
频率牵引 1.46
频率特性 1.5
频率误差 16.21
频偏 3.10
频谱 1.44
频谱纯度 1.45
频谱分析仪 2.17
频域测量 1.2
品质因数 7.3
平均图像电平 14.3
平均值 2.5
平均值检波器 12.9
平面电磁波 1.13
屏蔽室 13.41

Q
起始相位 9.2
趋肤效应 1.47
全电波暗室 13.43
群速 16.5

R
热电转换器 2.11
热噪声 10.5
人为噪声 10.3
入射波 1.41
入射功率 5.5

S
骚扰测量接收机 13.47
散弹噪声 10.6
散射 16.16
散射参数 1.38
色度/亮度时延差 14.10
色度/亮度增益差 14.9
色度调幅噪声信噪比 14.20
色度调相噪声信噪比 14.21
色度信号对亮度信号的交调失真 14.14
色度信号相位的非线性失真 14.16
色度信号增益的非线性失真 14.15
闪烁 13.40
闪烁计 13.48
上升时间 11.8
射频功率计 5.9

43

JJF1188—2008



射频-直流差 2.12
剩余调幅度 3.8
剩余反射 6.8
剩余频偏 3.13
失配 1.36
失真 4.1
失真度 4.4
失真仪底度值 4.5
时间抖动 16.7
时域测量 1.1
时域反射计 11.22
实时测量 1.8
矢量幅度误差 16.28
矢量信号发生器 16.38
矢量信号分析仪 16.37
示波器 11.18
示波器校准仪 11.20
视频非线性失真 14.2
视频线性失真 14.1
释放能量 15.7
数据域测量 1.3
数字传输 16.13
数字传输分析仪 16.41
数字心电图机 15.11
衰减 8.1
衰减测量的功率比法 8.8
衰减测量的替代法 8.9
衰减常量 1.15
衰减散射参量测量法 8.10
衰落 16.10
瞬时值 2.2
损耗因数 7.4

T
特性相移 9.6
特性阻抗 6.2
特性阻抗标准器 6.10
天线半功率角 13.23
天线波束宽度 13.24
天线方向性图 13.3
天线功率增益 13.8
天线极化 13.14
天线极化隔离 13.19
天线极化损失 13.18
天线频带宽度 13.22
天线前后比 13.25

天线系数 13.21
天线相位中心 13.20
天线有效高度 13.10
天线有效口径 13.9
天线增益 13.6
天线阻抗特性 13.11
通信协议 16.35
同步除颤模式 15.10
同步电复律 15.9
同步信号的静态非线性失真 14.17
同轴短路器 6.13
同轴开路器 6.12
同轴线 1.28
椭圆极化 13.17

W
网络参数 1.37
微波阻抗 6.1
微分相位失真(DP) 14.13
微分增益失真 14.12
微量热计 5.15
无耗传输线 1.26
无线通信综合测试仪 16.36
误差矢量幅度(EVM) 16.25
误码 16.30
误码测试仪 16.39
误码率 16.31

X
下降时间 11.9
线极化 13.15
线性失真 4.2
相偏 3.15
相速 1.17
相位 9.1
相位差 9.3
相位常量 1.16
相位抖动 16.6
相位误差 16.22
相移 9.4
响应特性 1.6
校准接收机 2.16
协议分析仪 16.43
谐振参量 1.11
泄漏损耗 8.7
心电图(ECG)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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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机 15.13
心脏除颤监护仪 15.14
心脏除颤器 15.12
心电监护仪 15.15
信道功率 16.3
信号发生器 2.15
信令 16.8
信噪比 16.14
行时间波形失真 14.6
选择性 1.7
延迟时间 9.8

Y
衍射 16.15
音频分析仪 4.9
有效调幅度 3.6
有效频偏 3.11
有效值 2.6
圆极化 13.16
远区场 12.6

Z
载波 16.1
载波频率 16.2

载噪比 16.9
噪声 10.1
噪声比 10.17
噪声温度 10.12
噪声系数 10.19
噪声系数分析仪 10.25
增量衰减 8.3
增益/噪声比 10.23
阻抗 7.2
指示仪表的机械时间常数 12.19
中和因数 2.9
中频抑制比 12.22
终端配置/连接头 7.11
准峰值检波器 12.11
资用功率 5.3
资用噪声功率 10.10
资用噪声功率谱密度 10.11
自动网络分析仪 6.17
自然界噪声 10.2
自校准 7.17
自谐振 7.7
总选择性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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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索 引

0~9
0Ωshorttermination 7.10
2-terminal 7.12
3-terminal 7.13
4-terminal 7.14
4-terminalpair 7.16
5-terminal 7.15
50Ωtermination 7.9

A
absorbingclamp 13.49
accompaniedmodulation 3.17
adjacentchannelpowerratio 16.4
amplitudemodulation 3.4
amplitudemodulationdepth 3.5
amplitudemodulationsensitivity 3.7
analogtransmission 16.12
anechoicchamber 13.42
antennabandwidth 13.22
antennabeamwidth 13.24
antennaeffectiveaperture 13.9
antennaeffectiveheight 13.10
antennacoefficient 13.21
antennafronttobackratio 13.25
antennagain 13.6
antennahalf-powerangle 13.23
antennaimpedancecharacteristic 13.11
antennapattern 13.3
antennapatterngain 13.7
antennaphasecenter 13.20
antennapolarizationisolation 13.19
antennapolarizationloss 13.18
antennapolarization 13.14
antennapowergain 13.8
attenuation 8.1
attenuationconstant 1.15
audioanalyzer 4.9
automaticnetworkanalyzer 6.17
availablenoisepower 10.10
availablenoisepowerspectral
density 10.11

availablepower 5.3
averagedetector 12.9
averagepicturelevel 14.3
averagevalue 2.5

B
basemagnitude 11.3
bitrate 16.29
biteerrorrate 16.31
bolometricpowermeter 5.13
bottomvalueofdistortionmeter 4.5
burst 13.38

C
calibrationfactorofpowermount 5.12
calibrationreceiver 2.16
calorimeter 5.14
cardiacdefibrillator 15.12
cardiacdefibrillator-monitor 15.14
cardiacmonitor 15.15
carrierfrequency 16.2
carrierwave 16.1
carrier-to-noiseratio 16.9
channelpower 16.3
characteristicimpedance 6.2
characteristicimpedancestandard
kit 6.10
characteristicphaseshift 9.6
chrominanceAMnoiseS/N 14.20
chrominancePMnoiseS/N 14.21
chrominancesignalgain
non-linearitydistortion 14.15
chrominancesignalphasenon-linearity
distortion 14.16
chrominance-luminancedelay
inequality 14.10
chrominance-luminancegain
inequality 14.9
circuitnoise 10.4
CISPRbandwidth 12.15
click 13.35
coaxialline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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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xialshieldedopencircuitkit 6.12
coaxialshieldedshortcircuitkit 6.13
communicationsprotocol 16.35
compensation 7.18
conjugatematch 1.35
continuousrandomnoiseS/N 14.18
couplingattenuationof
reverberatingchamber 13.33
crestfactor 2.7
crossmodulation 3.19
crosstalk 16.11
cutofffrequency 1.18
cutoffwavelength 1.19
cutoffwaveguide 1.21

D
data-domainmeasurement 1.3
delaytime 9.8
deliveredenergy 15.7
demodulation 3.2
dielectricwaveguide 1.29
differencephaseshift 9.5
differentialgaindistortion 14.12
differentialgroupdelay 16.33
differentialphasedistortion 14.13
diffraction 16.15
digitalelectrocardiograph 15.11
digitaltransmission 16.13
digitaltransmissionanalyzer 16.41
discontinuityintransmissionline 1.32
dissipationfactor 7.4
dissipationloss 8.6
distortion 4.1
distortionfactor 4.4
distortionintroducedby
instrument 4.6
disturbancemeasuringreceiver 13.47
drift 16.20
dutyratio 11.6

E
effectiveefficiencyofpower
mount 5.11
effectiveamplitudemodulation
depth 3.6
effectivefrequencydeviation 3.11

efficiencyofpowermount 5.10
electricalchargetimeconstant
ofadetector 12.17
electricaldischargetime
constantofadetector 12.18
electrocardiogram(ECG) 15.1
electrocardiograph 15.13
electroencephalogram 15.4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13.1
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 13.26
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13.27
electromagneticimmunity 13.28
electromagneticsusceptibility 13.29
electrostaticdischarge 13.36
ellipsepolarization 13.17
EMCantenna 13.2
emergentwave 1.43
E-plane 13.4
equivalentcircuit 7.8
equivalentinputnoisetemperature 10.14
equivalentnoisebandwidth 10.22
equivalentoutputnoise
temperature 10.15
error 16.30
errortester 16.39
errorvectormagnitude 16.25
ESDholdingtime 13.37
excessnoiseratio 10.18

F
fading 16.10
falltime 11.9
farfield 12.6
fast-edgepulsegenerator 11.19
fieldstrength 12.1
fieldstrengthmeter 12.25
field-timewaveformdistortion 14.7
flicker 13.40
flickermeter 13.48
frequencycharacteristic 1.5
frequencydeviation 3.10
frequencydomainmeasurement 1.2
frequencyerror 16.21
frequencymodulation 3.9
frequencymodulationsensitivity 3.12
frequencypulling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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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anechoicchamber 13.43
functiongenerator 11.21
fundamentalmode 1.30
G/Tratio 10.23

G
generatorpower 5.4
groupvelocity 16.5
guidewavelength 1.22

H
highfrequencyimpedanceanalyzer 7.21
higher-ordermode 1.31
H-plane 13.5

I
I/Qoriginoffset 16.27
imagefrequency 12.23
imagefrequencyrejectionratio 12.24
impedance 7.2
impulsebandwidth 12.16
impulsestrength 12.14
incidentpower 5.5
incidentwave 1.41
incrementattenuation 8.3
inherentspuriousamplitude
modulation 3.8
inherentspuriousfrequency
deviation 3.13
insertionloss 8.2
insertionphaseshift 9.7
instantvalue 2.2
intermodulation 3.18
intermediatefrequencyrejection
ratio 12.22
intermodulationdistortion 4.7
intermodulationfromthechrominance
signalintotheluminancesignal 14.14
intrinsicattenuation 8.4
isotropy 12.13

J
jitter 16.19
jittergeneratorandtester 16.40

K
kick-outpulse 11.16

K-ratingmethodofassessment 14.4

L
lead 15.5
leadelectrode 15.6
leakloss 8.7
linepolarization 13.15
lineardistortion 4.2
line-timewaveformdistortion 14.6
long-timewaveformdistortion 14.8
loss-lesstransmissionline 1.26
lowfrequencyimpedanceanalyzer 7.20
luminancenon-linearitydistortion 14.11
lumpedparameterimpedance 7.1

M
magneticfieldstrength 12.2
man-madenoise 10.3
match 1.34
matchedload 6.15
mechanicaltimeconstantofan
indicatinginstrument 12.19
microcalorimeter 5.15
microwaveimpedance 6.1
mismatch 1.36
modulation 3.1
modulationdepth 3.3
modulationdistortion 4.8
modulationdomainmeasurement 1.4
modulationprecision 16.26
multipatheffect 16.18

N
naturalnoise 10.2
nearfield 12.5
netpower 5.7
networkparameter 1.37
neutralizationfactor 2.9
noise 10.1
noisecoefficient 10.19
noisefigureanalyzer 10.25
noiseratio 10.17
noisetemperature 10.12
nonlineardistortion 4.3
normalizedsiteattenuation 13.31
normalizingimpedance 6.3
nose-to-nosecalibrationprocedure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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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quistnoisetheorem 10.9

O
offsetopentermination 7.19
openareatestsite 13.46
opencircuitvoltage 2.10
operatingnoisetemperature 10.16
originalphase 9.2
oscilloscope 11.18
oscilloscopecalibration
instrument 11.20
overallselectivity 12.21
overloadcoefficient 12.20

P
parallelresonance 7.6
PCMchanneltester 16.42
peakdetector 12.10
peakphaseerror 16.23
peaktopeak 2.4
peakvalue 2.3
phase 9.1
phaseconstant 1.16
phasedeviation 3.15
phasedifference 9.3
phaseerror 16.22
phasejitter 16.6
phasemodulation 3.14
phaseshift 9.4
phasevelocity 1.17
pinknoise 10.7
planeelectromagneticwave 1.13
polarizingvoltage 15.2
port 1.39
power 5.1
powerfluxdensity 12.4
powerlevel 5.2
powerratiomethodforattenuation
measurement 8.8
Poyntingvector 12.3
propagationconstant 1.14
protocolanalyzer 16.43
pulse 11.1
pulseamplitude 11.2

pulsecodemodulation 16.17
pulseovershoot 11.11
pulsepreshoot 11.10
pulseresponsecalibration
generator 12.12
pulseringing 11.13
pulseseparation 11.5
pulsetopnonevenness 11.15
pulseundershoot 11.12
pulsewidth 11.14

Q
qualityfactor 7.3
quasi-peakdetector 12.11

R
radiationresistance 13.12
radiationstrength 13.13
radiocommunicationsintegrated
tester 16.36
real-timemeasurement 1.8
referenceplane 1.40
reflectedpower 5.6
reflection 1.33
reflectioncoefficient 6.4
reflectioncoefficientmodulus 6.5
reflectioncoefficientphaseangle 6.6
reflectionloss 8.5
reflectionparameter 1.9
reflectionwave 1.42
residualreflection 6.8
resistorattenuator 8.11
resonanceparameter 1.11
responsecharacteristic 1.6
returnloss 6.9
reverberatingchamber 13.45
RFpowermeter 5.9
rf-dcdifference 2.12
risetime 11.8
rootmeansquare 2.6
roundpolarization 13.16
RSMphaseerror 16.24

S
scalarnetworkanalyzer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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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ttering 16.16
scatteringparameter 1.38
scatteringparametermethodfor
attenuationmeasurement 8.10
selectivity 1.7
self-calibration 7.17
self-resonance 7.7
semi-anechoicchamber 13.44
serialresonance 7.5
shieldedenclosure 13.41
short-timewaveformdistortion 14.5
shotnoise 10.6
signalgenerator 2.15
signaling 16.8
singledirectionalcoupler
comparisonmethod 5.8
siteattenuation 13.30
skineffect 1.47
SNRorS/N 16.14
solid-statenoisegenerator 10.24
specificabsorptionrate 16.34
spectrum 1.44
spectrumanalyzer 2.17
spectrumpurity 1.45
spuriousmodulation 3.16
squarewave 11.7
standardair-line 6.11
standardmismatchkit 6.14
standardnoisetemperature 10.13
standardphaseshifter 9.9
standardizingvoltage 15.3
storedenergy 15.8
subcarriertohorizontalphase 14.22
substitutionmethodforattennuation
measurement 8.9
surge 13.39
synchronizedcardioversion 15.9
synchronizerdefibrillatormode 15.10
synchronizingsignalsteady-state
non-lineardistortion 14.17

T
terminalconfiguration/connector 7.11
thermalnoise 10.5
thermalvoltageconverter 2.11
timedomainmeasurement 1.1

timedomainreflectometer(TDR) 11.22
timejitter 16.7
topmagnitude 11.4
transmissionline 1.25
transmissionparameter 1.10
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
transmissioncell 12.7
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wave 1.12

U
uniformfieldarea 13.32

V
vectormagnitudeerror 16.28
vectorsignalanalyzer 16.37
vectorsignalgenerator 16.38
videolineardistortion 14.1
videonon-lineardistortion 14.2
voltage 2.1
voltagelevel 2.13
voltagesandingwaveration
(VSWR) 6.7
voltagestandardbybolometric
bridge 2.14

W
wander 16.32
wavefactor 2.8
waveimpedance 1.24
waveguide 1.27
waveguidecutofffrequency 1.20
waveguidewavelength 1.23
weightingdetection 13.34
weightingcontinuousrandomnoise
S/N 14.19
whitenoise 10.8

Y
Y coefficient 10.20
Y coefficientmethod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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