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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使有线电视系统 以下简称系统 的工程设计与施工做

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信号传输方式的有线电视系统的新建

扩建和改建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射频同轴电缆

射频同轴电缆与光缆组合

射频同轴电缆与微波组合

系统的工程设计应符合当地城镇建设规划和广播电视事

业 有线电视网的发展规划的要求

系统的工程设计 施工除应按本规范执行外 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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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工程设计

一 般 规 定

使用频道的选择和数量应根据电视广播 调频广播 卫星

接收微波传输 自办节目等信号源的现状 发展和经济条件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预留 个频道

宜避免各种频率的组合干扰 对无法避免的干扰 应

采取变换频道等措施

传输方式的确定 当传输干线的衰耗 以最高工作频率下

的衰耗值为准 小于 时 可采用甚高频 超高频

直接传输方式 传输干线的衰耗大于 时 应采用甚

高频 传输方式或邻频传输方式

系统模式应根据信号源质量 环境条件和系统的规模及功

能等因素确定 前端宜设置在覆盖区域中心 当接收信号场强小于

时 可采取增设远地前端等措施

按系统模式应对前端 干线和分配网络进行主要技术指标

的分配和计算

设备 部件及材料的选择 应符合下列规定

产品性能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并经国家规

定的质检部门测试认定

在同一系统工程中选用的主要部件和材料 其性能

外观应一致

选用的设备和部件的输入 输出标称阻抗 电缆的标

称特性阻抗均应为

系统设施工作的环境温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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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地区室外工作的设施

其它地区室外工作的设施

室内工作的设施

系统的基本模式及主要技术指标分配

系统可采用无干线系统 独立前端系统 有中心前端系统

有远地前端系统四种基本模式 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无干线系统模式规模很小 不需传输干线 由前端直

接引至用户分配网络 图

图 无干线系统模式

独立前端系统模式是典型的电缆传输分配系统 由前

端 干线 支线及用户分配网组成 图

有中心前端的系统模式规模较大 除具有本地前端

外 还应在各分散的覆盖地域中心处设置中心前端 本地前端至各

中心前端可用干线或超干线相连接 各中心前端再通过干线连至

支线和用户分配网络 图

有远地前端的系统模式 其本地前端距信号源太远

应在信号源附近设置远地前端 经超干线将收到的信号送至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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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 图

图 独立前端系统模式

图 有中心前端的系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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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有远地前端的系统模式

注 系统基本模式中常用的图形符号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的规定

系统载噪比 交扰调制比和载波互调比的最小设计值应符

合表 的规定

系统载噪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的最小设计值 表

项 目 设计值

载噪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

各种系统模式的前端 干线和分配部分的主要技术指标的

分配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无干线系统的指标分配系数应符合表 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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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干线系统指标分配系数 表

项 目 前 端 分配网络

载噪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

独立前端系统的指标分配系数 应根据干线的衰耗值

按表 的规定选取

独立前端系统指标分配系数 表

项 目
前 端 干 线 分配网络

载 噪 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

具有中心前端和远地前端系统的指标分配系数应符合

表 的规定

中心前端和远地前端系统指标分配系数 表

项 目 本地前端
远地前端
中心前端

本地干线
超干线

中心干线 分配网络

载 噪 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

载噪比 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的分贝 数可按下列

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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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分配给某一部分载噪比的分贝数

分配给该部分载噪比的系数

分配给某一部分交扰调制比的分贝数

分配给该部分交扰调制比指标的系数

分配给某部分二阶载波互调比的分贝数

分配给该部分载波互调比的系数

分配给该部分三阶载波互调比的分贝数

系统输出口电平设计值宜符合下列要求

非邻频系统可取

采用邻频传输的系统可取

注 在强场强区的较高楼层可提高电平 以避免同频干扰

系统输出口频道间的电平差的设计值不应大于表

的规定

系统输出口频道间电平差 表

频 道 频 段 系统输出口电平差

任意频道

超高频段

甚高频段

甚高频段中任意 内

超高频段中任意 内

相邻频道

接 收 天 线

接收天线安装位置应设置在较高处 避开接收电波传输方

向上的阻挡物和周围的金属构件 并应远离公路 电气化铁路 高

压电力线以及工业干扰等干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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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天线安装位置的信号场强可根据实际测试结果和主

观视听效果综合确定 实际测试时 宜选择不少于 个有可比性的

测试点 在每个测试点上 应测试所有频道 频率 的信号场强 频

带内和频带外 邻频 的干扰场强

对新建建筑物天线安装位置的信号场强 可根据理论计算值

并按主观视听和实际测试结果来确定 实际测试可采用模拟建筑

物建成以后的状况来测定

接收天线和天线放大器应按下列要求选用

每接收一个电视频道信号 应采用一副相应频道的接

收天线 两个或两个以上电视广播信号源处于同一方位时 可共用

一副宽频带天线 接收到的每一个频道的信号质量应满足系统前

端对信号质量的要求

当接收信号场强较弱 反射波较多或干扰较大时 使

用普通天线不能保证前端对输入信号的质量要求 可采用高增益

天线 加装低噪声天线放大器或采用特殊型式的天线

接收天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天线与天线竖杆 架 应能承受设计规定的风荷载和

冰荷载

天线与天线竖杆 架 应具有防潮 防霉 抗盐雾 抗硫

化物腐蚀的能力 用金属构件时 其表面必须镀锌或涂防锈漆

天线在竖杆 架 上调整时 应能转动和上下移动 其

固定部位应方便 牢靠

天线 竖杆 架 拉线与支撑 附件应组装方便 固定

可靠

安装在室外的天线馈电端 阻抗匹配器 天线避雷器 高频

连接器和放大器等应具有良好的防雨措施

接收天线的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采用拉线竖杆 架 的安装方式时 拉线不得位于接收

信号的传播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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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杆 架 和抛物面天线的安装应按生产厂提供的资

料和要求设计

天线放大器应安装在竖杆 架 上 天线至前端的馈线

采用屏蔽性能好的同轴电缆 其长度不得大于 并不得靠近前

端输出口和干线输出电缆

两副天线的水平或垂直间距不应小于较长波长天线

的工作波长的 且不应小于

最低层天线与支承物顶面的间距不应小于其工作波

长

前 端

各频道天线送至前端的最小输入电平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天线送至前端的最小输入电平

分配给前端的载噪比

前端的噪声系数

前端输出电平的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采用频道放大器输出型前端

式中 频道放大器输出电平设计值

频道放大器标称最大输出电平

采用宽带放大器输出型前端

式中 宽带放大器每个频道输出电平设计值

宽带放大器标称最大输出电平

系统传输的频道数目

分配给前端的交扰调制比

具有自办节目功能的前端 采用视频设备的信噪比不应小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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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邻频道传输的前端设备 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 以上的邻频信号抑制特性

频率偏移在甚高频段不应大于

图像伴音功率比的调整范围应为

干 线 传 输

干线放大器常温下输入电平的最低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干线放大器常温下输入电平的最低值

分配给干线部分的载噪比

单个放大器的噪声系数

该干线上串接放大器的个数

干线放大器常温下输出电平的最高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干线放大器常温下输出电平的最高值

干线放大器的标称最大输出电平

分配给干线部分的交扰调制比

干线放大器在常温下输入电平和输出电平的设计值 应按

下列公式分别计算

设有自动电平调节 的干线系统

未设自动电平调节 的干线系统

式中 干线放大器输入电平的设计值

干线放大器输出电平的设计值

干线传输部分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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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干线衰耗不大于 时 可采用斜率均衡和手动

增益调整的放大器

当干线衰耗大于 小于 时 必须采用自动

增益调节 干线放大器

当干线衰耗超过 时 必须采用自动电平调节

干线放大器

当传输干线中需要提供分配点时 宜采用桥接放大器

或定向耦合器

分 配 网 络

分给分配网络部分的交扰调制比 载波互调比的指标 宜

在分配网络部分的桥接放大器和各延长放大器上均等分配

桥接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平的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桥接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平设计值

桥接放大器标称最大输出电平

分配给桥接放大器的交扰调制比

延长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平的设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延长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平设计值

延长放大器标称最大输出电平

分配给延长放大器的交扰调制比

分配网络宜采用分配 分支或分支 分支方式

分配器的空余端和最后一个分支器的主输出口 必须终接

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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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机房和自办节目站

有自办节目功能的前端 应设置单独的前端机房 播出节

目在 套以下时 前端机房的使用面积宜为 播出节目每增

加 套 机房面积宜增加

具有自制节目功能的有线电视台 可设置演播室和相应的

技术用房 演播室的工艺设计宜符合下列要求

演播室天幕高度宜为

室内噪声宜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有线广播录音播音室

声学设计规范和技术用房技术要求 附录 噪声评价曲线的规

定 并应小于

混响时间为

室内温度夏季不高于 冬季不低于

演播室演区照度不低于 色温为

部件安装和线路敷设

系统中所用部件应具备防止电磁波辐射和电磁波侵入的

屏蔽性能 室外信用的部件还应有良好的防潮 防雨和防霉措施

在有盐雾 硫化物等污染区使用的部件 尚应具有抗腐蚀能

力

部件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部件及其附件的安装应牢固 安全并便于测试 检修

和更换

应避免将部件安装在厨房 厕所 浴室 锅炉房等高

温 潮湿或易受损伤的场所

在室内安装系统输出口用户面板 其下沿距离地

楼 面的高度应为 或

前端设备应组装在结构坚固 防尘 散热良好的标准箱

柜或立架中 部件和设备在立架中应便于组装 更换 立架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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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不少于两个频道部件的空余位置

固定的立柜 立架背面与侧面离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前端机房和演播控制室宜设置控制台 控制台正面与墙的

净距不应小于 侧面与墙或其它设备的净距 在主要通道不

应小于 在次要通道不应小于

演播控制室 前端机房内的电缆敷设宜采用地槽 对改建

工程或不宜设置地槽的机房 也可采用电缆槽或电缆架 并置于

机架上方 采用电缆架敷设时 应按分出线顺序排列线位 并绘

出电缆排列端面图

电缆 光缆 线路路由设计 应使线路短直 安全 稳定

可靠 便于维修 检测 并应使线路避开易受损场所 减少与其

它管线等障碍物的交叉跨越

室外线路敷设方式宜符合下列要求

当用户的位置和数量比较稳定 要求电缆线路安全隐

蔽时 可采用直埋电缆敷设方式

当有可供利用的管道时 可采用管道电缆敷设方式

但不得与电力电缆共管孔敷设

对下列情况可采用架空电缆敷设方式

不宜采用直埋或管道电缆敷设方式

用户的位置和数量变动较大 并需要扩充和调整

有可供利用的架空通信 电力杆路

当有建筑物可供利用时 前端输出干线 支线和入户

线的沿线 宜采用墙壁电缆敷设方式

电缆与其它架空明线线路共杆架设时 其两线间的最小间

距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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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与其它架空时线线路共杆架设的最小间距 表

种 类 间 距

电力线

及以下电力线

广 播 线

通 信 线

电缆在室外敷设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通信设

计规范 中的有关规定

电缆在室内敷设 宜符合下列规定

在新建或有内装修要求的已建建筑物内 可采用暗

管敷设方式 对无内装修要求的已建建筑物可采用线卡明敷方式

不得将电缆与电力线同线槽 同出线盒 同连接箱

安装

明敷的电缆与明敷的电力线的间距不应小于

分配放大器 分支 分配器可安装在楼内的墙壁和吊顶

上 当需要安装在室外时 应采取防雨措施 距地面不应小于

防雷 接地与安全防护

系统的防雷设计应有防止直击雷 感应雷和雷电侵入波的

措施

接收天线的竖杆 架 上应装设避雷针 避雷针的高度应

能满足对天线设施的保护 当安装独立的避雷针时 避雷针与天

线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应大于

独立避雷针和接收天线的竖杆均应有可靠的接地 当建筑

物已有防雷接地系统时 避雷针和天线竖杆的接地应与建筑物的

防雷接地系统共地连接 当建筑物无专门的防雷接地可利用时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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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门的接地装置 从接闪器至接地装置的引下线宜采用两根

从不同的方位以最短的距离沿建筑物引下 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沿天线竖杆 架 引下的同轴电缆应采用双屏蔽电缆或采

用单屏蔽电缆穿金属管敷设 双屏蔽电缆的外层或金属管应与竖

杆有良好的电气连接

设置在天线附近的天线放大器 当采用单独的电源线馈电

时 电源线应单独穿金属管敷设 并严禁架空明敷

进入前端的天线馈线应加装避雷保护器

市区架空电缆吊线的两端和架空电缆线路中的金属管道

均应接地 郊区旷野的架空电缆线路在分支杆 引上杆 终端杆

角深大于 的角杆 安装干线放大器的电杆 以及直线线路每隔

根电杆处 均应将电缆外层屏蔽接地

室外线路的防雷和接地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企

业通信接地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向系统设备及用户设备提供电源的室外电力线路 自室外

引入建筑物时采取的防雷电波侵入的措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的规定

电缆进入建筑物时 在靠近电缆进入建筑物的地方 应

将电缆的外导电屏蔽层接地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架空电缆直接引入时 在入户处应增设避雷器 并

应将电缆外导体接到电气设备的接地装置上

进入建筑物的架空金属管道 在入户处应与接地装

置相连

电缆直接埋地引入时 应在入户端将电缆金属外皮

与接地装置相连

系统内的电气设备接地装置和埋地金属管道应与防雷接

地装置相连 当不相连时 两者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不得直接在两建筑物屋顶之间敷设电缆 应将电缆沿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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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防雷保护区以内 并不得妨碍车辆的运行 其吊线应作接地

处理

当天线针 架 的高度超过 且高于附近建筑物 构

筑物或处于航线下面时 应设置高空障碍灯 并应在杆 架 或

塔上涂颜色标志

系统的安全防护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中有关安全要求的规定

供 电

不设演播室的系统 前端机房宜采用 单相交

流电源 并应有独立的供电回路

设置演播室的系统宜采用 电源 并应从

总配电盘 箱 柜 引入独立的供电回路

演播室灯光与技术设备的供电 应分别设置供电回路 并

应采用相应的防干扰措施

前端机房和演播室的设备供电电压波动超过

范围时 应设电源稳压装置

干线放大器的供电应采用芯线馈电的方式 电源插入器

宜设置在桥接放大器处

当供给供电器的电力线路与电缆同杆架设时 供电线材应采

用绝缘导线 并应架在电缆的上方 与电缆的距离应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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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工程施工

一 般 规 定

系统的工程施工应以设计图纸为依据 并应遵守本章的规

定

系统的工程施工应具备下列条件

施工单位必须执有系统的工程施工执照

设计文件和施工图纸齐全 并已会审批准 施工人员

应熟悉有关图纸并了解工程特点 施工方案 工艺要求 施工质

量标准等

施工所需的设备 器材 辅材 仪器 机械等应能满

足连续施工和阶段施工的要求

新建建筑系统的工程施工 应与土建施工协调进行

预埋线管 支撑件 预留孔洞 沟 槽 基础 楼地面等均应符

合设计要求

施工区域内应能保证施工用电

系统的工程施工前 应对下列情况进行调查

施工区域内建筑物的现场情况

使用道路及占用道路 包括横跨道路 的情况

允许同杆架设的杆路及自立杆杆路的情况

敷设管道电缆和直埋电缆的路由状况和预留管道的

情况 以及各管道作出路由标志情况

在施工现场影响施工的各种障碍物的情况

施工前应对系统使用的材料 部件和设备进行下列检查

按照施工材料表对材料进行清点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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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部件 设备的规格 型号 数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

产品外观应无变形 破损和明显脱漆现象

有源部件均应通电检查

接 收 天 线

接收天线应按设计要求组装 并应平直 牢固 天线竖杆

基座应按设计要求安装 结合收测和观看 确定天线的最优方位

后 将天线固定

竖杆拉线地锚必须与建筑物连接牢固 不得将拉线固定在

屋面透气管 水管等构件上 安装时应使各根拉线受力均匀

天线馈电端必须与阻抗匹配器 馈线 天线放大器连接牢

固 并应有可靠的防水措施

前 端 机 房

前端设备与控制台的安装 应符合下列要求

按机房平面布置图进行设备机架与控制台定位

机架和控制台到位后 均应进行垂直度调整 并从一

端按顺序进行 几个机架并排在一起时 两机架间的缝隙不得大

于 机架面板应在同一平面上 并与基准线平行 前后偏差

不应大于 对于相互有一定间隔而排成一列的设备 其面板

前后偏差不应大于

机架和控制台的安放应竖直平稳

机架内机盘 部件和控制台的设备安装应牢固 固定

用的螺丝 垫片 弹簧垫片均应按要求装上不得遗漏

机房室内电缆的布放 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采用地槽时 电缆由机架底部引入 布放地槽的电

缆应将电缆顺着所盘方向理直 按电缆的排列顺序放入槽内 顺

直无扭绞 不得绑扎 电缆进出槽口时 拐弯处应成捆绑扎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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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最小曲半径要求

当采用架槽时 电缆在槽架内布放可不绑扎 并宜留

有出线口 电缆应由出线口从机架上方引入 引入机架时 应成

捆空绑

当采用电缆走道时 电缆也应由机架上方引入 走道

上布放的电缆 应在每个梯铁上进行绑扎 上下走道间的电缆或

电缆离开走道进入机架内时 应在距起弯点 处开始 每隔

空绑一次

当采用活动地板时 电缆应顺直无扭绞 不得使电缆

盘结 在引入机架处应成捆绑扎

电缆的敷设在两端应留有余量 并标示明显永久性标

记

各种电缆插头的装设应按产品特性的要求 并应做到接触

良好 牢固 美观

机房内接地母线的路由 规格应符合设计规定 施工时应

满足下列要求

接地母线表面应完整 并应无明显锤痕以及残余焊剂

渣 铜带母线应光滑无毛刺 绝缘线的绝缘层不得有老化龟裂现

象

接地母线应铺放在地槽和电缆走道中央 或固定在架

槽的外测 母线应平整 不歪斜 不弯曲 母线与机架或机顶的

连接应牢固端正

铜带母线在电缆走道上应采用螺丝固定 铜绞线的母

线在电缆走道上应绑扎在梯铁上

电缆从房屋引入引出 在入口处要加装防水罩 电缆向上

引时 应在入口处做成滴水弯 其弯度不得小于电缆的最小弯曲

半径 电缆沿墙上下引时 应设支撑物 将电缆固定 绑扎 在

支撑物上 支撑物的间距可根据电缆的数量确定 但不得大于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在有光端机 发送机 接收机 的机房中 端机上的光缆

应留 余量 余缆应盘成圈妥善放置

干 线 架 设

架设架空电缆时 应先将电缆吊线用夹板固定在电缆杆

上 再用电缆挂钩把电缆卡挂在吊线上 挂钩的间距宜为

根据气候条件 每一杆挡均应留出余兜

在新杆上布放和收紧吊线时 要防止电杆倾斜和倒杆 在

已架有电信 电力线的杆路上加挂吊线时 要防止吊线上弹

架设墙壁电缆应先在墙上装好墙担 把吊线放在墙担上收

紧 用夹板固定 再用电缆挂钩将电缆卡挂在吊线上

墙壁电缆沿墙角转弯 应在墙角处设转角墙担

电缆采用直埋方式 必须使用具有铠装的能直埋的电缆

其埋深不得小于 紧靠电缆处要用细土覆盖 上压一

层砖石保护 在寒冷的地区应埋在冻土层以下

电缆采用穿管敷设时 应先清扫管孔 并在管孔内预设一

根铁线 将电缆牵引网套绑扎在电缆头上 用铁线将电缆拉入到

管道内 敷设较细的电缆可不用牵引网套 直接把铁线绑扎在敷

设的电缆上

当架空电缆和墙壁电缆引入地下时 在距地面不小于

的部分应采用钢管保护 钢管应埋入地下

布放电缆时 应按各盘电缆的长度根据设计图纸各段的长

度选配 电缆需要接续时应严格按电缆生产厂提出的步骤和要求

进行 不得随意接续

安装干线放大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架空电缆线路中 干线放大器应安装在距离电杆

的地方 并固定在吊线上

在墙壁电缆线路中 干线放大器应固定在墙壁上 吊

线有足够的承受力 也可固定在吊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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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穿管或直埋电缆线路中干线放大器的安装 应

保证放大器不得被水浸泡 可将放大器安装在地面以上

干线放大器输入 输出的电缆 均应留有余量 连接

处应有防水措施

光缆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光缆敷设前 应使用光时域反射计和光纤衰耗测试仪

检查光纤有无断点 衰耗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核对光缆的长度 根据施工图上给出的实际敷设长度

来选配光缆 配盘时应使接头避开河沟 交通要道及其它障碍物

处 架空光缆的接头与杆的距离不应大于

布放光缆时 光缆的牵引端头应作技术处理 并应采

用具有自动控制牵引力性能的牵引机牵引 其牵引力应施加于加

强芯上 并不得超过 牵引速度宜为 一次牵引的

直线长度不宜超过 布放光缆时 其弯曲半径不得小于光缆

外径的 倍

光缆的接续应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来操作 接续时

应采用光功率计或其它仪器进行监视 使接续损耗达到最小 接

续后应安装光缆接头护套

架空光缆敷设时端头应采用塑料胶带包扎 接头的预留

长度不宜小于 并将余缆盘成圈后挂在杆的高处 架空光缆可

不留余兜 但中间不应绷紧 地下光缆引上电杆必须用钢管穿管

保护 引上杆后 架空的始端可留余兜 图

管道光缆敷设时 无接头的光缆在直道上敷设应由人

工逐个人孔牵引 预先作好接头的光缆 其接头部分不得在管道

内穿行

在桥上敷设光缆时 宜采用牵引机和中间人工辅助牵

引 光缆在电缆槽内布放不宜过紧 在桥身伸缩接口处应做

个 弯 每处宜余留 当穿越铁路桥面时 应外加金属

管保护 光缆经过垂直走道时 应绑扎在支持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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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地下光缆引出时的保护

支线和用户线

支线宜采用架空电缆或墙壁电缆 架设方法应符合本规范

第 节的规定 沿墙架设时 也可采用线卡卡挂在墙壁上 卡

子间的距离不得超过 并不得以电缆本身的强度来支承电缆

的重量和拉力

采用自承式同轴电缆 图 作支线或用户线时

电缆的受力应在自承线上 图 在电杆或墙担处将自承

线与电缆连接的塑料部分切开一段距离 并在切开处的根部缠扎

三层聚氯乙烯带 并应缩短自承线 用夹板夹住使电缆产生余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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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自承式同轴电缆

图 自承式电缆的自承线

采用自承式电缆作用户引入线时 在其下线端处应用缠扎

法把自承线终结做在下线钩 电杆或吊线上 图

用户线进入房屋内可穿管暗敷 也可用卡子明敷在室内墙

壁上 或布放在吊顶上 但均应做到牢固 安全 美观



150

缠扎三层乙稀带防止分离

终结缠孔

自承线固定

吊线分歧夹板分线头

电缆保护

150

钉入式线钩

预制另缠终端

缠绕三层乙稀带防止分离

固定夹板

电缆保护

钉

入

式

线

环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图 终结在吊线上

图 终结在线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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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墙壁上安装的系统输出口用户盒 应做到牢固 美

观 接线牢靠 接收机至用户盒的连接线应采用阻抗为 屏蔽

系数高的同轴电缆 其长度不宜超过

防雷 接地及安全防护

系统工程的防雷接地 必须按设计要求施工 新建工程接

地装置的埋设宜与土建施工同时进行 对隐蔽部分应在覆盖前及

时会同有关单位随工检查验收

接闪器应与天线竖杆 独立避雷针则应与接闪器支持杆

同在地面组装 接闪器长度应按设计要求确定 并不应小于

直径不应小于 接闪器与竖杆的连接宜采用焊接 焊接的搭

接长度宜为圆钢直径的 倍 当采用法兰连接时 应另加横截面

不小于 的镀锌圆钢电焊跨接

避雷引下线宜采用 扁钢或直径为 圆

钢 引下线与天线竖杆应采用电焊连接 其焊接长度应为扁钢宽

度的 倍或圆钢直径的 倍 引下线与接地装置必须焊接牢固

所有焊接处均应涂防锈漆

干线放大器的外壳和供电器的外壳均应就近接地

架空电缆中供电器的市电输入端的相线和零线 对地均应

接入适用于交流 工作电压的压敏电阻

重雷区架空引入线在建筑物外墙上终结后 应通过接地盒

图 在户外将电缆的外屏蔽层接地 用户引入线户外连

接经接地盒连至建筑物内分配器 分支器直至用户输出口 图



固定螺丝

房屋接地

盒

F型接头

至墙上插头

到地线

从配线电缆来

室内同轴线

钉入式环线

至地

地线
地线

地线卡钉

保安器

接地盒

型夹板

下线钩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图 接地盒

接地盒户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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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 应测量所有接地装置的电阻值 当达不到

设计要求时 应在接地极回填土中加入无腐蚀性的长效降阻剂

系统的调测

系统的工程各项设施安装完毕后 应对各部分的工作状态

进行调测 以使系统达到设计要求

前端部分的调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检查前端设备所使用的电源 应该符合设计要求

在各电视台正常播出的情况下 在各频道天线馈线的

输出端测量该频道的电平值 应与设计要求相符

在前端输出口测量各频道的输出电平 包括调频广播

电平 通过调节各专用放大器的输入衰耗器使输出口电平达到设

计规定值

放大器输出电平的调整应符合下列要求

放大器的供电电源 应符合设计要求

在每个干线放大器的输出端或输出电平测试点应测

量其高 低频道的电平值 并通过调整干线放大器内的衰耗均衡

器 使其输出电平达到设计要求

各用户端高低频道的电平值 应达到设计要求 在一个区

域内 一个分配放大器所供给的用户 多数用户的电平值偏离要

求时 应重新对分配放大器进行调整 使之达到要求

当系统较大 用户数较多时 可只抽测 的用户

调测中应作好调测记录 调测记录表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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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工程验收

一 般 规 定

系统的工程竣工运行后两个月内 应由设计 施工单位向

建设单位提出竣工报告 建设单位应向系统管理部门申请验收 系

统工程验收应由系统管理部门 设计 施工 建设单位的代表组

成验收小组 按本规范规定和竣工图纸进行验收 并应做记录 签

署验收证书 立卷和归档

系统的工程验收合格后的一年内 因产品或设计 施工质

量问题造成系统工作的异常 设计 施工单位应负责采取措施恢

复系统的正常工作

系统的工程验收前 应由施工单位提供调测记录 系统的

工程验收测试必需的仪器 应附有计量合格证

系统的工程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系统质量的主观评价

系统质量的测试

系统工程的施工质量

图纸 资料的移交

系统规模根据其容纳的输出口数可按表 的规定分

为四类

系统验收分类 表

系统类别 系统所容纳的输出口数 个

以上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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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观评价和客观测试用的测试点应视为标准测试点

标准测试点应是典型的系统输出口或其等效终端 等效终端的信

号必须和正常的系统输出口信号在电性能上相同

标准测试点应选择噪声 互调失真 交调失真 交流声调制

以及本地台直接窜入等影响最大的点

不同类别的系统 标准测试点的最小数量应符合下列规

定

对 类和 类系统 每 个系统输出口中应有

个标准测试点 且至少应有一个位于系统中主干线的最后一

个分配放大器之后的点 对于 类系统 其系统设置上相同的标

准测试点可限制在 个以内

对于 类系统 不得少于 个标准测试点 并至少有

个接近主干线或分配线的终点

对于 类系统 至少应有一个标准测试点

系统质量的主观评价

系统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图像质量采用五级损伤制评定 五级损伤制评分分级

应符合表 的规定

五级损伤制评分级 表

图像质量损伤的主观评价 评分分级

图像上不觉察有损伤或干扰存在

图像上有稍可觉察的损伤或干扰 但不讨厌

图像上有明显察觉的损伤或干扰 令人感到讨厌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较严重 令人相当讨厌

图像上损伤或干扰极严重 不能观看

图像和伴音 包括调频广播声音 质量损伤的主观评

价项目应符合表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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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价项目 表

项 目 损伤的主观评价现象

载 噪 比 噪波 即 雪花干扰

交扰调制比 图像中移动的垂直或斜图案 即 窜台

载波互调比 图像中的垂直 倾斜或水平条纹 即 网纹

载波交流声比 图像中上下移动的水平条纹 即 滚道

同 波 值
图像中沿水平方向分布在右边一条或多条轮廓线 即
重影

色 亮度时延差 色 亮信息没有对齐 即 彩色鬼影

伴音和调频广
播的声音

背景噪声 如丝丝声 哼声 蜂声和串音等

进行系统质量主观评价的方法和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输入前端的射频信号源质量不得低于 分 当信号

源质量在 分以下时 可采用标准信号发生器或高质量录像信

号代替

系统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电视接收机应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彩色全频道

接收机

观看距离应为荧光屏面高度的 倍 室内照度应适

中 光线柔和

视听人员不应少于 名 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比

例由验收小组确定 视听人员首先应在前端对信号源进行主观评

价 然后在标准测试点视听 独立评价打分 并应取平均值为评

价结果

当按本规范表 中的项目进行主观评价 每个频

道的得分值均不低于 分时 系统质量的主观评价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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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质量的测试

在不同类别系统的每一个标准测试点上必需测试的项目

应符合表 的规定

必需测试的项目 表

项 目 类 别 测试数量及要求

图像和调频载波电平 所有频道

载噪比 所有频道

载波互调比 每个波段至少测一个频道

载波组合三次差拍比 所有频道

交扰调制比 每个波段测一个频道

载波交流声比 任选一个频道进行测试

频道内频响 任选一个频道进行测试

色 亮度时延差 任选一个频道进行测试

微分增益 任选一个频道进行测试

微分相位 任选一个频道进行测试

注 对于不测的每个频道也应检查有无互调产物

在多频道工作时 允许折算到两个频道来测量 其折算方

法按各频道不同步的情况考虑

在主观评价中 确认不合格或争议较大的项目 可以增加

表 规定以外的测试项目 并以测试结果为准

系统质量的测试参数要求和测试方法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声音和电视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的规

定

系统的工程施工质量

系统的工程施工质量应按施工要求进行验收 检查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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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要求应符合表 的规定

施工质量检查主要项目和要求 表

项 目 检 查 要 求

接

收

天

线

天 线
振子排列 安装方向正确
各固定部位牢固
各间距符合要求

天 线 放
大器

牢固安装在竖杆 架 上
防水措施有效

馈 线
应有金属管保护
电缆与各部件的接点正确 牢固 防水

竖杆 架
及拉线

强度符合要求
拉线方向正确 拉力均匀

避雷针及
接地

避雷针安装高度正确
接地线符合要求
各部位电气连接良好
接地电阻不大于

前 端
设备及部件安装地点正确
连接正确 美观 整齐
进 出电缆符合设计要求 有标记

传输设备
符合安装设计要求
各连接点正确 牢固 防水
空余端正确处理 外壳接地

用户设备
布线整齐 美观 牢固
输出口用户盒安装位置正确 安装平整
用户接地盒 避雷器安装符合要求

电缆及接插件

电缆走向 布线和敷设合理 美观
电缆弯曲 盘接符合要求
电缆离地高度及与其它管线间距符合要求
架设 敷设的安装附件选用符合要求
接插部件牢固 防水防腐蚀

供电器
电源线

符合设计 施工要求

验 收 文 件

系统的工程验收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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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频道 自播频道与信号场强
系统输出口数量 干线传输距离
信号质量 干扰 反射 阻挡等
系统调试记录

系统图
前端及接收天线
传输及分配系统
用户分配电平图

布线图
前端 传输 分配各部件和标准测试点的位置
干线 支线路由图
天线位置及安装图
标准层平面图 管线位置 系统输出口位置图
与土建工程同时施工部分的施工记录

主观评价打分记录
客观测试记录 包括测试数据 测试方框图 测试仪

器 测试人和测试时间
施工质量与安全检查记录 包括防雷 接地
设备 器材明细表
其它

系统工程验收合格后 验收小组应签署验收证书 验收证
书的格式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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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系统基本模式中常用的图形符号

编 号 图 例 涵 义

本地 远端 前端

中心前端

干线放大器

干线桥接放大器

桥接放大器

延长放大器

分配放大器

分配器

分支部

定向耦合器

终端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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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用测试表格

前端设备调试记录表 表

频

道
电

平
值

项

目

直 接 收 转 调 频 广 播 卫星接收 自办节目

前端输入 天线输出 电平

信
号
处
理
设
备

中频输出电平

解调整输出电平

卫星接收输出电平

调制输入电平

频道变换输入电平

输 出 频 道

前端输出电平

衰耗器步位

测
试
时
间

气

候

电
频
表
型
号

测
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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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 桥接 分配 延长 放大器测试记录表 表

放大器

编 号

放大器

型 号

输入电平 补偿间隔 输出电平

低端 高端
电缆

型号
距离 低端 高端

衰耗均衡

步位

测
试
时
间

气

候

电
平
表
型
号

测
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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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系统的工程验收证书

系统工程验收证书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设计单位及地址 许可证书

施工单位及地址 许可证书

建设单位及地址

工
程
概
况

输出口数 接收频道 自播频道 备 注

验
收
结
果

主观评价 客观测试 施工质量 资料移交

验收
结论

设计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系统主管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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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作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

符合 的规定 或 应符合 要求 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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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 武汉市广播电视局

参 加 单 位 武汉无线电天线厂

北京电视设备厂

中南建筑设计院

主要起草人 吴英民 程念沛 米新英 程永斌

郑经娣 叶 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