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地方计量检定规程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采集回放仪》（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2021 年 10 月



目录
一、任务来源------------------------------------------------------------------------------------------------ 1

二、规程起草目的与意义--------------------------------------------------------------------------------- 1

三、规程制定原则------------------------------------------------------------------------------------------ 1

四、主要制定部分编制说明------------------------------------------------------------------------------ 2
1、范围：----------------------------------------------------------------------------------------------------------------2
2、引用文件-------------------------------------------------------------------------------------------------------------2
3、术语-------------------------------------------------------------------------------------------------------------------2
4、概述-------------------------------------------------------------------------------------------------------------------3
5、计量性能要求-------------------------------------------------------------------------------------------------------3
6、通用技术要求-------------------------------------------------------------------------------------------------------3
7、计量器具控制-----------------------------------------------------------------------------错误！未定义书签。



1

编 制 说 明

一、任务来源

《全球卫星导航定位采集回放仪》广东省地方检定规程的编制任务，是经粤市监量

发 [2020]304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2021年广东省地方计量检定规程

任务计划的通知》批准正式立项，由广州计量检测技术研究院负责起草，主要起草人为黄

浩、卢家煌、王萍和刘伯涛。

二、规程起草目的与意义

目的：制定相关的检定规程，提供有效的检定方法，为卫星导航信号采集回放仪提

供溯源,对广东地区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卫星导航

信号采集回放仪起到监管作用，进一步提高本地企业市场竞争力。

意义：卫星导航信号采集回放仪能够对卫星导航系统（北斗、GPS 等）的导航信号

进行实时的采集和存储，并能将采集存储的导航信号无失真的回放，广泛的应用于各类卫

星导航产品的性能测试，但是由于各个生产厂商的产品，标准不一，测试方案各异，所以

很有必要建立一套采集回放仪的检定规程，本检定规程旨在提供计量标准，规范卫星导航

信号采集回放仪技术参数指标。

三、规程制定原则

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专家意见、建议，以现有的生产技术为

前提，与国际惯例靠近、接轨的原则，为卫星导航定位采集回放仪的计量性能提供技术依

据，规程格式依据检定规程编写规范进行编写。

参考与依据的相关标准和文件：

JJF（通信） 042-2020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信号采集回放仪校准规范

GB/T 39472-202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信号采集回放仪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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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四、主要制定部分编制说明

1、范围：

适用于卫星导航定位采集回放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通信)042-2020《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 信号采集回放仪校准规范》

GB/T39472-2020《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信号采集回放仪性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规程

3.1 采集带宽 acquisition bandwidth

采集回放仪采集 GNSS载波频点或通道中心频率时，载波频点或中心频率左右功率下

降 3 dB时的频带宽度。

[JJF(通信)042—2020,3.1]

3.2 回放信号频率 playback frequency

采集回放仪回放 GNSS 的载波频率。

[JJF(通信)042—2020,3.2]

3.3 采集回放仪 signal record and playback device

将卫星导航系统射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进行保存，并能将所保存的数字信号转换成

射频模拟信号播发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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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9472—2020,3.1.1]

4、概述

采集回放仪通过采集回放真实环境中的卫星导航信号对导航终端进行测试，是一

种介于模拟测试和真实测试的补充采集回放仪将采集到的卫星导航信号进行储存、回放。

主要由射频接收模块、信号采集模块、信号合成模块、射频发射模块、数据存储与管理模

块、时钟基准模块、外部接口等功能模块构成。仪器结构示意图见图 1。

图 1 采集回放仪仪结构示意图

5、计量性能要求

5.2 采集带宽

采集带宽：≥20 MHz。

5.3 回放信号频率偏差

回放信号频率偏差：±(0~100) Hz。

5.4 内部时基

相对频率偏差：优于 1×10-7；频率稳定度：优于 5×10-8 /s。

5.5 信号回放功率控制范围

信号回放功率控制范围：-90 dBm~-30 dBm。

5.6 信号回放功率误差

信号回放功率误差：≤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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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伪距准确度

伪距准确度：≤0.6 m。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与常规检查

6.1.1 仪器应具有下列标识：名称、型号、出厂编号、制造厂名及制造日期，铭牌应清晰

地贴在明显处。

6.1.2 仪器外观结构应完好，仪器及附件的所有零件应紧固无松动，不应有妨碍正常工作

的机械损伤。

6.2 通电性检查

通电后，各部件都能正常工作，各旋钮、按键应能正常调节，显示单元应清晰完整。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温度：（23±5）℃。

7.1.2 相对湿度：≤80 %。

7.1.3 电源电压：(220±11) V；频率(50±1) Hz。

7.1.4 实验室应无影响测量结果的电磁干扰。

7.1.5 检定前被检仪器应预热至少 30 min。

7.2 计量标准器具及配套设备

7.2.1 信号发生器

频率：250 kHz～6 GHz，最大允许误差：±5×10-8；

功率范围：(-130～0) dBm，最大允许误差：±1.5 dB。

7.2.2 频谱分析仪

频率：100 kHz～6 GHz，最大允许误差：±5×10-8；

功率范围：(-130～0) dBm，最大允许误差：±(1～3) dB，线性度：±0.2 dB。

7.2.3 测量接收机

频率：100 kHz～6 GHz，最大允许误差：±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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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范围：(-130～0) dBm，功率分辨力：0.01 dB，最大允许误差：±0.5 dB。

7.2.4 GNSS导航模拟器

频点：包含采集回放仪支持的 GPS、BDS、GLONASS等频点；

功率输出范围：(-150～-50) dBm；最大允许误差：±2 dB；伪距精度：优于±0.05 m。

7.2.5 GNSS接收机

频点：包含采集回放仪支持的 GPS、BDS、GLONASS等频点。

静态定位精度平面：±（2.5+1×10-6D）mm，高程±（5+1×10-6D）mm；

RTK定位精度平面：±（8+1×10-6D）mm，高程±（15+1×10-6D）mm。

7.2.6 频标比对器

频率范围：5 MHz或 10 MHz，比对不确定度：优于 1×10-11 /s(k=2)。

7.2.7 频率计

频率：10 Hz~6 GHz，分辨力：1 Hz~100 Hz。

7.2.8 参考时间频率源

频率范围：5 MHz或 10 MHz，频率准确度：优于 1×10-10，

频率稳定度：优于 1×10-11 /s。

7.2.9 功率计

频率：100 kHz～6 GHz；

功率范围：(-20～20) dBm，功率分辨力：0.01 dB，最大允许误差：±0.3 dB。

7.2.10 隔直器

频率范围：100 kHz～6 GHz；插入损耗：≤1 dB。

7.3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及使用中检查项目见表 2。

表 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及通电性检查 ＋ ＋ ＋

采集回放频点 ＋ - －

采集带宽 ＋ - －

采集回放频率偏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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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时基 ＋ ＋ -

回放信号功率

控制范围

＋ ＋ ＋

信号回放功率误差 ＋ ＋ -

伪距准确度 ＋ ＋ ＋

注： “＋”为必检项目，“－”为非必检项目。

7.4 检定方法

7.4.1 外观与通电性检查

待检采集回放仪外观应完好无损，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损伤，其开关、按键、旋钮

应正常，显示屏能正常显示。待检仪器通电后，按照规定时间进行预热，应能正常工作。

7.4.2 采集回放频点

图 2 采集频点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2所示，采集回放仪信号采集端一般有直流馈电，在导航模拟器与

采集回放仪之间串联隔直器，隔离直流电压保证 GNSS导航模拟器安全。

b）GNSS导航模拟器输出采集回放仪能采集的频点信号，信号幅度在采集回放仪采

集信号的幅度范围内，采集回放仪采集导航信号 10 min。

c）设置采集回放仪回放记录的导航信号，信号幅度应在 GNSS接收机接受范围内，

GNSS接收机应能接收解算相应频点的导航信号，且上报定位信息。

7.4.3 采集带宽

图 3 采集带宽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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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集回放仪设置为任意采集功能（单频点或多频点），采集带宽，采集比特位和采

集频率设为适当值或自动；

c）采集回放仪采集频点或通道中心频率为 cf ,信号发生器设置为单次扫频功能，扫频

步进 50 kHz，步进时间为 20 ms，扫频起始频率为 c 2BWf f ，终止频率为 c 2BWf f ，输

出信号电平为-50 dBm（或采集回放仪支持的信号幅度范围内较大值）；

d）设置频谱分析仪扫频范围与信号发生器一致，参考电平高于回放电平 20 dB，分

辨力带宽、视频带宽自动，显示设置为最大保持功能；

e）设置采集回放仪开始采集，信号发生器启动扫频信号，扫频完成后停止采集，保

存采集文件；

f）调出采集后文件，设置回放信号电平为最大，回放采集的扫频信号，使用频谱分

析仪记录回放信号的波形曲线，用标记读取中心频率 cf 处的电平，打开标记增量功能，调

节增量标记，使增量标记在中心频率分别向左边和右边下降至 c 2BWf f ， c 2BWf f 处，

下降过程中，增量电平应均不小于-3 dB，则采集带宽 BWf 符合要求。若增量标记在中心频

率分别向左边和右边下降过程中，增量电平达到-3 dB，则分别记录增量电平-3dB处的频

率 f左(-3dB)， f右(-3dB)，按公式（1）计算实际采集带宽；

g）采集带宽可设置为不同值或不同通道设置采集带宽不同的，需要重新设置重复

b）～f）步骤测量采集带宽。如果采集回放仪没给出具体采集带宽值，设置扫频范围大于

信号采集频点下最大调制带宽包含的频率范围，测量实际采集带宽值。

BWf f f 右(-3dB) 左(-3dB)
（1）

式中：

BWf —采集带宽，Hz；

f左(-3dB)—中心频率左侧下降电平下降 3 dB处的频率值，Hz；

f右(-3dB)—中心频率右侧下降电平下降 3 dB处的频率值，Hz。

7.4.4 采集回放信号频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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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回放信号频率偏差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4所示；

b）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频率为采集回放仪可以采集的任一频点
cf ，输出电平为

-50dBm（或采集回放仪支持的信号幅度范围内较大值），采集回放仪比特位和采集频率

设为适当值或自动，采集回放仪采集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 5 min；

c）设置采集信号回放仪回放采集信号，用频率计读取回放信号频率值
xf ，按公式（2）

计算回放信号频率偏差；

d）改变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为其他频点，重复 b），c）步骤，测量其他频点的回放

信号频率偏差。

x cf f f   （2）

式中：

f —频率偏差，Hz；

xf —输出回放信号频率值，Hz；

cf —输入采集信号频率值，Hz。

7.4.5 内部时基

图 5 内部时基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5所示；

b）设置频标比对器采样时间为 10 s，测量采集回放仪的内部晶体振荡器的相对平均

频率偏差，取其绝对值作为频率准确度；

c）设置频标比对器采样时间为 1 s，采样组数为 100，读取阿伦标准差值作为采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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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仪的内部晶体振荡器的 1 s频率稳定度实测值。

7.4.6 信号回放功率控制范围

图 6 信号回放功率控制范围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6所示；

b）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采集回放仪支持频点的单载波信号，输出电平为采集回放仪

射频输入端口允许的采集信号输入功率较大值；

c）设置采集回放仪采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每频点采集时间不小于 10 min；

d）采集结束后，设置采集回放仪回放步骤(c)记录的采集信号，分别输出采集信号的

最大功率电平和最小功率电平；

e）使用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使用信号发生和功率计对频谱分析仪该测试频点

的-10 dBm游标峰值电平进行校准）测量回放信号的电平值，分别读取实测最大功率 maxP 和

最小功率 minP ；

f）重复步骤 b）～e）测出各被测频点的最大输出功率和最小输出功率。

7.4.7 信号回放功率误差

a）仪器连接如图 6所示；

b）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采集回放仪支持频点的单载波信号，输出功率设为采集回放

仪射频输入端口允许的采集信号输入功率较大值；

c）设置采集回放仪采集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每频点采集时间不小于 10 min；

d）采集结束后，在该频点的 maxP ～ minP 回放功率范围内以 10 dB为步进选取一组功率

值作为测试功率 0P，设置采集回放仪分别回放步骤(c)记录的选定的采集信号功率；

e）使用测量接收机或频谱分析仪（使用信号发生和功率计对频谱分析仪该测试频点

的-10 dBm游标峰值电平进行校准）测量回放信号的电平值，读取实测功率 xP ，按公式(3)

计算回放信号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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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重复步骤 b)～e)测出各被测频点的回放功率误差。

0 xP P P   （3）

式中：

P —功率误差，dB；

0P—输出回放信号功率值，dBm；

xP —实测输出回放信号功率值，dBm。

7.4.8 伪距准确度

伪距准确度用 GNSS接收机与采集回放仪间、星间伪距双差的标准偏差表征。

图 7 伪距准确度测试图

a）仪器连接如图 7所示，按照各设备的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预热；

b）设置 GNSS导航模拟器仿真静止载体场景，可见卫星数不少于 10颗，关闭卫星导

航信号模拟器的星厉误差、星钟误差、电离层延迟、对流层延迟等各距离误差项；

c）设置 GNSS导航模拟器输出被测导航信号类型，输出功率设为-120 dBm；

d）用被检采集回放仪采集 GNSS导航模拟器的输出信号，采集时间 30 min，回放时

信号功率设置为匹配 GNSS接收机最佳工作点的功率（必要时外加衰减器）；

e）用 GNSS收机接收回放信号并记录个时刻的伪距观测值；

f）根据公式（4）～公式（5）分别计算回放信号的伪距准确度。

   0 0ij ij i ij ix x x x x      （4）

 

 

2

1 1

1
2 1

imn

ij
i j

x n

i
i

x

m
  











（5）

式中：

ijx —接收机与模拟输出的导航信号的j卫星在i历元的伪距双差值，m；

ijx —i历元接收机 j卫星的伪距观测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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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x —i历元接收机基准星（设其序号为 0）的伪距观测值，m；

ijx —i历元模拟器输出的 j卫星伪距值，m；

0ix —i历元模拟器输出的基准星（设其序号为 0）的伪距值，m；

im —接收机在 i历元有伪距输出的卫星（通道）数目；

n—历元总数

7.5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检定合格的仪器，发放检定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B；检定不合格的仪器，

发放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的项目，内页格式见附录 B。

7.6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在此期间仪器经修理或对测量结果有疑问时，应及时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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