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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群时延特性是通信卫星转发器分系统重要的测试项目!目前通信卫星主要采用数字群时延测试方法!该算

法设计之初是为了满足
$"ABC

量级转发器带宽的测试"随着通信卫星有效载荷技术的不断发展!通信带宽也

呈现出多样化!从军用卫星的窄带通信#带宽
$"DBC

量级$到高通量卫星的宽带通信#带宽
$""ABC

量级$!不

同带宽对群时延测试指标和测试技术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本文在数字群时延测试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

析%

A9EF9G

仿真和卫星工程测试验证等环节!对不同通信带宽下的转发器群时延测试系统%参数及算法进行

优化设计!使其算法能够满足不同转发器带宽下的群时延特性测试"

关键词!通信卫星&数字群时延&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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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时延特性是通信卫星转发器分系统重要的

测试项目"而数字群时延测试法(

$

)是群时延特性测

试的一种数字实现技术%由于该技术信号动态范

围大*算法可重构*参数可灵活配置*测试精度高及

设备集成性好"比矢量网络分析仪及其他测试技术

具有较大的优势(

$

)

"因此广泛应用于通信卫星转发

器测试领域%该方法设计之初是为了适应常规转

发器!

$

"

$""ABC

带宽$的测试"随着通信卫星技

术的不断发展"目前通信带宽已经向窄带宽!小于

$""DBC

$和宽带!大于
$"" ABC

$两个方向拓

展(

#

)

"该测试法已经无法满足不同带宽的测试需

求%究其原因是不同带宽的测试参数和硬件环境



选择不合理"由于测试参数与算法*硬件环境和通

信带宽相关联"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其中的关系"才

能设计出合理的测试参数"进而优化测试系统%

本文将数字群时延测试法抽象成数学模型"并

建立
A9EF9G

仿真平台"通过仿真深入理解测试

参数的深层意义"得出不同带宽的测试参数设计方

法"并搭建硬件测试平台进行验证"最终满足不同

带宽下的群时延测试需求%

=

!

数字群时延测试原理

===

!

群时延定义

!!

群时延是指群信号通过传输系统后"信号整体

产生的延迟%假设通信系统的传递函数为(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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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和
#

!

!

$分别为系统的幅频特性函数和

相频特性函数%

系统群时延特性
$

!

!

$可以表示为(

K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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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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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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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群时延特性是平坦的"即式中
$

!

!

$是常

数"则信号的不同频率分量具有相同时延"因此信

号不会产生畸变#反之若群时延是波动的"即
$

!

!

$

随频率变化"则信号的不同频率分量具有不同时

延"因此信号会产生畸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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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群时延测试方法

数字群时延测试法是利用经过转发器的频率

调制!

[*5

O

)5+:

8

M(V)-,71(+

"

[A

$信号解调出的

调制信号与未经转发器的原始调制信号的相位

差(

!

)来计算转发器系统群时延"其测试原理如图
$

所示"算法实现过程参见文献(

$

)"这里不再赘述%

图
$

!

数字群时延测量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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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模型建立及参数优

化设计

!!

依据数字群时延测量原理(

$

)

"搭建
A9EF9G

仿真平台"模拟转发器通道时延特性及测试链路热

噪声特性"对系统收发全链路进行仿真"仿真链路

如图
#

所示%从算法原理(

$

)和系统仿真链路可以

看出"本测试方法中涉及多个关键测量参数"其对

不同转发器带宽下的群时延测量精度有不同影响%

下面分别对各关键参数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进行理

论和仿真分析"并得出不同带宽下的转发器通道群

时延各个测试参数的优化方法%

图
#

!

数字群时延测试
A9EF9G

仿真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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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频率

转发器通信带宽决定了
[A

信号的一阶分

量(

I

)带宽"即调制频率%表
$

提供了群时延误差随

调制频率变化的仿真条件%仿真条件
$

结果如图

K

所示"条件
#

如图
@

所示"群时延误差随调制频

率呈现非单调关系变化"在测试不同带宽下群时延

时"首先应根据通信带宽大致选择调制频率量级"

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仿真确定调制频率具体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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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频频率"采样速率"采样点数"系统频偏

表
#

给出了
#""ABC

通信带宽下群时延测量

误差随中频频率*采样速率和中频频偏!系统固有

频偏"指硬件的实际中频频率与算法中设置的频率

之间的偏差$的仿真条件"其中中频频率和采样速

率满足采样定律(

HJ%

)

%仿真结果如图
!

所示"

H"

ABC

中频*

@"" A6

?

6

采样速率测试结果精度较

高"

#$=@ABC

中频*

$"A6

?

6

采样速率的测试精

度较低"同时随着系统频偏的增加"测量误差同步

增加%因此"在确定调制频率后"依据测试设备的

条件及能力"尽可能选择较大的中频和采样速率%

同时"中频频偏是测试系统内各设备之间的频率偏

差"将测试系统共时基"能够有效减少系统频率偏

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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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时延随调制频率变化的仿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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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仿真条件
$

仿真条件
#

通信带宽+
ABC "="@ $""

调制频率+
DBC $

"

$" $""

"

$"""

采样速率+
A6

?

6 $" @"

中频频率+
ABC #$=@ H"

测试点数+
5@ $" $""

信噪比+
VG $"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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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条件
$

下群时延误差随调制频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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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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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时延随其他参数变化的仿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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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仿真条件
$

仿真条件
#

通信带宽+
ABC #"" #""

调制频率+
ABC $ $

采样速率+
A6

?

6 $" @"

中频频率+
ABC #$=@ H"

中频频偏+
DBC $

"

$" $

"

$"

信噪比+
VG $" $"

图
!

!

群时延测量误差随系统频偏变化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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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噪比

信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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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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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下行

链路测试设备输入信号的质量(

&

)

"表
K

给出了群时

延误差随信噪比变化的仿真条件"仿真结果如图
I

所示"群时延误差随信噪比增大而减小%由于卫星

转发器饱和输出电平为定值(

#

)

"提高下行链路的信

噪比"需尽可能减小测试电缆或设备间的插损%

表
C

!

群时延误差随信噪比变化的仿真条件

6(;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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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仿真条件

通信带宽+
ABC !"

调制频率+
DBC @""

采样速率+
A6

?

6 $"

中频频率+
ABC #$=@

中频频偏+
DBC $

测试点数+
5! $"

信噪比+
VG "

"

#@

图
I

!

群时延误差随信噪比变化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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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带宽参数设计方法

综合以上仿真和分析过程"从而得出不同带宽

的参数设计方法%

!

$

$根据通信带宽选取调制频率量级"然后通

过仿真结果得出最优调制频率#

!

#

$中频频率和采样速率需满足采样定律(

H

)

%

中频频率可通过测试设备的能力来选择"

9

2

1-5+7

L@@@H9

提供
#$=@ ABC

中频(

$"

)

"

9

2

1-5+7/&"K"

提供
H"ABC

中频(

$$

)

"采样速率依据示波器的能力

来选择"采样点数影响算法的运行速度"采样速率

和点数的选择需平衡硬件资源和测试效率#

!

K

$中频频偏可以通过设备间共时基减弱其影

响#信噪比可以通过减小下行链路插损来来实现%

综上所述"针对
K

种典型转发器带宽"表
@

给

出了群时延测试误差最小的参数设计%

表
F

!

针对不同带宽的
?:6@:.

仿真最优参数

6(;AF

!

G

#

')")H%/

#

(-("%'%-7*+?:6@:.7)"4$(')*&(8I

8*-/)&

2

'*/)++%-%&';(&/0)/'17

参数项 宽带宽 中带宽 窄带宽

模拟转发器带宽+
ABC $$" KI "="@

调制频率+
DBC $""" %"" %

采样速率+
A6

?

6 @"" $" $"

采样点数+
5@ @"" #" #"

中频频率+
ABC H" #$=@ #$=@

测试误差+
+6

"

"=$

"

#

"

#""

C

!

工程实现测试验证

为验证以上仿真结果"搭建硬件测试系统"针

对
K

种不同带宽进行测试验证%具体如图
H

所示"

其中不同带宽被测件包括
@"DBC

"

KIABC

和
$$"

ABC

模 拟 转 发 器%实 测 结 果 以 群 时 延 纹 波

!

S*()

?

V5-,

8

*1

??

-5

$为衡量标准"它表征通信带宽

内群时延的起伏程度(

$#

)

"决定了通信信号的误差

向量幅度!

L**(*45:7(*M,

2

+17)V5

"

L<A

$

(

H

)

"其测

量结果包含了被测件真实的带内群时延起伏以及

测试系统误差(

%

)

"而减少测试误差有助于真实反映

被测件的群时延起伏程度%

图
H

!

硬件实验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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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DBC

窄带模拟器"调制频率可选取

$DBC

至
$"DBC

之间"群时延纹波在
#

6

量级#针

对
KIABC

带宽模拟器"调制频率可选取
@""DBC

至
%""DBC

之间"群时延纹波在
+6

量级#针对
$$"

ABC

宽带模拟器"调制频率可选取
@""DBC

至
$

"""DBC

之间"群时延纹波在
"=$+6

量级%表
!

给

出了实测结果"

K

种带宽的参数组
K

的群时延纹波

明显低于其他两组参数"符合表
@

中
A9EF9G

仿

真结果预期"达到了硬件验证的预期效果%

表
J

!

不同带宽模拟器工程验证情况

6(;AJ

!

K%-)+)8(')*&-%74$'70)'1/)++%-%&';(&/0)/'177)"4$('*-7

参数项
窄带宽 中带宽 宽带宽

参数组
$

参数组
#

参数组
K

参数组
$

参数组
#

参数组
K

参数组
$

参数组
#

参数组
K

模拟器带宽+
AB] "="@ KI $$"

调制频率+
DB] $ @ % @"" I"" %"" @"" %"" $"""

采样速率+
A6

?

6 $" $" $" $" $" $" $" $" @""

采样点+
5@ #" #" #" #" #" #" #" #" @""

中频频率+
ABC #$=@ #$=@ #$=@ #$=@ #$=@ #$=@ #$=@ #$=@ H"

群时延纹波+
+6 @HH" KI%" $"#" K=I$ !=$H "=I% "=H$% "=KKI "="%&

F

!

结束语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数字群时延测试的基本

原理"然后建立
A9EF9G

仿真模型"分析了不同

通信带宽下"测试参数对群时延测量误差的影响"

并归纳出参数设计方法"最后"依据仿真结果"搭建

K

种不同带宽下的硬件测试系统%工程实测结果

与仿真结果一致"满足了不同带宽下的群时延测试

需求"进一步完善了数字群时延测试方法%本文所

研究的数字群时延测试方法的最高精度能达到

"=$+6

(

$$

)

"和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精度相当"但由

于该测试方法的信号源和频谱仪信号动态范围均

大于矢量网络分析仪"因此该测试技术可以应用卫

星转发器在轨测距*微波高精度测距*长电缆时延

测试和系统时延测试等测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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