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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空中交通管制二次监视雷达 以下简称二次监视雷达 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

则和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 生产和验收近程及远程各型二次监视雷达 是制订各型二次监视雷达产品标准

的基本依据

引用标准

雷达名词术语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常用名词术语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设计制造要求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环境条件要求和试验方法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可靠性试验方法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对空情报雷达检飞规范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验收规则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技术条件 维修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总要求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机载设备和分系统 包括相应的地面辅助

设备 的要求 类

军用设备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天线测试方法 天线测试场的测试设备

天线测试方法 天线测试场的设计

天线测试方法 在天线测试场测量天线辐射方向图

天线测试方法 极化测量

天线测试方法 功率增益和方向性的测量

术语

询问波瓣

发射询问模式脉冲 的天线波瓣



控制波瓣

发射脉冲 抑制副瓣和尾瓣询问的天线波瓣

控制脉冲

指天线控制波瓣辐射的脉冲 用以抑制副瓣和尾瓣

产品分类

空中交通管制二次监视雷达分为两类

近程二次监视雷达

远程二次监视雷达

主要技术要求

使用性能

作用距离

近程二次监视雷达大于 高度为 时

远程二次监视雷达大于 高度为 时

发现概率

发现概率应不小于

分辨力

分辨力应能与配合的一次监视雷达的分辨力相适应

可靠性及可维修性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大于或等于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小于或等于

接口

能与二次监视雷达信号处理设备或显示设备配合工作

能与空中交通管制一次监视雷达配合工作

二次监视雷达输出信号应包括视频信号或目标的点迹 航迹数据信号 输出方式有多路输出或

混合输出两种 输出信号特性由产品标准规定

环境条件

高温

高温要求根据需要从表 中选取 并由产品标准规定

表 高温要求

使用场所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室内

室外

低温

低温要求根据需要从表 中选取 并由产品标准规定

表 低温要求

使用场所 工作温度 贮存温度

室内

室外

恒定湿热



恒定湿热要求根据需要从表 中选取 并由产品标准规定

表 恒定湿热要求

使用场所
相对湿度 环境温度

室内

室外

低气压

工作在海拔 以下

使用电源

独立工作

三相 和单相 频率 时 应正常工作 当电源电压变化

频率符合市电规定时 能坚持工作

耗电额由产品标准规定

一 二次监视雷达天线合装工作

单相 频率 时 应正常工作 当电源电压变化 频率符合市电规定

时 能坚持工作

耗电额由产品标准规定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要求应按照 规定的有关条款 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安全性

为了保证人员及设备的安全 二次监视雷达设计应符合 中 条规定的有关安全性要

求

连续工作能力

应具有连续工作能力

天线分系统

工作频率范围

发射时

接收时

天线波瓣

天线应具有询问和控制两种波瓣 控制波瓣应覆盖询问波瓣的副瓣电平

极化方式

天线极化方式为垂直极化

驻波比

天线驻波比由产品标准规定

增益

天线增益由产品标准规定

波瓣宽度

天线波瓣宽度由产品标准规定

副瓣及尾瓣电平

天线的副瓣及尾瓣电平不大于

天线转速

天线转速在 范围内选用



抗风

当风速不大于 时 天线应能可靠工作

当风速不大于 时 天线应能坚持工作 当天线结冰时 能经受的风速为

当风速不大于 时 天线应不损坏

防雨

天线应具有防雨性能 淋雨环境条件要求按 中的 条规定

发射分系统

发射中心频率

发射频率容差必须为

在发射机末级输出的脉冲峰值功率为 视所使用的天线系统的增益而定

发射重复频率在 范围内选用

外同步脉冲重复频率小于或等于

询问模式有 和 六种 询问模式由 和 之间的时间间隔确定 规定如下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注 每种模式的主要用途如下

模式和 模式供军方使用

模式用于引发机载应答机对识别和跟踪的应答

模式和 模式用于该系统今后的开发 以满足可能被国际民航组织同意的工作要求

模式用于引发机载应答机对气压高度自动发送的应答

在发射 脉冲的 之后紧接着发射一控制脉冲

发射脉冲 和 相互间幅度的差值应小于

和 脉冲的持续时间在幅度的 处均为

和 脉冲的前沿上升时间在幅度 至 区间为

和 脉冲的后沿下降时间在幅度的 区间为

接收分系统

本振频率

工作频率范围

接收机预选器输入端的正切灵敏度优于

带宽大于或等于

动态范围大于或等于

试验方法

使用性能试验

作用距离及发现概率

作用距离及发现概率按 中第 章和第 章规定进行检飞现场考核 检飞结果应符合

和 条要求

分辨力

分辨力试验应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可靠性及可维修性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试验应按 规定 试验环境应力为雷达整机调试场的自然环境应力条件 进行 试验结果应

符合 条要求

平均无故障修复时间

试验应按 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接口

试验应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检查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环境条件

试验通用要求

试验通用要求应符合 第 章的规定

高温

高温工作试验和高温贮存试验应按 中的 条和 条规定进行 试验过程中的初

始检测 中间检测 最后检测项目和试验时间由产品标准规定

低温

低温工作试验和低温贮存试验应按 中的 条和 条规定进行 试验过程中的初

始检测 中间检测 最后检测项目和试验时间由产品标准规定

恒定湿热

恒定湿热试验应按 中的 条规定进行 试验持续时间为 试验过程中的

初始检测 中间检测和最后检测项目由产品标准规定

低气压试验

低气压试验应按 中的 条规定进行 试验过程中的初始检测 中间检测和最后检测

项目由产品标准规定

使用电源

试验方法符合 条规定改变电源的频率和电压时 二次监视雷达应正常工作 性能测试由产品

标准规定

电磁兼容性

试验应按 的有关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安全性

试验应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检查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连续工作能力

连续工作能力试验 交收检验连续工作为 例行检验连续工作为 试验过程中的检测项目

由产品标准规定

天线分系统

工作频率范围

进行 条试验时 应同时检查工作频率范围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天线波瓣

试验应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检查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极化方式

试验应按 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驻波比

天线驻波比采用点频法或扫频法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

增益



天线增益按 的规定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波瓣宽度 副瓣及尾瓣电平

波瓣宽度 副瓣及尾瓣电平按 的规定试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

求

天线转速

天线转速用秒表进行测试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抗风

试验应按 中的 条规定进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防雨

试验应按 中的 条规定进行 试验过程中的初始检测和最后检测项目由产品标准规

定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发射分系统

试验方框图

发射分系统试验方框图见图

图 发射分系统试验方框图

试验方法

发射中心频率

发射中心频率用相应频段的频率计进行测试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发射频率容差

发射频率容差用相应频段的频率计测出实际的发射频率与中心频率的差值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发射脉冲峰值功率

用功率计测试发射脉冲峰值功率 应符合 条要求

发射重复频率

用数字频率计测试发射重复频率 应符合 条要求

外同步脉冲重复频率

试验方法同 条 应符合 条要求

询问模式时间间隔

用时间间隔测试仪测试询问模式时间间隔 应符合 条要求

发射脉冲波形参数

用示波器测试发射脉冲波形参数 应符合 和 条要求

接收分系统

试验方框图



接收分系统试验方框图见图

图 接收分系统试验方框图

试验方法

本振频率

用频率计测试本振频率 应符合 条要求

工作频率范围

进行 条试验时 应同时检查工作频率范围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正切灵敏度

按图 连接 将超高频信号发生器置于脉冲工作状态 频率为 输入二次监视雷达接收

机 旋转信号发生器的衰减度盘 使接收机输出到示波器上的信号幅度等于噪音的高度 此时衰减度盘

所指示的值 即为正切灵敏度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带宽

试验方法同上 在正切灵敏度的基础上 使示波器上的信号幅度增加 记下幅度值 将信号幅

度再增加 后 左右偏调信号发生器的频率 使示波器上的信号幅度等于第一次增加 时的幅

度 此时的频率间隔即为 带宽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注 上述方法为推荐方法

动态范围

试验方法同 条 输入到接收机的信号幅度从灵敏度增加到接收机刚出现饱和时信号的变

化值 即为动态范围 试验结果应符合 条要求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定型检验

交收检验

例行检验

检验项目

各类检验项目见表



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分类

定型检验交收检验例行检验
技术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作用距离

发现概率

分辨力

○

接口

环境条件

高温

低温

恒定湿热

海拔 ○ ○

使用电源 ○

电磁兼容

安全性

连续工作能力

工作频率范围

天线波瓣

极化

驻波比

增益

波瓣宽度

副瓣及尾瓣电平

天线转速

抗风 ○

抗雨 ○

发射分系统

接收分系统

注 必作项目 ○根据条件选作

定型检验

产品在设计定型时应进行定型检验

定型检验由制造方负责进行 订货方可派代表参加 检验后应提交检验报告

定型检验样品数为一部

检验中出现故障时或某项指标达不到要求 应停止检验 分析故障原因 消除故障后重新进行检

验

交收检验

产品提交用户前的每一部产品都要进行交收检验



交收检验由制造方负责进行 订货方可派代表参加 检验后应提交检验报告

检验中出现故障时 应停止检验 分析故障原因 排除故障后继续进行检验 重新检验两次不合

格时 可拒收 拒收产品的处理按 中的 条规定执行

例行检验

每个投产批均应进行例行检验

例行检验由制造方负责进行 订货方可派代表参加 检验后应提交例行检验报告

例行检验的样机 应在交收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 抽样数为 但不少于一部

检验中出现故障时 应停止检验 分析故障原因 采取措施 消除故障后 按 条规定抽样

进行第二次检验 重新进行例行检验时 与其无关的例行检验项目可不再进行检验 重新检验仍不合格

判为该批例行检验不合格 不合格产品按 中的 条规定执行

检验后样机的处理

经过定型检验和例行检验的产品 在更换短寿命的元器件和确属受损的元器件后 重新进行交收检

验 性能满足产品标准的规定 可作为合格产品出厂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标志

产品标志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产品型号

生产批号

生产日期

包装箱面标志

应符合 中的 条规定

包装

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按 中的 条规定

产品包装防护要求按 中的 条规定

包装箱容器的类型与要求按 中的 条规定

随机文件应符合 中的 条规定

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在不受雨 雪和烈日的直接影响下 适用于公路 铁路 水路 空中等单一运输或上述

任一组合运输

贮存

包装好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 相对湿度不大于 无酸碱腐蚀 无强烈机械振动

无强磁场作用和通风良好的库房内 贮存期不超过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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