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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是对JJF1174—2007 《数字信号发生器校准规范》的修订。
在通信领域,数字信号发生器得到广泛应用,所使用的数字信号发生器是采用矢量

调制 (又称为复数调制或I-Q调制)方案的矢量信号发生器。矢量调制是一种强大的调

制方案,可生成任意的载波相位和幅度。在这种调制方案中,基带数字信息被分离成两

个独立的分量,即I(同相)和 Q (正交)分量,这些I和 Q分量随后组合形成基带调

制信号。近几年来,全球著名的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商,其制造的数字信号发生器,名称

已更换为 “VectorSignalGenerator”,中文名称为 “矢量信号发生器”,基此,本规范

的校准对象为矢量信号发生器,修订后的规范名称为 《矢量信号发生器校准规范》。
本规范依据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起草修订,相关术语遵

循 和 采 用 JJF1001—2011 《通 用 计 量 术 语 及 定 义》,测 量 不 确 定 度 评 定 依 据

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写。
本规范与JJF1174—2007 《数字信号发生器校准规范》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规范名称由原 《数字信号发生器校准规范》改变为 《矢量信号发生器校准规

范》;
———对频率范围进行了扩展,频率范围由原250kHz~6GHz扩展到250kHz~

44GHz;
———对所校准的通信制式种类进行了调整,增加了 WLAN、Bluetooth、LTE、

WiMAX新通信制式的校准方法,不再保留PHS、IS-95CDMA 旧通信制式的校准

方法。
在 WLAN802.11通信制式中,涉及多种调制方式,而每种调制方式对应有多个不

同数据速率 (见附录D),非常复杂。本规范中,鉴于数据速率越高,其指标亦越高,
每种调制方式只要求对其最高数据速率下的数字调制质量参数进行校准。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117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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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信号发生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频率范围为250kHz~44GHz的矢量信号发生器的校准,其他频段

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G180—2002 电子测量仪器内石英晶体振荡器

IEEEStd802.16.1—2012 宽带无线接入系统用无线高级城域网 (MAN)空间接

口 (IEEEStandardforWirelessMAN-AdvancedAirInterfaceforBroadbandWireless
AccessSystem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导频误差矢量幅度 piloterrorvectormagnitude;pilotEVM
指整个突发 (burst)中所有正交频分复用 (orthogonalfrequencydivisionmultiple-

xing,简称OFDM)符号的导频子载波 (pilotsubcarriers)的误差矢量幅度的均方根

值,单位为dB。

3.2 数据误差矢量幅度 dataerrorvectormagnitude;dataEVM
指整个突发中所有正交频分复用符号的数据子载波 (datasubcarriers)的误差矢量

幅度的均方根值,单位为dB。

4 概述

矢量信号发生器是由内部晶体振荡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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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定制制式的矢量

调制波信号。它广泛应用于研发、制造、计量等部门。

5 计量特性

5.1 内部晶体振荡器

开机特性:1×10-6~1×10-11;
日频率波动:1×10-6~1×10-11;
日老化率:1×10-6~1×10-11;

1s频率稳定度:1×10-6~1×10-11;
频率复现性:1×10-6~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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