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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卫星便携站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应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组成与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以及试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系统室外作业场所使用的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研发、生产和选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1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GB/T 2423.3-201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3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5-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5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和导则：冲击

GB/T 2423.10-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10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振动（正弦）

GB/T 2423.38-2021 环境试验 第38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R：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 31241-2014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

GB/T 31263-2014 Ku频段便携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Q/CSAT 0002-2019 Ka频段便携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通用技术要求

YD/T 1312.14-2012 无线通信设备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14部分：甚小孔径终端和交互式

卫星地球站设备(在卫星固定业务中工作频率范围为4GHz～30GHz)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超小型便携卫星站 ultra-small portable satellite station

指天线口径或电性能等效天线口径不超过0.8m、重量不超过15kg、可单人携带和操作的便携式卫星

通信地球站。

3.2
大波束超小型便携卫星站 large-beam ultra-small portable satellite station

与传统通信卫星进行通信的超小型便携卫星站。

3.3
高通量超小型便携卫星站 high-throughout ultra-small portable satellite station

相对于大波束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能够提供更高的吞吐量，与高通量通信卫星进行通信的超小型便携

卫星站

4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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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符号、代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Ku：Ku 波段（K-under Band）

Ka：Ka 波段（K-above Band）

5 组成与分类

5.1 组成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一般由天馈设备、发射机、接收机、信道设备、电源设备(含电池)

等部分组成。

5.2 分类

按照使用的频率范围，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可分为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和Ka频段超

小型便携卫星站。按照与不同制式卫星通信，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可分为大波束超小型便携

卫星站、高通量超小型便携卫星站以及双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等。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外壳防护等级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2017 中 IP65 的要求。

6.1.2 天线口径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抛物面天线口径应不大于 0.8m，非抛物面天线电性能等效口径应

不大于 0.6m。

6.1.3 重量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重量应不超过15kg。

6.2功能要求

6.2.1 基本功能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满足以下基本功能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基本功能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第4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基本功能应满足Q/CSAT 0002-2019中第4节的规定；

c） 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能够同时支持互联网接入，电话，数据，音视频等业务；

d） 大波束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能够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卫星地面中心站建立通信链路。

6.2.2 WiFi通信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具备作为 Wi-Fi 热点通信能力，Wi-Fi 应支持 2.4GHz 频段，宜支

持 5.8GHz 频段。

6.2.3 安全加密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具备身份认证和信道加密功能。

6.2.4 对星操作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应具备一键自动对星功能，宜具备手动对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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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性能特性

6.3.1 工作频段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工作频段应满足以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工作频段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5.1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工作频段应满足Q_CSAT 0002-2019中第5.1节的规定。

6.3.2 接口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口应满足以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口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5.4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口应满足Q_CSAT 0002-2019中第5.4节的规定。

6.3.3 卫星速率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通信网络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a）大波束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最大下行通信速率应不低于8Mbps，最大上行通信速率应不低于8Mbps；

b）高通量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最大下行通信速率应不低于40Mbps，最大上行通信速率应不低于4Mbps。

6.4 环境适应性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环境适应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温度、湿热、低气压、振动、冲击等环境适应性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第6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温度、湿热、低气压、振动等环境适应性应满足Q_CSAT 0002-2019

中第6节的规定。

6.5 电源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电源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一般应采用电压为220V交流市电供电、单组直流电源供电或电池供电方式；

b） 当交流供电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在其标称值的±20%，频率变化±5%以内时，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c） 当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在其标称值的±10%以内时，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d） 如采用充电电池供电，常温下充电电池应能保证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正常工作4h以上，当充电电

池电量低于20%时应能给出清晰的报警提示。

6.7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要求按照YD/T 1312.14-2012执行。

6.8 安全性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应满足如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8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应满足Q/CSAT 0002-2019中第8节的规定。

6.9 接地要求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应满足如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要求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9节的规定；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要求应满足Q/CSAT 0002-2019中第9节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应按GB/T 4208-2017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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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基本功能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基本功能试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基本功能应依据GB/T 31263-2014中第4节的规定进行验证；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基本功能应依据Q_CSAT 0002-2019中第4节的规定进行验证；

c） 测试大波束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时应检查是否可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卫星地面中心站建立通信

链路。

7.3 安全加密试验

检查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能否具有信道加密功能。

7.4 一键对星试验

检查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是否具备一键自动对星功能。

7.5 工作频段试验

a）检查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工作频段是否满足GB/T 31263-2014中5.1节的规定；

b）检查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工作频段是否满足Q_CSAT 0002-2019中第5.1节的规定。

7.6 基带特性试验

在管理平台上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调制及编码方式。

7.7 高温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高温试验应按GB/T 2423.2-2008试验B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执行：

a） 试品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尽可能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试品

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b） 试验温度按2℃/min的速率上升至55℃。当试品达到稳定温度后，开机并持续使用2h；

c） 在试验的最后30min内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设备状态；

d） 试验结束，将试品断开电源，试验温度按2℃/min的速率降低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

某一数值,恢复2h后进行功能试验。

7.8 低温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低温试验应按GB/T 2423.1-2008试验Ab的规定及以下程序执行：

a） 试品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并尽可能放在试验箱中央，以使试品

的任何部分和箱壁之间有尽可能多的空间；

b） 试验温度按2℃/min的速率下降至-20℃。当试品达到稳定温度后，开机并持续使用2h；

c） 在试验的最后30min内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设备状态；

d） 试验结束，将试品断开电源，试验温度按2℃/min的速率上升至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

某一数值，恢复2h后进行功能试验。

7.9 湿热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温热试验应按GB/T 2423.3-2016的规定及以下程序执行：

a） 试品应在无包装的状态下，放入温度为室温的试验箱内；

b） 试验温度按2℃/min的速率上升至30℃。当试品达到稳定温度后再调整湿度至相对湿度为（90

±3）%，开机并持续使用2h；

c） 在试验的最后30min内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设备状态；

d）试验结束，将试验温度恢复到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范围内的某一数值，恢复2h后进行功能试验。

7.10 电源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的电源试验应按以下程序执行：

a） 使用电压220V±20%，频率变化范围为50Hz±5%的单向交流市电供电，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

能否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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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电压变化范围在其标称值的±10%以内的直流电源供电，检查超小型便携卫星站能否正常

工作。

7.11 电磁兼容性试验

应按YD/T 1312.14-2012要求执行。

7.11 安全性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试验如下：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8节的规定进行测试。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安全性应满足Q/CSAT 0002-2019中第8节的规定进行测试。

7.12 接地试验

电力应急通信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试验如下：

a） Ku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要求应满足GB/T 31263-2014中9节的规定进行测试。

b） Ka频段超小型便携卫星站接地要求应满足Q/CSAT 0002-2019中第9节的规定进行测试。

8 试验规则

8.1型式试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生产设备和管理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一年以上）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交收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e） 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监督机构依法提出要求或合同规定等。

8.2 验收试验

在新购置的卫星便携站交货时或进行物资抽检时进行，应按照用户要求对卫星便携站进行抽样或对

全部样品进行试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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