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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_E5_c101_142770.htm 这样的噪声恶化量不会对基站带来明

显的影响，因此杂散辐射信号强度应比它的接收噪声底限

低10dB。 （2）在被干扰基站生成的三阶互调干扰（IMP3）

电平应比接收机噪声限低10dB，原因与第一条准则相同。 

（3）受干扰站从干扰站接收到的总载波功率应比接收机

的1dB压缩点低5dB，这主要是因为工程上为了避免放大器工

作在非线性区，常把工作点从1dB压缩点回退5dB。 如果系统

间的隔离度能够满足以上准则，受干扰系统的接收机的灵敏

度将只下降0.5dB左右，这对于绝大多数通信系统来说都是可

以接受的。 4、WCDMA与GSM系统间的干扰与隔离分析 综

上所述，产生干扰的最终原因与共址站之间的天线隔离度有

很大关系。为了将性能损失降到最小而不修改现有的发送和

接收单元，在共址站间需要保持适当的隔离。 WCDMA主要

频段与移动现有的GSM网络的频段如表1所示： 表1 WCDMA

主要频段与移动现有的GSM网络的频段 从表1可以看到，如

果GSM和WCDMA共站建设，GSM900系统由于离WCDMA频

段较远，系统间不存在互调干扰，只要基站符合R99协议中对

共站时的带外杂散辐射要求：＜-96dBm/100kHz即可。目前大

部分现网中的GSM900基站性能满足且优于R99协议中的共站

要求，对工程中空间隔离的要求非常低，因此本文不再详细

论述。 对GSM1800系统来说，其发射频段距离WCDMA频段

的接收频段间隔较近，两系统临界处WCDMA为上行频率

，GSM1800为下行频率，下行功率相对较大，GSM1800基站



发射通道的带外杂散信号很容易落在WCDMA基站的接收通

道内，会抬高WCDMA基站接收噪声的电平，使WCDMA系

统上行链路变差、灵敏度降低，影响网络覆盖，另外，信号

过载或互调干扰也会导致系统性能的下降。所以问题主要集

中在GSM1800与WCDMA之间的干扰上。 4.1GSM1800

对WCDMA的影响 （1）杂散干扰 WCDMA接收机的噪声基

底： Nfloor（dBm）=NO（dBm/Hz） W(dBHz） NF（dB） 

在上式中：NO：噪声谱密度，是由于电子的热运动产生的，

计算公式为：NO=KT。 K是波尔兹曼常数（等于1.38

×10-23J/K），T是绝对温度（为290K），由于J=W×s

，1W=1000mW=30dBm，将KT转换成dBm得到：

NO=KT=10log（1.38×10-23×290） 30dBm×s=-174dBm×s W

：WCDMA系统的带宽，其值为3.84MHz，即10log（3840kHz

）=65.8dBHz。 NF：WCDMA接收机的噪声系数，用于度量

信号通过接收机后，SNR降低的程度。噪声系数属于接收机

本身的属性。WCDMA基站接收机的噪声系数为4dB左右。 

因此，WCDMA基站接收机的噪声基底： Nfloor（dBm

）=-174 65.8 4=-104dBm GSM技术规范有新旧两个版本，它们

对工作带外杂散的要求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对工作带外杂散

的要求 根据以上天线隔离准则，GSM1800基站与WCDMA基

站天线之间的隔离度至少应为： E杂隔=-29-（-104-10

）=85dB（旧版本） E杂隔=-80-（-104-10）=34dB（新版本） 

（2）互调干扰 每个接收机都被设计为在特定的带宽内正常

工作，如果接收到的信号落入这个带宽，它的强度会被增强

，反之则被衰减，从某种意义上说接收机相当于一个带通滤

波器，它对通带内的信号均有增益，而对带外信号则是高衰



减，这种衰减程度取决于接收机的设计和载波与通带的频率

差异。有些时候输入载波的频率可能偏离通带几十兆赫，接

收机基本上可以将这些信号完全滤除（衰减一般都在60dB以

上）。 GSM1800下行频段中任意两个或三个载波经过非线性

后产生的多种IMP3频率也不会落入WCDMA的上行频段

（1920MHz～1980MHz）中，并且偏离达几十至几百兆赫，

因此GSM1800系统的互调也不会对WCDMA产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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