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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电视副载频校频仪检定规x1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彩色电视副载频校频仪
(以下简称校频仪)的检定.

                          一 棍 述

    1校频仪是利用中央电视台发播的彩色电视副载颇作为标准颇

率来校准本地频率源频率值的仪器.副载频由艳原子频率标准产生，
其频率准确度受国家基准监控.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锁相综合式校撅
仪和脉冲鉴相式校频仪.校频方法前者用比相法，后者用比相法或侧

周期法。

                        二 技 术 要 求

    2 校频仪的主要技术要求:

    2,1被测频率:5 MHz, 2, 5 MHz, 1 MHz
    2,2比相法校频不确定度:
        5 x 10-"/30 min(用极限误差)

    2,3测周期法校频不确定度:
        15x10-" (a=10s,n二30，用o/俨 n表示)

                        三 检 定 亲 件

    3 检定工作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

    3,1环境温度.在10.35℃范围内任意选择 (在检定中应避免

较大的温度波动)，但温度变化不应大于士20C,

    3,2相对湿度: (651 15)
    3,3交流电源电压:220 (1士10%)V
    3,4负载: (为防止相位跳动)在检定过程中负载应固定.

    4 检定用标准仪器

    4,1标准频率源



共6页 第2Lf 33G 434一86

    高稳定晶体振荡器或原子频率标准.其频率稳定度优于:Ix

10-"/10s, 1x10-̀a/30min.

    4.2频率综合器

    综合后输出频率的稳定度及相位漂移应小于被检校频仪相应指标

的五分之一

    4.3通用计数器

    可测频率应高于1 MHz.、
    4.4相位微跃器或移相器
    输入频率5 MHz，移相误差小子2 ns.

                  四 检定项目及检定方法

      (一)外观及功能检查

    5被检校频仪不应有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损伤，各输入插座及

旋钮应连接可靠.

    6 接通电V#l并加上两比对信号后，校频仪在规定的预热时间后

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卜面板上备工作检查开关、表头指示均应正常，调
霉及调满度旋钮应起作用.

    7在5 Mllz, 2.5 MHz和1 MHz颇率点检查比相法校频功能(模
拟电视副载频信号进行检查)。

    7.1检查方框图如图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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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一一模拟电视醉，!兰砚}’烤， 其位X14.43361875 Mfi7;

    fb__.模拟敝佼频率，其标称值分别为5 MHz, 2, 5 MHz和
            ]MHz,

    7,2 h与标称值的和对匆差分别取 10-', 10-0、10-e. 10-s,
等量级。在每一标称值仁对不同量级的相对频差进行检杳.
    ，3从校频仪的记录仪上读取在某取样时间;内相位差的变化量

△T,

    则测得的相位频差为:

.A左二4二
1。 r

(1)

式中; △了和!的单位相同

    实测值应与已知值一 对应，

    7.4校频仪工作正常后方可进行下列挤标的检定.

      (二)比相法校频不确定度的检定

    8 比相法的校频不确定度是山校频仪的相位抖动、相位漂移和

鉴相时的非线性引起.

    9 相位抖动和相位漂移的检定

    9]将5 MY，标频信号及综合后的4_43361875 MHz价、r号分别输

入校频仪相应的输入t;}如图2. k13记录仪自动记录两输入信号在一定

取样时间内相位抖动和相位漂移 由于综仑器作为标准使用 故相位
抖动和相位漂移是由校频仪本身引起的.

污 二竺翌4.43...... MH,
校频仪

5m]七

在测星时问 (耳之样时间)

△1二丁。 、

内渊出相位差的最大变化量OT

一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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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垮次取T= 30 min，连续测量8次△7一值，取其中最大值为
ATm.二。

    10 鉴相非线性的检定

    10.1校频仪的比相特性理论土为一直线，实际情况为一曲线，

曲线上各点偏离直线的程度称为用比相法校频时的非线性.

图 3

    10.2将标准频率源的5 MHz信号加在相位微跃器 (或移相器)
输入端，相位微跃后的5 MHz信号加至校频仪被测频率输入端，综合

器输出的4.43361875 MHz信号加至校频仪副载频输入端如图3.
    10.3调好校频仪记录仪的零及满度.从零 (或满度)开始，阶

跃改变相位微跃器输出信号的相位，每次相位的阶跃量均相同，以

AT。表示，每次阶跃后手动走纸一次使出现一小台阶，每个台阶表示
的相位差的变化量为AT,.对于锁相式校频仪可取AT, =8ns脉冲鉴

相式校频仪可取△T。二9.02198ns.这样从零至满度共有25个台阶。
    10,4按下列步骤计算被检校频仪的非线性

    10,4,1计算校频仪上测得的累积相位差的变化量EAT、与累积

相位阶跃量NAT。之差.即示值议差，由式 (3)计算.

A，二EAT，一NATO (3)

式中: N二1, 2, 3......25.

    10,4,2画出Av随NAT。的变化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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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卜线性由式 (4)计算

                        }                        ANM +!AN.
            扮            r= — 一 上 - 二升~二二二2一 x luui       (4)

                                      T。

式中: 丁。— 鉴相频率的周期，

      AN.— 负方向最大示值误差，

      ANM— 正方向最大示值误差.

11 比相法校频不确定度按 (5)式计算

U,午)一s (ATm·一 ’ ‘，，
式中:T = 30 min

      (三)测周期法校频不确定度的检定

    12 木项检定只适用于鉴相式校频仪

    12]将标准频率源的5 MHz信号加至频率综合暮及佼领仪一端，
由频率综合器综合后的4.43361875 MHz信号加至佼}(灭仪另一端，如

图4所示。

亚画-雨马返巫刁荡赢题困矩回

图 4

    12.2刹用计数器的测周端 (B输入)测其校频仪愉出的差拍秒
信号，取样时间t为10秒，取。个敛。

    12,3计算方法

      (1) 由 (6)式计算单次测量的标准4?'Aj旅

、动二去1 (\一动 (6)
式中; a,— 计数IK的实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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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云。
                      心 .二.

(2)由 (7)式计算平均值i的标准偏夕:

(7)

(3)    [11 (8)

      ，/ At、

    Ul厂)=

  a(i,)二一1 -o(t,)
                侧 n

式计算校频不确宁度

6388又10-0 xo(i, (8)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招 按本规程检定的校频仪，如果各检 宁项目能部达到技术指

标，则为“合格”，填发脸定证书 如果某项检定项目达不到技术指

标，则烦发检定结果通7{,书

    14 校频仪险定周期为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