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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 代 替 GB/T12182—1990《空 中 交 通 管 制 二 次 监 视 雷 达 通 用 技 术 条 件》。本 标 准 与

GB/T12182—1990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描述(见第1章,1990年版的第1章);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1990年版的第2章);
———增加了13个术语,删除“询问波瓣”“控制波瓣”“控制脉冲”术语(见第3章,1990年版的第

3章);
———删除了“产品分类”(见1990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组成”要求(见4.1);
———修改了“作用距离”要求(见4.2.1,1990年版的5.1.1);
———删除了“发现概率”(见1990年版的5.1.2);
———增加了“精度”“工作模式”“目标处理能力”要求(见4.2.2,4.2.4和4.2.5);
———修改了“分辨力”要求(见4.2.3,1990年版的5.1.3);
———修改了“询问模式”(见4.2.4.1,1990年版的5.3.6),将内容移至“工作模式”(见4.2.4);
———增加了“交互模式”和“S模式”内容(见4.2.4.1.2,和4.2.4.1.3);
———增加了“应答信号”和“S模式询问和应答信息字段”要求(见4.2.4.2和4.2.4.3);
———修改了“可靠性及可维修性”要求(见4.2.6和4.2.7,1990年版的5.1.4);
———修改了“接口”要求(见4.2.8,1990年版的5.1.5);
———修改了“高温”“低温”“恒定湿热”“低气压”等要求(见4.2.9.1~4.2.9.4,1990年版的5.1.6);
———修改了“抗风”和“淋雨”要求(见4.2.9.5和4.2.9.6,1990年版的5.2.9和5.2.10),将内容移至

“环境适应性”(见4.2.9);
———修改了“电源适应性”要求(见4.2.10,1990年版的5.1.7);
———修改了“电磁兼容性”要求(见4.2.11,1990年版的5.1.8);
———修改了“安全性”要求(见4.2.12,1990年版的5.1.9);
———修改了“连续工作能力”要求(见4.2.13,1990年版的5.1.10);
———增加了“尺寸、重量”要求(见4.2.14);
———修改了“天线波束”要求(见4.3.1.2,1990年版的5.2.2);
———修改了“副瓣及尾瓣电平”要求(见4.3.1.7,1990年版的5.2.7);
———增加了“天线转台”要求(见4.3.2);
———修改了“天线转速”要求(见4.3.2,1990年版的5.2.8);
———修改了“发射频率”要求(见4.4.1,1990年版的5.3.1和5.3.2);
———修改了“脉冲峰值功率”要求(见4.4.2,1990年版的5.3.3);
———修改了“发射脉冲重复频率”要求(见4.4.3,1990年版的5.3.4);
———修改了“询问脉冲特性”要求(见4.4.4,1990年版的5.3.7~5.3.11);
———修改了“3dB带宽”要求(见4.5.3,1990年版的5.4.4);
———增加了“译码灵敏度”和“镜频抑制”(见4.5.4和4.5.5);
———删除了“外同步脉冲重复频率”(1990年版的5.3.5);
———修改了“动态范围”要求(见4.5.6,1990年版的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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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本振频率”(见1990年版的5.4.1);
———增加了“录取器及航迹处理器”“监控器与维护显示器”要求(见4.6和4.7);
———增加了“测试条件”(见5.1);
———增加了“组成”方法(见5.2);
———增加了“精度”“工作模式”“目标处理能力”方法(见5.3.2,5.3.4和5.3.5);
———修改了“分辨力”方法(见5.3.3,1990年版的6.1.2);
———修改了“可靠性”和“维修性”方法(见5.3.6,5.3.7,1990年版的6.1.3);
———修改了“接口”方法(见5.3.8,1990年版的6.1.4);
———修改了“环境适应性”方法(见5.3.9,1990年版的6.1.5);
———修改了“抗风”“防雨”方法(见5.3.9.5和5.3.9.6,1990年版的6.2.8和6.2.9);
———修改了“电源适应性”方法(见5.3.10,1990年版的6.1.6);
———修改了“电磁兼容性”方法(见5.3.11,1990年版的6.1.7);
———修改了“安全性”方法(见5.3.12,1990年版的6.1.8);
———修改了“连续工作能力”方法(见5.3.13,1990年版的6.1.9);
———修改了“工作频率范围”方法(见5.4.1,1990年版的6.2.1);
———修改了“极化方式”方法(见5.4.3,1990年版的6.2.3);
———修改了“驻波比”方法(见5.4.4,1990年版的6.2.4);
———修改了“增益”方法(见5.4.5,1990年版的6.2.5);
———修改了“波束宽度、副瓣及尾瓣电平”方法(见5.4.6,1990年版的6.2.6);
———增加了“天线转台”方法(见5.4.7);
———增加了“天线转速”的“自动测试”方法(见5.4.7.1);
———修改了“发射分系统”的“测试框图”(见5.5.1,1990年版的6.3.1);
———修改了“发射频率”方法(见5.5.2.1,1990年版的6.3.2.1和6.3.2.2);
———修改了“脉冲峰值功率”方法(见5.5.2.2,1990年版的6.3.2.3);
———修改了“发射脉冲重复频率”方法(见5.5.2.3,1990年版的6.3.2.4);
———删除了“外同步脉冲重复频率”方法(1990年版的6.3.2.5);
———修改了“询问脉冲特性”方法(见5.5.2.4,1990年版的6.3.2.6和6.3.2.7);
———修改了“接收分系统”中“测试框图”(见5.6.1,1990年版的6.4.1);
———删除了“本振频率”方法(见1990年版的6.4.2.1);
———增加了“接收频率”“译码灵敏度”和“镜频抑制”方法(见5.6.2.1,5.6.2.5和5.6.2.6);
———修改了“工作频率范围”方法(见5.6.2.2,1990年版的6.4.2.2);
———修改了“正切灵敏度”方法(见5.6.2.3,1990年版的6.4.2.3);
———修改了“3dB带宽”方法(见5.6.2.4,1990年版的6.4.2.4);
———修改了“动态范围”方法(见5.6.2.7,1990年版的6.4.2.5);
———增加了“录取器及航迹处理器”方法(见5.7);
———增加了“监控器与维护显示器”方法(见5.8);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6章,1990年版的第7章);
———修改了“检验分类”和“检验项目”(见6.1和6.2,1990年版的7.1和7.2);
———删除了表4(见1990年版的7.2);
———增加了表14(见6.2);
———删除了“定型检验”(见1990年版的7.3);
———增加了“鉴定检验”(见6.3);
———删除了“交收检验”“例行检验”和“检验后样机的处理”(见1990年版的7.4、7.5和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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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质量一致性检验”(见6.4);
———修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方法(见第7章,1990年版的第8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339-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欧刚、谭源泉、李海军、苗东、李正勇、张庆军、何思亮、莫斌。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2182—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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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管制二次监视雷达通用规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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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质量评

定程序,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常规或单脉冲体制的二次监视雷达的设计、生产和验收,是编制各型二次监视雷达产

品标准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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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84 电工术语 雷达

GJB74A—1998 军用地面雷达通用规范

GJB150.2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2部分:低气压(高度)试验

GJB150.3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3部分:高温试验

GJB150.4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4部分:低温试验

GJB150.9A—2009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 第9部分:湿热试验

GJB151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

GJB152A—1997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GJB899A—2009 可靠性鉴定和验收试验

GJB2072 维修性试验与评定

GJB3262—1998 雷达天线分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增益

GJB3310—1998 雷达天线分系统性能测试方法 方向图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附件10《航空电信》第四卷 监视雷达和防撞系统(ICAOAnnex10VolumeⅣ
SurveillanceRadarandCollisionAvoidance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GB/T37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脉冲二次监视雷达 mono-pulsesecondarysurveillanceradar;MSSR
采用单脉冲测角技术对装有应答机的飞行器进行空间坐标测量的二次监视雷达。

3.2
距离分辨力 rangeresolution
在同一方位上,雷达区分相邻飞行器最小距离间隔的能力。

3.3
距离精度 rangeaccuracy
雷达测距估值的均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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