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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无源射频和微波元器件的互调电平测量 第 6部

分：天线的无源互调测量》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

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3号）的要求，《无源射频和微

波元器件的互调电平测量 第 6部分：天线的无源互调测量》（计划编号：20231757-

T-339）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负责制定，项目周期为 16个月。 

2.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计划下达后，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牵头起草

工作，成立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编制工作组按下达

的计划项目要求（等同采用 IEC 62037-6:2021 制定国家标准），首先研究了最新

版 IEC 62037-6:2021标准，并进行了翻译；在此基础上，按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和格式要

求，使用国家标准编辑器软件进行标准编写，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国内外的技术

资料，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全面地进行了总

结与归纳，于 2024年 3月完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2024 年 3 月 28 日，标准编制单位在苏州召开了标准起草会，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迪泰(浙江)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深圳市迈腾电子有限公司、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棠电子有限公司、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中电科思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雷格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诺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精诚电子有限公司、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家单位派 15 位专家

参加了会议。会上，专家们逐条认真讨论了标准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会后，

标准编制组根据会议意见，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

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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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三研究所、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

司、迪泰(浙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迈腾电子有限公司、深圳金信诺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棠电子有限公司、神宇通信

科技股份公司、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雷格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诺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精诚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安拓浦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殷海成、钱慧芳、毛方迪、童攀、沈小平、双华勋、李芳、迟乔山、

姚戌辰、承滨、赵锐、路波、梅叶兵、沈桂林、杨瑞典、潘倩。 

所做的工作：殷海成任起草工作组组长，总体负责标准起草工作，童攀、钱慧

芳负责标准文本的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沈小平、毛文迪负责标准资料的收集工

作，双华勋、李芳负责试验样品选型工作，迟乔山负责试验装置的搭建工作，负责

对比试验验证单位的调研工作，姚戌辰、承滨负责互调试验的实施，路波、梅叶兵

负责试验结果的处理，赵锐、沈桂林负责试验方法的不确定度评估，杨瑞典、潘倩

负责对齐套文件材料的准备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认真贯彻“认真研究、区别对待、积极采

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方针政策； 

——本标准等同采用 IEC 62037-6:2021标准进行制定，标准的技术内容以及

标准结构与 IEC 62037-6:2021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的编制贯彻 GB/T 1.1-2020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

要求； 

——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有关产品生产厂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各相关

单位的意见，充分协调，取得一致。 

本文件描述了测量天线（特别是应用于无线通信系统中）无源互调电平的推

荐试验装置和程序。 

本文件旨在定义天线在低互调应用时的质量一致性检验和验收检验方法。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在第 2 章中增加了 6.2 规范性引用的 IEC 62037-3、6.5 规范性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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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2037-1、8.3中规范性引用的 IEC 60068-2-75和 ISO 2039-2； 

——将略缩语单独列为第 4章。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所给出的天线的无源互调电平测量方法，在国际国内广泛应用于无线

通信系统用天线的抗干扰性能的测试，经实践检验被证实为通用的、成熟的试验

方法；本标准等同采用 IEC 62037-6:2021，已在国内外使用多年，本标准在技术

内容方面，完全与国际标准一致，因此本标准制定不需要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国家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天线是是移动通信无线接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源互调是天线的重要技

术指标。它性能的好坏对整个网络的质量至关重要。为了更好评价在规定频率下

对互调信号的抗干扰能力，同时适应经济技术交流的需要，使得国产天线的互调

性能满足市场应用及产品指标需求，提供了一种天线的互调试验方法，可用于验

证天线在无源互调方面的理论设计，提高天线在移动通信系统中工作的可靠性，

进一步促进产品的优化升级，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本标准一经发布实施，将被科

研院所、检测机构、企业制造商、市场用户等广泛采用，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

另外，标准能够引领和规范行业的发展，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社会

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 IEC 62037-6:2021标准进行制定，在技术内容以及标准结

构上均与 IEC 62037-6:2021标准保持一致，本标准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的标准水平相同。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切实贯彻执行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制定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本标准属于高频电缆及连接器标准体系中的试验方法标准，本标准是 GB/T 

21021《无源射频和微波元器件的互调电平测量》系列标准的组成部分，等同采

用了相应的 IEC标准，条文精炼、表达清楚，技术要求全面、准确、科学、合理，

标准的格式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执行了现行的国家标准和有关法规，符合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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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20的有关要求。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进行发布和实施。 

建议本标准的标准编号为: GB/T 21021.6—XXXX/IEC 62037-6:2021。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可以针对使用的不同对象，如制造厂商、检测机构等相关部门，有侧

重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无源射频和微波元器件的互调电平测量  

第 6部分：天线的无源互调测量》编制工作组 

202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