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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空通讯导航频率干扰问题的探析
吴少慈 魏秋雪

石家庄海山实业发展总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208

【摘 要】航空通讯导航频率干扰是航空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频率干扰的来源和特征，探

讨了该问题对航空通讯导航系统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应对频率干扰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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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频率干扰对航空通讯导航系统的影响

1.1.通信中断

频率干扰可能导致航空通信系统无法正常进行语

音和数据传输，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与机场、其他飞

机以及地面控制部门之间的有效通信受到干扰或中断，

增加了航空事故的风险。

1.2.电磁辐射干扰

频率干扰会导致电磁辐射水平升高，可能对其他无

线电设备和系统产生干扰，例如雷达、无线电导航系统

等。这可能导致其他飞行器或地面设备的正常运行受到

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飞行安全的风险。

2 频率干扰的来源与特征分析

2.1.人为干扰

人为干扰是频率干扰的主要来源之一。例如，未经

授权或非法使用通信设备，产生无线电信号干扰；操作

电子设备时不符合规范，导致电磁辐射干扰；使用具有

较大电磁辐射的设备附近产生的干扰等。人为干扰的特

征包括频率、功率和持续时间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

通讯导航设备接收信号质量下降、通信中断或误导航[1]。

2.2.天气影响

天气条件也可能对通讯导航频率产生干扰。例如，

在雷电活跃的天气下，闪电放电会产生电磁辐射干扰；

大风天气可能导致天线摇晃引起信号强度波动。天气影

响的特征是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需要相应的监测和预

警机制来应对。

2.3.电磁设备互干扰

现代社会中电磁设备的密集使用也是频率干扰的

原因之一。例如，无线电设备、雷达设备、电信设备等

相互之间的干扰。这种干扰的特征是频率在一定范围内

连续变化，并且会随着设备的启动和关闭而出现或消失。

2.4.自然干扰源

自然干扰源包括太阳爆发、宇宙射线等高能量粒子

的辐射以及天文现象等。这些干扰源的特征是低频到高

频的宽带信号，干扰时间较长，但干扰强度可能会随着

地理位置和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3 航空通讯导航频率干扰的抑制与防范

3.1.频谱管理

频谱管理是对航空通讯导航频率干扰进行抑制与

防范的重要手段。在航空领域，频谱资源是有限的，并

且各种无线设备都需要使用频谱进行通信。频谱管理的

目标是确保频谱资源的有效利用，避免干扰和冲突，并

提供可靠的通信服务。首先，频谱管理可以通过合理划

分频段来减少干扰。航空通讯导航频率被划分为不同的

频段和子频段，以满足不同系统和服务的需求。这样可

以避免不同系统之间的频谱干扰，确保各个系统能够正

常工作。其次，频谱管理还可以通过控制发射功率和建

立合理的频率规划来减少干扰。航空通讯导航系统需要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规定设置合适的发射功率，

以确保通信质量和覆盖范围。此外，频谱管理还需要制

定频率规划，合理分配和利用频段，避免频率冲突和干

扰。另外，频谱监测和干扰源定位也是频谱管理的重要

内容。通过使用频谱监测设备和技术，可以实时监测频

谱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干扰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

扰消除。同时，利用高精度的干扰源定位技术，可以准

确确定干扰源的位置，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干扰抑

制[2]。

3.2.技术干扰抑制

首先，技术干扰抑制需要从源头出发，加强对非法

干扰设备和行为的监测和打击。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非法

电磁发射设备的监测和查处力度，对违规操作进行处罚，

并加大对非法干扰设备制造、销售和使用的打击力度。

其次，航空通讯导航系统的设计和频率规划也需要考虑

干扰抑制的因素。系统设计中应采用抗干扰技术，例如

采用频率跳变、频率扩展、自适应滤波等技术手段，提

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频率规划方面，应合理规划航空

通讯导航频率的使用范围，避免和其他无线电通信系统

频率的冲突。此外，在航空通讯导航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过程中，需要进行定期的干扰检测和分析。通过使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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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干扰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对航空通讯导航频率进

行监测，及时发现和定位干扰源，进一步加强对干扰行

为的打击和抑制。最后，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也是

有效防范航空通讯导航频率干扰的重要手段。各国相关

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分享干扰源的监测和打击经验，

共同应对跨国干扰行为，形成合力。

3.3.电磁兼容性设计

电磁兼容性设计旨在确保不同设备和系统在相同

的电磁环境下能够相互正常运行，同时避免电磁干扰对

其他设备和系统的影响。首先，对于航空通讯导航系统

的设计和开发过程，需要充分考虑电磁兼容性。在硬件

设计方面，应采用符合电磁兼容性标准的元器件和材料，

减少或消除电磁辐射和敏感性。同时，在布线和接地方

面，也需要遵循良好的电磁兼容性原则，减少电磁波传

播路径和提高接地效果，以降低干扰和敏感性。其次，

航空通讯导航系统应进行电磁兼容性测试和评估。通过

使用专业的测试设备和方法，对系统进行电磁辐射和敏

感性测试，验证系统是否满足相关的电磁兼容性标准和

要求。如果存在干扰问题，需要及时对系统进行调整和

改进，确保其在电磁环境下的正常运行。

3.4.故障诊断和监测

首先，故障诊断是通过对设备和系统的工作状态进

行分析和判断，识别出可能存在的故障原因。针对航空

通讯导航频率干扰问题，故障诊断可以通过对通讯导航

备的传输线路、接口连接、天线系统等进行检测，分析

信号损耗、干扰水平以及其他异常情况，判断是否存在

干扰故障。其次，故障监测是指对设备和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和记录。通过安装合适的传感器

和监测设备，实时采集设备和系统的关键参数，包括频

率输出、电磁辐射水平、接收信号强度等。通过对这些

参数的监测和分析，可以及时掌握设备和系统的工作状

况，发现任何异常变化，从而判断是否受到频率干扰的

影响。

4 结语

频率干扰是航空通讯导航面临的重要问题，需要引

起足够的重视。通过深入分析频率干扰的来源和特征，

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对航空通讯导航系统的影响。合

理应对频率干扰，建立有效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并采用

适当的技术手段来抑制干扰信号，将为航空通讯导航系

统的稳定运行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加强国际合

作、制定统一标准也是解决频率干扰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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