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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1.适用范围 本图册适用于住宅小区及住宅建筑、宾馆、饭店、办公楼、学校、医院等一般性公共建筑中有线电视基础设施和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2.编制依据 主要技术规范如下：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有线电视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HFC网络上行传输物理通道技术规范；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 电视和声音信号的电缆分配系统设备与部件避雷器通用规范；

2.1 GB50200-942.2 GY/T106-99 2.3 GY/T180-20012.4 GB/T6510-96 2.5 GB/50057-94 2.6 GB/T11318.14-963.编制原则 3.1 有线电视系统设计施工图册(以下简称本图册)的重点是网络前端及以下 的传输系统，本图册是对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而出现的有线电视网络光缆 工程、双向传输网络工程及其机房、设备、用户室内信息盒等设计安装中的问题，参照国际、国内的新标准而编制的。3.2 以光缆为传输干线，以同轴电缆为入户分配网的HFC方式有线电视网络 系统，其下行传输通道主要传输模拟电视信号和数宇电视信号，其上行物理传输通道的设计不针对某一特定的业务和设备。

3.3 有线电视系统采用双向传输网络设计时，其双向传输功能可 开展因特网、IP电话、视频点播(VOD)、准视频点播等等增值业务。也可以对网络的系统状态进行监测。4.住宅小区内有线电视基础设施工程设计要求： 4.1 室外线缆管道的埋深应在东土层以下. 4.2 根据传输网络原理图设计管道路由，管道路由宜短捷。4.3 以下地点必须设人(手)孔 4.3.1 市政管道与住宅小区管道的接口地点；4.3.2 引入和引出光端机房处；4.3.3 引入住宅建筑处； 4.3.4 在落地箱附近，安装有源设备的地点附近；4.3.5 网络设计指定的地点。4.4 由人(手)孔引入建筑物的铁管应不少于两条，直径应不小于 40mm,转弯半径不小于300mm.4.5 尚需执行当地有线电视主管部门的规划和设计规定。
编制说明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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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线电视网络的设计要求5.1 选择传输方案 目前1000户以上的有线电视网络应采用采用HFC模式设计传输网络，系统的运行指标以GB/T6510-1996、GY/T106-1999 为标准，双向网络的设计应服从GY/T131-2001的规定。相关的规定和性能参数分述如下： 5.1.1 下行模拟电视频道数宜不低于59个。在GY/T106-1999中 允许使用93个，地面电视广播和无线电通讯于扰较强的频道不能使用。传送数字电视节目将采用新标准DVB-C.它是节省频率资源方案。5.1.2 下行信道上限频率可选择为862MHz,750MH和550MHz, 下限频率的标准值为87MHz.5.1.3 上行通道的标准值为5MHz至65MHz,上行信道的技术参数 不针对某一特定业务，某一个子信道做详细要求。5.1.4 HFC模式中，传输干线采用光缆设备，用户分配网采用同 轴电缆设备，光纤干线有两种模式。一段光纤(无中继)和两段光纤(一级中继)模式。两段光纤模式中，用双向光端机替 代分配放大器为最优模式，用户分配网是无源分配网。系统 输出端以外的部分是用户设备。将系统分成若干个模块。把 设计指标分配到各个模块，再分配到各个设备，设计结果经济合理。

5.2 确定光节点大小，划分用户组团 一个光节点覆盖5000户(A)、2000户(B)、500户(C)和100户(D)是行 业内的四种划分方法。单向传输应按前两种方法划分，后两种适用于双向 传输网，500户和100户组团采用双向光端机100户组团可简称光纤到楼FTTB.光端机安装位置应在一个组团的中心位置附近标定。5.3 绘制系统原理图 网络系统原理图设计从光节点至分配放大器，从分配放大器至用户应采用星形结构。星形结构较树枝形结构更利于网络技术指标的实现，尤其是双向传输网络的设计。5.4 系统主要设计指标 主要设计指标有载噪比(CNR)和非线性失真指标。非线性失真指标包括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CTBR)、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CSOR)和载波交扰调制比(CMR).在网络系统输出口，还应计算电视频道间电平差。5.5 本图集以住宅小区的有线电视系统设计举例。宾馆、办公楼、综合楼等建 筑的有线电视系统可参照执行。
编制说明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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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系统工程常用图形和文字符号1.依据 1.1 广播电影电视工程设计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GY/T5059-19971.2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GB/T4728-981.3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GB/T4728-99 1.4 电气简图用图形符号 GB/T4728-2000 1.5 国家建筑标准设计00DX001《建筑电气工程设计常用图形和文宇符号》2.有线电视系统常用图形和文字符号表如下：(序号与00DX001连续编排) 常用图形和文字符号表
序号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 名称 说明5-427 2SP 室内型二分配器 射频(RF)功率分配器件5-428 PS 2SP 过电型二分配器 同上

5-429 2SP 防水型二分配器 同上

5-430 2SP 倒接室内二分配器 同上

5-431 PS 2SP 倒接过电二分配器 同上

5-432 3SP 等分室内三分配器 同上

序号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 名称 说明不等分室内 射频(RF)功率分配器件5-433 3SP 一表示高电平输出端三分配器h路分配器n为25-434 nSP 应按427~431图形派生n 、3、4、6、8

5-435 3
|

2 DCC

定向耦合器(一分支器)

DirectionalCoupler2~3端口衰减大于2~1与1~3衰减之和TP1XX 1.用DCC原理制造有隔215-436 室内型一分支器(21XX) 离(定向)性能1端RF功3[ TP1XX 率不等分到3、2端。1 25-437 防水型一分支器(Z1XX) 2.XX表达分支损耗dB值3
| 国标规定档差4dB,也有PS TP1XX 过电防水型25-438 档差为2dB的产品，本图1 (Z1XX) 一分支器3 册采用后者。1 2 TPnXX n端分支器5-439 3.分支端3可扩展到n端(21XX)n 产品有1、2、3、4.6n TPn 、8、12、16、20、24终端分支器5-440 zn (zn) 端的。单向RF放大器 三角形顶点指向RF信号传T5-441 一般符号 输方向 安装有线电视系统设备BOX5-442 落地箱图例和文字符号表(一) 图集号 03X401-2

审核 孙兰 校对 陆尧 陈老 设计 程永斌 k4 页 06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序号 名称 说明 序号 图形符号 文字符号 说明名称 FXXX表示光缆芯数TA是干线放大器填充表示T的功能和在网络TA FXXX 光缆5-443 5-452 FFTB是延长放大器中的位置 XXX用阿拉伯数字TB 分配放大器(楼头顶点外平行线表示：供电 型号标准在图形上方例如光纤活接头5-444 TD 5-453终止放大器) FC/APC,FC/PC,SC/APC,SC/PC多输出口分配放大器，一般TN 网络放大器 5-454 光纤熔接头 应标注接头损耗(dB)5-445 用在没有IA、TB的网络里双向RF分配放大必须有上行通道不用上行 用百分数表示每路光功率DFTDB 分光器5-446 5-455 占全部输出功率的比值放大模块时应另外加”注器 填充表示T的功能和在网双向干放TTB RF5-456 FR 光接收机5-447 络中的位置双向延放TBB 同5-445,TH供电电压 RF[户内放大器 光发射机FT5-448 TH 5-457为AC220V FR是下行光接收，FT是上行同5-443,TH供电电压 FR RF户内放大器TH 5-458 光端机RTS5-449 光发射机为AC60V. FT 掺耳(ED)光纤 EDFA只有1550nm的LFP实现一根电缆双向传电缆双向高(H)L H EDFALFP 放大器(FA)5-459 产品5-450 输的设备或部件低(L)通分割器 把设备与光纤连接在一起光纤 光纤尾缆FD 5-4605-451 的柔软光缆图例和文字符号表(二)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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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传输系统主要技术参数序号 项目 电视广播 调频广播 序号 项目 电视广播 调频广播系统输出口电平(dBμV) 47~70(单声道或立体声) 回波值(%)60~801 11 ≤7≤10系统输出口频 任意频道间 <8 微分增益(%)≤8(任意60MHz内) 12 ≤10VHF道间载波电平2 相邻频道间 ≤6(任意600KHz内) 微分相位(度)<3 13 ≤10差 -17±3(邻频传输系统) 频道频率 ±10(24小时内伴音对图像 ±25-7~-20(其他) (KHz) ±20(长时间内)频率稳定度任何频道内幅度变化不大 14任意频道幅度变化范围为 图像/伴音频率 ±5频道内幅度/频 间隔(KHz)±2(以载频加1.5MHz为基 于2,在载频的75KHz频率 ≥30(VHF)3 系统输出口相互隔离度(dB)15率特性(dB) 准),在任何0.5MHz频率范 范围内变化斜率每10KHz ≥22(其他)特性阻抗(Q)不大于0.2.围内，幅度变化不大于0.5 16 75 75≥41(单声道)载噪比(dB) ≥43(B=5.75MHz) 相邻频道间隔4 17 8MHz ≥400KHz≥51(立体声)

5 载波互调比(dB) ≥57(对电视频道的单频干扰)≥54(电视频道内单频互调于
扰

)

≥60(频道内单频干扰)

6 载波复合三次差拍比(dB) ≥54

7 交扰调制比(dB) ≥46+10lg(N-1) (式中N为电视频道数)

8 载波交流声比(%) ≤3

9 载波复合二次差拍比(dB) ≥54

10 色/亮度延时差(ns) ≤100

寄生辐射 待定电视中频干 (相对于最低电视k10辐射与干扰18 扰(dB) 信号)抗扰度(dB) 待定按相应国家标准其他干扰注此参数摘自GY/106-1999 下行传输系统主要技术参数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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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传输物理通道主要技术参数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说明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说明

1 标称系统特性阻抗(Q) 75 信号交流声调制比(%)11 ≤7

2 上行通道频率范围(MHz) 5~65 用户电视端口噪声抑制能力(dB)12 ≥40

3 标称上行端口输入电平(dBμV) 100

此电平为设计标称值，并非设备实际工作电平

4 上行传输路由增益差(dB) ≤10 康务区内任意用户端口上行

5 上行通道频率响应(dB) ≤10 7.4MHz~61.8MHz
≤1.5

7.4MHz~61.8MHz任意3.2MHz范围内

6 上行最大过载电平(dBμV) ≥112

三路载波输入当二次或三次 非线性产物为-40dEc时测量。

7 载波/汇集噪声比(dB) 电磁环境最恶劣的时间段测量≥20(Ra波段) 一般为18:00~22:00;注入226 上行载波电平为100dBμV(Rb.Rc波段) 波段划分见附录A.

8 上行通道传输延时(μS) ≤800

9 回波值(%) ≤10

10 10

上行通道群延时(ns ≤300 任意3.2MHz范围内

13 通道串扰抑制比(dB) ≥54注：1.系统设计时，载噪比(CNR)按≥26dB设定。 2.无用数字信号和空间脉冲干扰视作噪声时需另行计算载噪比称为广义载噪比。3.此参数摘自GY/T180-2001. 4.表中附录A见本图集第11页波段划分表。
上行传输物理通道主要技术参数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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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设计指标分配表项目
类别

下行 上行CNR CTBR CS0R CNR

项目
类别

下行 上行CNR CTBR CSOR CNR

分 分 40%A 1% 5% 10% A 50% 40%10% 50%

配 配 40%B 2.5% 40% 注：40%10% 10% 10% B 47.5%系
数

电
缆
支
线

系 C C 40% 40% 1.表中的国(行)标值是系统运行的限额 值用于评定系统的运行指标：系统的设计值应高于运行指标。表中的 二者之差为保证系统运行指标的设计冗余量。

6% 20% 20% 10% 44% 40%前 数 D 16% 20% 20% D 40% 40%10% 34% 40%

端 A 64 82 65 36 A 47 64 59 29设
计

值

设
计

值

60 76 65 36 47.2B 64 59 30B

C 56 70 3662 C 46.8 64 59 30

D 3652 70 D62 48.7 64 59 30 2.系统按户数分为A(10000以上)、 B(2000以上)、C(300以上)、 D(300以下)四类，住宅小区的系统一般属于C、D类。

分 A 49% 50% 40%55% A 44 56 55 26系统配 B 50% 50% 50% 50% B 44 56 55 26设计光
纤
干
线

系 C 50% 40% 40% C50% 44 56 55 26值

数 D 40% 40%50% D 55 2650% 44 56 3.在具体工程设计中，依据网络类别选 择分配系数而系统设计值不得改变。61.2A 47.1 58 30 A 43 54 54 26设
计

值

运行B 47 62 58 29 B 43 54 54 26指标C 47 64 59 29 C 43 54 54 26

D 47 64 59 29 D 43 54 54 26有线电视系统设计指标分配表 图集号 03X401-2审核 孙兰 校对 陆尧 张光 设计 程永斌 页 10



有线电视系统频段划分表
波段

频率范围 MHz 业务内容上行频段(R) 5～65 上行业务过渡频段(X) 65～87 过渡带FM频段(FM) 87~108 声音广播业务下行频段(A) 110~1000 模拟电视、数字电视、数据业务注：1.5、65、87、550、750、862、1000MHz等频率点是系统电 平计算和测量时的参照频率。 2.在双向网设计中，5~65MHz称作上行频段87 ~1000MHz称作下行频段。 3.目前：系统设计选用87~550MHz频段筒称550MH?系统；选 用87~750MHz频段简称750MHz系统选用87~862MHz频段简称860MHz系统。 4.系统设计时分支器和分配器的通频带为5~1000MHz,即双向网无源设备均应选用这类器材。

5.调频(FM)及数字广播的频率配置：在87~108MHz频率范围内，载频间隔按400KHz配频率点。 6.系统可设置导频频率和数据频率。例如：可寻址收费管理系统 的地址码载波频率在108至111MHz之间。
有线电视系统波段划分表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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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设备 (信源)

网络前端 子系统
(a)

光纤干线 子系统 (b)

电缆支线 子系统
(c)

无源电缆 分配网 子系统

用户端(家庭网络

前端 传输系统 用户分配网络系统方框图注： 1.本图用于网络规划设计. HFC网络系统由网络前端、传输系统和用户分配网络组成。 其中a、b、c子系统指标占系统设计指标的比例，无源电缆分配网、用户端(含家庭网络)不占用上述指标。 2.下行通道设计指标主要有CNR、CTBR和 CSOR,上行通道主要指标是CNR.设计时 通过图中公式计算可以把规定的运行指标核算成设计指标并分配到各个子系统中。3.系统的其他性能参数微分增益、微分相位、色亮时延差、频率稳定度等，应由相关设备保证，不在此计算。 4.设计预留指标见第10页<<系统技术指标分配表>>. 5.详解见GB50200-1994《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按下式计算分配系数： 子系统设计指标分配系数= ⋯⋯⋯⋯⋯公式(1)系统设计指标系统设计指标=运行指标+预留指标⋯⋯⋯⋯公式(2) 子系统CNR=-10 lg(分配系数)+(系统设计值)..公式(3)子系统CTBR=-20 lg(分配系数)+(系统设计值)..公式(4) 子系统CSOR=-10 lg(分配系数)+(系统设计值)..公式(5)HFC系统的组成与指标分配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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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光纤干线4 下行光纤干线3 下行光纤干线2 射
频

电
缆

，
分

配
网

驱动放大器 四路分光器 上
行
通
道
(
分
离
器

模拟频道1 下行光接收机混
合

器

下行光发射机模拟频道N 下行光纤干线1CMTS 上行光发射机解
复
用

数据调制器 上行光接收机数据解调器 上行光纤干线1

网络端接器 注 1.HFC双向网络的下行通道，在网络前端将信号混合后经驱动放大器进入光 发射机，变为光信号，经光分路后由光干线传至下行光接收机再变为电信号分配至用户.上行信号则从用户家中的CM发射至上行光发射机变为光信号经上行光干线至网络前端光接收机。前端路由器 树络管理服务器国际互联网 2.当上行、下行双向传输数据业务时，前端应设信号调制解调器系统主控器 (CMTS),每台(CMTS)可控制1000~2000台用户调制解调器(CM).电话接入集线器数据广播网 3.国际互联网、数字广播、数字电话和网络管理等属于数据业务。当数据业 务采用TDMA(时分多址)传输模式时，必须用复用和解复用器。采用CDMA(码分多址)传输模式不用复用和去复用器。公共通信网 HFC双向系统组成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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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DEM--解调器;
2.此圈用于有线电视网前端。 ()”中数字是代表75-5电缆的条数MOD--调制器 DSR--数字卫星接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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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 升兰 校对 陆尧 设计 程永斌

下行邻频前端子系统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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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行邻频前端设计说明1. 数字卫星电视接收机(DSR)20台，其输出信号是模拟电视信号，20路 图像信号(V),20路伴音信号(A)。解调器(DEM)8台的输出信号为V、A信号. 2.邻频调制器(MOD)28台，即模拟电视频道数为28。 3.系统频道数(N)增加系统带宽可选750系统、862系统和G系统。 4.邻频混合器输入端频带宽度为5~1GHz,对MOD的输出载频没有选择性。但MOD之间隔离损耗≥60dB.5.各个频道的载噪比≥52dB,主要取决于MOD的指标。 6.非线性失真取决于驱动放大器，当其CTBR≥76dB,CSOR≥66dB时，视作前端不占用系统非线性失真指标。7. DSR、DEM、MOD机壳均为19寸标准机箱安装在19寸标准机柜内。8.计算实例： 网络邻频前端技术指标如下： CNR≥56dB,CTBR≥70dB,CSOR≥62dB, 计算前端指标占用系统指标设计值的份额：

根据第12页公式(3)、(4)、(5)得出下式： 56=-10 lg a?+44 70=-20 lg az+5662=-10 lg as+55 计算结果：CNR分配系数ar=6.3?TBR分配系数a?=20%, CSOR分配系统a?=20?见第10页表，C类系统)9.用一分支器可实现光接收机电信号与邻频前端信号的混合：
光接收机

从信源来 邻频混合器 一分支器 驱动放大器

下行邻频前端子系统设计说明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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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室外
室内 天放电源 衰

减
器

DC18V AC220VDS-42调制器自办节目 42 35 33 39 15 18 21 27UHF四路混合器 UHF四路混合器

室外
室内庆放电源 DC18V AC220V

2 FM 6 8 10VHF五路混合

信源采集
U/V混合器

光缆

光端机

倒接二分配器 倒接二分配器U/V混合器 驱动放大器注：1.依据系统规模设定CNR,一般前端CNR≥48dB. 2.图中的混合器使用频道滤波器式在VHF频段，频道间隔为8MHz,UHF的频道间隔24MHz以上。 驱动放大器 光电混合前端3.天线放大器和驱动放大器用于提高CNR. 4.前端室内设备应装在壁挂式箱内，箱体的长x宽X厚为1200×800×160mm。5.天放装在天线杆上由室内电源通过电缆供电。 6.此图适用于宾馆、饭店、公寓等单体建筑物的电视共用天线系统。 下行隔频前端子系统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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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管道或桥架入口 2000

电
缆
余
缆
盘

光
缆

余
缆

盘

机 柜 交流配电箱 台102000

1 LEB接地板 个 局部等电位联结9 全密封免维护铅酸蓄电池 组8 2柜式空调器 台7 丁
丁监视器 套6 1直方图电平监视仪 套5 1计算机台 席4 UPS电源 套3 1光缆配线架 套2 1注 1.光端机机房(光节点)占地2x2平米，可在建筑首层 或地下一层。 19英寸机柜架 套1 1

编号 数量名 称 单位 备 注2.光端机机房应有不小于1Kw的供电和接地装置。 光接收机(光节点)机房平面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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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004000 7500

9

2进线维修室
接待室

10 3

21000

墙洞200×200地板下或吊顶上 主机房

1000

6值班监控室

5

0006
2500

8500

注 1.有线电视HFC系统光信号前端站(所),分为主机房和 进线维修室，以及值班监控室。 2.主机房机柜数量由本光信号站(所)负荷及工程设计确定。3.设备配置见17页. 信号前端站(所)平面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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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纤干线设计系统指标的分配 1.1 HFC网络系统分配给光纤干线子系统的指标在工程中是重要的设计和 设备选型依据，对不同类型的HFC网络，指标分配系数也可以适当调整。但子系统指标(如光纤干线部分)永远高于总系统指标。从第13页表中查得光纤干线指标如下： CNR=47dB(下行) CNR=29dB(上行CTBR=64dB CSOR=59dB1.2 二段光纤干线指标的再分配方法，每段干线把光线干线的指标视作总体 指标GB50200-94提供的指标分配原理依然适用。1.2.1 一段光纤(无中继)干线不用再分配。 1.2.2 二段光纤(有一级中继)的分配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当载噪比分配系数记作K1和K2 K1+K2≤1(CNR)1=CNR-10 logK1 (CNR)2=CNR-10 logK2 当复合三次差拍比分配系数记作M1和M2时： M1+M2≤1(CTBR)1=CTBR-20 logM1 (CTBR)2=CTBR-20 logM2

当复合三次差拍比分配系数记作N1和N2时：(CSOR)1=CSOR-10 logN? (CSOR)2=CSOR-10 logN? 式中的脚注1、2代表两个光纤干线子系统。1.3 指标的迭加关系： CR-0glo 0+0 ⋯(6)CTBR-20elo0+102-(7 CS0R=15 glo b+15 两个子系统指标迭加的结果，总体指标(dB)比最低的子 系统指标还要低。上述物理概念用于指标迭加计算，可查阅技术资料1、2、3降低值表简捷易行。 CNR使用10Log法则，CTBR使用20Log法则，CSOR使用15Log法则。举例如下：光纤干线的设计要点(一)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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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CNR1=55.4dB,CNR2=50.9dB 2000户以上的住宅小区均应采用二段光缆传输系统.可细分为 光缆到路边，光缆到楼头和光缆到最后一台放大器。工程设计时，基础设施设计应采用光缆到最后一台放大器模式.CNR1-CNR2=4.5dB 从10LOG法则，查出CNR降低值为1.32 所以1、2两个设备级连后，在1设备输入端的 2.3 单向和双向光缆网关系CNR=50.9-1.32=49.58dB 上行和下行通道是两条光纤，备份两条光纤，实现双向传输的光例2:两个指标相同的设备级连，CSOR1=CSOR2=62dB. 迭加规律为15Lg,从15LOG查出：指标降低值为4.52dB.则级连后的CSOR=62-4.52=57.48dB. 缆最小芯数为4.上行光载波波长为1310nm.2.4 1550nm光放大器中继方式 光纤在1550nm上的损耗小，传输距离在30Km以上时采用一段光缆干线模式加一级中继可传输60Km以上加二级中继可传输100Km以上。三级中继以上不宜采用，难以保证传输指标。目前没有1310nm的光放大器。例3:两个设备的复合三次差拍比差值为20dB,CTBR1为62dB CTBR2为82dB.级连后的降低值从20LOG法则中查出为0.83dB,则级连后的复合三次差拍比CTBR=62-0.83=61.17dB. 2.5 数字电视传输系统是超长干线的优选模式2.光缆干线的五种模式和适用范围(参考22页图) 模拟电视信号数字化后称为数字电视信号，把它调制到光载波上 再采用中继站数字再生技术，可进行超长干线传输和实现全国联网。2.1 一段光缆干线(无中继):用光纤把一台光发射机和一台光接收 机连接在一起的光纤干线称为一段光纤传输系统.光缆是一缆 多芯，插入分光器后构成光缆干线网.其应采用星形拓扑结构。 一段光缆干线适用500户左右的住宅小区可筒称光缆到支干线2.2 二段光缆(有中继)传输系统 在无中继的光缆干线中，星形连接需要大芯数光缆。采用一级中继方案，装在前端的光发射机至中继站的光缆称第一段，只 需2芯或4芯承担长距离传输任务；中继站至光接收机称第二段，大芯数光缆完成短距离传输任务。 光线干线的设计要点(二)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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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RF 光发射机
RF 光发射机

RF 光发射机
RF 行光发上行光收

RF 下行光发上行光收
去复用

RF光接收机 注： 1.A模式名称单向一段光缆无中继传输系统， 用1310nm和1550nm均可.二芯光缆 RF光收光发 光接收机 2.B模式名称单向二段光缆有中继传输系统用1310nm和1550nm均可。二芯光缆 二芯光缆 RF 3.C模式名称：单向二段光缆传输系统，只能用1550nm.光接收机二芯光缆二芯光缆 4.D模式名称：一段双向光缆传输系统下行用 1310nm或1550nm均可；上行宜用1310nm.光放大器 RF 高通行光收上行光发 RF 5.E模式名称一段双向数字光缆传输系统下行 用1310nm或1550nm均可，上行宜用1310nm.低通四芯光缆

RF1高通 低通 RF2下行接收上行发射 高通低通四芯光缆 RF3频分复用 高通；低通 RF4高通；低通 光缆传输干线的五种模式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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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缆干线传输五种模式的应用模式号 方案名称 干线模式 应用范围 备注

A 光缆一段无中继方案(A) 从网路前端至光接收机为无中继传输 用于30Km以内有线电视信号的传输工程 单向传输

B

光缆一级中继方案(B)(光收发设备)

光缆传输至一级中继后，光信号得以接续和分路 1310nm光信号接续和光分路工程 1310、1550nm信号均可

C

光缆一级中魅方案(C)(光放大设备) 光缆传输至一级中继后，再接续和分路 1550nm光信号接续和光分路工程 只用于1550nm信号

D 光缆双向传输方案(D) 一条光缆中，两条光纤各做上、下行传输。(空分复用) 用于双向网传输工程 1310、1550nm信号均可

E

光缆双向数字传输方案(E)

一条光缆中，两条光纤各做上、下行数字信号传输 应用于长距离超干线传输工程 数字化信号传输 指标基本无劣化注本表模式号与21页相对应 光缆传输干线五种模式的应用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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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调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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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路
可
寻
址
分
支
器

一单元

12路
可
寻
址
分
支
器

二单元

12路
可
寻
址
分
支
器

12路
可
寻
址
分
支
器

注 1.本图适用于有一个光节点住户为384以下的住宅 (小区)可寻址收费管理系统。2.可寻址分支器内装有解码器，属有源部件，供电为AC60V.

三单元 四单元住宅(小区)单向可寻址收费管理系统示例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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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至光发射机 1、2、6、7# 均为24层 23.4、5# 均为6层110m R 市
政
路

67m

50m 50m水
口

5 4 995m50m 1#落地箱 3

80m

R

2 3 4
6
m

5
0
m50m 50m50m 50m 60mR 120m

50m? 习 8 白
自

6

70m

120m50m 45
0 765m2#落地箱 710 50m8

50m7
0
m 50m 50m10 50r65m 50m3#落地箱

A区 9 11 B区 56

C区 D区

北
① 图例： 人(手)孔注：本示例图以A区为例，B、C、D区仅为示意。 住宅小区有线电视缆线管道示例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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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用户统计表

序
 
号

项目数
据

楼号

层
数

单
元
熱

每层
户数

每单
元户

数

楼栋
总户

数

每户安装终端盒个数
每栋楼终端盒总个数

1 1 6 4 3 18 72 2 144

2 2 6 3 3 18 54 2 108

3 3 6 4 2 12 48 2 96

4 4 6 5 2 12 60 3 180

5 5 6 5 2 12 60 3 180

6 6 6 5 2 12 60 3 180

7 7 6 2 2 12 24 4 96

8 8 8 6 3 24 144 4 576

9 9 12 8 4 48 384 3 1152

10 10 12 2 4 48 96 4 384

11 A区总户数 1002

12 A区安装终端盒总个数 3096

8路终端分支器
终端分支器示例

20 (20) 18) 18)

10(16) (14)14数字表示串接单元的分支损耗 串接单元示例

750终接电阻注：1.本统计表以24页住宅小区A区为例。 2.设计中采用一条电缆进户规则。每户安装2个或多个终端时， 需加装用户放大器，其对系统技术指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楼内分配网采用串接单元方式或采用终端分支器方式其网络结构不同，功能相同。住宅小区用户统计表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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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 1#楼无源电缆分配网TB1 TD2 2#、3#楼无源电缆分配网

TD3 5#楼无源电缆分配网1#落地箱 TD4RF 4#楼无源电缆分配网TB2光
节

点

TD5RF 6#楼无源电缆分配网TD6RF 7#楼无源电缆分配网2#落地箱 TD7×26#楼站所 8#楼无源电缆分配网TB3 TD8×4 9#楼无源电缆分配网TD9注 1.本图以A区为例一个光节点负荷是1002户 3096个终端。 10#楼无源电缆分配网3#落地箱2.电缆网络采用星形结构，有一级延长放大器 (TB)加一级分配放大器。分配放大器(TD)的作用是推动用户无源分配网.3.本图为典型HFC单向传输网络。 住宅小区HFC单向传输网络示意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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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红
线

从前端光发射机来

TD3 RTD1 110m TD46
7
m

5
0
m

5 4R R50m 1#落地箱95m3 2TD2 4
6
m R 120m F4

TD56

7
0
m 50m TD650m 765m2#落地箱

8 TD7x2
7
0
m

1050m65m TD93#落地箱

9A区 TD8×4

F16

注 1.光缆设计敷设长度是管道长度的1.2倍。 2.光缆采用GYXTW型式安装敷设时弯曲 半径应在300mm以上.3.电缆必须用SYWFV-75-9L或75-12L 弯曲半径应按光缆设定即应在300mm以上.4.6#楼光节点站所平面图参见第18页。市
政

路

住宅小区HFC单向传输网络路由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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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 前端光发射机

九路分光器(OD)
F4 中继光接收机中继光发射机6#楼站所

楼内光机PR1 0R1

PR2 0R2

PR3 0R3

PR4 OR4

PR5 OR5

PR6 0R6

1#楼无源电缆分配网2#、3#楼无源电缆分配网 4#楼无源电缆分配网5#楼无源电缆分配网 6#楼无源电缆分配网7#楼无源电缆分配网

PR7Pt 8#楼无源电缆分配网0R7注：1.本图是以A区为例住宅小区光缆一级中继光纤 到楼(FTTLA)网络方案设计举例。 PR8 9#楼无源电缆分配网0R82.Pt是0D的输入端光功率，单位为mw. PR1~PR9是0D输出端光功率，单位为mw. PR9 0R9 10#楼无源电缆分配网3.0R1~0R9内的RF放大器为高电平分配放大器，驱动用户分配网。 4.双向传输时，每台楼内0R处有上行光发射机并有一根光纤到前端。5.此模式适用于可靠性要求高的工程。单台光接收机负荷约为100~300户. 6.光功率计算见本图集技术资料84页.7.Fn,n为光缆芯数. 住宅小区光缆一级中继网络示例(一)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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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mw 1.2dBm0.1dB 0R1
0R211% 0R3

0D活接头FC/APC 活接头FC/APC OR4一段光纤干线 0.1dB光接收 光发射 0R50.5dB0.5dB 9条二段光纤干线 熔接接头 0R616mw 8.6dBm12dBm 0R7(7.25mw)注：1.中继光发(0T)、光收(0R)和分光器(0D)装在机房内19英寸机柜上. 0R811%2.光收(OR?至0Rg)装在楼内分配箱内。图中表明为9条光纤链路.0D 到OR?至0R?的光纤长度均小于100m,推算功率时将其损耗忽略，0D的 0R9分光比取1/9,即11?? 熔接接头3.从第10页表，电缆支线”D”中查出，光纤干线载噪比应为48.7dB。其分配 系数不宜等分。例如一段取30二段取70则一段载噪比应为54dB,二段应为50dB。 6.从第86页光发射机参数表查到：0T100E输出功率为15至17mw.7.选用OT100E合理，设定其输出功率为16mw,计算链路载噪比应为4.依据第89页分光器典型特性，链路损耗为11dB时，从第86页光链路指标 表查到对应载噪比为49dB。而OR?输入功率为加0dBm,要提高到注3的50 50.2dB. 8.把光纤损耗计入链路损耗0R?至0Rg的输入功率有变化，误差范围dB,OR?输入功率应设定为1dBm。 在±0.5dB之内。输入光功率必须不大于3dBm(2mw)。5.中继光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应为(1dBm+11dB)12dBm(15.8mw)。 光缆一级中继设备联线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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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红
线

F16 从前端光发射机来

OR1 F4 OR4

0R3 110m6
7
m

日 5 4

0
(50m F895m3 0R22 4

6
m

F16 F4120m 注：1.光中继设备位置与光接收机相同，楼内OR56 光接收机尾缆用两芯的引入光缆为四芯图例： OR1]~0R9 0
攻

OR(

0
2 50m (F4),改为双向网，只需在光接收机内补5
0
m

楼头光接收机 7.65m 装上行通道。上 中继光收发机 2.光缆采用GYXTW型式转弯半径应在300mm8 0R 以上。F4~F16:光缆芯数 0
加 1065m 50m 市

政
路

6d0

9 OR8A区 住宅小区光缆一级中继网络路由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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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75-9L75-9 230m光收 75-9L120m分光器 10m50%RF 5#楼光发 光收光发 F450% 75-9L0
86#楼 60m光收130m TD5 TD4 TDi8#楼 TD275-9L注： 8# 10mTD8 2#5# 4# 1#6#1.以A区为例光缆至小区中继后分路为两路的示例。 75-9LTD? 60m2.装在6#楼的光收选用中继型室内光接收机，其标称光输入功率 =0dBm,CNR=51dB,CTBR=65dB。 2

4
0
m

75-91

75-9L7# 60mTD73.设计CNR=48dB,CTBR=66.5dB,则接收机输入功率=-3dBm. 4.装在6#楼的中继光发选用室内型即可。标称输入电平为80dBμV. 中继型光接收机的标称RF电平为80dBμV,完全适匹. 9# TB1TD9 1105.中继光发输出功率计算： 10# 75-9L 70m两条光纤链路的损耗视作相同，数值为0.5+1+0.5+3=5dB,当5#、 6#楼光收标称输入为0dBm时，光发输出功率为5dBm。即：3.16mw取规范值4mw,即6dBm。 TD106.5#、8#楼光接收机选用与中继光收相同性能，输入光功率为1dBm的指标CNR=52dB,CTBR=65.5dB。7.计算两段光纤合成指标 CNR=48-1.46=46.54dB CTBR=65-5.77=59.23dB 住宅小区光缆一级中继网络示例(二) 03X401-28.本图适用于1000户以上住宅小区的分路工程。 图集号审核：孙兰 校对 陆尧 设计 程永斌 页 31



规
划
红
线

从前端光发射机来

110m四

R

5 4品95m50m

R

3 2 46m F4120m 注1.本图例以A区为例，适用于1000户以上的住宅 小区。此模式筒称光纤到组团(FTTSA),6

70m 50m 2.光缆用GYXTW型式管道式电缆沟敷设皆宜，转 弯半径应在300mm以上。U09

765m 人

市
政
路

3.电缆必须用SYWFV75-9L或75-12L.8 图 4.光缆预留双向和备份纤芯。70m
R 10 5.5号楼、8号楼建光节点站所.65m 50m

R R

9A区 住宅小区光缆一级中继网络路由图(二)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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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缆网的设计 1.1 光接收机后电缆支线网设计可分为星形网和树枝形网，星形网是 以光接收机为中心至用户星形分布传输，适于双向网设计。树枝形网是以光接收机为起点通过延长放大器做树枝形分布传输，系统指标不均，不适于双向网。但是节省器材。1.2 同轴电缆的特性：系统传输射频信号，上限频率点是1000MHz, 使用同轴电缆。国际国内标准规定，特性阻抗为750.并要求各种设备与电缆连接，必须达到良好匹配，把反射损耗为20dB定义为良好匹配。2.管道工程和楼内暗管的设计要点 2.1 地下管道在拐弯处和引入建筑物处应设人(手)孔. 2.2 楼内暗管应使用钢管内，管内电缆条数n按下式计算： n=(P22×40%D?--钢管内径 D?-—电缆最大护套外径 40?钢管截面积利用率2.3 钢管应做等电位联结。

3.电缆支线电平图设计要点 3.1 系统设计指标分配到每一个设备上，根据设备占用的设计指 标计算设备的输入、输出电平.3.2 在一条电缆支线上，延长放大器的级连台数不应大于3。 3.3 支线电缆必须用75-9L或75-12L,相邻两台延放之间的插 入损耗应该与延放的工作增益相等。一般情况下，75-9L小 于250m,75-12L小于320m。延放的增益应该小于或等于26dB. 3.4 在光节点设置AC60V供电器，供电终断点在分配放大器输出 端。工程设计中有多个供电器时，应该保证供电方向与下行信号流向相同。3.5 实现双向传输功能，选用双向延放和分放就能实现。3.6 延放和分放的外壳应做等电位联结。 3.7 光缆向用户延伸，光设备安装在延放或分放的位置。
同轴电缆传输网的设计要点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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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节点 TB1

TB2 TB3

士 支
干

线
3

支
干
线
2

TD4

TD3

TD2

分
配
网
络
4

分
配

网
络

3

分
配
网
络
2树枝形电缆支线指标与分配系数表

士
分
配
网
络
1

项目

TB1 TB2与TB3 TD2分配系数 设计值 分配系数 设计值 分配系数 设计值
额定 设计值
国(行

标值

下行 CNR 35% 53.2 30% 53.9 5% 61.7 48.7 43

CTBR 20% 78 20% 78 40% 72 64 54

CS0R 20% 66 20% 66 40% 63 59 54

上行 CNR 30% 35.2 20% 37 30% 35.2 30 26

注： 1.本图适用于单向系统。 2.四条支线指标不一样，用户位置不同享受的指标不同。3.光节点向用户延伸管道、路由必须改动。4.指标设计值是放大器的选型依据之一. 5.支干线1与支干线2分配系数相同；支于线3与星形支 线相同；支干线4指标有冗余。6.额定设计值从第10页表查出。 7.TB1是光接收机内的延长放大器。
树枝形电缆支线模式和指标分配表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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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节点 TB1
分配网络4

TD4
TB2

TD3
TD2

分配网络3
分配网络2

TD1 分配网络1典型星形电缆支线指标与分配系数表
项目

TB1 TB2 TD1(TD2、3、4)分配系数 设计值 分配系数 设计值 分配系数 设计值
额定 设计值

国(行)标值

下行 CNR 42.5% 52.4 42.5% 52.4 15% 56.9 48.7 43

CTBR 30% 74.5 30% 74.5 40% 72 64 54

CS0R 30% 64.2 30% 64.2 40% 63 59 54

上行 CNR 40% 34 30% 35.2 30% 35.2 30 26

注： 1.本图适用于双向系统。 2.四条支线指标一样各个用户的性能参数一样。 3.光节点向用户延伸，暗管系统不改动。光节点的位置依次移至TB2、TD处。 4.指标设计值是放大器的选型依据之一。5.额定设计值从第10页表查出。
星形电缆支线模式和指标分配表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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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3TD1 110m TD4 F16

67m

5
0
n

5 450m 落地箱195m3 2 4
6
m

TD2

R 120m F4

6 TD5

7
0
m 50m D65
0
m 765m落地箱2

8 TD7×2
7
0
m U50m 市

政
路

65m TD9

9A区 TD8×4

支线敷线图

落地箱1
TB1

落地箱2

177m
145m

113m
7
0
m

115m
TB2

135m
支线电平图

TD1
TD2

TD3
TD4

TD5
TD6 TD7×2

TD8×4
TD9注支干线电缆为75-9L 住宅小区树枝形电缆支线示例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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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端光发射机来

TD1
50m 品

3 TD2 2

A区

TD3

95m
5

落地箱2

6
7
m

4
6
m

110m
落地箱1

120m

TD4
4

F4

6 TD5

7
0
m

65m
5
0
m

50m TD6
7

8 TD7×2
7
0
m 50m65m [0D9

9 TD8×4

F16
市
政
路

落地箱1
TB1

113m
133m

TB2
落地箱2

145m TD1

95m
67m177m

TD2
TD3

TD4

115m TD5

165m
65m

TD6 TD7x2
115m165m750终接电阻

TD8×4
TD9

支线敷线图 支线电平图注：支干线电缆为75-12L

审核

住宅小区星形电缆支线示例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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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放(TB1)输出电平计算表
参数计算

结果
项目

CNR(dB) CTBR(dB) CSOR(dB)

额定 设计61.6 52.4
额定

80

设计 74.5
额定

68

设计64.2输出电平 Uo≥ Uo?≤ Uos≤102 102 102(dBμV) 92.8 104.8 105.8

代号 Uo? Uo2 Uo3一 一

主观评价实验数据表 单位：dBμv名称计算
结果项目

Uo Uo 中值1 中值2 中值3 中值4

优选后中值5 放大器 输出电平BAl(BA2)输出电乎 92.8 104.8 99.4 98.2 94 97 89 95.5注 1.在35页图中，延放(TB1、TB2)的额定工作参数为增益30dB,噪声系数 4.依据国标主观评价标准用优选法计算输出电平，结果更符合人的 视觉特点.从注3得知：放大器输出电平的优选值在Uo?和Uo?之间。8dB,PAL-D制电视固有噪声电平为2.4.则额定载噪比为(102-30-8-2.4)61.6dB. 5.优选法计算方式：2.设计载噪比(CNR)、复合三次差拍比(CTB)和复合二次差拍比(CSOR)从35页表中查出。 中值1= Uoi+(Uo2— Uo?)×0.618(9)中值2=Uoi+Uo?-中值 ...(10)中值3=Ua+中值1-中值2 ...(11)中值4=Uo?+中值2-中值3 ...(12)中值5=Uo?+中值3-中值43.输出电平计算公式 设计载燥比要求放大器输出电平为Uon,Ua?≥102-(额定CNR-设计CNR)≥92.8 ...(13)设计复合三次差拍比要求放大器输出电平为Uo,Uoz≤102+1/2(额定CTBR-设计CTBR)≤104.8 6.优选后延放(TB1)的输出电平为95.5 输出电平=中值3去中值4=95.5dBμV..(14)设计复合二次差拍比要求放大器输出电平为Uos,Uos≤102+(额定CSOR 7.上述计算方法适用于各台延长放大器和分配放大器的输出电平计算。一设计CSOR)≤105.8 当设定放大器输出电平为104.8,复合二次差拍比提高1dB. 延长放大器输出电平计算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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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1、TD2、TD3、TD4工作状态 单位dBμV参数 CNR(dB) CTBR(dB) CSOR(dB)计算
结果 额定 设计 额定 设计 额定 设计62.6 56.9 83 72 75 63项目 输出电平 106 ≥100.3 106 ≤111.5 106 ≤118(dBμV)IC?输入电平 (dBμV) 72 62.8 72 77.5 72 84

入

双向分配放大器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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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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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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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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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波
器

出

主观评价实验数据(0.618优选法实验) 单位：dBμv计算 名称
结果

项目

Uo Uo2 中值 中值2 中值3 中值4 中值5 设定值

TD输出电平 100.3 111.5 106.9 104.9 102.3 103.6

注：1.以26页分配网放大器为例。 2.分放的典型参数如下： 额定输入电平72dBμV 额定输出电平106dBμV额定增益34dB 额定噪声系数8dB 3.分放额定CNR为72-8-2.4=62.6dB。4.计算公式和过程见38页。 5.分放Uo、Uo?从主观评价实验数据表中查出。 6.设定值=104.9+102.3=103.6dBμV(中心值)7.TD输入电平103.6-34=69.6dBμV(中心值)分配放大器输出电平计算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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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U? 均衡

U?1 放

U?2

电缆

外壳
U?i 均街

J??衰减

单位增益段

U22

电平

电缆的低频衰减特性
U12

电缆的高频衰减特性
U? Ua?

U22
位置计算方式：U?2-U??=放大器工作增益(GdB) G-(2+1.5+0.2+分路损耗连接电缆长度(m)=! 电缆单位长度损耗(dB/m)式中： 2(dB)--衰减器的最小衰减量1.5(dB)--均衡器的插入损耗0.2(dB)--接头损耗分路损耗见注2

注1.习惯上称Un1和Uai为放大器输入电平，计算载噪比应使用U和U?1. 2.信号电平从U??衰减到U?1,衰减量与放大器工作增益相等时称为单位 增益段：当在电缆中间插入无源设备时，其插入损耗为公式中的分路损耗。 3.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均应保证单位增益段的实现。电缆敷设长度不得大于工程设计图上的标定长度。计算两台放大器之间的连接电缆长度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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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220V
PS

PS PS60V光接收机 AC rí

①

PSTB1 AC60V
PS

AC220V光节点机房内注，1.供电器(PS)一般规格有2A、6A、9A、15A的。 2.分放(TD)的交流工作电压不应低于AC45V.3.电缆支线(1)等效电路见下42页。

TB2
r2

TB4

TB3
TB5

r2

r4
r5

r6
075Q终接电阻

TD1
TD2

TD3
TD4

TD5
TD6

TD7
TD8

TD9

电缆支线(1)
电缆支线(2)

星形电缆支线集中供电原理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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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V

10 1

I10r1

I2

I10r2 r3
I3

r4
I4

r5
15

r6
I6 I7

R1

TB2 R2

TB3 R3 R4

702 R5

TD3 R6

TD4 R7

注： 1.此图以41页电缆支线(1)为例。 2.R1~R7是相应放大器等效电阻，r1~r6是相应电缆环路电阻。3.当放大器的交流伏安特性已知时，可计算出各节点的电压。4.近似条件：认为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 5.支线(2)的等效电路是上图去掉R1,并接R8(TD9),两条支线可用相同瓦数的供电器。 6.计算结果R1~R7上工作电压均大于AC45V. 电缆支线供电等效电路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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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放大器 CCRF入PS. DC24V

L

DC单元 L

2
| 3

RF出 PS AC60V

桥式整流

L C

调压电路
过流

保护

过压
保护

分压器

DC24V输出电压

RF放大器过电示意图 DC:开关型稳压电源示意图注：1.1点与2用短路线连接，为本放大器供电。 2.系统电平图在分配放大器输出端加供电终止符号，表示1点与3点不连接，供电终止。3. DC单元见右图。

注：稳压器一般工作电压不低于AC42V.
过电放大器和直流电源接线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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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入AC220V±10%

降压变压器

正弦波

交流稳定器

准方波
出 AC60V

电源避雷器接地 供电器简图

外壳
C

入AC60V

保险管
保险管
C

L
L

C
C

出
L

C.

电源插入器简图 出

盐

PSAC220V AC60V供电器符号

PS PSAC60V电源插入器符号注：用准方波为DC单元供电，双向HFC网供电电流超过 10A时，宜将集中供电电压提升到90v. 注装一个保险管为单向供电；装两个保险管为双向供电。L--扼流电感 C--隔直流电容
PS 表示供电方向供电器和电源插入器接线图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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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同轴电缆分配网设计要点1.分配网组成 在住宅小区里，分配网由管道网(基础设施)和信号功率分配网组成。本图册把分配(楼头)放大器输出端以下的部分统称无源同轴电缆分配网、管道网和信号功率分配网，均应采用星形拓扑结构。管道网的主材是铁 管和安装箱分配网的主要器材是75-7、75-5软电缆和室内型分配器、分支器和终端分支器。可寻址分支器是终端分支器内加入了寻址电路，实现收费管理功能。 2.设计指标主要是系统输出口电平和电平差，管道网中的路由长短是计算 电平差的基础数据之一，从分放输出端至一个系统输出口的路由长短误差应在4.5m以内。3.树枝形网络和星形网络的比较 终端分支器和可寻址分支器不能串接，用它们构成星形网络，它们可以补偿由用户电缆长度不同形成的电平差，减小上行电平汇集后的不平度。树枝形网络只适用于单向系统。 4.终端分支器和可寻址分支器的安装箱宜设置在负荷中心位置设备和箱体应做等电位联结。

5.分路子网电缆用75-7电缆分户子网用75-5电缆单向系统用两屏蔽电缆双向系统用四屏蔽电缆。 6.分配放大器的输出电平取决载噪比和非线性指标而它的输出电平决定了其负荷能力。
无源同轴电缆分配网设计要点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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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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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0 0 O O O- O 0 O 75-5 SC20

2F
1F

O 0 O 0 O- O

ATFT3 T475-7 75-775-7 SC25 T2 75-7 SC25T1一门 二门 三门 四门

0

人(手)孔

103.6
73.6

双向分配放大器(TA)注：1.本示例为一门12户采用终端型分支器每户设计一个系统输出端 4.AVP是安装箱，内装12路终端分支器或12路可寻址分支器(见第50页),安装在三层或四层均可.2.每户安装2个或多个输出端时，需安装用户放大器。详见本图集家庭网络图。 5.ATF放大器箱安装在首层。3.TD的倾斜量为8dB,即下行最低传输频率电平为95.6dBμV,TD的上行增益为30dB,平坦输出。 6.选用此方案，设计人员应考虑管线的竖向通道。六层楼星形无源分配网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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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示例为一门18户采用分支器，每户设计一个系 统输出端。O 2.AVP为楼内分配箱，设置于各层公共楼道内。ATF为放大器箱。O 3.层间电缆为SYWF75-7P2;进户电缆为SYWF75-5P2.O 4.能达标数据： 系统输出口电平60~80dBμv75-5 SC20 模拟电视频道电平差≤15dBO 数字电视载波电平差≤10dB上行通道衰减差≤30dB5.层间电缆长度取3.5m,分配放大器(TD)输出电平 设定后，选择不同分支损耗的分支器保证系统输出口电平达标。0 6.本图适用于单向传输系统。

ATF

75-7 SC25 六层楼树枝形无源分配网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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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住宅小区A区12层楼为例。AVP箱分别安装在4F、9F弱电间内。 2.分支输出电缆用75-5P4,长度≤30m. 3.本图是双向网的典型设计，系统输出口下行电平为：65±4dBV; +8上行电平为102 -10dBμV,适用于各类建筑物。4.下行和上行系统输出口隔离高度=终端分支器隔离损耗+本端 电缆损耗+相邻端电缆损耗+终端盒隔离损耗。下行值≥46dB;上行值≤70dB 5.图中负数为分支损耗，损耗大的端口接近端用户，损耗小的端口接远端用户. 6.设计人员应考虑管线敷设的竖向通道。
十二层楼星形无源分配网 图集号 03X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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