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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波段卫星通信是指使用3-6 GHz频

率范围的电磁波进行通信，广泛应用

于电视广播、固定电话、移动通信等

领域。

5G网络作为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具

有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等特点，

但其使用的频率范围与C波段卫星通信

部分重叠，导致可能产生干扰。

背景介绍

5G网络发展及影响

C波段卫星通信概述



5G信号对C波段卫星接收的干扰表现
5G信号可能通过直接辐射、散射、反射等方式进入C波段卫星接收系统，表现为

接收信号质量下降、误码率增加、图像失真等问题。

不同场景下的干扰程度差异

城市、郊区、农村等不同场景下，由于5G基站布局、建筑物遮挡、大气条件等因

素，干扰程度可能有所不同。

干扰现象描述



排查分析5G对C波段卫星接收的干扰原因

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确定5G信号对C波段卫星接收产生干扰的具体原因和机制，为后续

应对处理提供理论支持。

提出有效的应对处理措施

针对不同场景和干扰程度，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应对处理措施，以保障C波段卫星通信

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服务质量。

促进5G与卫星通信的协调发展

通过解决5G与C波段卫星通信之间的干扰问题，推动5G和卫星通信技术的融合发展，为

构建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奠定基础。

研究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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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波段卫星接收与5G技术概

述



C波段卫星接收主要依赖抛物面天线将卫星信号反射并聚焦到

馈源上，通过低噪声放大器放大后，下变频为中频信号进行

处理。

接收原理

C波段卫星通信具有覆盖范围广、信号稳定、数据传输速率高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电视广播、固定通信、移动通信等领域。

特点

C波段卫星接收原理及特点



技术原理
5G通信技术基于毫米波高频段进行数据传输，采用大规模MIMO、波束赋形等

技术提高频谱效率和系统容量。

特点
5G具有超高数据传输速率、低时延、高可靠性等特点，支持海量设备连接和各

类新型应用场景。

5G通信技术原理及特点



C波段卫星接收频率与5G毫米波频段部分重
叠，可能导致相互干扰。

频率重叠

5G基站和终端设备发射的信号可能泄露到
卫星接收天线，影响其正常工作。

信号泄露

强功率的5G信号可能使卫星接收机前端饱
和，造成阻塞干扰。

阻塞干扰

非线性器件引起的互调产物可能落入卫星接
收频段，造成干扰。

互调干扰

两者间潜在干扰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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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排查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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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到达角度的定位

通过测量干扰信号的到达角度，结合接收站的位置信息，实现

干扰源的定位。

01

基于功率谱密度的干扰源定位

通过分析接收信号的功率谱密度，确定干扰信号的中心频率和

带宽，进而定位干扰源。

02

基于到达时间差的定位

利用多个接收站接收到的信号时间差，通过计算得到干扰源的

位置。

干扰源定位技术



时域特征提取

提取干扰信号的时域波形特征，

如幅度、频率、相位等，用于识

别不同类型的干扰。

频域特征提取

将干扰信号转换到频域，提取频

域特征如功率谱、频谱包络等，

用于识别干扰信号的性质。

时频联合分析

结合时域和频域特征，采用时频

联合分析方法，更准确地识别干

扰信号的类型和性质。

信号特征提取与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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