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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线遥测传输设备的改进

1 前言

单路无线遥测地震传输设备
,

即 78 一 n 机 ( 47 m H z )经过多年的运行
,

部分机元器件老

化
,

可靠性逐年下降
,

尤其在接收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各种民用固定和移动电台数量剧

增
,

使接收中心的干扰场 强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

为了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和提高抗干扰能

力
,

在所业务处与监测中心的领导下
,

对其中一对机做了实验与改进
。

2 对接收机主要单元电路的改进

为 提 高 接 收 机 的抗 干 扰 能 力 和 接 收 的 灵 敏 度
,

作 者 选 用 了 美 国 莫 托 罗 拉

(M O T O R O I
刁

A )公司新近推出的调频专用集成电路 M C 3 3 6 3和 M C 2 8 3 3
,

其中 M C 3 3 6 3具有

高放
、

两个本振
、

两次混频
、

两次中放及鉴频静噪等功能
。

射频输入信号在射频前被放大
,

然

后又被第一混频器放大转换成 1 0
.

7m H z 的中频信号
。

该信号滤波后供给第二混频器进一步

放大并转换成 4 5 5k H z
的中频信号

。

音频 1
.

kI H :
信号 的恢复是通过采用正交检波器来实现

的
。

二次中频滤波是 由 M C 3 3 6 3内部提供
。

第一本振由 M C 2 8 3 3组成的倍频二率来控制
。

第二

混频器是在晶体控制下工作的
,

在 1 0
.

25 m H z 的典型考毕兹振荡器中
,

为了实现二次变频
,

所以混频阻抗和引脚分布采用了低成本的陶瓷滤波器
。

第一滤波器主要使用 1 0
.

7m H z 的陶

瓷带通滤波器
,

1 0
.

7m H z
送入 21 脚

,

而 4 5 5k H z
的中频信号经窄带陶瓷滤波器滤波后送给限

幅输入端 9脚
。

14 脚到电源 V c
端接入 4 5 5k H z 正交并联谐振电路

。

静噪输出由 13 脚提供的信

号来触发
。

由此可见
,

它除了具备无低放及超低频鉴频功能以外基本上集成了一部二次混频的性

能优异的无线调频接收机的大部分电路
。

它的第一混频器和第二混频器的转换增益为 1 8d B

和 22 d B
。

在 2
.

0~ 7
.

o V 的低 电压下都可工作
。

其静态电流为 4 m A
,

灵敏度 ( 0
.

3 拼V ) 比原机

提高了约 10 倍
。

仅用很少的外围元器件使其达到较高的性能
,

电路也变得十分简单
,

调试部

分很少
,

便于维修
。

3 发射机的改进

由 M C 2 8 3 3
、

晶体及 B G I组成 的倍频器把晶体产生的基准 频率倍频到 47 m H z 上
。

1
.

1

k H z
的音频通过集成块进行限幅和调制

,

调制频偏为 3k H z 。

B G
Z

组成 甲类放大
,

B G
:

为驱动

级
,

驱动功率约为。
.

6W
。

B G
;

M R F 3 21 为输出级
,

功率可达 SW
。

B G
3

和 B G
4

为丙类放大
。

天线

放大 电路被安装于接收 中心天线的振子 内
。

它把接收到的微弱信号放大后通过 S Om 馈线送

入接收机
,

该电路的供电电压为 + 12 V
,

是经过馈线送入的
。

4 结论

实验测试和长达几年的实际运行表明
,

该改进机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超过原机的技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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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由于 使用的元器件少
,

可靠性高
.

维修和调 试方 便
.

为原机的全面改进提供了可靠 的依

据
。

(本文 1 9 9 4年 l 月 1 日收到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豆耀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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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rt h叮u a ke R e s e a r c h I n s t t’t u t e of L a n 二h 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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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B )

(上接 8 3页 )

震级 万
、
系统饱和的范围大致与甘肃地区相同

。

综上所述
.

我们初步认为
:
( 1) 甘肃

、

宁夏地区 M
:

震级相对 M
、

震级的饱和范 围不同于

四 川地区
,

这可能是两地 区的地壳构造差异所致
。

解决的方法之一是要研究适合本地区的量

规起算函数 R (△ )
,

使得各地 区有合适的量规函数
。

( 2) 为解决震级饱和间题
,

可用本地区

M
l

> 4
.

。的地震
,

重新拟合 对
J

一万
:

换算关系式
。

( 3) 为了防止震级出现混乱
,

各种震级系统

间不要进行换算
,

这也是我国震级专家们一直在强调的
。

但有时我们在工作 中需报出 M
:

震

级参数
,

这也是我们要重新拟合换算关 系式的原 因之一
。

本文曾得到高世磊同志的帮助
,

在此表示谢意
。

(本文 1 9 9 4年 2 月22 日收到 )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魏德红 张树勋 张惠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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