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信号记录分析系统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 350 万元，供应商的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本项目预

算金额，否则投标无效。

本项目采购标的：信号记录分析系统，采购标的的所属行业：工业。

交货地点：海口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拟配置 2套信号记录分析系统，实现对信号频谱、IQ、来波方向等各

类要素的获取、记录、感知和回放，支持多种信号数据要素的整合，支持分布式

灵活部署，支持基于边缘计算机的信号探测、识别、记录和回放，支持二次开发

和信号全要素数据开发，支持手动信号处理和分析工具，配套特定关键区域信号

库的建立服务。本项目中配置的信号记录分析系统，既可配合固定站、移动站、

可搬移站进行机动性使用，也可独立使用和联网集成。

三、建设原则与总体要求

本项目以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应用为目标，以实际效果为标准，在设计

过程中本着先进、灵活、使用、方便的指导思想，满足以下原则：

1.开放性

系统在设计方面将参考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建议要求，进行系统标准化构建，

搭建统一、开放的统一平台。

2.先进性

充分利用先进的但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装备，使系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与社

会发展相适应。

3.可靠性

选用成熟稳定的技术和产品，最大限度保障系统的稳定和可靠性。

4.安全性

由于无线电管理部门的工作特殊性，系统安全尤为重要。本项目中的系统安

全方面，将采用多种安全措施，最大限度保证系统的安全。



5.可维护性

在系统设计及安装方面，考虑供电、日常管理操作和后期维护等诸多因素，

天线安装、电缆走线、线孔等设计，在保证安全、整体美观大方的前提下，要达

到系统的可维护性。

6.实用性

充分考虑当前海南省无线电监测的业务需求，选择性能稳定、技术成熟的设

备。既适应海南省复杂的电磁环境，满足海南省无线电管理工作的需求，也符合

国家对无线电监测工作的要求。

7.可扩展性

系统具备良好的可扩展能力，能提供必要的扩展接口，以适应未来无线电通

信技术和无线电业务的不断发展的要求。

项目应遵循国家和海南省无线电管理规划与建设规范，支持《省级无线电监

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省级无线电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规范及

技术要求》、《超短波频段监测管理数据库结构技术规范》、《超短波频段监测基础

数据存储结构技术规范》、《超短波监测管理服务接口规范》、《超短波监测业务一

体化平台服务规范》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

四、项目设备清单

项目采购包含信号记录分析一体机及分析软件等。具体设备清单如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备注

1 无线电监测信号记录分析一体机 2套

2 信号记录分析软件系统 1套
授权使用不少于 2 套，永

久授权

3 关键区域信号库 1套

4 快速部署辅助监测设备 1套



注：1.不允许只对包内部分设备进行报价，报价清单可不限于以上设备；

2.本项目核心产品为：无线电监测信号记录分析一体机。

3.本项目不允许分包、转包。

五、系统功能、配置及技术指标要求（注：以下带“▲”的条款

为本项目的重要条款，如不满足则将在评分中加重扣分）

（一）系统功能要求

1.基础功能

（1）系统配置

以监测站为单位对探测分析服务及设备进行管理和功能调用，提供监测站管

理、服务配置、设备配置等功能。

①监测站管理

可实现新增、修改、删除监测站，新增修改监测站时可对监测站的基础信息

及其位置等进行编辑，也可以配置监测站可用的探测分析服务及探测分析服务所

使用的设备。

②服务配置

在进行探测分析时使用探测分析服务，探测分析服务部署需要配置在监测站

节点下，系统提供网内服务探测功能，通过探测可了解网内当部署了哪些探测分

析服务，并显示其中哪些服务空闲，对空闲的服务可配置到选定监测站下。

服务探测分析的数据来源于监测/测向设备，需要在一个探测分析服务中配

置监测/测向设备，系统提供对服务进行设备管理的功能，可对探测分析服务新

增、修改、删除设备。

③设备配置

在实时测量及分析服务中都需要监测/测向设备完成测量工作，系统提供对

设备的管理，包括设备的新增、修改、删除、指配。

（2）监测导航

可在监测导航视图中打开实时测量功能，在监测视图中以列表的形式对监测

站进行显示，并显示每个监测站下可用设备及其状态，每个设备下根据设备支持

的测量能力列出实时测量的功能导航，点击相应功能按钮可打开对应的实时监测



模块。

（3）探测导航

可在探测导航视图中打开探测分析相关功能，在探测视图中以列表的形式对

服务按监测站进行显示，并显示每个服务下可用设备及其状态，每个设备下根据

设备是否具备测向能力进行标注说明，设备下列出探测分析功能导航包括探测分

析、目标分析、历史分析及信号记录，点击对应的导航按钮打开对应分析模块。

（4）地理信息功能

系统提供地理信息功能，包括地图漫游、地图放大缩小、测距、监测站标绘、

台站标绘、监测站的定位、台站的定位等功能，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展示方式可

直观地了解监测站的分布及台站的分布情况。

另外在实时测量的测向功能中可对测向结果动态的在地图中标绘示向线。

2.信号探测分析记录模型

提供信号探测分析记录模型功能，可以从频域、时域、方位域、调制域等角

度设置触发条件，在探测分析时可根据信号探测分析结果中以上几个维度对符合

模型条件的信号进行模型告警，并自动存储信号相关信息如 IQ 及测向等数据，

在历史分析模块中对信号进行回放分析。

（1）模型管理

系统提供模型配置管理功能，包括默认模型及自定义模型，在自定义模型中

可实现新增、修改模型，并设置模型基础信息及模型触发条件。

（2）基础特征

触发条件包括信号基础特征如频率范围、带宽范围、信号强度范围，通过该

类触发条件可对如异常带宽信号，强度过高信号等进行检出。

（3）时域特征

信号时域特征如持续发送时间、出现间隔、出现时段，通过该类触发条件可

对如黑广播、考试作弊等发射周期有特定规律的信号进行检出并记录。

▲（4）方位特征

方位特征如各站测量信号时的来波方向、方向保持，可设置某一区域为重点

区域，各监测站对该区域的角度范围作为触发依据，通过该类触发条件可对如边

境固定方向的信号进行检出并记录。

（5）解调特征



解调解码特征如解调方式和解码的文本等，通过该类触发条件可对某业务段

中非规划的调制方式信号进行检出并记录。

3.探测分析

系统提供信号探测分析功能，可实现对具体频段进行探测分析，通过探测分

析获取到当前频段中有哪些具体信号，并通过对探测信号的 IQ 进行采集，进行

分类分析完成信号的调制方式识别以及通信体制识别进一步对信号进行确认。

（1）信号探测

可通过频段扫描或宽带中频测量方式进行信号探测，探测出频段内有哪些信

号，包括信号的中频频率、探测带宽、信号强度、信噪比等初步信号特征，如果

是通过宽带中频测量的则给出整段的探测进度，并显示探测的频谱图及瀑布图。

对探测信号以列表方式进行显示，支持对列表排序以及检索。

▲（2）信号分类

对探测的信号进行 IQ 采集，并行的开启两个分类模块同时对信号进行分类

处理，每个分类模块完成一个信号的进一步分类分析得出信号更准确的信息，包

含信号的分类频率、分类带宽、通信体制、调制方式、分类置信度、符号率等，

探测过程中对同一信号重复多次分类，多次分类的结果反复对比可以体现某一信

号的变化情况。

显示分类过程的频谱及瀑布图，可直观的观测到信号的频谱特征和时域变化

情况。

对关注的某一信号可通过打开目标分析模块进一步分析。

▲（3）信号测向

当接收机为多通道测向接收机时，在探测过程中可同步完成对信号的测向，

对测向的结果可进行地图展示。

（4）信号比对

结合地区频率台站库，完成对探测信号的台站比对，显示信号的台站名称，

对存疑信号或已确认信号可以进行标注，标注结果保存到地区信号库，通过标注

逐步掌握频段内信号情况在后续测量时快速定位未知信号。

（5）频段比对

对目标的频段显示该频段的频段业务规划信息，显示该频段业务及通信体制

种类，用以比对发现信号中不符合该频段通信体制的信号，通过统计分类频率及



分类带宽计算探测频段的频段占用度。

通过信号比对，统计探测信号中已知信号、不明信号、非法信号的数量，并

通过柱状图进行显示，可直观了解频段内各类信号数量、频域分布及已指配的台

站。

（6）模型告警

在探测分析时可选择信号探测分析记录模型，对符合条件的信号进行告警，

如从频域、时域、方位、调制方式等进行判断，对符合模型条件的信号自动保存

相关数据，以备后续再分析。

（7）探测分析进度跟踪

分类阶段通过进度条显示分类进度，在探测频谱图中标注当前分类信号的位

置及带宽，另外在信号列表中已探测信号进行颜色标注。

4.目标分析

系统提供目标分析功能，可实现对目标信号进行详细分析，可对信号的通信

体制及调制方式进行分析显示分析结果，并对分析过程进行显示，如频谱数据、

解调数据的图形化显示、已授权解码频段的解码结果实时显示等。

（1）信号基础信息

通过对信号 IQ 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更精准地测量信号的中心频率、带宽、

信号强度，并对分析过程的实时监测数据进行频谱图显示，统计最大值平均值，

直观显示信号波形，另外通过瀑布图显示信号在时域及频域的变化情况。

▲（2）解调分析

通过解调分析可分析到信号的解调方式，对数字化信号提供数字化解调过程

显示，通过星座图或眼图、频率偏移图、符号率图对解调过程进行展示，系统提

供了多种解调模块，在目标分析时可手动修改解调模块比对不同解调方式的解调

结果。对于模拟信号提供音频解码功能，进行音频播放。

▲（3）解码分析

系统提供对目标信息自动解码能力，对已授权的频段可实现信号的自动解码，

并对解码结果进行显示。

提供手动解码能力，提供多个解码模块可手动选择解码模块进行解码并显示

各解码模块解码结果。

提供特定解码能力，可对如 AIS、ADS_B 等信号进行特定解码，对其结果进



行特殊显示，如 AIS 的可在地图中标注船舶位置及航行轨迹等。

（4）信号比对

结合地区频率台站库，完成对探测信号的台站比对，显示比对台站的名称、

使用频率、台站位置等信息，也可通过地图对台站及同频台站进行分布展示。

（5）频段比对

显示该频段的频段业务规划信息，显示该频段业务及通信体制种类，显示频

段的典型频谱进行实际测量频谱的比对参照。

（6）测向比对

对于已知台站通过对当前监测站的位置和已知台站位置可计算出台站方向，

在界面中显示该值和实际测量方位角以及偏差范围可对当前信号的性质进一步

判断，同时支持在地图中进行显示。

5.信号全要素数据分析与回放

在探测分析过程中对模型告警的信号自动存储测向及 IQ 等数据，在目标分

析过程中可设置记录信号数据，对于存储的数据可进行历史分析，历史分析时提

供了目标分析中的全部功能，并可以显示文件的存储时段以及回放进度。

（1）数据统计

系统提供了对回放数据的统计功能，可显示存储的任务数量、文件数量、信

号数量及数据量统计信息。

（2）任务视图

以任务角度通过树状列表显示每个任务下存储的文件，可通过时段对数据进

行过滤，选中任务中某文件时可打开回放窗体进行回放分析。

（3）信号视图

以信号角度通过树状列表显示每个信号的每次测量存储的文件，可通过频段

进行过滤，选中任务中某次测量记录可打开回放窗体进。

▲（4）信号全要素回放

能够根据信号全要素信息，即频谱、IQ、信号参数识别列表（频率、带宽、

调制方式、通信体制等）、地理信息、来波方向、信号触发场景开展针对业务的

回放。

能够根据信号 I/Q 对信号参数和携带信息（开放信号解码如 AIS、ADS-B）

进行回溯，回溯定义为可对信号进行循环识别、分析和频谱恢复。可作为历史留



证和技术分析。

▲（5）信号的手动处理分析

能够在系统无法自动识别情况下，通过自动触发记录、手动记录和外来标准

IQ 格式信号进行信号的处理和分析。须包括如下功能：

信号频域处理及基于频谱的信号截断、抽取和文件管理；

信号时域处理及基于信号时域额信号截断、抽取和文件管理，包括信号时域

波形结合时间轴的缩放与测量；

信号在时域、频谱和相位的特定时间段的数值统计及可视化显示；

信号时域、频谱和相位对应统计测量工具及标尺体系；

具备信号数字调制方式的手动对齐及参数分析，实现信号解调。

▲6.关键区域信号库

需根据实际部署情况对特定关键区域建立信号库。

实现通过分布式边缘计算信号记录分析系统对特定区域进行信号截获、识别、

分析和记录，并在信号存储系统中进行信号标记；

通过手动信号分析软件对未知信号进行深度分析和标定；

通过监测建立基于标记的信号库，并引导信号自动监测、记录、分析模板实

现自动化监测。

7. 快速部署辅助监测设备功能

（1）全景扫描

具备全景扫描功能，支持对宽频段或全频段进行快速的数字化宽带扫描。

▲（2）荧光谱显示

具备彩色荧光谱显示，支持通过荧光颜色来清晰表达信号在某个时间窗口频

谱出现概率及变化过程。

（3）中频分析

能够测量某个频率，显示其频谱图，解调主要模拟调制信号并录音，计算分

析占用带宽等相关频谱特征。可手动设置标记点和手动测量带宽。

（二）系统配置要求

本项目无线电监测信号记录分析系统主要由无线电监测信号记录分析一体

机和信号记录分析软件构成，主要作为可搬移设备进行机动性使用。系统通过连

接并自动控制接收机和测向机，获取频谱与 I/Q 数据输出进行数字信号处理、频



谱探测算法处理、信号识别分类算法处理和信号要素触发算法处理，实现对无线

电信号要素数据的融合使用、记录和自动化与定制化信号监测。

1.无线电监测信号记录分析一体机，安装于监测设施端（固定站、移动站、

可搬移站等），需与接收机和测向机使用千兆以太网连接。

2.信号记录分析软件系统，可安装于监测站，用于本地操作；可安装于网络

连接的任意位置，实现联网操作。

（三）系统技术指标要求

▲1.具备千兆网络接口和 10Gbps 光纤接口并具备至少 80MHz 频谱带宽信号

的 I/Q 数据记录能力；

2.通过控制中心以联网方式实时对多个固定监测站信号分析系统在自定义

频段范围内根据设定条件对不低于 5MHz 带宽内的信号进行探测、搜索和分类，

以列表方式给出分类结果，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中心频率、带宽、调制类型、符号

速率、传输系统。

▲3.离线方式可识别最大信号带宽不小于 40MHz OFDM 信号。

4.通过设定触发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频率、带宽、信号幅度、调制类型、传输

系统、时间区间，触发系统记录信号探测识别列表里中信号的 I/Q 数据，要求可

设置 I/Q 记录时间长度。

5.通过边缘计算方式，在不占用网络带宽传输 I/Q 数据前提下，在固定监测

分站的操作终端计算机通过网络回放基于 I/Q 数据的信号探测识别过程和结果

及频谱数据恢复。

6.具备通过信号自动识别结果开展目标信号分析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信号眼

图、星座图、自定义 FFT 点数频谱显示。

7.具备通过信号自动识别结果将适配信号带宽的窄带（小于 1MHz 频谱带宽）

I/Q 数据流输出并支持后期解调解码器二次开发。

8.具备标准格式（需提供 I/Q 格式描述和转换工具）I/Q 数据导入功能，并

可对离线 I/Q 数据进行自动识别分析和频谱恢复。

9.具备对特定带宽 OFDM 信号的参数的自动识别，须包括但不限于子载波间

隔、符号周期长度等。

▲10.能够自动对信号的调制类型或传输系统进行分类并给出识别结果，其



中包括信号中心频率、电平、带宽、符号速率、调制类型、传输系统等参数结果。

11. 快速部署辅助监测设备技术指标

（1）频率范围:9kHz～8GHz；

（2）实时中频带宽: ≥40MHz；

（3）监测灵敏度:

≤-120dBm（FFM 模式）

≤-110dBm（PSCAN 模式）

（4）扫描速度: ≥40GHz/s（25 kHz 步进）

（四）其他要求

1.本项目建设的系统应满足国家网络安全相关规定和标准的要求，并采取必

要技术措施防范设备后门、软件漏洞以及网络侵入和攻击等。

2.预留丰富的功能扩展接口

系统应采用开放式设计架构，预留未来功能扩展接口。

3.性价比高，充分保护用户设备投资，软件接口可开放，可支持进行二次开

发。

4.所有设备技术指标必须以设备原生产厂家正式发布的产品资料或有效声

明资料，或者以国家第三方认可检测机构报告为准。无线电监测和测向设备应出

具有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

5.配备的设备和其他材料需满足海南高温、高湿度、高盐碱的户外工作环境，

防雷措施满足户外设备的防护要求。

6.提供中文技术资料和操作说明书。

7.项目建设方式要求

本项目为总包工程，项目包括设备采购、运输、集成、安装等所有工作内容，

所有费用均包含在项目总报价中。

备注：

▲（1）供应商所投主要设备必须是商业化成熟产品（附原厂产品手册），并

提供同系列产品实际使用例证（附加盖公章的合同或验收报告）。

▲（2）所有设备技术指标必须以设备原生产厂家正式发布的产品资料或有



效声明资料为准，非原生产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无效。

▲（3）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承诺所有设备必须为全新设备，不得使用翻

新设备。

六、验收及售后服务要求
（一）交货及验收

1.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65 日内完成项目硬件安装、软件调试，

在项目监理指导下完成合同验收及初步验收文档的编制，并在 180 日内完成整个

项目的初步验收。如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的，时间顺延。

交货时须提供原厂出厂检验合格证明材料及快速部署辅助监测设备的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

2.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成交供应商配合进行：

（1）快速部署辅助监测设备出厂后需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

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信部无 (2017〕283 号）

要求进行第三方测试验证，并出具有 Cnas 或 CMA 资质的检测报告，测试验证合

格及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开展初步验收。通过初步验收后，试运行 3个月，采购

人组织终验。

（2）初步验收和终验专家均不得少于 5 人，由采购人选派专家。验收所产

生的费用（包括专家评审、交通、食宿、项目财务审计等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

责。

（3）验收标准：按照项目建设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4）成交供应商负责在项目终验后 30 日内将系统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

原厂家安装手册、安装/验收报告、竣工文档、配置文档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给

采购人。成交供应商未按时将上述所有材料交付给采购人的，视为验收未完成。

（二）售后服务及承诺

质量保证期：自终验合格后不少于 5年。

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所有仪器及附件从最终验收

之日起均享有不少于五年保修。

对于用户的维修/维护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在承诺函承诺的时间内给予响应。

若核心设备发生设备故障，在维修期间，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供替机服务，消除采



购人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害。

对于保修期外的产品用户支付维修所发生的材料/工时费用。供应商保证所

售仪器设备自停产之日起至少八年的备件供应。

对发现的软件故障和存在的缺陷，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修正。

成交供应商应承诺定期对整套系统进行现场维护，包括软硬件维护、除尘等，

保证维护周期内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周期由双方协商决定，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次。

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对购买后的软件进行正常升级。

（三）培训

供应商应保证提供一到两名资深的培训教师。

供应商承诺接受培训的人员在培训后能够独立地对系统进行操作使用、管理、

维护。

培训内容包括系统产品使用培训和高级技术培训。产品培训至少包括系统介

绍、安装调测、操作维护方法、系统配置和升级等方面；高级技术培训是指系统

分析设计中的思想和方法。

供应商必须在所提交技术建议书中明确提出：

A、培训计划，其中应注明每次培训课程的时间、地点及课时；

B、培训大纲，其中应注明每次课程的内容和目的；

C、每次课程的文件和资料；

D、培训教师介绍。

培训地点在采购人所在地，参加培训人数不少于 6 人，培训次数不少于 1

次，可根据受训人员的接受程度酌情增加培训次数，培训天数由成交供应商列出

具体计划并安排实施。集中培训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七、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 5个工作日内向

成交供应商支付 60%合同款；

2.设备到货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采购人在 5个工作日内

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30%合同款；

3.最终验收完成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供正式发票和 5%合同款银行履

约保函（保证期为 12 个月），采购人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10%合



同款。

八、其它要求

1.供应商报价应包括方案、售后服务、培训等费用和一切应付的税费；

2.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响应文件。在中标结

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货物的技术指标、资质证书资料等进

行核查，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采购人将上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

肃处理。

3.供应商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设备、服务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

商标权和设计权的指控。一旦出现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供应商必须与第三

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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