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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通信中的常见干扰因素及控制分析

刘 妍

电子通信是现代社会科技发展之下的产物，其已经是人们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深深的影响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电子通信不仅应用到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还应用到军事等领域内。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析，

最为普遍应用的通信模式包含WiFi、蓝牙等，但是这些模式应用中，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干扰影响，导致通信的

精度降低，影响工作效率。本文主要分析干扰因素，总结出具体的控制措施，希望可以通过本文分析促进电子通信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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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子通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各行业发展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通信网络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进步而进步，

从最开始的2G到3G、4G，再到现在提出的5G，应用范围

不断扩大，同时人们对电子通信也有更高的需求，在满足

需求量的同时，需要确保电子通信的流畅度和清晰度。在

研究电子通信中发现，通信干扰对电子通信的流畅度和清

晰度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对干扰因素排除、提高抗干扰

能力成为当下电子通信行业发展的主要话题。本文对该方

面的内容展开研究，提高电子通信过程中设备的抗干扰能

力，以保证电子通信运行的稳定性。*

1 电子通信

在当今社会，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

发展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甚至可以被称为是国家

的支柱产业。不管是商业还是军事领域，电子通信都有

着十分重要的应用，电子通信产业是电讯、新闻、计算

机和光层纤维等多个领域的综合运用，其技术的发展决

定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影响

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未来的整体发展方向[1]。

电子通信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信息与数据的传输，通

过网络来达到沟通的目的，突破了地域和时空上的限

制，让人们的沟通更加高效便捷。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普及，电子通信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社会

对这方面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不仅要全面提升技

术实力，还要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更多专业人

才。电子通信是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是设备和

技术的结合体，特别是无线网络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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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目前，无线网络的稳定性还

有很高的提升空间，信号质量和运营商的服务质量都有

待加强，无线网络的稳定性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生活

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电子通信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

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无论是哪种原因，干扰因素都会

极大地影响信号质量，给人们的日常使用带来诸多不

便。故而，要找出具体的问题所在并提出具体解决措

施，才能促进电子通信的快速发展[2]。

2 电子通信中常见的干扰因素

电子通信中的配置干扰因素

配置干扰是电子通信常见的干扰因素中最严重的一

种干扰问题，一般被称之为外界干扰。导致干扰的主要

原因是与电子通信本身有密切关系的相关配置出现了

故障，即配置干扰。在通信技术的普及中，最直接的表

现是使用无线网络设备，利用相应的设备通过无线网络

获取信息。这里的配置主要包括的电子产品有手机、计

算机、电视等，也包括冰箱、微波炉等。这些都有可能

引发电子通信的配置干扰问题，影响网络传输的效率。

配置干扰在日常生活的电子通信过程中经常出现，如使

用的相关配置已经正常连接无线网络，还会出现信号问

题，影响正常使用。

在无线局域网出现故障时排除硬件故障，需要考虑

是否是配置干扰。工作人员需要调试相应的设备，调试

后故障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检查接入点信号强度。在当

前的电子通信配置干扰中，最常见的原因是WEP。WEP

的目的是防止用户非法窃听或侵入无限网络，但是WEP

一旦出现和设备不匹配的情况，将无法发挥作用，还会

导致电子通信受到攻击和干扰。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

因是WEP配置不能正常使用，设备无法获取IP地址，从

而导致出现信号问题。在配置干扰中还有另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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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DHCP发生错误，指在使用中动态主机配置协议发生错

误，如DHCP协议在允许服务器向客户端动态分配IP地址

和配置信息时出现错误，影响电子通信质量[3]。

设备硬件设施的干扰

设备硬件干扰问题主要是指通信系统在运行过程

中，承接信息传输的载体设备发生故障问题，造成内部

数据信息传输的断续性，令设备传输指令与信息终端所

接收到的信息不对称。从整个硬件系统来讲，其包含显

示装置、线路装置、服务装置等，一旦其中某一类环节

出现问题时，必然造成无线传输、有线传输造成一定的

影响，甚至部分关键位置所产生的故障，可能造成整个

网络的瘫痪，令数据信息面临着丢帧、失帧的问题。硬

件系统所造成的干扰问题具有多元性，整个故障排除工

序必须遵循着电子通信系统的运行特性，逐一对干扰因

素进行排查，确保各项数据信息在当前运行环节中传递

的完整性，然后通过信息网络的接入状态、网络用户基

数，查找出电子通信网络下数据信息传输所呈现出参数

误差性，待相关问题检测完毕之后，如未发现导致电子

通信系统的故障，则可将故障干扰因素缩减到设备硬件

中，进一步查证出是哪项硬件设备出现问题，对当前网

络传输环境造成干扰[4]。

频谱干扰

RF频谱当中的干扰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于全世界

安装都遵循的802.11相关协议，这一协议的设备数量极为

庞大，而这些设备当之间并不一定是属于同一条信道，

但都会产生信号方面的干扰。在802.11相关协议的支配

下，T网络设备会带有协作倾向，也就是说，在同一个信

道上的两个接入点会进行信道容量的共享。

事实上，在802.11网络当中有很多设备会运行一些没

有经过许可的ISM频带，例如摄像机、无线游戏控制器等

等，这些设备都会产生宽RF频谱发射，也就造成了干扰

的产生，由于这些设备并不能够与802.11网络当中的许可

设备进行协作，但却会促使网络发出大幅度的吞吐量，

这一情况下，表面看来网络是属于正常运转，但实际上

无线网络当中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吞吐量。

在电子通信领域当中，当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就是干扰和抗干扰技术的研究，尤其目前智能化设备的

大量应用和人们的追捧下，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都投

入了实际的应用，这也为电子通信带来了很大的干扰影

响，但目前的干扰因素仍然是集中在电磁干扰和射频干

扰等方面。

3 电子通信中的抗干扰措施

抵制硬件干扰

抵制硬件干扰需要查找原因，进一步分析原因，找

到解决的办法。面对电子通信的实际问题，需要确定干

扰是否是硬件干扰。确定方法：在计算机设备中录入相

关的信息指令，启动命令，连接对应的IP地址，如果命令

正常响应，则可以确定无线接入点没有故障；如果命令

没有响应，则需要进一步操作开展分析。

检测过程中，计算机启动命令，连接IP地址，如果没

有响应，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分析：一是检测无线

网络连接是否存在故障；二是检查接入点是否发生故障，

即排除硬件干扰。操作方法：在无线局域网与有线网络连

接出现问题时，如果是网线损坏导致不能正常连接，检测

的方法是在计算机中输入相关命令进行检查，查看无线

接入点的IP地址是否正常，在无线客户端输入无线接入点

IP，如果IP地址顺利输入，则表示电脑的网络连接故障，

可能网线损坏，那么直接更换损坏的网线即可[5]。相反，

在输入无线接入点的IP地址时，如果连接异常，表示接入

点出现了故障，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且等待 左右

再去观察计算机在无线网络环境下与无线客户端的连接是

否正常。如果仍然没有反应，则表示硬件出现故障，那么

需要更换硬件设备或者对其进行维修。

加强电子通信硬件设备的检测力度

硬件设备作为电子通信系统运行的重要基准，其呈

现出一定的综合性，设备硬件所产生的干扰问题不仅局

限在单一类机构中，也可能是多种设备所产生的联动性

问题，这就间接加大设备硬件干扰因素的查找难度。为

此，在对硬件设备进行检测时，必须先确定出当前干扰

问题的产生点是由设备问题所引发的，然后才可进行下

一步的方案实施。确定方法：开启通信设备→输入指令

→执行指令→IP协议对接→命令得到响应，则可界定信息

接入点无故障（如命令未得到响应，则需依据其它工序

进行检测分析）。如指令无法响应，证明电子通信网络

存在一定的故障问题，此时应先对当前设备的网络接口

进行检测，查证是否由接触不良所造成指令不响应，进

而排除硬件故障问题。通过对承接系统运行的无线网络

接口进行检测，查证是否为网线损坏所导致的问题，然

后分析出当前IP地址进行认证，检验IP地址是否与客户端

相匹配，如果口令输入正确，则代表通信设备存在故障

连接问题。如果IP地址不匹配，则代表数据接入点存在问

题，此时应对设备进行关机处理（关机15~30分钟），如

果再次开机，设备仍无法正常连接，则可确定为计算机

硬件系统出现问题，应对其进行维修或更换处理[6]。

结束语：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十分迅速，市场需求的

增大和网络技术的研发与广泛应用，推动了电子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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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当前我国无线网络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而

电子通信已经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信息传递渠

道，随着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普及，人们也利用电子通信

技术获取更多的信息，所以针对电子通信当中的干扰因

素要能够做到全方位的分析和有效地控制，如此才能够

提高无线网络运行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快捷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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