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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使用超短波无线通讯系统进行信息的输送过程

中，应明确干扰源，需要对该无超短波无线电通讯系统

的干扰源进行充分的分析，同时结合信息的运输状况以

及不同的干扰源选择不同的抗干扰技术。在选择抗干扰

技术时，也需要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当下的情况，尽可

能的选用最先进的抗干扰技术，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超短

波无线电通讯系统，在实际应用时，既能提高自身的抗

干扰能力，同时也能让通信系统正常且稳定的运行。

扩展频谱技术

在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抗干扰方面，研究人员尤为重

视传输信道技术与扩展频谱和频率改变轨迹技术，跳频

技术与扩频技术在抗干扰方面本质是一样的，扩频技术

将传输信息中的信道宽在信道最大带宽中扩展。在信息

传输过程中，利用扩频代码扩展信道。在通信抗干扰方

面使用良好，如直序扩频与跳频直扩等。直序扩频技术

能够使伪噪声序列与基带脉冲书籍结合，实现频谱扩展

抗干扰，在接收方与发射方的重点为解密运算，在发送

信号过程中利用公式加密电信号，在接收方中进行解密

运算[1]。跳频直扩扩频的主要优势就是信道比较少，在恶

劣情况中传输具有良好的表现，一般应用到站场无线电

保密通信与电磁场变化不规律地区通信中使用。

改变无线电发信频率

在早期信息传递方面，超短波无线电通信中大部分

设备在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波长与频率方面为固定值，此

特点使电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无关电信号的干扰和

恶意拦截，不利于安全。技术人员在信息传输过程中会

使无线电频率改变，控制频率在一定范围中，根据一定

规律进行运行，以此能够避免波长干扰源的干扰。以波

动规律实现信息的接受，利用改变电信号传输的调频技

术能够抗干扰，从而保证超短波无线电通信的安全性，

并且避免恶意拦截设备的攻击。在战争中使用此技术能

够避免地方电台对信号进行拦截，改变无线电的发信频

率，基于调频技术改变通信过程中的载波频率，并且使

电信号频率通过一定频率波动进行接收与发送，此为抗

干扰领域中的无线电通信创新。外来干扰要想对绕电信号

干扰，其频率就能够对传播电信号频谱进行匹配，通过电

信号频率不断的改变速率，提高了频谱的复杂化，简化干

扰源的规避，使无线电通信抗干扰能力得到增强。

当前超频波无线电通信的干扰源来自多个方面，其

中同频干扰最为突出，若同时在多个电台应用同个频率

进行工作，则接收机会同时接收到多个同频率信号，若

未能合理调整电台的调制频偏及载频频差，就容易出现

同频干扰。而互调干扰则是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方面较为

重要的干扰源，为传输信道中非线性部件所导致，将不

同频率信号同时通过非线性电路处理，就会出现各频率

组合部分，所产生的新频率会出现互调干扰问题。在实

际移动通信系统中，发射机与接收机互调是导致互调干

扰的主要因素，以发射机为例，其末级功率放大器在天

线进来的其他信号与发射信号产生相互调制时，很容易

出现干扰。此外邻道干扰和阻塞干扰问题也较为突出。

邻道干扰是指在相邻和临近频道之间所出现的干扰，该

问题在模拟移动通信系统出现较为频繁。频道间隔一般

为25KHz，跳频信号频谱交款，且频分量较多，若其中边

频分量被分到邻道接收机通带内，就很可能会出现邻道

干扰[2]；阻塞干扰方面，主要是有发射系统带外射过高，

及接收机距离大功率发射台较近所导致。若接收机在信

号接收时接收到信号较强的干扰，会对其接受效果产生

影响，并出现阻塞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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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管理

超短波无线电通信之所以效率较低，主要在于频谱

的分配缺乏合理性，因其分配方案无法满足当下超短波

无线电通信的需求，要想提高无线通信的抗干扰能力，

就要选用适宜的频谱管理分配方案。如某国军队使用了

固定频率分配模式，在某场战役中因系统电磁干扰造成

无线电通信失灵，奋战在前线的军队无法及时接收指挥

部的信息，致使军情延误且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此外，

频谱规划工作的工作量较为庞大，而传统的分配方案不

仅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还会消耗很多人力、物力，所以

这些都要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优化和改进。同时，提高

频谱管理的效率还具有迫切性，以某国为例，该国优化

了固有频率的分配体系，结合实际环境检测了频段宽

度，同时也预留了备用频段，并采用灵活性强的分配频

段手段可按照指挥部的要求灵活更改或调换频率，从而

大大提高了超短波无线电通信的效率。随着通信系统灵

活性的增强，超短波无线电通信的效果随之改善，且摒

弃传统、固化的思维模式，转变革新使用方法已成为超

短波无线电通信抗干扰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

软件无线电技术

大多数传统的无线通信都是专用无线设备，会导致

不同无线电之间的通信问题，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导致

通信中断。此外，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无线电网络更易访问且彼此之间更

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电信系统对其抗干扰能力提出

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无线电软件技术的发展。尽管启

用了技术的无线电程序具有开源软件，但它也具有启动

应用程序，维护不同工作站之间的通信以及启动新的通

信技术，这表明未来无线通信将使用软件无线电技术。

在继续改进无线电软件技术的过程中，将来很可能会使

用无线电档案软件来建立超短通信系统。

反电磁干扰

对于超短波无线电通信而言，最为关键的便是其安

全性的保证。如今很多国家在很多领域都很依赖超短波

无线电通信，且将很多私密性的信息借助无线电进行传

播，而怎样确保私密性信息能安全地传递到接收方，就

要对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抗干扰技术进行优化、改良。如

某国家政府部门借助无线电接收各方发来的情报信息，

因其工作的私密性与严谨性致使对无线电通信的抗干扰

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在发生传递的重要信息被敌方截

获事件后，政府部门就使用了反电磁干扰设备，这不仅

能破坏敌方的电磁干扰，还能提高自身信息传递的安全

性，对于己方信息传输的电磁环境也进行了良好保护。

而且随着反电磁干扰设备的运用，超短波无线电通信的

信息传递质量不断提高，通信信息的安全也得到了保

障。随着电磁干扰技术的不断发展，反电磁干扰技术也

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只有确保自己的信息安全，才能占

据科技优势，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才能起到维护作用。

最后，为了达到防止干扰的效果，在短波通信的过程

中，还应当积极发展短波通信的自适应技术，即在短波

通信的过程中，通过对自身参数的调整和修正，提高短

波通信的质量，保证信号的高效传输能够发挥出短波通

信的最大的优势，取得更好的效果。

跳频技术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超短波无线电台是低端且常规

的，因此它在运行的过程中显示的频率是稳定的，这样

就很容易被窃取。而跳频技术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

问题，它可以根据某些规则更改程序。通过跳频通信技

术发送的信息更安全、更可靠、更难捉摸，因为它会根

据某些规则不断变化，这就不容易被别人窃取。另一方

面，由于通信频率的不稳定，接收到的信息就不会受到

干扰，并且也不会影响到接收信息的内容，通信技术抗

干扰能力就得到了提高。高速跳频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并

不断用于保护超短波通信。在频率峰值的情况下，安全

性和速度是不可分割的，速度越快跳频通信技术的安全

性能就会越高。因此，无论有什么干扰，如果跳频功率

很高，能够带动它本身的速度，就可以抵抗住外界的干

扰，其被外界截获的可能性就会很低，信息外泄的可能

性也就越小。一些国家正在开发跳频技术，其中拥有成

熟技术的国家已经可以达到100跳或1，000跳。超短波无

线电技术不断创新，干扰抑制技术也在不断改进[3]。如果

人们想开发这种方法来缩短跳频信号的时间并不宜被外

检测，无疑就要提高跳频通信技术的速度。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抗干

扰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与创新，研发出更多新的

抗干扰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在超短波无

线电通信抗干扰技术中智能组网技术与智能虚拟天线技

术已经成为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智能组网技术可以对干

扰进行分析与计算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智能虚拟天

线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可以选择出最佳信号进行传输，将

这两项技术结合后可以对抗干扰技术进行优化。尤其是

将其应用到军事领域中，其充分显现出网络化、数字化

及低截获的特点，在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软件化、通

用化、智能化的特点，形成了综合一体化[4]。现阶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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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使用的超短波无线通信网络，网络容量更大、传输

速度也更快，其抗干扰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第三

代数字化短驳通信系统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并且其可以将程控电话与TCP/IP网络也得到了进

一步的拓展，将电话网、TCP/IP网络及业务数据网进行

了充分的融合

综上所述，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出现，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通信领域的发展，其成本低、体积

小、灵活性强等特点在多个领域当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但受我国科学技术限制，该无线通信技术在信息

传输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自身或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

未来超短波无线电通信技术的研究中，应该加强对调频

传输方式的研究，提高频谱管理效率以及反磁场干扰能

力，进而加强信息传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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