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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P TS 36.521-1 测量规范定义了 LTE

终端的发射机测试、接收机测试和性能测

试的测试过程和测试方法。 

 

本应用文档描述了如何使用宽带综测仪

CMW500，基于 LTE 的 Release 10 规范

测量 TDD 和 FDD 终端下行载波聚合的接

收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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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R&S CMW500信令测试方案可以支持3GPP TS 36.521-1规范定义的所有下行载波聚合的发射机和

接收机测试项目。本文提供了基于3GPP TS 36.521-1 V12.2规范第7章规范使用CMW500测量下行

载波聚合的详细描述。对于仅支持下行载波聚合而不支持上行载波聚合的终端而言，V12.2规范并

没有定义额外的发射机测试项目。本文所有测试使用CMW500 LTE 3.2.80版本，后续版本如有较

大变化，本文会随版本更新。 

 

本应用文档是另外一篇应用文档（1CM94）的扩展文档，在 1CM94 的基础上，本文介绍了下行载

波聚合（不包括上行载波聚合）的测试功能。在阅读本文之前，建议先阅读 1CM94 文档来初步了

解 CMW500 的基本测试概念。 

 

本文只介绍了CMW500单台仪表完成的测试项目，其它需要额外的设备如频谱仪，滤波器的测试

项目如杂散测试，发射互调，带外阻塞等测试项目这里暂不介绍。如果想了解这些测试项目的支持

情况以及需要的附件，请在下面网址查找CMW500的能力列表： 

 
https://extranet.rohde-schwarz.com 
  

https://extranet.rohde-schwarz.com/


  

 

 
 

1CM103_1c           基于 3GPP TS 36.521-1 规范使用 CMW500 测量 LTE 终端下行载波聚合                                                            4 

 

 

1.1 理解测试条目后缀 

同 Release 8 的规范版本相比，3GPP TS 36.521-1 测试规范定义的载波聚合的测试条目必须标注

一个后缀‘A’，除此之外，规范还用另外一个额外的后缀来表示不同的载波聚合类型 

 

‘.1’ – 带内连续上下行载波聚合 

‘.2’ – 带内连续下行载波聚合，无上行载波聚合 

‘.3’ – 带间下行载波聚合，无上行载波聚合 

‘.4’ – 带内非连续下行载波聚合，无上行载波聚合 

 

由于上述不同类型的载波聚合测试步骤并没有区别，本文以‘.x’代替上述的后缀，对于不同类型载

波聚合的测试门限则单独列出。 

1.2 理解载波聚合带宽等级 

载波聚合传输带宽配置（ATBC）定义为物理资源块的数量（PRB）。 

载波聚合带宽等级由 ATBC 和载波数量（CC）的两部分定义。 

 

Release10 和 Release11 规范定义了三个载波聚合带宽等级： 

 

Class A: ATBC ≤ 100, 频段内连续的载波数量 CC = 1 

Class B: ATBC ≤ 100, 频段内连续的载波数量 CC = 2 

Class C: 100 < ATBC ≤ 200, 频段内连续的载波数量 CC = 2 

 

测试要求根据载波聚合带宽等级的不同可能会有区别，特别是带内下行载波聚合。 

1.3 设置下行载波聚合模式 

下行载波聚合测试需要 CMW500 配置两个宽带信令单元（B300B），KS502(FDD) / KS552 (TDD)

和 KS512 选件。如果需要支持第 8 章和第 9 章的测试项目，还需要额外配置两个基带衰落模块硬

件 B510F 及相应的软件选件 KE100 和 KE500，测试 MIMO 还需要 KS520 选件。测试三载波聚合

需要三个宽带信令单元（B300B）。 

1.3.1 载波聚合场景选择 

在如下图 LTE 的 Config 页面选择下行载波聚合的场景以激活 CA 功能。下面的图片显示了一个完

全配置 CMW500 所提供的测试场景，这种配置的 CMW500 具有两个信令单元（H300B），四个

收发转换单元（H570）和两个衰落模块（H510F）。简化了部分选件之后，场景的选择就会减少

相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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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载波聚合场景选择. 

 

 

 2CC CA – 2 RF Out: 两个载波可以采用单入单出 (TM1) 或者单流波束赋形 (TM7) 模式; 只

需要两个射频通道。 

 2CC CA – 4 RF Out: 两个载波可以采用接收分集, 发射分集 (TM2), 2x2 MIMO (TM3, 

TM4), 单流、双流波束赋形 (TM7, TM8) 模式; 需要 4 个射频通道。  

 2CC CA – Fading – 2 RF Out: 衰落模型在 2CC CA – 2 RF Out 场景中激活，需要基带衰

落模块，KE500 用于激活内部衰落模型。  

 2CC CA – Fading – 4 RF Out: 衰落模型在 2CC CA – 4 RF Out 场景中激活，需要基带衰

落模块，KE500 用于激活内部衰落模型。 

 

当设置载波聚合场景之后就会出现 SCC1 的选择框，选择 SCC1 之后可以看到所有的辅助载波的

配置，该页面同主载波的配置很相似。场景选择仅可在小区状态为 ON 或 OFF 下进行，当终端注

册上 CMW 之后，该设置就会变成灰色无法选择。 

 

推荐配置 4 个收发转换单元（H570）的 CMW500，如果 CMW500 仅有两个 H570 的话，则为了

严格按照规范测试，需要额外的功分器来将信号灌入到终端的主集与分集中，并且需要额外校准功

分器的插损。 

1.3.2 射频端口选择 

当配置了高级射频前端 H590D 之后，主载波和辅载波信号可以从同一个射频端口传输，但是通过

不同的射频转换单元（H570），外部衰减值可以独立设置。 

 

对于“2CC CA – 2 RF Out”场景，默认设置使用 RF1COM 端口发送主辅载波，对于“2CC CA – 4 

RF Out”场景，默认设置将 RF1COM 和 RF2COM 给 PCC ， RF3COM 和 RF4COM 给 SCC。一

般我们推荐将端口修改为以下的配置，因为目前很多终端主辅载波都会共享一个天线端口。也就是

RF1COM 连接主集，RF3COM 连接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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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主载波射频端口配置                                     b: 辅载波射频端口配置 

   
c: 主辅载波独立天线设计的连接示意图 

图. 2: 主辅载波射频连接设置以及 CMW 与终端连接示意图. 

本文仅描述下行载波聚合测试，如果终端支持上行载波聚合的话，那么辅载波的 RF Input (Rx)则

需要配置为其他的射频转换单元。 

1.3.3 辅载波配置 

 

CMW500 在 3.2.80 版本对于主载波和辅载波的频段组合没有限制，不过该版本要求主辅载波的双

工方式一致，辅载波的频段，信道，带宽和连接方式可以在辅载波界面任意配置。 

 

在 SCC1 的配置界面，将 SCC Activation Mode 设置为‘Auto’ 或者 ‘Manual’，默认值为‘Auto’，如

果选择‘Manual’的话，那么 on / off SCC, SCC add / delete RRC 和 SCC activate / deactivate 

MAC 等操作则需要手动完成。图 4 和图 5 为相应按键以及操作的顺序。除了定位问题之外，我们

都推荐采用‘Auto’模式。 

 

SCC Activation Mode 只有在 Cell ON 和 Cell OFF 的情况下才打开，当终端注册上之后，SCC 的

配置就会变灰色而无法继续选择。在开始流量测试之前，确保 SCC 的状态为“MAC Activated”。图

3 为 SCC 连接之后 LTE 信令连接界面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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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CC 激活. 

 

1.  2.   3.  

图. 4: SCC 手动激活流程. 

 

1.   2.  3.  

图. 5: SCC 手动去激活流程. 

1.4 下行载波聚合的通用配置 

1.4.1 小区物理 ID 配置 

 

根据 3GPP TS36.521 规范，7.1 节的载波聚合测试要求，主载波的小区 ID 设置为 0，辅载波的小

区 ID 设置为 1。可以在图 6 中找到关于小区 ID 的配置，3.2.80 版本的默认值符合 LTE 的测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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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物理小区 ID 设置. 

1.4.2 OCNG 配置 

 

在下行载波聚合测试时需要激活 OCNG，可以在图 7 中找到该设置，测试时需要对 PCC 和 SCC

都激活 OCNG。 

 

 

图. 7: 激活 OCNG. 

1.4.3 MIMO 设置 

可以在 Connection 菜单中找到 MIMO 设置，在测试之前，需要设置相应的多天线传输模式以及

DCI 格式。第 7 章的所有接收机测试项目都使用 TM1 传输模式，第 8 章和第 9 章的传输模式设置

取决于每个测试项目的要求。 

 

 

图. 8: MIMO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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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CA 的场景选择 ‘2CC CA – 2 RF Out’，则传输模式只能选择 TM1 和 TM8。当终端注册到

CMW 之后，如何更改传输模式和 DCI 格式就取决于双工模式和场景选择，因此建议在测试之前正

确设置双工模式和场景选择。 

1.5 流量测量 

 

图. 9: 误块率 (吞吐率) 测量结果. 

载波聚合流量结果界面同 Release 8 测量相似，区别是载波聚合流量测试界面有总流量，主载波流

量和辅载波流量的结果。用户可以选择每个界面获取详细的测试信息。 

1.5.1 误块率计算方法 

1.5.1.1 接收机误块率计算方法 

根据 TS 36.521-1 附录 G.2. 附录 G.2A 的要求，接收机测试误块率的计算公式为(NACK + DTX) / 

(NACK+ DTX + ACK)，这个公式定义在规范附录 G.2 中。 

 

在 LTE 接收机测量的配置界面可以选择接收机测试的公式，默认公式为“(NACK + DTX) / (NACK+ 

DTX + ACK)”。 

 

在接收机测试中，停止条件应该选择默认值‘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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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误块率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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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收机性能 

2.1 通用接收机测试描述 

本文只介绍了表 1 中定义的接收机测试项目，CMW500 支持规范定义的其他的接收机测试项目，

但是由于篇幅所限，这些需要额外的滤波器和频谱分析仪的项目就不在本文中详细描述。如果读者

对这些测试项目感兴趣的话，请联系当地的技术支持。 

表 1: 本文描述的接收机测试项目. 

 规范章节 测试项目 是否需要额外信号源 

1 7.3A 载波聚合灵敏度 否 

2 7.4A 载波聚合最大输入电平 否 

3 7.5A 载波聚合邻信道选择性 是/ LTE 信号(需要 4TRx) 

4 7.6.1A 载波聚合带内阻塞 是/ LTE 信号(需要 4TRx) 

5 7.6.3A 载波聚合窄带阻塞 是/ 连续波(需要 4TRx) 

6 7.8.1A 载波聚合宽带互调 是/连续波与 LTE 信号 (需要
4TRx)  

 

本文测试的截图使用的终端采用了CA_3A-5A (10M + 10M)的组合方式，主辅载波共用一根天线。 

2.1.1 干扰描述 

规范中的7.5A, 7.6.1A, 7.6.3A 和7.8.1A这几个测试项目需要额外的干扰信号同LTE通信信号共存，

有多种产生干扰信号的方式，比如可以采用外部的信号源如R&SSMU/SMW/SMBV来产生干扰信

号，另外还可以采用CMW500的第三个通道来产生干扰信号，这样可以不采用外部的信号源。 

 

当使用内部信号源做为干扰源的时候，只能选择‘2CC CA – 2 RF Out’这种场景，这样可以把第3个

和第4个射频通道做为干扰源使用，这种情况下，用户首先需要一个合路器将LTE通信信号和干扰

信号合在一起，然后还需要使用功分器将之前的信号分到终端的主辅天线中。由于额外引入了两个

功分器和连接线，因此在测试的时候需要将外部连接的损耗正确补偿以满足规范的要求。图11就

是这种搭建的示意图，注意，当终端的主载波和辅载波天线分开的话，下图则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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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使用内部干扰源的测试项目搭建. 

后续再测试项目的步骤中会详细介绍干扰信号的设置。这里请注意测试项目7.5A 和 7.6.1A中需要

使用任意波形发生器来产生干扰信号，因此也就需要一些波形文件。另外，由于测试中使用了一系

列的合路器，因此也需要特别注意线损的设置。 

 

在测试项目7.8.1中需要两个干扰信号，一个是连续波信号，一个是任意波信号，那么算上LTE通信

信号的话，就一共需要4个射频通道。因此也需要CMW500必须配置4个射频通道才可以支持这个

测试项目。 

 

无论是在演示模式还是真实测试模式，每种CA配置对应的干扰信号的频率设置在CMWRun的报告

中都可以展示出来。 

2.1.2 上行功率设置  

在载波聚合接收机测试中的一个典型描述是“发射机的功率应该比 PCMAX_L 或章节 6.2.5A 中定义的 

PCMAX_L_CA低 4dB” ，PCMAX_L 适用于只支持下行载波聚合的终端，PCMAX_L_CA 适用于支持下行和上

行载波聚合的终端。 

 

对于只支持下行载波聚合的终端，上行功率的计算公式同 Release 8 的要求一致，由于对于所有的

频段而言，TS 36.521-1 规范定义的载波聚合接收机测试项目中，上行资源块的数量都满足 TS 

36.521-1 表 6.2.3.3-1 规定的 1dB 最大功率降低的要求，因此如果终端不适用 TS 36.521-1, 表 

6.2.2.3-1 的注释 2，5，6 的话，PCMAX_L 对于普通终端为 22 dBm，对高功率终端为 30 dBm。 

 

对于支持上行载波聚合的终端，上行功率降低的设置需要参考 TS 36.521-1, 表 6.2.3A.X.3-1（其
中 x 代表本文 1.1 节介绍的下行载波聚合类型）。 

 

对于仅支持下行载波聚合的终端，可以参考 1CM94 文档中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的描述。如

果终端载波频率 f ≤ 3.0GHz ，闭环功率控制应该设置为(PCMAX_L – 4 – 1.7)；如果终端载波频率为

3.0GHz < f ≤ 4.2GHz 的话，闭环功率控制应该设置为(PCMAX_L – 4 – 2)。 

2.1.3 滤波器系数设置 

对于所有的接收机测试来说，滤波器系数都需要设置为‘FC8’，该参数可以在连接状态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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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滤波器系数设置. 

2.1.4 上行资源块配置 

如果终端不支持上行载波聚合的话，那么上行资源块的配置需要遵循 TS 36.521-1, 表 7.3.5-2 的要

求。如果终端支持上行载波聚合的话，那么上行资源块的配置需要遵循相关测试条目的要求。 

2.2 载波聚合的灵敏度测试 (TS 36.521-1, 7.3A.x) 

本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支持载波聚合的终端在接收小信号，理想传播环境且无额外噪声干扰的情

况下，使用指定的参考测量信道能够以一定的吞吐率接收数据的能力。如果终端无法满足一定的吞

吐率要求的话，则会降低基站对这个终端的有效覆盖范围。 

2.2.1 测试描述 

本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终端在接收下行 QPSK 调制方式，满资源块占用条件下的灵敏度性能。 

 

对于所有载波聚合终端的最低一致性要求定义在 TS 36.521-1, 章节 7.3A.1.3 中，最小的测试数量

可以在 TS 36.521-1, 附录 G.2A 中找到 (1003 /CC) 

 

一般说来，全带宽载波功率应该遵循下面的公式，但是特定的 CA 配置需要遵循 3GPP TS 36.521-

1 规范, 表 7.3A.1.3-0a 和 7.3A.1.3-0b 的要求，新规范版本会更新更多的额外 CA 配置定义。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 𝒄               ------- 公式 1 

其中   

- 𝑃𝑟𝑒𝑓𝑠𝑒𝑛_𝑅8 ，请参考 3GPP TS 36.521-1, 表 7.3.5-1.  

− ΔRIB, 𝑐 ，请参考 3GPP TS 36.521-1, 表 7.3A.1.3-0 和 7.3A.1.3-2，如 CA 配置未在该表列出，

此参数应该设置为 0。  

 

对于某些特定的 CA 配置必须更改 NS 参数（表 2 列出），例如对于 CA_4A-12A 这种载波聚合配

置，只有在主载波为 12，辅载波为 4 的情况下，主载波的 NS 值需要设置为“NS_06”，对于主载波

为 4，辅载波为 12 的情况，主载波的 NS 值需要设置为“NS_01”。 

 

对于其他的情况，都应该设置为 NS_01，例如，对于 CA_4A-12A，只有在 PCC 为频段 12，SCC

为 4 时才需要将 NS 值设置为“NS_06”，当 PCC 为频段 4，SCC 为频段 12 时，需要将 NS 值设置

为“NS_01”。 

根据每个测试项目的 CA 配置的测试描述（TS 36.521-1 TC7.3A.x.4）设置上行资源块，如果规范

中没有具体要求的话，请参考表 7.3.3-2 的定义。 

表 2: 特定 CA 组合的 NS 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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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TRA CA 
Configuration 

Uplink 
Band 

Network 
Signalling 

value 

CA_4A-12A 12 NS_06  

CA_4A-17A 17 NS_06 

CA_2A-29A 2 NS_03 

 

2.2.2 测试步骤 

通用的测试条件和配置请参考本文档 2.1 章节。  

 

Step 1. 按 Preset 重置 CMW500. 

Step 2. 设置双工模式.  

Step 3. 如果终端的主载波和辅载波共用一根天线，按照图 2 所示连接终端和 CMW500，并且将

场景选择为 “2CC CA – 4 RF Out” 或 “2CC CA – 2 RF Out”. 如果终端的主载波和辅载波

使用独立的天线，将终端的天线端口同 CMW500 的端口分别正确连接，并且选择合适的

场景即可。  

Step 4. 在 CMW500 上选择正确的收发通道和射频端口.   

Step 5. 对每个小区和射频通路设置正确的衰减值.  

Step 6. 基站发射模式设置为‘TM1’ ，DCI 格式 设置为 ‘1A’. 

Step 7. 关于 NS 值的设置，如果列在表 2 中则需遵循表 2 的要求，否则全部设置为 NS_01 (例如， 

CA_3A-5A).  

Step 8. 打开 LTE 小区，将 LTE 终端开机等待终端注册到 CMW500，并且按 Connect 建立连接。  

Step 9. 设置主辅载波的测试带宽, 下行信道, 上下行资源块数量, 调制方式和资源块位置(定义在

TS 36.521-1 7.3A.x.4.1 初始化条件中，其中 x 代表不同的载波聚合配置)。  

Step 10. 将 Active TPC Setup 设置为 Max Power 保证终端以最大功率发射。 

Step 11. 打开 OCNG，该项设置可以在终端开机之前打开。  

Step 12. 打开 LTE RX Meas. 页面 ，按照规范设置 Subframes >= 1200 (1200 个子帧是大于 

1003 的下一个测试长度) 。   

Step 13. 下面计算载波聚合的载波输出功率值，首先按照公式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𝒄               ------- 公式 1，计算得到 PREFSENS_CA的值。然后按照下面公式根据

PREFSENS_CA来计算 RS EPRE 功率，RS EPRE = PREFSENS_CA - 10 * log10(N_RE)，计算

之后将 DL EPRE 设置为 RS EPRE 即可。 

 

N_RE 是资源粒子的数量(12 *[ RB个数]) ，下行RB的数量取决于下行主载波、辅载波的

带宽。例如，对于频段 3， 10 MHz带宽需要将DL EPRE设置为 –121.1 dBm ， PREFSENS 

= –93.3 dBm. (–93.3 dBm – 10*log10(600) = –121.1 dBm) 
 

测量在上述条件下的吞吐率，在本例中，吞吐率为7.91 Mbps,表示根据RMC信道的配置，终端达到

了100 %的吞吐率，这个百分比也可以直接在测量结果界面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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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接收灵敏度测试 BLER 截图 

2.2.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 36.521-1, 表 7.3A.x.5-1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的 95%。 

2.3 载波聚合的最大输入电平 (TS 36.521-1, 7.4A) 

本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支持载波聚合的终端在接收大信号，理想传播环境且无额外噪声干扰时，

使用指定的参考测量信道能够以一定的吞吐率接收数据的能力。如果终端无法满足一定的吞吐率要

求的话，则会降低终端在离基站很近的情况下的覆盖范围。 

2.3.1 测试描述 

本测试验证终端在下行 64QAM 调制方式，满资源块的情况下，接收主载波和辅载波的能力。带宽，

频率，参考测量信道与上行资源块配置所需要设置的参数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4A.x.4.1-1 中。 

 

对于载波聚合测试而言，终端最大输入电平定义为终端天线口在整个带宽内接收到的功率。例如，

载波聚合等级为 A 或者 C 的终端，最大输入电平应该设置为-22.7dBm，对于带间下行载波聚合，

下行发射功率对于每一个载波都应该设置为-25.7dBm，对于载波聚合带宽等级 B 的终端，下行总

输出功率应该设置为-25.7dBm。 

 

根据章节 6.2.5A 的定义，终端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 PCMAX_L 或 PCMAX_L_CA
 低 4dB，本文第 2.1.2

节介绍了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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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测试步骤 

通用的测试条件和设置，请参考本文第 2.1 节的内容。 

 

Step 1. 重置仪器. 

Step 2. 设置双工模式.  

Step 3. 如果终端的主辅载波共用一个天线端口的话, 按照 图. 2 所示连接 CMW500 和终端，并

且将场景设置为 “2CC CA – 4 RF Out” 或者 “2CC CA – 2 RF Out” ，如 图. 11 所示。如

果终端的主辅载波天线是独立的话, 选择合适的场景将终端的天线端口同 CMW500 的射

频端口相连。 

Step 4. 设置相应的射频输入输出端口和射频通道。  

Step 5. 对每个端口和小区设置正确的外部损耗。  

Step 6. 将发射模式设置为 ‘TM1’ , DCI 格式设置为 ‘1A’。 

Step 7. 打开 LTE 小区，将 LTE 终端开机等待终端注册到 CMW500，并且按 Connect 建立连接。 

Step 8. 设置主辅载波的测试带宽, 下行信道, 上下行资源块数量, 调制方式和资源块位置 (定义在

TS 36.521-1 7.4A.x.4.1 初始化条件 ，其中 x 代表不同的 CA 配置)。  

Step 9. 将 Active TPC Setup 设置为 Close Loop ，并且 Closed Loop Target Power=16.3dBm (根据本

文 2.1.2 节的计算) 确保终端发射功率达到规范的要求。 

Step 10. 打开 OCNG，该项设置可以在终端开机之前打开。  

Step 11. 打开 LTE RX Meas. 页面 ，按照规范设置 Subframes >= 1200 (1200 个子帧是大于 

1003 的下一个测试长度)  

Step 12. 调整下行 RS EPRE 使得主载波和辅载波的 Full Cell BW Pow. 为 -25.7dBm (对 10MHz 带

宽而言，RS EPRE = -50.5dBm/15kHz) 。 

 

测量以上条件下的吞吐率，在本例中，吞吐率为 54.59 Mbps, 表示根据RMC信道的配置，终端达到

了100 %的吞吐率，这个百分比也可以直接在测量结果界面看到。   

 
a. 吞吐量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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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LER 显示界面 

图. 14: 最大输入电平测试 BLER 显示界面 

2.3.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 36.521-1, 表 7.4A.x.5-1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的 95%。 

2.4 载波聚合的邻信道选择性测试 (TS 36.521-1, 7.5A) 

邻信道选择性测试验证支持载波聚合的终端在理想传播环境，无额外噪声，离载波固定偏移存在干

扰信号的情况下，使用指定的参考测量信道能够以一定的吞吐率接收数据的能力。 

 

在邻信道存在其他基站发射的情况下，测试不达标的终端可能会降低覆盖范围。 

2.4.1 测试描述 

该测试对于主载波和辅载波在下行使用 QPSK 的调制方式，满资源块配置。测试需要设置的带宽，

频率，参考测量信道和上行资源块的配置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5A.x.4.1-1 中， 干扰信号使用

LTE 调制信号。 

 

对于带间载波聚合，根据 TS 36.521-1, 7.5A.3.5 节的描述，干扰信号的设置应该以辅载波为参考。

对于 Case 1，干扰信号的功率应该设置为 PREFSENS_CA _SCC +45.5，其中 PREFSENS_CA_SCC 按照公式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𝜟𝑹𝑰𝑩,𝒄               ------- 公式 1 计算得到，干扰信号频率设置的细节定

义在 TS 36.521-1, 表 7.5A.3.5-2 和 7.5A.3.5-3 中。 

 

对于带内连续载波聚合，干扰信号的频率可以在聚合载波下行信道的任意一边。对于测试 Case 1，

他有一个固定的频率偏移并且他的功率是相对于聚合载波的总功率而言，对于 Case 1 而言，干扰

信号的功率为 Aggregated Power + 22.5 dB。频率偏移取决于表 3 中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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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扰信号频率设置. 

Rx Parameter Units  Channel Bandwidth  
(SCC for inter-band CA or adjacent CC for intra-band contiguous CA) 

1.4 MHz  3 MHz 5 MHz 10 MHz 15 MHz 20 MHz 

BWInterferer MHz 1.4 3 5 5 5 5 

FInterferer (offset 
from SCC for 
inter-band CA 
or adjacent CC 
for intra-band 
contiguous 
CA) 

MHz 1.4+0.0025 
/ 

-1.4-
0.0025 

 3+0.0075 
/ 

-3-0.0075 

5+0.0025 
/ 

-5-0.0025 

7.5+0.0075 
/ 

-7.5-
0.0075 

10+0.0125 
/ 

-10-0.0125 

12.5+0.002
5 
/ 

-12.5-
0.0025 

 

对于带内非连续载波聚合干扰信号的频率细节尚未定义。 

 

对于 Case 1，根据 6.2.5A 的要求，终端的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 PCMAX_L或者 PCMAX_L_CA 低 4dB。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设置在本文 2.1.2 中描述。 

 

对于 Case 2，根据6.2.5A的要求，终端的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PCMAX_L 或者 PCMAX_L_CA 低24dB。 

 

干扰信号的偏置理解请参考文档1CM94 测试项目7.5中的描述。章节2.1.1 描述了如何连接

CMW500和综测仪。 

 

对于 Case 1，下行每个载波的输出功率设置为 PREFSENS_CA+14，其中PREFSENS_CA 是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得到的小区功率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 𝒄               ------- 公式 1。 

2.4.2 测试步骤 

通用的测试条件和设置，请参考本文档第 2.1 节的描述。 

 

对于干扰信号设置的细节，请参考本文第 2.1.1 节的定义，干扰信号设置方法如 图. 15 所示。 

 

按 Preset 按键恢复基本设置： 

1. 准备设置干扰信号:  

a. 打开 General Purpose RF Generator 1 

b. 设置相应的射频路径和衰减 

c. 加载波形文件: 

Baseband Mode 设置为 ARB. 

根据带宽设置干扰信号的波形文件，干扰信号使用同 Release 8 的测试项目相同的波形文

件，可以从 1CM94 文档的链接中下载得到。  

 

I_B014_free.wv  – 带宽 = 1.4 MHz 

I_B030_free.wv  – 带宽 = 3 MHz 

I_B050_free.wv  – 带宽 = 5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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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干扰信号设置. 

 

2. 设置 LTE 信令模式后开始测试： 

 

Step 1. 设置双工模式.  

Step 2. 如果终端的主辅载波共用一个天线端口的话, 按照图. 11 所示连接 CMW500 和终端，并

且将场景设置为 “2CC CA – 2 RF Out” 。 

Step 3. 设置相应的射频输入输出端口和射频通道。  

Step 4.    对每个端口和小区设置正确的外部损耗。  

Step 5. 将发射模式设置为 ‘TM1’ , DCI 格式设置为 ‘1A’。 

Step 6. 打开 LTE 小区，将 LTE 终端开机等待终端注册到 CMW500，并且按 Connect 建立连接。 

Step 7. 设置主辅载波的测试带宽, 下行信道, 上下行资源块数量, 调制方式和资源块位置  (定义在

TS 36.521-1 7.5A.x.4.1 初始化条件，其中 x 代表不同的 CA 配置).  

Step 8. 将 Active TPC Setup 设置为 Close Loop ，并且 Closed Loop Target Power=16.3dBm (根据本

文 2.1.2 节的计算) 确保终端发射功率达到规范的要求。 

Step 9. 打开 OCNG，该项设置可以在终端开机之前打开。 

Step 10. 打开 LTE RX Meas. 页面 ，按照规范设置 Subframes >= 1200 (1200 个子帧是比 1003

大的下一个测试长度)   

Step 11. 打开 GPRF Sig. 1 页面，设置正确的频率和输出功率(均方根) ，然后打开信号源。  

Step 12. 对主载波和辅载波，调整下行的 RS EPRE 确保 Full Cell BW Pow 为 PREFSENS_CA + 14 dB。 

Step 13. 测量在这些条件下的吞吐率，如 图. 14 所示。 

Step 14. 改变 GPRF Sig. 1 的频率，并且再次开启测量，该测试包括在 Test Case 1 中。  

Step 15. 将 GPRF Sig. 1 输出功率设置为 -25dBm ，对于主载波和辅载波调整 LTE 下行 RS EPRE 

保证 Full Cell BW Pow. 为规范所要求的输出功率 (对于带间载波聚合为-56.5dBm) 。 

Step 16. 测量在这些条件下的吞吐率，如 图. 14 所示。 

Step 17. 改变 GPRF Sig. 1 的频率，并且再次开启测量，该测试包括在 Test Case 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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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 36.521-1, 表 7.5A.x.5-2 和 7.5A.x.5-3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的 95%。 

2.5 载波聚合的带内阻塞测试 (TS 36.521-1, 7.6.1A) 

当干扰信号落在终端的接收机频段向低，向高两个方向各延伸 15MHz 的频率范围内，终端的接收  

机性能测试即带内阻塞测试。在这种场景下,终端的流量必须达到或者超过终端定义的参考测量信  

道最大流量的 95%。不能满足本项指标的终端在存在临近小区干扰的情况下降低覆盖范围。 

2.5.1 测试描述 

该测试主载波和辅载波在下行使用 QPSK 的调制方式，满资源块配置。测试需要设置的带宽，频

率，参考测量信道和上行资源块的配置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6.1A.x.4.1-1 中。 

 

本测试项目中的干扰信号为 LTE 信号，干扰信号的设置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6.1A.x.5-1 和 

7.6.1A.x.5-2 中，同 Release 8 版本规范的测试项目 7.6.1 一样，干扰信号的频率应该在终端接收

频段的+/– 15 MHz 偏移内设置多个测试点。测试点的频率间隔与干扰信号的带宽一致。 

 

尽管带间载波聚合和带内连续载波聚合的测试描述略有不同，但是干扰信号的频率偏移设置的原则

是一致的。 

 

根据规范章节 6.2.5A 的定义，终端的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 PCMAX_L 或 PCMAX_L_CA 低 4dB。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设置在本文 2.1.2 中描述。 

 

根据TS 36.521-1, 表 7.6.1A.x.5-1的定义， 每个载波的下行输出功率应该设置为PREFSENS_CA 加上 

信道带宽参数，其中 PREFSENS_CA 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载波功率：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 𝒄               ------- 公式 1. 

表 4: 带内连续载波聚合的参数设置 (摘自: TS 36.521-1, 表 7.6.1A.1.5-1, 表 7.6.1A.1.5-2). 

Rx Parameter Units  CA Bandwidth Class 

B C D E F 

Power per CC in 
aggregated 
transmission 
bandwidth 
configuration 

dBm 

REFSENS + CA Bandwidth Class Specific Value Below 

 12    

BWInterferer MHz  5    

FIoffset, case 1 MHz  7.5    

FIoffset, case 2 MHz  12.5    

 
 
 
 
 

CA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Unit Case 1 Case 2 

PInterferer dBm -56 -44 

FInterferer MHz 
=-Foffset– FIoffset,case 1 

& 
=+Foffset + FIoffset,case 1 

≤-Foffset– FIoffset,case 2 
& 

≥+Foffset + FIoffset,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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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_1C, CA_7C, 
CA_38C, 

CA_39C,CA_40C,CA_41
C 

FInterferer 
(Range) 

MHz (Note 2) 
FDL_low – 15 

to 
FDL_high + 15 

Note 1: For certain bands, the unwanted modulated interfering signal may not fall inside the UE receive 
bandwithin the 15 MHz below or above the UE receive band. 

Note 2: For each carrier frequency, the requirement is valid for two frequencies: 
 a. Carrier frequency -Foffset  - FIoffset, case 1  
 b. Carrier frequency +Foffset  + FIoffset, case 1 
Note 3: Foffset  offset from the  frequency of the adjacent CC being tested to the edge of aggregated channel 

bandwidth. 
Note 4: The Finterferer (offset) is relative to the frequency of the adjacent CC being tested should be further 

adjusted to MHz to be offset from the sub-carrier raster for 

interferer signal above the wanted signal and adjusted to MHz to 

be offset from the sub-carrier raster for interferer signal below the wanted signal. 

 

 表 5: 带间载波聚合的参数设置 (摘自: TS 36.521-1, 表 7.6.1A.3.5-1, 表 7.6.1A.3.5-2). 

Rx Parameter Units  Channel Bandwidth 

1.4 MHz  3  MHz 5  MHz 10 MHz 15 MHz 20 MHz 

Power in 
transmission 
bandwidth 

configuration for 
each CC 

dBm 

REFSENS + Channel Bandwidth Specific Value Below 

6 6 6 6 7 9 

BWInterferer MHz 1.4 3 5 5 5 5 

FIoffset, case 1 MHz 2.1+0.0125 4.5+0.0075 7.5+0.0125 7.5+0.0025 7.5+0.0075 7.5+0.0125 

FIoffset, case 2 MHz 3.5+0.0075 7.5+0.0075 12.5+0.0075 12.5+0.012
5 

12.5+0.002
5 

12.5+0.007
5 

 
E-UTRA SCC 

Band 
Parameter  Unit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PInterferer dBm -56 -44 -30  [-30] 

FInterferer 
(offset from 

SCC) 
MHz 

=-BW/2 – FIoffset,case 1 
& 

=+BW/2 + FIoffset,case 

1 

≤-BW/2 – 
FIoffset,case 2 

& 
≥+BW/2 + 
FIoffset,case 2 

-BW/2 – 15 
& 

-BW/2 – 9 

-BW/2 
–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FInterferer MHz (Note 2) 
FDL_low – 15 

to 
FDL_high + 15 

  

12 FInterferer MHz (Note 2) 
FDL_low – 10 

to 
FDL_high + 15 

 
FDL_low 

– 10 

17 FInterferer MHz (Note 2) 
FDL_low – 9 

to 
FDL_high + 15 

FDL_low – 15 
and 

FDL_low – 9 
 

Note 1: For certain bands, the unwanted modulated interfering signal may not fall inside the UE receive band  
the 15 MHz below or above the UE receive band. 

Note 2: For each carrier frequency the requirement is valid for two frequencies: 
a. Carrier frequency -BW/2 - FIoffset, case 1   
b. Carrier frequency +BW/2 + FIoffset, case 1 

Note 3: FInterferer range values for unwanted modulated interfering signal are interferer center frequencies 
Note 4: Case 3 and Case 4 only apply to assigned UE channel bandwidth of 5 MHz 

 

  0075.0015.05.00.015Finterferer 

  0075.0015.00.50.015Finterf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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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测试步骤 

通用的测试条件和设置，请参考本文 2.1 节的介绍，干扰信号的详细设置，请参考本文 2.1.1 的介

绍，详细的干扰信号的设置方法请参考图. 15 。  

 

测试步骤，包括干扰信号的设置，同测试项目 7.5A 是一致的。 

2.5.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 36.521-1, 表 7.6.1A.x.3.5-1 和 7.6.1A.x.3.5-1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

的 95%。 

2.6 载波聚合的窄带阻塞测试 (TS 36.521-1, 7.6.3A) 

本测试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当一个干扰信号（连续波）在小于载波频率间隔的情况下发射时，终端能

够以一定能力接收数据的能力。 

 

不通过本测试的终端会在其他基站在附近发射的情况下降低覆盖范围。 

2.6.1 测试描述 

本测试中主载波和辅载波在下行使用 QPSK 调制方式、满资源块占用。测试选择的带宽，频率和

上行参考信道的资源块分配的细节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6.3A.x.4.1-1 中。 

 

本测试中使用的干扰信号为连续波信号(CW)， 干扰信号的设置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6.3A.x.5-

1 中， 对于所有的带宽干扰信号的输出功率都设置为 -55dBm。   

 

尽管带间载波聚合和带内连续载波聚合的测试描述略有不同，但是干扰信号的频率偏移设置的原则

是一致的。 

 

根据规范章节 6.2.5A 的定义，终端的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 PCMAX_L 或 PCMAX_L_CA 低 4dB。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设置在本文 2.1.2 中描述。 

 

根据TS 36.521-1, 表 7.6.3A.x.5-1的定义， 每个载波的下行输出功率应该设置为PREFSENS_CA 加上 

信道带宽参数，其中 PREFSENS_CA 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载波功率：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 𝒄               ------- 公式 1. 

表 6: 窄带阻塞参数: 频率偏移和干扰功率设置（带内连续和带间载波聚合） 

Parameter Unit SCC for Inter-Band CA and Adjacent CC for Intra-Band 
Contiguous CA 

1.4 MHz 3 MHz 5 MHz 10 MHz 15 MHz 20 MHz 

Puw (CW) dBm -55 -55 -55 -55 -55 -55 

Fuw (Offset from the 
SCC for inter-band CA 
or the adjacent CC for 
intra-band contiguous 
CA) 

MHz 0.9075 1.7025 2.7075 5.2125 7.7025 10.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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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测试步骤 

通用的测试条件和设置，请参考本文 2.1 节的介绍，带宽，频率，参考测量信道和资源块的设置细

节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6.3A.x. 4.1-1 中。 

 

测试步骤，包括干扰信号的设置，同测试项目 7.5A 是一致的。 

 

干扰信号设置的细节，请参考本文 2.1.1 节的描述，干扰信号设置的详细情况如 图. 16 所示。 

 

 

图. 16: 窄带阻塞的干扰信号设置. 

按 Preset 进行初始化设置 

准备设置干扰信号:  

a. 打开 General Purpose RF Generator 1 

b. 根据图. 16 设置相应的通路 

c. 将 Baseband Mode 设置为 CW 

d. 设置相应的线损 Ext. Att (输出) 

 

测试步骤同 7.5A 一致，只有干扰信号的设置不同。 

2.6.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36.521-1, 表 7.6.1A.x.3.5-1 和 7.6.3A.x.3.5-1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

的 95%。 

2.7 宽带交调测试 (TS 36.521-1, 7.8.1) 

交调响应验证终端在理想传输环境，无额外噪声的情况下，在有两个或以上干扰的情况下按一定速

率接收参考测量信道的能力，测试中两个干扰信号与有用信号有固定的距离。 

2.7.1 测试描述 

本测试中主载波和辅载波在下行使用 QPSK 调制方式、满资源块占用。测试选择的带宽，频率和

上行参考信道的资源块分配的细节定义在 TS 36.521-1, Table 7.8.1A.x.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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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测试需要产生两个干扰信号: 一个连续波信号 (干扰 1) 和一个 LTE 信号 (干扰 2)。干扰信号的设

置定义在 TS 36.521-1, 表 7.8.1A.x.5-1 中。 

表 7: 宽带互调参数: 频率偏移和干扰功率设置（带内连续和带间载波聚合） 

Rx Parameter Units  SCC for Inter-Band CA or Adjacent CC for Intra-Band Contiguous CA 

1.4 MHz  3  MHz 5  MHz 10 MHz 15 MHz 20 MHz 

干扰信号1功率 

(连续波) 

dBm 
-46 

干扰信号2功率 

(调制信号) 

dBm 
-46 

干扰信号2带宽  1.4 3 5 

FInterferer 1 
(Offset from SCC) 

MHz 
+/- 2.7MHz +/- 6MHz +/- 10MHz +/- 12.5MHz +/- 15MHz +/- 17.5MHz 

FInterferer 2 
(Offset from SCC) 

MHz 2*FInterferer 1 

+/- 5.4MHz +/- 12MHz +/- 20MHz +/- 25MHz +/- 30MHz +/- 35MHz 

 

尽管带间载波聚合和带内连续载波聚合的测试描述略有不同，但是干扰信号的频率偏移设置的原则

是一致的。 

 

根据规范章节 6.2.5A 的定义，终端的发射功率应该设置为比 PCMAX_L 或 PCMAX_L_CA 低 4dB。

CMW500 的闭环功率控制设置在本文 2.1.2 中描述。 

 

根据TS 36.521-1, 表 7.6.1A.x.5-1的定义， 每个载波的下行输出功率应该设置为PREFSENS_CA 加上 

信道带宽参数，其中 PREFSENS_CA 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的载波功率：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𝑪𝑨 =   𝑷𝑹𝑬𝑭𝑺𝑬𝑵𝑺_𝑹𝟖 −  𝜟𝑹𝑰𝑩, 𝒄               ------- 公式 1. 

2.7.2 测试步骤 

由于该测试需要连续波信号和 LTE 信号两个干扰信号，因此该测试需要 4 通道的 CMW500 配置。

但由于该测试的其中一种干扰信号为连续波信号，因此 CMW500 最少有一个 B110 硬件选件。 关

于加载波形文件的方法，请参考本文 2.4.2 节 (7.5A 测试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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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两个干扰信号的设置方法  

按 Preset 按键初始化仪表： 

1. 准备设置干扰信号:  

a. 打开 General Purpose RF Generator 1 

b. 设置正确的通道和衰减  

c. 加载波形文件: 

 

将 Baseband Mode 设置为 ARB. 

根据带宽选择不同的波形文件，随应用文档发布了 3 个波形文件，我们需要把这三个波形文件

放到 CMW500 内部:  

 

I_B014_free.wv  – 带宽 = 1.4 MHz 

I_B030_free.wv  – 带宽 = 3 MHz 

I_B050_free.wv  – 带宽 = 5 MHz 

 

d. 打开 General Purpose RF Generator II 

e. 设置正确的通道和衰减 

 

2. 设置 LTE 信令功能并开始测试: 

 

Step 1. 设置双工模式  

Step 2. 如果终端的主辅载波共用一个天线端口的话, 按照图. 11 所示连接 CMW500 和终端，并

且将场景设置为 “2CC CA – 2 RF Out” 。  

Step 3. 设置相应的射频输入输出端口和射频通道。  

Step 4. 对每个端口和小区设置正确的外部损耗。  

Step 5. 将发射模式设置为 ‘TM1’ , DCI 格式设置为 ‘1A’。 

Step 6. 打开 LTE 小区，将 LTE 终端开机等待终端注册到 CMW500，并且按 Connect 建立连接。 

Step 7. 设置主辅载波的测试带宽, 下行信道, 上下行资源块数量, 调制方式和资源块位置  (定义在

TS 36.521-1 ， 7.8.1A.x.4.1 初始化条件，其中 x 代表不同的 CA 配置).  

Step 8. 将 Active TPC Setup 设置为 Close Loop ，并且 Closed Loop Target Power=16.3dBm (根据本

文 2.1.2 节的计算) 确保终端发射功率达到规范的要求。 

Step 9. 打开 OCNG，该项设置可以在终端开机之前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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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0. 打开 LTE RX Meas. 页面 ，按照规范设置 Subframes >= 1200 (1200 个子帧是比 1003

大的下一个测试长度)  。  

Step 11. 在 GPRF Sig. 1 页面设置正确的频率和输出功率 (均方根), -46dBm，打开信号。 

Step 12. 在 GPRF Sig. II 页面设置正确的频率和输出功率 (均方根), -46dBm，打开信号。 

Step 13. 调整下行 RS EPRE ，确保主载波和辅载波的全带宽小区功率为 (PREFSENS_CA + 信道带宽

制定值) ，定义在表 7.8.1A.x.5-1 

Step 14. 测量在这些条件下的吞吐率，如 图. 14 所示。 

Step 15. 改变 GPRF Sig. 1 和 GPRF Sig. 2 的频率并且重新进行一次测试。 

2.7.3 测试要求 

吞吐率需要达到 TS 36.521-1, 表 7.8.1A.x.5-3 定义的参考测量信道最大吞吐率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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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CMWRun测试  
CMWRun 1.8.0 版本支持了 LTE3GPPv11.2，测试门限和配置基于 TS 36.521-1 V11.2。下表给出

了支持的 TS 36.521-1 的测试项目。建议使用 CMW500 的 LTE 版本 3.2.82。  

表 8: LTE3GPPv11.2 支持的测试用例 (CMWRun V1.8.0). 

             章节 

 版本 

6 7 8 9 

R8 / R9 

6.2.2 / 6.2.2_1 7.3 8.2.1.1.1 9.2.1.1 

6.2.3 / 6.2.3_1 7.4 8.2.1.1.1_1 9.2.2.1 

6.2.4 / 6.2.4_1 7.5 8.2.1.2.1 9.3.2.1.1 / 9.3.2.1_1 

6.2.5 / 6.2.5_1 7.6.1 8.2.1.2.1_1 9.2.1.2 

6.3.2 7.6.3 8.2.1.3.1 9.2.2.2 

6.3.4.1 7.8.1 8.2.2.1.1 9.3.1.2 

6.3.4.2  8.2.2.1.1_1  

6.3.5.1 / 6.3.5_1.1  8.2.1.1.1  

6.3.5.2 / 6.3.5_1.2  8.2.1.1.1_1  

6.3.5.3 / 6.3.5_1.3  8.2.2.3.1  

6.5.1    

6.5.2.1    

6.5.2.1A    

6.5.2.2    

6.5.2.3    

6.5.2.4    

6.6.1    

6.6.2.1    

6.6.2.3    

6.6.3.1    

R10 

6.2.5A.2 (required 

by 36.521 V10.2) 

7.3A.2/3   

7.4A.2/3   

 7.5A.2/3   

 7.6.1A.2/3   

 7.6.3A.2/3   

 7.8.1A.2/3   

 

图. 18 是 LTE 3GPP TS36.521 的配置界面，用户可以选择待测的双工方式，终端能力等级，功率

等级，测试项目，非载波聚合频段，载波聚合频段和信道。对于偶发的掉话情况，工具还提供了各

种自动化的终端重启方法。下面介绍了配置的细节信息，关于终端重启的方法可以在应用文档 

1CM94 “LTE RF Measurements with the R&S®CMW500 according to 3GPP TS 36.521-1”, 第 7.4

节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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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CMWRun LTE 3GPP TS36.521 V11.2 配置. 

 
 
 
 
 

Band_Bandwidth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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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用配置 

Duplex – 选择 FDD 或 TDD。暂时还不支持选择 FDD+TDD 这种模式。用户目前只能在测试序列

中顺序选择两个 LTE_3GPPv11_2 (一个用户测试 TDD，另外一个用来测试 FDD)。  

UE Category – 因为不同等级的终端某些测试项目的上行配置是不同的，因此该参数必须正确配置，

对于终端等级大于 5 的终端，该参数应设置为 5，因为对于终端等级大于等于 5，所有的配

置是一样的。  

P_classmax – 选择终端的最大输出功率，该参数用于选择普通终端和高功率终端。  

3GPP Standard – 如勾选该参数，对于指定测试项目，只会测试规范要求的信道和带宽。  

User Configuration – 如勾选该参数, 选定的所有带宽和频段都会测试。只有在这种模式下，用户才

可以自己定义需要测试的信道。在任何带宽上双击鼠标会弹出一个单独的对话框， 将鼠标放

在任意的带宽参数之后，就会显示所有的带宽配置。 

Include Graphics – 如果勾选该参数，所有有图形的都会显示，如果不勾选，只有相对功率测试的

图形结构才会显示。  

3.2 用户自定义频段带宽配置 

 “Non-CA bands”按钮和“CA bands” 两个页面是定义在规范 TS36.521-1 V11.2 中的标准频段， 

“User Defined Band” 页面提供了用户可以自定义非 3GPP 定义的频段和带宽组合，在使用之前必

须勾选右上角的 “User Configuration” ，此时才可以选择 “User Defined Band”功能。 

 

Non-CA：用户自定义频段，允许用户测试非 3GPP 定义的频段 

Intra-band contiguous CA：用户自定义频段，允许用户自定义非 3GPP 定义的下行带内连续载波

聚合配置。   

Inter-band CA：用户自定义频段，允许用户自定义非 3GPP 定义的下行带间载波聚合配置。 该配

置不会自动将主载波和辅载波轮换，用户需要自己手动配置主辅载波轮转。例如, 为了测试

频段 3 和频段 28 的载波聚合，用户需要自己定义 USER_3A_28A 和 USER 28A_3A 两种模

式以测试这两个频段的载波聚合。 

 

 

  

图. 19: 用户自定义频段测试的设置.  

双击任意一个不是灰色的频段带宽，将会弹出一个测试信道设置的窗口。 

 

图. 20 展示了对于频段 28A_3A 载波聚合如何配置用户自定义测试信道，频段 28 支持 5MHz 带宽，

频段 3 支持 20MHz 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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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双击 5MHz 的位置，弹出配置窗口 5MHz 带宽的配置窗口。 

步骤 2:  选择频段 28 ，配置 5MHz 带宽需要测试的信道。  

步骤 3:  选择频段 3 ，确保信道列表是空的。  

步骤 4:  选择 Save ，保存 5MHz 的配置。   

步骤 5:  双击 20MHz 的位置，弹出配置窗口 20MHz 带宽的配置窗口。 

步骤 6:  选择频段 28 ，确保信道列表是空的。 

步骤 7:  选择频段 3，配置 20MHz 带宽需要测试的信道。 

步骤 8:  选择 Save ，保存 20MHz 的配置   

 

可以将鼠标放在配置好的 5MHz 和 20MHz 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看到配置的所有信道了！信道号用

分号(‘:’)隔开，如果在这个分号(‘:’)之前是空字符的话，则代表这个带宽的主载波没有配置信道，如

果在这个分号(‘:’)之后是空字符的话，则代表这个带宽的辅载波没有配置信道。CMWRun 会根据不

同/相同的带宽配置自动组合主辅载波的信道，这也意味着主辅载波信道的数量必须保持一致。 

 

 

 

  

图. 20: 带间载波聚合信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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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用 
[1] 3GPP TS 36.521-1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E-UTRA); User Equipment (UE) conformance 

specification; Radio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Part 1: Conformance testing 

 

[2] 3GPP TS 36.508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trial Radio Access (E-UTRA) and Evolved Packet Core (EPC); Common 

test environments for User Equipment (UE) conformance testing 

 

[3] R&S®CMW500 Wideband Radio Communication Tester Operating Manual 

 

 

 

5 额外信息 
请将关于本文档的建议发送给以下联系人: 

Jenny.Chen@rohde-schwarz.com 或  

Guenter.Pfeifer@rohde-schwarz.com  

 

In addition, please visit the R&SCMW500 website at: 

www.rohde-schwarz.com/product/CMW500  

 

 

mailto:Jenny.Chen@rohde-schwarz.com
mailto:Guenter.Pfeifer@rohde-schwarz.com
http://www.rohde-schwarz.com/product/CMW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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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订购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址(www.rohde-schwarz.com) ，如有进一步的问题请联系罗德与施瓦茨本地的销

售和技术支持寻求帮助。 

订购信息 

名称 描述 货号 

R&S®CMW500 Wideband Radio Communication 
Tester 

1201.0002K50 

R&S®CMW-PS503 R&S®CMW500 Basic Assembly 1208.7154.02 

R&S®CMW-S100A Baseband Measurement Unit 1202.4701.02 

R&S®CMW-S570B RF Converter (TRX) 1202.5008.03 

R&S®CMW-S550B Baseband Interconnection Board 
(Flexible Link) 

1202.4801.03 

R&S®CMW-B570B Extra RF Converter (TRX) 1202.8659.03 

R&S®CMW-B570B Extra RF Converter (TRX) 1202.8659.03 

R&S®CMW-B570B Extra RF Converter (TRX) 1202.8659.03 

R&S®CMW-S590D RF Front-End Module Advanced 1202.5108.03 

R&S®CMW-B590D Extra RF Front-End Module 
Advanced 

1202.8707.03 

R&S®CMW-S600B Front Panel with Display/Keypad 1201.0102.03 

R&S®CMW-B620A Digital Video Interface (DVI) 
Module 

1202.5808.02 

R&S®CMW-B300B Signalling Unit Wideband 
(SUW+) 

1202.6304.03 

R&S®CMW-B300B Signalling Unit Wideband 
(SUW+) 

1202.6304.03 

R&S®CMW-KS500 LTE FDD Release 8, SISO, 
signalling/network emulation, 
basic functionality 

1203.6108.02 

R&S®CMW-KM500 LTE FDD Release 8, 
TX measurement, uplink 

1203.5501.02 

R&S®CMW-KS550 LTE TDD (TD-LTE) Release 8, 
signalling/network emulation, 
basic functionality 

1204.8904.02 

R&S®CMW-KM550 LTE TDD (TD-LTE) Release 8, 
TX measurement, uplink 

1203.8952.02 

R&S®CMW-KS510 LTE Release 8, SISO, 
signalling/network emulation, 
advanced functionality 

1203.9859.02 

R&S®CMW-KS502 LTE FDD Release 10, CA, 
signalling/network emulation, 
basic functionality 

1208.6029.02 

R&S®CMW-KS512 LTE Release 10, CA, 
signalling/network emulation, 
advanced functionality 

1208.6041.02 

R&S®CMW-KT055 LTE, 
CMWRun sequencer software 
tool 

1207.2107.02 

R&S®CMW-Z05 
 

Nano UICC Test Card, supporting 
3GPP SIM/USIM/ISIM/CSIM 
applications 

1208.5651.02 

http://www.rohde-schwa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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