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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7（下》

内容概要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7:油气田与管道公用工程设计(下)》编排系统完整，内容翔实丰富，
理论联系实际，全面介绍了石油和化工工程项目管理基本职责、程序和方法，各专业的设计程序、方
法、技术数据、资料和相关图表，是国内第一部涵盖石油天然气上、中、下游工程建设领域的权威工
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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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入网万式及信令 油气田专用移动通信系统与公用电信网或其他有线网之间的联网
方式通常采用两种方式，即用户线接入方式和中继线接入方式。当移动系统的容量较小时，可以采用
用户线接人方式，其间的接口参数和各种信令应符合GB／T 6282《25～1 000 MHz陆地移动通信网通过
用户线接入公用通信网的接口参数》的相关规定。当移动通信系统容量较大时，可以考虑采用中继线
接人方式，其间的传输通信采用数字信道，接口参数和信令应符合GB／T 7611《数字网系列比特率电
接口特性》中的相关规定，若传输信道采用模拟微波，接口参数应符合GB／T 2789《模拟微波接力通
信系统网路接口基本技术要求》中的相关规定。若中继通道为其他的模拟实线中继，接口参数应符
合GB 3379《电话自动交换网局间直流信号方式》和GB 3384《模拟载波通信系统网路接口参数》中的
相关规定。 7.编号计划 油气田专用移动通信系统其编号方式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1）移动通信网
内的任何移动用户之间或与之相连的有线交换网任何固定用户之间均可通过拨号建立呼叫和通话。 
（2）编号方案应具有相对稳定性，应在相当长时间内不随区域的变动或组网方式的改变而变化。 （3
）号码容量能充分满足用户不断增长的需要。 （4）编号方案应符合ITU—T Q.11的规定。 （5）编号
方案应与移动通信网的网路结构相适应，以便完成漫游功能。 （6）编号方案要尽可能适应与之相连
的有线网交换设备的要求，不要使与之相连的有线网有较大的改造。 对于小容量的移动通信系统，其
一般是用户线接人公用网或油（气）田专用网形式，故其号码可由公用网或油（气）田专用网统一分
配。 对于中、大容量的移动通信系统，一般都应设移动电话局，通过中继线与公用网或油气田专用网
连接。为与我国公共移动通信网区别，建议油气田专用移动通信网采用与公用网或油气田专用网相一
致的编号方案，即将专用移动电话局作为公网或油气田专用网的一个端局处理。 （四）数字微波通信
设计 数字微波传输线路组成主要由微波终端站、中继站和分路站等组成，如图7—7—44所示。 微波传
输设备可根据工程的实际需求选用不同传输体制设备（PDH传输设备、SDH传输设备）。数字微波传
输系统工程设计中PDH微波传输及SDH微波传输在站址设计、传输链路设计上都是一致的。 1.确定站
址 通信路由、长途干线基本上沿管道走向敷设通信线路。通信站要尽量同输油（气）站合建，便于维
护管理。因某种原因不能合建时，通信分离站也应该选择靠近公路、村镇，交通方便、水电比较容易
解决的地方，在本地网中按用户要求的下话点设站。但都必须要进行电路传输指标核算、符合规范要
求确定微波中继站，并考虑环境安全和周围干扰源影响最小。不能满足要求时，要重新调整站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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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手册7:油气田与管道公用工程设计(下)》供从事石油和化工工程设计工作
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供其他相关行业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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