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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电子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钱塘信息有限公司、

江苏赛博空间科学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实验室空天信息超材料中心、琶洲实验室（黄埔）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军伟、陈克、韩家奇、汪正兴、吕杰明、王思然、戴俊彦、唐万恺、程强、

金石、李龙、李廉林、崔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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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电磁超表面（Electromagnetic Metasurface）是电磁超材料的二维形式，由亚波长单元按照周期

或者非周期方式排列而成，通过设计电磁超表面的单元结构和阵列排布方式，可操控电磁波的各种物理

特性。可编程超表面（Programmable Metasurface）和信息超表面（Information Metasurface）是近

年来提出的可动态调控电磁波的新型超表面，通过设计超表面的空间和时间数字编码序列或图案，可编

程超表面能实时可编程地控制电磁波的空间特性和频谱特征，对于通信、雷达、隐身、无人驾驶、电子

对抗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地，信息超表面可同时调控电磁波和调制数字信息，实现了电磁物理空

间和数字空间一体化、射频数字一体化，因此可完成数字基带信息对射频载波的直接调制，为实现低算

法复杂度和低硬件复杂度的新型电子信息系统提供了新途径。智能可重构表面（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s，RIS）是可编程超表面在无线通信领域的具体应用，具有低剖面、易部署、灵

活度高等优点，可有效增强无线通信网络的信号覆盖和网络容量。 

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项针对电磁超表面的标准，特别是可编程超表面、信息超表面和智能可重构表

面等新型超表面，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其定义、分类、特征、评价标准与方法有着不同表征，不利

于组织化和体系化的研究与应用。 

本标准旨在促进电磁超表面和信息超表面的进步，规范该领域的发展，为有关研究和管理工作人员

提供参考，以满足技术创新、市场发展的实际需要。 

 



T/CIE 350—2024 

1 

  

电磁信息与智能超表面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电磁超表面的常用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它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毫米波及以下频段电磁超表面。 

本标准是制定电磁超表面产品规范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最低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2005—2015 电磁超材料术语 

GB-T 37766-2019 机载超材料天线罩通用规范 

GB/T 37657—2019 机载吸波超材料通用规范 

GB/T 9410-2008 移动通信天线通用技术规范 

GB/T 21039.1-2007 半导体器件 分立器件 第4-1部分：微波二极管和晶体管 微波场效应晶体管

空白详细规范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191-2000, eqv ISO 780:1997） 

GB/T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idt IEC 60068-

2-1:1990） 

GB/T 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dt IEC60068-

2-2:1974） 

GB/T 2423.3—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eqv 

IEC60068-2-3:1984）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a 和导则：冲击（idt 

IEC60068-2-27:1987） 

GB/T 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b 和导则：碰撞（idt 

IEC60068-2-29:1987） 

GB/T 2423.10—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

（idt IEC 60068-2-6:1982） 

GB/T 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ISO28591:1999,IDT） 

GB/T 2829—2002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类别 

3.1.1 电磁超表面 electromagnetic metasurface 

电磁超表面是由亚波长单元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组成的二维平面结构，可实现对电磁波的幅度、相

位、极化、传播方向、空间分布、频谱分布等特性的调控。 

3.1.2 反射式超表面 reflective meta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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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反射波进行调控的电磁超表面。 

3.1.3 透射式超表面 transmissive metasurface 

对透射波进行调控的电磁超表面。 

3.1.4 数字超表面 digital metasurface 

由有限种类型单元组成的电磁超表面，其单元类型量可以表示成数字量。 

3.1.5 数字编码超表面 digital coding metasurface 

由数字编码序列或数字编码图案控制电磁波的数字超表面。 

3.1.6 超表面比特位数 bit number of metasurface 

数字超表面单元类型数量以2为底的对数。 

3.1.7 可重构超表面 reconfigurable metasurface 

功能可以重构的电磁超表面。 

3.1.8 可编程超表面 programmable metasurface 

功能通过数字编码序列或编码图案以可编程形式实时控制的电磁超表面。 

3.1.9 可重构智能表面 reconfigurable intelligent surface 

功能可以动态调整的电磁超表面，是可编程超表面在无线通信中的应用。 

3.1.10 信息超表面 information metasurface 

能够同时调控电磁波和调制数字信息的可编程超表面。 

3.1.11 空间编码超表面 space-coding metasurface 

通过改变空间数字编码序列或图案来调控电磁波的可编程超表面。 

3.1.12 时间编码超表面 time-coding metasurface 

通过改变单元时间编码序列来调控电磁波的可编程超表面。 

3.1.13 空时编码超表面 space-time-coding metasurface 

同时改变空间编码和时间编码来调控电磁波空间和频谱特性的可编程超表面。 

3.1.14 空时联合编码超表面 space-time-joint-coding metasurface 

同空时编码超表面。 

3.1.15 超表面的空间编码 space coding of metasurface 

数字编码超表面单元的空间排布序列或图案。 

3.1.16 超表面的时间编码 time coding of metasurface 

数字编码超表面单元工作状态随时间变化的编码方式。 

功能 

3.2.1 幅度调制 magnitude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的幅度进行调节。 

3.2.2 相位调制 phase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的相位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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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极化调制 polarization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的极化状态进行调节。 

3.2.4 波束调制 beam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束的形状和传播方向进行调节。 

3.2.5 时间调制 time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的时域属性进行调节。 

3.2.6 频率调制 frequency modulation 

使用超表面对电磁波的频域属性进行调节。 

3.2.7 频谱调制 frequency-spectrum modulation 

使用时间编码超表面对电磁波的非线性频谱进行调控。 

4 技术要求 

一般结构要求 

超表面的结构应牢固可靠，便于安装、使用和运输。超表面有控制或馈电接口部分时，应优选通用

连接器，并具有防水、抗潮功能。 

选用超表面的组成材料时，应考虑防电化学腐蚀，具体要求由产品规范规定。超表面设计应有利于

防雷。 

电性能技术要求 

4.2.1 幅度调整范围和精度 

由产品规范规定。 

4.2.2 相位调整范围和精度 

由产品规范规定。 

4.2.3 响应切换时间 

可编程和可重构超表面的响应切换时间是指超表面由一个工作状态切换到另一个工作状态所需的

时间量，具体要求由产品规范规定。 

4.2.4 频带宽度 

超表面的频带宽度称为带宽，在此范围内，超表面的电性能应符合产品规范的规定。 

4.2.5 口面效率 

超表面的口面效率指超表面将入射波转化为透射或辐射波发的能力，在工作频率范围内一般在0.5-

0.8之间，具体要求由产品规范规定。 

4.2.6 功率容量 

超表面的功率容量指超表面保持正常工作时所能接受的最大入射电磁波功率，具体要求由产品规

范规定。 

环境适应性要求 

环境适应性要求见5.4的表1。超表面经环境适应性试验后不应有形变、松动和损坏，焊接和紧固

处不应有脱落。 

5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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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条件 

5.1.1 除非另有规定，超表面各项技术要求的试验应在不影响测量精度的自然大气条件下进行，并记录

大气条件。 

5.1.2 超表面透射或反射系数的测量可以采用波导法、透镜法、或弓形架法。本规范仅叙述了最常用的

透镜法和弓形架法。 

5.1.3 超表面散射或辐射方向图的测量可以采用近场或远场测试方法。本规范仅叙述了最常用的远场

测试方法，具体包括转台法和弓形架法。 

5.1.4 所用试验设备和测量仪表的精度应按有关计量规定进行校验，其精度应满足被测超表面的测量

要求。 

一般结构要求检测方法 

用观察和机械的方法对超表面结构进行检测，以验证材料、外形尺寸和结构设计、加工是否符合要

求。 

电性能测量方法 

5.3.1 透射和反射系数的测量（透镜法） 

5.3.1.1 测量条件 

试验场的配置按照附录A和5.1的规定。 

5.3.1.2 测量要求 

a) 测量所用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应为同型号的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 

b) 被测超表面尺寸应大于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的焦斑，且位于天线的焦径处，中心与焦点对齐。 

c) 超表面测试托盘的中心孔应大于焦斑大小。 

d) 测试过程中，所有测量设备和仪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动态范围和测量精度，其综合测量稳

定度应保持在±0.2dB以内，频率稳定度保持在±0.01%以内。 

5.3.1.3 测量步骤 

a) 选择能覆盖被测超表面工作频率的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 

b) 将同轴线缆、矢量网络分析仪、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稳定连接； 

c) 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上，设置起始频率、终止频率、扫描点数、中频带宽； 

d) 点击矢量网络分析仪上的分析按钮，转换到时域测试模式，设置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并使终

止时间尽可能大，然后存储测试结果； 

e) 将与被测超表面同等大小的标准金属板放置在测试托盘上，使两者中心对齐，然后将此时的测

试结果与先前的结果进行比较，观察二者变化最明显的位置，即为金属板在时域中的位置； 

f) 点击矢量网络分析仪上的分析按钮，选择时域门设置，将上述金属板在时域中的位置设为时域

门的中心，时域门的宽度设置为1纳秒； 

g) 完成时域门设置后，将时域测试模式转换到频域测试模式，完成测试的校准步骤； 

h) 记录下此时金属板的反射系数，随后将金属板移开并记录此时空气的透射系数，将二者分别作

为超表面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的参考； 

i) 将被测超表面放置在测试托盘上，使二者中心对齐，记录此时超表面的透射和反射系数结果； 

j) 以步骤h得到的参考值为基准对超表面的透射和反射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实际测量结果。 

5.3.1.4 对结果的表示 

对于每一个测量频率的测试结果，最大电平规定为0dB，其他电平值以对应的负分贝表示；将测量

结果绘制在直角坐标轴中，注意所有测量值都应当在图中表示出来，并在图中注明测量的频率、极化、

透射和反射系数。 

5.3.2 反射系数的测量（弓形架法） 

5.3.2.1 测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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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验场、超表面及其支撑结构的安装参考附录B和5.1的规定。 

5.3.2.2 测量要求 

a) 弓形滑轨无机械碰撞等导致的结构变形，射频线缆电性能良好,各组件连接牢固、无松动； 

b) 待测超表面可在收、发天线的近场区，但两天线应在彼此镜像的远场区，最小测试距离𝐷𝐷𝑚𝑚𝑚𝑚𝑚𝑚按

下式计算： 

𝐷𝐷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𝐿𝐿2/𝜆𝜆 

式中𝐿𝐿为待测超表面与喇叭天线最大孔径的较大者；𝜆𝜆为测试频率所对应的波长； 

c) 待测超表面平放于样品支架上，且超表面的平板中心与弓形滑轨的圆心重合，样品支架周围铺

设高性能吸波材料降低背景反射； 

d) 测试过程中，所有测量设备和仪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动态范围和测量精度，其综合测量稳

定度应保持在±0.2dB以内，频率稳定度保持在±0.01%以内； 

e) 测试所用参照物应选取与待测超表面具有同等面积的标准金属板(如铝板、铜板)，厚度推荐4mm

以上。 

5.3.2.3 测量步骤 

镜面反射系数测量步骤如下： 

a) 按5.3.2.1和5.3.2.2安装测试系统，选择覆盖测试频段的天线，连接各射频组件，打开测试系

统预热； 

b) 设置仪器基本参数，包括起始频率、终止频率、扫描点数、中频带宽、发射功率大小、采样点

数目等；  

c) 控制发射、接收天线移动至弓形滑轨法线两侧相同角度位置，使入射角度等于出射角度； 

d) 将与待测超表面具有同等面积的金属板参照物平放在样品支架上并保证两者中心对齐，金属板

参照物与待测超表面应完全覆盖样品支架； 

e) 将矢量网络分析仪切换到时域测试模式， 设置时域门(起始时间、终止时间)，将金属板参照物

在时域中的位置设为时域门的中心，推荐时域门的宽度应覆盖主要信号； 

f) 完成时域门设置后，将时域测试模式切换回频域测试模式并记录金属板参照物此时的反射系数

测试结果，完成反射系数测试的校准步骤； 

g) 将金属板参照物替换为待测超表面，记录此时超表面的反射系数测试结果； 

h) 以步骤e得到的测试电平值为参考基准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超表面的镜面反射系数实际测量

结果； 

i) 重复测量步骤d~g至少3次，取多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超表面的反射率最终测试结

果。 

5.3.2.4 对结果的表示 

可以数据、表格或图形表示被测超表面的反射系数与频率的关系，并注明响应的具体类型。如将测

量结果以图形的方式绘制在直角坐标轴中，应在图中注明测量的频率、极化、入射/出射角度所对应的

反射系数实测数值。 

5.3.3 散射方向图的测量（弓形架法） 

5.3.3.1 测量条件 

a) 试验场的配置按照 5.3.2.1的规定； 

b) 测量要求按照5.3.2.2的规定； 

c) 测试环境符合测量要求,包括频率范围、远场条件、极化、背景噪声等； 

5.3.3.2 测量步骤 

a) 按5.3.3.1安装测试系统，选择覆盖测试频段的喇叭天线、连接各射频组件，打开测试系统预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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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待测超表面平放在样品支架中心； 

c) 设置仪器基本参数，包括起始频率、终止频率、扫描点数、中频带宽、发射功率大小、采样点

数目等；在工作频段内一般至少应测量中心频率、上边频和下边频三个频率的散射方向图； 

d) 控制发射天线移动至弓形滑轨入射角度位置，记录其他各角度位置的接收信号电平；在测试过

程中，推荐使用时域门功能，以提升测试准确性和精度； 

e) 对各测量频率，重复测量步骤d至少3次，取多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超表面的散射

方向图最终测试结果。 

5.3.3.3 对结果的表示 

应以图形的方式直观地表示被测超表面的散射方向图与频率的关系，对于每一个测量频率的测试

结果，以测试转角范围内的最大电平值为参考基准(规定为0dB)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他电平值以相应的

负分贝表示。 

将测量结果画在直角坐标图或极坐标图上，0dB至-20dB以内的所有测量值都应在图中表示出来，图

中应注明测量的平面、频率和极化，还应标注或用数字记录半功率波束宽度和旁瓣电平(以dB为单位)。 

5.3.4 散射方向图的测量（转台法） 

5.3.4.1 测量条件 

试验场的配置按照附录C和5.1的规定。 

5.3.4.2 测量要求 

a) 天线与被测超表面之间的最小测量距离应为10𝜆𝜆和按下式计算的𝐷𝐷𝑚𝑚𝑚𝑚𝑚𝑚之间的最大者。 

𝐷𝐷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 2𝐿𝐿2/𝜆𝜆 

式中𝐿𝐿为被测超表面的最大孔径；𝜆𝜆为测试频率下的波长。 

b) 被测超表面应该放置在激励天线辐射电场的均匀区域内，其检验方法如下：用场强仪或其他接

收系统在被测超表面有效体积范围内检测电场强度，如果强度的变化不超过1.5dB，则认为测试配置是

合格的。否则，需要重新调整超表面的高度及其与激励天线之间的距离，并采用其他减弱环境干扰的措

施，以使测试配置满足要求。在检测过程中，应注意使场强仪或其他接收系统的天线与激励天线同极化，

并使电缆和测试设备对测量影响最小。 

c) 被测超表面的中心轴应置于或靠近转台的旋转轴； 

d) 超表面被测量在0°和360°方向的读数差值一般不超过0.5dB。 

e) 测试过程中，所有的测量设备和仪表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动态范围和测量精度，其综合测量

稳定度应保持在±0.2dB以内，频率稳定度保持在±0.01%以内。 

5.3.4.3 测量步骤 

a) 根据需要选择被测超表面的E面或H面，并按5.3.4.1和5.3.4.2安装测试系统； 

b) 将激励天线与射频信号源连接并调整射频信号源的频率；在工作频带范围内一般应测量中心频

率、上边频和下边频三个频率。 

c) 绕轴旋转被测超表面与激励天线，并记录对应各旋转角的接收信号电平； 

d) 对各测量频率，重复测量步骤c至少3次，取多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超表面的散射

方向图最终测试结果。 

5.3.4.4 对结果的表示 

每个测量频率下，以所有旋转角上的最大电平值作为参考，对测量结果进行归一化，最大电平规定

为0dB，其他电平值以对应的负分贝表示。 

将测量结果画在直角坐标图或极坐标图上，0dB至-20dB以内的所有测量值都应在图中表示出来。图

中应注明测量的平面、频率和极化方向，还应标注或用数字记录半功率波束宽度和旁瓣电平(以dB为单

位)，必要时注明天线在测量时的取向。 

5.3.5 响应切换时间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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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测量条件 

a) 试验场的配置按照附录D； 

5.3.5.2 测量要求 

a) 被测超表面上应集成有源器件，其电磁响应特性可随外加偏置电压实时切换； 

b) 激励天线、被测超表面和接收天线之间应具相同的极化方式； 

c) 信号发生器、FPGA、矢量信号接收器三者之间应实现同步相参。 

5.3.5.3 测量步骤 

a) 信号发生器、FPGA、矢量信号接收器三者通过10MHz时钟实现同步； 

b) 信号发生器发出单音射频信号，频率为被测超表面的中心工作频率； 

c) FPGA输出具有一定周期的时变控制信号至被测超表面。在一个周期内，控制信号的波形可根据

被测超表面的功能特性确定。比如，1-bit相位编码超表面的控制信号波形可定制为方波；控制

信号周期(𝑇𝑇)、采样率（𝑓𝑓𝑠𝑠）以及采样点数（𝑁𝑁）的关系为：𝑁𝑁 = 𝑇𝑇𝑓𝑓𝑠𝑠； 

d) 矢量信号接收器通过接收天线获得被测超表面散射信号的IQ数据，并提取出散射信号相位（或

幅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5.3.5.4 对结果的表示 

应以数据、表格或图形表示被测超表面的响应与时间的关系，并注明响应的具体类型。 

环境试验要求及方法 

环境试验的目的是检查超表面的结构、设计是否符合4.3的要求。 

小型超表面装入环境试验设备中，较大的超表面可取其含有移相或其他耦合装置的部件装入环境

试验设备中进行试验。某一具体产品的环境试验方法，应在产品规范中规定。 

本规范规定的为一般情况，供拟定具体产品规范时参考。 

环境试验的项目、要求和方法见表1。 

表1 

试验项目 试验要求 试验方法 

低温贮存 

温度/
。
C 

试验样品温度稳定时间/h 

持续试验时间/h 

恢复时间/h 

-40±3 

1(2,4) 

2(16) 

1(2,4) 

GB/T 2423.1-2001 

高温贮存 

温度/
。
C 

试验样品温度稳定时间/b 

持续试验时间/h 

恢复时间/b 

55±2 

1(2,4) 

2(16) 

1(2.4) 

GB/T 2423.2-2001 

冲击 

加速度/(m/s
2
) 

冲击脉冲持续时间/ms 

冲击次数/次 

300(150) 

18(11) 

18 

GB/T 2423.5-1995 

碰撞 

加速度/(m/s
2
) 

碰撞脉冲持续时间/ms 

每分钟碰撞次数 

总碰撞次数 

 

 

 

200(100.50) 

6(16) 

40~80 

垂直方向 400次

前后、左右水平

方向各 300次, 

共 1000 次 

GB/T 2423.6-1995 

振动(正

弦) 

频率/Hz 

单振幅/mm 

三个互相垂直轴上各振动 

10~30；30~55 

0.75；0.25 

0.5 

GB/T 2423.1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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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h 

谐振点振幅/mm 

试验时间/min 

0.35 

1 

汽车运输 公路路程/km 
三级 

200 

包装好的产品或对

运输敏感的电气 

部件，按标志“向

上'或任意位置放

置，汽车装有三分

之一的额定载重负

荷，以

20km/h~40km/h的

速度行驶 

模拟运输 
模拟运输试验台 

时间/h 

宽带随机振动 

6 
产品规范规定 

恒定湿热 

温度/
。
C 

相对湿度/% 

试验时间/h 

恢复时间/h 

40±2 

90~95 

24(48) 

1(2,4) 

GB/T 2423.3-1993 

风载 风速/m/s 36.9 产品规范规定 

冰负荷 冰厚度/cm 1 产品规范规定 

淋雨 

淋雨量/(mm/min) 

喷射方式 

 

 

 

 

时间/h 

1~2 

天线处于实际使

用状态，从与垂

直线成 45°方

向的两个相对侧

面同时喷射。 

2 

产品规范规定 

注:表 1试验要求中是否采用括号内的数值由产品规范规定。  
 
环境试验一般要求做低温、高温、冲击、振动（正弦）和恒定湿热五个项目。其他项目可根据产

品的实际使用情况选择，或增加表１中没有的项目。若产品需增加试验项目，在表２、表4中也应考虑

相应地增加这些项目。 

6 检验规则 

产品检验分为两类：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是用同一型号的若干样品进行一系列完整的检验，其目的在于确定制造者是否有能力生

产符合该产品规范要求的产品。 

当产品进行设计定型、生产定型或主要的设计、工艺、材料及零部件变更后恢复生产时，均应进行

鉴定检验。 

6.1.1 检验样品数 

检验样品数一般不少于4个，特殊产品检验样品数允许为2个。 

6.1.2 检验步骤 

检验一般按表2规定的项目和顺序进行。 

6.1.3 失效数 



T/CIE 350—2024 

9 

失效数按表2规定，若超过表2允许的数量规定时，则本次鉴定不通过。 
表2 

 

 

质量一致性检验 

6.2.1 逐批检验（交收试验） 

6.2.1.1 检验批 

一个检验批应从一条或几条生产线上，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连续生产的同一型号的产品中抽样组

成。 

6.2.1.2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按GB/T2828.1—2003进行统计抽样检验。检验水平为Ⅱ级，接收质量限推荐表3优选值，

可采用一次或二次抽样方案类型。 
表3 

缺陷类型 接收质量限（AQL） 

重缺陷不合格 1.5 2.5 4 6.5 

轻缺陷不合格 4 6.5 10 15 
 

6.2.1.3 检验步骤 

逐批检验一般按表4规定的项目和顺序进行。 

6.2.1.4 检验处理 

如果一个检验批不通过，应返工修理或筛选出有缺陷的产品，然后重新提交检验。重新提交检验批

应按GB/T2828.1—2003中转移规则规定进行处理。 

6.2.2 周期检验（例行试验） 

6.2.2.1 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按GB/T2829—2002进行统计抽样。一般情况下，采用判别水平Ⅲ级，周期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优选值用65或80，可采用一次或二次抽样方案类型，判定数组或样品大小由产品规范规定。 

6.2.2.2 检验步骤 

序号 检验醒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章条号 检验样品数 失效数 

1 一般结构   

2或4 0 

    

    

    

    

    

    

8 低温贮存试验   

9 高温贮存试验   

10 冲击试验   

11 
振动（正弦）试

验 
  

12 恒定湿热试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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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检验样品一般应按表4规定的项目和顺序，且在已通过逐批检验的产品上进行。 
表4 

序号 检验醒目 要求章条号 检验章条号 

1 低温贮存试验   

2 高温贮存试验   

3 冲击试验   

4 振动（正弦）试验   

5 恒定湿热试验   

 

6.2.2.3 检验处理 

如果周期检验不通过，产品的交货应暂时停止。直到产品设计采取改进措施，经周期检验合格后产

品才可交货。对于检验不合格的原因应进行分析，并写入检验报告，只要最终通过了周期检验，检验不

合格的原因可不作为鉴定依据。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清晰的标志，其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型号； 

b) 公司名称或注册商标； 

c) 出厂编号； 

d) 生产日期； 

e) 产品数量； 

f) 执行标准编号。 

包装 

产品包装应根据产品的尺寸、质量，选用合适的材料和结构，必要时应有防震、防潮和其他保护

措施，以保证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包装箱上应有满足GB/T 191的“小心轻放”、“防潮”等标志，

标记应整齐、清楚、耐久。包装箱内应有设备合格证明、使用说明文件、保修证明等。 

运输 

装有产品的包装箱允许用一般运输工具运输，但要避免水浸、暴晒，严谨剧烈振动和跌落，并尽量

避免雨淋、沙尘，严谨违章装载。 

贮存 

存放产品的仓库环境温度为-20℃～60℃，相对湿度不大于80%，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无

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强磁场作用。贮存期由产品规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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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透镜法测试超表面透反射系数的配置 

 

 
 

注： 

1——矢量网络分析仪 

2——发射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 

3——接收点聚焦透镜喇叭天线 

4——待测超表面 

5——托盘中心孔 

6——吸波材料 

7——测试平台外部支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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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弓形架法测试超表面反射系数、散射方向图的配置 

 

  

注： 

1——矢量网络分析仪 

2——功率放大器 

3——发射天线 

4——接收天线 

5——低噪声放大器 

6——样品支架 

7——待测超表面/金属板 

8——背景吸波材料 

9——外部弓形支撑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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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转台法测试超表面散射方向图的配置 

 

 
 

注： 

1——信号发生器 

2——隔离器 

3——标准增益天线 

4——转台 

5——待测超表面/金属板 

6——接收天线 

7——接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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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测试超表面响应切换时间的配置 

 

 

  

注： 

1——信号发生器 

2——矢量信号接收器 

3——待测超表面 

4——FPGA 

5——激励天线 

6——接收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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