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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指导和规范无线发射转播台（以下简称发射台）安全

播出管理工作，根据《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发射台的技术系统配置及运行、维

护、技术管理工作。 

第三条 根据发射台的覆盖范围和影响程度，发射台安全播出保

障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为最高保障等级。保障等级越高，

对技术系统配置、运行维护、预防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的保障

要求越高。有条件的发射台应提升安全播出保障等级。 

（一）中央直属发射台、位于省会城市的省直属发射台、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所属发射台应达到一级保障要求；  

（二）其它省直属发射台、地市所属发射台应达到二级保障要求； 

（三）县级发射台应达到三级保障要求，县以下转播台参照三级

保障要求； 

（四）以下将“三级保障发射台”、“二级保障发射台”、“一级保

障发射台”分别简写为三级、二级、一级。 

第二章 系统配置要求 

第一节 供配电系统 

第四条 外部电源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三级宜接入两路外电，如只有一路外电，宜配置自备电源； 

（二）二级宜接入两路外电，其中一路应为专线，调频、电视发

射台和发射总功率小于 100 千瓦的中短波发射台暂时做不到两路外

电的，应配置自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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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级应接入两路外电，其中一路应为专线，当一路外电发

生故障时，另一路外电不应同时受到损坏。调频、电视发射台和发射

总功率小于 100千瓦的中短波发射台应配置自备电源。 

第五条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高、低压供配电应符合现行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二）三级播出负荷供电应设两个以上独立低压回路，并具备

自动或手动互投功能；调频、电视发射台的发射控制设备和信号源设

备宜采用不间断电源（UPS）供电，UPS 电池组后备时间应满足设计

负荷工作 30分钟以上；  

（三）二级播出负荷应设对应于不同外电的变压器，单母线分

段供电并具备自动或手动互投功能；发射控制设备和信号源设备应采

用 UPS供电，UPS电池组后备时间应满足设计负荷工作 30分钟以上；

主备播出设备、双电源播出设备应分别接入不同的供电回路； 

（四）一级播出负荷应设置备用变压器，主备变压器应具备自

动或手动互投功能；发射控制设备和信号源设备应采用 UPS供电，UPS

电池组后备时间应满足设计负荷工作 30 分钟以上；主备播出设备、

双电源播出设备应分别接入不同的供电回路。 

第二节 信号源系统 

第六条 所播节目均应具备至少两路不同传输路由的信号源。 

第七条 信号源处理设备配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三级应配置信号切换、分配等设备，并在相应节点配置应

急跳线端口； 

（二）二级在符合三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信号切换、分配等关

键设备应有备份； 

（三）一级在符合二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所有信号处理设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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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机数据管理接口，切换设备应具备断电直通功能。  

第三节 发射系统 

第八条 应根据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的频率、功率等

参数配置发射机和天馈线系统。  

第九条 短波发射机应按 N+1方式（N不大于 4）配置，一级发

射台的中波发射机宜按 1+1方式或并机工作方式配置。  

电视发射机应按 1+1方式配置，调频发射机应按 1+1或 N+1方式

配置。 

第十条 发射机倒换装置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三级在配置主备发射机时，应配置发射机倒换装置和假负

载； 

（二）二级在符合三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发射机倒换装置应具

备电动倒换功能； 

（三）一级在符合二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电视、调频和中波发

射机倒换装置应具备遥控倒换功能。 

第十一条 天馈线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中、短波天馈线系统的配置应符合《中、短波广播发射台

设计规范》（GYJ 34）的规定，安装工艺应符合《中短波天线馈线系

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Y 5057）的规定； 

（二）电视和调频天馈线系统的配置应符合《电视和调频广播发

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GY 5062）的规定；宜采用双馈结构，并

配备相应的倒换装置； 

（三）天馈线安装结构应能承受当地最大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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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自台监控系统 

第十二条 播出信号监测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三级应对自台播出节目的信号源和发射信号进行监听监

看； 

（二）二级、一级在符合三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应建立播出信

号监测系统，对自台播出节目的信号源和发射信号进行监测，并具备

信号异态声光报警功能；应采用录音、录像或者保存技术监测信息等

方式对自台播出节目的信号源和发射信号质量、效果进行记录，异态

信息应保存一年以上。 

第十三条 设备运行监控系统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二级应对信号源系统和发射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

测，并具备运行异态声光报警功能，能够对系统关键设备进行遥控； 

（二）一级应建立设备运行监控管理平台，对信号源系统和发射

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集中监测，具备运行异态声光报警功能，实现对

系统关键设备的遥控和自动控制；建立数据库，对记录数据进行管理，

并具备网络化传输监控数据的能力； 

（三）监测异态信息应保存一年以上。 

第十四条 电力和环境监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的有

关规定； 

（二）三级应对配电设备的电压、电流等相关参数进行监测，对

机房的温度、湿度等环境状态进行监测； 

（三）二级在符合三级保障要求的基础上，应对供配电设备的工

作状态及主要参数进行集中监测； 

（四）一级应建立供配电及环境的监测管理平台；实现对供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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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作状态、关键参数，机房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数据的实时、集

中监测和定时记录；具备异态声光报警功能；建立数据库，对记录数

据进行管理；具备网络化传输监测数据的能力。 

第五节 台站环境 

第十五条 机房温度、湿度、防尘、静电防护、接地、布线及

外部环境等应符合《中、短波广播发射台设计规范》（GYJ 34）、《电

视和调频广播发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GY 5062）的有关规

定，满足设备安全运行要求；机房应采取必要的防鼠、防虫等措施。 

新建中、短波发射台台站环境应符合《中波、短波广播发射台场

地选择标准》（GY 5069）；新建调频、电视发射台台站环境应符合《调

频广播、电视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GY 5068）。 

第十六条 机房安全防范应符合《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重点单位重要部位的风险等级和安

全防护级别》（GA 586）的有关规定。对机房等播出相关的重点部位

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天线区宜安装红外报警系统。 

第十七条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广播

电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Y 5067）的有关规定。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防护围墙、防雷接地系统、通风采暖或空调

系统的配置应符合《中、短波广播发射台设计规范》(GYJ 34)的有关

规定。 

第十八条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台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广

播电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Y 5067）的有关规定。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台防护围墙、通风采暖或空调系统、防雷接

地系统应符合《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GY 

5062）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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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通讯设施符合以下规定： 

（一）三级应至少配置一部业务专用外线电话；应配置安全播出

预警信息接收终端； 

（二）二级、一级应配置两部具有录音功能的业务专用外线电话；

应配置安全播出预警信息接收终端，并配置与安全播出指挥调度机构

互联的专用计算机终端和通讯设备。 

第六节 维护器材 

第二十条 应备齐关键设备的备份单元，备足设备维修所需的

常用元器件。 

第二十一条 应配置常用维护工具、检修专用工具、安全保护工

具、现场应急抢修工具和相关材料；应配置信号发生器、解调器、示

波器、功率计、频率计、场强仪等必要的仪器仪表。 

第七节 灾害防护与应急播出 

第二十二条 无线发射台应具有一定的防御自然灾害能力，应根

据当地地质、气候特点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宜建立应急、灾备播出机制，当发生特别重大灾害或突发事件，

应能够尽快恢复重要节目的播出。 

第八节 无人值守站 

第二十三条 应采用封闭式空间设计，满足无人值守条件下良好

的防火、防盗、防尘、防漏、防虫、保温等防护条件。 

应配置具有自动控制和远程遥控功能的通风、空调等设备，并配

置可远端管理的防雷保护系统、消防自动控制系统及安防监控系统。 

第二十四条 应建立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实现对站内信号源系统、

发射系统、供配电系统等的远程监控和管理。远程监控系统应具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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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工作状态远程实时监测、主要参数实时记录、运行异态实时报

警、远程控制以及数据管理等功能。 

第三章 运维与技术管理 

第一节 运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应遵循《广播电视发射台运行维护规程》（GY/T 179

以下简称《运维规程》）等相关规程的规定，按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

批准的节目、频率（频道）、功率及其它技术参数满时间、满功率、

满调制地发射广播电视节目。 

第二十六条 无线发射台安全播出年度运行指标应满足： 

（一）三级，停播率≤180秒／百小时，即可用度≥99.95%； 

（二）二级，停播率≤60秒／百小时，即可用度≥99.983%； 

（三）一级，停播率≤30秒／百小时，即可用度≥99.992%。 

第二十七条 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中波、短波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中、短波调幅广播

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25）的要求；  

（二）电视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电视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

量方法》（GY/T 177）的要求；  

（三）调频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米波调频广播发射机技术

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169）的要求； 

（四）移动多媒体广播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移动多媒体广

播 UHF频段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D/J 020）的要求； 

（五）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系统技术指标应参照《地面数字电

视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29.4）的要求； 

（六）中、短波发射天馈线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中、短波天馈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细则 

8 

线运行维护规程》（GY/T 178）的相关要求；  

（七）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天馈线系统技术指标应符合《电视和

调频广播发射天线馈线系统技术指标》（GY/T 5051）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结合本

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各项规章制度。 

（一）机房管理制度应包括机房出入人员管理、机房禁止性规定

等； 

（二）值班及交接班制度应包括交接班要求、值班内容、纪律要

求、监听监看要求等； 

（三）安全制度应包括技术安全、施工安全、消防安全规定等； 

（四）供配电管理制度应包括供配电规范、安全规范、主要运行

参数和关键设备运行情况巡查规定等； 

（五）播出变更管理制度应包括播出变更的启动条件、播出变更

前的各项准备措施、播出变更的检查确认规定等； 

（六）事故报告制度应包括不同等级事故的报告原则、报告内容

（事故原因、影响情况、处理过程等）、报告要求等； 

（七）维护检修制度应包括维护检修的项目和周期、检修规范、

责任分工、重要数据的存储与备份规范、维护记录规范等；  

（八）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应包括技术档案的范围、分类明细、存

档要求、出入库管理规定、销存时限规定等。 

第二十九条 应结合播出系统和播出任务，制定和完善各项运行

工作流程和设备操作流程。 

（一）运行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交接班流程、巡机流程、节目调

度流程、播出事故处理及报告流程等； 

（二）设备操作流程主要包括:信号切换操作流程、发射机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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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流程、发射机倒换流程、供配电设备操作流程等； 

（三）各项操作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操作规范，业务调度应按

调度单的要求执行；运行工作和设备操作应做好记录并存档；跨单位、

跨部门的业务调度、操作指令应有书面通知，相关通话联络应有录音

和文档记录。 

第三十条 发射系统的安全播出责任原则上由系统所在地的无线

发射转播台承担。广播中心、电视中心需要自行承担安全播出责任的，

必须具备相应的无线发射台站安全播出保障能力，并遵守统一的安全

播出运行管理规定。 

发射系统所在地单位应与委托单位签署有效协议，按本实施细则

要求落实系统配置与运维体系，明确安全播出责任归属和运行指标要

求，并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节 维护管理 

第三十一条 应遵循《运维规程》的规定，建立“计划科学、分

界明确、操作规范、管理严格”的维护机制，做好各技术系统日常维

护以及大修、更新改造等工作。 

第三十二条 应参照《运维规程》的相关要求，针对不同系统和

设备分类制定周检、月检、季检、年检等周期性的维护计划，并按计

划组织实施；维护工作应做好记录并存档。 

第三十三条 应根据国家、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并结合自身承担

的维护任务、各类设备设施的特点，制定供配电系统、信号源系统、

发射系统、自台监测系统等的维护操作规程。 

第三十四条 维护分工、分界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将台内技术系统各环节的维护责任落实到部门、班组、

个人，做到界面清晰、责任明确、不漏检、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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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与上、下游相关播出单位划清维护分界，并签订维护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应包括维护分界图、各方保障责任、故障处理协调

机制、联络电话等。 

第三十五条 应按照《运维规程》的有关规定，对运行维护所需

的各种工具和器材妥善放置、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补充、定期标校；

备品备件应进行登记造册，放置于满足器件存储环境要求的指定位

置，并定期检测和维护。 

第三十六条 委托其他单位承担维护任务时，安全播出责任仍由

委托方承担。委托方应选择具有相应安全保障能力的代维单位并签订

有效协议，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应指定专人对代维单位的运行维

护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应对代维单位的操作进行规范，在代

维单位进行维护操作时，应安排内部人员监护。 

第三节 技术管理  

第三十七条 需要将无线发射台设置为无人值守站的，应报请省

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八条 应急预案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针对技术系统的特点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突发故障

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供配电故障应急预案、播出重要

环节故障应急预案、非法干扰事件应急预案、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以及

其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并报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备案； 

（二）各相关部门和岗位应根据应急预案制定具体的应急处置流

程； 

（三）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应急预案和流程，定期对相关人

员进行培训并组织演练。 

第三十九条 重要保障期前应做好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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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制定重要保障期预案，预案应包含重要播出前的准备、

重要播出中的保障措施以及突发故障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流程等

内容； 

（二）应做好技术系统的全面检修、测试工作，应对备品备件、

应急工具进行全面检查并及时补充；  

（三）应提前协调电力供应、线路传输、通信联络、设备生产商、

系统集成商等相关单位和部门为播出提供重点保障。 

第四十条 新建发射系统需要申请试播期的，应提前 7 个以上

工作日逐级报至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批准。其中，由中央投资

建设的应逐级报至广电总局批准。 

审批部门应及时回复意见。批准试播的，应同时将批复意见抄送

广播电视监测、指挥调度机构。 

第四十一条 临时停机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各短波发射台的发射机需临时停机涉及广电总局直属单位

的，以及节目影响范围涉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提前 7个以

上工作日逐级报至广电总局批准； 

（二）各发射台（除短波发射台外）发射功率在 100瓦以上转播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射机，需临时停机三天以上的，应提前 7个以

上工作日逐级报至广电总局批准； 

（三）各发射台（除短波发射台外）发射功率在 100瓦以上转播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射机，需临时停机三天以内的，应提前 2个以

上工作日逐级报至广电总局备案； 

（四）各发射台转播地方广播电视节目的发射机临时停机的，申

请程序、管理要求由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另行规定； 

（五）临时停机申报材料应说明临时停机原因、起止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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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节目及频率、影响范围、操作方案、应急措施等内容； 

（六）临时停机批准或备案后，申请单位应在操作前通知相关播

出单位，相关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通知监测、指挥调度机构。 

第四十二条 运行变更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台站地址、发射频率、功率、天线有效高度等运行参数需

要变更的，应逐级报至广电总局审批；批准变更的，审批部门应同时

将批复意见抄送监测、指挥调度机构，申请单位应在变更前通知相关

播出单位； 

（二）变更后应进行测试，测试通过后方可投入运行；应及时修

改播出系统图等技术资料，妥善保存变更前后相关档案。 

第四十三条 施工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施工安排应以减少对播出影响为原则，尽量安排在例行检

修时间进行，需要临时停机的，应做好临时停机申请（或备案）和操

作通知等工作； 

（二）施工前，应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施工方案和

应急预案应明确施工的目的和要达到的效果、施工内容和施工区域、

详细操作步骤和时间进度、各项安全措施、施工可能对安全播出造成

的影响、应急操作处理流程以及相关责任人和需要协调配合的部门

等； 

（三）施工时，应遵守相关安全规范，并做到：严格划分出施工

区域，放置警示牌；安排熟悉安全播出的人员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发

现威胁安全播出的行为，立即予以制止；在播出机房内施工，应与播

出运行设施隔离，并加强对播出设备的巡视；施工用电应与播出用电

分离。 

第四十四条 安全播出事故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细则 

13 

（一）安全播出事故的界定、分类、分级、统计和上报应按广播

影视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行业标准执行； 

（二）应根据上级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安全播出要求，制定本

单位的事故管理制度； 

（三）对于重大事故应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处置过程进行

调查，对处置方式、方法进行分析，形成调查分析报告； 

（四）根据重大事故的分析调查，编写事故案例，并及时组织召

开案例分析会，通报情况，总结经验教训； 

（五）应按照有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予以处理，对排查发现的播

出事故隐患及时进行整改。 

第四十五条 报表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按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的要求，汇总分析技术指标、播

出运行、事件/事故等情况和数据，按时填报相应报表； 

（二）上报数据应准确真实，并经过本单位领导审核； 

（三）应根据报表类型分类整理报表档案。 

第四十六条 技术资料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技术资料管理应符合《运维规程》的有关规定； 

（二）应建立技术资料库，有条件的应建立电子化技术资料库。

资料库应包括：建站档案、技术审批文件、运维与技术管理制度、设

备档案、运维档案（含运维工作记录、系统操作记录、运行监测记录

等）、应急预案、事故档案、系统方案、系统图纸、系统重大技改资

料、有关技术标准规范及安全播出文件、报表等；应由专人负责对技

术资料及时更新整理；运维档案应至少保存一年。 

第四十七条 技术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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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技术安全的规定，遵循《广播电视中心和台、站电气工作安全

规程》（GY 63）、《广播电视中心和台、站天线工作安全规程》（GY 62）、

《广播电视高塔供电、防雷、给排水、通风和消防系统运行维护规程》

（GY/T 208）、《中、短波天馈线运行维护规程》（GY/T 178）等行业

标准中的有关技术安全要求； 

（二）应按照国家、行业相关规定和标准，制定和细化相关的管

理制度和操作流程，强化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教育，落实安全

责任和措施，加强监督检查，避免发生技术安全事故； 

（三）高压供电系统操作人员应熟悉电气规程，熟练掌握电气设

备性能、接线方式、运行方式等。天线和高塔的维护人员必须具有专

业资格证，熟练掌握设备的电气基本知识和高空作业的操作技能，并

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第四十八条 应建立安全播出检查和考核制度，定期对各播出系

统的运行和维护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检查和考核应包含以下主要内

容：  

（一）系统配置：检查技术系统分级保障的配置及验收情况，评

估技术系统的可靠程度； 

（二）系统指标：检查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评估技术指标达标

等级； 

（三）规章制度：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评估规章制度

的完善和落实情况； 

（四）预案流程：检查应急预案和操作流程的制定和演练情况，

考核值班人员的掌握程度，评估各项应急预案和关键操作流程的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 

（五）文件资料：检查值班日志、运行记录、播出运行文件、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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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计划、维护记录、安全播出报表、安全播出事故调查分析报告、设

备器材档案等资料，评估技术资料的管理水平。 

第四十九条 应对技术系统和播出管理进行安全播出风险评估，

对评估发现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 

第五十条 人员要求及培训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播出值班岗位和维护岗位人员应通过政治审查，具有相关

专业学历，满足岗位要求，并通过岗位培训和考核； 

（二）应定期进行安全播出教育，组织安全播出演练，并对技术

人员及与播出有关的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对不合格人员应予以转岗； 

（三）应对技术人员进行新技术培训，提高安全播出保障能力； 

（四）与播出相关的供配电保障部门及其从业人员应统一纳入安

全播出管理。 

第四节 信息安全管理 

第五十一条 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应针对本单位设备运行监控系统、电力和环境监测系统等

与播出相关信息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明

确日常操作、运行维护中的信息安全要求； 

（二）播出相关信息系统应与其他网络物理隔离，封闭主机不必

要的外部数据接入端口，采取病毒防护、授权认证、数据备份等安全

措施，并根据安全需求对病毒库及操作系统等进行更新和升级。 

第四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下列用语含义： 

（一）停播率指发射台所有播出节目累计停播时长与播出总时长

的比值，单位：秒/百小时。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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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长（百小时总节目播出各套

）秒目累计停播时长（节各套

停播率 事故次数
∑

=  

其中，统计节目累计停播时长时，节目上游单位造成的停播不计，

本单位各环节事故（含外电中断、外部干扰、自然灾害等外部原因引

发的事故）造成的停播均纳入统计； 

（二）可用度指发射台所有播出节目正常播出节目时长占播出总

时长的百分比，单位：%。公式： 

%1001 ×−=
∑

）
）时长（小时总节目播出各套

）小时目累计停播时长（节各套

（可用度 事故次数
 

（三）技术系统指发射台与安全播出有关的系统、设备、线路及

其附属设施的统称，包括：信号源系统、发射系统，以及相关监测、

监控系统，相关供配电系统，相关附属设施（含机房以及机房内空调、

消防、防雷接地、天线所在桅塔、应急照明等）； 

（四）本细则中“应”表示必须达到相应要求；“宜”表示建议

达到相应要求； 

（五）如无特殊说明，本细则中“以上”含本数。 

第五十三条 以下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最新版适用于本实施细则： 

《中、短波广播发射台设计规范》（GYJ 34） 

《中短波天线馈线系统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Y 5057）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转播)台(站)设计规范》（GY 5062） 

《中波、短波广播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GY 5069） 

《调频广播、电视发射台场地选择标准》（GY 5068）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GB 50174） 

《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重点单位重要部位的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无线发射转播台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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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GA 586） 

《广播电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Y 5067） 

《广播电视发射台运行维护规程》（GY/T 179） 

《中、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25） 

《电视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177） 

《米波调频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169） 

《移动多媒体广播 UHF 频段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D/J 

020） 

《地面数字电视广播发射机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GY/T 229.4） 

《中、短波天馈线运行维护规程》（GY/T 178） 

《电视和调频广播发射天线馈线系统技术指标》（GY/T 5051） 

《广播电视高塔供电、防雷、给排水、通风和消防系统运行维护

归程》（GY/T 208） 

《广播电视中心和台、站电气工作安全规程》（GY 63） 

《广播电视中心和台、站天线工作安全规程》（GY 62） 

第五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广电总局科技司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