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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有线电视网络传输系统的基本维护 

浙江省庆元县电视台  周信良 

[论文摘要]有线电视联系着千家万户,做好有线电视传输系统维护工作显得十分

必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实践经验有利于提高维护人员的维护技术和理论水平，确保

有线广播电视安全优质播出。本人从事有线电视维护和管理工作十余年,总结出一

些有线电视网络传输系统的基本维护和管理方法,对若干问题做出相关分析，供同

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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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电视联系着千家万户，网络的可靠性尤显重要。系统的维护和故障排除，

是有线电视运营的主要组成部分， CATV 设施大都在室外，架空敷设安装，长时间

的运行及日光照射，设施会逐渐老化，而风吹雨淋、雷击和各种人为原因，都可

能造成系统局部或大面积发生信号质量下降或信号中断故障。因此，高质量的维

护工作，可以保持系统具有良好而稳定的技术质量和信号指标，延长 CATV 网络的

运行寿命，从而确保有线电视安全优质的传输到广大用户。因此，作为技术维护

人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服务理念和工作责任心，还必须掌握网络维护知识和故障

排除的技能。努力学习，认真实践，这是我从事十多年的有线电视维护技术得出

的经验和体会。 

有线电视传输网络系统，从定义上讲也就是指从总机房出来以后到用户之间

的这一段,因此其维护基本工作对象主要有光接收机、电源供给器、各种干支线放

大器、分支分配器、电缆或光缆、用户终端，其它设施有线杆、吊线拉线和各种

防雷及保护设施等，维护工作既要处理由于设施老化造成的信号质量下降，又要

对设施进行必要的养护，还需要紧急处理突发故障。维护工作基本分为：（1）档

案管理（2）一般检查维护；（3）定期检查维护；（4）故障处理，这些工作应按事

先规定的内容要求每次都应逐项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一、档案管理工作对整个传输网络的维护起到非常关键的指导作用,作为一名

普通技术人员，即使有非常良好的记忆也不可能完全准确记住整个传输网络的每

个环节，有时过分自信会导致日常维护和紧急抢修时，由于主观意识上的判断错

误而使维护和抢修的过程变的弯曲漫长。随着网络的壮大和有线电视科技的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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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将来的网络业务会朝着多功能双向方向演变，因此将来也对我们维护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于是一份完整的网络档案不仅是一张详细的鸟瞰图，更

是我们维护人员的一盏指路灯。好的档案管理包含了五个部分。一是杆路路由图；

二是光缆融接分配图：三是电缆分配网络图：四是技术指标档案表；五是用户资

料明细表。作为维护人员我们不光要保管好档案资料，还要对实际过程中导致资

料改变的情况对档案进行及时整理，及时存档。使档案也与时俱进。从而为我们

下一次的维护提供更好的指导方向。 

二、一般检查维护工作。主要是平时对系统设施的外观，机械检查和必要的

维护处理。用户终端电平测量和图像质量的等级评估确认，传输分配网络设施，

架空线路情况；线杆有无倾斜、吊线有无异常、架空防雷接地线有无异常、各种

放大器、光接收机、供电器等安装情况；分支分配器、光缆护套盒、电缆有无脱

落、松垂情况，防水盒安装情况；入户网内还有电缆扎线、角铁有无松动、脱落

情况等。同时定点检查用户终端电平，对接收图像和伴音质量进行评估、记录在

案，供下次比较与参考。 

三、定期检查维护。主要按外观、安装情况和其他电气方面，按照规定的周

期（月份或季节）和项目，逐项进行巡查，发现问题或隐患立即予以处理，在故

障出现之前把导致故障因素加以处理，从而消除隐患，减少故障率，保证网络的

良好运行和传输系统的安全可靠。检查主要环节有：设备有无损伤松动,与传输线

连接及防水处理是否良好，传输线垂度合适否，电缆挂钩有无松脱和移位，线杆

拉线有无弯曲倾斜、松驰、脱落、接地有无异常，入户网内分支分配器安装是否

仍良好，详细检查各关键部位的各重要参数信号指标等。电气化方面主要对测量

仪器定期做计量检查，比对以保障测量精度，做好定期检查记录，在发生故障时

可进行分析判断的重要参数应列为技术档案保存。做到上述维护常识，对排除系

统故障和突发事件处理，避免维修走弯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维护工作也

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四、常见故障的排除 

分配网络的设备故障，一般是各种放大器、分支分配器、供电器光接收机、

电缆接头等。我们在实践中主要接触的传输网络有 Epon 网络和 HFC 两种，前一种

网络随着近几年“村村通”工程的建设已被广泛使用的，利用光接收机直接带用

户分配网，由于光接收机前是采用无源传输分配，故障发生率较低，但因为分散

使用 220 伏交流电源，雷击故障较高，而后者的网络在 90 年代被广泛使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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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用于一个片区或一个村庄一个光接收点利用集中供电方式用电缆级联多台放

大器带分配网，故障发生率较高，系统故障虽然有很多，产生原因也千差万别，

但故障现象最终都要从用户终端反映出来。下面就常见的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进

行逐一分析和论述。发生故障后，寻找故障部位的办法要根据故障不同种类而异，

故障现象是所有频道还是某些个频道？是某个用户终端还是若干户或是整村整

片？可就故障涉及范围采取不同的方法。 

1. 线杆和电缆（光缆）的故障处理。往往因为交通事故、建筑物倒塌或风暴、

人为等原因发生倾斜、折损以至危及到电缆（光缆）的变形与断线，这种事故不

仅在事故现场处须修复，其附近一定范围内波及的电缆（光缆）、吊线和电杆都应

予以检查、修复或作必要的更换。 

2. 无信号（无图像）的故障处理。如用户终端电平正常时，是电视机故障引

进的。用户终端电平为“零”或比正常低很多时，检查传输分配系统，前一种情

况主要检查光接收机和各分支分配器或者光缆干线，光功率信号是否正常，而后

者则应对前一种情况检查外,还必须对供电器、放大器和各级联放大器的接头，及

各分支分配器等。实践当中，级联放大器在集中供电传输网络里放大器和放大器

接头故障较为多见，放大器基本露天架空安装，设备进水后将发生功能故障或性

能下降，电缆接头进水或进潮气、氧化、衰减量将增加，使下级放大器输入电平

减低，C/N 值劣化，进而造成系统故障。另外，不少电缆外导体采用很薄的铝箔层，

电缆接头和放大器插座，极易渗水进潮、氧化，引起内外导体断线，造成电平大

幅衰减，供电断路或者供电不足产生系统故障。 

3. 信号弱（有雪花）图像画面出现杂波（雪花）的故障处理。如果全部频道

出现，往往是传输分配系统某处出现电平下降而致，前一种情况主要检查接收机

输出电平是否正常及干线光功率是否正常及各分支分配器的衰减量是否正常，而

后者除上述外则应检查放大器各联级的输出入电平和各分支分配器电平等。如果

是某几个频道出现上述故障，同时出现信号弱的是低频段频道，用户终端各联结

完好，则应对光接收机级联放大器的插件、插座、连接线接头处加以检查，如正

常则应检查前端设备。 

4. 图像干扰的故障处理。图像干扰现象时有发生，如出现差拍网纹状干扰，

如果传输中，光接收机和放大器超出额定输出电平下工作时，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级联放大器网络未必一定限于某台放大器，有时是若干台放大器级联的结果才在

图像上出现网纹，这种情况需对相关级联的各台放大器工作电平重新调试才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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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故障，干扰出现差拍网纹不稳定且斜度不断变化，多数情况是其他用户的电视

机或其它设备辐射的电磁波干扰所致。实际工作中（放大器、光接收机模块不好，

电平输出入正常是线性失真也会出现干扰）。“雨刷”样干扰，传输中光接收机电

平过高和放大器电平过高均会产生此现象，与上述差拍网纹干扰情况相同，有可

能经多台放大器级联而产生，也有可能在前端出现高电平信号进入而产生交扰调

制干扰。 

5. 图像画面摆动现象的故障处理。如果是一户则是电视机原因引起，多数用

户出现则可能是系统中交流声调制失真所致，光接收机电源系统和放大器电源电

压偏低引起此现象，需检查电源电压，级联放大器各供电接头是否氧化，增加电

阻量造成供电电压偏低，如果画面摆动的同时伴有信号电平变动应考虑系统各级

接头处和设施插件有无接触不良所引起。 

6. “重影”及用户终端有干扰或杂波的故障处理。重影分“右“左”重影，

前者多为前端电平高而造成，也有传输系统中严重不匹配而产生的反射（如分配

网中分支器输出入接反会导致“右”重影），后者重影是空间同频电波直接窜入电

视机或在传输网络中可能电缆外导体断线处窜入系统中所形成。用户终端并联使

用 2台以上电视机而又连接器和连接线不匹配均会造成重影，同时大大削弱电平，

导致全部频道画面出现杂波（雪花）和反射干扰等。电视机插头屏蔽线接触不好

或者与线蕊相碰和没接、用户盒损坏或元件脱焊松动，均会造成干扰和大幅衰减

低频段信号电平引起低频段的电视图像有杂波（雪花）干扰等等。 

7. 雷击故障的处理。雷击故障在我们山区较为严重，几乎年年都有好几起，

网络遭受雷击重创，其破坏强度各不相同，损害情况也是形形色色，严重的一旦

发生从光接收机、供电器、放大器、直至分支分配器几乎一无所存，因此，我们

实际工作中防雷尤显重要，为防止雷击，我们在光接收机、供电器供电电源安装

防雷设施和接地引线，各分支分配线点，使用防雷的分支分配器，通过两三年的

实践，对感应雷击，有所防护作用，但是严重的直击雷我们只有在总电源处安装

电源保安器进行预防。 

广播电视事业是党的喉舌，是信息传播的中心，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平台。

确保有线电视安全优质的传输到广大用户是我们技术维护员的责任和义务。因此

我们技术维护人员即是有线电视网络的医生也是护士。我们的工作职责要求我们

必须坚持常年不懈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做好系统维护工作的每个环节，努

力学习专业技术知识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做到自我提高与时俱进。为广播电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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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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