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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向运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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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线电测向运动概述

二、无线电测向的基础知识

三、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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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线电测向运动概述

无线电测向运动它类似于众所周知的捉迷藏游戏，它是寻找能发射无

线电波的小型信号源（即发射机），是无线电捉迷藏，是现代无线电通讯

技术与传统捉迷藏游戏的结合。

大致过程是：在旷野、山丘、丛林、校园等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事先

隐藏好数部信号源，定时发出规定的电报信号。参加者手持无线电测向机

，测出隐蔽电台的所在方向，采用徒步方式，奔跑一定距离，迅速、准确

地逐个寻找出这些信号源。以在规定时间内，找满指定台数、实用时间少

者为优胜。因此，无线电测向是以无线电测向机为工具，寻找隐蔽发射台

的运动。因发射台隐蔽巧妙不易发觉，被喻为"狐狸"，故此项运动又称无

线电“猎狐”或抓“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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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线电测向运动概述

 无线电学是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学科。

 无线电运动包括五个项目

 无线电工程设计制作

 无线电收发报

 无线电测向

 无线电通讯

 业余无线电台

• 无线电测向运动是竞技体育项目之一，也是无线电运动的主要内容。

 无线电测向运动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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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线电测向运动概述

 1864年，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总结了前人的工作，第一次提出了“
电磁理论”，即：“在导体中来回振荡的交流电可以向空间辐射出
电磁波，而这些波会以光的速度向外传播。”

 23年之后，德国科学家赫兹在1887年成功地进行了用人工方法产生
电磁波的实验，从而在实践上证明了“无线电”的存在。

 这以后，随着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的相继出现，无线电用
于通信、广播、电视、导航、遥控、遥测等各个领域，成为人类不可
缺少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为了节省电台功率，保证预定方向通信可靠，人们致力于研究电
磁波的定向发射和定向接收，其中关键部分便是定向天线的研制。定
向接收天线的研制和应用，为天线电测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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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利用接收到的无线电波来寻找
发信电台，拉开了业余无线电测向活动的序幕。

 无线电测向技术的应用

 无线电测向运动发展

 1960年由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一区执委会讨论通过。并于1961年8月
在 瑞典首都斯德歌尔摩举行了第一届欧洲无线电测向锦标赛。

 1977年，在南斯拉夫斯科普里举行的国际业余无线电联盟第一区无
线电测向工作会议上，决定将欧洲锦标赛扩大为世界锦标赛，并于
1979年通过了新的竞赛规则。

• 欧洲锦标赛成为世界锦标赛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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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开展的无线电测向活动主要有两类：

 普及性的短距离测向。它主要选择在树木较多、风景宜人的公园、
校园进行，总距离为数百米。每年一届由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教育部、
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五部委联合主办的全国青少年无线电
锦标赛就进行该项目，并在比赛中设置高中、初中、小学组男、女个人
赛、团体赛及测向机制作评比。

 符合国际规则的长距离(标准距离)80米波段（3.5MHz）及2米波段（
144MHz）测向。

 400兆的无线电测向运动（定向越野+无线电测向）。

国内竞赛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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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线电测向的基础知识

 无线电波的发射

 无线电波的传播途径

 无线电波在传播中的主要特性

 无线电测向机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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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的发射

•发射和接收过程：广播电台（电视台）首先把需要向外发射声音和
图像变为随声音和图像变化的电信号，然后用一频率很高、功率很
强的交流电作为“运载工具”，将这种电信号带到发射天线上去。
再通过天线的辐射作用，把载有电信号的高频交流电转变为同频率
的无线电波（或称电磁波），推向空间，并像水波一样，不断向四
周扩散传播，其传播的速度在大气中为每秒30万公里。在电波所能
到达的范围内，只要我们将收音机、电视机打开，通过接收天线将
这种无线电波接收下来，再经过接收机信号放大、解调等各种处理，
把原来的电信号从“运载工具”中分离出来，逼真地还原成发射时
的声音和图像，我们就能在远隔千里的地方收听（收看）到广播电
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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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的发送与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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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是通过天线发射到空间的。当电流在天线中流动时，天
线周围的空间不但产生电力线 (即电场)，同时还产生磁力线。

天线辐射的无线电波，电场方向与天线平行，磁场方向与天线垂
直，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又都垂直于电波传播的方向，并且电场和磁
场同时出现最大值和最小值 (即相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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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无线电波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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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极化波与水平极化波

 当发射天线平行于地面，则天线辐射的无线电波的电场也平行于地面。
• 水平极化波：2米波
• 主要形式：直射波和地面反射波

 当发射天线垂直于地面，则天线辐射的无线电波的电场也垂直于地面。
• 垂直极化波：80米波
• 主要形式：沿地面传播

14

无线电传播途径

1)天波
2)地波（80米波段）
3)直射波（2米波段）
4)地面反射波（2米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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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波在传播中的主要特性

（1）直线传播 均匀媒介质（如空气）中，电波沿直线传播。无线电测
向就是利用这一特性来确定电台方位的。
（2）反射与折射 电波由一种媒介质传导另一种媒介质时，在两种介质
的分界面上，传播方向要发生变化。

反
射
角 

折
射
角 

入
射
角 

 

第一种介质  

第二种介质  

入射线  

（3）绕射
（4）干涉 直射波与地面反射波或其它物体的反射波在某处相遇

时，测向机收到的信号为两个电波合成后的信号，其信号强度有可
能增强（两个信号叠加），也可能减弱（两个信号相互抵消）。这
种现象称为波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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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向机的组成

 测向天线 收信机 指示器

1．测向天线

测向运动中，80米波段测用磁性天线加直立天线；2米波段测
向机使用八木天线。

2．收信机

收信机对测向天线送来的感应电势进行放大解调等一系列处理，
最后把所需信号送入指示器。

3．指示器

指示器将天线对不同方向电波的反应显示出来。目前,测向机都
采用耳机作指示器，通过它将电信号还原成声音，依靠耳机中声音
大小判断电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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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天线

l.直立天线 2.环形天线 3.磁性天线 4.八木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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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天线结构

磁性天线及工作原理
 磁棒由软磁铁氧体磁性材料制成。
它的特点是既易被磁化，又易退磁，
有较高的导磁率。从而便磁棒上的
线圈感应出很强的信号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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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天线工作原理

当磁棒轴线与电波传播方向平行时（θ=0度，θ=180度），磁场方向与磁
棒垂直，磁力线无法顺着磁棒穿过线圈，线圈感应电势为零，即e磁=0。当磁
棒轴线与传播方向垂直时（θ=90度，θ=270度），磁场方向与磁棒平行，磁
棒聚集最多的磁力线通过线圈，线圈中的感应电势最大。磁棒轴线与传播方向
成其它角度时，多少会有一部分磁力线通过磁棒，天线有电势输出。θ愈接近
0度或180度，e磁愈小；θ愈接近900或2700，e磁愈大。总之，e磁随θ的变化
而变化，其变化情况可用图表示，这就是磁性天线的“8”字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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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向的确定

图 产生单方向的电路

直立天线在水平平面的方向图是一个圆，天线转动3600，感应电势
e直的大小和极性都不会变化。现设直立天线的电势等于1，并为正值；
设磁性天线的电势最大值也等于1，将磁性天线旋转3600时其电势的大小
和极性也标注在图中。我们再将任一方向上两天线的电势相加，如在00

或1800方向上，e直=1，e磁=0，合成电势（e合）=1；在900方向上，e直
=1，e磁=1，e合=2；在2700方向上e直=1，e磁=-1，e合=0，等等。由图
可见，上半部分各方向上的两天线电势极性相同，合成电势为两电势之
和；下半部各方向上两电势的极性相反，合成电势为两电势之差。总的
合成结果是一个实线所示的心脏形方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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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向的确定

22

从心脏形方向图看出，磁性天线转动一周时，只有一个方
向（即θ=2700）使信号消失；也只有一个方向（即θ=900）信
号最强。这样就克服了磁性天线的双值性，获得了单方向性能。
我们把信号强的这个面叫做单向大音面，简称大音面。利用大
音面就可直接测出电台在哪一边，即“定边”。

★大音面（大音点）

当磁棒轴线的垂直方向对着电台时耳机声音最大，此时磁性
天线正对着电台的那个面称大音面，或大音点。

★小音面（哑点线）

当磁棒轴线正指电台时，耳机声音最小或完全无声，此时称
小音点或哑点



2024/11/29

12

23

 80米测向机持机方法

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是直立式测向
机，其正确持机方法：右手握机，大拇指
靠近“单、双向开关”，其它四指握向测
向机，手背一面是大音面；松肩、垂肘，
测向机举至胸前，距人体约25厘米左右，
尽量保持测向机与地面垂直。

三、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24

80米测向可分为单向——双向法和双向——单向法两种。

单向——双向法：按前述“持机方法”持机，手背向前（这时测向机的
大音面朝前），用右手大拇指按下“单、双向”开关，转体360度，耳机
声音最大，测向机单向大音面所在的方向即为电台方向，这个过程叫做
测单向，又叫“定边”。在定边后，大拇指要松开“单、双向”开关，
并将直立天线收进机内，用磁性天线的小音点（即磁棒轴线）对着单向
所指的电台方向，扇形转动测向机，当耳机声音最小（或无声）时，磁
棒轴线所指的方向，即为电台方向线，这个过程叫做测双向，又叫做测
线。

三、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收测电台方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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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台：MOE ―― ――― ·

 2号台：MOI ―― ――― · ·

 3号台：MOS ―― ――― · · ·

 4号台：MOH ―― ――― · · · ·

 5号台：MO5 ―― ――― · · · · ·

 6号台：6    ― · · · ·

 7号台：7    ―― · · ·

 8号台：8    ――― · ·

 9号台：9    ―――― ·

 0号台：0    ―――――

 信号台 MO   ――  ―――

 无线电测向所用隐蔽电台，都有自己的编号和呼号，各台工作时，
各用莫尔斯电码定时拍发本台的呼号。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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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1 .直接跟踪

在近台区收到电台信号时，利用测向机双向小音点测出电台方向线，
在地形简单、障碍较少的情况下，方向跟踪时可快速奔跑，并在跑动中
左右摆动测向机，不停的校正方向（注意随时调小音量），直至接近电
台。

方向跟踪：

2.弧形跟踪

在接近电台（约距电台几十米）音量剧增有可能接近藏台区域时，
不直接冲向电台，而是顺势从电台或可疑区域的侧面迂回、包抄，同时
不停地用交叉定位，在确实验证电台位置后，再去接近或搜索电台，这
样不会造成反方向跟踪。



2024/11/29

14

27

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在不同的测向点测出两条或两条以上方向线，依靠方向线的交点确
定电台位置的方法，称交叉定点。具体方法如图所示。参与者在A点测出
一条方向线，观察并记住线上的参照物，沿图示方向跑至B点，用双向（
无需测单向）测出另一条方向线，两条方向线交点为电台位置。

 交叉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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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在距电台很近时，利用测向机音量随距离变化大的特性确定电台位置
的方法，称为比音量。比音量技术是在出现干扰，造成测向机指向模糊、
混乱、无法正常使用方向跟踪等技术时使用的一种辅助方法。

比音量有两种方法：

1．跑音量

在近台区出现严重干扰，无法测出方向线时才使用的一种方法。具体
步骤是：将测向机音量调小，在可疑区反复奔跑（测向机不能摆动），找
出音量突出处，再用"扫音量"方法，判定电台具体位置。

2．扫音量

在距电台数米内，因信号强度猛增，无法分辨双向小音点时，将测向
机直立天线抽出，按下单向开关，将持机手臂伸长向周围做弧形扫动，寻
得音量最大的方向，并沿此方向边扫边前进，直至找到电台。

 比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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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测向的方法

 电子计时打卡

点签器 通过指示灯、

蜂鸣装置分别反
映设备的工作状
态和提示操作成
功与否。

计时卡

 打卡步骤：

① ②

… …

③ ④ ⑤

30

在规定的区域、时间内，运动员按规定的顺序寻找电台，并打卡，超时

则成绩无效。成绩以找台数多，测向总时间(含附加时间)少者为优。以有效

台数量作为优先评定级。如找台顺序错误，则按顺序错误之前的台数作为有

效台数。

 成绩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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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前公布以随机排序的方式确定出发批次、各组别找台号、找台顺序等。

2、赛前会有统一安排校波。

3、起点和接力点设预备区和出发线。

4、终点设有信标台MO，与起点位置不在同一个位置。

5、终点设有休息区，完赛的运动员需等待所有运动员完赛后才可离开休息区。

6、运动员需按要求佩戴号码布和计时用指卡。

7、运动员必须以徒步或奔跑方式独立完成竞赛。

8、找台时不可触摸电台，不可改变电台位置，弄乱电台天线，关闭电台开关等。

9、比赛一旦开始，不得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

10、找到隐蔽电台时，应用计时指卡按规定打卡，以作为找到该台的凭证。

基本规则

32

PJ－80型测向机电路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