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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播电视厅第一任厅长郑体仁视察614台

时，现场作诗抒怀，现抄录于后。

万户千家喜心田

龙肘雄奇入云天，

风雪雷电紧相连。

劈地开山建新站，

万户千家喜心田。

迎来春色满人间

在会理米易中段，

森林茂密花烂漫，

改革春风暖人心，

顶峰建起微波站，

有座高高龙肘山，

各族人民喜登攀。

龙肘山上喜讯传，

蓉城攀钢紧相连。

微波人把高山恋，’歌舞笙乐谱诗篇，

孤寂心慰书为伴，胸怀宽广钻科研。

维护设备如双眼，优质传输任务艰，

风雪雷电竖标兵，迎来春色满人间。

(注：详细见P507第九节614台)



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

《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

序

这本书是专门记载我局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的

第一本志书，是我局编印四川广播电视史志丛书的又一

部。它比较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我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

中心系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历程。

我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系统是保证党和政府喉舌

功能的重要信息的传递通道，是保证党和政府联系人民

群众的重要桥梁，也是发挥广播电视整体功能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至2000年底，全系统已有职工664人(包

括离退休职工90人)，6个直属骨干发射台，一座卫星

地球上行站，12个直属微波台(站)，微波电路1908公

里。全省广播人口覆盖率为92．85％，电视人口覆盖率

为93．61％。
’

我省的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系统经过几代人的

不懈奋斗，与时俱进，在职工素质、技术水平、建设规模、

覆盖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全体职工把岗位作为

战士的阵地，他们发扬了扎根山头的奉献精神，严谨细

致的求实精神，协同配合的团结精神，爱岗敬业的拼搏

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战严寒，斗酷暑，战缺氧，斗雷暴，

以广电人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出色地完成了安全播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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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

凡 例

一、《四JIl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坚持以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历史的、

唯物的、辩证的史观。
’

二、本志为部门志，是四川省广播电视史志丛书之

一。按四川省广播电视史志丛书编纂方案的要求突出四

川广播电视发射传输系统的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专业

特点，记述这一系统的发展历程及其体会，以期达到为

后来者提供值得镜鉴的经验教训的目的。

三、本志上限1989年，下限2000年，记载四JIl省直

属广播电视发射传输系统在这期间的发展历史。为了使

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一系统的发展历程，在第一篇四

川I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这一部份中往前追溯到

1989年“中心”前身的四川I省广播电视厅微波总站；第

二篇直属发射台和第三篇直属微波台(站)中均往前追

溯到相应台(站)的筹建时期。

四、本志记述范围是四川I省的省直属发射传输台

(站)。199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四川省行政区划

变更，重庆市划为中央直辖市，省属发射台706台随之

划归重庆市管辖，鉴于此，本志未将706。台列入编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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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围。同样原因，本志也未收入永川624站、北碚625台和

重庆626站三个微波台(站)。

五、属四川省地方管辖的微波端站如宜宾、泸州、乐

山、南充、绵阳、雅安、广安等以及属四川I省广播电视厅

和地方双重管辖的混合型微波站木佛山610站和毛牛

山612站，大黑山615站均未收入本志。解放沟无人站

虽是省直属微波站，但因微波电路调整已经撤消，本志

只是在述及史实时涉及，没有在第三篇列入，

六、本志文内所用单位名称按当时单位名称的全

称，其简化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如：四川省广播电视厅

(省广电厅)，四川I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省广电局)等，本

志文内所用有关领导人的称谓，按当时所任职务记述

如：某厅长、某局长等。

七、本志文内所用广播电视技术用语及计量单位，

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表述，如用

“频率”不用“周率”，用“赫”不用“周”等。’ ，

八、本志史料和数据来源，一部份采集于四川省广

播电视厅和四JIl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的历史档案；

一部份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厅主管部门、四川I省广播电视

发射传输中心本部有关部门和有关直属发射台、微波台

(站)提供。有的引自1996年出版的《四川I省志·广播电

视志》、有关知情者给予了热情支持，也提供了一些史

料。本志所使用的史料和数据，均经反复核实和查证。力

求真实可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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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迷

概 述

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喉舌，是最现代化的宣

传工具，是传递信息的最先进媒介，是广大群众精神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份。广播电视是采用声音和图像，通过

天线电波发射等手段来传播的。这是广播电视宣传最重

要的特征。为使受众收听收看到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电

视节目，要经过节目制作、节目播出、节目传输、节目发

射、节目接收、节目监测六大环节。如果没有传输、发射

环节，就不可能进行广播电视宣传，也就无法完成广播

电视这一现代化宣传任务。它同于工厂把生产的全部产

品推向市场，为人民所接受一样。否则，不能产生任何效

益。由此说明传输发射是广播电视事业举足轻重的重要

组成部份。

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是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直属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它

筹建于1994年，正式成立于1997年，通过多年的建设

和发展，已成为四川省广播电视覆盖体系中发挥整体功

能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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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

． 至2000年底，全系统由三部份构成，即“中心”机关

本部、直属发射台和直属微波台(站)。共有职工664人

(包括离退休人员90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人员20

人，中级职称人员66人。

“中心”机关本部下设办公室、人事劳资部、计划财

务部、发射部、传输部、科技部、技术服务部、党委办公室

和701微波站。

直属发射台有：520台、505台、506台、702台(内设

地球卫星上行站一座)、703台、704台。 ?

直属微波台站有602台、603台、604台、605台、

607台、608台、609台、613台、614台、622站、623台、

629台。

“中心”通过广播电视发射、微波和卫星传输网络，

使四川省省级台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覆盖全省、传至全国

和亚太地区，为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到千家万户，为把

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发挥了重要信息传递通道的作

用。在“中心”开始筹建的1994年底，全省电视人口覆盖

率为80．5％，广播人口覆盖率为75．4％。至2000年底

分别提高到93．61％和92．85％。

“中心”的前身是四川省广电厅微波总站(以下简称

微波总站)。微波总站成立于1989年4月。1994年4月

省广电厅党组会议决定在微波总站的基础上筹建四川

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并就有关成立“中心”的事项

上报省政府审批。1996年5月1日，四川广播电视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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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传输系统按“中心"体制试运行，全称为“四川省广播电

视发射传输中心(筹)”，(以下简称“中心”(筹))，微波总

站同日停止运行。1997年6月四川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批复省广电厅，同意“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微波总站"更名

为“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从1994年4月省

广电厅党组决定筹建“中心’’到1997年6月“中心’’正式

成立，其间经历了三年多的时间。

．1996年5月，发射传输系统开始按“中心’’体制试

运行后，“中心”(筹)党委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确定

了“中心”(筹)各部室负责人，制定了各部室工作职责，

还制定了，中心’’(筹)主要事项的决策程序、议事规则，

重要会议制度和其它基本工作制度。通过采取这些措

施，确保了“中心”(筹)工作的有序运行，并对发射传输

系统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7年6月，“中心’’正式成立后，其主要任务是：

统一管理省广电厅直属发射传输系统；负责广电厅系统

台(站)发射传输设备的维护和i贝0试；组织实施各台(站)

技术工作；负责广播电视业务的多功能开发、技术咨询

服务、新技术推广应用等工作。

“中心"直属发射台6座，通常被称作“高山骨干

台”，是四川无线广播电视发射传输网的支柱，为发射四

川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四川电台)、四川电视台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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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播电视发射传输中心志

目，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和人口覆盖率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

这些台按其担负的任务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担任中短波广播发射任务的有520台、505

台、506台(只有中波)。配备200千瓦中波发射机1架，

50千瓦中波发射机4架，5b千瓦短波发射机l架，15

千瓦短波发射机2架，10千瓦中波发射机1架，发射总

功率为490千瓦。中波发射频率使用639千赫、909千

赫和1116千赫；短波发射频率使用7225千赫、3245千

赫、5900千赫和6060千赫。这几个台担负转播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和四川电台第一套和第二套节

目的播出任务。
’

。(--)担任调频广播、电视发射任务的有：702台、

703台、704台、506台。配备10千瓦调频发射机8架，

使用调频频率98．1兆赫、101．7兆赫、95．7兆赫、103．9

兆赫和．93．7兆赫，发射传输四川电台第一套节目。配备

104千瓦彩色电视发射机16架。使用2频道、6频道、4

频道、12频道、5频道、10频道、7频道、4频道发射四川

电视台第一套和第三套节目。

(三)卫星上行站1座(编制属702台)。担负四川电

视台卫星节目和四川电台第一套和第二套广播节目上

星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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