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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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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GB/T4365—2003《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与GB/T4365—200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

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调整了所有术语的编号;

b) 更改了“基本概念”中“电磁骚扰”等10项术语(见3.1.5、3.1.6、3.1.8、3.1.9、3.1.12、3.1.13、

3.1.17、3.1.18、3.1.21、3.1.22,2003年版的161-01-05、161-01-06、161-01-08、161-01-09、161-01-12、

161-01-13、161-01-17、161-01-18、161-01-21、161-01-22);

c) 增加了“基本概念”中“高频”等3项术语(见3.1.25、3.1.26、3.1.27);

d) 更改了“骚扰波形”中“瞬态[的](形容词及名词)”等6项术语(见3.2.1、3.2.8、3.2.11、3.2.12、

3.2.19、3.2.25,2003年版的161-02-01、161-02-08、161-02-11、161-02-12、161-02-19、161-02-25);

e) 更改了“干扰控制”中术语“骚扰抑制”(见3.3.22,2003年版的161-03-22);

f) 更改了“测量”中“人工电源网络”等7项术语(见3.4.5、3.4.8、3.4.9、3.4.16、3.4.34、3.4.36、

3.4.37,2003年版的161-04-05、161-04-08、161-04-09、161-04-16、161-04-34、161-04-36、161-04-37);

g) 更改了“接收机与发射机”中“保护比”等9项术语(见3.6.5、3.6.6、3.6.7、3.6.8、3.6.9、3.6.19、

3.6.20、3.6.21、3.6.22,2003年版的161-06-05、161-06-06、161-06-07、161-06-08、161-06-09、

161-06-19、161-06-20、161-06-21、161-06-22);

h) 更改了“功率控制及供电网络阻抗”中术语“安装的设备接线阻抗”(见3.7.18,2003年版的

161-07-18);

i) 更改了“电压变化与闪烁”中“电压波动波形”等2项术语(见3.8.6、3.8.17,2003年版的161-08-06、

161-08-17);

j) 增加了“风险评估”中“电磁兼容风险”等3项术语,(见3.9.1、3.9.2、3.9.3、3.9.4)。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050-161:2021《国际电工词汇(IEV) 第161部分:电磁兼容》。
本文件与IEC60050-161:2021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范围”一章,以符合我国标准化文件起草的规定(见第1章);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以符合我国标准化文件起草的规定(见第2章)。
本文件与IEC60050-161:2021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风险评估”的术语和定义,以适应电磁兼容最新技术发展(见3.9)。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对各层级术语增加了标题;
———所有术语重新进行了编号;
———删除了3.1.5中关于法语的注;
———删除了3.1.6中关于法语的注,以及与3.1.5重复的注;
———删除了3.1.9中关于法语的注;
———增加了3.2.1形容词和名词属性的定义;
———删除了3.3.9中关于俄语的注;
———3.1.10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702:1992,702-02-0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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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03:2009,103-07-31,有修改;
———3.2.22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03:2009,103-07-23,有修改;
———3.2.23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702:1992,702-04-51,有修改;
———3.2.24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03:2009,103-06-07,有修改;
———3.2.26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03:2009,103-06-13,有修改;
———3.3.1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702:1992,703-02-09,有修改;
———3.3.25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51:2001,151-01-13,有修改;
———3.3.26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51:2001,151-13-12,有修改;
———3.7.13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03:2009,103-05-08,有修改;
———3.7.14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151:2001,151-15-12,有修改;
———3.8.10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614:2016,614-01-08,有修改;
———3.8.13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614:2016,614-01-28;
———3.8.14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614:2016,614-01-30,有修改;
———3.8.17的来源修改为:IEC60050-845:2020,845-02-50,有修改;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3.2.25的来源;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3.2.27的来源;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3.5.4的来源;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3.8.11的来源;
———增加了“参考文献”,列出了文中资料性引用的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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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9)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9)和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232)共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芮锋射频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浙江品上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粤电科试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湖北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

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厦门唯恩电气有限公司、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

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康格电气有限公司、常州市创联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南方电网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合利

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拓普联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鹏城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兴汽车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优碧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瀚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立讯

智造有限公司、深圳市秋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惠创智(深圳)无线供电

技术有限公司、深圳联钜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研通高频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声菲特科技技术有

限公司、深圳市恺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智仁科技有限公司、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思翼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邢琳、罗宇翔、刘恩晓、崔强、刘畅、陆冰松、陈圣杰、蒲江波、魏景锋、曾霞、刘玲、

徐扬、郑军奇、王萌、许振强、王曦、李妮、施雷震、唐景新、李婷、姚博、弓兆博、全成根、朱余浩、梁哲敏、
周华国、肖岚、王进、周槊、吕群芳、赵越、张羽、常红、江秋雄、李倩、李凌瀚、刘颂、阎跃军、熊悦、周道平、
徐朝阳、陈永论、罗晓刚、王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4年首次发布为GB/T4365—1984,1995年第一次修订,2003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Ⅳ

GB/T4365—2024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电磁兼容在基本概念、骚扰波形、干扰控制、测量、设备分类、接收机和发射机、功率控

制及供电网络阻抗、电压变化与闪烁、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术语及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有关电磁兼容的各类标准及其他技术文献的编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基本概念

3.1.1
  电磁环境 electromagneticenvironment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注:通常,电磁环境与时间有关,对它的描述可能需要用统计的方法。

3.1.2
  电磁噪声 electromagneticnoise

一种明显不传送信息的时变电磁现象,它可能与有用信息叠加或组合。

3.1.3
  无用信号 unwantedsignal;undesiredsignal

可能损害有用信号接收的信号。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8-02]

3.1.4
  干扰信号 interferingsignal

损害有用信号接收的信号。

3.1.5
  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

可能引起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或者对生物或非生物产生不良影响的电磁现象。
注1: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3.1.2)、无用信号(3.1.3)、传播介质自身的变化。

注2:术语“电磁骚扰(3.1.5)”和“电磁干扰(3.1.6)”分别表示“起因”和“后果”,不宜混用。

3.1.6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EMI

电磁骚扰(3.1.5)引起的设备或传输通道、系统的性能降低(3.1.19)。

3.1.7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3.1.1)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

1

GB/T4365—2024



扰(3.1.5)的能力。

3.1.8
  电磁发射 electromagneticemission

从源向外发出电磁能的现象。

3.1.9
  发射 emission

<无线电通信中的波或信号>由无线电发射台产生的用于无线电通信的无线电波或信号。
注1:在无线电通信中,术语“发射”一般不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无线电频率发射”,即以无线电波的形式从源发出的

电磁能。例如,本地振荡器传递到外部空间的那部分能量是射频辐射而不是发射。

注2:术语“发射”也用于任何波或粒子的产生(见IEC60050-702:1992的702-02-03),用于无线电通信的过程(见

IEC60050-702:1992的702-02-05),其作为广播节目(见IEC60050-723:1997的723-01-02)和广播传输,以及

用于向环境的释放(见IEC60050-904:2014的904-01-11)的同义词。

3.1.10
  (电磁)辐射 (electromagnetic)radiation
a) 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从一个源发散到空间的现象。

b) 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
注:“电磁辐射”一词的含义有时也会引申,将电磁感应现象也包括在内。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2-07,有修改]

3.1.11
  无线电环境 radioenvironment
a) 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电磁环境。

b) 在给定场所内所有处于工作状态的无线电发射机产生的电磁场总和。

3.1.12
  无线电噪声 radionoise
  无线电频率噪声 radio-frequencynoise;RFnoise

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噪声(3.1.2)。

3.1.13
  无线电骚扰 radiodisturbance;

  无线电频率骚扰 radio-frequencydisturbance;RFdisturbance
具有无线电频率分量的电磁骚扰(3.1.5)。
注1:无线电噪声(3.1.12)、无用信号(3.1.3)或传播介质本身的变化都是无线电频率骚扰。

注2:根据IEC60050-701:1988的701-02-12,无线电频率范围通常低于3000GHz。

3.1.14
  无线电频率干扰 radio-frequencyinterference;RFI

由无线电骚扰引起的有用信号接收性能的下降。
注:“interference(干扰)”和“disturbance(骚扰)”两词经常不加区分地使用。“radio-frequencyinterference(无线电干

扰)”的表述一般也表示无线电骚扰或无用信号。

3.1.15
  系统间干扰 inter-systeminterference

由其他系统产生的电磁骚扰对一个系统造成的电磁干扰。

3.1.16
  系统内干扰 intra-systeminterference

系统中出现的由本系统内部电磁骚扰引起的电磁干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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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7
  自然噪声 naturalnoise

来源于自然现象而非人工设备或装置产生的电磁噪声(3.1.2)。

3.1.18
  人为噪声 man-madenoise

来源于人工设备或装置的电磁噪声(3.1.2)。
注:术语“人为噪声”也用于无线电通信,其中电磁噪声为无线电噪声(见IEC60050-713:1998的713-11-28)。

3.1.19
  (性能)降低 degradation(inperformance)

任何装置、设备或系统的运行性能与其预期性能的非期望偏离。
注:“降低”一词可用于暂时失效或永久失效。

3.1.20
  (对骚扰的)抗扰度 immunity(toadisturbance)

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3.1.21
  (电磁)敏感性 (electromagnetic)susceptibility

在有电磁骚扰的情况下,装置、设备或系统可能出现性能降低的特性。
注:敏感性高,则抗扰度低。

3.1.22
  静电放电 electrostaticdischarge;ESD

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相互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
注:尽管严格来说是载流子(IEC60050-113:2011的113-06-25)的转移,但文献和教学中一般称电荷的转移。

3.1.23
  (电磁骚扰的)发射体 emitter(of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

产生的电压、电流或电磁场相当于电磁骚扰的那些装置、设备或系统。

3.1.24
  敏感装置 susceptibledevice

受电磁骚扰的影响,性能可能降低的装置、设备或系统。

3.1.25
  高频 highfrequency

<电磁兼容>9kHz以上的频率。
[来源:IECGuide107:2009,3.1.8,有修改]

3.1.26
  低频 lowfrequency

<电磁兼容>9kHz及以下的频率。
[来源:IECGuide107:2009,3.1.11,有修改]

3.1.27
  端口 port

<电磁兼容>设备上与外部电磁环境(3.1.1)相耦合或者受外部电磁环境影响的特定接口。
示例:图1给出了相关端口的示例。外壳端口是设备的物理边界(如外壳)。外壳端口提供辐射和静电放电(3.1.

22)能量传送的路径,其他端口提供传导能量传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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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端口示例

  注:电磁兼容领域的端口是IEC60050-131:2002的131-12-60中定义的特定情况。

[来源:IECGuide107:2009,3.1.12,有修改]

3.2 骚扰波形

3.2.1
  瞬态[的](形容词及名词) transient(adj.andnoun)

瞬态的(形容词):用于修饰从一种稳态过渡到另一种相邻稳态的现象或量。
[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5-02]
瞬态(名词):在两相邻稳态之间变化的现象或量,其变化时间小于所关注的时间尺度。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7-78]

3.2.2
  脉冲 pulse

在短时间内突变,随后又迅速返回其初始值的物理量。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3-01]

3.2.3
  冲激(击)脉冲 impulse

针对某给定用途,近似于一单位脉冲或狄拉克函数的脉冲。
3.2.4
  尖峰脉冲 spike

持续时间较短的单向脉冲。
3.2.5
  (脉冲的)上升时间 risetime(ofapulse)

脉冲瞬时值首次从给定下限值上升到给定上限值所经历的时间。
注:除特别指明外,下限值及上限值分别定为脉冲幅值的10%和90%。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3-05]

3.2.6
  上升率 rateofrise

一个量在规定数值范围内,例如从其峰值的10%到90%,随时间变化的平均速率。
3.2.7
  猝发(脉冲或振荡) burst(ofpulsesoroscillations)

数量有限且清晰可辨的脉冲序列或持续时间有限的振荡。
3.2.8 
  脉冲噪声 impulsivenoise

作用到设备上的表现为一系列清晰脉冲(3.2.2)或瞬态(3.2.1)的噪声。
3.2.9
  脉冲骚扰 impulsivedisturbance

作用到某一特定装置或设备上的表现为一系列清晰脉冲或瞬态的电磁骚扰(3.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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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连续噪声 continuousnoise

对某一特定设备的作用不能分解为一系列清晰可辨的效应的噪声。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8-09]

3.2.11
  连续骚扰 continuousdisturbance

对某一特定装置或设备的作用不能分解为一系列清晰可辨的效应的电磁骚扰。

3.2.12
  准脉冲噪声 quasi-impulsivenoise

相当于脉冲噪声(3.2.8)与连续噪声(3.2.10)叠加而成的噪声。

3.2.13
  断续干扰 discontinuousinterference

出现于被无干扰间歇隔开的一定时间间隔内的电磁干扰。

3.2.14
  随机噪声 randomnoise

给定瞬间值不可预测的噪声。

3.2.15
  喀呖声 click

用规定方法测量时,其持续时间不超过某一规定值的电磁骚扰。

3.2.16
  喀呖声率 clickrate

单位时间(通常为每分钟)超出某一规定电平的喀呖声数。

3.2.17
  基波(分量) fundamental(component)

一个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的一次分量。

3.2.18
  谐波(分量) harmonic(component)

一个周期量的傅里叶级数中次数高于1的分量。
[来源:IEC60050-101:1998,101-04-39,有修改]

3.2.19
  谐波次数 harmonicnumber
  谐波阶数 harmonicorder

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整数比。

3.2.20
  第n次谐波比 nthharmonicratio

第n 次谐波均方根值与基波均方根值之比。

3.2.21
  谐波含量 harmoniccontent

从一交变量中减去其基波分量后所得到的量。
[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7-31,有修改]

3.2.22
  基波因数 fundamentalfactor

基波分量与其所属交变量之间的均方根值之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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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7-23,有修改]

3.2.23
  (总)谐波因数 (total)harmonicfactor

谐波含量与其所属交变量之间的均方根值之比。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4-51,有修改]

3.2.24
  脉动 pulsating

用来表述具有非零平均值的周期量。
[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6-07,有修改]

3.2.25
  交流分量 alternatingcomponent
  纹波含量 ripplecontent

从脉动量中去掉直流分量后所得到的量。
3.2.26
  纹波峰值因数 peak-ripplefactor

脉动量纹波峰谷间差值与直流分量绝对值之比。
[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6-13,有修改]

3.2.27
  纹波均方根因数 r.m.s.-ripplefactor

脉动量纹波含量的均方根值与直流分量的绝对值之比。
3.2.28
  断续骚扰 discontinuousdisturbance

对某一装置或设备的作用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不同效应的电磁骚扰。
注:这个定义并不认为骚扰与它产生的效应无关。事实上,任何骚扰测量都与它对敏感装置的效应有关。

3.2.29
  阻尼振荡波 dampedoscillatorywave

一种衰减振荡。
注:在EMC中,本条术语通常用于频率为100kHz至几兆赫兹的振荡波,其阻尼时间常数为5个周期或更长。

3.2.30
  振铃波 ringwave

阻尼时间常数约为一个周期的衰减振荡。

3.3 干扰控制

3.3.1
  (时变量的)电平 level(ofatimevaryingquantity)

用规定方式在规定时间间隔内测得的和/或计算求得的量值,如场强和功率等。
注:某个量的电平可用其相对于某一参考值的对数来表示,例如单位为分贝。

[来源:IEC60050-702:1992,702-02-09,有修改]

3.3.2
  电源骚扰 mains-bornedisturbance

经由供电电源线传输到装置上的电磁骚扰。

3.3.3
  电源抗扰度 mainsimmunity

对电源骚扰的抗扰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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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电源去耦因数 mainsdecouplingfactor

施加在电源某一规定位置上的电压与施加在装置规定输入端且对装置产生同样骚扰效应的电压

之比。

3.3.5
  壳体辐射 cabinetradiation

由设备外壳产生的辐射,不包括所接天线或电缆产生的辐射。

3.3.6
  内部抗扰度 internalimmunity

装置、设备或系统在其常规输入端或天线处存在电磁骚扰时能正常工作而无性能降低的能力。

3.3.7
  外部抗扰度 externalimmunity

装置、设备或系统在电磁骚扰经由除常规输入端或天线以外的途径侵入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无性

能降低的能力。

3.3.8
  骚扰限值 limitofdisturbance

对应于规定测量方法的最大允许电磁骚扰电平。

3.3.9
  干扰限值 limitofinterference

电磁骚扰使装置、设备或系统最大允许的性能降低。
注:由于在许多系统中干扰难以测量,在英语中经常使用术语“干扰限值”代替“骚扰极限”。

3.3.10
  (电磁)兼容电平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level

为了在设定发射限值和抗扰度限值时能相互协调,而规定作为参考电平的电磁骚扰电平。
注1:按照惯例,实际的骚扰电平超过所选择的兼容电平的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只有在各种场所下控制发射和抗

扰度电平,使由累加的发射产生的骚扰电平低于处在相同场所下的每个装置、设备和系统的抗扰度电平才能

达到电磁兼容。
注2:兼容电平可能与现象、时间或场所有关。

3.3.11
  (骚扰源的)发射电平 emissionlevel(ofadisturbingsource)

由某装置、设备或系统发射所产生的电磁骚扰电平。

3.3.12
  (骚扰源的)发射限值 emissionlimit(fromadisturbingsource)

规定的电磁骚扰源的最大发射电平。

3.3.13
  发射裕量 emissionmargin

电磁兼容电平与发射限值之比。

3.3.14
  抗扰度电平 immunitylevel

将某给定电磁骚扰施加于某一特定装置、设备或系统而其仍能正常工作并保持所需性能等级时的

最大骚扰电平。

3.3.15
  抗扰度限值 immunitylimit

规定的最小抗扰度电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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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
  抗扰度裕量 immunitymargin

抗扰度限值与电磁兼容电平之比。
3.3.17
  (电磁)兼容裕量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margin

抗扰度限值和发射限值之比。
注:兼容裕量是发射裕量与抗扰度裕量的积。

3.3.18
  耦合系数 couplingfactor

给定电路中,电磁量(通常是电压或者电流)从一个规定位置耦合到另一规定位置,目标位置与源位

置相应的电磁量之比即为耦合系数。
注:术语“耦合”的定义见IEC60050-131和IEC60050-726。

3.3.19
  耦合路径 couplingpath

部分或全部电磁能量从规定源传输到另一电路或装置所经由的路径。
3.3.20
  地耦合干扰 earth-coupledinterference;ground-coupledinterference

电磁骚扰从一电路通过公共地或地回路耦合到另一电路引起的电磁干扰。
3.3.21
  接地电感器 earthinginductor;groundinginductor

与设备接地导体串联的电感器。
3.3.22
  骚扰抑制 disturbancesuppression

在骚扰源处削弱或消除电磁骚扰(3.1.5)的措施。
3.3.23
  干扰抑制 interferencesuppression

削弱或消除电磁干扰的措施。
3.3.24
  抑制器 suppressor;suppressioncomponent

专门设计用来抑制骚扰的器件。
3.3.25
  屏蔽 screen

用来减少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措施。
[来源:IEC60050-151:2001,151-13-09,有修改]

3.3.26
  电磁屏蔽 electromagneticscreen

用导电材料减少交变电磁场向指定区域穿透的屏蔽。
[来源:IEC60050-151:2001,151-13-12,有修改]

3.3.27
  传导骚扰 conducteddisturbance

通过一个或多个导体传递能量的电磁骚扰。
3.3.28
  辐射骚扰 radiateddisturbance

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能量的电磁骚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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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术语“辐射骚扰”有时也将感应现象包括在内。

3.3.29
  (电磁)骚扰电平 (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level

在给定场所由所有骚扰源共同作用产生的电磁骚扰的电平。

3.4 测量

3.4.1
  骚扰电压 disturbancevoltage

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两分离导体上两点间由电磁骚扰引起的电压。
3.4.2
  骚扰场强 disturbancefieldstrength

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给定位置上由电磁骚扰产生的场强。
3.4.3
  骚扰功率 disturbancepower

在规定条件下测得的电磁骚扰功率。
3.4.4
  参考阻抗 referenceimpedance

用来计算或测量设备所产生的电磁骚扰的、具有规定量值的阻抗。
3.4.5
  人工电源网络 artificialmainsnetwork
  线路阻抗稳定网络 lineimpedancestabilizationnetwork;LISN

串接在受试设备电源进线处的网络。它在给定频率范围内,为骚扰电压的测量提供规定的负载阻

抗,并使受试设备与电源相互隔离。

3.4.6
  △型网络 deltanetwork

能够分别测量单相电路中共模及差模电压的人工电源网络。
3.4.7
  V型网络 V-network

能够分别测量每个导体对地电压的人工电源网络。
注:V型网络可设计成用于任意导体数的网络。

3.4.8
  差模电压 differentialmodevoltage
  对称电压 symmetricalvoltage

一组规定的带电导体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
3.4.9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不对称电压 asymmetricalvoltage

每个导体与规定参考点(通常是地或机壳)之间的相电压的平均值。
3.4.10
  共模转换 commonmodeconversion

由共模电压产生差模电压的过程。
3.4.11
  对称端子电压 symmetricalterminalvoltage

用△型网络测得的规定端子上的差模电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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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2
  不对称端子电压 asymmetricalterminalvoltage

用△型网络测得的规定端子上的共模电压。

3.4.13
  V端子电压 V-terminalvoltage

用V型网络测得的电源线与地之间的端子电压。

3.4.14
  (屏蔽电路的)转移阻抗 transferimpedance(ofascreenedcircuit)

屏蔽电路中两规定点之间的电压与屏蔽体指定横断面上的电流之比。

3.4.15
  (同轴线的)表面转移阻抗 surfacetransferimpedance(ofacoaxialline)

同轴线内导体单位长度上的感应电压与同轴线外表面上的电流之比。

3.4.16
  有效辐射功率 effectiveradiatedpower;ERP

在给定方向的任一规定距离上,为产生与给定装置相同的辐射功率通量密度而需要在无损耗参考

天线输入端施加的功率。
注:当参考天线是半波偶极子天线时(见IEC60050-712:1992的712-02-52),术语“有效辐射功率”有时也适用。

3.4.17
  (检波器的)充电时间常数 electricalchargetimeconstant(ofadetector)

从接入设计输入频率的正弦输入电压的瞬间,到检波器输出端电压达到稳态值的(1-1/e)所需的

时间。

3.4.18
  (检波器的)放电时间常数 electricaldischargetimeconstant(ofadetector)

从移除正弦输入电压的瞬间,到检波器输出电压降至初始值的1/e所需的时间。

3.4.19
  (指示仪表的)机械时间常数 mechanicaltimeconstant(ofanindicatinginstrument)

测量指示仪表的自由振荡周期与2π之比。
注:自由振荡的特征是无阻尼运动。

3.4.20
  (接收机的)过载系数 overloadfactor(ofareceiver)

正弦输入信号最大幅值与指示仪表满刻度偏转时输入幅值之比,对应于这一最大输入信号,接收机

检波器前电路的幅/幅特性偏离线性不超过1dB。

3.4.21
  准峰值检波器 quasi-peakdetector

具有规定的电气时间常数的检波器。当施加规定的重复等幅脉冲时,其输出电压是脉冲峰值的分

数,并且此分数随脉冲重复率增加趋向于1。

3.4.22
  准峰值电压表 quasi-peakvoltmeter

准峰值检波器与具有规定机械时间常数的指示仪表的组合。

3.4.23
  (准峰值电压表的)脉冲响应特性 pulseresponsecharacteristic(ofaquasi-peakvoltmeter)

准峰值电压表的指示值与规则重复等幅脉冲的重复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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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4
  峰值检波器 peakdetector

输出电压为所施加信号峰值的检波器。

3.4.25
  均方根值检波器 root-mean-squaredetector

输出电压为所施加信号均方根值的检波器。
注: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求取均方根值。

3.4.26
  平均值检波器 averagedetector

输出电压为所施加信号包络平均值的检波器。
注: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求取平均值。

3.4.27
  模拟手 artificialhand

模拟常规工作条件下,手持电器与地之间的人体阻抗的电网络。

3.4.28
  (辐射)测试场地 (radiation)testsite

在规定条件下能满足对受试装置发射的电磁场进行正确测量的场地。

3.4.29
  (四分之一波长)阻塞滤波器 stop(quarter-wave)filter

围绕导体设置的可移动的同轴可调谐结构,用来限制导体在给定频率的辐射长度。
注:四分之一波长阻塞滤波器是IEC60050-712中定义的“四分之一波长扼流圈”的特例。

3.4.30
  吸收钳 absorbingclamp

能沿着设备或类似装置的电源线移动的测量装置,用来获取设备或装置的无线电频率的最大辐射

功率。

3.4.31
  带状线 stripline

由两块平行板构成的带匹配终端的传输线,电磁波在其间以横电磁波模式传输,从而产生供测试使

用的电磁场。

3.4.32
  横电磁波室 TEMcell

一个封闭系统,通常为矩形同轴线,电磁波在其中以横电磁波模式传输,从而产生供测试使用的规

定的电磁场。

3.4.33
  模拟灯 dummylamp

一种模拟荧光灯无线电频率阻抗的装置,可替代照明装置中的荧光灯以便对照明装置的插入损耗

进行测量。

3.4.34
  巴伦 balun
  平衡-不平衡转换器 balancedtounbalancedtransformer

用于将平衡电压与不平衡电压相互转换的装置。
注1:例如,巴伦用于将对称天线耦合到不平衡馈线。

注2:在实际应用中,巴伦能通过使用变压器或集总参数网络或分布参数网络实现,其中可能包括有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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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巴伦能表现出不同于1∶1的固有阻抗转换。

3.4.35
  电流探头 currentprobe

在不断开导体并且不对相应电路引入显著的阻抗情况下,测量导体电流的装置。

3.4.36
  参考接地平面 reference-groundplane;reference-earthplane;RGP

与参考地具有相同的电位,用作公共参考且与受试设备(EUT)及周边物体之间具有可复现寄生电

容的平的导电表面。
注1:传导骚扰(3.3.27)测量需要参考接地平面,其作为非对称和不对称骚扰电压(3.4.1)测量的参考。

注2:在部分地区,使用术语“earth”替代术语“ground”。

3.4.37
  屏蔽壳体 shieldedenclosure
  屏蔽室 screenedroom

专门设计用来隔离内外电磁环境的网状或薄板金属壳体。

3.4.38
  差模电流 differentialmodecurrent

双芯电缆或多芯电缆中的某两根缆芯中的电流相量差的幅值的一半。

3.4.39
  共模电流 commonmodecurrent

在一根缆芯以上的电缆中(若有,也包括屏蔽电缆),各缆芯中的电流相量和的幅值。

3.4.40
  共模阻抗 commonmodeimpedance

共模电压除以共模电流所得的商。

3.4.41
  抗扰度试验电平 immunitytestlevel

进行抗扰度试验时,用于模拟电磁骚扰试验信号的电平。

3.5 设备分类

3.5.1
  工科医(经认可的设备) ISM (qualifier)

按工业、科学、医疗、家用或类似用途的要求而设计,用以产生并在局部使用无线电频率能量的设备

或装置。不包括用于通信领域的设备。
注1:工科医(industrial,scientificandmedical,ISM)为“工业、科学和医疗”的缩写。

注2:对于某些组织来说,不包括信息技术设备。

3.5.2
  无线电频率加热装置 radio-frequencyheatingapparatus

利用无线电频率能量产生加热效应的工科医设备。

3.5.3
  工科医频段 ISMfrequencyband

分配给工科医设备的频段。

3.5.4
  信息技术设备 informationtechnologyequipment;ITE

用于以下目的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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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接收来自外部源的数据(例如通过键盘或数据线输入);

b) 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某些处理(如计算、数据转换、记录、建档、分类、存贮和传送);

c) 提供数据输出(或送至另一设备或再现数据与图像)。
注:这个定义包括那些主要产生各种周期性二进制电气或电子脉冲波形,并实现数据处理功能的单元或系统:诸如

文字处理、电子计算、数据转换、记录、建档、分类、存贮、恢复及传递,以及用图像再现数据等。

3.5.5
  专用设备 professionalequipment

用于贸易、专业或工业上并不打算向公众出售的设备。
注:在某些应用方面,专用设备由制造商来确定。

3.6 接收机与发射机

3.6.1
  (发射台的)杂散发射 spuriousemission(ofatransmittingstation)

必要带宽外的一个或多个频率的发射,其发射电平可减低而不致影响相应信息的传输。杂散发射

包括谐波发射、寄生发射、互调产物及变频产物,但带外发射除外。
注1:必要带宽的定义见RadioRegulation(RR)的146。

注2:词语“发射”的含义与3.1.9相同。

[来源:RadioRegulation(RR),139]

3.6.2
  带外发射 out-of-bandemission

由于调制过程而产生的、刚超出必要带宽的一个或多个频率的发射,但杂散发射除外。
[来源:RadioRegulation(RR),138]

3.6.3
  信骚比 signal-to-disturbanceratio

规定条件下测得的有用信号电平与电磁骚扰电平之比。
注:在表示“信骚比”这一概念时不使用“信(号)干(扰)比”这一术语。

3.6.4
  信噪比 signal-to-noiseratio

规定条件下测得的有用信号电平与电磁噪声电平之比。

3.6.5
  保护比 protectionratio

装置或设备达到规定性能所需的最小信骚比。

3.6.6
  杂散频率 spuriousfrequency

在某一给定设备上引起不应有响应的电磁骚扰频率。
注:对于一个调谐到频率f0 的接收机而言,由下列公式可知存在许多杂散频率fs:

fs =
1
m
(nfL±fI)

或

fs =
f0

h
式中:

fL  ———本振频率;

fI ———中频;

m,n,h———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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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
  杂散响应抑制比 spuriousresponserejectionratio

在某一设备上产生规定输出功率的某一具有杂散频率(3.6.6)的信号电平与产生同样输出功率的

有用信号电平之比。

3.6.8
  寄生振荡 parasiticoscillation

设备产生的无用振荡。其频率与工作频率无关,与那些产生所需振荡相关的频率也无关。
注:无线电发射机的寄生振荡会产生杂散发射。

3.6.9
  (传输通道的)带宽 bandwidth(ofatransmissionchannel)

传输通道的给定特性偏离其参考值不超过某一规定值或比率时的频带宽度。
注:这个给定的特性可以是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或时延频率特性。

3.6.10
  (发射或信号的)带宽 bandwidth(ofanemissionorsignal)

任一带外频谱分量的电平都不超过参考电平的某一规定百分比的频带宽度。

3.6.11
  宽带骚扰 broadbanddisturbance

带宽大于某一特定测量设备、接收机或敏感装置带宽的电磁骚扰。
注:在某些用途方面,特定频谱分量的宽带骚扰可以认为是窄带骚扰。

3.6.12
  宽带设备 broadbanddevice

带宽足以接受和处理特定发射的所有频谱分量的设备。

3.6.13
  窄带骚扰 narrowbanddisturbance

带宽小于或等于特定测量设备、接收机或敏感装置带宽的电磁骚扰或频谱分量。

3.6.14
  窄带设备 narrowbanddevice

带宽只能满足接受和处理某一特定发射的部分频谱分量的设备。

3.6.15
  选择性 selectivity

接收机分辨给定的有用信号与无用信号的能力或这一能力的度量。

3.6.16
  有效选择性 effectiveselectivity

在规定的特定条件下,例如接收机输入电路过载时的选择性。

3.6.17
  邻频道选择性 adjacentchannelselectivity

用与频道间隔相等的信号间隔所测得的选择性。

3.6.18
  灵敏度降低 desensitization

由于无用信号引起的接收机有用输出的减小。

3.6.19
  交调 cross-modulation

在非线性设备、电网络或传播介质中,因信号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无用信号(3.1.3)对有用信号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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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调制。

3.6.20
  互调 intermodulation

在非线性的器件或传播介质中,一个或多个输入信号的频谱分量相互作用,产生出新的信号分量的

过程,其频率等于各输入信号频谱分量频率的整倍数的线性组合。
注1:互调可以是单个非正弦输入信号或多个正弦或非正弦信号作用于同一或不同输入端引起的。

注2:互调所产生信号分量的频率等于各输入信号分量频率整数倍的线性组合。

3.6.21
  中频抑制比 intermediatefrequencyrejectionratio

当中频信号和调谐频率信号输出功率相等时,在无线电接收机的输入端,任一中频频率上的具有特

定性质信号的功率与调谐频率上的具有相同性质信号的功率之比。

3.6.22
  镜频抑制比 imagerejectionratio

当镜像频率信号和调谐频率信号输出功率相等时,在无线电接收机的输入端,镜像频率上的具有特

定性质信号的功率与调谐频率上的具有相同性质信号的功率之比。

3.6.23
  单信号法 single-signalmethod

在没有有用信号的情况下,接收机对无用信号响应的测量方法。

3.6.24
  双信号法 two-signalmethod

在存在有用信号的情况下,确定接收机对无用信号响应的测量方法。
注:用这种方法时,对每种被测接收机都需规定详细的测量方法和采用的标准。

3.7 功率控制及供电网络阻抗

3.7.1
  输入功率控制 inputpowercontrol

对设备、机器或系统的输入功率进行调节以达到所需的性能。

3.7.2
  输出功率控制 outputpowercontrol

对设备、机器或系统的输出功率进行调节以达到所需的性能。

3.7.3
  周期性通/断开关控制 cyclicon/offswitchingcontrol

重复地接通和断开设备电源的功率控制。

3.7.4
  (控制系统的)程序 program(ofacontrolsystem)

完成规定操作所需的一组命令和信息信号。

3.7.5
  多周控制(按半周的) multicyclecontrol(byhalf-cycles)

改变电流导通半周期数与截止半周期数之比的过程。
注:例如,不同的导通时间和截止时间组合可以改变供给受控负载的平均功率。

3.7.6
  同步多周控制 synchronousmulticyclecontrol

导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与线路电压瞬时值同步的多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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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猝发导通控制 burstfiringcontrol

一种同步多周控制,它的开始时刻与电压零点同步而电流导通时间为完整半周期的整数倍。
注:猝发导通控制用于电阻性负载。

3.7.8
  广义相位控制 generalizedphasecontrol

在供电电压的一个或半个周期内,改变一次或数次电流导通时间间隔的过程。

3.7.9
  相位控制 phasecontrol

在供电电压的一个或半个周期内,改变电流导通起始点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电流过零点或其

附近时导通即终止。
注:相位控制是广义相位控制的特例。

3.7.10
  延迟角 delayangle

电流导通起始点被相位控制所延迟的相位角。
注:延迟角可以是固定的或者可变的,正半周与负半周的延迟角也不必相同。

3.7.11
  对称控制(单相) symmetricalcontrol(singlephase)

由设计成在交流电压或电流的正负半周按同样方式工作的装置所进行的控制。
注:以输入源的正负半周相同为基础:

———如果正负半周的电流波形相同,广义相位控制即为对称控制;

———如果在每个导通周期内正负半周数相等,多周控制即为对称控制。

3.7.12
  不对称控制(单相) asymmetricalcontrol(singlephase)

由设计成在交流电压或电流的正负半周按不同方式工作的装置所进行的控制。
注1:如果电流的正负半周波形不同,广义相位控制即为不对称控制。

注2:如果每个导通周期内正负半周数不相等,多周期控制即为不对称控制。

3.7.13
  周期 cycle

以给定的顺序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或一组(物理)量所呈现的全部状态或量值范围。
[来源:IEC60050-103:2009,103-05-08,有修改]

3.7.14
  工作周期 cycleofoperation

可任意或自动地重复进行的一系列运行。
[来源:IEC60050-151:2001,151-15-12,有修改]

3.7.15
  公共耦合点 pointofcommoncoupling;PCC

供电网络中电气上与特定负载距离最近的点,在这一点已接上或者可以接上其他负载。
注1:这些负载可以是装置、设备或系统,或者是各种用户的设施。

注2:在某些应用方面,术语“公共耦合点”只限于用于公用网络。

3.7.16
  供电系统阻抗 supplysystemimpedance

从公共耦合点看进去的供电系统的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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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7
  供电连接阻抗 serviceconnectionimpedance

从公共耦合点到计量点用户侧之间的连接阻抗。

3.7.18
  安装的设备接线阻抗 installationwiringimpedance

计量点用户侧与一特定接线端之间的接线阻抗。

3.7.19
  设备阻抗 applianceimpedance

从设备电源线远端看进去的设备输出阻抗。

3.8 电压变化与闪烁

3.8.1
  电压变化 voltagechange

在一定但非规定的时间间隔内,电压的均方根值或峰值在两个相邻电平间的持续变动。
注: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均方根值或峰值,并注明。

3.8.2
  相对电压变化 relativevoltagechange

电压变化的幅值与额定电压值之比。

3.8.3
  电压变化持续时间 durationofavoltagechange

电压由初值增大或减小至终值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3.8.4
  电压变化时间间隔 voltagechangeinterval

从一个电压变化的起始点到另一个电压变化的起始点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3.8.5
  电压波动 voltagefluctuation

一系列的电压变化或电压均方根值或峰值的连续变化。
注:根据应用场合选择均方根值或峰值,并注明。

3.8.6
  电压波动波形 voltagefluctuationwaveform

电压波动的时域表征。

3.8.7
  电压波动幅度 magnitudeofavoltagefluctuation

电压波动期间,均方根值或峰值电压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3.8.8
  电压变化发生率 rateofoccurrenceofvoltagechanges

单位时间内电压变化出现的次数。

3.8.9
  电压不平衡 voltageunbalance;voltageimbalance

多相系统中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相电压均方根值或邻相之间的相角不相等。

3.8.10
  电压暂降 voltagedip

电气系统某一点的电压突然下降,经历几周期到数秒的短暂持续期后又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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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EC60050-614:2016,614-01-08,有修改]

3.8.11
  电压浪涌 voltagesurge

沿线路或电路传播的瞬态电压波,其特征是电压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

3.8.12
  换相缺口 commutationnotch

由于变换器的换向动作而出现在交流电压上的持续时间远小于交流电周期的电压变化。

3.8.13
  闪烁 flicker

亮度或频谱分布随时间变化的光刺激所引起的不稳定的视觉效果。
[来源:IEC60050-614:2016,614-01-28]

3.8.14
  闪烁计 flickermeter

用来测量闪烁量值的仪器。
[来源:IEC60050-614:2016,614-01-30,有修改]

3.8.15
  闪烁感觉阈值 thresholdofflickerperceptibility

引起确定的抽样人群闪烁感觉的亮度或频谱分布的最小波动值。

3.8.16
  闪烁应激性阈值 thresholdofflickerirritability

确定的抽样人群可容忍而不会引起不适感觉的亮度或频谱分布的最大波动值。

3.8.17
  停闪频率 fusionfrequency

临界闪烁频率 criticalflickerfrequency
刺激视觉的交变频率,在一组给定条件下,高于这一频率的闪烁是感觉不到的。
[来源:IEC60050-845:2020,845-22-093,有修改]

3.8.18
  短时闪烁值 short-termflickerindicator

Pst

在一个规定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的时段内,所评定的闪烁值。
注:根据IEC61000-4-15,该持续时间一般为10min。

3.8.19
  长时闪烁值 long-termflickerindicator

Plt

在一个规定的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时段内,用连续的短时闪烁指示值(Pst)所评定的闪烁值。
注:根据IEC61000-4-15,该持续时间一般为2h,使用12个连续的Pst值来评定。

3.8.20
  (供电电压的)短时中断 shortinterruption(ofsupplyvoltage)

供电电压消失一段时间,其中断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内。
注:供电电压降低到额定电压的1%以下,持续时间的下限通常为十分之几秒,上限通常约为1min(或在某些情况

下可达3min),可认为是短时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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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风险评估

3.9.1
  电磁兼容风险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risk

产品因设计而导致出现电磁兼容问题的概率,在测试环境下为通不过电磁兼容测试的概率。

3.9.2
  EMC理想模型 EMCidealmodel

不产生任何EMC风险的产品设计模型。

3.9.3
  EMC风险要素 EMCriskelement

影响产品EMC性能或风险的因素,通常在EMC理想模型中定义,是EMC风险评估的关键点。
注:包括电子电气设备内EMC风险要素和电子电气系统内EMC风险要素。

3.9.4
  EMC风险评估信号 EMCriskassessmentsignal

按EMC理想模型对产品中信号属性进行重新划分后而形成的各类信号。
注:通常包括“脏”信号、“干净”信号、噪声信号和敏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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