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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木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EC 61000-4-8:1993《电磁兼容 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8分部

分;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木标准规定了电气和电子设备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的试验等级和力法等

    本标准是《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系列国家标准之一，该系列标准目前包括以下标准:

    GB/T 17626.1--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抗扰度试验总论

    GB厂T 17626.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 17626.7---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供电系统及所连设备谐波、谐间波的测量和

                            测量仪器导则

    GB/T 17626.8-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9-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0-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11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 1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R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C和附录D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联合工作组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电力工业部武汉高压研究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乌R雄、万保权、蒋虹、聂定珍、郎维川、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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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国际电工委员会GEC)是由所有参加国的国家电土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

化组织。其宗旨是促进电气和电子技术领域有关标准化的全部问题的国际 致 为此.除开展其他活动

之外.还出版国际标准，并委托技术委员会制定标准 对制定项目感兴趣的任何IEC国家标准化组织

(ISO)按照两组织间的协商确定的条件密切合作。

    2)由于各技术委员会都有来自对相关制定项目感兴趣的所有国家的代表.所以IEC对有关技术内

容作出的正式决定或协议都尽可能地表达国际一致的意见

    3)所产生的文件可采用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以推荐的为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

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一致，IEC国家委员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把IEC国际标准转化为其国家标准

和地区标准，对相应国家标准或地区标准与IEC国际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均应在标准中清楚地说明「

    国际标准IEC 61000-4-8是由IEC技术委员会77(电磁兼容)的77B(高频现象)分技术委员会制定

的。

    该标准是IEC 61000的第4部分的第8分部分，按照IEC 107导则，‘已具有基础EMC出版物地位

    本标准文本基于下表中的文件:

DIS 表决报告

77B(CO)7 77B(CO)13

上表中的表决报告中可找到表决通过本标准的全部信息。

附录A和附录B是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附录C和附录D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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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引言

本标准是工EC 6100。系列标准的一部分，该系列标准构成如下

第一部分:综述

综合考虑(概述、基本原理)

定义、术语

第二部分:环境

环境的描述

环境的分类

兼容性水平

第三部分:限值

发射限值

抗扰度限值(由于它们不属于产品委员会的责任范围)

第四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测量技术

试验技术

第五部分:安装和减缓导则

安装导则

减缓方法和装置

第六部分:通用标准

第九部分:其他

每一部分又可分为若干分部分，它们作为国际标准或技术报告出版。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国家 标 准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cn/T 17626.8一1998
idt IEC 61000-4-8:1993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s-

Power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immunity tes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运行条件下的设备对下述场所中的工频磁场骚扰的抗扰度要求:

        一住宅区和商业区;

    一一 上矿企业和发电厂;

    — 中压、高压变电所〔1

    对安装在不同地点的设备.本标准的适用性由第3章中所指出的现象而定

    本标准不考虑在电缆中或现场设施的其他部件中的容性和感性祸合而引起的骚扰。与此有关的传

导骚扰在其他标准中考虑

    本标准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性和重复性的基准.以评价处于工频(连续和At时)磁场中的家

用、商业和工业用电气和电子设备的性能。

    本标准规定了以下儿项:

    — 推荐的试验等级;

      一 试验设备;

    一一试验布W,;

          试验程序

    对其他类别的磁场也将制定标准;

    -一 其他电源频率的磁场(16先Hz-20 Hz或30 Hz-400 Hz) ;

    一一谐波电流磁场(100 Hz--2 000 Hz);

    -一 高频磁场(频率最高至150 kHz，例如对于电源网络的信号系统);

    一一 直流磁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IEC 68-1:1988 环境试验 第一部分:总论和导则

3 概述

设备所遭受的磁场可能影响设备和系统的可靠运行

当设备遭受与其特定位置和安装条件<例如设备靠近骚扰源)相关的工频磁场时‘本标准的试验可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8一12一14批准 1999一12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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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设备的抗扰度。

    I -频磁场是由导体中的土频电流产生的，或极少量的由附近的其他装置(如变压器的漏磁通飞所价

生。

    对于邻近导体的影响，应当区分以F两种不同情况:

      一正常运行条件卜的电流.产生稳定的磁场，幅值较小;

      一 故障条件下的电流，能产生幅值较高、但持续时间较短的磁场，直到保护装置动作为d_(熔断z11-

动作时问按几ms考虑，继电器保护动作时问按儿s考虑)。

    稳定磁场试验适用十公用或工业低压配电网络或发电厂的各种型式的电气设备。

    故障情况下短时磁场试验要求与稳定磁场的试验等级不同，其最高等级主要使用于安装在电力设

施‘}‘的设备〔

    试验磁场波形为工频的正弦波形

    许多情况下(居民区内、变电所和正常条件卜的发电厂)，谐波产生的磁场可忽略不;曰勺但是 在如

重〔业区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大功率换流器)，谐波产生的磁场是不可忽略的，这将在未来本标准的修订

版中考虑。

4 定义

    本标准使用下述定义和术语，并只适用于磁场骚扰方面，这些术语并非全部包括在(>B%"t  I365

1995中。

4. 1  EUT  equipment under test
    受试设备.

4.2 感应线圈 induction coil

    具有确定形状和尺寸的导体环，环中流过电流时，在其平面和所包围的空问内产生确定的磁场

4. 3 感应线圈因数 induction coil factor

    尺寸一定的感应线圈所产生的磁场强度与相应电流的比值.磁场强度是在没有受试设备的情况下.

在线圈平面中心处所测得的

4.4 浸人法 immersion method

    将磁场施加于EUT的方法，即将EUT放在感应线圈中部(图l)

4. 5 邻近法 proximity method
    将磁场施加于EUT的方法。用 一个小感应线圈沿EUT的侧面移动，以便探测特别灵敏的部位

4.6 接地(参考)平面(GRP)  ground (reference) plane(GRP)

    一块导电平面，其电位用作公共参考电位

4. 7 去祸网络、防逆滤波器 decoupling network,back filter
    用于避免与磁场试验以外的设备产生相互影响的电路

5 试验等级

    稳定持续和短时作用的磁场试验等级的优先选用范围在表1和表2中给出。

                                    表 I 稳定持续磁场试验等级

等 级 磁场强度 A/ai

l

争
呜一

吕

j

4

匕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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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强度用A/m表示，1 A%。相当1自由空问的磁感应强度为1. 26 f, 'f

                                表 2 15一35的短时试验等级

注:"x”是一个开放等级，可在产品规范中给出。

有关试验等级选择的资料在附录C中给出。

有关实际等级的资料在附录D中给出

6 试验设备

    试验磁场由流人感应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用浸人法将试验磁场施加到受试设备

    应用浸人法试验的例子见图 10

    试验设备包括电流源(试验发生器)、感应线圈和辅助试验仪器。

6.1 试验发生器

    试验发生器输出波形应与试验磁场的波形一致，并能为6.2中规定的感应线圈提供所需的电流。

    发生器容量的大小应由线圈阻抗而定，线圈电感可在2. 5 pH (l m的标准线圈)到几p}H(如G川[.

1mX2.6m的矩形感应线圈，参见6-2)的范围内。

    试验发生器的技术参数如下:

    -一 电流.由所选择的最高试验等级和感应线圈因数(参见6.2.2和附录A)确定 感应线圈因数的

范围在。87 m ‘(对台式设备或小型设备试验用的1 m标准线圈)到。66 m一 '(对立式设备或大型设备

试验用的1mX2.6m矩形感应线圈)之间:

        -姗路情况下的可操作性;

    一一低压输出端与接地端相连(该接地端与实验室的安全地相连):

    一一采取预防措施，防正可能注人供电网络或影响试验结果的强骚扰发射

    本标准所考虑的电流源(即试验发生器)的特性和性能在6.1.1中给出

6.1.1 试验发生器的特性

    典型的电流源山一台调压器(接至配电网)、一台电流互感器和一套短时试验的控制电路组成 发生

器应能在连续方式和短时方式下运行。其特性如下:

    技术参数

    稳定持续力式工作时的输出电流范围:1Av100A，按线圈因数划分;

    短时方式工作时的输出电流范围:300 Â -1 000 A，按线圈因数划分;

    输出电流的总畸变率:小于80c;

      短时方式工作时的整定时间:1ŝ 3s

    注 标准线圈的电流输出范围.稳定持续方式时为1. 2 A- 12o A.短时方式时为350八一1 200 A

      输出电流波形为正弦波。

      发生器原理图如图艺所示。

6门.2 试验发生器特性的校验

      为了比较不同试验发生器所得的试验结果，应对其输出电流参数的基本特性进行校验门

    应校验与6.2. la)中规定的标准感应线圈相连的发生器的输出电流;连接线应使川不长一f3 m,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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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适中的双绞线

    应该校验山发生器产生的骚扰发射(参见6.1 ),

    校验的特肚有:

        一输出电流值;

          总畸变率

    应使川电流探头和具有一2"0准确度的测量仪表来校验

62 感应线圈

6.2门 感应线圈的特性

    与前面规定的(参见6.1.1)试验发生器相连接的感应线圈，应产生与所选试验等级和规定的均匀

N,相对应的磁场强度。

    感应线圈应由铜 铝或其他导电的非磁比材料制成，其横截面和机械结构应有利于在试验期间使线

圈稳定。

    上述线圈可产生本标准所考虑的磁场;线圈可以是’‘单匝，线圈，并应具有合适的通流容量，即叮满

足所选试验等级的需要。

      为了减小试验电流，可使用多匝线圈。

    感应线圈应具有适当的尺寸，以包围EUT(在二个互相垂直的方位卜、

    根据HUT的人小.可使用不同尺寸的感应线圈。

    下A推荐的尺寸可以在整个EUT(台式设备或立式设备)体积内产生磁场，其偏差为土3dB

    附录B中给出f感应线圈的磁场分布特性

    a)用于台式设备的感应线圈

    对小to.设备(如计算机监视器、电度表、程控发射机等等)试验时，标准尺寸的感应线圈是边长为

1 m的止方形，或直径为1。:的圆形，由截面较小的导体制成

    标准正方形线圈的试验体积为。6 mXO. 6 mXO. 5 m(高度)

    为了使场均匀性比3 dB更好或对更大的设备进行试验，可使用标准尺寸的双重线圈(亥姆霍兹线

圈)

      双重线圈(亥姆W-兹线圈)应由有适当间隔的两个或多个线圈组成(见图61图B4,图B5),

    间隔距离为0. 8 m的标准尺寸双重线圈，其场均匀性为3 dB的试验体积为。. 6 m X 0. 6 m X I n

(高度)

      例如，对少0. 2 dB不均匀性，亥姆霍兹线圈的尺寸及间隔距离如图6所示

    b)用于立式设备的感应线圈

      感应线圈应根据EUT尺寸和场的不同极化方向制造。

      线圈应能包围EUT，其大小应使得线圈的一边到EUT外壳的最小跟离等于所考虑FU下尺寸的

  1了3

      线圈应由横截面较小的导体制成

      注 Eti T尺寸可能较大，感应线圈可由“c，形截面或“’厂”形截面的导体制成 以便有足够的机械稳定h'I

      试验体积由线圈的试验面积(每条边的60̀;0 X60%)乘以高度(对应于线圈较短一边的50百)来决

  定

  6.2.2 感应线圈的校准、线圈因数

      为了能够比较不同试验设备所得的试验结果，感应线圈应在其运行条件下(即在试验之前 线圈内

  无E UT的自由空间条件下)进行校准〕

      一个相对于EUT尺寸合适的感应线圈应采用绝缘支撑.放置在距实验室墙壁和其他磁性物体至

  少1 III远的地方 .并应与 6.12中规定的试验发生器相连接。

      应使用合适的磁场探头来校验由感应线圈产生的磁场强度。



Gs%T 17626.8 -1998

    磁场探头应放在感应线圈中心(在没有EUT时)并具有适当的方向性以探测磁场强度的最大值

    应调整感应线圈中的电流。以得到由试验等级规定的磁场强度‘

    校准应在土频 卜进行

    校准时应带有试验发生器和感应线圈:

    线圈因数由上述过程确定(和校验)

    线圈因数给出了获得所需的试验磁场而注人到线圈中的电流值(H(7)

    有关试验磁场测量的资料在附录A中给出。

6. 3 试验仪n和辅助仪器

63门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包括用于调节和测量注人感应线圈电流的电流测量系统(探头和仪表)「

    注 电源、控制和信号线路卜的终端网络、防逆滤波器等‘是其他试验中试验布置的一部分、这甲可保留

    电流测量系统是一套经过校准的电流测量仪、探头和分流器。

    测量仪表的准确度应为土2个

6.3.2 辅助仪$a

    辅助仪器包括模拟器以及操作和校验受试设备技术性能必需的其他仪器

7 试验布置

试验布置包括以下几个方而:

一一接地(参考)平面(GRP)

-一 受试设备(EUT) ;

    感应线圈:

一一试验发生器

试验磁场如果干扰试验仪表和其他试验装W.附近的敏感设备，则应采取预防措施

试验布置的例子在下述图中给出:

图3为台式设备试验布置示意图;

图4为立式设备试验布置示意图1

  接地(参考)平面

接地(参考)平面(GRP)应放置在试验室内‘受试设备(EUT)和辅助试验设备应放在GRP上，并与

连接。

GRP应是。25 mm厚的非磁性金属薄板(铜或铝);也可用其他金属薄板，但其厚度最小应为

  m m

GRP的最小尺寸为1vixlm

GRP的最终尺寸取决于EUT大小。

GRP应与实验室的安全接地系统连接

  受试设备

I

RP

肠

2

又

G

已

又

    受试设备的布置和连接要满足其功能要求。没备应放在GRP上。两者之间有(0. 1 m厚的绝缘(如

十木块)支撑

设备外壳应经EUT的接地端子直接与GRP上的安全接地连接。

供电、输人和输出回路应与电源、控制和信号源连接。

    应使用由设备制造商提供或推荐的电缆

缆 所有电缆应有1 m的长度暴露于磁场中

。若没有推荐，应采用一种适合于受试设备信号的无屏蔽电

如果有防逆滤波器，它应接在离EUT有上

通信线(数据线)应使用技术规范或标准中

m电缆长度处，并与接地平面连接

规定的电缆连接到E U I' o



GB/T 17626.8-1998

了.3 试验发生器

    试验发生器应放在距感应线圈不超过3m远处 发生器一端应与GRP连接

74 感应线圈

    在6. 2. 1中规定的感应线圈应围住放在其中心处的EUT。根据6.2. la)和柳中规定的一般准则，

在不同垂直方向上试验时，可选择不同尺寸的感应线圈

    在垂直位置(水平极化场)使用的感应线圈可直接与GRP连接(在一根垂直导体的根部),GRP作

为底边耐成为线圈的一部分。这时，从EUT到GRP的最短距离为0. 1 m是足够的

    感应线圈应以与6.2.2中规定的校准过程相同的方式与试验发生器相连L

    试验中选择的感应线圈应在试验方案中规定.，

8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应包括:

    一 实验室参考条件的校验:

          设备正确操作的预校验;

    ---一 进行试验;

    -一试验结果的评价

8门 实验室参考条件

    为使环境参数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减至最小，试验应在8.1.1和8.1.2中规定的气候和电磁参考条

件下进行。

8.1.1 气候条件

    试验应按照工EC 68-1的标准气候条件进行:

    一 温度:1石C一35C;

        一相对湿度:25%-75%;

      一大气压力;86 kPâ-106 kPa,
    注:其他的取值可以在产品规范中给出。

812 电磁条件

    实验室的电磁条件应能保证正确操作EU T，而不致影响试验结果 否则‘试验应在法拉第笼中进

行

    特别是，实验室的背景电磁场应至少比所选定的试验等级低20 d13

8. 2 进行试验

    试验应根据试验方案进行，包括对EUT技术规范中所规定的性能的校验。

    电源、f言号和其他功能电量应在其额定的范围内使用。

    如果不能得到实际的操作信号，则可采用模拟信号。

    应在施加试验磁场之前进行设备性能的预校验。

    应采用浸人法对EUT施加试验磁场，其布置如7. 2中所规定

    试验等级不应超过产品的技术规范。

    注 为r探测EUT的最敏感侧/位置(主要是对固定式的设备而言)，可采用邻近法进行试验，这种方法不用丁检

        验。图吕给出了由邻近法施加试验场的示例

    根据试验方案中确定的试验磁场的类型(稳定持续的或短时的)，其强度和试验的持续时问应决定

于所选的试验等级

    a)台式设备

    设备应处于6.2. la)中所规定、图3所示的标准尺寸((1 mxl m)的感应线圈产生的试验磁场中

    随后感应线圈应旋转900。以使EUT暴露在不同方向的试验磁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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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立式设备

    设备应处于6. 2. lb)中所规定的适当大小的感应线圈所产生的试验磁场中;试验应通过移动感应

线圈来重复进行，在每个正交方向对EUT的整体进行试验

    试验应以线圈最V-边的50%为步长，沿EUT的侧面将线圈移动到不同的位置重复进行

    注:以线圈最短一边边长的50%为步长移动感应线圈，使试验磁场相互重叠

    为了使EUT暴露在不同方向的试验磁场中，感应线圈应旋转 900,接着按相同的程序进行试验「

9 试验结果和试验报告

    本章给出了对与本标准有关的试验结果的评价和试验报告的指导性原则。

    山于受试设备和系统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使得确定试验对设备和系统的影响变得比较困难

    若专业委员会或产品技术规范没有给出不同的技术要求.试验结果应该按受试设备的运行条件和

功能规范进行如下分类:

    I)在技术要求限值内性能正常;

    2)功能或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3)功能或性能暂时降低或丧失，但需操作者干预或系统复位。

    4)因设备(元件)或软件损坏，或数据丢失而造成不能白行恢复至正常状态的功能降低或丧失

    设备不应由于应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而出现危险或不安全的后果。

    验收试验时，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的说明必须在专门的产品标准中加以描述

    一般地，如果设备在整个试验期间显示出其抗扰度，并且在试验结束后.EUT满足技术规范中的功

能要求，则表明试验合格。

    技术规范中可以定义对EUT产生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可认为是较小的，因而是可接受的〔

    对于这些情况，应确认设备在试验结束后能自动恢复其运行功能的能力;应记录设备大去其性能的

时间间隔。

    这些确认与试验结果的评价是密不可分的。

    试验报告应包括试验条件和试验结果。

EUT

//一谈

一ELJT /H II
/ 一飞户
GRP N华

台式设备 立式设备

图 1 用浸人法施加试验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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诩
川韭

俐

浏

仁卜

厂一-一一。

至配电网电源 至感应线圈

刊 j

图 2

调压器:C 控制回路;T。 变流器

工频磁场试验发生器的原理图

图 3 台式设备的试验布置

通信线路;F:UI 受

至试验发生器

L

朽

GRP 接地平面;C: 供电回路;A 安全接地;C 信号回路;S

试设备;B一至电源:I,.-感应线圈八)一至信号源、模拟器;r:

                          图 4 立式设备的试验布置

绝缘支座

接地端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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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弓 用邻近法探测磁场敏感性

。一每个线圈的匝数;。一线圈间的距离; 11一线圈的边长(m)二

  I--电流值(A),H 一磁场强度ca;动If一1.22X"Jb><I

      Ca=6/ 2. 5时，磁场强度的非均匀性为士0.2〔{山

            图 6 亥姆霍兹线圈不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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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感应线圈校准方法

Al 磁场测最

磁场测带是在无 EUT的白由空间条件下进行、并且与实验室墙壁和任何磁性物体的Yti离牵少为

1 m

叮以用按“霍尔效应”制成的校准探头或直径比感应线圈至少小 个数量级的多匝环形探失及l.颇

窄带仪器组成的侧量系统测量磁场。

A2 感应线圈的校准

    应向感应线圈中注人工频校准电流，并用探头测量线圈几何中心的磁场来进行校堆、

    为r得到最大测量值，应调整探头至适当的为向。

    应确定每一个感应线圈的“感应线圈因数’.，即“场强/注入电流”的比值(尸/刀

    在交流电流下确定的“线圈因数”与电流的波形无关，因它是感应线圈的 一个特征参数:因此它可用

于对工频磁场的评价。

    标准尺寸的线圈，线圈因数由其制造商确定.并目在试验前可以通过实验室测星来校验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感应线圈特性

nl 概述

本附录考虑产生试验磁场的问题

在初期阶段，浸人法和邻近法都曾考虑过。为了了解这两种方法在应用时的限制.有此问题己经说

明过

有关取值的理由解释如下。

B2 感应线圈要求

    对感应线圈的要求是“在EUT的空间内.试验磁场允许3 dB容差”，由于在 一个大范围的体积内产

生恒定磁场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并考虑到按 10d下3为级差划分严酷等级，所以这种容差被认为是 种

合理的技术折衷方法。

    对于磁场均匀性的要求仅限于在垂直J -线圈平面的单一方向上。在试验过程中.通过连续转动感应

线圈司以获得不同方向的磁场。

B3 感应线圈特性

    适用于试验台式设备或立式设备的不同尺寸的感应线圈的特性列出如下:

    一 正方形(边长为1 m)感应线圈在其平面上产生的磁场断面图(见图工长};

    一一 正方形(边长为I m)感应线圈在其平面上产生的磁场的3dB区域‘见图工3Z):

      一 止方形(边长为1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直平面卜产生的磁场的 3 dB区域(平直于线圈平面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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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见图B3);

    — 两个相卸 0. 6 m的正方形(边长为1 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直面上产生的磁场的 3dB区域〔垂

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见图B4);
    一 一两个相距 0. 8 m的正方形(边民为1 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直而上_产生的磁场的3川区域(垂

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见图B5);

        矩形〔1mX2.6m)感应线圈在其平面卜产生的磁场的3 dli区域(见图116;

        矩形(I mX2.6m)感应线圈在其平面上产生的磁场的3 dB区域(GRP作为感F17线圈的 一边)

(见图B7):

    — 矩形((1 mX2.6 m 感应线圈(GRP作为感应线圈的一边)在中央垂直面上产'I的磁场的3 dli

区域(垂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见图B8).

    在选择试验线圈的形状、放置和尺寸时，已经考虑了以下几点:

    -一 感应线圈内外的3dB区域是与其形状和尺寸相关的;

      一 对f一个给定的场强.试验发生器的驭动电流、功率和能量正比十感应线圈的尺寸

BQ 感应线圈特性总结

    在不同尺寸线圈的磁场分布数据的基础上，考虑采用本标准巾对不同类别的设备所给出的试验方

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单个边长为lm的正方形线圈，试验体积为0. 6 mX 0. 6 mXO. 5 m(高)(El'T与线圈的最小

跟离为0.2 m);

          双正方形线圈，边长为lm，间隔为0.6m:试验体积U.6mX0.6mXIm(高)(EUT与线圈的

最小距离为0.2 m);线圈的间距增加到0.8m，则可扩大可试验的EUT的最大高度为{2 m〔见中央垂

直面3dB区域)。

          单个矩形线圈，1 mX2.6 m:试验体积0.6 mX0.6 mX2 m(高)(EUT与线圈的最小趴离，在

EUT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分别为。. 2 m和。. 3 m);如果感应线圈被固定在GRP t.，则离GRP有

0. 1 m的距离是足够的。

                                                                                                                              dB

、一沂一公乡

\~

图BI 正方形感应线圈(边长为lm)在其平面仁产生的磁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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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dH

t# 。一3dB

图B2 正方形感应线圈(边长为1111)在其平面土产生的磁场的 3 dB区域

图B3 正方形感应线圈(边长为 1 m)在中央垂直平向上产生的

          磁场的 3dB区域(垂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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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下

阳

1
一

十

3dR

图131 两个相距。.6m的正方形(边长为l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直平向}

产牛的磁场的3dB区域(垂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

图 B; 两个相距0.8 m的正方形(边长为l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肖平面

产生的磁场的 3d }3区域(垂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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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6 矩形(lm又2.6m)感应线圈在其平面上产生的磁场的3dl3区域

，4军

图B7 矩形(lmXZ.6m)感应线圈〔GRP作为感应线圈的一边、

              在其平面上产生的磁场的3dB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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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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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司︸

士3dB

图B8 矩形((1 mX2. 6 m)感应线圈在中央垂直平面上

产生的磁场的3 dB区域(垂直于线圈平面的分量)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试验等级的选择

    试验等级应根据最符合实际的安装和环境条件进行选择

    这些试验等级列于第5章

    抗扰度试验应能达到一定的等级要求，该等级的制定是为r使设备在预期的环境中运行时具备良

好的性能。工频磁场强度的综述见附录B

    试验等级应根据下列情况来选择:

    — 电磁环境;

    — 骚扰源与关心的设备的邻近情况;

    一 兼容性裕度。

    根据一般安装的实际情况，磁场试验的等级选择导则如下:

    1级:有电子束的敏感装置能使用的环境水平。

    监视器、电子显微镜等是典型的这类装置。
    注:90写的计算机屏幕只能容忍1 A/m,因此如果屏幕接近骚扰源，例如变压器或电力线路，在此情况下产品委员

        会应制定较高的耐受水平(亦可采用其他方法，例如将屏幕移到远离骚扰源处)

    2级:保护良好的环境。

    这类环境的特征如下:

      一 不存在像电力变压器这样可能产生漏磁通的电气设备;

    — 不受高压母线影响的区域。

    远离接地保护装置、工业区和高压变电所的住宅、办公室和医院保护区域为这类环境的代表-

    3级:保护的环境。

      环境的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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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可能产生漏磁通或磁场的电气设备或电缆:

— 邻近保护系统的接地装置的区域;

一 远离有关没备(几百米)的中压电路和高压母线

商业区、控制楼、非重工业区以及高压变电所的计算机房为这类环境的代表

4级:典型的 「业环境

环境的特征如下:

一一短支路电力线如母线;

— 一可能产生漏磁通的大功率电气设备:

    保护系统的接地装置;

    与有关设备相对距离为几十米的中压回路和高压母线口

重下业厂矿和发电厂以及高压变电所的控制室可作为这类环境的代表。

5级:严酷的上业环境 「

环境的特征如下:

一 载流量为数十kA的导体、母线或中压和高压线路;

一 保护系统的接地装置;

邻近中压和高压母线的区域;

邻近大功率电气设备的区域

    重工业厂矿的开关站、中压和高压开关站以及电厂可作为这类环境的代表

    K级:特殊环境

    可根据干扰源与设备的电路、电缆和线路等之间的电磁隔离情况，以及设施的特胜采用高于或低 t

匕述等级的环境等级

    应该指出，较高等级的设备线路可以进人严酷等级较低的环境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工频磁场强度的资料

    所考虑的磁场强度的数据给出如下。虽然它并不完全，但是可以作为在不同位置和(或)状态下预期

的磁场强度数据 产品委员会可以在针对每项具体应用选择试验等级时考虑这此数据.

    这些数据是从可获得的参考文献和(或)测量结果中得出的。

    a)家用电器

    对25类基本型式的l0。种不同电器产生的磁场进行调查的结果给出于表Dl.磁场强度和电器设

备的表面状况有关(这是相当有限的)，而在较大程度上与距离有关。如果在离电器设备距离lm或lm

以外.对设备从各个方向进行测量时，磁场强度的变化仅为此距离下预期最大值的10%一ZO写。对电器

设备所在的室内测得的背景磁场强度在0. 05 A/m-0. l A/n，之间。

    民用低压电力线路故障时，产生的磁场强度比规定的要高些，其程度取决于每个设备的短路电流;

而其持续时问的数量约为几百ms，其长短取决于所安装的保护装置。

            表Dl 家用电器(25种基本类型中的10。个不同装置)产生的最大磁场强度值

一
至装置表面的距离 d一 o.3m

95%的测量值

最高测量值

0. 0; A /m-10A/n,

        21 A/-

< 0. I A /m

0.4A%m

b)高压线路

由7̀磁场强度取决于线路结构、负荷和故障情况，因此磁场横向分布对确定电器设备所处的空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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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环境有很大的意义

高压线路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一般资料在IEC 61000-2-3中给出。

实际磁场测量值见表D2

表D2 400 kV线路产生的磁场强度俊

线路杆塔 「

10A/m/kA

档距中央线下

16 A/rti/kA

横向6p离301

约前述俏的1/3

c)高压变电所内

220 kV和400 kV高压变电所实际磁场测量值见表D3

表D3 高压变电所区域的磁场强度值

                变电所 220kV 村okV

与载流约为0., kA的线路连接的母线下 } 14 A /m {

在继电器房(亭)

在约0.弓m处记录结果二3.3A/in

      在电压互感器附近:

      d=0.1 m:7.0八/m

      d一0.3- 1.1 A/m

在设备房 最大值为0.7 A/m

d)发电厂和工矿企业

下表中所列的是对发电厂不同区域的测量结果，其中人部分供电线路和电器设备的类型是和工矿

企业相类似的。

磁场强度实测值见表D4

表 D4 电厂中的磁场强度值

0.sm 1川 1.sm

14- 85 13.5̂ -71 8.5~一35

一

          5t7

6.决

8~ 13 6.5~ 9 3 5一 4. 3 2一夕 4

2，弓

26 1} 7

14 9.6 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