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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 GB/T 16821 – 1997。 

本标准与 GB/T 16821 – 1997 版本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本标准的格式是按 GB/T 1.1-2000 的要求编写的； 

——第 1 章中适用范围增加了通信用高频开关组合电源、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通信用交流稳

压设备及移动通信手机用充电器等通信用电源设备； 

——第 2 章中删除了对 GB/T 7260-87、GB/T 10292-88、IEC 1000-4-5:1995 和 IEC CISPR 22:1993  

等标准的引用；增加了 GB 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YD/T 625 《杂音计技术条件》、

YD/T 731—2002《通信用高频开关整流器》、YD/T777—1997《通信用逆变设备》、YD/T 983 《通

信用电源设备电兼容性限值及测量方法》和 YD/T 1095-2000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等

标准的引用； 

——修订第 4 章，增加了电话衡重杂音电压值、峰-峰杂音电压值等通信用电源设备专用的定义；

见本版第 3章; 

——修订 4.2 并联工作定义，改不同规格为同规格；见本版 3.10; 

——按照 GB 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标准》： 

修订 5.2，用安全试验替代电气绝缘强度试验；见本版 5.22; 

修订 5.2.2，用抗电强度试验替代绝缘试验；见本版 5.22.2; 

——增加 5.17 接触电流试验； 

——修订 5.11，用电磁兼容试验替代电磁干扰试验。增加谐波电流限值、电压起伏和闪烁限值、

静电放电抗扰性、辐射电磁场抗扰性、电快速瞬变脉冲群、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性、浪

涌（冲击）抗扰性、电压暂降及电压短时中断抗扰性等试验。相关内容均引用 YD/T 983-1998

《通信电源设备电磁兼容性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的规定；见本版 5.24; 

        用传导骚扰限值替代传导干扰； 

        用辐射骚扰限值替代辐射干扰； 

——增加 5.8.2 负载效应试验、5.8.3 源效应试验、5.16 中线电流试验、5.18 蓄电池管理及保护

功能试验、5.23.5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试验、5.23.6 输入电流谐波成分试验、5.23.7 输入频率

变化范围试验、5.23.8 输入频率跟踪范围试验、5.23.9 输入频率跟踪速率试验等； 

——修订 5.13，杂音电压试验电路中 2μF/100V 无极性电容器串联在杂音计输入端；见本版 5.11

中图 5; 

——修订 5.13.1.1，增加杂音计应符合 YD/T 625 的规定；见本版 5.11.1.2; 

——修订 5.14.4，改“启动时间”试验为“软启动时间试验”；见本版 5.6.1; 

——增加了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基本要求,见本标准的规范性附录 A; 

——YD/T 585、YD/T 637、YD/T 731、YD/T 733、YD/T 777、YD/T 1058、YD/T 1074 及 YD/T 1095

等标准是各类通信用电源设备技术指标与进行试验项目的依据。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普天通信电源集团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艾默生网络能源公司、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晓祥、胡先红、王英、郑振英、胡怡、陈重发、郑松梅。 

本标准于 1997 年 05 月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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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电源设备通用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用电源设备(以下简称受试设备)通用试验项目试验的一般规定：试验用仪器仪表

设备及要求、试验部位、试验条件和方法、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通信用的整流器、高频开关组合电源、直流—直流变换设备、逆变设备、配电设备、

交流稳压电源设备、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及移动通信手机用充电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导则：冲击 

    GB/T 2423.9－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b：设备用恒定湿热 

GB/T 2423.10－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 和导则：振动(正弦)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T 3873－1983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4943—20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YD/T 282           通信设备可靠性通用试验方法 

YD/T 625           杂音计技术条件  

YD/T 731—2002     通信用高频开关整流器 

YD/T777—1999      通信用逆变设备 

YD/T 1095—2000    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 

 

3 定义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话衡重杂音电压值  psophometrically weighted noise voltage   

通信用电源设备输出电压中的交流分量，通过 YD/T 625 杂音计标准规定的“电话衡重加权网络”，

测得的杂音电压值。 

3.2  峰—峰杂音电压值  peak to peak noise voltage  

通信用电源设备输出电压中交流分量的峰—峰值。 

3.3  宽频杂音电压值  wide-band noise voltage  

通信用电源设备输出电压中一定频带内的交流分量方均根值。 

3.4  离散频率杂音电压值  discrete frequency noise voltage  

通信用电源设备输出电压的交流分量中各个频率的准峰值。 

3.5  反灌杂音电流 refleoted cnrrent 

    输入用直流供电的受试设备运行中直流电流中产生的脉动成份。 

3.6  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 refleoted wiod band noise cnrrent 

输入端反灌杂音电流宽频有效值与输入直流电流额定值之比。 

3.7  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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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ted relative psophometrically weighted noi se current 

输入端反灌杂音电流中，用 YD/T 625 杂音计标准规定的“电话衡重加权网络”测得的杂音电流值与

输入直流电流额定值之比。 

3.8  直流配电设备电压降  

 voltage drop of battery discharge circuit in a D.C distribution equipment  

从直流配电设备的蓄电池端子到直流配电设备的负载端子通以该设备额定电流时的电压降。 

3.9  主保护接地点  main protection earthing point   

受试设备工作时不带电的的金属外壳或机架上设置的与本体连通的接地螺母或螺柱。 
3.10  并联工作  working in parallel   

同型号规格的同种设备输出并联工作状态。 

3.11  均分负载  load sharing   

多台受试设备并联工作时，各台受试设备自动输出比例相同的电流。 

3.12  定点  setting working point   

在给定条件下调整受试设备输出（或输入）的电流（电压）工作点。 

3.13  限流  cukrent limitting    ． 

    工作在稳压状态的受试设备在输出电流超过该设备产品标准规定限流值时，输出电压自动降低限制

输出电流上升的状态。 

3.14  三遥  remote controlling，signalling and measuring   

对受试设备的遥控、遥信和遥测。 

3.15  本地三遥  local controlling，signalling and measuring 

将受试设备的监控单元用直接连线的方式与监控设备(中心)相连，通过监控设备(中心)对受试设备进

行遥控、遥测和遥信。 

3.16  远程计算机三遥  remote computer controlling，signalling and measuring 

受试设备的监控单元通过通信网络与计算机终端连接，并通过计算机终端对受试设备进行遥控、遥

测和遥信。 
 

4 试验的基本要求 

 

4.1  试验环境条件 

在本标准中，除气候环境试验和可靠性试验外，其它试验均在下述正常大气条件下进行。 

环境温度：15～35℃。 

相对湿度：45%～75%RH。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4.2  受试设备的配置与要求 

4.2.1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输出容量、监控装置等进行配置。 

4.2.2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使用说明规定的安装方法，连接输入、输出、保护接地等相应的线路 

4.2.3  受试设备在通电前尽可能的与环境温度平衡。 

4.2.4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对受试设备进行加载预热。 

4.3  试验用测量仪器仪表 

4.3.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应有合格证书、在有效期内的计量检定证书。 

4.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应采用比受试设备技术指标至少高一个等级，且具有足够的分辨率、准确度 

和稳定度。  

4.3.3  试验用测量仪器仪表及设备的基本要求见附录 A。 

 

5 试验方法 



 

                                                                                                     ３              

 

5.1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范围试验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范围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范

围。 

5.1.1  试验电路见图 1。 

 

 

 

 

 

 

 

 

 

图 1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测试电路 

    注：按不同类型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输入、输出端连接。 

5.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不同类型受试设备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按以下配置。仪器仪表的量程均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值。 

a) 交流输入、直流输出受试设备 

输入端用：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调压装置； 

输出端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及可调节阻性负载器。 

b) 交流输入、交流输出受试设备 

输入端用：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调压装置； 

输出端用：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可调节线性负载器。 

c) 直流输入、直流输出受试设备 

输入端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及直流电源调节装置； 

输出端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及可调节阻性负载器。 

d) 直流输入、交流输出受试设备 

输入端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及直流电源调节装置； 

e) 输出端用：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可调节线性负载器。 

5.1.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电压范围进行调节； 

    b)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出电压、电流范围进行调节； 

    c) 测量和记录输入、输出电压或电流连续变化范围内各种组合状态极限条件下的数据。 

5.2  输入过压、欠压保护与告警性能试验 

输入过压、欠压保护与告警性能试验适用于测量或观察受试设备输入过压、欠压保护值及动作可靠

性。 

5.2.1  试验电路见图 1。 

5.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见 5.1.2 

5.2.3  试验条件和方法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过压及欠压值； 

    a)  调节输入电压值至过压保护值（过压告警及过压关断）或欠压保护值，受试设备应出现相应的保护

及告警； 

    b)  调节受试设备的输入电压值、从高于过压保护值降低至过压保护值以下（或从低于欠压保护值升至

欠压保护值以上），受试设备的保护及告警消失、恢复正常。 

c)  测量和记录输入过压值、欠压值及告警与保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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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输入缺相告警性能试验 

输入缺相告警性能试验、适用于观察受试设备缺相告警与保护动作的可靠性。 

5.3.1  试验电路见图 1。 

5.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示波器及可调节负载器。 

5.3.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制造缺相状态，受试设备应出现相应的告警或保护动作； 

b) 测量和记录交流输入缺相告警或保护状态。 

5.4  输出过压、欠压保护与告警试验 

输出过压、欠压保护与告警性能试验、适用于测量或观察受试设备输出过压、欠压保护值及动作可

靠性。 

5.4.1  试验电路见图 1。 

5.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见 5.1.2 

5.4.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调节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值至其标准规定的过压保护值（过压告警及过压关断），受试设备应出

现相应的保护及告警； 

b)  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恢复至过压保护值以下、受试设备的保护及告警消失； 

c)  调节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值至标准规定的欠压保护值，受试设备应出现相应的保护及告警； 

d) 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恢复至欠压保护值以上、受试设备的保护及告警消失。 

5.5  均分负载（并机）性能试验 

均分负载（并机）性能试验适用测量具有并联工作性能的受试设备在并联工作条件下，受试设备的

性能指标。 

5.5.1  试验电路见图 2。 
 

 

 

 

 

 

 

 

图 2  均分负载性能试验电路 

5.5.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及可调节负载器。 

5.5.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连接 N 台受试设备； 

b)  定点：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电压为出厂整定值、输出总负载电

流为 50 % （或中间）额定值，测量、记录各单台受试设备的输出电流值； 

c)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负载均分范围内调整负载电流，测量、记录总负载电流及各单台受试 
设备的输出电流值； 

d)  根据测试记录数据，不同受试设备的均分负载不平衡度分别按相应标准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 

整流器设备、变换设备等按 YD/T 731-2002 中公式(1)； 

逆变设备按 YD/T 777-1999 中公式(6)； 

不间断电源按 YD/T 1095-2000 中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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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启动性能试验 

5.6.1  软启动时间试验方法 

软启动时间试验适用于测量具有软启动性能的受试设备，从开机启动至输出电压上升到设定值的过

程时间。 

5.6.1.1  试验电路见图 1。 

5.6.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数字存贮示波器及可调

节负载器。 

5.6.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预调：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节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电压为出厂整定值、负载电流为

100 % 额定值，保持调节状态不变、关断受试设备输入电源； 

b) 测试：重新启动受试设备；用数字存贮示波器记录从开机到输出电压上升到设定值的整个过程； 
c) 判读：从数字存贮示波器的记录，测量开机到输出电压上升到设定值的时间间隔为软启动时间。 

5.6.2  开机输入冲击电流试验 

开机输入冲击电流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由于开机启动引起的输入冲击（浪涌）电流变化的过程

及冲击电流峰值。 

5.6.2.1  试验电路见图 3。 

5.6.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与受试设备 大开机输入冲击电流相对应的电流表传感器、100MHz 数字存贮记忆示波器、交直流电压表、

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及可调节负载器。 

5.6.2.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预调：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重复开关受试设备达 5 次以上，每次间隔时间 1min 以上，用示波器捕捉开机冲击电流信号，记录  

大冲击信号的峰值； 

    注：由于 EMI 电路所产生的μs级冲击电流不考虑。 

c）  根据电流传感器的变比和示波器衰减比率计算出实际冲击电流值。 

 

 

 

 

 

 

 

 

 

图 3 开机输入冲击电流试验电路 

5.6.3  开机特性试验 

开机特性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开机正常启动工作过程。 

5.6.3.1  试验电路见图 3。 

5.6.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直流电压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示波器及可调节负载器。 

5.6.3.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预调：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重复开关受试设备达 5次以上，每次间隔时间 1min 以上； 

c）  每次开机受试设备应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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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开机输出电压过冲试验 

开机输出电压过冲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开机过程中输出电压过冲程度。 

5.6.4.1  试验电路见图 4。 

5.6.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100MHz 数字存贮记忆示波器、交直流电压表、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

置及可调节负载器。 

5.6.4.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预调：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分别在输出 0、50%、100%额定负载状态调整受试设备； 

 

 

 

 

 

 

 

 

 

图 4 开机输出电压过冲试验电路 

b） 用示波器分别测量、记录受试设备输出 0、50%、100%额定负载状态时的开、关机过程输出电压 

冲击峰值与稳态输出的电压差。 

5.7  效率与功率因数试验 

    效率和功率因数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规定的条件下的效率和功率因数。 

5.7.1  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受试设备的效率和功率因数试验 

5.7.1.1  试验电路见图 1 

5.7.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及调压装置与

可调节负载器。 

所用仪器仪表的量程均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值。 

5.7.1.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输入为额定电压值、输出为额定电流值和稳压上限电压值； 

注：需在不同工作条件下测量其效率和功率因数时其方法相同。 

c)  输入端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直接记录或打印交流输入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测量数据。 

d） 输出端直流电压、电流表直接记录直流输出功率测量数据。 

e） 以直流输出功率和交流输入有功功率之比计算效率。见公式（1）。 

      η＝
UI

P
 ×100%………………………………………………………（1） 

式中： 

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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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输出电压稳压上限值，V； 

    I——额定负载电流值，A； 

    P——输入交流有功功率，W。 

5.7.2  交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受试设备的效率和功率因数试验 

5.7.2.1  试验电路(见图 1) 

5.7.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调压装置与可调节线性负载器。 

所用仪器仪表的量程均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值。 

5.7.2.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输入为额定电压值、输出为额定电流值和稳压上限电压值； 

注：需在不同工作条件下测量其效率和功率因数时其方法相同。 

c)  输入端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直接记录或打印交流输入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测量数据。 

d） 输出端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直接记录或打印交流输出有功功率。 

e） 以交流输出功率和交流输入有功功率之比计算效率。见公式（2）。 

       η＝
Pi

P
 ×100%…………………………………………………………（2） 

式中： 

η——效率，％； 

Pi——输出交流有功功率，W。 

P—— 输入交流有功功率，W。 

5.7.3  直流输入、直流输出的受试设备的效率试验 

5.7.3.1  试验电路(见图 1)。 

5.7.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直流电压表、分流器、直流电流表及直流电源调节装置与可调节负载器。 

所用仪器仪表的量程均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值。 

5.7.3.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输入为额定电压值、输出为额定电流值和稳压上限电压值； 

注：需在不同工作条件下测量其效率和功率因数时其方法相同。 

c)  输入端直流电压、电流表测量、计算输入功率。 

d） 输出端直流电压、电流表测量、计算输出功率。 

e） 以直流输出功率和直流输入功率之比计算效率。见公式（3）。 

      η＝
U2·I2

U1·I1
 ×100%……………………………………………………………（3）  

 式中： 

η——效率，％； 

U2——输出直流额定电压值，V 

I2——输出直流额定电流值，A 

U1——输入直流额定电压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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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输入直流额定电流值，A 

5.7.4  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受试设备的效率和功率因数试验 

5.7.3.1  试验电路(见图 1)。 

5.7.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直流电压表、分流器、直流电流表、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交流电压表、互感器、交流电流表及直

流电源调节装置与可调节线性负载器。 

所用仪器仪表的量程均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量值。 

5.7.3.3  试验条件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输入为额定电压值、输出为额定电流值和稳压上限电压值； 

注：需在不同工作条件丁测量其效率和功率因数时其方法相同。 

c)  输入端直流电压、电流表测量、计算输入功率。 

d） 输出端交流数字功率分析仪直接记录或打印交流输出有功功率和功率因数测量数据。 

e） 以交流输出功率和直流输入功率之比计算效率。见公式（4） 

         η＝
P2

P1
 ×100% ＝

P2

U1·I1
  ×100%…………………………………………（4） 

式中： 

η——效率，％； 

P2——输出有功功率，W  

P1——输入功率值，W  

U1——输入直流额定电压值，V 

I1——输入直流额定电流值，A 

5.8  稳定工作性能试验 

    稳定工作性能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及稳定工作状态下的各性能指标。 

5.8.1  稳压精度试验 

稳压精度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电压稳定偏差程度。 

5.8.1.1  试验电路(见图 1)。 

5.8.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直流电压表、交直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及可调节负载器。 

5.8.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定点：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输入电压为额定值，以 50％额定负载电流值，调整受试设备的 

 输出电压至整定值并以此为标准值； 

注：为保证测量、计算结果的精度，输出电压测量值应至少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b)  受试设备有较宽的输出电压范围，则取浮充下限、浮充上限、均衡上限三个输出电压为定点值； 

c)  在输入电压允许变化的范围内逐一测量输出电压并填入表 1 中 

d)  在负载电流允许变化的范围内逐一测量输出电压并填入表 1 中。 

e)  依照表 1 记录的数据，按公式（5）计算受试设备的稳压精度： 

                 δ＝
U-U0

U0
 ×100% …………………………………………………………（5） 

式中： 

δ —— 稳压精度，%； 

U  —— 分别为测得电压的 大值和 小值； 

U。—— 输出电压标准值。 

表 1  稳压精度测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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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电流下限值    负载电流 50%   负载电流 100% 

             A                A                A 
输出电压标准值

U0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测量值 

输入上限     

额定值     

 

浮充 

 

下限 

 

 

 

 输入下限     

输入上限     

额定值     

 

浮充 

 

上限 

 

 

 

 输入下限     

输入上限     

额定值     

 

均充 

 

上限 

 

 

 

 输入下限     

注：1.输出电压标准值 U0简化测试时可选一项进行。 

    2.可用于负载调整率与电网调整率的测量记录。 

5.8.2  负载效应（负载调整率）试验 

负载效应（负载调整率）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仅由于输出负载的变化引起输出电压稳定偏差程

度。 

5.8.2.1  试验电路(见图 1)。 

5.8.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同本标准 5.8.1.2  

5.8.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定点：按受试设备规定的输入电压为额定值，以 50％额定负载电流值，调整受试设备的输出电

压至整定值并以此为标准值； 

b) 保持输入电压为额定值； 

c) 在输出负载电流为5 % 额定值及 100 % 额定值分别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电压值记入表 1； 

d) 依照表 1 记录的数据，按公式（5）计算负载调整率。 

5.8.3  源效应（电网调整率）试验 

源效应（电网调整率）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仅由于输入电源的变化引起输出电压稳定偏差程度。 

5.8.3.1  试验电路(见图 1)。 

5.8.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同本标准 5.8.1.2  

5.8.3.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定点：按受试设备规定的输入电压为额定值，以 50％额定负载电流值，调整受试设备的输出电  

 压至整定值并以此为标准值； 

b) 保持输出为50％额定负载电流值； 

c) 调整输入电压在允许 高及 低值，分别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电压值记入表 1； 

d） 依照表 1 记录的数据，按公式（5）计算电网调整率 

5.8.4  稳流精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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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流精度试验适用于测量具有稳流性能的受试设备输出电流稳定偏差程度。 

5.8.4.1  试验电路(见图 1)。 

5.8.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同本标准 5.8.1.2  

5.8.4.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定点：按受试设备规定输入电压为额定值，输出电压范围的中间值调整负载电流 50％额定值 

为稳流整定值并以此为标准值； 

注：为保证测量、计算结果的精度，输出电流测量值应至少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b)  在输入电压允许的变化范围内逐一测量输出电流并填入表 2 中； 

c)  在输出电压允许的变化范围内逐一测量输出电流并填入表 2 中； 

d)  依照表 2 记录的数据，按公式（6）计算受试设备的稳流精度。 

δi ＝
I-I0

I0
 ×100% …………………………………………………………（6） 

式中: 

δi —— 稳流精度，%； 

I  —— 分别为测得电流的 大值和 小值； 

I。—— 输出电流标准值。 

5.8.5  温度系数试验 

温度系数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仅由于温度的变化引起输出电压、电流稳定偏差程度。 

5.8.5.1  试验电路(见图 1)。 

5.8.5.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表 2  稳流精度测量记录 

  输出电压下限值   输出电压中间值   输出电压上限值 

               V                V                V 
输出电流整定值

I0(A) 
输入电压 

               输出电流测量值 I，（A） 

输入上限     

额定值     下限值 

 

 

 

 输入下限     

输入上限     

额定值     50%值 

 

 

 

 输入下限     

输入上限     

额定值     额定值 

 

 

 

 输入下限     

a）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同本标准 5.8.1.2； 

注:用于测量输出电压、电流的仪表应保留小数点后 3位测量值； 

b） 试验在高低温环境试验系统（人工气候室、高低温试验箱）中进行，应符合GB 2423.1、GB 242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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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受试设备置于高低温环境试验系统中间部位、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调整； 

b） 通常试验三种环境温度：工作环境温度下限值、25℃和工作环境温度上限值； 

c） 当受试设备处于本标准 5.8.5.3b)中的任一种工作温度并达到其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 

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以及热稳定时间后，记录此刻工作环境温度和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稳

压设备)或电流(稳流设备)值； 

   d)  重复 5.8.5.3.c)记录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三种环境温度下的测量数据； 

   e)  根据 5.8.5.4 计算方法计算出规定全部的温度系数并取 大值。 

5.8.5.4  计算方法 

    温度系数计算公式： 

                            温度系数（下降）=                     % 

                                                                

                                                                          ……………………………………(7) 

                            温度系数（上升）=                      % 

式中： 

t0 ——  20 ℃； 

t 下 —— 工作温度下限值； 

 t 上—— 工作温度上限值； 

Vt0  —— 直流输出电压整定值； 

Vt 下 ——工作温度下限时的直流输出电压值； 

Vt上 ——工作温度上限时的直流输出电压值。 

5.9  输出电流限制性能试验 

输出电流限制性能试验适用于测量具有电流限制功能的受试设备在输出负载电流超过规定的限流值

时，保护受试设备的特性。 

5.9.1  试验电路(见图 1)。 

5.9.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同本标准 5.7.1.2； 

5.9.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调整输出负载电流，使其达到规定的限流值，观察输出电压并进一步调节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

下降到超出受试设备的稳压精度，该点为限流点，记录限流电流值和电压值： 

c） 比较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限流特性曲线，继续增加负载电流，分别记录每一组电流值和输出 

电压值，直至输出电压下降到低于规定的输出下限值时，根据记录绘制出限流特性曲线。 

5.10  过载能力试验 

    过载能力试验适用于测量具有过载指标要求的受试设备的过载能力。 

5.10.1  试验电路(见图 1)。 

5.10.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交直流电压表、交直流电流表、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输入电源调节装置、输出可调负载器、 

秒表； 

5.10.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节输入电源、输出负载； 

    b) 记录受试设备达到过载时的输出电压、电流及时间，以及受试设备正常与否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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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杂音电压、杂音电流试验 

    杂音电压、杂音电流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本身产生的杂音电压、电流对供电电源及负载的影响

程度。 

5.11.1  电话衡重杂音电压试验 

    电话衡重杂音电压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直流输出端电话衡重杂音电压对其用电设备的电性能

影响的程度。 

5.11.1.1  试验电路 

 

 

 

 

 

 

 

 

 

图 5 杂音电压试验电路 

5.11.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杂音计（应符合 YD/T 625）、交直流电压表、电压、电流表及输入电压调节装置与阻性可调节负 

载器； 

b） 杂音计测量输入端串联 2μf/100V 无极性电容器。 

5.11.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杂音计测量线（按本标准 5.11.1.2.b）尽可能短的接入受试设备输出端； 

c） 用杂音计“电话衡重”测量方式、测量输出端电话衡重杂音电压值。 

5.11.2  宽频杂音电压试验 

    宽频杂音电压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直流输出端叠加的宽频杂音电压对其用电设备的电性能影

响的程度。 

5.11.2.1  试验电路(见图 5) 

5.11.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见本标准 5.11.1.2 

5.11.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杂音计测量线（按 5.11.1.2.b）尽可能短的接入受试备输出端； 

c)  用杂音计“宽频”测量方式、测量输出端宽频杂音电压值。 

5.11.3  离散频率杂音电压试验 

    离散频率杂音电压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直流输出端叠加的离散频率杂音电压对其用电设备的

电性能影响的程度。 

5.11.3.1  试验电路(见图 5) 

注:用 30MHZ频谱分析仪替代图中的杂音计 

5.11.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频谱分析仪（频宽：9kHz～30MHz）、交直流电压表、电压、电流表及输入电压调节装置与阻性可 

调节负载器； 

b)  频谱分析仪测量输入端串联 0.1μf/100V 无极性电容器。 

5.11.3.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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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频谱分析仪测量线（按 5.11.3.2.b）尽可能短接入受试备输出端； 

c) 用频谱分析仪根据受试设备技术标准分频段测量输出端离散频率杂音电压值。 

5.11.4  峰-峰杂音电压试验 

    峰—峰杂音电压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直流输出端叠加的峰—峰杂音电压(一定频宽)对其用电设

备的电性能影响的程度。 

5.11.4.1  试验电路(见图 5) 

注:用 20MHZ模拟示波器替代图中的杂音计 

5.11.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20 MHz 模拟示波器、交直流电压表、电压、电流表及输入电压调节装置与阻性可调节负载器； 

b)  示波器用电须经隔离变压器与市电隔离且示波器机壳不接地。 

5.11.4.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示波器测量探头尽可能短或绞线接入受试备输出端； 

c） 示波器水平扫描低于 0.5s 测量输出端峰-峰值杂音电压值。 

5.11.5  输入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试验 

    输入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试验适用于测量直流供电的受试设备输入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对与

受试设备共用直流电源的其它通信设备电性能影响程度。 

5.11.5.1  试验电路(见图 5) 

5.11.5.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图 6   输入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试验电路 

输入电流取样装置（或 0.5 级 75mV 分流器）、高输入阻抗的真方均根值宽频杂音电压表或 

a) 具有真方均根值测量功能的示波器； 

b) 直流电源调节装置、直流电压、电流表、可调节负载器； 

5.11.5.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用宽频杂音电压表或示波器与杂音电流取样装置测量输入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值。 

c） 调整输出负载记录测试数据。 

5.11.6  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试验 

    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试验适用于测量直流供电的受试设备输入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

电流对与受试设备共用直流电源其它通信设备电性能影响的程度。 

5.11.6.1  试验电路(见图 6) 

5.11.6.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输入电流取样装置（或 0.5 级 75mV 分流器）、符合 YD/T 625-93 杂音计； 

b) 直流电源调节装置、直流电压、电流表、可调节负载器； 

5.11.6.3  试验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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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调整受试设备； 

b)  用杂音计与杂音电流取样装置测量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值。 

c)  调整输出负载记录测试数据。 

5.12  直流配电电压降试验 

    直流配电电压降试验适用于测量直流配电设备内部的直流电路电压降 

5.12.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毫伏表、直流电源、可调节负载器。 

5.12.2  试验部位 

    受试设备的蓄电池输入端子或直流输入端子到负载端子之间。 

5.1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     

    b)  通以直流额定电流。用直流毫伏表直接测量受试设备的蓄电池端子到负载端子之间的电压降。 

注：若环境温度超过 20℃，受试设备电压降应按公式(8)计算； 

U20 = 
Ut（1+20a）

1+αt
 ……………………………………………………（8） 

式中： 

U20—— 20℃时直流配电设备电压降值，mV； 

Ut—— t℃时直流配电设备电压降值，mV； 

    α———— 铜导体电阻温度系数； 

    t ———— 测试时的环境温度，℃。 

5.13  动态响应试验 

动态响应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输入电压、输出负载突变和切换过程中输出电压变化对负载影

响的程度。 

5.13.1  输入交流电压突变试验 

    输入交流电压突变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因输入交流电压突变而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 

5.13.1.1 试验电路(见图 1) 

5.13.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100MHz 存储记忆示波器,电源突变装置且该突变装置应满足： 

    a)  受试设备输入视在功率的 120％以上； 

    b)  可调范围应大于受试设备的输入突变范围； 

    c)  突变上升值和下降的幅值和时间应满足受试设备的技术标准。 

5.13.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额定值调整受试设备； 

b)  输入电压从额定值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正向阶跃幅值和时间突变，测量并记录输出电压变 

化的突变值和恢复时间； 

c)  输入电压从额定值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负向阶跃幅值和时间突变，测量并记录输出电压变 

化的突变值和恢复时间。 

5.13.2  输入直流电压突变试验 

    输入直流电压突变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因输入直流电压突变而引起输出电压的变化 

5.13.2.1  试验电路(见图 1) 

5.13.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100MHz 存储记忆示波器、直流电源突变装置且该突变装置应满足： 

    a)  受试设备输入视在功率的 120％以上； 

    b)  可调范围应大于受试设备的输入突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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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突变上升值和下降的幅值和时间应满足受试设备的技术标准。 

5.13.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值调整受试设备； 

b) 直流输入电压从额定值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正向阶跃幅值和时间突变，测量并记录输出电 

压变化的突变值和恢复时间； 

c) 直流输入电压从额定值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的负向阶跃幅值和时间突变，测量并记录输出电 

  压变化的突变值和恢复时间； 

5.13.3  输出负载电流突变试验 

    输出负载电流突变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因输出负载电流突变而引起的输出电压的变化 

5.13.3.1  试验电路(见图 1 ) 

5.13.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100MHz 存储记忆示波器、负载突变装置且该突变装置应满足：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突变范围； 

    b)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突变时间； 

5.13.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技术标准规定额定值调整受试设备； 

b)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负载突变范围进行“突加”或“突减”负载； 

 c)  用示波器捕捉突加或突减时输出电压的波动幅值和恢复时间并记录测量数据。 

5.14  转换时间试验 

    转换时间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输入交直流转换时输出状况 
5.14.1  试验电路 

 

 

 

 

 

 

 

 

 

 

                                 图 7  转换时间试验电路 

 

5.1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输入交流稳压调节装置、蓄电池或直流电源； 

b） 100MHz 数字存储示波器、可调节线性负载器。 

5.14.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输出额定值调整受试设备； 

 b)  用人工操作方法进行逆变与旁路状态的转换； 

 c)  用数字存储示波器记录转换过程中输出电压波形并测量其转换时间。 

5.15  保护接地试验 

    保护接地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主保护接地点与可能触及金属部分的接地电阻。 

5.15.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毫欧表、凯文电桥或数字微欧仪。 

5.15.2  试验部位 

     受试设备主保护接地点与柜壳或应予接地的导电金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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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断开受试设备与供电网络及负载间的连接，并清洁测量点； 

b） 用毫欧表（凯文电桥或数字微欧仪）分别测量主保护接地点与柜壳或其它应接地的导电金属之

间的电阻值。 

5.16  中线电流试验 

    中线电流试验适用于测量三相交流供电的受试设备中线电流值。 

5.16.1  试验电路 

    见图 8 
 

 

 

 

 

 

 

 

 图 8   中线电流试验电路 

5.16.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输入电压表、中线电流表、输入电压调节装置； 

b） 输出电压、电流表、可调节负载器。 

5.16.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输出额定值调整受试设备； 

 b)  从中线电流检测装置读取中线电流。 

5.17  接触电流（对地漏电流）试验 

    接触电流试验适用于交流供电的受试设备对地漏电流的测量。 

5.17.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配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配置。 

5.17.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漏电流测试仪及相应测试仪。 

5.17.3  试验方法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输入、输出额定值工作； 

b)  按 GB 4943-2001 中 5.1 分别测量输入相线、中线与保护地间的漏电流值。 

5.18  蓄电池管理及保护功能试验 

    蓄电池管理及保护功能试验适用于具有蓄电池管理及保护功能的受试设备。 

5.18.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连接蓄电池、监控系统。 

5.18.2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管理功能：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检查受试设备是否具备相应的蓄电池管理功能； 

b)  保护功能：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检查受试设备蓄电池保护电路和保护功能。 

5.19  本地、远程计算机三遥试验 

    本地、远程计算机三遥试验适用于观察和测量受试设备通过计算机接口、网络接口和通信网络与 计

算机通信时，计算机对受试设备的三遥性能。 

5.19.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连接计算机系统(包括支持软件)、调制解调器或其他网络接口、通信线、 

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频率计、直流电压表、直流电流表、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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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受试设备、监控系统应正常运行； 

b)  记录实测模拟量和对应的计算机显示模拟量； 

c） 通过计算机对受试设备进行遥控，记录设备受控状态； 

d） 在受试设备上模拟故障和恢复，记录故障状态及计算机响应情况； 

e） 根据受试设备技术标准和有关规定，对计算机应用软件规定的功能进行验证，记录验证结果。 

5.20  温升试验 

    温升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额定条件下各部件的温升，温升试验可与合适的其他项目合并进行。 

5.20.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热电偶、温度计或其他热传感器件。 

5.20.2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在额定条件下工作； 

b) 受试设备在 不利散热的条件下进行温升试验； 

c)  受试设备达到热稳定后对指定的受试部位进行温升测试。 

注：同一测量点连续两次测量间隔，温度变化不超过 1℃则认为已达到热稳定。 

5.21  音响噪音试验 

    音响噪音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正常运行时产生的音响噪音。 

5.21.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声级计。 

5.21.2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受试设备按技术条件在额定条件正常运行； 

    b)  受试设备周围 2m 内没有声音反射的场所； 

    c)  测量应在正对受试设备操作面，垂直距离 1m，受试设备高度的 1／2 处，取至少两点作为测试点，

测量时，测试话筒正对受试设备噪音源，取噪音 严重一点的值为测试值； 

    d)  测试按 GB/T3768—1996 的规定进行，采用 A 声级计，测试时应尽量避免周围环境噪音对测量结

果的干扰；当在每个测量点上测量 A 声级时，若与背景噪音的 A 声级之差小于 10dB 时，则应按

GB/T3768—1996 中表 2 所列修正量对所测得的 A声级加以修正。     

5.22  安全试验 

    安全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电气绝缘状况 

5.22.1  绝缘电阻测量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绝缘电阻值。 

5.22.1.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绝缘电阻表（兆欧表）应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5.22.1.2  试验部位 

    a)  彼此无电连接的电路之间； 

    b)  电路与机壳之间。 

5.22.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受试设备应与外部供电网络和负载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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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受试设备输入(输出)端子与主电路相连的电容器以及半导体器件的各级端子应短接或断开； 

  c)  主电路中的开关器件常开触点均应闭合或短接； 

  d)  主电路中不能承受试验的器件应从电路中拆除或短接； 

  e)  辅助设备(如系统控制装置、风机)与主电路无电连接，则应与柜壳相接。若与主电路有电连接 

则应断开。插入的或多端子的印刷板和组件可以拔下； 

  f)  用绝缘电阻表测量所应测量的部位与机壳间及相互部位间的绝缘电阻值。 

5.22.2  抗电强度（绝缘强度）试验 

 抗电强度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电气绝缘耐受电压程度的能力，进行抗电强度（绝缘强度）试验

前应先测量其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大于 1 MΩ时才能进行。 

5.22.2.1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频率为 50Hz，试验电压及漏电流范围、精度和容量应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要求的试验设备。 

5.22.2.2  试验部位 

    试验电压根据受试设备技术标准施加于： 

    a)  输出端子与柜壳之间； 

    b)  输入端子与柜壳之间； 

    c)  输入端子与输出端子之间； 

    d)  交流配电设备的各相之间； 

    e)  控制电路对地。 

5.22.2.3  试验电压和漏电流 

    a)  试验电压和漏电流应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b)  受试设备技术标准中未规定的应按照 GB 4943 的规定进行； 

c） 当受试设备不便施加交流试验电压时，可以施加与上述规定试验电压的峰值相等的直流试验电       

压； 

5.22.2.4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本标准 5.22.1.3 分开相应的部位 

b） 试验电压从零升至规定电压值的时间应不大于 10s：或者由规定电压值的 50％开始，以每级为

规定值的 5％的有级调整方式上升至规定值，到达规定值后维持 1min，漏电流应符合受试设备

技术标准规定； 

c） 出厂检验时，可在 1 s 内逐渐施加到规定的试验电压值， 

d） 重复的电气绝缘强度试验应降低前次试验电压 15％的试验电压进行； 

5.23  交流电能质量试验 

    交流电能质量试验适用于测量交流输出的受试设备输出电性能对负载的影响程度。 

5.23.1  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总含量试验 

    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总含量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总含量。 

5.23.1.1  试验电路 

    见图 1 

5.23.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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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失真度测量仪、交流数字分析仪接入受试设备输出端。 

5.23.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受试设备按技术标准规定额定条件下运行； 

b） 用失真度测量仪或交流数字分析仪直接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端的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总含量。 

5.23.2  交流输出频率稳定精度试验     

    交流输出频率稳定精度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的输入电压和负载在其技术标准规定范围内变化时，

交流输出频率稳定精度。 

5.23.2.1  试验电路 

    见图 1 

5.23.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用频率计、交流数字分析仪接入受试设备输出端。 

5.23.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受试设备按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条件运行； 

b） 用频率计或交流数字分析仪直接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端的交流输出频率的 大及 小值； 

c） 按公式(9)计算输出频率稳定精度δf值。 

maxH

H
f f

ff −
=δ ×100%    ………………………………………（9） 

式中： 

δf——输世频率稳定精度，％； 

    f——输出频率的 大值或 小值，Hz； 

    fH——额定频率，Hz。 

5.23.3  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偏差试验 

    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偏差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技术标准规定范围内变化时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偏

差。 

5.23.3.1  试验电路 

    见图 1 

5.23.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相位测试仪、示波器、交流数字分析仪接入受试设备输出端。 

5.23.3.3  试验方法与步骤 

a)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额定条件运行； 

b)  用相位测试仪、示波器或交流数字分析仪直接测量受试设备输出端的交流输出电压相位偏差值。 

5.23.4  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度试验 

按 YD/T 1095–2000 中 5.10 的规定进行。 

5.23.5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试验 

      按 YD/T 1095–2000 中 5.17 的规定进行。 

5.23.6  输入电流谐波成分试验 

按 YD/T 1095–2000 中 5.3 的规定进行。 

5.23.7  输入频率变化范围试验 

按 YD/T 1095–2000 中 5.4 的规定进行。 

5.23.8  输入频率跟踪范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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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YD/T 1095–2000 中 5.5 的规定进行。 

5.23.9  输入频率跟踪速率试验 

按 YD/T 1095–2000 中 5.6 的规定进行。 

5.24  电磁兼容试验 

5.24.1  传导骚扰限值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5.5.1 的要求进行。 

5.24.2  辐射骚扰限值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5.5.2 的要求进行。 

5.24.3  谐波电流限值试验 

    按 YD/T 983-1998 中的 6.3 的要求进行。 

5.24.4  电压起伏和闪烁限值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6.5 的要求进行。 

5.24.5  抗扰性试验 

5.24.5.1  静电放电抗扰性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7.4.1 的要求进行。 

5.24.5.2  辐射电磁场抗扰性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7.4.2 的要求进行。 

5.24.5.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7.4.3 的要求进行。 

5.24.5.4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性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7.4.4 的要求进行。 

5.24.5.5  浪涌（冲击）抗扰性试验 

    按 YD/T 983 中 7.4.5 的要求进行。 

5.24.5.6  电压暂降、电压短时中断抗扰性试验 

    按 YD/T 983 – 1998 中 7.4.6 的要求进行。   

5.25  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可靠性指标。 

可靠性试验的试验方法按 YD/T 28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其试验条件、试验方案、试验时间、失效判

据等按受试设备的技术标准规定。 

 根据受试设备的使用特点，可以采用现场试验的方法。但应符合 YD 282 中关于现场试验的特殊规定。 

5.26  环境试验 

环境试验适用于人工的方法创造各种环境条件，模拟客观环境的影响，以测量受试设备的环境适应

性能。 

5.26.1  低温工作温度下限试验 

低温工作温度下限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低温工作温度环境条件下，受试设备的适应性能。 

5.26.1.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在额定输入、输出状态。 

5.26.1.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人工气候室、低温试验室或低温箱；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1.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1 试验 Ad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低温工作温度下限±3℃； 

b) 试验持续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c) 试验持续时间内每隔 15min 记录受试设备的状态与相应参数。 

5.26.2  低温贮存、运输温度下限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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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贮存、运输温度下限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低温贮存、运输温度环境条件下，受试设备的

适应性能。 

5.26.2.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 

5.26.2.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人工气候室、低温试验室或低温箱；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2.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1 试验 Ad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低温贮存、运输温度下限±3℃； 

b）  试验持续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c）  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后，试验温度应恢复到正常工作温度； 

d）  试验温度恢复后对受试设备通电，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输入、输出进行测量与记录。 

5.26.3  高温工作温度上限试验 

高温工作温度上限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高温工作温度环境条件下，受试设备的适应性能。 

5.26.3.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在额定输入电压、额定输出电压、电流时进

行试验。 

5.26.3.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人工气候室、高温试验室或高温箱；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3.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2 试验 Bd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高温工作温度上限±3℃； 

b)  试验持续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c)  试验持续时间内每隔 15min 记录受试设备的状态与相应参数。 

5.26.4  高温贮存、运输温度上限试验 

高温贮存、运输温度上限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高温贮存、运输温度环境条件下，受试设备的

适应性能。 

5.26.4.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 

5.26.4.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人工气候室、高温试验室或高温箱；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4.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1 试验 Ad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温度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高温贮存、运输温度上限±3℃； 

b)  试验持续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d）  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后，试验温度应恢复到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的正常工作温度； 

e）  试验温度恢复后对受试设备通电，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输入、输出进行测量与记录。 

5.26.5  恒定湿热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在恒定湿热环境条件下，受试设备的湿热适应性能。 

5.26.5.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 

5.26.5.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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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工气候室、高温恒定湿热试验室；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5.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9 试验 Cb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严酷等级(温度、相对湿度、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b)  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后，试验温度、湿度应恢复到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正常工作温度、湿度； 

c)  试验温度恢复后对受试设备通电，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输入、输出及安全性能进行 

   测量与记录。 

5.26.6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耐受机械振动适应性能。 

5.26.6.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 

5.26.6.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振动试验台；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6.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10 中试验 Fc 的试验方法进行。 

采用运输试验代替振动试验时，按 GB／T 3873—1983 附录 A中的 A10 公路运输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严酷等级(频率范围、振幅值和持续时间)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的规定； 

b）  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后对受试设备通电、观察，按受试设备技术标准规定的额定输入、输出及安 

全性能进行测量与记录。 

5.26.7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适用于测量受试设备耐受机械冲击的适应性能。 

5.26.7.1  试验配置 

    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的规定，此时受试设备应无包装。 

5.26.7.2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及要求 

a)  冲击试验台； 

b)  符合受试设备技术条件规定的相关试验用仪器仪表。 

5.26.7.3  试验方法与步骤 

按 GB/T 2423.5 试验 Ea 的试验方法进行； 

a)  试验严酷等级(加速度、保持时间、冲击次数、波形)按受试设备技术条件的规定； 

b)  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后对受试设备通电、观察，按额定输入、输出及安全性能进行测量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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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用仪器、仪表、设备基本要求 

 

A.1  单相/三相稳压可调电源 

单相或三相额定电压：220V 或 380V；0～130%可调；功率 15 kVA～150 kVA（功率大于 5～10 倍受试

设备输入功率）。 

A.2  单相/三相阶跃可调电源 

    单相或三相额定电压：220V 或 380V；阶跃范围：额定值到±30%连续可调；阶跃时间：不大于 1ms；

输出波形不间断；功率 15 kVA～150 kVA（功率大于 5～10 倍受试设备输入功率）。 

A.3  单相/三相变频电源 

    频率 47.5 Hz～52.5 Hz 可调，功率大于 3～5倍被测整流器。 

A.4  仪表用单相电源隔离变压器 

主要用于：由交流市电供电的测量仪器仪表与受试设备输入交流市电的隔离之用。要求隔离变压器 

的输入市电相线、中线及地线与输出 220V 完全隔离。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应大于用电仪器功率的总和 

1 倍以上。 

一般为：220V/1kVA 

A.5  可调节阻性负载器 

应满足受试设备的输出电压范围及 0～125% 额定电流范围； 

并具有 5%、25%、50%、75%、100%、125% 额定负载的连续调节功能及微量调节功能； 

A.6  仪表用交流电流互感器（或其他交流电流测量装置）——用于扩大交流电流量程 

大量程应满足受试设备的 大输入电流（交流）120%；精度：0.2 级 

A.7  仪表用直流电流分流器——用于扩大直流电流量程 

按受试设备直流输出电流系列要求配备各档分流器；精度：0.2 级。 

A.8  交/直流数字多用电压表 

交流量程：0～600V；直流量程：0～200 V、0～200 mV；精度：0.5 级 

A.9  直流数字电压表 

    量程：0 V～200V；精度：0.1%±1 个字；分辨率：4 位半以上。 

A.10  交流数字电压表 

    量程：0 V～1000V；精度：0.2%±1 个字；分辨率：4 位半以上。 

A.11  数字存储示波器 

带宽：100 MHz；采样率：不低于 200Msa/s；分辨率：8bit；通道数：2 通道；时基：5ns/div～50s/div； 

A.12  模拟示波器 

    带宽：20 MHz；扫描：50ns/div～50s/div； 

A.13  高低频杂音计 

应符合 YD/T 625 杂音计标准规定 

具有：频率带宽：15 Hz～30 MHz 且分为 3.4 kHz～150 kHz 与 0.15 MHz～30 MHz 两种频带；“电话 

衡重加权网络”；75Ω、600Ω、10kΩ高阻三种输入阻抗；0.1mV～100V 测量范围。 

A.14  单相/三相交流参数数字分析仪 

具有适用于市电单相或三相电源的功能；能同时进行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功率因数等项目的 

测试；电压、电流、频率等测量范围应满足受试设备的规定； 

A.15  选频电平表（或频谱分析仪） 

    频率带宽： 0.3 kHz～30 MHz 

A.16  绝缘电阻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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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电压：DC 500V；量程：0～1000 MΩ 

A.17  绝缘强度测试仪 

测试电压：AC/DC 0～5000V；漏电流量程：0～100 mA：测试时间控制：0～60s； 

A.18  声级计 

    量程：0 dB～100 dB；A 计权工作方式。 

A.19  恒温、恒湿试验箱 

    温控范围：应不低于本标准要求。 

    温控误差：± 1 ℃ 

    容积：应不小于 5～10 倍被测样品的体积。 

A.20  振动、冲击试验台 

应符合本标准相关试验条件。 

A.21  低温低气压试验箱 

低温、低气压范围：应不低于本标准要求。 

控制误差：温度± 1 ℃ 

          压力±0.5kPa 

容积：应不小于 5～10 倍被测样品的体积。 

A.22  电磁兼容测试设备 

a)  传导骚扰限值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5.5.1.1～5.5.1.4 要求； 

b)  辐射骚扰限值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5.5.2.1～5.5.2.4 要求； 

c)  谐波电流限值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1998 中 6.3.1 要求； 

d)  电压起伏和闪烁限值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6.5.1 要求； 

e)  抗骚扰性测试设备： 

1)  抗静电放电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1.2 要求； 

        2)  抗电磁场辐射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2.2 要求； 

        3)  抗电快速瞬变脉冲群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3.2 要求； 

        4)  抗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4.1 要求； 

        5)  抗浪涌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5.2 要求； 

        6)  抗电压暂降、电压短时中断骚扰测试设备应符合 YD/T 983 - 1998 中 7.4.6.2 要求。 

A.23  对地漏电流测试设备 

    对地漏电流测试设备应满足 GB 4943 – 2001 中 5.1 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