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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北京交通大学!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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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主要涉及确定批量产品电磁兼容符合性的统计考虑(其目的旨在为确定批量生产的电

子及电器产品的电磁兼容符合性提供基于统计技术上的指导)本部分共分
'

章(其主要内容包括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定义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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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一般要求!发射试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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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则应用的特

定要求和抗扰度试验中
-./

"

-./

准则应用的指导)此外(附录
0

给出了确定无线电干扰限值的统计

考虑)附录
1

给出了不完全样本的情况下对无线电骚扰统计参数的分析评估)附录
(

叙述了基于附

加的可接受限值的试验方法的数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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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论及了确定批量产品电磁兼容符合性的统计考虑)

对该统计考虑的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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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干扰的目的在于使大多数合格的产品不再引起干扰+

N

$

!

()*+,

#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的限值不仅要适合单个产品的型式批准(而且要适合批

量生产的产品的型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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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应用统计技术以保证批量生产的产品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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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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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用到每一个国家时(对限值意义的理解应该是相同的(这一点对国际贸易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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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的各国家委员会应努力寻求它们所在国家权威机构的认可)

因此(本部分基于统计技术规定了要求并提供了指导)批量产品的电磁兼容符合性应当基于统计

技术的应用(此技术必须向消费者确保所研究类型的产品的
-./

!以
-./

的置信度符合发射或抗扰度

要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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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给出了这种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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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的一般要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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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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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应用于发

射试验更多的特定要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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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应用于抗扰度试验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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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保护消费者不会获得不符合的产品(但是这并不表示来自于抽样的一批产品将被接受的概率)这

种接受的概率对制造商是非常重要的)附录
0

(给出了更多关于接受概率#制造商的风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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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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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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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有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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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和使批量生产的产品符合该限值的统计抽样方法的解释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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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值是一种推荐给各国权威机构(以便纳入其国家标准!相关法规以及官方规范当中使

用的限值)同时(也建议国际组织使用这些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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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品的型式批准(限值的含义是%在统计学的基础上(至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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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信度!批量生产的产

品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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