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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6113《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为电磁兼容基础标准,由以下四大部

分组成。
第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第1-2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传导骚扰测量的耦合装置;
———第1-3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骚扰功率;
———第1-4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辐射骚扰测量用天线和试验场地;
———第1-5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30MHz~1000MHz天线校准用试验场地;
———第1-6部分:天线校准方法。
第2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第2-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第2-2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骚扰功率测量;
———第2-3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辐射骚扰测量;
———第2-4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抗扰度测量;
———第2-5部分:大型设备骚扰发射现场测量。
第3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技术报告

———第3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技术报告。
第4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第4-1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标准化EMC试验的不确定度;
———第4-2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测量设备和设施的不确定度;
———第4-3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批量产品的EMC符合性确定的统计考虑;
———第4-4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抱怨的统计和限值的计算模型;
———第4-5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替换试验方法的使用条件。
本部分为GB/T6113的第2-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6113.201—2017《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2-1部分: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与GB/T6113.201—201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按等同原则在范围中增加“注”,以体现该EMC基础标准的地位和相关横向技术委员会的产

品(类)标准与基础标准之间的关系及考虑在EMC标准制定方面开展必要的合作;
———增加了4个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增加了缩略语(见3.2);
———增加了EUT布置(见6.4.1);
———增加了多功能设备的工作状态(见6.4.7);
———增加了最大发射布置的确定(见6.4.8);
———增加了测量结果的记录(见6.4.9);
———增加了30MHz~300MHz频率范围使用CDNE的测试设置和程序(见第9章);
———增加了电信端口测量基本要求(见附录G);
———增加了电信端口传导测量说明(见附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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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使用于屏蔽电缆的AAN和AN举例(见附录I)。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CISPR16-2-1:2014《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2-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4343.1—2018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CISRP
14-1:2011,IDT);

———GB/T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EC60050(161):1990,IDT);
———GB/T6113.102—200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2部分:无线电

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传导骚扰(CISPR16-1-2:2006,IDT);
———GB/T6113.402—201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4-2部分:不确定

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测量设备和设施的不确定度(CISPR16-4-2:2014,IDT)。
本部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9)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上海三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容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电磁兼容性检测中心、厦门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陕西海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邢琳、崔强、史贝娜、姜宁浩、章霞、程江河、任平、郭恩全、赵东杰、王鹏。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6113.201—2008、GB/T6113.20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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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
测量方法规范

第2-1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1 范围

GB/T6113规定了9kHz~18GHz频率范围骚扰的测量方法,本部分则规定了9kHz~30MHz
频段的传导骚扰测量方法。使用CDNE测量时,频率范围为9kHz~300MHz。

注:依据IEC107导则,CISPR16-2-2为IEC所属产品委员会使用的基础EMC标准。正如IEC107导则所述,产品

委员会有责任决定该EMC标准的适用性。CISPR及其分技术委员会(对应于国内的SAC/TC79技术委员会

及其分技术委员会)与这些产品委员会在评估其特定产品的特定试验的价值展开合作。上述产品委员会对应

于国内相关的产品技术委员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113.101—201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骚扰

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CISPR16-1-1:2010,IDT)

IEC60050(161)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Electromag-
neticcompatibility)

CISRP14-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Requirementsforhouseholdappliances,electrictoolsandsimilarapparatus—Part1:

Emission)

CISPR16-1-2:2014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2部分:无线电骚扰和

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传导骚扰(Specificationforradiodisturbanceandimmunitymeasuring
apparatusandmethods—Part1-2:Radiodisturbanceandimmunitymeasuringapparatus—Ancillary
equipment—Conducteddisturbances)

CISPR16-4-2 无线电干扰和抗干扰测量设备和方法 第4-2部分:不确定度、统计学和限值建模 
测量仪器的不确定性(Specificationforradiodisturbanceandimmunitymeasuringapparatusandmethods—

Part4-2:Uncertainties,statisticsandlimitmodelling—UncertaintyinEMCmeasu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IEC60050(1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测量辅助设备 ancillaryequipment
与测量接收机或试验信号发生器相连,用于受试设备(EUT)和测量或试验设备之间传送骚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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