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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800 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的第一部分。它
的第二部分为基站及其辅助设备。

    本标准主要是参考GB 9254《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17618《信息技

术设备的抗扰度限值和测量方法》、GB/T 17626系列标准和YD/T1050-2000 8800 MHz CDMA数字蜂窝
移动通信网设备总测试规范:移动台部分》制定的。

    本标准由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通信计量中心
                    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睿 肖雳 梁冰 王蓉 戴恒俊

    本标准于2001年11月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信息产业部通信计量中心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800 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量方法

    第一部分:移动台及其辅助设备

Requirement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for 800 MHz CDMA Digital Cellular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

    Part 1: Mobile Station and Ancillary Equipment YD 1169.1- 2001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发送和接收语音和 (或)数据的800 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系统移动台(MS)

及其辅助设备的电磁兼容性 (EMC)要求，其中包括测量方法、频率范围、限值和性能判据。

    本标准适用于便携和车载使用的移动台，也适用于那些由交流电源供电且在固定位置使用的移动
台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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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6113.1-1995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 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各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 (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对额定电流不大于16 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

                          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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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f 17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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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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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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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扰度

                            试验

    YD/T1050-2000       800 MHz CDMA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设备总测试规范:移动台部分
    ISO 7637-1 (1990) 车辆 传导和祸合的电气骚扰 第一部分 带有12V额定电压电源的客车

                          和小型商用交通工具 仅沿电源线的瞬态传导

    ISO 7637-2 (1990) 车辆 传导和祸合的电气骚扰 第二部分 带有24 V额定电压电源的客车

                          和商用交通工具 仅沿电源线的瞬态传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1-11-01批准 2001-11-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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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义和缩略语

3.， 定义

3.1.1 前向CDMA信道 (Forward CDMA Channel)

    从基站到移动台的通信信道。

3.1.2 空闲模式 (Idle Mode)
    MS收信机或收发信机的一种工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受试设备 (EUT)已加电，可提供服务，

并能对建立呼叫的要求作出响应。

3.1.3 反向CDMA信道 (Reverse CDMA Channel)

    从移动台到基站的通信信道。

3.1.4 杂散骚扰 (Spurious Emissions)
    除载频和与正常调制相关的边带之外的离散频率上的骚扰。可分为传导骚扰和辐射骚扰两种。

3.1.5 通话模式 (Traffic Mode)

    MS收信机或收发信机的一种工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受试设备 ((EUT)已加电，与SS建立了
通话链路，并能通过55对RF指标进行监视。

3.2 缩略语
    本标准采用了以下缩略语。

      AC 交流

      BPF 带通滤波器

      BW 带宽

      CDMA 码分多址

      CF 中心频率
      DC 直流

      DTX 非连续发射
      EIRP 有效全向辐射功率

      EMC 电磁兼容性
      ERP 耳参考点

      EU7， 受试设备
      FER 帧差错率

      LISN 线路阻抗稳定网络

      MRP 嘴参考点

      MS 移动台

      RF 射频

      SPL 声压级

      SS 系统模拟器

4 试验条件

4.1 通用条件

    EUT应在正常试验环境下进行试验。试验条件应记录在报告中。

    当EUT具有可分离的一体化天线时，除非在本标准中另有规定，否则应按正常使用时的方式安装
天线进行测试。

    试验布置应尽可能地接近正常或典型的实际运行状态。

    如果EUI，是系统的一部分或同辅助设备相连，那么在试验时，EUT应连上最小典型配置的辅助设

备，同时必须激活与辅助设备相连的端口。
    在试验中，工作模式和配置应准确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如果设备有大量的端口，就必须挑选足够数量的端口以确保能模拟实际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端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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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试验。

4.2 标准试验电源

4.2.1 一般条件
    标准试验电压是EUT说明书中的标称电压或是与推荐电源相同的电压。

4.2.2 蓄电池组的标准DC试验电压

    标准DC试验电压相当于EUT标称工作电压，当用多个蓄电池串连供电时，试验电压等于每个蓄

电池的供电电压乘以使用的电池的个数，减去电源线的平均损耗。在对 EUT进行某个试验项目的一系

列测试过程中，试验电压不应偏离标准试验电压的且%o
    EUT在工作时，由于蓄电池可能处于充电或放电的情况，所以应对EUT进行极限电压的测试。

4.2.3 标准AC电压和频率
    使用AC电源供电的EUT，试验时的标准AC电压等于EUT说明书中的标称电压，其频率和电压

值不应偏离其标称值的士2%a

    EUT在供电电压偏离额定电压的士10%以内时应操作正常，不出现性能下降。

4.3 试验布置

4.3.1 发信机输入端口试验布置

    通过内部或外部信号源产生适当的正常调制信号进入发信机输入端口。外部信号源必须位于试验

环境之外。

4.3.2 发信机输出端口试验布置

    55应置于试验环境之外。
    对于一体化天线设备，建立通信连接的有用信号应从EUT馈出至位于试验环境内的天线。
    对于非一体化天线设备，建立通信连接的有用信号应从 EUT的天线连接器馈出，使用合适的屏蔽

缆连接到SS。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减小骚扰信号对试验设备的影响。

4.3.3 收信机输入端口试验布置

    55应置于试验环境之外。
    对于一体化天线设备，建立通信连接的有用信号应从位于试验环境内的天线馈入。

    对于非一体化天线设备，建立通信连接的有用信号应使用合适的屏蔽缆馈入到EUT的天线连接器。

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骚扰信号对试验设备的影响。

    在抗扰度试验中，提供通信链路的有用RF输入信号应大于EUT的参考灵敏度电平，但不超过40 dB.

    在骚扰测量中，有用RF输入信号应不超过参考灵敏度电平15 dB.
4.3.4 收信机输出端口试验布置

    对于语音设备，接收机的音频输出应通过一非导电的声学管连接至位于测试环境外的音频失真分

析仪或其他类似测量仪表。对于不能采用非导电的声学管的情况，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将接收机的输出

连接至音频失真分析仪或其他类似测量仪表，并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对于非语音设备，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应通过非导点的方法连接至位于测试环境外的测试设备。如

果接收机有接收机输出连接器或端口，那么应像 EUT的正常操作那样连接上线缆，再连接至位于测试

环境外的测试设备。

    应采取预防措施将由于祸合对试验结果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4.4 免测频段
    免测频段是指不进行辐射抗扰度试验的频段。范围:867.5-895.5 MHz.

4.5 收信机的窄带响应
    收信机和收/发信机在抗扰度试验中于离散频率上产生的窄带响应通过以下方法来判定:

    a)在抗扰度试验中，如果EUT的性能指标偏离了第6章中的要求，就需要确定引起指标超差的原
因。窄带响应和宽带现象都可能引起信号指标的超差。在此情况下，需做进一步判断;

    b)将测试频点增加或减小2.5 MHz，重复测试，如果信号指标超差的情况消失，就是窄带响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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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如果信号指标超差的情况未消失，则可能是另一个骚扰信号所引起的窄带响应。在此情况下，

将测试频点增加或减小3.125 MHz，重复测试;

    d)如果信号指标超差的情况仍未消失，则认为是宽带现象，即EUT不通过试验。窄带响应应当忽
略。

4.6 抗扰度试验条件和布置

    抗扰度试验应在两种操作模式下进行:

    a)通话模式;
    b)空闲模式。

    当EUT为通话模式时，应按以下条件进行试验布置:
    a) EUT与Ss建立通信连接;

    b) EUT的输出功率为最大;
    c)禁止EUT的DTX;

    d)禁止功率控制;
    e)前向/反向信道的比特率为全速率。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抗扰度试验中的RF信号对试验设备的影响

    当要求EUT处于发射2接收模式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a) EUT工作在最大发射功率情况下;

    b)监视EUT的FER;

    c)如图 1所示，在测试之前，应记录前向链路和反向链路的语音输出信号的参考电平。对于前向

链路，参考电平等效于在ERP处1 kHz时的0 dBPa。对于反向链路，则等效于在MRP处 1 kHz时的

一dBPa。把EUT的音量设成额定音量或中等音量;

    d)如图2所示，EUT前向链路的语音信道输出信号在ERP处的电平应通过测量SPL来评估;

    e)在SS的模拟输出口测量EUT反向语音信道输出的译码后的信号电平。抗扰度试验中应使EUT
的麦克风拾取的外来背景噪声达到最小。

    注:如果 EUT不含有模拟语音电路，则不用语音信号电平对它进行评估。

注:反向链路校准时，EUT在图示位置:前向链路校准时，无EUT

                                    图1 音频校准布置



丫D 1169.1- 2001

图2 音频测量布置

4.7 极限电压条件

    EUT应工作在技术文件中标明的工作电压范围或标准试验电压的110%中的较大容差条件下，进行

8.1.1.1所规定的测量，并应满足8.1.2.1的限值要求。极限电压的试验布置应按照EUT正常使用的典型
情况，并连接其附属设备。

5 性能评估方法

5.1 总则

    EUT的技术文件应包含以下的信息，这些信息如果需要，应记录在报告中:
    a)设备的主要功能:

    b)正常操作时的用户控制功能和存储数据以及EMC测试后如何评估功能和数据是否丢失;

    C)电源或通信2信号/控制端口及所连接的最大电缆长度的详尽列表，电源端口应标明交/直流。
    EUT的功能应同所提交技术文件中的描述相一致。

    应对同EUT相连的辅助设备进行试验。如果辅助设备必须与MS配合使用，那么辅助设备就应当
与MS联合测试。

5.2  MS及其辅助设备的评估方法
    试验时应当符合正常的试验调制和试验布置。

    EUT的评估指标见6.2及6.3 0

6 性能判据

6.1 总则

    EUT应符合以下6.1和6.2中规定的最小性能判据。
    通信连接的保持，应通过指示器来评估，该指示器可以是SS或EUT的一部分。
    对辅助设备的抗扰度试验而言，如果没有单独的通过/不通过准则，那么就必须将其同发信机、收

信机或物发信机连接到一起判定辅助设备的通沙不通过。

    使用车辆电源供电的MS，还应满足本标准对车载MS的规定。
    使用交流电源供电的MS，还应满足本标准对固定台的规定。

6.2 抗连续骚扰的性能判据
    试验时，应建立并保持通信连接。

    试验中FER不超过1%，置信度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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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EUT，当通过一个CF为1 kHz. BW为200 Hz的音频BPF测量时，反向和前向语音输出电
平应至少比记录的参考电平低35 dB.

    注:当背景噪声较高时，滤波器带宽可以最小降低至40 Hz.

    试验后，EUT应工作正常，没有用户控制功能的丧失或存储数据的丢失，且继续保持通信连接。
除了在通信过程中确认上述性能，还应进行空闲模式下的试验，试验过程中发信机不应出现误操作。

    如果EUT是一个单纯的发信机，试验应在空闲模式下进行，EUT在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误操作。
6.3 抗瞬态骚扰的性能判据

    试验时，应建立并保持通信连接。

    试验后，EUT应能正常工作，无用户可察觉的通信质量的降低，无用户控制功能的丧失或存储数

据的丢失，并且继续保持通信连接。

    除了在通信过程中确认上述性能，还应进行空闲模式下的试验，发信机不应出现误操作。

    如果EUT是一个单纯的发信机，试验应在空闲模式下进行，EUT在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误操作。

7 适用性

7.1 骚扰测量

表1 骚扰测量项目

测量项目 适用端口
MS及其辅助设备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固定 车载 便携

传导杂

散骚扰
MS的天线连接器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8.1

辐射杂

散骚扰
MS的机壳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8.2

连续

骚扰

辅助设备的机壳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9.2

信号2控制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93

DC电源输入了输出端口 适用 适用 不适用 9.4

AC电源输月输出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5

谐波电流 人C电源输入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6

电压波动和

    闪烁
AC电源输入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7

7.2 抗扰度试验

表2 抗扰度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 适用端口
MS及其辅助设备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固定 车载 便携

静电放电 机壳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10.1

  辐射骚扰

(80-200064Iz )
机壳端口 适用 适用 适用 10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共模)

信号2通信尹控制端

口、DC和AC电源

    输入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3

浪涌 (冲击)
通信端口和AC电源

    输入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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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

试验项目 适用端口
MS及其辅助设备

本标准中的参考章节
固定 车载 便携

RF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共模)

    0.15--80 MHz

信号f通信腔制端

17 , DC和AC电源

    输入端口

适用 适用 不适用 10.5

电压暂降和短时 中断
AC电源

输入端口
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0石

瞬变与浪涌 (车载环境)
DC电源

输入端口
不适用 适用 不适用 10.7

8 杂散骚扰的测量方法和限值

8.1 传导杂散骚扰

8.1.1测量方法
8.1.1.1发射机传导杂散骚扰

    发射机传导杂散骚扰是指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指配CDMA信道带外频率上的辐射。这一
测试测量在连续发射和门控输出期间的杂散发射。

    a)连接SS至EUT的天线连接器，并连接频谱分析仪至移动台的天线连接器。

    b)使用数据速率为9600 bid: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 (业务选择2)在SS和EUT间建立通信连
接。

    c)设置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的输出功率为一13 dBm/1.23 MHz,

    d)用频谱分析仪测量EUT的杂散发射，测量的频率范围:起始频率为EUT中最低中频频率，为
最低本振频率和1 MHz中的最小值;截止频率为10 GHza
    e)使用数据速率为4800 bid，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在SS和EUT间建立通信连接。

重复步骤c和do

    f)频谱分析仪测量带宽的选择见表40

8.1.1.2 接收机传导杂散骚扰
    接收机传导杂散骚扰是指在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测量的在接收机内部产生或放大的杂散骚

扰 。

    a)连接频谱分析仪至移动台的天线连接器。

    b)使移动台连续在系统初始状态的系统确定子状态和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间循环。由于不存在

CDMA前向信道，EUT不会通过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

    c)用频谱分析仪测量EUT的的杂散发射，测量的频率范围:起始频率为EUT接收机中使用的最
低中频频率，为最低本振频率和1 MHz中的最小值:截止频率为2600 MHz。按表3设置频谱分析仪的
测量带宽。

表3 测量带宽

频 段 (MHz

869-894

824-849

  其他

测量带宽

  1 M Hz

  1 M Hz

  30 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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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限值

8.1.2.1 发射机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表4 发射机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偏离中心频率△f
  (用}Afl表示)

900 kHz-1.385 MHz  B W=30 kHz

  A f >1.385 MHz   BW=1 MHz

1.98-2.465 MHz  BW =30 kHz

A f >2.465 MHz BW=1 MHz

应满足((a)或

  (b)和(c)

(a)-42 dBc/30 kHz

仍)-60 dBm/30 kHz

(c)-55 dBm/MHz

(a)-54 dBc/30 kHz

(b) -60 dBm/30 kHz

(c)-55 dBm/MHz

8.1.2.2 接收机传导杂散骚扰限值

表5 接收机传导杂散限值

频 段 (MHz) 限值 (dsm)

869-894 -81

824-849 -61

其他 -47

8.2 辐射杂散骚扰

8.2.1 测量方法

8.2.1.1 发射机辐射杂散骚扰
    发射机辐射杂散骚扰是指当移动台与非辐射性纯阻负载相连接时，由移动台产生或放大的，通过

移动台机壳和电源、控制及音频各电缆辐射的指配CDMA信道带外频率上的发射。

    a)将ss连接至EUT的天线连接器。
    b)使用数据速率为%00 bids的速率集1环回方式(业务选择2)，在ss和EUT之间建立通信连

接。

    c)设置移动台天线连接器处的输出功率为一13 dBm/1.23 MHz.
    d)依据YDfrl05O中4.5测量发射机辐射杂散骚扰。测量的频率范围从EUT产生的最低射频信号

的频率 (但不低于25 MHz)到10 GHz;距载频+950%信道带宽的频率范围除外。

8.2.1.2 接收机辐射杂散骚扰
    接收机辐射杂散是指在接收机中产生或放大的，经天线、机壳和接收机的电源、控制、音频等电

缆辐射的杂散发射。

    a)使 EUT连续在系统初始状态的系统确定子状态和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间循环。由于不存在
CDMA前向信道，EUT不会通过导引信道捕获子状态。
    b)依据YDfr1050中4.5测量接收机辐射杂散骚扰。测量的频率范围:25 MHz-1 GHza

8.2.2 限值

8.2.2.1 发射机辐射杂散骚扰限值
    发射机辐射杂散应低于8.1.2.1发射机传导杂散骚扰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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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 接收机辐射杂散骚扰限值

表6 接收机辐射杂散限值

频率范围 限值 (EB3P)

25 -70 MHz - 45 dBm

>70 - 130 MHz -41 dBm

>130 -174 M Hz -41--32 dBm*

>174 - 260 MHz - 32 dBm

>260 -470 M Hz -32一一26 dBm*

>470 -1〕一旧 MHz - 21 dBm

*在对数频率坐标上取线性插入值

9 连续骚扰测量方法和限值

9.1 通用条件

    测量应在EUT正常工作时产生最大骚扰的模式下进行。
    应使所测量到的辐射连续骚扰达到最大，例如通过移动EUT的电缆等。

9.2 辅助设各

9.2.1 测量方法

    当辅助设备和MS一起测量时，发信机/收发信机的辐射发射应被忽略，但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测量应在辅助设各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测量距离为10 m.测量按GB 9254进行。

9.2.2 限值

                                    表7 辐射连续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30 - 230 MHz

> 230 -, 1000 M Hz

限值 (准峰值)

30 dBgV/m

37 dBUV/m

9.3 信号/控制端口

9.3.1测量方法

    本测量适用于发信机、收信机、收发信机及其辅助设备。

    当采用准峰值检波测量，结果满足平均值限值时，认为设备符合两种限值的要求，不必再进行平

均值检波测量。

    测量按GB 9254进行。

9.3.2 限值

                                    表8 传导连续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MHz)

电压限值(dB四) 电流限值 (dB叭)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0.15-0.5 84-74 74-64 40-30 30-20

0.5-30 74 64 30 20

注 :

  1在0.15̂ 0.5 MHz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减小。

  2 电流限值是在阻抗为150。的端口上加LISN测得的 变换因子为:20Log,,150/1= 44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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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DC电源输入/输出端口

9.4.1 测量方法

    本测量项目适用于DC电缆超过3m的EUT.
    如果EUT的DC电缆不足3m，且是专用的AC电源到DC电源的连接缆，测量就只能在9.5中所

规定的AC输入端口上进行。

    当采用准峰值检波测量，结果满足平均值限值时，认为设备符合两种限值的要求，不必再进行平

均值检波测量。
    对于电流小于16A的设备，测量按GB 9254进行， LISN与直流电源相连。

    对于电流大于16 A的设备，直流电源端口与50 fV5 gH的LISN相连，LISN应符合GB/T 6113.1-
1995中的要求。
    直流输出端口应通过LISN与提取电源额定电流的负载相连。
    测量接收机依次同每一个 LISN的测量端口相连，记录传导连续骚扰电平。未被测量的LISN的测

量端口应终接在50Q负载上。

    EUT应放置在接地平板上，接地平板应如GB 9254中所定义的那样。LISN的参考接地点应用尽量

短的导体与参考接地平板相连。

    测量接收机应符合GB/f 6113.1-1995中的要求。
9.4.2 限值

                                    表9 传导连续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准峰值 平均值

0.15 - 0.5 MHz 66一56 dBAV 56 - 46 dBtV

0.5 - 5 MHz 56 dBRV 46 dBgV

>5 - 30 MHz 60 dBRV 50 d%tV

注:在 。.15-0.50 MHz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递减

9.5  AC电源输入尹输出端口

9.5.1 测量方法

    本测量项目不适用于直接或通过开关等与AC输入端口相连的AC输出端口。

    测量按GB 9254进行，LISN与交流电源相连。

9.5.2 限值

                                  表10传导连续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准峰值 平均值

0.15 - 0.5 M Hz 66 - 56 dB四 56一46 dBRV

0.5 - 5 MHz 56 dBgV 46 dBRV

>5 - 30 MHz 60 dBgV 50 dBRV

注:在0.15-0.50 MHz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递减.

9.6 谐波电流 (AC电源输入端口)

9.6.1 测量方法
    测量按GB 17625.1进行。

9.6.2 限值

    采用GB 17625.1中相应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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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电压波动和闪烁 (AC电源输入端口)

9.7.1 测量方法

    测量按GB 17625.2进行。

9.7.2 限值

    采用GB 17625.2中相应的限值。

10 杭扰度试验方法和等级

10.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10.1.1 试验方法和等级

    试验按GB/T 17626.2进行

    对于发信机、收信机、收发信机及其辅助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a)对于接触放电，EUT应能通过士2 kV和士4 kV的试验等级;

    b)对于空气放电，EUT应能通过12 kV、士4 kV和士8 kV的试验等级。

10.1.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3的性能判据。

10.2 辐射骚扰抗扰度试验 (80 MHz一2 GHz )

10.2.1 试验方法和等级
    试验按GB/T 17626.3进行，但要满足下列要求:

    a)试验等级为3 V/m，骚扰源经过1 kHz的音频信号进行80%的幅度调制;

    b) 80 MHz一1 GHz频段内频率扫描步长应为瞬时频率的1%;  1-2 GHz频段内频率扫描步长应为

瞬时频率的0.5%;
    c)试验应在80 MHz一2 GHz整个频率范围内进行，但4..4中定义的免测频段除外。

    如果收信机或作为收发信机一部分的收信机在离散频率点的响应是窄带响应，那么此响应忽略。

试验频率应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10.2.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2的性能判据。

10.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10.3.1试验方法和等级
    固定台及其辅助设备的信号/通信腔制端口和DC电源端口连接电缆超过3m时应进行本试验项目。

    试验按GB/T 17626.4进行，但要满足下列要求。
    对具有长于3m的电缆或与AC电源相连的发信机、收信机、收发信机及其辅助设备，应满足:

    a)信号/通信1控制端口的试验电平为开路电压0.5 kV;
    b) DC电源输入端口的试验电平为开路电压1 kV;

    c) AC电源输入端口的试验电平为开路电压Z2M

10.3.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3的性能判据

10.4 浪涌 (冲击)抗扰度试验
10.4.1试验方法和等级
    试验按GBl1' 17626.5进行。同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线对地:0.5 kV开路电压 (通信端口):

    b)线对地:1 kV开路电压 (AC电源端口);

    c)线对线:0.5 kV开路电压 (AC电源端口)。

    试验波形采用1.2/50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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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3的性能判据。
10.5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10.5.1 试验方法和等级

    固定、车载Ms及其辅助设各的信号通信了控制端口和DC电源端口的连接电缆超过3m时应进行
本试验项目。

    试验应在Ms或Ms与其辅助设备相连的典型配置下进行。
    试验方法采用 GB/T 17626.6中的电流钳注入法。当不会引起EUT性能降低时，可采用祸合/去祸

合网络或直接注入法进行试验。

    试验按GB/T 17626.6进行，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a)信号由1 kHz的音频信号进行80%的幅度调制:

    b)在150 kHz~5 MHz频率范围，频率增加的步长应为50 kHz，在5--80 MHz频率范围，频率增

加的步长应为瞬时频率的1%;
    C)试验等级应采用GB/T 17626.6中的试验等级2，当转移阻抗为150 S2时，试验电平的均方根值

为3 V;

    d)试验应在整个 150 kHz - 80 MHz频率范围内进行;

    e)如果收信机或作为收发信机一部分的收信机在离散频率点的响应是窄带响应，那么此响应忽略。
10.5.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2的性能判据。

10.6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10.6.1 试验方法和等级

    试验按GB/T 17626.11进行。

    试验等级为:

    a)电压暂降:电压降低30%，持续时间10 ms;
    b)电压暂降:电压降低60%，持续时间100 ms;

    C)电压中断:电压降低95%以上，持续时间5000 ms.

10.6.2 性能判据

    对于电压降低30%、持续时间为10 ms的电压暂降，对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6.3节的方法进

行性能判据。
    对于电压降低60%、持续时间100 ms的电压暂降和电压降低95%以上、持续时间5000 ms的电压

中断，对ms及其辅助设备，应采用以下性能判据:

    a)如果MS配有后备电池或与后备电池相连，那么应采用6.3节的方法进行性能判据。

    b)如果ms仅由AC电源供电(不使用后备电池)，那么在试验过程中，易失用户数据可以丢失，
通信连接不需维持，但在试验后可重新建立通信连接。
    对通信连接中断或用户数据丢失的情形，应在测试报告中做好记录。

10.7 瞬变和浪涌抗扰度试验 (车载环境)

10.7.1 方法和等级

    试验应在车载环境下MS及其辅助设备的12V和24 V的DC电源输入端口进行。
    试验按ISO 7637-1 (1990)和ISO 7637-2 (1990)进行。

10.7.1.1 由12V直流供电的EUT

    对于直接与12 V的车载蓄电池相连的EUT，应采用下述a)的要求:对于不与12 V车载蓄电池直
接相连的EUT，应采用a)和b)的要求。

    a)脉冲3a和3b，试验等级II，对每种脉冲，试验时间减少到300 s;

        脉冲4，试验等级n, 5个脉冲，脉冲具有如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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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5V, V,=-2.5V, t6=25ms, t,=50ms, t,=5s, tf=5ms。脉冲周期:Im
    b)脉冲 I，试验等级11: t,=2.5s; 10个脉冲;
      脉冲2，试验等级II: t,=2.5s; 10个脉冲;
      脉冲 7，试验等级II: 5个脉冲。

10.7.1.2 由24 V直流供电的EUT

    对于直接与24 V车载蓄电池相连的EUT，应采用c)的要求，并应在报告中注明;对于不与24 V

车载蓄电池直接相连的EUT，应采用c)和d)的要求。
    c)脉冲3a和3b，试验等级II，对每种脉冲，试验时间减少到300 s;

      脉冲 4，试验等级 11, 5个脉冲，具有如下特性:

      Vs一10 V; V,=-5 V; t6=25 ms; t7=50 ms; to=5 s; tf= 10 ms;脉冲周期:60s

    d)脉冲 la，试验等级 II: t,=2.5s; Ri=25; 10个脉冲;
      脉冲 1b，试验等级II: t,=2.5 s; Ri二100; 10个脉冲;
      脉冲2，试验等级11: t,=2.5 s; 10个脉冲。

10.7.2 性能判据

    对于MS及其辅助设备，脉冲3a和3b，应采用6.2节的方法进行性能判据。
    对于脉冲1, la, lb, 2,  4和7，应采用6.3节的方法进行性能判据。但在试验过程中，通信连接

不需维持，在试验后应可重新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