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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7 电磁环境电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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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是提出和确定线路、设备、系统电磁兼
容性设计指标要求，实施电磁兼容的前提。只有
首先明确和依据预期的电磁环境，确定和遵循正
确的设计、研制、试验、生产、安装、使用和维
护的要求和步骤，并在整个寿命期内采取充分的
管理和保障措施，才能最大限度的达到预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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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根据电磁环境选择需要的抗扰度电平，首先必需
明确一些基础概念和术语。

• 电磁环境：给定场所（位置）的全部电磁现象。电磁
环境由各种电磁骚扰源共同作用产生。在分析电磁环
境时，还需结合对骚扰源特性的分析进行综合研究。

• 骚扰度：在所关注的环境中，与特定电磁现象相对应
骚扰电平范围内所规定的量化强度。骚扰度与严酷等
级存在区别，严酷等级是用来描述试验的电磁信号强
度，而骚扰度是用来描述环境的电磁现象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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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磁兼容位置：由电磁特征划分的位置或场所。

• 位置类别：与使用的电气、电子设备的类型和密度有
关（包括结构、安装条件和外部影响等方面）的具有
共性的位置集合。位置类别的划分以该位置处的主要
电磁特性为基础，对位置类别的正确、有效划分，有
利于合理地确定抗扰度试验电平，保证合理电磁兼容
裕量，进而达到合理的经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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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可用三类现象来描述所有的电
磁骚扰：

低频现象（传导和辐射低频现象，不含静电放电现
象）
高频现象（传导和辐射高频现象，不含静电放电现

象）
静电放电现象（传导和辐射的静电放电现象）

低频现象是指电磁骚扰频谱中低于9kHz的分量占主要成
分的情况；高频现象是指电磁骚扰频谱中远大于9kHz的
分量占主要成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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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对于电磁环境的完全描述没有必要，可
以根据其典型电磁问题特征进行针对性分析、研究。

Note：可以是单一

的，也可是多种的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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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EME)指存在于给
定场所(空间)的所有电磁现象(时间与频谱)的总和。

基本要素：空间/时间/频谱

环境电磁学/电磁环境学

为获得对于系统预定工作电磁环境的剖析，必须进行电
磁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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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电磁兼容性系统设计常分为四个阶段：

论证阶段

定型阶段

工程研制阶段

方案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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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论证阶段主要进行

• 分析预期的电磁环境，确定电磁环境电平。

• 提出在预期的电磁环境中的EMC技术指标要求。

• 分析费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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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分析的内容电磁环境分析的内容

•制定电磁功率密度或场强的频谱关系曲线，以说明
在指定频率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干扰。

•估计最恶劣的电磁环境电平，计算干扰电平不超过
某一允许值的区域范围。

•分析综合电磁环境电平的危害等级、区分导致系统
性能降级的电磁环境电平与造成系统失效的电磁环
境电平。

•分析干扰源的空间、频率、时间以及极化关系等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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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是电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电磁骚扰对于设
备、系统的侵入可以通过端口来系统描述。

对于辐射、传导干扰，系统端口一般包括：外壳端
口；交流电端口；直流电端口；控制线或信号线端
口；接地端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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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电磁环境中根据不同设备安装的位置，进行分
类。

例如：IEC61000-
2-5给出了8类典型

的位置

•农村居民区

•城市居民区

•商用区

•轻工业区

•重工业区、发电厂或开
关站

•交通区

•通信中心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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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前面的具体位置具有一定的类比代表性。下面
以第五类-重工业区为代表的位置处，列举部分电磁现
象针对设备端口可能达到的骚扰电平。

外壳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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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源端口

直流电源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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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线和信号线
端口

接地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