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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我国国家EMCEMC标准简介标准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二章第七条明确规定：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
荐性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
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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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3年发布第一个电磁兼容标准（GB 3907-1983）
以来，我国对于电磁兼容标准化工作给予了高度重
视，EMC标准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之中。

参照国际上的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亦可将
我国的电磁兼容标准分为以下四类：

•1）基础标准

•2）通用标准

•3）产品类标准

•4）系统间电磁兼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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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标准体系中，每个层次都还主要包含两个方
面的标准：发射和抗扰度。通用标准又按照产品的使
用环境将产品标准分为A类和B类。产品（类）标准

通常是基于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基础上的更简明的技
术文件。层次越具体，规定越详细、明确，操作性越
强；反之，层次越基础，标准的包容性越强，通用性
越广。系统间电磁兼容标准则属于不同系统间的纵向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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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批准后的国家标准按顺序编
号，确定标准的发布日期、实施日期和标准的性质：
推荐性和强制性。国家EMC标准编号的形式：

GB 4365 1995

强制性国
家标准

标准顺序号 发布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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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是系列标准，则采用小数点加数字表示。
例如：GB 1762.2~GB 1762.12。

GB/T 4365 1995

推荐性国
家标准

标准顺序号 发布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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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EMC标准的发展

• 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

美国各个主要的军事部门在采购电子系统和设备时
都采用了自己的EMI/EMC规范。如空军采用MIL-I-
6181和MIL-I-26600，海军采用MIL-I-16910，陆军采
用MIL-I-11748等。这些规范对传导和辐射EMI发射
进行了限制，并规定了设备和系统应承受的敏感度

电平。

• 20世纪30-40年代

发达国家系统性军用标准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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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军种采用不同的EMC规范产生了一个困境，

它们相互区别很大，以致当一个装置设计的满足
一个规范时，通常需要重新设计和试验才能满足
另一规范。当覆盖的频率范围不同时，重叠频率
的限值也变化了。更大的问题在于每个规范要求
采用的测量设备不同，要全部配置的话会非常昂
贵。



<<99>>

1999年，美国颁布了MIL-STD-461E《分系统和设备

电磁干扰控制要求》，其具有以下特点：

• 其将分系统和设备的电磁发射电磁敏感度要求及电磁

发射和电磁敏感度测量方法合并成一个标准，使用方便、
避免重复。明确指出这些标准对于特定的分系统和设备
时应进行必要的剪裁。由于具体的分系统和设备所安装
的平台其电磁环境不尽相同，因此在分系统设设备订货
时就要进行这种剪裁，在设计中依靠设计人员的EMC
知识对其EMC进行控制。该标准的附录《应用指南》

给出了每个要求的原理和背景，这对理解和贯彻标准十
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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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套三军通用的电磁兼容性标准于1986年正式颁
布实施：GJB 151《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
度要求》和 GJB 152《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

感度测量》。
在公布后，这套标准在军品研制中得到广泛应用。从某
种意义上说，武器装备电磁兼容性工作的全面开展，正
是这套标准推动的结果。

1997年在原标准的基础上等效采用MIL-STD-461D和
MIL-STD-462D颁布了三军通用的新的电磁兼容标准
GJB 151A-97和GJB 152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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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ST技术标准

研究信息的电磁辐射泄漏，在国际上称为瞬态电磁脉
冲辐射标准（TEMPEST）问题，其研究内容和技术
成果一直处于保密状态。TEMPEST技术是在EMC学
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尽管其理论
与技术仍以电磁兼容为基础，但与电磁兼容有本质区
别。TEMPEST技术的研究内容涵盖防止信息技术设备通
过无意的“电磁发射”而导致的信息泄漏问题和截获、

还原信息技术设备泄漏的信息。



<<1212>>

在此，对于我国一些EMC标准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这

些知识将有利于对大家在从事进一步相关学习、研究中
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