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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骚扰的抑制策略电磁骚扰的抑制策略

电磁兼容性学科是在早期单纯的抗干扰方法基础上
发展形成的，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使设备、系统在
共存的电磁环境中互不产生干扰， 大限度地发挥
其工作效能。

单纯的抗干扰方法在抑制电磁干扰的策略上比较简
单，或者认识比较肤浅，主要的思路集中在怎样设法
抑制电磁骚扰的传输上，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处于极为
被动的地位，哪里出现电磁干扰就在哪里就事论事地
给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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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技术则在抑制电磁骚扰的策略上采用：

主动预防、整体规划、主动预防、整体规划、““对抗对抗””与与““疏导疏导””相结合的相结合的系系

统设计统设计思想方法。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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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控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设备、系统的
设计、研制、生产、使用与维护的各个阶段都必须
充分考虑和认真实施电磁兼容性。电磁兼容性标准
和规范是实施电磁兼容性控制、抑制电磁干扰的组
织措施。此外，先进、科学的电磁兼容工程管理也
是电磁兼容性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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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电磁兼容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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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电磁骚扰的方法，除了采用众所周知的抑制电磁
骚扰传输的技术措施，例如屏蔽、滤波、接地、搭接、
合理布线等方法外。

还可以采取回避和疏导的技术处理，如：空间方位分
离、时间闭锁分隔、频率划分与回避、吸收与旁路等。

有时这些回避和疏导技术简单、巧妙，可以替代成本
昂贵、体积和质量较大的抑制电磁骚扰的装置，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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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局角度来看，在抑制电磁骚扰的时机选择上，需
要从问题解决法不断转移到系统法。由电路、设备和
系统研制后期暴露出不兼容问题而采取挽救、修补措
施的被动控制方式，转变为在电路、设备和系统研制
的初始设计阶段就开展电磁兼容性预测、分析和设计
的主动控制方式。
预先全面规划电子、电气设备和系统的电磁兼容性实
施细则和步骤，检验、计算电磁兼容性，做到防患于
未然。并不断将电磁兼容性设计和可靠性设计、维护
性和维修性设计、基本功能设计、结构设计等同时进
行，并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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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控制策略和电磁骚扰抑制方法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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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内容中将具体对几种典型的电磁骚扰抑制技术的
一些主要特点进行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