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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１—２００８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１：２００３《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

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１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英文版）。

鉴于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１６为电磁兼容系列基础标准，且篇幅大、内容多，为了方便标准的制定、维护和使

用，２００２年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Ａ分会决定对该标准的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将原来的４个部分拆分为现在的

１４个部分，２００６年增至１５个部分，并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起陆续发布。我国依据等同采用原则，将陆续完

成相应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该系列中的新、旧国家标准及其与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１６系列标准／出版

物的对应关系如下：

旧标准编号和名称 新标准编号和名称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１９９５

（ｅｑｖ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１９９３）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１—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１：２００６，ＩＤＴ）

第１１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２—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第１２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传导骚扰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３—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３：２００４，ＩＤＴ）

第１３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骚扰功率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４—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４：２００５，ＩＤＴ）

第１４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辐射骚扰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５—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５：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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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１９９８

（ｅｑｖ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１９９６）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犌犅／犜６１１３．２０１—２００８（犆犐犛犘犚１６２１：２００３，犐犇犜）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１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　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２—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２：２００４，ＩＤＴ）

第２２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骚扰功率测量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３—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２３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辐射骚扰测量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４—２００８（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４：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２４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抗扰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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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标准编号和名称 新标准编号和名称

ＣＩＳＰＲ１６３：２０００

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ＣＩＳＰＲ

ＧＢ／Ｚ６１１３．３—２００６（ＣＩＳＰＲ１６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３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技术报告

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２００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ＥＭＣ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１—２００７（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１／ＴＲ：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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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６１１３．４０２—２００６（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２：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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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３—２００７（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３／ＴＲ：２００４，ＩＤＴ）

第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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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４—２００７（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４／ＴＲ：２００３，ＩＤＴ）

第４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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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５（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５：２００６，ＩＤＴ）

第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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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待制定；黑体字为该标准的本部分。

注２：表中除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１以外的国家标准名称以制定或修订后发布的标准名称为准。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１：２００３《无线电骚扰和抗骚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１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并作了如下编辑性修改：

１．根据国际标准前言和引言的内容，重新组织和编写了本部分的前言，取消了引言。

２．在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下列引用文件：

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６１）：１９９０，ＩＤＴ）

３．在７．３．３．１条基本要求中，国际标准原文为“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ｌｏｓｓ”（插入损耗），在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１中

将其改为“插入阻抗”（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并相应增加一个脚注。

４．在第５章说明中，国际标准原文有“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ｃｌａｍｐｓａｎｄａｎｔｅｎｎａｓ”（吸收钳及天线），而在该部

分中并未出现相关内容，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１将其删去，并相应增加一个脚注。

５．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１：２００３第８．４条中，引用了附录Ｄ“传导测量时检波器使用的流程图”，本部分将其

更正为附录Ｃ，并给出了脚注。

本部分与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２—２００８、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３—２００８和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４—２００８组合在一起代

替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１９９８（ｅｑｖ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１９９６）。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Ｎ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信息产业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等参

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寿建霞、陈俐、张君、邢琳、朱文立、林京平、徐立、李邦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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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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部分：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

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１　范围

基础标准ＧＢ／Ｔ６１１３《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中的第２部分规定了９ｋＨｚ～

１８ＧＨｚ频率范围骚扰的测量方法，本部分为此系列标准中的第２１部分，规定了９ｋＨｚ～３０ＭＨｚ频段

的传导骚扰测量方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６１１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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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４３４３．１—２００３　电磁兼容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要求　第１部分：发射（ＣＩＳＰＲ１４

１：２０００＋Ａ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４３６５—２００３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１６１）：１９９０，ＩＤＴ）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０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ＣＩＳＰＲ１１：

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３．１０１—２００８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１１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１：２０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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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辅助设备　传导骚扰（ＣＩＳＰＲ１６１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２—２００８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２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骚扰功率测量（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２：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３—２００８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３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辐射骚扰测量（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３．２０４—２００８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２４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抗扰度测量（ＣＩＳＰＲ１６２４：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Ｚ６１１３．３—２００６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３部分：无线电骚扰和

抗扰度测量技术报告（ＣＩＳＰＲ１６３：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１—２００７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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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１／ＴＲ：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６１１３．４０２—２００６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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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２：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３—２００７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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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ＳＰＲ１６４３／ＴＲ：２００４，ＩＤＴ）

ＧＢ／Ｚ６１１３．４０４—２００７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４４部分：不确定度、

１

犌犅／犜６１１３．２０１—２００８／犆犐犛犘犚１６２１：２０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