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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出版物CISPR25:2008《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

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和结构上与原文CISPR25:2008一致。考虑到我国国家标准的实用性,删除了

CISPR25:2008前言和资料性附录I“未来工作项目”以及附录H中的H.3参考性文件。
本标准代替GB18655—2002《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对GB18655—2002作出的重大技术变动情况如下:
———标准名称的变化:由2002版的《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变

化为《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适用频率范围由原150kHz~1000MHz扩展为150kHz~2500MHz;
———整车和零部件的骚扰限值有重大变化,并新增平均值检波限值,见本标准表4~表12、表G.1

和表G.2;新增图4和图16,整车和零部件在“GPS波段1567.42MHz~1583.42MHz辐射

骚扰平均值限值”;
———第4章,符合性判定方法图1有重大变化;详细给出了频谱分析仪参数表1和扫描接收机参数

表2;新增4.5供电电源;
———新增的内容有:资料性附录 A“本标准的适用性检查流程图”;资料性附录C“表面电流抑制

器”;资料性附录D“确定有源车辆天线在AM和FM频段本底噪声的导则”;资料性附录G“零
部件/模块的辐射发射—带状线法”;资料性附录 H“脉冲噪声的存在对移动无线电通讯的干

扰—判断降级的方法”;
———删除2002版的内容有:附录B“零部件试验屏蔽暗室的校准过程”;附录C“电流探头要求”。
本标准由全国无线电干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9)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立、刘欣、寿建霞、邢琳、林艳萍、遇文涛、刘新亮、杨晓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GB1865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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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用于保护接收机免受车内产生的传导和辐射发射的骚扰而制定。
这里给出的试验程序和限值,是对车辆辐射发射的预防性控制,且对控制零部件/模块的长、短持续

时间的传导/辐射发射同样有效。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标准:
———建立一套试验方法,用以测量来自车辆电气系统的电磁发射;
———给车上的电气系统的电磁发射设定限值;
———建立一套不依赖整车的车载零部件和模块的试验方法;
———为来自零部件的电磁发射设定限值,用以保护车载接收装置免受干扰;
———将汽车零部件按干扰时间长短分类,设定限值的范围。
注:零部件的实验并不能代替整车的试验,二者的确切联系依赖于零部件的安装位置、线束长度、线束布置、接地位

置和天线位置。不过,允许对零部件进行优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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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从150kHz到2500MHz频率范围内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用于车辆、挂车和装置的电子/电气零部件。本标准中频率分布的细节参考了国

际电讯联盟(ITU)出版物。本标准中的限值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使其免受同一车内的零部件/模块产

生的骚扰。第5章提供了整车测量的方法和限值,第6章提供了零部件/模块的测量方法和限值。只有

根据车辆限值进行的整车试验才能被用于最终评价零部件的兼容性。
需要保护的接收机类型有:广播接收机(声音和电视),地面移动通讯,无线电话,业余的,民用的无

线电设备,卫星导航系统(GPS等)和蓝牙设备。本标准中的车辆是一台可自行驱动的机器。车辆包括

(但不限于)乘用车、货车、农用拖拉机及雪地车。附录A中的流程图可辅助判定装置或设备是否适用

于本标准。
本标准的限值为推荐值,在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达成一致下可以更改。本标准也适用于车

辆制造商和零部件、设备供应商在车辆交付使用之后,附加和连接在车辆线束上或车载电源连接器上的

零部件和设备。
本标准不包括保护电子控制系统免受射频(RF)发射、瞬时电压或脉冲电压波动的影响内容。这些

内容包括在ISO出版物中。
由于安装位置、车身结构和线束设计会影响无线电骚扰对车载接收机的耦合,第6章定义了多种限

值电平。使用的限值等级(作为频带的函数)需经汽车制造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的一致同意。
本标准定义的试验方法用于帮助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改善整车和零部件设计,以确保车载无线电

射频发射处于可控级别。
整车试验限值的制定基于典型无线电接收机使用车载天线这一情况,如果未配备该特定天线,使用

试验天线。定义的频段不适用于世界上的所有地区和国家。出于经济原因,车辆制造商应自主确定哪

些频段用于车辆销售所在国家和用于车内可能的无线电业务。
例如,许多原型车辆很可能不会安装视频接收机;虽然视频波段占用了无线电频谱的一段重要部

分,但是在这样的车上试验和改善噪声源证明是不经济的。
车辆制造商应明确车辆所销往的国家,然后选择合适的频段和限值。根据本标准选定零部件试验

参数以支持选定的销售计划。
1979年,世界管理无线电通讯大会(WARC)将第一区域的低频限值降至148.5kHz。就车辆而

言,150kHz试验就足够了。在本标准中,试验频率范围已经覆盖了世界各地无线电业务频率。预计在

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保护在邻近频率处的无线电接收。
附录H明确了在存在脉冲噪声的情况下判断无线电通讯降级的定性的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IEC60050-161:1990+A1:1997+A2:1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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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部分:无线电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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