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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TS 7637-2020《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沿高压屏蔽电源线的电

瞬态传导》。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长春汽车检测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凯瑞车辆检测认证中心有限公司、苏州泰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金康赛

力斯新能源汽车设计院有限公司、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杭州富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仕益产品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世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诺益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雪梅、夏欢、崔强、李晓智、张柏年、王淙、雷剑梅、吕刚、白云、赵红全、

胡小军、董丰康、冀卫东、孙添飞、唐立真、刘洋、郁啸秋、郑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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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对电动汽车高压零部件性能的要求日益提升。为规范高压零部

件屏蔽电源线瞬态传导，指导整车厂和供应商对高压汽车零部件屏蔽电源线瞬态传导的要求，填补国内

行业空白，制定本标准。同时，高压汽车零部件的非屏蔽电源线可参照本标准执行。由于本标准试验涉

及高压产品，实验室应确保从事高压零部件检测的人员掌握必要的电气安全知识，得到应对电气火灾事

故的培训；实验室应配备必要的安全设备，确保实验室区域所有人员在需要时都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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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沿高压屏蔽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安装在电气系统直流电压大于60V小于1500V的乘用车和商用车上，且电源与车身隔离

的设备的高压屏蔽电源线的传导电瞬态的试验方法和程序。

本文件描述了瞬态注入和瞬态测量的台架试验。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气独立驱动的道路车辆（例如，纯电动汽车（BEV）、混合动力汽车（HEV）

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装用的电气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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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7637-1, Road vehicles Electrical disturbances from conduction and coupling —Part 1:

Definitions and general considerations

3 术语和定义

ISO 7637-1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4 试验方法

4.1 概述

不同装置开关产生的不同类型的瞬态会出现在高压电源线上。脉冲 A 代表由高压半导体的开关操作

产生的振铃。脉冲 B 代表由电驱动电机的旋转以及电网谐波产生的正弦波，如电动机。

本文件涉及的高压屏蔽电源线的瞬态发射测量方法以及装置的瞬态抗扰性试验方法，均为“台架试

验”，在试验室中进行。

台架试验方法可为实验室间提供可比较和可复现的结果。这些方法还可作为设备和系统研发的试验

依据，并可在生产阶段使用。

评估装置的电源线瞬态抗扰性的台架试验，可采用试验脉冲发生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并没有涵盖

所有可能出现在车辆上的各种瞬态。因此，所有描述的试验脉冲均为典型脉冲。

在特殊情况下，可能需要施加附加的试验脉冲。但是，如果某装置因其功能或连接情况，而不受车

辆内类似瞬态的影响，则可以忽略某些试验脉冲。车辆制造商可对特定设备定义所需的试验脉冲。

有两种类型的骚扰：

•脉冲正弦波骚扰（波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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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正弦波骚扰（波形B）。

高压电源线上的脉冲正弦波骚扰是由方波信号的过冲产生，例如由高压系统中的开关IGBT与电机系

统的寄生电容和电感的相互作用、DC-DC 变换器和任何其他的高压开关/换向系统产生。高压电源线上

的脉冲正弦波骚扰既可以是共模（线对地（HV+对地/HV-对地）），也可以是差模（线对线（HV+对HV-））。

试验脉冲A用于高频振荡试验，例如快速开关。

试验脉冲B用于设备对瞬态电压的试验。

在测试过程中，受试装置（DUT）应工作在产生最大骚扰和最敏感的典型条件下。对于每个试验和

频率步长，这种模式最为严酷。DUT的工作条件应由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协商达成一致，并记录在试验

计划中。

4.2 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和电源电压（低压）应使用 ISO 7637-1 规定的试验条件。

高压电源直流电压 UN的变化范围为 60V～1500V。DUT 工作时使用的电池/发电机的高压及其允差应

由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进行协商，并记录在试验计划中。

4.3 接地平面

接地平面应采用至少 0.5mm 厚的铜板、黄铜板或镀锌钢板。

除非试验计划另有规定，否则接地平面的最小宽度应为1000 mm，或比整个布置宽度（不包括电源

和瞬态脉冲发生器）的两边大200mm，两种情况取其大者。

除非试验计划另有规定，否则接地平面的最小长度应为2000 mm，或比整个布置长度（不包括电源

和瞬态脉冲发生器）的两边大200mm，两种情况取其大者。

4.4 一般试验布置条件

DUT应根据其要求进行布置和连接。除非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另有规定，否则DUT宜连接实车工

作装置（负载、传感器等），应使用4.5.2、4.6.2.1、4.6.3.1所述的试验布置。

如果没有DUT实际工作的信号源，则可以使用模拟信号源。

除非试验计划另有规定，否则所有负载、传感器和搭铁点（线路、金属外壳）都应连接到接地平面。

为减小DUT的额外电容耦合，建议DUT与所有其他导电结构（例如屏蔽室的壁面，但试验布置下方的

接地平面除外）之间的最小距离需大于0.5m

4.5 高压电源线上的电压瞬态发射试验

4.5.1 概述－试验方法

被认为是潜在传导骚扰源的DUT应按照本节中描述的程序进行试验。

瞬态应在HV+和HV-（线对线）之间以及分别在HV+和地、HV-和地（线对地）之间进行测量。

应注意确保测量布置不会受到周围电磁环境的干扰。

4.5.2 瞬态发射试验布置

为规范DUT的负载阻抗，测量DUT的电压瞬态发射要使用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HV-AN）（见5.1）。

DUT通过人工网络连接到高压电源（见5.2），如图1所示。

如果试验计划未另行规定，则高压电源线的长度应为 ）500（ 200
0
 mm。所用的电缆长度应记录在试验报

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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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的接地应连接到接地平面。如果试验计划未另行规定，则接地线的默认长度为（200±50）mm 。

如果DUT具有金属外壳，则该外壳应搭接到接地平面。接地连接的直流电阻不应超过2.5mΩ。

与车辆应用一致，DUT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如果未有其他规定，则DUT以及人工网络和DUT之间的

所有连接线均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方（50±5）mm处的非导电、低相对介电常数（εr≤1.4）的材料上。

电源电压UN和骚扰电压应使用电压探头和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在近DUT电源端子处进行测量（见

图1）。

说明：

1——高压电源（可选：屏蔽和/或滤波）；

2——高压电池的负载（如有必要，见 5.4）；

3——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

4——DUT；

5——接地平面；

6——高压电源线；

7——接地连接；

8——50Ω终端；

9——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10——高压差分探头。

图1 测量高压电源线上电压纹波的瞬态发射试验布置

图1示出了在HV+和HV-之间进行测量的试验布置。为了在HV +与地之间或HV-与地之间进行测量，电

压探头的另一端子应接地。

4.5.3 发射试验程序

测量时应考虑DUT的各种工作模式和工作条件，并在试验计划中进行规定。

瞬态测量结果应根据附录B进行评价。测量结果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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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幅度和瞬态参数（脉冲上升时间、 脉冲下降时间、 脉冲宽度）应予以记录，并在试验报告中

给出。

4.6 高压电源线的瞬态抗扰度试验

4.6.1 概述－试验方法

4.6给出了瞬态抗扰度试验的试验布置和试验过程。

如果未有其他规定，则所有瞬态试验都应在HV +和HV-（线对线）之间以及分别在HV +和地之间、

HV-和地（线对地）之间进行。

4.6.2 脉冲 A（脉冲正弦波骚扰）的抗扰度试验

4.6.2.1 试验布置

图2示出了HV+和HV-之间耦合的试验布置。

图3示出了HV+与地之间耦合的试验布置示例。试验脉冲发生器的接地端应接地。试验脉冲发生器的

输出端应通过HV-AN连接到HV+或HV-。相应地，电压探头的一个端子需分别连接到HV+或HV-；另一个端

子则需接地。

如果试验计划未另行规定，则高压电源线(DUT到人工网络)的长度应为 ）500（ 200
0
 mm。所用的电缆长

度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DUT的接地应连接到接地平面。如果试验计划未另行规定，则接地线的默认长度为（200±50）mm。

如果DUT具有金属外壳，则该外壳应搭接到接地平面。接地连接的直流电阻不应超过2.5mΩ。

与车辆应用一致，DUT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如果未有其他规定，则DUT以及人工网络和DUT之间的

所有连接线均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方（50±5）mm处的非导电、低相对介电常数（εr≤1.4）的材料上。

有关正弦波发生器的描述/特性见附录C的C.2。

说明：

1——高压电源（可选：屏蔽和/或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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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压电池的负载（如有必要，见 5.4）；

3——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

4——DUT；

5——接地平面；

6——高压电源线；

7——接地连接；

8——50Ω终端；

9——平衡-不平衡转换器（见图 C.2）；

10——正弦波发生器；

11——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12——高压差分探头。

图2脉冲A（脉冲正弦波骚扰）的瞬态抗扰度试验布置（“线对线”示例）

说明：

1——高压电源（可选：屏蔽和/或滤波）；

2——高压电池的负载（如有必要，见 5.4）；

3——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

4——DUT；

5——接地平面；

6——高压电源线；

7——接地连接；

8——50Ω终端；

9——正弦波发生器；

10——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11——高压差分探头。

图3 脉冲A（脉冲正弦波骚扰）的瞬态抗扰度试验布置（“HV+线对地”示例）

4.6.2.2 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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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之前，应按照4.6.2.3和4.6.2.4的规定设置脉冲A的试验电压和波形。试验电平的描述见表

A.1。

应使用两种配置进行试验，线对线的配置按照图2进行布置：

——发生器（标号10）通过平衡-不平衡转换器（标号9）和HV-AN（标号3）连接到HV +和HV-，示

波器（标号11）和HV探头（标号12）连接到HV+和HV-；

线对地的配置按照图3进行布置：

——发生器（标号9）通过HV-AN（标号3）连接到HV +和HV-，示波器（标号10）和HV探头（标号11）

分别连接到HV +或HV-。

4.6.2.3 电平设置程序（线对地）

按照以下步骤开展试验：

a)设置脉冲频率；

b)连接功率计以测量试验发生器的输出（见图4）；

注：可能需要衰减器以保护功率计的输入端。

c)记录试验发生器的输出端获得所需试验电平（见表A.2）(无调制)时的前向功率；

d)对所有脉冲频率重复步骤a）～c）。

说明：

1——发生器；

2——定向耦合器；

3——功率计；

4——50Ω负载（如果所用测量设备为 50Ω阻抗，则不需要）；

5——衰减器（可选）。

图4 设置线－地电平的试验布置

4.6.2.4 电平设置程序（线对线）

按照以下步骤开展试验：

a)设定脉冲频率；

b)连接功率计以测量试验发生器的输出。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应端接50Ω负载（见图5）；

注：可能需要衰减器以保护功率计输入端。

c)记录试验发生器的输出端获得所需试验电平（见表A.1）(无调制)时的前向功率；

d)在各个脉冲频率，通过加上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的修正因子对前向功率进行修正；

e)对所有脉冲频率重复步骤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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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发生器；

2——定向耦合器；

3——功率计；

4——平衡－不平衡转换器

5——50Ω负载（如果所用测量设备为 50Ω阻抗，则不需要）；

6——衰减器（可选）。

图5 设置线－线电平的试验布置

4.6.3 脉冲 B（低频脉冲正弦波骚扰）的抗扰度试验

4.6.3.1 试验布置

图6示出了耦合给HV+或HV-的试验布置。

图7给出了HV +与地之间耦合的试验布置示例。耦合变压器的接地端应通过电容器接地。耦合变压

器的输出端应连接到HV+（如图7所示）或HV-。相应地，电压探头的一个端子需分别连接到HV+或HV-；

另一个端子则需接地。

在高压电源线上应跨接100µF的电容器，其值取决于DUT和电源。

可选的电流监测设备旨在测量耦合的脉冲电流而非EUT的电流。

DUT的接地应连接到接地平面。如果试验计划未另行规定，则接地线的默认长度为（200±50）mm。

如果DUT具有金属外壳，则该外壳应搭接到接地平面。接地连接的直流电阻不应超过2.5mΩ。

与车辆应用一致，DUT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如果未有其他规定，则DUT以及人工网络和DUT之间的

所有连接线均应放置在接地平面上方（50±5）mm处的非导电、低相对介电常数低（εr≤1.4）的材料

上。

有关低频正弦波发生器和耦合变压器的描述见附录C的C.2.3和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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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高压电源（可选：屏蔽和/或滤波）；

2——高压电池的负载（如有必要，见5.4）；

3——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

4——DUT；

5——接地平面；

6——高压电源线；

7——接地连接；

8——50Ω终端；

9——耦合变压器；

10——电流监测设备（可选）；

11——低频发生器；

12——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13——高压差分探头；

14——电容器（如果使用高压电源代替电池，则电容器≥100µF。）

图6 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瞬态）抗扰度试验布置（串联注入“HV+”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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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高压电源（可选：屏蔽和/或滤波）；

2——高压电池的负载（如有必要，见5.4）；

3——带屏蔽的高压人工网络；

4——DUT；

5——接地平面；

6——高压电源线；

7——接地连接；

8——50Ω终端；

9——耦合变压器；

10——电流监测设备（可选）；

11——低频发生器；

12——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13——高压差分探头；

14——电容器（如果使用高压电源代替电池，则电容器≥100µF；）

15——电容器；例如100 nF（应针对使用频率调整该电容值）。

图7 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瞬态）抗扰度试验布置（ “ HV+线对地” 示例）

4.6.3.2 试验过程

在试验之前，应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设置脉冲B的试验电压和波形。试验电平描述见表A.2。

应使用两种配置进行试验，线对线的配置按照图6进行布置：

——发生器（标号11）和耦合变压器（标号9）串接HV+，示波器（标号12）和HV探头（标号13）连

接在HV+和HV-之间；

线对地的配置按照图7进行布置：

——发生器（标号11）和耦合变压器（标号9）连接在HV +和地之间，示波器（标号12）和HV探头

（标号13）连接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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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仪器描述和规范

5.1 高压人工网络（HV-AN）

应使用如图8所示的5µH/50Ω高压人工网络（HV-AN）。

HV-AN应安装在接地平面上。HV-AN的接地线应与接地平面搭接。接地连接的直流电阻不应超过2.5m

Ω。

HV-AN的测量端口应端接50Ω负载。

图9示出了0.1MHz~100MHz的测量频率范围内HV-AN的阻抗特性ZPB（允差为±20％）。图9所示的端子

P和端子B之间的阻抗ZPB是在图8所示的端子A和端子B短路，测量端口端接50Ω时测得的。

说明：

1——DUT端口；

2——电源端口；

3——测量端口；

L1——5μH；

C1——0.1μF；

C2——0.1μF（默认值）；

R1——1kΩ；

R2——1MΩ（60s内将C2放电至<50 Vd.c.）。

图8 5μH/50ΩHV-AN原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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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X——频率，MHz；

Y——阻抗ZPB。

图9 HV-AN的特性阻抗

如果在单个屏蔽盒中使用未屏蔽的HV-AN，则应在HV-AN之间放置一个内屏蔽体，如图10所示。

说明：

1——地；

2——测量端口HV-；

3——电源线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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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量端口HV+；

5——电源线HV+；

L1——5μH；

C1——0.1μF；

C2——0.1μF（默认值）；

R1——1kΩ；

R2——1MΩ（60s内将C2放电至<50 Vd.c.）。

图10 单个屏蔽盒中5μH/50Ω HV-AN组合示例

可使用图11（标号6）所示的可选阻抗匹配网络用于模拟从连接HV电源的DUT向HV-AN方向看过去的

共模阻抗/差模阻抗。如果使用此阻抗匹配网络，则应在试验计划中进行规定。

说明：

1——地；

2——测量端口HV-；

3——电源线HV-；

4——测量端口HV+；

5——电源线HV+；

6——差模阻抗和共模阻抗匹配网络（可选，在试验计划中规定）；

L1——5μH；

C1——0.1μF；

C2——0.1μF（默认值）；

R1——1kΩ；

R2——1MΩ（60s内将C2放电至<50 Vd.c.）。

图11 具有阻抗匹配网络连接DUT的HV-AN

5.2 高压电源

高压电源应能在其规定的额定电压和电流范围内为 DUT 供电。最大噪声纹波 Upp应不大于额定电压

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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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测量仪器

应使用满足以下参数具有电压探头的示波器或波形采集设备。

——带宽：直流到至少400 MHz；

——采样率：至少2GS/s（单次触发模式）。

注：电压测量可以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或两个匹配的高压单端探头。两个高压探头分别连接到HV+和HV-。两个探头的

接地带均需连接到接地平面，为的是提供电压基准及其确保安全性。示波器显示HV+和HV-之间的差分电压（例如CH1-CH2

功能）。

差分探头特性：

——带宽：直流到至少100MHz；

——输入阻抗：直流时Z≥1MΩ。

电压探头特性：

——带宽：直流到至少200MHz；

——输入阻抗：直流时Z≥1MΩ；
——电容：≤10pF；

——衰减： 100:1。

5.4 高压电池或电源的负载

对于高压电池或电源的基本负载，可以使用具有以下参数的电阻器与电容器的并联：

——电阻器：R=500Ω±5% ；

——电容器：C= 10µF±10%

——10kHz时的等效串联电阻（ESR）<5mΩ；

——最小电流承载能力：10kHz时为50Arms（电流承载能力应适合试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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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功能状态分类及试验严酷等级示例

A.1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试验脉冲严酷等级的示例，功能状态分类（FPSC）应符合 ISO 7637-1 规定。

A.2 高压试验脉冲严酷等级的分类

A.2.1 试验脉冲A（脉冲正弦波骚扰）

表 A.1 给出了脉冲 A 推荐的高压系统的最低和最高严酷等级。

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协商选取表 A.1 中的所给值或各值之间的值作为试验

电平和试验时间。如果未规定特定值，推荐使用表 A.1 中给出的等级。

表 A.1 试验脉冲 A（脉冲正弦波骚扰）的参数

脉冲频率

(MHz)

试验电压 Upp（V）a

严酷等级

每 个 猝

发 内 的

振 荡 个

数

猝发循环时

间

（μs）

试 验持

续 时间

（min）

耦合方式

I II III IV

1

20 50 100
b

10 200/100/50 5/5/5

HV+与

HV-之间、

HV+与地

之间、HV-

与地之间

2

5

10

a
试验电压应在 50Ω负载上标定。详细信息应在试验计划中定义。

严酷等级与 HV标称电压有关（例如 5％～10％）。
b
特殊应用的严酷电平等级：详细信息应在试验计划中定义。

A.2.2 试验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

表 A.2 给出了脉冲 B 推荐的高压系统的最低和最高严酷等级。

车辆制造商和供应商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协商选取表 A.2 中的所给值或各值之间的值作为试验

电平和试验时间。如果未规定特定值，推荐使用表 A.2 中给出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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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试验脉冲 B（低频正弦波骚扰）的参数

测试频率 fPWM 频率步长 试验电压 Upp（V）c

严酷等级

每步长驻留

时间（猝发宽

度）（s）

耦合方式

I II III IV

可选项：

<3kHz
a

a a a a b

2

HV+与

HV-之间、

HV+与地

之间、HV-

与地之间

3kHz～30kHz 例如 1kHz 5 15 25
b

30kHz～300kHz 例如 10kHz 0.5 1.5 2.5
b

a
相关谐波<3kHz 的应用可选的试验频率和严酷等级：详细信息应在试验计划中定义。

严酷度电平与 HV 标称电压有关（例如 5％～10％）。
b
特殊应用的严酷电平等级：详细信息应在试验计划中定义。

c
试验电压设置应在开路负载条件下。

A.3 使用试验脉冲严酷等级的FPSC应用示例

表 A.3 给出了严酷等级的示例。对于每种脉冲以及不同的高压电动汽车系统，此表可能会有所不同

（等级源自表 A.1 和表 A.2）。

表 A.3 FPSC 等级示例

类别 1 类别 2 类别 3

L4i
等级 IV 等级 IV 等级 IV

L3i
等级 III 等级 IV 等级 IV

L2i 等级 III 等级 III 等级 IV

L1i 等级 III 等级 III 等级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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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瞬态电压波形评估

B.1 概述

本附录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评价方法，以表征根据 4.5 中的定义测得的骚扰源的瞬态发射。

B.2 瞬态发射波形特性的基本要素

评价波形特性需考虑以下波形参数（有关定义见 ISO 7637-1）。

发射限值应根据附录 A中的严酷度等级得到。

波形参数的指定缩写见表 B.1。

表 B.1 术语和缩写

参数 ISO 7637-1 中的定义 缩写

峰值 3.12 Us (Us1,Us2)

脉冲宽度 3.13.1 td

脉冲上升时间 3.13.4 tr

脉冲下降时间 3.13.2 tf

脉冲重复时间 3.13.3 t1

猝发宽度 3.2.2 t4

猝发间隔时间 3.2.3 t5

猝发循环时间 3.2.1 t4+t5

B.3 电压波形特征和瞬态发射的分类

B.3.1 试验脉冲A（脉冲正弦波骚扰）

图 B.1 示出了脉冲 A 的波形（不考虑相位），表 B.2 给出了脉冲 A 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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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试验脉冲A（正弦波脉冲），例如在HV+线上

表 B.2 试验脉冲 A（脉冲正弦波骚扰）的参数

参数 标称值

trep 猝发循环时间，参见表 A.1

每个猝发内的振荡个数 10

UPP 试验脉冲电压，参见表 A.1

UN DUT 的标称电压（HV+与 HV-之间）

B.3.2 试验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

图 B.2 示出了脉冲 B 的波形，表 B.3 给出了脉冲 B的参数。

图B.2 试验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

表 B.3 试验脉冲 B（低频正弦波骚扰）的参数

参数 标称值

f1...fx 试验脉冲频率，参见表 A.2

td 猝发宽度，2s

UPP 试验脉冲电压，参见表 A.2

UN DUT 的标称电压（HV+与 HV-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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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试验脉冲发生器及其验证

C.1 概述

本附录的目的是给出试验脉冲发生器的定义和验证方法。

C.2 试验脉冲发生器和耦合网络

C.2.1 试验发生器（脉冲A，脉冲正弦波骚扰）

试验发生器应具有以下射频特性：

——频率范围：1MHz～10MHz；

——阻抗：50Ω（标称值）；

——所需试验电平的输出功率（例如：100Vpp时 Pout为 25W，300Vpp时 Pout为 225W）。

说明：

1——脉冲调制器；

2——正弦波发生器（具有脉冲调制输入功能/脉冲调制能力）；

3——射频放大器；

4——可变衰减器（可选）；

5——定向耦合器；

6——功率计或示波器。

图C.1 脉冲正弦波骚扰发生器结构的实现

C.2.2 脉冲A （脉冲正弦波骚扰）线－线耦合的耦合平衡－不平衡转换器（表面电流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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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线－线耦合的快速瞬态抗扰度试验，可使用 ANSI C37.90.1:2012 附录 D 规定的或等效的

平衡－不平衡转换器。

图 C.2 示出了一个简单的传输线变压器用于不平衡模式到平衡模式的转换。平衡侧的两个端子需要

端接到地的 50Ω。

说明：

1——铁氧体磁环（2片，叠放）AL=5400nH /匝数
2
，2×AL×256≈2.75mH，内径 39mm，外径 60mm，磁芯厚度 2×18mm；

2——50Ω的同轴电缆（推荐：RG402 或类似电缆）绕在 2 个叠放的磁环上 16 匝。

图C.2 不平衡/平衡传输线变压器的示例

C.2.3 试验发生器（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

产生正弦试验信号：

——频率范围：3kHz～300kHz；

——频率步长：如果没有线性或对数扫描，则试验设备应能每十倍频产生几个频率（见表 A.2）。

每个频率的脉冲持续时间应至少为 2s；

——电压能力：3kHz～250kHz：30V（rms）， 250kHz～300kHz：20V（rms）；

——电流能力：16A（rms）。

C.2.4 脉冲B（低频正弦波骚扰）的耦合网络

该耦合网络用于将脉冲 B（低频正弦波骚扰）耦合到 HV+、HV-、HV+或 HV-与地之间。

耦合变压器用于将要求的骚扰耦合到 DUT。该变压器还有助于将低频发生器与 DUT 电源直流进行隔

离，其额定电流应适合 DUT，并能耦合 3kHz～300kHz 的频率。

试验应在线－地模式和单线串联模式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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