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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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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Z)17624《电磁兼容 综述》的第3部分。GB/T(Z)17624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 电磁兼容基本术语和定义的应用与解释;
———第2部分 与电磁现象相关设备的电气和电子系统实现功能安全的方法;
———第3部分 高空电磁脉冲(HEMP)对民用设备和系统的效应;
———第4部分 2kHz内限制设备工频谐波电流传导发射的历史依据。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TR61000-1-3:2002《电磁兼容(EMC) 第1-3部分:综述 

高空电磁脉冲(HEMP)对民用设备和系统的效应》。
本文件与IEC/TR61000-1-3:2002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

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A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我国标准体系一致,本文件名称改为《电磁兼容 综述 第3部分:高空电磁脉冲

(HEMP)对民用设备和系统的效应》;
———为方便对图7、图8、图9和图16的理解和使用,增加了分图的图题,删除了图7、图8、图9图

题对分图的说明;
———第7章第一段增加了条编号和标题,该章其余条编号顺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电磁兼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空间应

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北京宇航系统工程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玲、崔强、李妮、张戈、李云、张建功、谢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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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Z)17624是关于我国电磁兼容领域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和指导性技术文件,旨在描述对

于电磁兼容领域的一般考虑(导言、基本原则)以及定义和术语等内容。电磁骚扰在大部分环境中都存

在,因此对于电磁兼容技术的综述方面,在应用场景、产品对象、使用者需求和标准编制目的等存在多方

面差异,建立一个整体的综述是不现实的。GB/T(Z)17624保持了与IEC61000-1系列标准的一致性,
将GB/T(Z)17624划分若干部分。目前GB/T(Z)17624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第1部分 电磁兼容基本术语和定义的应用与解释。目的在于阐述并解释对电磁兼容系统设

计和评估中的基本概念和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术语。
———第2部分 与电磁现象相关设备的电气和电子系统实现功能安全的方法。目的在于为实现暴

露在电磁骚扰中的电气和电子系统及装置功能安全提供导则。
———第3部分 高空电磁脉冲(HEMP)对民用设备和系统的效应。目的在于描述已进行的和模拟

的高空电磁脉冲(HEMP)试验过程中产生的效应。
———第4部分 2kHz内限制设备工频谐波电流传导发射的历史依据。目的在于描述电网2kHz

内工频谐波电流传导发射的来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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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 综述 第3部分:高空电磁脉冲
(HEMP)对民用设备和系统的效应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已进行的和模拟的电磁脉冲试验过程中产生的效应,包括国外在进行高空核试验观

察到的效应以及进行HEMP模拟器试验观察到的效应。
注1:除了直接效应,本文件还包括有关 HEMP与“长线”耦合的信息。
注2:不是所有的试验和暴露都会使设备失效。HEMP相互作用的几何结构和设备的电磁屏蔽等因素,会导致不

同的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了解HEMP对现代电子系统可能产生效应的严重性、在验证 HEMP耦合到“长线”
的感应电流和电压的具体幅值、电子设备的直接注入试验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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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EC60050-161:1990,IDT)
GB/T18039.8 电磁兼容 环境 高空核电磁脉冲(HEMP)环境描述 传导骚扰(GB/T18039.8—

2012,IEC61000-2-10:1998,IDT)
GB/T18039.10 电磁兼容 环境 HEMP环境描述 辐射骚扰(GB/T18039.10—2018,IEC61000-

2-9:1996,IDT)
IEC61000-4-32 电磁兼容性(EMC) 第4-32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高空电磁脉冲(HEMP)模

拟装置概要[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Part4-32:Testingandmeasurementtechniques—High-
altitudeelectromagneticimpulseHEMPsimulatorcompendium]

3 术语和定义

GB/T4365—20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衰减 attenuation
因吸收和散射而导致的电场、磁场或电流、电压幅值的减小。
注:衰减值通常用分贝(dB)表示。

3.2
孔缝进入点 aperturepoint-of-entry
孔缝进入端口 apertureport-of-entry
包括有意的或无意的孔、裂缝、开口或者屏蔽表面的其他不连续的孔洞或缝隙。
注:有意进入孔缝点包括人员和/或设备的进出口和电磁屏障上的通风口。

3.3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每个导体与规定参考点(通常是地或机壳)之间的相电压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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