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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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359《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内置电源机器的电磁兼容性(EMC)》的第1部

分。GB/T2235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一般要求;
———第2部分:功能安全的EMC附加要求。
本文件和GB/T22359的第2部分共同代替GB/T22359—2008《土方机械 电磁兼容性》。与

GB/T22359—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8年版的第3章);

c) 更改了符合性要求,增加了整机性能判据和ESA性能判据(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抗扰度试验的附加要求(见4.1.3,2008年版的5.2);

e) 更改了单件测试样品的测量值的系数要求(见4.2.2、4.3.2、4.5.2和4.6.2,2008年版的5.3.2、

5.4.2、5.6.2和5.7.2);

f) 更改了机械在800MHz~2000MHz频段抗扰度的试验方法(见4.4.1.1,2008年版的5.5.1);

g) 增加了整机电磁辐射抗扰度试验(替代法)的具体要求(见4.4.1.2);

h) 更改了机械抗扰度基准限值的要求(见4.4.2,2008年版的5.5.2和5.5.3);

i) 更改了ESA电磁辐射抗扰度试验的具体要求,试验频段扩充到20MHz~2000MHz(见

4.7.1,2008年版的5.8.1);

j) 更改了ESA抗扰度基准限值的要求,增加了管状电波耦合器(TWC)法测量的限值要求(见

4.7.2,2008年版的5.8.2);

k) 删除了不控制机器运动的ESA或ESA功能元件的基准限值的要求(见2008年版的5.8.3);

l) 更改了ESD的试验方法,修改了基准限值的要求(见4.8,2008年版的5.9);

m) 增加了传导发射基准限值要求和传导抗扰度的功能状态(见4.9.3、4.9.4和表1~表3);

n) 更改了关于例外情况的说明(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6章);

o) 更改试验报告应包含的信息(见第6章,2008年版的第7章);

p) 增加了使用峰值检波器采用的修正系数(见B.2);

q) 更改了天线与机械的相对位置的要求(见B.5.3和C.5.3,2008年版的B.4.3和C.4.3);

r) 增加了关于AV检波器的注(见C.1.2和E.1.2);

s) 更改了ESA的配置(见D.4.3、图D.2、图D.3,2008年版的D.3.2、图D.2、图D.3);

t) 更改了ESA窄带电磁发射辐射的试验方法(见E.1.3,2008年版的见E.1.3)。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3766-1:2018《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内置电源机器的电磁兼容性

(EMC) 第1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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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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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冶京诚(湘潭)矿山装备有

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嘉华、雷明、杨久虎、王文龙、刘佼、沈飘飘、黄遂、郝鹏、陈惠玲。
本文件于200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分为部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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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359提供了涵盖机器的特性和操作参数的试验方法和标准,拟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一般要求。目的在于确定评估土方机械和建筑施工

机械电磁兼容性(EMC)的试验方法和验收准则。
———第2部分:功能安全的EMC附加要求。目的在于评估电磁兼容性(EMC)对土方机械和建筑

施工机械控制装置功能安全的影响。
本文件的范围说明了相关机械以及危险程度、危险情况或危险事件的范围。
本文件是ISO12100:2010描述的C类标准。当C类标准的要求不同于A类或B类标准时,对于

根据本C类标准要求设计和制造的机器,本C类标准的要求优先于其他标准的要求。
随着电子设备在土石方工程应用和机械作业区域的广泛使用,有必要确保机械对外部电磁场具有

足够的抗扰度。当越来越多的机械配备了电气和电子设备,也有必要确保机械的电磁场发射符合可接

受的限值。
机器设备和系统的大多数部件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会形成电子骚扰和高频骚扰。这些骚扰会在大

频率范围内,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传导或辐射)传递给其他电气/电子设备和系统造成干扰。由机械内

部或外部干扰源产生的窄带信号,也可能耦合到电气/电子系统中,并影响电气/电子设备的正常功能。
静电放电是与机械相关的,因为控制元件可以放置在司机位置的外部,接触点处可能形成电位差。

机械可能包含通过组合多个设备或组件来完善机器功能的开放系统,有必要考虑电源布线中的传导

瞬态。
虽然我国现行大量电磁兼容标准适用于各类型的产品和系统,但GB/T22359提出的试验方法规

定了其范围内机械、电气/电子器件(ESA)以及单独的ESA的具体试验条件。该试验方法指出,由于机

械的尺寸和用途特性不同,试验设施中机器的布置需要具备其典型的操作特性。
机械具有多个系统,包括可用于多种机器类型的部件。本文件规定的ESA或与机械分离的ESA

的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这些部件的抗扰度和辐射,并使这些部件可以在现有的实验室设施(包括专门配

备的屏蔽室)中进行评估。当进行电气/电子子组件试验时,有必要考虑子组件连接到机械布线系统后

所产生的任何附加影响。这些试验也可以在机械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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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内置电源机器的电磁兼容性(EMC)

第1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
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评估GB/T8498—2017定义的土方机械和ISO/TR12603:2010定义的下列建筑施

工机械的电磁兼容性(EMC)的试验方法和验收准则:
———钻探及基础施工设备;
———混凝土和灰浆的制备、输送、捣实设备及钢筋加工设备;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本文件涉及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EMC一般要求(GB/T22359.2—2022涉及与功能安全相关的

EMC附加要求)。
本文件涉及安装在机械上的电气/电子器件(ESA)和与机械分离的ESA。评估下列电磁骚扰

现象:
———宽带和窄带电磁干扰;
———电磁场抗扰度;
———静电放电;
———瞬态传导。
机械可能由DC、AC或者两者组合作为内部电源系统。
本文件不适用于由外部电网供电的机器或作为军事应用的设备。
注1:IEC61000涵盖并网发电的机器。
注2:UNECER10-Rev.5涵盖混合动力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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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113.104—201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4部分:无线电骚扰

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辐射骚扰测量用天线和试验场地(CISPR16-1-4:2012,IDT)

GB/T8498—2017 土方机械 基本类型 识别、术语和定义(ISO6165:2012,IDT)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12100:2010,IDT)

ISO7637-1:2015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1部分:定义和一般描述(Road
vehicles—Electricaldisturbancesfromconductionandcoupling—Part1:Definitionsandgeneralcon-
siderations)

注:GB/T21437.1—2021 道路车辆 电气/电子部件对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第1部分:定义和一

般规定(ISO7637-1:2015,MOD)

ISO7637-2:2011 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2部分:沿电源线的电瞬态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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