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在2006 版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1] 中，

对电子衡器的附加试验的射频电磁场抗扰度调制为

80%AM 1kHz 正弦波时，将1992 版国际建议[2] 中的场

强由3V/m 改为10V/m,。随后其他六个自动衡器国际

建议和2017 版R60《称重传感器》国际建议也将场强

改为10V/m 这个要求。

对于电子衡器提出其必须具备的适应能力要求

是为了保证这些电子衡器能够准确稳定地提供所需

要的称量信息。我们认为，任何标准不能一刀切，

特别是对于电磁兼容性问题非自动衡器和自动衡器

更应该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

非自动衡器大部分使用在非工业场所，关键是

非自动衡器的称量结果需要操作者干预才能确定是

否可接受。当被称量的物品受到周围环境干扰，操

作者认为影响到称量准确性时，操作者可以对被称

物品重新进行称量。

自动衡器大部分是使用在工业环境下，是在按

照预先设置的程序连续对物品进行称量。当衡器周

围环境发生干扰，影响到物品的称量准确度或无法

正常称量时，由于受到系统限制被称量物品是不能

停顿，更不能倒回去重复称量的。

行业内的国内外制造企业，在电磁兼容性方面

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普遍认为，对于电子衡器来

讲，特别是对于非自动电子衡器，没有必要在“场强

为10V/m”环境下试验，因为按照这个要求将会大大

增加产品成本。

1  相关规定

（1）美国44 号手册2-20 衡器[3]：N.1.6 条在确定

有射频（RFI）干扰存在，并有一定表征的情况下，

如果被认为那些情况“经常出现”，应对电子衡器进

行RFI 抗干扰试验。

（2）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文件D11[4] 的表33 和

表34（见表1 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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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般来源的电磁场

D11 的表33 一般来源的电磁场
测试水平指数 1 2(3) 3(3) i(4) 单位

频率范围
80~800MHz(1)

26~800MHz(2)(5)
1 3 10

Ei V/m
980~1400 MHz 1 3 10

调制 80%AM，1kHz，正弦波
注：
（1）OIML 建议采用的严酷度水平. 加粗字体是OIML 建议的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测试水平。
（2）“i”和“Ei”指测试水平指数如果伴随着选择的理由，磁场强度水平可由相关建议中规定。
（3）IEC 61000-4-3 [29] 通常只指定80 MHz 以上的试验水平，对于较低的频率范围内进行的无线电频率干扰的测试方法
也将被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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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专门由无线通信网络引起的电磁场

D11 的表34 专门由无线通信网络引起的电磁场
测试水平指数 1 2 3 4 i(2) 单位

频率范围
446MHz（3） 1 3 10 30

Ei V/m(0.8-3)GHz（4）（5） 1 3 10 30
(3-6) GHz（5）（6） 1 3 10 30

调制 80%AM，1kHz，正弦波
注：
⑴OIML 建议采用的严酷度水平. 加粗字体是OIML 建议的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测试水平。
⑵“i”和“Ei”指测试水平指数如果伴随着选择的理由，磁场强度水平可由相关建议中规定。
⑶只适用于欧洲地区。
…………

（3）GB/T17626.3-2016《射频电磁场辐射抗干

扰试验》[5] 附录E。

GB/T17626.3-2016中E.2一般用途的试验等级（见

表3）。

等级1：低电平电磁辐射环境。位于1km 以外的

地方广播电台/ 电视台和低功率的发射机/ 接收机所

发射的电频为典型的低电平。

等级2：中等的电磁辐射环境。使用低功率的便

携收发机（通常功率小于1W），但限定在设备附近

使用，是一种典型的商业环境。

等级3：严重电磁辐射环境。便携收发机（额定

功率2W 或更大），可接近设备使用，但距离不小

于1m。设备附近有大功率广播发射器和工（业）科

（研）医（疗）设备，是一种典型工业环境。

等级4：距离设备1m 以内使用便携收发机，或距

离设备1m 以内使用严重的干扰源。

表3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干扰试验等级

试验
等级

载波场强
（V/m）

最大RMS 场强
（V/m）

保护距离/m 性能判据
2W GSM 8W GSM 1/4W DECT 例1b 例2c

1 1 1.8 5.5 11 1.9 — —
2 3 5.4 1.8 3.7 0.6 a —
3 10 18 0.6 1.1 ~0.2 b a
4 30 54 ~0.2 0.4 ~0.1 — b

a 按第9 章要求；
b 设备失效后果不严重；
c 设备失效后果严重；
d 在此距离或更近距离时远场式不准确。

2  几点疑问

GB/T17626 系列标准是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标准的，在第9 章测试结果的评估中，统一

给出了相同的意见：

“试验结果应依据受试设备的功能丧失或性能

降级进行分类。相关的性能水平由设备的制造商或

试验的需求方确定，或由产品的制造商和购买方双

方协商同意，建议按如下要求分类：

（1）在制造商、委托方或购买方规定的限值内

性能正常。

（2）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在骚扰停

止后能自动恢复，不需要操作者干预。

（3）功能或性能暂时丧失或降低，但需要操作

人员干预才能恢复。

（4）因设备硬件或软件损坏，或数据丢失而造

成不能恢复的功能丧失或性能降低。

由制造商提出的技术规范可以规定对受试设备

产生某些影响是不重要的，因而这些影响是可接受

的。”

2.1  非自动衡器

在R76 国际建议中非自动衡器的定义非常明确地

指出：在称量过程中需要操作者干预，以确定称量结

果是否可接受的衡器。

对非自动衡器来讲，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在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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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环境下使用，如果一次的称量结果因为外界某种

干预使示值变化完全可以重新进行称量。

在2004 版的D11 表12.1.1/1 一般来源的电磁场中

指出[6]，(3)OIML 建议采用的严酷度水平（2013 版改

为“测试水平指数”）：水平2 适用于民用、商业和

轻工业；水平3 适用于工业环境。更多的严酷度水平

选择参阅附录F 的IEC61000-4-3[29]（此段原文见下

图）。

如果说为了因为手机使用时产生的干扰而要求

非自动衡器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是否应该按表3 中

的试验等级4，将指标设定为30V/m 呢？

2.2  自动衡器

⑴称量方式所确定。对于自动衡器来讲，因为

其绝大部分产品都是连续称量，对于被称量的物品

是没有机会取回来重新称量的。不但要求电子衡器

在较强的干扰状态下示值变化不能大于允许误差，

而且要求在干扰情况下不能出现瞬时死机。所以

说，对于自动衡器不仅仅是将抗干扰指标提升一点

的问题，而是应该再进一步的提高抗干扰指标。

⑵称量环境所确定。自动衡器在干扰环境下使

用，现场的干扰强度远远超过国际建议中给出的量

值，干扰种类也远远超出国际建议给出的六种形式：

分别为“电压暂降 短时中断抗扰度”“电快速瞬变

脉冲群抗扰度”“静电放电抗扰度”“浪涌（冲击）

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射频场感应的

传导骚扰抗扰度”。

3  结语

⑴ 我们在2016 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参加欧洲制

造商联盟年会时，英国的制造商在讨论R76 国际建议

时认为，R76 国际建议在抗干扰试验规定的场强指标

设定为10V/m，是检测机构一种一刀切的不负责任的

做法。因为大部分受影响的设备在室内，从EMC 的

观点考虑，在室内时ERP 值更有可能调节到最大等

级，实际上室内干扰度有效区比室外更差。

⑵ 作为计量器具首先应该保证称量的准确性、

可靠性，正如GB/T17626 系列标准所给出的测试结果

评估标准中的受试设备分类方法，对于非自动衡器

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随时纠正，不可能会影响使

用者的利益。

⑶ 正如美国44 号手册所指出的：只有干扰情况

“经常出现”时，才对电子衡器做RFI 干扰试验，而

不是“从难从严”进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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