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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磁兼容（EMC，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是指，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每台电子、电气产
品除了本身要能抗住一定的外来电磁干扰保持正常工作以外，还不能产生对该电磁环境中的其他电子
、电气产品所不能容忍的电磁干扰，或者说，既要满足有关标准规定的电磁敏感度极限值要求，又要
满足其电磁发射极限值要求，这就是电子、电气产品电磁兼容应当解决的问题，也是电子、电气产品
要通过电磁兼容认证的必要条件。
　　电磁兼容技术是一门迅速发展的交叉学科，涉及电子、计算机、通信、航空航天、铁路交通、电
力、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今信息社会中，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个系统中采用的电气及电子设备数量大幅
度增加，而且电子设备的频带日益加宽，功率逐渐增大，信息传输速率提高，灵敏度提高，连接各种
设备的网络也越来越复杂，因此，电磁兼容问题日显重要。
　　现在，许多国家对电子产品的电磁兼容性都做了强制性限制。
我国已加入WTO，电磁兼容技术壁垒将是我国电子产品出口的更大障碍，我国对部分电子产品的电磁
兼容性也做了强制性要求，自2003年5月1日起，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加施中国强制性认证
标志的产品不得出口和在国内销售。
但是，我国产品的电磁兼容性指标与先进的国际标准比还有相当差距，因此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
和经验，掌握电磁兼容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尤为紧迫。
　　为适应形势，一个学习电磁兼容技术、培训电磁兼容技术人才的热潮已经掀起，各种“电磁兼容
技术培训班，，如雨后春笋。
本书突出实用性，系统、全面讲述电磁兼容技术及基本概念，正好迎合了这种形势，不失为一本学习
电磁兼容技术，培训电磁兼容技术人才的好教材。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介绍电磁兼容的基本概念，系统概述电磁兼容技术的基本知识。
第2～4章详细介绍了最常用的三项基本电磁兼容技术，即屏蔽技术、滤波技术和接地技术，叙述了它
们的技术原理、使用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
第5章讲述线路板设计，从元器件的选择、干扰的抑制技术、新技术的发展到具体的设计技巧都做了
详细叙述。
第6章讲述电缆设计，详细地叙述了干扰耦合的机理及抑制干扰的具体措施。
第7章介绍了瞬态干扰，如电快速瞬变脉冲群（EFT）、雷击浪涌（Surge）和静电放电（ESD）的特性
及常用的抑制器件。
第8章详细讲述电磁干扰的诊断与解决技术，包括使用的仪器设备。
第9章讲述无线电通信系统中的电磁兼容技术，着重介绍无线电波传播中产生的电磁波干扰以及为抑
制这种电磁波干扰而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第10章讲述计算机系统中的电磁兼容技术，针对计算机电磁兼容性问题的特殊性，重点介绍了工控环
境中计算机的抗干扰技术和计算机电磁信息泄露与防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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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电磁兼容技术的基本知识、概念，以及国内、外电磁兼容技术标准，着重从工程实
践角度阐述电磁兼容技术的原理、应用方法及应注意事项。
全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屏蔽技术、滤波技术、接地技术、线路板设计、电缆设计、瞬态干扰抑制
、电磁干扰诊断与解决技术以及在无线电通信系统和计算机系统中的EMC技术。

　　全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适合从事电气和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生产、管
理、检验与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同时也可供电气与电子工程、无线电与通信工程、计算机与自
动控制、仪器与测量技术等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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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磁兼容技术概述　　1．1电磁兼容的概念　　1．1．1　电磁干扰　　1．电磁干扰的定
义　　（1）电磁骚扰（EMD，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电磁骚扰是“任何可能引起装置、设
备或系统性能降级或对有生命或无生命物质产生作用的电磁现象。
电磁骚扰可能是电磁噪声、无用信号或传播媒介自身的变化”。
　　（2）电磁干扰（EMI，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是“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
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电磁骚扰仅仅是电磁现象，即客观存在的一种物理现象，它可能引起设备性能的降级或损害，但不一
定已经形成后果。
而电磁干扰是由电磁骚扰引起的后果。
过去在术语上并未将物理现象与其造成的后果明确划分，统称为干扰（Interference）。
IECSO（161）于1990年发布后，引入了Disturbance这一术语（中文译为“骚扰”），给出了明确的区
分。
但是为了方便，通常人们在分析电磁干扰问题时常常是与电磁骚扰联系在一起讨论，或统称为电磁干
扰。
　　2．电磁干扰（骚扰）源的分类　　电磁干扰的分类可以有许多种分法，例如，按传播途径分，
有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其中传导干扰的传输性质有电耦合、磁耦合及电磁耦合；按辐射干扰的传输
性质分，有近区场感应耦合和远区场辐射耦合；按频带分，有窄带干扰和宽带干扰；按干扰频率范围
分，可细分为5种（见表1—1）；按实施干扰者的主观意向分，可分为有意干扰源和无意干扰源；按干
扰源性质分，有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如图1—1所示），等等。
后面我们将详细说明自然干扰和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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