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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电磁辐射测试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M、N类车辆，包括内燃机驱动的车辆、电驱动的车辆以及混合动力驱

动的车辆。

本文件规定了车辆的电磁辐射水平测试评价方法，包括测试工况、测试频段、测试区

域、测试点位，以及根据测试结果评价车辆电磁辐射水平的评分准则与评价结果发布方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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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30.1-2001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2004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9259-2012 道路车辆电磁兼容术语

GB 8702-201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T 12534-90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HJ/T 10.2-199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电场

由电场强度与电通密度表征的电磁场的组成部分。

3.2 磁场

由磁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表征的电磁场的组成部分。

3.3 电磁场

由电场强度、电通密度、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四个相互有关矢量确定的，与电流密

度和体电荷密度一起表征介质或真空中的电和磁状态的场。

3.4 电场强度

矢量场量 E，其作用在静止的带电粒子上的力等于 E与粒子电荷的乘积，其单位为伏

特每米（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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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磁场强度

矢量场量 H，在给定点，等于磁感应强度除以磁导率，并减去磁化强度，其单位为安

培每米（A/m）。

3.6 磁感应强度

矢量场量 B，其作用在具有一定速度的带电粒子上的力等于速度与 B矢量积，再与粒

子电荷的乘积，其单位为特斯拉（T）或微特斯拉（μT）。在空气中，磁感应强度等于磁场

强度乘以磁导率μ0，即 B=μ0H。

3.7 车辆电磁辐射(EMR)

车辆电磁辐射（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EMR）是指因车辆电器设备工作时，自身

或通过线束等关联辅件对外辐射，并与车身钣金等车辆固有结构相互作用，从而在车内或

车周驾乘人员所处位置造成的有可能影响驾乘人员身体健康的电磁环境，包括电场与磁场

环境。

3.8 电波暗室

通常指内部装有吸波材料的屏蔽室，本规程中特指配备了四驱转毂的整车测试用半电

波暗室。

4 一般规定

4.1 测量条件

4.1.1 测量场地

匀速行驶与通信工况应在电波暗室内进行。

加减速行驶工况在室外清洁、干燥、平坦的，用沥青或混凝土铺装的直线道路上进行，

宽度不小于 8m，纵向坡度在 0.1%以内。

如在测功机上进行测量，应根据车辆整备质量设置道路负荷。

4.1.2 测量环境

测量场地环境中的背景噪声应低于附录 A.1中限值的 10%。

室外道路测试环境良好，无降雨、降雪、冰雹等恶劣天气，水平能见度应不低于 500m。

4.2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能进行频率范围 10Hz～30MHz 的磁场测量和 30MHz～3GHz的电场测量，

测量探头应为各向同性，测量探头所连终端正常工作时，终端 1 米外用所连探头测量得到

的本规程关注频段电磁场均应低于附录 A.1限值 10%，并满足 HJ/T 10.2-1996《辐射环境保

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中对选频式辐射测量仪要求。

测量仪器应能进行电场与磁场 20秒以上方均根值计算，测量仪器数据采集频率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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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参见表 1。

表 1测量仪器频率分辨率最低要求

频率范围 频率分辨率

10Hz~500Hz ≤1.25Hz
500Hz~10kHz ≤25Hz
10kHz~400kHz ≤1kHz
400kHz~30MHz ≤75kHz
30MHz～3GHz ≤500kHz

通信工况测试用标准天线与信号源连接后，能有效模拟手机按无线电管理机构要求的

GSM最大辐射功率发射的工况，其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达到+33dBm。

5 试验流程

5.1 车辆测试工况描述

车辆测试工况包括行驶工况、通信工况和充电工况（仅针对新能源车），行驶工况下又

细分为匀速行驶工况、急加速行驶工况和急减速行驶工况，工况细节见表 2：
表 2 测试工况总览表

车辆工况 工况描述

行驶工况

匀速

行驶工况

车速 40km/h匀速运行；

灯光全开（含应急报警灯）；

空调最大风量制冷；

雨刮最大档；

座椅加热和通风开至最大档（如果有）；

车内显示屏全部打开；

影音娱乐系统播放标准视频

急加速

行驶工况

油门全开，从静止开始到 90km/h为止或到被测车辆达到

最高速度为止（最高车速小于 90km/h的被测车辆）；

与行驶无关的其他用电器全部关闭

急减速

行驶工况

减速度大于 2.5m/s2，以 90km/h的速度行驶或者从车辆的

最高速度开始进行（最高车速小于 90km/h的被测车辆）

直至静止；

与行驶无关的其他用电器全部关闭

通信工况

车辆静止，Key On状态；

车辆配备移动通信设备时，车载 T-BOX（或功能相当的

车载移动通信设备）与基站模拟器连接，并以最大功率发

射，否则信号源与标准天线相连，标准天线在车内规定位

置发射，其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达到+33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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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工况
车辆静止，Off状态，充电时电池 SOC大于 20%小于 80%
（优先选用直流快充模式）

考虑到不同的车辆具有不同的行驶模式和运行模式的情况，测试时应按如下规定进行：

1. 当车辆具备如经济模式、标准模式、运动模式等不同行驶模式时，应优先使用运

动模式作为测试时的车辆行驶模式；

2. 当车辆为混动车辆时，车辆具备纯电驱动模式、燃油模式等运行模式，应优先使

用纯电模式作为测试时的车辆运行模式；

3. 当车辆具有四驱功能时，应开启四驱模式作为测试时的车辆运行模式；

4. 当车辆具有能量回收功能时，应将能量回收档位开至最大；

5. 充电工况时，优先选用直流快充模式。

行驶工况下纯电动汽车及混合动力汽车的荷电状态（SOC）应在 20%～80%之间。

5.2 测试频段

不同工况下的测试频段见表 3：
表 3测试频段表

工况 测试场 测试频段

行驶工况 磁场 10Hz-30MHz

通信工况 电场 30MHz-3GHz

充电工况 磁场 10Hz-30MHz

5.3 测试布置

5.3.1 行驶工况

5.3.1.1 匀速行驶工况



CAHI-SM-HPI.EMR-A0-2023

5

图 1 匀速行驶工况测试布置图

匀速行驶工况布置图见图 1，车辆固定在暗室内测功机上以规定工况运行，测量探头所

连接终端应布置在暗室外或暗室内距离车辆 3米以外。

5.3.1.2 急加速行驶工况

图 2 急加减速行驶工况测试布置图

急加速行驶工况布置图见图 2，车辆在满足条件的室外道路上以规定工况运行，测量探

头所连接终端布置在距离车辆测试点 1米以外。

5.3.1.3 急减速行驶工况

同急加速行驶工况。

5.3.2 通信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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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站模拟器+车载 T-BOX

（b）信号源+标准天线

图 3 通信工况测试布置图

通信工况布置图见图 3，当被测车辆搭载有车载 T-BOX时，则使用基站模拟器与车载

T-BOX相连（图 3-a），车载 T-BOX以最大功率发射；当被测试车辆未搭配车载 T-BOX时，

使用信号源与标准天线相连（图 3-b），模拟手机按无线电管理机构要求的 GSM最大辐射功

率发射的工况，其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达到+33dBm，信号源应布置在暗室外或暗室

内距离车辆 3米以外；

当被测车辆有专用手机置放槽时，应将标准天线优先放置在手机置放槽内，否则，应

将标准天线放置在杯架处，其摆放示意图如下（标准天线放于杯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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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手机杯架处摆放示意图

5.3.3 充电工况

参见匀速行驶工况布置。

5.4 测试区域及测试点位

5.4.1 测试区域

对于 2座车辆，测试区域包括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如图 5所示。

对于大于等于 4座的车辆，测试区域包括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左乘员位、右乘员位，

如图 6所示。

主驾驶位为最前排最左端座位，副驾驶位为最前排最右端座位，左乘员位为最后排最

左端座位，右乘员位为最后排最右端座位。

图 5 2 座车测试区域示意图

图 6 大于等于 4 座车测试区域示意图

主驾驶位包含座位区域及中控区域，副驾驶位、左右乘员位均只包含座位区域。

匀速行驶工况对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各乘员位进行测试；加减速工况、通信工况只

对主驾驶位、副驾驶位进行测试；充电工况仅对充电区域进行测试；测试工况与测试区域

对应关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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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测试工况与测试区域对应表

测试工况
测试区域

主驾驶位 副驾驶位 左乘员位 右乘员位 充电区域

匀速行驶 ● ● ● ● ×

急加速行

驶
● ● × × ×

急减速行

驶
● ● × × ×

通信 ● ● × × ×

充电 × × × × ●

5.4.2 测试点位

5.4.2.1 座位区域测试点位

座位（含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左乘员位和右乘员位）区域的测试点位见图 7。测试之

前，对于能够调整坐姿的座椅，应按以下要求调整座椅

1.可前后调整的座椅调整为前后调节的中央位置；

2.可上下调整的座椅调节为上下调节的最低位置；

3.靠背倾角可调的座椅，将靠背向车辆后方调整至与铅直线夹角 15°；

4.探头中心距离座椅表面 7.5 cm，每个测试点位处探头中心的布置位置见图 7；
5.点位 1、2、3处，探头中心应位于座椅中轴线上；

6.点位 4、5 处，探头中心位于座椅前边缘在脚部地板区域投影前方 10cm处，探头位

于脚部地板区域左右最边缘处。

座位区域侧视图 座位区域平视图 脚部地板区域俯视图

图 7 座位区域测试点位示意图

5.4.2.2 中控区域测试点位

中控区域测试点位为中控面板区中央位置、换挡杆位置、扶手前边缘位置，点位 6处
探头中心应位于中控屏中心（无中控屏则在中控按键区域中心），点位 7、8 处探头中心应

位于车辆中轴线上，点位 7 处探头位于换挡杆（或换挡旋钮、按键）后方根部，点位 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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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中心位于扶手前边缘，如图 8所示。

图 8 中控区域测试点位示意图

5.4.2.3 充电区域测试点位

充电区域测试点位为：充电口中心水平及垂直线上，测量探头紧贴充电枪上下左右四

个点位（9、10、11、12），点位 13充电线距充电口 0.5米位置，充电线缆垂直悬挂部分距

车体 100mm~300mm。

图 9 充电区域测试点位示意图

5.4.2.4 各测试区域对应测试点位

各测试区域对应测试点位见下表。

表 5 测试区域与测试点位对应表

测试

区域

测试点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主驾

驶位
● ● ● ● ● ● ● ● × × × × ×

副驾

驶位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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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乘

员位
● ● ● ● ● × × × × × × × ×

右乘

员位
● ● ● ● ● × × × × × × × ×

充电

区域
× × × × × × × × ● ● ● ● ●

5.5 测试流程

车辆和测试仪器准备。

对车辆外观和车辆性能进行确认，将车辆信息填入附录二样车核查表。

关闭车门，放下车窗。

确定好测试位置，设置好测试工况，以下均以大于等于 4座新能源车举例。

分别在行驶工况、通信工况和充电工况下测试关注区域的关注点位，匀速行驶工况关

注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左乘员位、右乘员位共 4 个区域；急加减速工况关注主驾驶位、

副驾驶位共 2 个区域；通信工况关注主驾驶位、副驾驶位共 2 个区域；充电工况仅关注充

电区域。

对于副驾驶位和左右乘员位这 3个区域，测试座位区的第 1点（头部）、第 2点（胸部）、

第 3点（裆部位置）以及第 4、5点（脚部）；对于主驾驶位，除测试座位区的第 1点到第 5
点外，还需测试中控区的第 6、7、8点所对应的电场和磁场，并保存测试数据。每个测量

点值为频域的方均根值，匀速行驶、通信工况、充电工况每个测量点持续时间 20秒，急加

减速行驶工况每个测量点持续时间为整个加减速过程。

当测试人员对测试结果存疑时，应间隔两分钟后重测。若两次重测后仍未复现该结果，

则判定首次结果异常，以最后一次测试为准，记录测试结果；否则，以首次测试结果为准。

匀速行驶、急加速行驶、急减速行驶、通信、充电五种不同的工况对应不同的测试流

程。在行驶及充电工况测试流程中，由于覆盖频段跨越了极低频、低频和高频频段，用一

套测试探头实现完整覆盖存在困难，可根据设备情况分段测试。以下测试流程是按照 400
kHz为分界线分段进行的，即分别进行 10 Hz~400 kHz与 400 kHz~30 MHz 的行驶工况磁场

测试，以实现 10 Hz~30 MHz 的频段覆盖。

5.5.1 行驶工况

5.5.1.1 匀速行驶工况测试流程

匀速行驶工况对应测试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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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匀速行驶工况测试流程图

5.5.1.2 急加减速行驶工况测试流程

急加减速行驶工况对应测试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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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急加减速行驶工况测试流程图

5.5.2 通信工况

通信工况对应测试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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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通信工况测试流程图

5.5.3 充电工况

充电工况对应测试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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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充电工况测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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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结果评价

6.1 评价原则

为确保评价结果能够真正起到反映车辆电磁辐射水平，指导关注电磁辐射的消费者选

车用车，引导车企面向车辆电磁辐射优化设计的作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车辆电磁辐射

测试结果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目的性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的首要服务群体是消费者，因此车辆电磁辐射板块从频段上讲，应

重点关注医学研究中已明确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影响的频段；从工况上讲，应重点关注消费

者特别关注的工况；从测试区域上讲，应重点关注驾乘人员的重点器官会长期处于的区域

和点位。应使这些重点频段、重点工况和重点区域与点位的测试结果在最后的综合评价结

果中能够得到充分的反映。

2.客观性

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模式能够从客观上充分反映车辆在各种关注工况下的车辆

电磁辐射水平，避免测试评价人员主观因素影响评价结果，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

3.全面性

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飞速发展的今天，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导致车辆电磁环境

更加复杂，消费者对各种技术带来的电磁辐射存疑，因而应面向各种车载电器系统的工况

和工作频段进行全面测评，考察指标参考但不局限于国际国内现行标准要求。

4.可操作性

评价所需指标应在合理的测试时间内测出，不对测评环境与设备提出超出行业现有水

平的要求，且测试结果具有代表性，评价模式简明合理、评价指标层次分明。

6.2 评价指标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车辆电磁辐射（EMR）板块满分为 100 分，由匀速磁场辐射指标

（CMRI）、急加速磁场辐射指标（AMRI）、急减速磁场辐射指标（DMRI）、通信电场辐射

指标（CERI）、充电磁场辐射指标（GMRI）组成，分别对应各自工况，对应满分分别为 65
分、10分、5分、20分、5分，其中充电磁场辐射指标 5分实行扣分机制。

6.3 评价层次

对于每一个评价指标，评分计算时均分为三个评价层次：第一层为特定区域单个测试

点在特定工况下的测试结果评价，简称单点层；第二层为单个区域内所有测试点位测试结

果的综合评价，以下简称为区域层；第三层为车辆不同区域在同一工况下测试结果的综合

评价，以下简称为工况层。

6.3.1 单点层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车辆电磁辐射板块的最小测试单元是每一个测试点位的测试结果，

这一结果必然是在限定工况下、限定频段下得到的，其评价方法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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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区域层

在第二层（区域层）评价层次内，关注单个区域内所有测试点位的测试结果，并根据

重点关注人体重要器官所在点位的原则，对不同测试点位分配了不同的权重。

对副驾驶位、后排左乘员位和右乘员位这样的 5点座位区域而言，因为电磁辐射对神

经系统、生殖系统的影响较大，故头部和裆部对应点位（点位 1和点位 3）各分配 30%的权

重；考虑到电磁辐射有可能影响心脏起搏器等植入式电子设备工作，故胸部对应点位（点

位 2）也分配 30%的权重；左右脚对应点位（点位 4和点位 5）虽然常常是车辆电磁场较强

的点位，但腿脚部位并没有重要的脏器或神经系统，故此二点位仅各分配 5%的权重。

评分时将中控区域 3个点位放在主驾驶位内进行评分，故主驾驶位共有 8 个点（头、

胸、裆、左脚、右脚、中控 6、中控 7、中控 8）。此时头部、胸部和裆部对应点位（点位 1、
点位 2 和点位 3）分别分配 25%的权重，左右脚对应点位（点位 4和点位 5）各分配 5%的

权重，中控区 3个点也各分配 5%的权重。

对于充电区域 5个测试点位分别 20%权重。

该部分权重分配亦可见表 6。

6.3.3 工况层

对于每种工况，每个测试区域均匀分配权重。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车辆电磁辐射板块的具体评分标准、层级和权重分配情况见下表。

表 6 评分层级与权重分配表

指标
满分

分值

工况层

分配
区域层分配 单点层评分标准

匀速磁场

辐射指标
65分

每个测试

区域均匀

分配权重

主驾驶位
副驾及左

右乘员位

以 GB 8702-2014为
参考基准

-100分，值≥基准值 200%；

0分，基准值 200%＞值≥基
准值 100%；

20分，基准值 100%＞值≥
基准值 50%；

50分，基准值 50%＞值≥基
准值 10%；；

100分，基准值 10%＞值

急加速磁场

辐射指标
10分 头部、胸

部、裆部

各占 25%

脚部、中

控区域各

点各占

5%

头部、胸

部、裆部

各占 30%

脚部各点

各占 5%

急减速磁场

辐射指标
5分

通信电场

辐射指标
20分

充电磁场辐

射指标

5分(扣
分项)

充电区域5个测试点位

分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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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结果评价

6.4.1 总分计算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EMR 部分”总分（S）由匀速磁场辐射指标（CMRI）、急加速

磁场辐射指标（AMRI）、急减速磁场辐射指标（DMRI）及通信电场辐射指标（CERI）得

分之和再减去充电磁场辐射指标（GMRI）的扣分得到，如式 1所示：

+ -5CMRI AMRI DMRI CERI GMRIS S S S S S    （式 1）

6.4.2 单一指标分值计算—工况层

6.4.2.1 CMRI得分计算

式 1中由 CMRIS 对应主驾驶位得分（ 1CMRIS  ）、副驾驶位得分（ 2CMRIS  ）、左乘员位得

分（ 3CMRIS  ）与右乘员位得分（ 4CMRIS  ）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再乘以对应工况层权重

0.65计算得出，如式 2及式 3所示

-1

0.65= M
CMRI CMRI mm
S S

M  （式2）

-1

-2
-m

-3

-4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S
S

S
S
S



 



主驾驶位得分

驾驶位得分

左乘员位得分

右乘员位得分

—

—副

—

—

（式3）

式 2中，2座车M=2，大于等于 4座车M=4。

6.4.2.2 AMRI得分计算

2

1

0.1
2AMRI AMRI mm

S S 
  （式4）

6.4.2.3 DMRI得分计算

2

1

0.05
2DMRI DMRI mm

S S 
  （式 5）

6.4.2.4 CERI得分计算

2

1

0.2
2CERI CERI mm

S S 
  （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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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 GMRI得分计算

0 05GMRI GMRI-5S = . S （式7）

6.4.3 确定工况下单一区域分值计算—区域层

式 2中 1CMRIS  由各点位得分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计算得出，如式 8所示

3 8
1 1 11 4

0.25 0.05CMRI CMRI n CMRI nn n
S S S     

   （式8）

其中 1 1CMRIS   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头部点位得分， 1 2CMRIS   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胸部

点位得分， 1 3CMRIS   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裆部点位得分， 1 4CMRIS   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右

脚点位得分， 1 5CMRIS   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左脚点位得分， 1 6CMRIS   、 1 7CMRIS   、 1 8CMRIS  

分别代表主驾驶位得分中中控 6、7、8点位得分，该部分表述见式 8。

-1-1

-1-2

-1-3

-1-4
-1-n

-1-5

-1-6

-1-7

-1-8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CMRI

S
S
S
S

S
S
S
S
S




 

主驾驶位得分中头部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胸部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裆部点位得分

驾驶位得分中右脚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左脚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中控6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中控7点位得分

主驾驶位得分中中控8点位

—

—

—

—主

— 得分

—

—

—













（式8）

式 2 中 | 2,...,CMRI mS m M  由各点位得分分别乘以对应权重之和计算得出，如式 9

所示，

3 5

1 4
0.3 0.05CMRI m CMRI m n CMRI m nn n

S S S     
   （式9）

6.4.4 单点分值计算—单点层

对于这一最小测试单元的测试结果而言，本规程给出了评分标准如下：

以 GB 8702-2014参考限值为基准，将限定工况、限定频段和限定区域下某点位的测试

结果的频谱与该基准比较。

若测试结果中出现超出比较基准的数据，则以每个频点的测试结果与比较基准相减后

再除以比较基准，得到超出比较基准的量与比较基准之间的比值，以该比值最大的频点作

为评价频点；若评价频点的测试结果大于或等于比较基准的 2倍，则该点得分为 -100分；

若评价频点的测试结果大于或等于比较基准，但小于比较基准的 2倍，则该点得分为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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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测试结果中未出现超出比较基准的数据，则以每个频点的测试结果与比较基准相除，

得到测试量与比较基准的比值，以该比值最大的频点作为评价频点；若评价频点的测试结

果大于或等于比较基准的一半，则该点得分为 20分；否则，若评价频点的测试结果大于或

等于比较基准的 10%，则该点得分为 50分；否则，则该点得分为满分 100分。

该部分评分标准亦可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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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现有国际国内主流标准的限值

A.1 GB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磁感应强度

μT

大于 1 Hz小于等于 8 Hz 8000 3.2×104/ f 2 4×104/ f 2

大于 8 Hz小于等于 25 Hz 8000 4000/ f 5000/ f

大于 0.025 kHz小于等于 1.2kHz 200/ f 4/ f 5/ f

大于 1.2 kHz小于等于 2.9 kHz 200/ f 3.3 4.1

大于 2.9 kHz小于等于 57 kHz 70 10/ f 12/ f

大于 57 kHz 小于等于 100 kHz 4000/ f 10/ f 12/ f

大于 0.1 MHz小于等于 3 MHz 40 0.1 0.12

大于 3 MHz 小于等于 30 MHz 67/ f 1/2 0.17/ f 1/2 0.21/ f 1/2
大于 30 MHz 小于等于

3000MHz 12 0.032 0.04

大于 3000 MHz小于等于 15000
MHz 0.22 f 1/2 0.00059 f 1/2 0.00074 f 1/2

大于 15 GHz小于等于 300GHz 27 0.073 0.092

注 f 用表示在频率范围栏的单位表示。

A.2 ICNIRP导则 1998版 公众曝露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磁感应强度
μT

小于等于 1Hz － 3.2×104 4×104

大于 1Hz小于等于 8Hz 10000 3.2×104/ f 2 4×104/ f 2

大于 8Hz小于等于 25Hz 10000 4000/ f 5000/ f

大于 0.025 kHz小于等于
0.8kHz 250/ f 4/ f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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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0.8kHz小于等于
3kHz 250/ f 5 6.25

大于 3kHz小于等于
150kHz 87 5 6.25

大于 0.15MHz小于等于
1MHz 87 0.73/ f 0.92/ f

大于 1MHz 小于等于
10MHz 87/ f 1/2 0.73/ f 0.92/ f

大于 10MHz小于等于
400MHz 27.5 0.073 0.092

大于 400MHz小于等于
2000MHz 1.375 f 1/2 0.0037 f 1/2 0.0046 f 1/2

大于 2GHz小于等于
300GHz 61 0.16 0.20

注 f用表示在频率范围栏的单位表示。

A.3 ICNIRP导则 2010版 公众曝露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
V/m

磁场强度
A/m

磁感应强度
μT

小于等于 1Hz － － －

大于 1Hz小于等于 8Hz 5000 3.2×104/ f 2 4×104/ f 2

大于 8Hz小于等于 25Hz 5000 4000/ f 5000/ f

大于25Hz小于等于50Hz 5000 160 200

大于 50Hz小于等于
400Hz 250000/ f 160 200

大于 400Hz小于等于
3000Hz 250000/ f 6.4×104/ f 80000/ f

大于 3kHz 小于等于
10MHz 83 21 27

注 f用表示在频率范围栏的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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