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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本报告中所描述的试验现象和试验结果仅适用于受试样品，如果产品有重大改变，应按

照试验依据重做测试，最终解释权归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电磁兼容实验室”。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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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该报告的任何拷贝，必须重新盖章，否则视为无效；

4. 未经本中心书面同意，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全部复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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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电话或邮件，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20-28015699-8076
电子邮箱：zy.emc@zlg.cn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软件园思成路 43号
公司网站：http://www.zl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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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项目编号： PM-0111-2022120001-01 产品名称： 协议转换器

产品型号： PXB-6022M 产品版本： V1.00

BOM版本： V1.00 固件版本： /

额定电压： DC +12V（+9V~36V） 工作模式： 参考 2.3.3

制造厂商：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020-28015699-8076

委托单位： AIoT 事业部—嵌入式工控机产品线 联系方式：

试验依据： 立项指标 客户要求 相应标准要求

GB∕T 9254.1-202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部分：发射要求》

GB∕T 9254.2-202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2部分：抗扰度要求》

试验阶段： 新研发样机测评 待转产样机测评 变更方案样机测评 量产样机测评

客诉样机测评

关联单号：KKRW20240624-003（ZCSC20240403-01）

试验项目：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雷击（浪涌）抗扰度试验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传导骚扰试验 辐射骚扰试验

测试场地： 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MC实验室

环境温度： 25℃ 环境湿度： 57%RH

开始测试： 2024 年 07 月 09 日 结束测试： 2024 年 07 月 12 日

测试结果： Pass Fail

报告声明： 本试验报告只对受试样品负责；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不能部分复制本报告。

测试（Operator）：
2024-07-12 陈伟捷

Date Name Signature

审核（Reviewer）：
2024-07-12 林友联

Date Name Signature

批准（Approver）：
2024-07-12 陈勇志

Date Name Signature

试验报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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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试验标准

试验项目 测试标准 试验结果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2-2018

IEC 61000-4-2:2008
Pass

Fail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IEC 61000-4-4:2012
Pass

Fail

雷击（浪涌）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IEC 61000-4-5:2014
Pass

Fail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2017

IEC 61000-4-6:2013
Pass

Fail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7626.8-2006

IEC 61000-4-8:2009
Pass

Fail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1-2008

IEC 61000-4-11:2017
Pass

Fail

直流电源输入端口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29-2006

IEC 61000-4-29:2000
Pass

Fail

传导骚扰试验
GB/T 6113.201-2018

CISPR 16-2-1:2017
Pass

Fail

辐射骚扰试验
GB/T 6113.203-2016

CISPR 16-2-3:2019
Pass

Fail

1.2 试验仪器

试验项目 设备编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校准有效期

ESD ZY-YF0206 静电放电发生器 KES4021 2024-11-01

EFT/B ZY-YF0207 瞬变脉冲群发生器 EFT500 N5 2024-10-31

SURGE ZY-YF0208 1.2/50us组合波发生器 PSURGE4010 2024-10-31

CS ZY-YF0219 射频传导抗扰度综合测试系统 NSG4070 2024-10-31

PFM ZY-YF0211 工频磁场发生器 UCS500 N5 2024-10-31

DIPS ZY-YF0215 交流模拟电源 MV2616 2024-10-31

CE ZY-YF0216 EMC分析仪 E7402A 2024-10-31

CE ZY-YF0218 线性阻抗稳定网络 ENV216 202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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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的不确定度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确定度会影响产品的抗扰度试验：

——仪表的精度和校准；

——试验场所的周围环境；

——试验配置的状况。

依据 CNAS-CL01-A008: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电磁兼容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实验室的检测仪器设备和辅助设备的测量准确度或不确定度应满足 GB/T 6113.101~104系列标准（等同

采用 CISPR 16-1-1~CISPR 16-1-4）、GB/T 17626 系列标准等所申请认可的业务范围及相应标准技术能

力（和参数）要求。

2. 电磁兼容试验

2.1 EMS-性能判据

依据 GB∕T 9254.2-202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2部分：抗扰度要求》

标准中的性能判据定义：

性能判据 定义

A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无需操作人员介入，EUT应能按预期持续工作。当按预期使

用设备时，不允许出现低于制造商规定的最低性能等级的降级或功能损失。可以用允许

的性能降低来代替性能等级。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最低性能等级或允许的性能降低，则

可从产品说明书或技术文件中得知，并且用户有理由要求所使用的设备达到此规定。

B

试验后，无需操作人员介入，EUT应能继续按预期的要求工作。当按预期使用设备

时，在施加骚扰之后，不允许出现低于制造商规定性能等级的降级或功能损失。可以用

允许的性能降低来代替性能等级。

在试验期间，性能降级是允许的。但在试验之后，工作状态不应改变，储存的数据

不应丢失。

如果制造商没有规定最低性能等级（或允许的性能损失），则可以从产品说明书或

技术文件中得知，并且用户有理由要求所使用的设备达到此规定。

C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允许出现暂时性的功能损失，只要该功能可自行恢复，或者

能由使用者根据制造商说明，通过控制器操作或 EUT重新通电后使其恢复。

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内的或由备用电池保护的功能和/或信息不应丢失。

D
自定义性能判据，因受试样品硬件或软件损坏，或数据丢失而造成不能恢复的功能

丧失或性能降低。

2.2 EMI-设备分级

依据 GB∕T 9254.1-2021《信息技术设备、多媒体设备和接收机 电磁兼容 第 1部分：发射要求》标

准中设备分级定义：

设备分类 定义

A级 A级信息技术设备是指满足 A级限值但不满足 B级限值要求的设备。

B级
B级信息技术设备是满足 B级骚扰限值的设备。主要用于生活环境中，可包括：不在固

定场所使用的设备；通过电信网络供电的电信终端设备；个人计算机及相连的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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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2.3.1 试验说明

试验方法： GB/T 17626.2-2018 / IEC61000-4-2:2008
放电阻抗： 330Ω / 150pF
放电电压： 空气放电（Air Discharge） ：2kV、4kV、8kV、15kV

接触放电（Contact Discharge） ：2kV、4kV、6kV、8kV
垂直&水平耦合（VCP、HCP） ：2kV、4kV、6kV、8kV

放电极性： ±（Positive & Negative）

放电次数：
空气放电（Air Discharge） ：每个测试点至少 20次
接触放电（Contact Discharge） ：每个测试点至少 20次

放电模式： 单次放电 放电周期： 每秒钟最多 1次

2.3.2 试验方法

说明：

1. 实验平台设置了参考接地平面，它是一种厚度为 1mm 的不锈钢金属板，面积为 2.7m×1.8m；

2. 参考接地平面通过编织铜线连接至实验室的保护接地端，保护接地端与大地的连接电阻≤1Ω；

3. 实验平台使用木桌，规格为 1.7m×0.9m×0.8m，放置在参考接地平面上，桌面高度为 0.8m；

4. 水平耦合板的规格为 1.6m×0.8m，垂直耦合板的规格为 0.5m×0.5m，厚度都为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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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平耦合板上平铺了厚度为 0.5mm 的绝缘衬垫，将受试设备和电缆与耦合板绝缘；

6. 按照受试样品的技术要求，应该将它与接地系统连接，不允许有其他附加的接地连接线；

7. 静电放电发生器的放电回路电缆一般长度为 2m，应与接地参考平面连接。

8. 对受试样品在正常使用期间可能被触及的点或面施加干扰，包括在用户手册中规定的用户可能

触及的部位；

9. 对导电表面和耦合板进行接触放电；

10. 对孔、缝、绝缘面进行空气放电。

2.3.3 试验配置

试验配置①（RS485 转 CAN 协议）：如图 1网络连接示意图，受试样机 PXB-6022M（V1.00）采用

直流电源（IT6721）进行 DC +12V供电，RS485接口连接辅助样机 GCOM80-2NET的 RS485-1接口，

CAN 接口连接辅助样机 PXB-6022（V1.00）的 CAN 接口，然后 RS485 接口连接 GCOM80-2NET 的

RS485-2 接口，然后 GCOM80-2NET 的以太网口连接笔记本电脑，其 PXB-6022 和 GCOM80-2NET 采

用同一个适配器进行 DC +12V供电。

图 1 试验配置①网络连接示意图

受试样机 PXB-6022M和辅助样机 PXB-6022都配置为Modbus RTU主站模式，然后在笔记本电脑

上打开上位机软件Modbus Slave设置连接方式为“Serial port”模式，分别连接 PXB-6022M和 PXB-6022，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过监控界面（图 2）查看通讯收发是否正常，以此判断试验是否通过。

图 2 监控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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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配置②（以太网转 CAN 协议）：如图 3 网络连接示意图，受试样机 PXB-6022M（V1.00）采

用直流电源（IT6721）进行 DC +12V供电，以太网口经过交换机连接笔记本电脑，CAN接口连接辅助

样机 PXB-6022（V1.00）的 CAN接口，然后 PXB-6022（V1.00）经过辅助样机 GCOM80-2NET和交换

机连接笔记本电脑，其中 PXB-6022和 GCOM80-2NET采用同一个适配器进行 DC +12V供电。

图 3 试验配置②网络连接示意图

受试样机配置为Modbus TCP 主站模式，辅助样机配置为Modbus RTU主站模式，在笔记本电脑上

打开上位机软件Modbus Slave 设置连接方式为“Modbus TCP/IP”模式并连接受试样机 PXB-6022M，

然后再打开上位机软件Modbus Slave设置连接方式为“Serial port”模式并连接辅助样机 PXB-6022，试

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过监控界面（图 2）查看通讯收发是否正常，以此判断试验是否通过。

2.3.4 试验结果

表 1试验配置①的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①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B 测试日期： 2024-07-11
接触放电

接触放电点 放电电压（kV）
放电

极性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电源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CAN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RS485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Type-C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以太网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点 放电电压（kV）
放电

极性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外壳缝隙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复位孔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指示灯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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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配置②的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②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B 测试日期： 2024-07-11
接触放电

接触放电点 放电电压（kV）
放电

极性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电源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CAN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RS485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Type-C接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以太网口 ±4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空气放电

接触放电点 放电电压（kV）
放电

极性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外壳缝隙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复位孔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指示灯 ±8 +/-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备注：静电放电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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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2.4.1 试验说明

试验方法： GB/T 17626.4-2018 / IEC 61000-4-4:2012
试验电压： 电源线（Power Line） ：0.5kV、1kV、2kV、4kV

信号线（Signal Line） ：0.25kV、0.5kV、1kV、2kV
控制线（Control Line） ：0.25kV、0.5kV、1kV、2kV

电压极性： +/-（Positive & Negative）
干扰频率： 5kHz；100kHz
输出型式： 同轴输出阻抗 50Ω

脉冲群持续时间：
5kHz 时为 15（1±20%）ms
100kHz时为 0.75（1±20%）ms

脉冲群周期： 300（1±20%）ms
试验持续时间： 不短于 1分钟

2.4.2 试验方法

说明：

1. 参考接地平面通过编织铜线连接至实验室的保护接地端，保护接地端与大地的连接电阻≤1Ω；
2. 试验平台使用木桌，规格为 2.4m×1.2m×0.8m，桌面高度为 0.8米，桌面铺设的参考地平面；

3. 参考地平面上平铺了高度为 10cm的绝缘支座，将受试设备和电缆放置在此绝缘支座上；

4. 按照受试样品的技术要求，应该将它与接地系统连接，不允许有其他附加的接地连接线；

5. 受试样品与实验室墙壁和其他金属性结构之间的距离最小为 0.5m；

6. 受试样品有多个相同的端口时，仅需对其中之一进行试验；

7. 受试样品和耦合/去耦网络之间的电源线长度不应超过 0.5m；

8. 对信号线和控制线使用容性耦合夹耦合测试；

9. 对电源线进行试验时，必须包含所有的模式（L、N、PE 的所有排列组合），正负极性以及

5kHz&100kHz都必须进行；

10. 对信号线和电源线混在一起的线缆则一起进行容性耦合夹的耦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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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试验配置

试验配置参考 2.3.3章节试验配置①（抽测该配置）。

备注：PXB-6022M 和 PXB-6022 的 CAN 接口的 CAN-GND 要相互连接，否则试验期间通讯中断，需要重启

样机才能恢复正常。

2.4.4 试验结果

表 3 试验配置①EFT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①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B 测试日期： 2024-07-09
直流电源接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Vin、GND、PE ±1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受试样机通讯正常。 A
信号通信端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RS485接口 ±1
电容耦合

夹耦合
试验期间，受试样机通讯正常。 A

CAN接口 ±1
电容耦合

夹耦合
试验期间，受试样机通讯正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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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2.5.1 试验说明

试验方法： GB/T17626.6-2017 / IEC 61000-4-6:2013
试验等级： 如后面记录

试验频率： 150kHz～80MHz
调制信号： 1kHz±10%的正弦波

调制度： 80%±5%
频率步进： 为前一频率的 1%
频点驻留时间 1s
有效输出阻抗： 50Ω

2.5.2 试验方法

说明：

1. 试验在电磁屏蔽室中进行；

2. 参考接地平面通过编织铜线连接至实验室的保护接地端，保护接地端与大地的连接电阻≤1Ω；

3. 实验平台使用木桌，规格为 2.4m×1.2m×0.8m，桌面高度为 0.8m，桌面铺设了参考地平面；

4. 只有当 EUT的典型安装有连接到参考接地的要求时，试验中才需要连接到参考地；

5. 参考地平面上面平铺了厚度为 10cm的绝缘支架，将受试设备和电缆放置在此绝缘支架上；

6. 按照受试样品的技术要求，应该将它与接地系统连接，不允许有其他附加的接地连接线；

7. 受试样品与实验室墙壁和其他金属性结构之间的距离最小为 0.5m；

8. 对受试样品的电源线以 CDN的耦合方式进行试验；

9. 对受试样品的信号线以电磁钳的耦合方式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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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试验配置

试验配置参考 2.3.3章节的试验配置②（抽测该配置）。

2.5.4 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②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A 测试日期： 2024-07-10
直流电源接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直流电源接口 3 CDN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信号控制端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以太网口 3
电磁耦合

钳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CAN接口 3
电磁耦合

钳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通讯正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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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雷击（浪涌）抗扰度试验

2.6.1 试验说明

试验方法： GB/T 17626.5-2019 / IEC 61000-4-5:2014
脉冲波形： 组合波

开路输出电压： 1.2/50us
短路输出电流： 8/20us

试验电压： 如后面记录

电压极性： +/-（Positive & Negative）
有效输出阻抗： 2（1±10%）Ω
相位角度： 00、900、1800、2700（交流电源端口）

脉冲重复频率： 1次/分钟

试验次数： 对试验点，+/-极性脉冲各测试 5次

2.6.2 试验方法

说明：

1. 实验平台设置了参考接地平面，它是一种厚度为 1mm 的不锈钢金属板，面积为 2.4m×1.2m；

2. 参考接地平面通过编织铜线连接至实验室的保护接地端，保护接地端与大地的连接电阻≤1Ω；
3. 实验平台使用木桌，规格为 2.4m×1.2m×0.8m，放置在参考接地平面上，桌面高度为 0.8m；

4. 只有当 EUT的典型安装有连接到参考接地的要求时，试验中才需要连接到参考地；

5. EUT和耦合/去耦网络之间的电源线长度不应超过 2m；

6. 水平耦合板上平铺了厚度为 0.5mm 的绝缘衬垫，将受试设备和电缆与耦合板绝缘；

7. 按照受试样品的技术要求，应该将它与接地系统连接，不允许有其他附加的接地连接线；

8. 受试样品与实验室墙壁和其他金属性结构之间的距离最小为 1m；

9. 对电源线进行试验时，必须包含所有的模式（L、N、PE 的所有排列组合），正负极性以及可

能的相位（AC电源）都必须进行；

10. 对受试样品的试验端子至少进行正负各 5次或以上的试验；

11. 对信号线进行浪涌干扰要注意选择合适的耦合方式。

电源端浪涌（差模）

信号端浪涌（共模）

电源端浪涌（共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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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试验配置

试验配置参考 2.3.3章节。

2.6.4 试验结果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①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B 测试日期： 2024-07-12
直流电源接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Vin-GND ±0.5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Vin-PE ±1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GND-PE ±1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信号控制端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RS485接口 ±1 直接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CAN接口 ±1 直接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环境温度/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②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性能判据要求： B 测试日期： 2024-07-12
直流电源接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Vin-GND ±0.5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Vin-PE ±1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GND-PE ±1 电容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信号控制端口

试验方式 试验等级（kV） 耦合方式 试验现象 试验结果

以太网口 ±1 直接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CAN接口 ±1 直接耦合
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样机通讯

正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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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传导骚扰试验

2.7.1 试验说明

试验方法： GB/T 6113.201-2018 / CISPR 16-2-1:2017
试验电压： 产品工作电压

试验等级： 依据产品标准决定

工作模式： 正常工作状态或满负载工作状态

频率范围： 150kHz~30MHz

2.7.2 试验方法

说明：

1. 离接地平面距离小于 40cm的下垂互联电缆应来回捆扎成不超过 40cm长的线束，大约悬在接

地平面与工作台的中间；

2. 连接至外部设备的 I/O电缆应在其中心处捆扎。如果要求使用规定的端接阻抗，电缆的末端应

接端接相应的阻抗。如可能，其总长度应不超过 1m；

3. EUT与一个 AMN连接。AMN 放置在水平接地平面上，距离 EUT在 80cm，距离垂直地平面

40cm；

4. 用手操作的装置，如键盘、鼠标等；其电缆应尽可能地接近主机放置；

5. 非 EUT受试组件；

6. EUT及外部设备的后部都应排成一排，并与工作台面的后部平齐；

7. 工作台面的后部应与接到地平面上的垂直导电平面相距 40cm；

8. AMN通过编织铜线连接至实验室的保护接地端，保护接地端与大地的连接电阻≤1Ω
9. 实验平台使用木桌，规格为 2.4m×1.2m×0.8m，桌面高度为 0.8m；

10. 试验在电磁屏蔽室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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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试验配置

试验配置参考 2.3.3章节的试验配置②。

2.7.4 试验结果

环境温/湿度： 25°C/57%RH 大气压强： 101kPa
产品工作模式： 试验配置② 测试工程师： 陈伟捷

标准限值： GB/T 9254.1-2021 CLASS A 测试日期： 2024-07-10
EUT-L线 （QP&AVG值）

EUT-N线 （QP&AVG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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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试样机及辅助设备照片

3.1 受试样机

3.1.1 正视图

图 4受试样机正视图

3.1.2 后视图

图 5受试样机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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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辅助设备

3.2.1 正视图

图 6 辅助样机 GCOM80-2NET正视图

图 7 辅助样机 PXB-6022正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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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后视图

图 8 辅助样机 GCOM80-2NET后视图

图 9 辅助样机 PXB-6022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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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试现场配置图

4.1 ESD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0 试验配置①ESD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1 试验配置②ESD试验现场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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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FT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2 试验配置①的 EFT试验现场配置图

4.3 CS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3 试验配置②的 CS试验现场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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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浪涌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4 浪涌试验现场配置图

4.5 传导骚扰试验现场配置图

图 15 试验配置②的 CE试验现场配置图

----------------------------------------------------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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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软件园思成路 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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