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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1464—1989《电子测量仪器术语》。
本标准与GB/T11464—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前言;
———关于性能指标的术语,改为测量的通用术语;
———对有关电磁兼容的术语进行了更新和修改;
———对频谱分析仪的相关术语进行了修改;
———增加了示波器的相关术语;
———取消了可程控仪器接口系统和数字测量仪器的部分术语。
本标准在修订时参照了IEV第311章、第312章、第313章、第314章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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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子测量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英华、曹玲。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1464—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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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测量仪器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电子测量仪器领域范围内的基本术语及电子测量仪器部分门类中的通用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在电子学范围内制定电子测量仪器(以下简称“仪器”)的各种标准、编制各类技术文

件,也适用于科研、教学等方面。

2 测量的通用术语

2.1
测量(结果) (resultofa)measurement
对应某一被测量的一系列值。
注1: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注2:将整个值的中心值当作被测量的值,并用不确定度来描述其分散特性。

注3:测量结果与仪器的示值有关,也和校准及使用的模型所获得的校准值有关。

注4:如果系列值兼容于该被测量的所有其他测量,则认为系列值可以表示被测量值。

注5:系列值,即不确定度,只能以一定的置信度给出。

2.2
(测量的)不确定度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测量结果的相关参数,表示合理给定的被测量值的离散特性。
注1: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注2:这个参数可以是一个标准偏离(或数倍)或置信区间的半宽。

注3:测量不确定度常由很多分量组成,有些分量可由一系列测量结果的统计分布来估计,即用试验标准偏差表

述。其他也可由标准偏差表述的组成部分可以从基于经验或其他信息的概率分布来估计。

注4:用测量结果和不确定度的所有分量来评定被测量值,可认为是最佳估计,这些不确定度分量是由有规律的影

响量引起的,例如,与校准、参考标准器及离散度的影响等相关分量。

2.3
(量的)真值 truevalue(ofaquantity)
与特别给定的量定义相符的值。
注1:该术语适用于“真值”方式。

注2:这是一个通过理想测量才能获得的值。

注3:真值本身是无法确定的。

2.4
绝对误差 absoluteerror
示值和比对值的代数差。
注1:该术语适用于“真值”方式。

注2:比对值应是该量的真值,但由于真值无法确定,所以一般使用约定真值。

2.5
(量的)约定真值 conventionaltruevalue(ofaquantity)
依据约定赋予特定量的值,如同不确定度可用于给定的目的。
注1: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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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约定真值”有时叫做“指定值”“最佳估计值”“约定值”或“参考值”。

注3:经常用一个量的多次测量结果来确定其约定真值。

注4:基于真值的传统定义,如果一个值与真值的差别相对该值的使用目的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将该值看作约定

真值。

2.6
示值 indication
由仪器给出的值。
注1:示值不一定是被测量的值。

注2:对于实物量具,示值是它的标称值或规定的值。

2.7
基准值 fiducialvalue
一个明确规定的值,作为确定基准误差时的参照。
注1:该术语适用于“真值”方式。

注2:该值可以是测量范围的上限、刻度值或其他明确规定的值。

2.8
相对误差 relativeerror
绝对误差与约定真值的比值。
注:该术语适用于“真值”方式。

2.9
基准误差 fiducialerror
绝对误差与基准值的比值。

2.10
相对不确定度 relativeuncertainty
不确定度与测量值的比值。
注: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2.11
基准不确定度 fiducialuncertainty
不确定度与基准值的比值。
注: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2.12
固有误差 intrinsicerror
仪器在参考条件下使用时的误差。
注:该术语用于“真值”方式。

2.13
基本不确定度 intrinsicuncertainty
仪器在参考条件下使用时的不确定度。
注:该术语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2.14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
与被测量无关但其改变会影响示值与测量结果之间关系的量。
注1:该术语适用于“不确定度”方式。

注2:影响量源于测量系统、测量设备或测量环境。

注3:由于校准曲线依赖于影响量,为了给测量结果赋值,就必须知道影响量是否只在特定范围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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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参考条件 referenceconditions
影响量的规定值和/或规定范围的适当集合,在满足该条件下,仪器的允许不确定度或误差限最小。

2.16
阶跃响应时间 stepresponsetime
从被测量(或施加量)受特定突变影响到示值达到并保持在特定稳态值的时间。
注:该定义是仪器使用的惯常定义,也有其他定义。

2.17
(仪器的)线性度 linearity(ofameasuringinstrument)
仪器给出的指示值仅与规定量而非影响量有线性关系的能力。
注:因缺乏不同种类的仪器对线性度的不同表示方式,每种都以一定的实例给出。

2.18
(测量结果的)重复性 repeatability(ofresultsofmeasurements)
在同样的测量条件下,同一被测量量值的连续测量结果的重合的程度。同样的测量条件有:
———同一测量程序;
———同一观测者;
———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同一仪器;
———在同一实验室;
———时间间隔比较短。

2.19
(测量的)再现性 reproducibility(ofmeasurements)
单个测量在下述不同测量条件进行时,相同量值测量结果的严格一致的程度:
———测量原理;
———测量方法;
———观测者;
———仪器;
———参考标准;
———实验室;
———在仪器的操作条件下,与通常所用的有所不同;
———在经过比单一测量持续时间长的时间间隔之后。
注:如果有规定,术语“再现性”也适用于只考虑上述某一个条件的情形。

2.20
(仪器的)准确度 accuracy(ofameasuringinstrument)
描述仪器的指示值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接近程度。
注1:该术语适用于“真值”方式。

注2:示值越接近对应真值,准确度越高。

2.21
准确度等级 accuracyclass
仪器的分级,分级级别依据一组规定的不确定度规范。

2.22
性能 performance
仪器实现预期功能能力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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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稳定性 stability
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时,仪器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保持其性能特征不变的能力。

2.24
漂移 drift
与被测量变化无关的仪器示值的改变,这种改变通常是比较慢、连续的且不一定是同方向的。

2.25
参考值 referencevalue
参考条件下某一影响量的规定值。

2.26
参考范围 referencerange
参考条件下影响量值的规定范围。

2.27
(由影响量引起的)变化量 variation(duetoaninfluencequantity)
当某一影响量相继取两个不同的值时,仪器对同一被测量值的示值差或实体量具的值差。

2.28
影响系数 influencecoefficient
由影响量引起的变化与影响量变化的比值。
注:当在整个规定使用范围内,变化与影响量的改变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时,才使用影响系数。

2.29
标称使用范围 nominalrangeofuse
对影响量规定的取值范围,在该范围内引起的变化量不超出规定范围。

2.30
工作极限值 limitingvaluesforoperation
工作时不损坏仪器的影响量极限值,如超出该值,即使回到参考条件下,仪器也不再能满足其性能

要求。
注:极限值取决于它们的应用持续时间。

2.31
贮存极限值 limitingvaluesforstorage
仪器贮存时不损坏仪器的影响量的极限值,如超出该值,即使回到参考条件下,仪器也不再能满足

其性能要求。
注:极限值取决于它们的应用持续时间。

2.32
运输极限值 limitingvaluesfortransport
仪器运输时不损坏仪器的影响量的极限值,如超出该值,即使回到参考条件下仪器也不再能满足其

性能要求。
注:极限值取决于它们的应用持续时间。

2.33
可靠性 reliability
产品在给定时间间隔内和给定条件下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2.34
额定值 ratingvalue
由制造商为设备或仪器在规定工作条件下指定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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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性能特性 performancecharacteristic
为定义仪器的性能而规定的量之一(用数值、公差和范围来描述)。
注1:根据不同的应用,在本标准中,同一个量可能被称作性能特性和测量或供给量,也可以作为影响量。

注2:该术语还包括量的商,例如每单位长度的电压。

2.36
额定工作条件 ratingoperatingrange
性能特性的指定测量范围和影响量的指定工作范围的集合,在此集合内,规定和测定仪器的变动量

或工作误差。

2.37
规定工作范围 specifiedoperatingrange
单一影响量的数值范围,它构成额定工作条件的一部分。

2.38
规定测量范围 specifiedmeasuringrang
被测量的一组数值,在此范围内,仪器的误差在规定的极限之内。
注1:一个仪器可以有几个规定测量范围。

注2:规定测量范围可以小于数值指示范围。

2.39
极限条件 limitconditions
工作状态下的仪器可承受的极端条件。在此条件下,仪器不致损坏,且当仪器恢复到额定工作条件

时,其性能不降低。

2.40
贮存运输条件 conditionsofstorageandtransport
非工作状态下的仪器可承受的极端条件。在此条件下,仪器不致损坏;且当仪器恢复到额定工作条

件时,其性能不降低。

2.41
工作误差 operatingerror
在额定工作条件内任一点上得到的性能特性的误差。

2.42
误差极限 limitsoferror
制造商对工作在规定条件下的仪器所规定的误差的正、负两个极限值。

2.43
校准 calibration
为确定仪器的误差值和其他计量特性(如果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操作。

2.44
交流电压/电流失真 A.C.voltage/currentdistortion
电压/电流的波形对所要求的波形的偏离。
电压/电流失真可以用如下的量来表示:

a) 直流电压/电流含量;

b) 谐波含量;

c) 谐波分量;

d) 调制;

e) 随机偏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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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电压/电流不平衡。

2.45
谐波含量 harmoniccontent
从一个非正弦周期函数,减去其中基波分量后的函数值。

2.46
相对谐波含量 relativeharmoniccontent
谐波含量的有效值与非正弦周期函数的有效值之比。

2.47
谐波分量 harmoniccomponents
以周期函数各次谐波的有效值来表示谐波含量的每个分量。

2.48
模拟信号 analogsignal
在给定的某一参数变化范围内,信号值的变化是连续的。
注:对于一个物理量,模拟信号是该量的模拟表示。

2.49
数字信号 digitalsignal
参数值的范围内具有不连续值的信号,每个数值范围表示不同的信息。
注:对于一个物理量,数字信号是该量的数字表示。

2.50
取样 sampling
取出和存储信号的一个或多个瞬时值的过程,以作进一步处理和显示。

2.51
随机取样 randomsampling
在信号与取样动作之间允许有明显的时间间隔,不确定性的取样过程,即用这种随机时间取出的样

点构成相贯显示的过程。

2.52
顺序取样 sequentialsampling
相对于触发起始点依次滞后(或依次提前)一个相同的时间段取出样点的取样过程。

2.53
波 wave
由于一种或多种扰动,在媒介中以时间函数传播一种或多种这种扰动时,这一媒介物理状态的

改变。

2.54
脉冲 pulse
自第一额定状态出发到达第二额定状态,最终又回到第一额定状态,并重复这个过程的一种波。在

重复过程中各个状态持续的时间可以不相等。

2.55
脉宽 pulseduration
脉冲上升(下降)时间的50%到该脉冲下降(上升)时间的50%之间的时间间隔。

2.56
脉冲重复周期 pulserepetitionperiod
在周期性脉冲序列中,前一个脉冲波形起始时间与下一个脉冲波形起始时间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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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脉冲重复频率 pulserepetitionfrequency
脉冲重复周期的倒数。

2.58
锁相 phaselock
在基准信号和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信号之间,以两者之间相位差来获得的频率控制。

2.59
分辨力 resolution
可以导致示值发生可观察到的被测量或施加量的最小量值。

2.60
(测量仪器的)灵敏度 sensitivity(ofameasuringinstrument)
示值变化量与相应被测量值的变化量的比值。
注:对于具有非线性校准曲线的仪器,任意给定点上的灵敏度是被测量值的函数。

2.61
测量范围 measuringrange
由两个被测量值或两个施加量值限定的范围,在该范围内规定仪器的不确定度。
注:一个仪器可以有几个测量范围。

2.62
量程 span
测量范围上限值和下限值的代数差,或测量范围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2.63
(标称)范围 (nominal)range
仪器在一定的设置下所能取得的示值的范围。
注:通常标称范围由上限值和下限值表示,下限值为零时,由上限值单独表示。

2.64
(仪器的)调节 adjustment(ofameasuringinstrument)
为了使仪器给出的示值符合被测量给定值进行的系列操作。
注:当调节仪器使之对被测量零值给出零示值时,该操作叫做调零。

2.65
(仪器的)用户调节 useradjustment(ofameasuringinstrument)
由使用者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的调节。

2.66
预热时间 warm-uptime
仪器从加电时刻到可以使用时刻所经历的时间,由制造商规定。

2.67
电零位 electricalzero
当使用中的仪器被测量的值为零时,其示值部件需要辅助输入的平衡位置。
注:电零位不必与机械零位重合。

3 仪器名称的术语

3.1
测量仪器 measuringinstrument
将被测的量转换成可直接观测的指示值或等效信息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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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显示(测量)仪器 displaying(measuring)instrument
可以显示测量值的仪器。
注1:显示可以是模拟的(连续或不连续)、数字的或编码的。

注2:可以同时显示一个或多个量的值。

注3:显示(测量)仪器也能够提供记录。

注4:显示可以包括一个操作者不能直接观察的输出信号,但能够被合适的设备解读。

3.3
电子测量仪器 electricalmeasuringinstrument
使用电气或电子方式对电量或非电量测量的仪器。

3.4
测量设备 measuringequipment
为特定测量目的而集成起来的仪器集合。

3.5
测量系统 measuringsystem
为实现测量过程所必须的仪器、软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及辅助设备的组合。

3.6
测量链 measuringchain
组成测量信号从输入到输出路径的一系列的仪器或系统。
注:例如:一个或多个仪器、或传感器之间的转换器以及其他的连接元件,称之为测量链的最初要素;而测量链的最

终要素是显示、记录或存储设备等。

3.7
示波器 oscilloscope
以短时间踪迹的形式显示量的瞬间值的仪器。

3.8
遥测设备 telemeasuringequipment
使用电信技术,在一定距离对仪器操作,从而实现对被测量进行测量并显示的仪器或仪器集合。

3.9
固定式(测量)仪器 fixed(measuring)instrument
设计成永久性安装的仪器,其引线永久性连接。

3.10
便携式(测量)仪器 portable(measuring)instrument
易于携带、由用户连接及断开的仪器。

3.11
单量程(测量)仪器 singlerange(measuring)instrument
只有一个测量量程的仪器。

3.12
多量程(测量)仪器 multi-range(measuring)instrument
具有一个以上测量量程的仪器。

3.13
单功能(测量)仪器 singlefunction(measuring)instrument
只能测量一种量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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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多功能(测量)仪器 multi-function(measuring)instrument
能够测量一种以上量的仪器。

3.15
多用表 multimeter
测量电压、电流,有时还可以测量其他电量(如电阻值)的多量程多功能仪器。

3.16
差值仪器 differentialmeasuringinstrument
测量不同电路中实际同时存在的两个同类量值差的仪器。

3.17
比值计 ratio-meter
测量两个量的值的比率的仪器。

3.18
频谱分析仪 spectrumanalyzer
以频率的函数形式给出信号的振幅和功率分布的仪器。

3.19
稳定电源 stabilizedsupply
当使用条件(包括负载和影响量)在规定范围内改变时,一个或多个输出量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的供

电装置。

3.20
信号发生器 signalgenerator(formeasuringpurposes)
电信号源,其输出特性(如波形、频率、电压等)可以选定,并可以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3.21
反射计 reflect-meter
测量电磁波或光波反射的仪器,测量单个反射且表示为距离或位置的函数。

3.22
网络分析仪 networkanalyzer
通过在给定频率范围内激励响应测试来测量射频或微波线性网络的传输、反射或阻抗特性的仪器。

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测量射频或微波非线性网络。

3.23
绝缘电阻仪 insulationresistancemeter
测量绝缘电阻的仪器。

3.24
相位计 phasemeter
测量两个同频率交变电量的相位差的仪器,其中之一作为参考相位。

3.25
可程控仪器 programmablemeasuringinstrument
从系统得到命令时即能执行所规定的操作,也能把测量结果传给系统的仪器。

3.26
数字电压表(电流表) digitalvoltmeter(ammeter)
采用模-数转换技术,测量电压(电流)量值,并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结果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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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功率计 powermeter
用来测量信号有功功率的仪器。

3.28
数字功率计 digitalpowermeter
用数字形式显示被测信号有功功率的仪器。

3.29
扫频信号发生器 sweep-frequencysignalgenerator
具有宽带频率调制的信号发生器。使用的调制波形是低频锯齿波,它能为被测器件的频率特性提

供频率轴。

3.30
函数信号发生器 functiongenerator
能产生多种供测试用的特定时间函数波形(如正弦、方波、三角波等)的信号发生器。

3.31
噪声发生器 noisegenerator
能在规定带宽内提供强度已知的、供测试用的均匀频谱“白噪声”的信号发生器。

3.32
脉冲信号发生器 pulsegenerator
能产生电信号的信号发生器,其输出端直接或通过传输线以脉冲形式提供电信号。

3.33
阴极射线示波器 cathode-rayoscilloscope
测量或观察用的一种示波器,它使用阴极射线示波管,用一个或多个电子束的偏转,来得到表示某

变量函数瞬时值的显示,通常变量之一是时间。

3.34
数字存储示波器 digitalstorageoscilloscope
数字存储示波器是将被测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存储、处理后,再进行显示的一种存储示波器。
注:数字存储示波器一般应包括:

———输入通道;

———采集控制与数据存储;

———显示装置;

———输出接口、适配器等附件。

3.35
逻辑分析仪 logicanalyzer
以离散时间为自变量的,对一个数据流进行快速测试,并具有独特的触发方式和不同的显示方式的

数域测试仪器。

3.36
通用计数器 universalcounter
频率计 frequencymeter
具有测量频率或时间或两种以上功能的仪器。一般应有以下几种功能:测频、测时、测周期、测多倍

周期、测频率比和累加计数。

3.37
任意波形发生器 arbitrarinesswavegenerator;AWG
通常提供存储深度较深的存储器,较大的动态范围以及较宽的带宽,来满足各种应用。AWG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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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PC的用户自定义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生成任意波形。AWG用户可以将想要产生的一系列波

形下载到仪器所带的存储器中。通常,可以存储实际的波形和形成这些波形所需的波形序列指令。

4 附件的术语

4.1
(测量仪器的)附件 accessory(forameasuringinstrument)
为赋予仪器各种规定特性而与之联合使用的一个或一组元件或器件。

4.2
可互换附件 interchangeableaccessory
自身具有的特性和准确度不影响与之联合使用的仪器特性和准确度的一种附件。

4.3
有限互换性附件 accessoryoflimitedinterchangeability
自身具有的特性和准确度仅能与某些特性在规定极限内的仪器联合使用的附件。

4.4
不可互换附件 non-interchangeableaccessory
仅适用于特定仪器特性的附件。

4.5
分流器 shunt
与仪器的电流电路并联以扩大仪器测量范围的电阻器。
注:分流器用于提供与被测电流成正比的一个电压。

4.6
串联电阻器 seriesresistor
与仪器的电压电路串联的用以扩大仪器测量范围的电阻器。

4.7
四端电阻器 four-terminalresistor
具有两个电流注入端和两个电压测量端的电阻器。

4.8
串联电容器 seriescapacitor
与仪器的电压电路串联的用以扩大仪器测量范围的电容器。

4.9
串联电感器 seriesinductance
与仪器的电压电路串联的用以扩大仪器测量范围的电感器。

4.10
探头 probe
仪器的输入部件,一般是一个独立部件,通过一条以适当形式传送被测量的软电缆与仪器相连。

4.11
插入单元 plug-inunit
仪器的可拆装部件,通过插头或插孔与之相连,使得仪器能够完成特定的功能。

4.12
衰减器 attenuator
按照某一确定比率减少电学量值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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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分压器 voltagedivider
由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变压器或这些元件的组合构成的器件。
当在该器件整体上施加一个电压时,可以在该器件的两端获得所需要的部分电压。

4.14
比较器 comparator
通过比较,能给出两个量的差值信息的装置。

4.15
倍频器 frequencymultiplier
能够提供一种输出频率为输入频率的倍数的装置。

4.16
分频器 frequencydivider
将连续波信号频率按整数或小数分频的一种装置。

4.17
定向耦合器 directionalcoupler
用来分配或合成微波信号功率并具有定向耦合特性的微波元件。它是在主、副两根传输线之间设

置适当的耦合结构组成的。

5 测量方法的术语

5.1
直接测量(法) direct(methodof)measurement
无需利用被测量和其他实测量之间函数关系进行额外计算,就可直接得到被测量的值的测量方法。
注1:如果测量仪器的标度值可通过一定的图表或曲线图找到对应的被测量值,则认为该被测量值是直接测得的。
注2:即使为了修正而需要额外测试以确定影响量的值,这种测量方式仍是直接测量方法。

5.2
间接测量(法) indirect(methodof)measurement
通过对与被测量有已知关系的量进行直接测量,来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5.3
比较测量(法) comparison(methodof)measurement
基于将被测量及其同类已知量进行比较的测量方法。

5.4
替代测量(法) substitution(methodof)measurement
用同类已知量替代被测量的比较测量方法。这两个量值对仪器的影响应相同。

5.5
互补测量(法) complementary(methodof)measurement
将被测量和一个已知量结合的比较测量方法,已知量与被测量的值的和等于预定比较值。

5.6
差分测量(法) differential(methodof)measurement
将值与被测量值有细微差别的同类已知量和被测量进行比较的测量方法,测量这两个量值的代

数差。

5.7
零值测量(法) null(methodof)measurement
被测量与一个同类已知量值相比较,使差值为零的差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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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差拍测量(法) beat(methodof)measurement
利用被测量和参考量频率的差拍现象的差分测量方法。

5.9
谐振测量(法) resonance(methodof)measurement
通过达到谐振或接近谐振条件的方式,建立量的比较值之间的已知关系的比较测量方法。

6 安全的术语

6.1
(零部件的)可触及 accessible(ofapart)
用标准试验指或试验针能触及到的。

6.2
危险带电 hazardouslive
在正常条件或单一故障条件下能够引起电击或电灼伤。

6.3
高完善性 highintegrity
不易出现会引起危险险情的故障。
注:高完善性的部件被认为是在进行故障条件下的试验时不易出现不合格。

6.4
保护阻抗 protectiveimpedance
元器件、元器件的组件或者基本绝缘和限流或限压装置的组合,当其连接在可触及导电零部件与危

险带电零部件之间时,其阻抗、结构和可靠性在正常条件和单一故障条件下提供的防护程度达到安全

要求。

6.5
保护连接 protectivebonding
为使可触及导电零部件或保护屏与供外部保护导体连接用的装置具有电气连续性而进行的电气

连接。

6.6
基本绝缘 basicinsulation
其失效会引起电击危险的绝缘。
注:基本绝缘可用于功能绝缘的目的。

6.7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insulation
除基本绝缘以外施加的独立的绝缘,用以保证在基本绝缘一旦失效时仍能防止电击。

6.8
双重绝缘 doubleinsulation
由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所构成的绝缘。

6.9
加强绝缘 reinforcedinsulation
其提供防电击能力不低于双重绝缘的绝缘,它可以由几层不能像附加绝缘或基本绝缘那样单独进

行试验的绝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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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两个导电零部件在空气中的最短距离。

6.11
爬电距离 creep-agedistance
两导电零部件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6.12
端子 terminal
为使装置或设备与外部导体相连而提供的一种元件。
注:端子可以含有一个或几个接触件,因此该术语也包括插座、连接器等。

6.13
功能接地端子 functionalearthterminal
用来直接与测量电路或控制电路的某一点,或直接与某个屏蔽部分进行电气连接的,而且预定还要

用来为安全目的以外的任何功能目的接地的端子。
注:对测量设备,该端子常被称为“测量接地端子”。

6.14
保护导体端子 protectiveconductorterminal
为了安全目的而与设备的导电零部件相连接的,且预定还要与外部保护接地系统相连接的端子。

6.15
污染等级 pollutiondegree
为了评价间隔距离而规定的下述微环境的污染程度。

6.15.1
污染等级1 pollutiondegree1
无污染或只有干燥的非导电性污染,该污染无不利影响。

6.15.2
污染等级2 pollutiondegree2
通常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但偶尔也会由于积聚作用而短时导电。

6.15.3
污染等级3 pollutiondegree3
导电污染的或干燥的非导电污染由于积聚作用而变成导电。
注:在这种条件下,仪器通常要防止暴露于直射的日光、降雨、强烈的风压中,但不用控制温度或湿度。

6.16
外壳 enclosure
防止设备受某些外界影响和从任何方向直接接触设备内部的零部件。

6.17
档板 barrier
防止从任何正常接近的方向直接接触的零部件。

7 电磁兼容的术语

7.1
电磁骚扰 electromagneticdisturbance
任何可能引起其他装置、设备或系统性能降低的电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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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磁干扰 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
因电磁骚扰引起的设备、传输通道或系统性能的下降。
注:骚扰和干扰分别是原因和结果。

7.3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的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磁骚扰的

能力。

7.4
(电磁)兼容电平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level
预期加在工作于指定条件的装置、设备或系统上的规定的最大电磁骚扰电平。
注:实际上电磁兼容电平并非绝对最大值,而可能以小概率超出。

7.5
(对骚扰的)抗扰度 immunity(toadisturbance)
装置、设备或系统面临电磁骚扰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

7.6
抗扰度电平 immunitylevel
将某给定电磁骚扰施加于某一装置、设备或系统,而其仍能正常工作并保持所需性能等级时的最大

骚扰电平。

7.7
(电磁)敏感性 (electromagnetic)susceptibility
在存在电磁骚扰的情况下,装置、设备或系统不能避免性能降低的能力。
注:敏感性高,抗扰度低。

7.8
严酷度等级 severitylevel
为严酷度试验规定的施加影响的电磁量的值。
注:试验标准可按照不同的抗扰度电平来规定若干个严酷等级。

7.9
瞬态 transient
在两相邻稳定状态之间变化的物理量或物理现象,其变化时间小于所关注的时间尺度。
注:瞬态可以是一个任意极性的单向脉冲或第一个尖峰为任意极性的阻尼振荡波。

7.10
电压浪涌 voltagesurge
沿线路或电路传播的瞬态电压波。其特征是电压快速上升后缓慢下降。
注:电压浪涌的时间参数定义如下:

———上升时间是从峰值的10%~90%的上升时间;
———持续时间表示为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之间50%峰值的持续时间。

7.11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每个导体与规定参考点(通常是地或机壳)之间的相电压的平均值。

7.12
差模电压 differentialmodevoltage
一组规定的带电导体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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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传导发射 conductedemission
沿导线传导的由某个器件产生的电磁能量。

7.14
辐射发射 radiatedemission
辐射到空间的无线电噪声,可能同时包括场的电场(E)和磁场(H)分量。

7.15
无线电噪声 radionoise
可能叠加在所需信号上的无线电频率范围内的电磁能量。

7.16
随机噪声 randomnoise
由在时间和幅度都随机发生的大量离散扰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噪声)。

8 输入输出的术语

8.1
额定绝缘电压 ratedinsulationvoltage
由制造商指定的描述其绝缘特性的工作电压。

8.2
绝缘测试电压 insulationtestvoltage
对仪器进行绝缘测试的电压。

8.3
负载特性 loadcharacteristic
对指定的负载或控制器的一个固定设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
注1:负载可以是复杂的或非线性的。

注2:负载特性也能描述过载效应。

8.4
衰减 attenuation
器件或系统中,小于1的被测量幅值的输出值与输入值的比值。
注:衰减量一般用分贝表示。

8.5
非对称输入 asymmetricalinput
公共端与其他两端之间的阻抗标称值不同的三端输入电路。
注: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公共端没必要都是可接触的,也不必在相同的电位上。

8.6
非对称输出 asymmetricaloutput
公共端与其他两端之间的阻抗标称值不同的三端输出电路。
注: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公共端没必要都是可接触的,也不必在相同的电位上。

8.7
对称输入 symmetricalinput
公共端与其他两端之间的阻抗标称值相等的三端输入电路。
注: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公共端不必都是可接触的,也不必处在相同的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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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对称输出 symmetricaloutput
公共端与其他两端之间的阻抗标称值相等的三端输出电路。
注:输入和输出的两个公共端不必都是可接触的,也不必处在相同的电位。

8.9
差分输入电路 differentialinputcircuit
有两组输入端的输入电路,用于测量加给它们的同类电量之间的差值。

8.10
接地输入电路 earthedinputcircuit
有一个输入端直接接地的输入电路,该输入端通常是公共端。

8.11
接地输出电路 earthedoutputcircuit
有一个输出端直接接地的输出电路,该输出端通常是公共端。

8.12
悬浮输入电路 floatinginputcircuit
与底座、电源或任何外部可接触电路端隔离的输入电路。

8.13
悬浮输出电路 floatingoutputcircuit
与底座、电源或任何外部可接触电路端隔离的输出电路。

8.14
具有隔离公共点的输入和输出电路 inputandoutputcircuitswithisolatedcommonpoint
一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连接在一起并与底座或电源隔离的电路。

8.15
输入阻抗 inputimpedance
被测装置在工作状态下,把该装置的输入端作为被测负载,测得的阻抗。
注1:阻抗可以用电导表示。

注2:在有些情况下,比如,取样设备或自平衡电位计的阻抗与确定的时刻有关,测量时刻之前、之中或之后,测得

的即时阻抗可不相等。

注3:当输入电路在给定的频率和电压条件下,输入端的电流瞬时值,为输入电压的非线性函数时,可用电阻和电

抗的组合,称为“等效输入阻抗”,它吸收同样的有功功率,其中的电抗性电流等于实际输入电路电流的基波

电流。

8.16
输出阻抗 outputimpedance
在工作状态下,在输出端测得的阻抗。
注1:阻抗可以用电导表示。

注2:在有些情况下,比如,采样设备或自平衡电位计的阻抗与确定的时刻的有关,测量时刻之前、之中或之后测得

的即时阻抗可不相等。

注3:当输出电路在给定的频率和电压条件下,输出端的电流瞬时值,为输出电压的非线性函数时,可用电阻和电

抗的组合,称为“等效输出阻抗”,它吸收同样的有功功率,其中的抗性电流等于实际输出电路电流的基波电流。

8.17
对地阻抗 impedancetoearth
在地与一指定端之间测得的阻抗。
注1:实际应用中,可用参考点取代地,如机箱。

注2:仪器共模抑制比与所有输入端与地之间的阻抗有关,这类阻抗叫做共模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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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共模抑制比 commonmoderejectionratio;CMRR
加在指定参考点和输入端(通过规定的线路连在一起的)之间的电压,与为了产生相同输出电压而

在输入端所需施加的电压之比。
注1:共模抑制比一般用分贝表示,与频率、波形和测量方式有关。

注2:共模抑制比不仅适用于电压,也适用于其他量。

8.19
串模抑制比 seriesmoderejectionratio;SMRR
使输出信息发生规定变化的串模电压,与能引起输出产生相同变化的被测电压之比。
注1:串模抑制比一般用分贝表示,与频率、波形和测量方式有关。

注2:串模抑制比不仅适用于电压,也适用于其他量。

8.20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在每个输入端与参考点之间,幅度和相位或极性相同的那部分输入电压。

8.21
串模电压 seriesmodevoltage
叠加在被测电压上的不需要的那部分输入电压。
注:串模电压的典型例子有感应电压(例如直流信号上的交流纹波)或热电势。

9 电源的术语

9.1
源 source
电能的来源点。

9.2
稳压电源 constantvoltagepowersupply
当影响量变化时,能够提供稳定输出电压的电源。

9.3
稳流电源 constantcurrentpowersupply
当影响量变化时,能够提供稳定输出电流的电源。

9.4
稳流/稳压源 constantvoltage/constantcurrentpowersupply
根据负载条件的不同,可以用作稳流或稳压的电源。

9.5
闭环稳定 closedloopstabilization
将输出值与参考值相比较,并用其差值直接或间接控制输出量在所要求的值上的一种工作方式。

9.6
开环稳定 openloopstabilization
利用外部方法将输出量调整到所要求的值,不考虑实际值与所要求值之间差值的一种工作方式。

9.7
从动工作 slaveoperation
稳定电源通过单独设置“主”电源来取得对从属源的控制的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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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从动跟踪工作 slavetrackingoperation
从属源的输出与“主”源输出保持相等或成正比关系,这些源一般有一个或多个输出端。
注:从属源与主源的极性相对于公共输出端相反的配置叫做“互补配置”。

9.9
并联工作 paralleloperation
稳定电源的所有相似输出端接在一起,所有源的输出电流的总和来承担总负载。

9.10
串联工作 seriesoperation
稳定电源的所有输出端串联连接,所有源的输出电压具有可加性。

9.11
恒压/恒流交迭 constantvoltagetoconstantcurrentcrossover
当电流达到预设值时稳定电源的操作模式自动从稳压转为稳流,反之亦然。

9.12
交迭区 crossoverarea
当工作模式改变时出现的输出量值范围的改变。
注1:在此区域内输出量无法确切定义。
注2:若无其他规定,交迭区以负载效应带或公差带给出。

9.13
交迭点 crossoverpoint
以标称值所代表的两条稳定输出量直线的交点。
注:通常为交迭区的中心点。

9.14
启动冲击电流 inrushcurrent
当电网接通时,电源的输入电流的最大瞬时值。

9.15
周期和随机偏移 periodicand/orrandomdeviation;PARD
仪器示值周期性或随机性的偏差。
注1:由不同原因产生的这些偏差,可在输入和输出信号中出现或消失。

注2:嗡嗡声和纹波是周期性偏移,噪声和起伏是随机偏移。

9.16
纹波 ripple
围绕测得值或给出值的平均值的周期性偏差,其发生在与电网电源或某些确定的源(如振动式变流

器)相关的频率上。
注:纹波在规定条件下测定,是PARD的一部分。

9.17
嗡嗡声 hum
围绕测得值或给出值的平均值的近似正弦低频不希望有的偏差,其发生在与电网电源相关的频

率上。
注:嗡嗡声在特定条件下测定,是PARD的一部分。

9.18
(仪器的)噪声 noise(forameasuringinstrument)
测得值或给出值的不希望有的偏差,此偏差往往是随机发生的,通常具有宽的频谱。
注:噪声在规定条件下测定,是PARD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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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波动 fluctuations
测得值或给出值围绕平均值的相对长时间的非周期(不希望有的)偏差。此偏差往往是随机发

生的。
注:波动在规定条件下测定,是PARD的一部分。

9.20
负载效应 loadeffect
仅由于负载的变化而引起稳定输出量变化的效应。

9.21
源效应 sourceeffect
仅由于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引起稳定输出量变化的效应。

9.22
欠压保护 lower-voltageprotection
保护电源与/或其连接的设备,防止过低的输出电压。

9.23
过压保护 over-voltageprotection
保护电源与/或其连接设备,以防止输出电压过量。

9.24
过流保护 over-currentprotection
保护电源与/或其连接设备,以防止输出电流(包括短路电流)过量。

9.25
过热保护 over-heatprotection
保护电源或其部件,避免其温度超过规定值。

9.26
限压 voltagelimiting
将稳流电源的输出电压限制到某个预定最大值(固定值或可调值)的一种功能,且当负载条件恢复

到正常时,其输出电流应能自动恢复至正常值。

9.27
限流 currentlimiting
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限制到某个预定最大值(固定值或可调值)的一种功能,且当排除过载和短

路时能自动地将输出电压恢复至正常值。

9.28
负载阻抗的不平衡 unbalanceofloadimpedance
对多相输出的稳定电源而言,至少有一相的负载阻抗与其他相的值有显著不同的情况。
注:在正弦波的情况下,不平衡可以用其对称分量来表示。

9.29
输出电压的周期性调制 periodicoutputvoltagemodulation
输出电压幅值以低于输出基波的频率作周期性的变化。

9.30
周期性频率调制 periodicfrequencymodulation
输出频率偏离其额定值的周期性变化。

9.31
效率 efficiency
总输出有功功率与输入有功功率之比。
02

GB/T11464—2013



9.32
温度效应 temperatureeffect
仪器的稳定输出量随环境温度改变的一种稳态变化。
注:通常用温度系数来表示。

10 示波器的术语

10.1
测量示波器 measuringoscilloscope
适合于有给定误差限测量的示波器,利用标度尺或用偏移量和时间因子控制的开关位置刻度的方

式工作。

10.2
观察示波器 observationoscilloscope
没有给定误差限、只适于对变量定性观察的示波器。

10.3
存储示波器 storageoscilloscope
借助某种方法,除用荧光屏的正常余辉显示外,能保持信息的示波器。

10.4
取样示波器 samplingoscilloscope
由信号取样的方式获取的取样点构建成连续显示的示波器。

10.5
偏转系数 deflectioncoefficient
电压与由这个电压产生的偏转量的比值。

10.6
时基 timebase
根据特定的时间函数来产生光点位移形成的时间基线,由基准时钟产生,通常以水平方向上单位显

示长度(一格)所代表的时间(s/div)来表示。

10.7
扫描 sweep
由时基生成的光点位移。

10.8
自由运转时基 free-runningtimebase
即使没有信号,也周期性运转的时基。
注:自由运转时基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同步源可以是外部的或内部的。

10.9
触发时基 triggerbase
每次扫描都由触发信号初始化的时基。
注1:被观察量的周期不能决定扫描的周期。

注2:循环率不必是周期性的。

10.10
触发关断 triggeroff
时基的内嵌电路,阻止在光点回到预设位置和电路部件回到旁值状态值之前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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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单次扫描运行 singlesweepoperation
只触发扫描一次的时基工作方式,下次扫描在时基外部重设之后进行。

10.12
扫描系数 sweepcoefficient
光点移动距离所需时间与距离的比值。

10.13
扫描率 sweeprate
扫描系数的倒数。

10.14
扫描扩展 sweepexpansion
把扫描率扩大到使部分显示覆盖在全部水平偏转的方法。

10.15
同步扫描 synchronizedsweep
周期扫描被同步到保持其周期与被显示量的周期相等或是其整数倍,形成稳定显示的自由时基的

工作方式。
注:被观察量周期的细微变化,不改变触发源。

10.16
触发扫描 triggeredsweep
每次扫描的起点与被显示量预设值一致,当这个量是周期性时形成稳定输出触发时基的工作方式。
注:在触发扫描模式,在正负斜率上都可以生成与被显示量的任意预设值相对的内部触发。

10.17
内部触发 internaltriggering
时基控制信号由被观察量作用的内部电路产生的触发。

10.18
内部同步 internalsynchronization
时基控制信号由被观察量作用的内部电路产生的同步。

10.19
外部触发 externalsynchronization
控制时基的信号是由外部信号产生的触发。

10.20
时基晃动 timebasejitter
显示(或显示的一部分)的位置,平行于扫描方向上的一种不需要的摆动。
注:摆动的来源有触发信号延迟的无用改变和扫描率的无用改变。

10.21
零点偏移 zeroshift
在规定条件下,由于影响量的预定变化所引起的光点或无信号的光迹的移动。
注:零点偏移通常不是瞬时的,此偏移的最大值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上测定。

10.22
垂直灵敏度 verticalsensitivity
单位输入电压变化所引入的垂直方向上显示值的变化,通常以垂直方向上单位显示长度(一格)所

代表的电压值(V/div)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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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取样率 samplingrate
单位时间内对信号进行取样的次数(Sa/s或SPS)。

10.24
水平分辨率 horizontalresolution
水平方向所能分辨的最小时间间隔。
注:可以由时基和每格的显示点数计算。

10.25
垂直分辨率 verticalresolution
垂直方向所能分辨的最小电压值。

10.26
正常触发 normaltrigger
当触发事件产生时,示波器进行一次采集、处理与显示,然后等待下一次触发。

10.27
自动触发 autotrigger
在一个预置时间间隔内,如果没有出现触发事件,将自动产生一个触发事件。

10.28
单次触发 singletrigger
当触发事件产生时,示波器进行一次采集、处理与显示,然后停止。

10.29
触发释抑 triggerholdoff
在一个预置时间间隔(或事件数)内,抑制(忽略)触发事件。

11 信号发生器的术语

11.1
合成信号发生器 symthesizedsignalgenerator
输出信号的频率由基准振荡器(通常是内部的)用算术方法导出的一种信号发生器。

11.2 
调幅信号发生器 amplitudemodulatedsignalgenerator
输出信号的频率、电压和调制因数可在规定限度内固定或变化的信号发生器。

11.3
调频信号发生器 frequencymodulatedsignalgenerator
输出信号的频率、电压和频偏可在规定限度内固定或变化的信号发生器。

11.4
调幅 amplitudemodulation
使载波幅度值随着某一特定规律变化的过程。
注:该过程的结果是一个调幅信号。

11.5
调频 frequencymodulation
使载波频率随着某一特定规律变化的过程。
注:该过程的结果是一个调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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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调相 phasemodulation
使载波相位相对于参考正弦函数随着某一特定规律变化的过程。
注:该过程的结果是一个调相信号。

11.7
调幅深度 amplitudemodulationdepth
调幅时,最大振幅和最小振幅之差的一半与振幅平均值的比率。
注:也称为“调幅系数”或“调幅因子”。这个定义不适用于非对称调制和过调制。

11.8
调幅信号的包络 envelopeofanamplitudemodulatedsignal
当调制信号的相位连续变化360°时,按时间画出的载波所扫过的区域上下边界线。

11.9
调幅失真 amplitudemodulationdistortion
调幅信号包络相对于被调制信号波形的变形。

11.10
(绝对)频率偏差 (absolute)frequencydeviation
调频波瞬间频率和载波平均频率的最大偏差。

11.11
调频失真 frequencymodulationdistortion
瞬时频率和平均频率之差的波形相对于被调制信号的变形。

11.12
载波频率偏移 carrierfrequencyshift
调制引起的平均载波频率的改变。

11.13
频段 frequencyband
信号发生器频率范围的一部分,在该范围内,频率可以连续或步进调整。

11.14
波段重叠 bandoverlap
两个相邻频率波段的公共部分,保证了频率范围的连续性。

11.15
匹配输出电压 matchedoutputvoltage
无调制的载波,当负载阻抗等于额定源阻抗时,仪器规定输出端的电压。
注:对于正弦波该电压表示为均方根值,非正弦波表示为波峰到波谷的值。

11.16
源电动势 sourcee.m.f.
开路电压 opencircuitvoltage
匹配输出电压值的两倍。

11.17
最大输出功率 maximumoutputpower
由信号发生器传递给额定负载阻抗的最大功率。

11.18
(载波的)相对谐波含量 relativeharmoniccontent(ofacarrierwave)
一个或一组谐波输出信号的有效值(或功率值)与载波基波的有效值(或功率值)之比。
注:用百分数或低于载波电平的分贝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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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
(载波的)相对分谐波含量 relativesub-harmoniccontent(ofacarrierwave)

规定的分谐波输出信号的功率值与载波基波的功率值之比。

注:用低于载波电平的分贝数表示。

11.20
(载波的)相对非谐波含量 relativenon-harmoniccontent(ofacarrierwave)

规定的非谐波输出信号的功率值与载波基波的功率值之比。
注:用低于载波电平的分贝数表示。

11.21
点噪声(点噪声与载波之比) spotnoise(spotnoisetocarrierratio)

1Hz带宽内噪声的功率值与载波基波的功率值之比。

注1:点噪声通常在偏离载波的许多不同频率点上做出规定,用分贝表示。

注2:如果与1Hz带宽内的相位噪声相比,调幅噪声可忽略不计,则适用于单边带相位噪声。

11.22
本底噪声 noisefloor
在偏离载波的一个规定频率上测得点噪声。

注:超过该频率以外的点噪声值通常是常数。

11.23
相位噪声 phasenoise(phasenoisetocarrierratio)

在以载波为中心的30kHz等效噪声带宽内测得的不需要的相位调制边带的功率值(不包括以载

波为中心的1Hz带宽),与载波基波的功率值之比。
注:用分贝数表示。

11.24
触发 triggering
用某一信号启动预定信号或预定响应的一种过程。

11.25
同步 synchronizing
使一个脉冲序列或其他信号序列与另一个脉冲序列同时产生或相差一个固定时间产生的过程。

11.26
选通 strobing
一个持续时间较短的脉冲与另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信号脉冲或其他事件相互作用产生出一个信号

的过程。

11.27
扫频时间 sweeptime
频率从一个规定值变化到另一个规定值的时间间隔,这两个规定值是扫频宽度的两个极限值。

11.28
扫频宽度 sweepwidth
扫频所覆盖的频率范围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差。
注:中心频率可调的扫频信号发生器的扫频宽度等于频率偏差的2倍,起始频率和终止频率可调的扫频信号发生

器的扫频宽度等于这两个频率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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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微波仪器的术语

12.1
空腔谐振器 cavityresonator
由导电层构成的空腔,能对规定频率获得特定模式的谐振。

12.2
环形器 circulator
按照规定顺序,将任一端口的功率传递到下一端口的多端口器件。
注:用反向偏置场可使顺序反转,这一特性可用作电磁能开关。

12.3
隔离器 isolator
在一个传播方向的衰减比另一个方向的衰减大得多的无源二端口器件。
注:进入输出端的功率与传送到输入端的功率之比(以分贝表示)称为隔离度。

12.4
波导模式的截止频率 cut-offfrequencyofawave-guidemode
高于某一频率时,使在波导传输中传播的该模式传输波常数变为实数,以致该模式不能有效地

传播。

12.5
波导截止频率 cut-offfrequencyofawave-guide
高于某一频率时,主模的行波就不能有效地传播。

12.6
导抗 immittance
用来概括阻抗与导纳的术语。

12.7
导波 guidedwave
沿物理边界或结构,或在物理边界或结构之间传播的电磁波。

12.8
群延迟 group-delay
微波器件的相位对角频率传输特性的斜率。

12.9
回转器 gyrator
正反两方向相移之差为180°的非互易移相器。

12.10
主模 dominantmode
具有最低截止频率的模式。

12.11
横电(TE或H)模 transverseelectric(TEorH)mode
在电磁波传输的所有点上电场的纵向分量为零,磁场的纵向分量不为零的一种电磁波传输模式。

12.12
横磁(TM 或E)模 transversemagnetic(TMorE)mode
在电磁波传输的所有点上磁场的纵向分量为零,电场的纵向分量不为零的一种电磁波传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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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横电磁(TEM 或EH)模 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TEMorEH)mode
在电磁波传输的所有点上电场和磁场的纵向分量都为零的电磁波传输模式。

12.14
混合模式 hybridmode
电场或磁场都存在纵向分量的模式。

12.15
平衡调制器 balancedmodulator
用平衡安排元件的方法来抑制某些调制分量的调制器。

12.16
传播常数 propagationconstant
在一直线均匀的传输线中,在任意给定频率上,单向传输模式电磁场(在该给定频率上电磁场是时

间的正弦函数)的传播常数是,在传输线的任一截面的任一点上,任一个场分量复数幅度的对数对距离

的变化率,传播常数是一个复数量。

12.17
衰减常数 attenuationconstant
传播常数的实数部分(通常以单位长度的弧度表示)。

12.18
相位常数 phaseconstant
传播常数的虚数部分(通常以单位长度的弧度表示)。

12.19
传输模的相速 phasevelocityofatransmissionmode
给定传输模的角频率与相位常数之比。

12.20
传输模的群速 groupvelocityofatransmissionmode
给定传输模的相位常数对角频率的变化率的倒数。

12.21
传输线 transmissionline
从一点到另一点之间形成连续通路,以引导电磁能沿此通路传输的物质结构。

12.22
波导 wave-guide
由导电管构成的能传输电磁能量的传输线,导电管中可以含有材料介质。

12.23
介质波导 dielectricwave-guide
电磁波由没有导电边界的介质材料导引的一种传输线。

12.24
截止波长 cut-offwavelength
波导模的截止波长是对应于截止频率的自由空间波长。

12.25
波导波长 wave-guidewavelength
波导传播模的波长是同一场分量的相位相差为2π的两个横截面间的距离。
注:波导波长等于相速与频率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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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传输线反射系数 reflectionfactorfortransmissionlines
表示传输线上某一点上反向行波电矢量相位和幅度的复数与正向行波电矢量相位和幅度的复数

之比。
注:此术语也用来表示传输线反射系数的模。

12.27
电压驻波比 voltagestandingwaveratio;VSWR
传输线上驻波波形的最大电压值与最小电压值之比。
注:在均匀传输线中,电压驻波比为:

1+r
1-r

式中:

r———反射系数的模。

12.28
噪声温度 noisetemperature
一个无源的、有耗终端的温度,此终端所能提供的单位带宽噪声功率等于在规定频率上实际端口的

噪声功率。

12.29
(二端口器件)最佳噪声系数 optimumnoisefigure(ofatwo-portdevice)
在给定转换器工作点和规定频率上的最佳噪声系数F0,是通过调节源导抗可以获得的最小噪声

系数。

12.30
最佳源阻抗 optimumsourceimpedance
能实现最佳噪声系数的源导抗的特定值。

12.31
频率牵引 frequencypulling
由于负载阻抗幅度与/或相位的变化而引起的振荡器频率的变化。

12.32
(二端口器件)平均噪声系数 meannoisefigure(ofatwo-portdevice)
当一个器件的输入端口噪声温度为基准值时,该器件输出端的总的可用噪声功率与由输入端所产

生的可用噪声功率之比。

13 频谱分析仪的术语

13.1
幅度准确度 amplitudeaccuracy
与幅度测量结果相关联的、表征合理地赋予幅度测量值分散性的参数。

13.2
动态范围 dynamicrange
以规定的准确度测量的分析仪输入端同时存在的两个信号之间的最大功率比,它表征了测量同时

存在的两个信号幅度差的能力。
注:以分贝(dB)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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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最大输入电平 maximuminputlevel
最大输入电平分为性能无降低的最大输入电平和最大安全输入电平。前者表示在输入端所加的不

引起产品性能降低的最大电平;后者表示输入端允许的不损坏产品的最大电平。

13.4
输入幅度范围 inputamplituderange
在给定准确度范围内,频谱分析仪输入端可测量的最大信号(通常为最大安全输入电平)和最小信

号(显示平均噪声电平)的功率比。
注:以分贝(dB)表示。

13.5
显示幅度范围 displayamplituderange
在显示器上能够同时观察到最大信号和最小信号之间的幅度比值。

13.6
线性刻度显示 linearscaledisplay
显示器上的垂直刻度与输入信号电压成正比的显示方式。

13.7
对数刻度显示 logarithmicscaledisplay
显示器上的垂直刻度按对数方式随输入信号电压变化的显示方式。

13.8
灵敏度 sensitivity
频谱分析仪可测量最小信号电平的能力。灵敏度又分为输入信号电平灵敏度和等效输入噪声灵敏

度。前者产生的输出约等于两倍平均噪声值的输入信号电平,后者是内部产生的噪声折合到输入端的

平均电平。最佳灵敏度可在最窄分辨率带宽、最小输入衰减和充分视频滤波的状态下获得。

13.9
中频增益/中频衰减 IFgain/IFattenuation
用来调节信号在显示器上的垂直位置而不影响输入混频器上信号电平的中频控制器。当改变中频

增益/中频衰减时,参考电平也相应变化。

13.10
频标 marker
可以放在屏幕迹线上任何一处的可见指示光标,可用数字显示出频标点上迹线的频率和幅度的绝

对值。活动频标指位于迹线上能够被前面板控制键或程控命令直接移动的频标。

13.11
△频标 △ marker
频标的一种标记方式,其中一个是固定的参考频标,另一个是可以放在显示迹线上任何位置的活动

频标,显示的数据为可移动的活动频标与固定的参考频标之间的相对幅度差和频率差(或时间差)。

13.12
噪声频标 noisemarker
表示1Hz等效噪声带宽内噪声电平的一种标记。

13.13
预选器 pre-selector
位于频谱分析仪输入混频器之前的中心频率可调的带通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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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谐波混频 harmonicmixing
利用混频器中“产生”的本振频率的谐波参与混频,以扩展频谱分析仪的调谐测量范围。

13.15
波形因子 shapefactor
滤波器的60dB(或40dB)带宽与3dB带宽之比。

13.16
冲击带宽 impulsivebandwidth
根据电压等效原则,将实际分析仪滤波器的电压曲线所围的面积,等效为一个同面积的理想矩形滤

波器的电压响应曲线,并使两个曲线的高度相等,矩形滤波器宽度为等效冲击带宽。

13.17
零扫宽 zerospan
频率分析仪的扫频本振固定在某一频率上,即本振不扫描(扫宽等于零)。

13.18
频率稳定度 frequencystability
在短期或长期内,信号频率保持不变的程度,通常分短期和长期稳定度。短期频率稳定度可以用剩

余调频或相位噪声表征。长期频率稳定度可以用老化率来表征。

13.19
视频 videofrequency
频谱分析仪中检波器输出的信号。

13.20
视频带宽 videobandwidth
频谱分析仪视频回路中可调低通滤波器的带宽。

13.21
视频放大器 videoamplifier
在检波器之后的直流耦合放大器。

13.22
包络检波器 envelopedetector
其输出为输入信号包络(而不是其输入信号的瞬时变量)输出的检波器。

13.23
检波方式 detectionmode
模拟信息被数字化并存入存储器之前进行处理的方式。包括“正峰值方式”“负峰值方式”“取样方

式”“正负峰方式”。

14 逻辑分析仪的术语

14.1
门限(电平) threshold
与输入信号比较的一种预选电压值。
注:任何比门限电压更正(或负得少)的输入电压被记录为逻辑高,而任何比门限电压更负(或正得少)的输入电压

被记录为逻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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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门限灵敏度 sensitivity
在规定的信号持续时间内,可检测信号所要求的最小电压值。

14.3
触发事件 triggerevent
获取逻辑信号进行控制或定位的一个事件或者一序列事件。触发事件可以由内部电路产生并获

得,或从外部触发源获得。

14.4
触发字 triggerword
用于选择数据窗口而人为设置的一种特定的模式或数据字。

14.5
字识别 wordrecognition
判别逻辑分析仪获取的逻辑信号的字是否与预置字相符合的过程,出现字识别时可产生一个触发

事件。

14.6
任意态 anything
给定通道的输入信号对字识别无关的状态。

14.7
触发限定器 triggerqualifier
作为附加条件的一个或多个输入通道,该条件与一输入字必须同时得到满足时才产生字识别。这

个信号可以被记录与/或显示。

14.8
毛刺 glitch
比规定的最小脉冲宽度窄的脉冲。

14.9
毛刺触发 glitchtrigger
以某一个或多个通道中出现毛刺脉冲为触发事件。

14.10
序列触发 sequentialtriggering
取决于一序列的事件的触发。

14.11
触发窗口 triggerwindow
对触发范围预选的上、下限,在该范围内的任何字的出现都能产生触发事件。

14.12
预触发 pre-trigger
触发事件出现前即开始采集并存储一定数量数据的一种方式,触发前的数据量一般用存储深度的

百分比表示,可以为0%~100%。

14.13
交互触发 interactivetrigger
在不同性质的分析通道(定时、状态通道等)之间进行的相互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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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采集 acquisition
输入的逻辑信号在不连续的瞬间与阀值电平相比较和记录的一种过程。

14.15
同步方式 synchronousmode
一种按与输入逻辑信号相位相关的外部时钟来取样输入逻辑信号的采集方式。

14.16
异步方式 asynchronousmode
一种取样输入逻辑信号的时钟与被测系统无关的采集方式。
注:该方式下通常由内时钟取样。

14.17
建立时间 set-uptime
ts

一种时间间隔。数据在时钟有效沿到来之前并稳定的时间,以保证数据被获取。
注:建立时间允许有负值。

14.18
保持时间 holetime
th

一种时间间隔,数据输入端的数据应该在时钟沿来到之后,继续保持稳定不变的时间,以保证数据

被获取。
注:保持时间允许有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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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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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导体端子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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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测量)仪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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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字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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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次触发 10.28……………………………………
单次扫描运行 10.11………………………………
单功能(测量)仪器 3.13…………………………
单量程(测量)仪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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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波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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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量程(测量)仪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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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额定工作条件 2.36………………………………
额定绝缘电压 8.1…………………………………
额定值 2.34………………………………………
(二端口器件)平均噪声系数 12.32………………
(二端口器件)最佳噪声系数 12.29………………

F

反射计 3.21………………………………………
非对称输出 8.6……………………………………

非对称输入 8.5……………………………………
分辨力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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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发射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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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完善性 6.3………………………………………
隔离器 12.3………………………………………
功率计 3.27………………………………………
功能接地端子 6.13………………………………
工作极限值 2.30…………………………………
工作误差 2.41……………………………………
共模电压 7.11……………………………………
共模抑制比 8.18…………………………………
固定式(测量)仪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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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测量范围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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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函数信号发生器 3.30……………………………
合成信号发生器 11.1……………………………
横磁(TM 或E)模 12.12…………………………
横电(TE或H)模 12.11…………………………
横电磁(TEM 或EH)模 12.13……………………
恒压/恒流交迭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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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器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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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确定度 2.13………………………………
基本绝缘 6.6………………………………………
基准不确定度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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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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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输出电路 8.11………………………………
接地输入电路 8.10………………………………
阶跃响应时间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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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波导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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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缘测试电压 8.2…………………………………
绝缘电阻仪 3.23…………………………………

K

开环稳定 9.6………………………………………
开路电压 11.16……………………………………
抗扰度电平 7.6……………………………………
可程控仪器 3.25…………………………………
可触及件 6.1………………………………………
可互换附件 4.2……………………………………
可靠性 2.33………………………………………
空腔谐振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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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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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偏移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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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扫宽 13.17………………………………………
零值测量(法) 5.7…………………………………
逻辑分析仪 3.35…………………………………

M

脉冲 2.54…………………………………………
脉冲重复频率 2.57………………………………
脉冲重复周期 2.56………………………………
脉冲信号发生器 3.32……………………………
脉宽 2.55…………………………………………
毛刺 14.8…………………………………………
毛刺触发 14.9……………………………………
门限(电平) 14.1…………………………………
门限灵敏度 14.2…………………………………
模拟信号 2.48……………………………………
模数转换 15.1……………………………………

N

内部触发 10.17……………………………………
内部同步 10.18……………………………………

P

爬电距离 6.11……………………………………
匹配输出电压 11.15………………………………
偏转系数 10.5……………………………………
漂移 2.24…………………………………………

△频标 13.11………………………………………
频标 13.10…………………………………………
频段 11.13…………………………………………
频率计 3.36………………………………………
频率牵引 12.31……………………………………
频率稳定度 13.18…………………………………
频谱分析仪 3.18…………………………………
平衡调制器 12.15…………………………………

Q

启动冲击电流 9.14………………………………
欠压保护 9.22……………………………………
取样 2.50…………………………………………
取样率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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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示波器 10.4…………………………………
群延迟 12.8………………………………………

R

任意波形发生器 3.37……………………………
任意态 14.6………………………………………

S

扫描 10.7…………………………………………
扫描扩展 10.14……………………………………
扫描率 10.13………………………………………
扫描系数 10.12……………………………………
扫频宽度 11.28……………………………………
扫频时间 11.27……………………………………
扫频信号发生器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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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verseelectromagnetic(TEMorEH)mode 12.13………………………………………………………

transversemagnetic(TMorE)mode 12.12…………………………………………………………………

triggerbase 10.9………………………………………………………………………………………………

triggerevent 14.3………………………………………………………………………………………………

triggerholdoff 10.29…………………………………………………………………………………………

triggeroff 10.10………………………………………………………………………………………………

triggerqualifer 14.7……………………………………………………………………………………………

triggerwindow 14.11…………………………………………………………………………………………

triggerword 14.4………………………………………………………………………………………………

triggeredsweep 10.16…………………………………………………………………………………………

triggering 11.24………………………………………………………………………………………………

truevalue(ofaquantity) 2.3…………………………………………………………………………………

ts 14.17…………………………………………………………………………………………………………

U

unbalanceofloadimpedance 9.28……………………………………………………………………………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2.2……………………………………………………………………………

universalcounter(frequencymeter) 3.36……………………………………………………………………

useradjustment(ofameasuringinstrument) 2.65…………………………………………………………

V

variation(duetoaninfluencequantity) 2.27………………………………………………………………

verticalresolution 10.25………………………………………………………………………………………

verticalsensitivity 10.22………………………………………………………………………………………

videoamplifier 13.21…………………………………………………………………………………………

videobandwidth 13.20…………………………………………………………………………………………

videofrequency 13.19…………………………………………………………………………………………

voltagedivider 4.13……………………………………………………………………………………………

voltagelimiting 9.26…………………………………………………………………………………………

voltagestandingwaveratio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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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surge 7.10………………………………………………………………………………………………

VSWR 12.27……………………………………………………………………………………………………

W

warm-uptime 2.66……………………………………………………………………………………………

wave 2.53………………………………………………………………………………………………………

wave-guide 12.22………………………………………………………………………………………………

wave-guidewavelength 12.25…………………………………………………………………………………

wordrecognition 14.5…………………………………………………………………………………………

Z

zeroshift 10.21…………………………………………………………………………………………………

zerospan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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