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BCPx 射频电流监控探头 

校准因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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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电流探头可以嵌入到 EMCview 中，使用合适的校正/转换文件。 本应用笔记详细阐述了将射频

电流探头特性（通常指定为以 dBΩ为单位的传输阻抗或以 db(1/Ω)为单位的传感器因子）转换为 

EMCview 的合适校正文件的简单数学过程。 

以 dBμA 为单位的射频电流探头噪声测量规范 

以下示例曲线显示了使用射频电流探头进行测量的传导噪声限制，限值以 dBμA 为单位。 

    

 

 

 

 

 

 

 

 

限值以 dBμA 为单位，而 EMCview 软件以 dBμV 为单位从频谱分析仪中提取测量值。 因此，我们

需要将 dBμV 转换为 dBμA。 

使用欧姆定律：       I=U/R 

对等式两边应用对数： log(I) = log(U/R) 

随后应用对数定律： log(I) = log(U/R) = log(U) – log(R) 

将 Ω 转换为 dB(Ω)： dB(Ω) = 20log(Z) 

我们以 dB 格式获得欧姆：dBμA = dBμV – 20log(Z) 

提取 dBμV：dBμV = dBμA + 20log(Z) 

如果我们看一下 R&S 的 EZ-17 型射频电流钳，我们会发现我们甚至丌需要转换为 dB(Ω)。 我们可

以直接从曲线中提取换能器因子，即传输阻抗的倒数： 

 

 



 

 

 

 

 

 

 

 

 

 

 

 

 

R&S EZ-17 型号的换能器系数 

 

 

 

 

 

 

根据对数定律 log(1/z) = -log(z)，表示我们从曲线中取值，并以倒号形式将其输入到 LISN 校正文件

中。 

模型 02 的校正系数 

Frequency Correction coefficient [dB] 

30Hz -80dB 

100Hz -70dB 

1kHz -50dB 

10kHz -30dB 

100kHz -10dB 

1MHz 6dB 

10MHz 10dB 

100MHz 9dB 



 

模型 03 的校正系数 

Frequency Correction coefficient [dB] 

30Hz -80dB 

100Hz -70dB 

1kHz -50dB 

10kHz -30dB 

100kHz -10dB 

1MHz 10dB 

10MHz 16dB 

100MHz 15dB 

 

对于 Fisher FCC 电流探头，传输阻抗也已指定为对数值： 

 

 

 

 

 

 

 

 

 

 

 

假设我们使用上述 Fisher FCC 电流探头并假设频谱分析仪在 1MHz 处测量到 40dBμV 的值： 

从 Fisher 数据表中，我们提取了 1kHz 时大约 -38dB(Ohm) 的传输阻抗 在 dBμA = dBμV - 

20log(Z) 的应用下： 

 40dBμV – (-38dBOhm) = 78dBμA 这意味着 40dBμV 的测量值对应 78dBμA 的电流 

假设我们在 1MHz 下测量 25dBμV，我们从曲线中得出 0dB(Ohm) 的传输阻抗。 

 25dBμV-0dBOhm = 25dBμA 

 



 

使用 EMCview 软件，我们将获取一个“LISN”文件并简单地输入传输阻抗曲线的值： 

Frequency Correction coefficient [dB] 

1kHz -38dB 

10kHz -18dB 

100kHz -3dB 

1MHz 0dB 

10MHz 0dB 

100MHz 0dB 

然后可以将 EMCview 显示的值视为 dB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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