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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标准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绕组线试验方法》系列标准。这一系列标准

分别为：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２：１９９６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２部分：尺寸测量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１９９６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３部分：机械性能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１９９７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４部分：化学性能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６：１９９６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６部分：热性能

与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系列标准相对应，本标准在《绕组线试验方法》的总标题下分为以下部分：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２部分：尺寸测量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３部分：机械性能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４—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４部分：化学性能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６—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６部分：热性能

其中第 ２，第 ３，第 ４，第 ５和第 ６部分应与第 １部分一起使用。
根据 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和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５）的规定，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时应保留采用对象的前

言。由于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标准由 ６个部分组成，６个部分均有前言。因此合并为本标准的“ＩＥＣ前言”。各部

分的“引言”也合并为本标准的 ＩＥＣ引言。此外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中的一些编辑性错误，在制定本标准时都予以

更正。
本标准取消了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５—１９８３“往复刮漆试验方法”，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８—１９８３“击穿电压 铝箔

法”，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８—１９８３“三氯乙烯和甲醇萃取法”，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０—１９８３“一氯二氟甲烷溶剂法”和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１９８３“一氯二氟甲烷发泡法”。
本标准增加了漆包圆线自粘层厚度、扭绞线圈粘结强度和摩擦试验方法。
本标准修订了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３—１９８３“耐含水变压器油试验方法”。
本标准保留了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８３中的关于型式试验（Ｔ）、抽样试验（Ｓ）和例行试验（Ｒ）的定义以

方便漆包线产品标准实施采用。
由于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的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８）已规定了漆包扁线和薄膜绕包线的温度指数测定方法，因

此对本标准第 ６部分“热性能”中的试验方法 １５“温度指数”作了相应修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９８３和 ＧＢ燉Ｔ１３４３—１９８４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均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上海电缆研究所、福州大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铜陵精达铜材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电磁线厂、衡阳市仪器机械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惠民、舒迎春、郑启荣、王强、胡捷、尹越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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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 ＩＥＣ（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是一个由各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ＩＥＣ的宗旨是针对电气和电子领域内标准化的所有问题促进国际间合作。为实现这一宗旨，
ＩＥＣ除组织各种活动以外还出版国际标准，并委托各技术委员会制定这些标准。对某项标准感兴趣的任

何国家委员会均可参与该标准的制定。
２ 技术委员会代表各国家委员会对他们特别关切的技术问题制定出的 ＩＥＣ正式决议或协议尽

可能地表达出国际上对这些问题的一致意见。
３ 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发行，以推荐文件的形式在国际间使用，

并且这些文件在此意义上取得各国家委员会的认可。
４ 为促进国际间的统一，各 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坦诚地以最大可能程度在各国家和地区中采用 ＩＥＣ

国际标准。ＩＥＣ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清楚地指出。
５ ＩＥＣ不提供标志方法以表示 ＩＥＣ的认可，ＩＥＣ也不对宣称符合某项标准要求的任何设备承担

责任。
６ 必须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有专利权。ＩＥＣ也不应负责对任一个或所有这样的专利

权进行鉴别。
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６０８５１６由 ＩＥＣ第 ５５技术委员会“绕组线”制定。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标准第二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５年的第一版，并作技术修订。
该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０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１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附录 Ａ仅是提示的附录。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２标准第二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第一版及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２），并作技术修

订。
该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１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２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２的第 １号修改单是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５８７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６０５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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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标准第二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第一版及其第 １、第 ２号修改单（１９９２），并作

技术修订。
该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２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３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附录 Ａ和附录 Ｂ仅是提示的附录。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的第 １号修改单是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５９２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６１２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标准第二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第一版及其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２），并作出技

术修订。
本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３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４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的第 １号修改单是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５９７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６１４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第 ２１版是由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第二版（１９９６）及其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７）合并而成。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标准第三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８年出版的第二版及其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０），并作出技

术修订。
本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４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５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的第 １号修改单是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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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５４２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７２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６标准第二版撤消并取代了 １９８５年出版的第一版，并作出技术修订。
本标准文本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４７５Ａ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１６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附录 Ａ仅是提示的附录。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６的第 １号修改单是以下述文件为基础：

ＦＤＩＳ文件 投票表决报告

５５燉５６１燉ＦＤＩＳ ５５燉５９３燉ＲＶＤ

投票表决批准该标准的全部资料可在上表列出的“投票表决报告”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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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４０７４．６是关于电气设备绕组用绝缘线系列标准的一个组成部分。该系列标准由 ３
部分组成：

ａ）试验方法（ＧＢ燉Ｔ４０７４）；
ｂ）产品标准（ＩＥＣ６０３１７）；
ｃ）包装（ＪＢ燉Ｔ８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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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一般规定

┈┉│┉┄┈┄┇┌┃┃┌┇┈
—┇┉：﹩┃┇━

﹩﹣燉 ．— 
┉﹫﹦﹤┐：

代替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１３４３．１—１９８４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为绕组 线 试 验 方 法 一 般 规 定，同 时 也 规 定 了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使 用 的 名 词 术 语 的 定 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４０７４．６的内容一览表见附录 Ａ。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２部分：尺寸测量（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２：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３部分：机械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４—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４部分：化学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１９９７）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６—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６部分：热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６：１９９６）
ＩＥＣ６０３１７ 特种绕组线产品标准

 定义和试验方法总则

．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自粘层

一种涂覆于漆包线表面的材料，具有使漆包线相互粘合的特定功能。
．． 束线

由多根细直径绝缘线不按预定几何位置束合在一起的一种绕组线，此束线可以有外包覆层也可以

没有外包覆层。
．． 热级

用温度指数和热冲击温度来表示绕组线的热性能。
．． 漆层

用适当方法涂覆于导体或绝缘线上的材料，然后烘干固化。
．． 导体

除去绝缘层后的裸金属线。
．． 包覆层

一种包覆在裸导体或绝缘导体上的缠绕、绕包或编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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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裂

绝缘层上的裂口，在规定放大倍数下可看到导体。
．． 复合漆层

由二种不同材料，即底漆层和表面漆层组成的绝缘层。
．． 漆包线

涂覆固化树脂绝缘的绝缘线。
．． 级

成品线绝缘厚度范围。
．． 绝缘

导体表面具有耐电压特定功能的涂层或包覆层。
．． 导体标称尺寸

根据 ＩＥＣ６０３１７规定的导体尺寸标称值。
．． 单一漆层

由一种材料组成的绝缘层。
．． 绕组线

用于绕组以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电线。
．． 线

涂覆或包覆绝缘的导体。
．． 型式试验（Ｔ）１］

采用说明：

１］ 为方便漆包线产品标准实施采用，本标准增加了型式试验、抽样试验和例行试验的定义。

型式试验是制造厂在提供产品标准中某一种绕组线之前所进行的试验。型式试验的特点是，在做过

一次之后一般不再重做，但在绕组线所用材料、结构和主要工艺有了变更而影响绕组线性能时，必须重

复进行试验；或者在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时，如定期进行等，也应按规定重复进行。
．． 抽样试验（Ｓ）１］

抽样试验是制造厂按制造批量抽取成轴的绕组线并从其上截取试样进行的试验。
．． 例行试验（Ｒ）１］

例行试验是制造厂对全部绕组线成品进行的试验。
． 试验方法总则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试验应在温度为 １５℃～３５℃，相对湿度为 ４５％～７５％的条件下进行。测量前，
试样应在上述环境条件下放置足够的时间进行预处理，使试样达到稳定状态。

试验用绕组线从包装上取下时，不得承受张力或不必要的弯曲。每次试验前应去掉足够的绕组线，
以保证试样不包含损坏的线段。

试验方法所有强制性的要求，通常在说明中作了规定，附图只是表示进行该试验可能采用的一种装

置。
ＩＥＣ６０３１７产品标准与本标准有矛盾时，应以产品标准为准。
当试验仅限于某种类型绕组线时，将与试验方法一起规定。
在附录 Ａ中，带号的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４、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和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６

试验项目为型式试验，这些试验按用户的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４、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和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６的 试 验 方 法 编 号 与

ＩＥＣ６０３１７条文号相对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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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燉．～．试验方法一览表

第 部分：尺寸测量

１ 范围

２ 引用标准

３ 试验方法 ４：尺寸测量

３１ 量具

３１１ 圆线和扁线

３１２ 束线

３２ 试验程序

３２１ 导体尺寸

３２１１ 圆线

３２１２ 扁线

３２２ 导体不圆度

３２３ 扁线圆角

３２４ 绝缘厚度

３２４１ 圆线

３２４２ 扁线

３２５ 外形尺寸

３２５１ 圆线

３２５２ 扁线

３２５３ 束线

３２６ 漆包圆线自粘层厚度

第 部分：机械性能

１ 范围

２ 引用标准

３ 试验方法 ６：伸长率

３１ 断裂伸长率

３２ 抗张强度

４ 试验方法 ７：回弹性

４１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８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圆线

４２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圆线和扁线

５ 试验方法 ８：柔韧性和附着性

５１ 圆棒卷绕试验

５１１ 圆线

５１２ 扁线

５１３ 包覆束线

５２ 拉伸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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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急拉断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５４ 剥离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０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
５５ 附着性试验

５５１ 漆包扁线

５５２ 浸渍纤维包覆圆线和扁线

５５３ 纤维包覆漆包圆线和扁线

５５４ 薄膜绕包圆线和扁线

６ 试验方法 １１：耐刮（适用于漆包圆线）
７ 试验方法 １８：热粘合和溶剂粘合（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２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

线）
７１ 垂直螺旋线圈的粘结力

７２ 扭绞线圈粘结强度

附录 Ａ（提示的附录）热粘合漆包线的粘结强度

附录 Ｂ（提示的附录）摩擦试验方法

第 部分：化学性能

１ 范围

２ 引用标准

３ 试验方法 １２：耐溶剂（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和漆包扁线）
４ 试验方法 １６：耐冷冻剂（适用于漆包圆线）
５ 试验方法 １７：直焊性（适用于漆包圆线和束线）
６ 试验方法 ２０：耐水解和耐变压器油（适用于漆包线）
６１ 圆线

６２ 扁线

第 部分：电性能

１ 范围

２ 引用标准

３ 试验方法 ５：电阻

４ 试验方法 １３：击穿电压

４１ 试验原理

４２ 试验设备

４３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４４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２５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４５ 导体标称直径 ２５００ｍｍ以上的圆线

４６ 扁线

５ 试验方法 １４：漆膜连续性（适用于漆包圆线和薄膜绕包圆线）
６ 试验方法 １９：介质损耗系数（适用于漆包线和束线）

第 部分：热性能

１ 范围

２ 引用标准

３ 试验方法 ９：热冲击（适用于漆包线和薄膜绕包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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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试样制备

３１１ 圆线

３１２ 扁线

３２ 试验程序

３３ 试验结果

４ 试验方法 １０：软化击穿（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和薄膜

绕包圆线）
５ 试验方法 １５：温度指数

５１ 漆包线

５２ 薄膜绕包线

６ 试验方法 ２１：失重（适用于漆包圆线）
附录 Ａ（提示的附录）高温失效试验（适用于漆包圆线）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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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尺寸测量

┈┉│┉┄┈┄┇┌┃┃┌┇┈
—┇┉：﹥┉┇│┃┉┄┃┄│┃┈┄┃┈

﹩﹣燉 ．— 
┉﹫﹦﹤┐：
﹢│┃│┃┉┄．：

代替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１３４３．２—１９８４
ＧＢ燉Ｔ１３４３．１０—１９８４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规定了下列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４：尺寸测量

定义、试验方法总则和绕组线试验方法一览表参见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试验方法 ：尺寸测量

． 量具

．． 圆线和扁线

量具的精度应高于 ２μｍ。如果是直接在绕组线上测量的千分尺，其测力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测杆和

测座的直径范围亦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表 １ 测杆和测座直径及测力

绕组线种类
导体标称直径

ｍｍ

测杆和测座直径

ｍｍ

测 力

Ｎ

漆包圆线
＜０．１００ ２～８ ０．１～１．０

≥０．１００ ５～８ １～８

薄膜绕包线１］ — ５～８ １～８

漆包扁线或薄膜绕包扁线 — ５～８ ４～１０

纤维绕包线 — ５～８ ４～１０

纸包线 — ５～８ ８～１４

采用说明：

１］ 原文的表 １遗漏了薄膜绕包线的性能指标，本标准补上。

６



．． 束线

束线外径应用抛光锥棒测量，锥棒尺寸如图 １所示。
． 试验程序

．． 导体尺寸

．．． 圆线

注：见表 ２。

表 ２ 导体直径测量

导体标称直径 测量方法 条 文 号

牆≤００６３ｍｍ

牆＞００６３ｍｍ

电阻

尺寸

３（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

３２１１

注：如果供需双方同意，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６３ｍｍ以上 １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绝缘线也可采用电阻测量法。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６３ｍｍ以上 ０２００ｍｍ及以下

在 １根校直试样上相距各 １ｍ的 ３个位置上，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除去绝缘层，各测 １次导体

直径。
记录 ３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导体直径。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００ｍｍ以上

在 １根校直试样上，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除去绝缘层，沿导体圆周均分的 ３个位置上分别测量

裸导体直径。
记录 ３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导体直径。

．．． 扁线

用不损伤导体的任何方法在按第 ３２５２条规定的 ３个位置上除去绝缘层，每个位置各测 １次宽

边和窄边尺寸。
记录 ３个宽边和窄边尺寸测量值，取其平均值分别作为导体宽边和窄边尺寸。

．． 导体不圆度

导体不圆度为导体每个截面上按第 ３２１１条测量的任何两个导体直径读数的最大差值。
记录导体不圆度。

．． 扁线圆角

为了做好本试验应制备绝缘线的截面，并在足够放大倍数下测量。
３根校直扁线试样在不影响绝缘性能的适当树脂中进行浇铸。固化后，树脂的颜色应与绝缘的颜色

呈反差。
沿垂直于扁线轴线方向切断嵌在固化树脂中的 ３根扁线试样，用适当的方法仔细研磨抛光截面。应

在能正确判断圆角圆度的适当放大倍数下检查抛光表面。
记录导体圆弧与平面连接情况，任何毛刺、粗糙和凸缘亦应记录。

．． 绝缘厚度

绝缘厚度是外形尺寸与导体尺寸之差。
．．． 圆线

按第 ３２１１和 ３２５１条测量外径和导体直径，二者之差即为绝缘厚度。
．．． 扁线

按第 ３２１２和 ３２５２条测量的扁线宽边外形尺寸和导体宽边外形尺寸，二者之差即为窄边绝

缘厚度；测得的扁线窄边外形尺寸和导体窄边尺寸之差即为宽边绝缘厚度。
．． 外形尺寸

．．． 圆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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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００ｍｍ及以下

在 １根校直试样相距各 １ｍ的 ３个位置上，各测 １次外径。
记录 ３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外径。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００ｍｍ以上

在 １根校直试样相距 １ｍ的两个位置上，每个位置沿绝缘线圆周均分测量 ３次外径。
记录 ６个测量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外径。
在有关产品标准中，导体直径测量方法采用表 ２规定的方法。

．．． 扁线

在 １根校直试样相距各 １００ｍｍ的 ３个位置上，每个位置各测量 １次宽边和窄边外形尺寸。若试样

外形尺寸较千分尺测杆直径大，则应在试样表面中间和边缘各测 １次；若两个测量值不同，则取较大值。
记录 ３个宽边和窄边外形尺寸测量值，取其平均值分别作为宽边外形尺寸和窄边外形尺寸。

．．． 束线

注：下述测量方法测得的是实际有用的值，而不是精确的外径。
束线外径为卷绕在锥棒上的束线层宽度除以卷绕圈数。束线应以一定张力紧密卷绕在如图 １所示

的锥棒上，张力（Ｎ）为束线各导体标称截面（ｍｍ２）之和的 ６５倍。
外径 ０５ｍｍ及以下的束线的卷绕宽度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外径 ０５ｍｍ以上的束线的卷绕宽度应

不小于 ２０ｍｍ。测量精度为 ０５ｍｍ。
测量 １次。记录外径，修约到 ００１ｍｍ。

．． 漆包圆线自粘层厚度

自粘层厚度是自粘性漆包线外径与除去自粘层后的漆包线外径的差值。
自粘性漆包线外径应按第 ３２５１条测量，用溶剂或其他任何合适的试剂以不损伤底漆的任何方

法除去自粘层后再次测量其外径，其差值即为自粘层厚度。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１ 锥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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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机械性能

┈┉│┉┄┈┄┇┌┃┃┌┇┈
—┇┉：┃━┅┇┄┅┇┉┈

﹩﹣燉 ．— 
┉﹫﹦﹤┐：
﹢│┃│┃┉┄．：

代替 ＧＢ４０７４．３～４０７４．１０—１９８３
ＧＢ４０７４．１４—１９８３
ＧＢ４０７４．２７—１９８３
ＧＢ１３４３．３～１３４３．７—１９８４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下列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６：伸长率

——试验方法 ７：回弹性

——试验方法 ８：柔韧性和附着性

——试验方法 １１：耐刮

——试验方法 １８：热粘合和溶剂粘合

定义、试验方法总则和绕组线试验方法一览表参见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２部分：尺寸测量（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２：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３０４８．２—１９９４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金属导体材料电阻率试验

ＩＥＣ１０３３：１９９１ 测定漆包线用浸渍剂粘结强度的试验方法

ＩＳＯ１７８：１９９３ 塑料——曲挠性能的测试方法

 试验方法 ：伸长率

． 断裂伸长率

伸长率是长度增加值与原长度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在伸长仪或拉力试验机上，以（５±１）ｍｍ燉ｓ的速率将一根自由测试长度为 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的校

直试样拉伸至导体断裂点，计算断裂时长度线性增量与自由测试长度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测量 ３个试样，记录 ３个测试值，取其平均值作为断裂伸长率。

． 抗张强度

抗张强度是导体断裂时拉断力与其原始截面１］之比。

采用说明：

１］ 所增加的该条文注释是为了方便使用，并在引用标准中作相应补充。

９



在拉力试验机上，以（５±１）ｍｍ燉ｓ的速率将一根自由测试长度为 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的校直试样拉

伸至导体断裂点，记录断裂时拉断力。
测量 ３个试样，记录原始截面与 ３个拉断力测试值，取拉断力与原始截面之比的平均值作为抗张强

度。
注：原始截面按 ＧＢ燉Ｔ３０４８．２—１９９４第 ６６条测量。

 试验方法 ：回弹性

回弹性是卷绕成螺旋线圈或弯曲成一个角度的试样回弹后所测得的角度。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８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圆线

．． 试验原理

一根校直试样在圆棒上卷绕 ５圈，圆棒直径和卷绕时张力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回弹性测量

即是第五圈试样末端回弹的角度读数。
．．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示例如图 １所示，圆棒的结构和尺寸参见图 ２和表 １。采用图 ２中的螺旋槽能便于卷绕，
但是否使用不作强制性规定。刻度盘上标有 ７２等分刻度，这样读数即是 ５圈试样每一圈回弹的度数。

表 １ 回弹性试验用圆棒

圆棒直径１）

ｍｍ

尺寸２），ｍｍ

牃 牄 牅 牆 牉 牊

５ ６．０ ７．５ ３２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１３

７ ６．０ ９．０ ３４ ０．４０ ０．０７ ０．１８

１０ ６．０ ９．０ ３４ ０．６０ ０．１０ ０．２５

１２．５ ６．０ ９．０ ４０ ０．８０ ０．１４ ０．３５

１９ １０．０ １１．０ ４５ １．２０ ０．２０ ０．５０

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４５ ２．００ ０．２８ ０．７０

３７．５ １２．５ １４．５ ４７ ２．４０ ０．４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２．５ １７．５ ５０ ３．００ ０．８０ ２．００

１） 如是螺旋槽，即为槽底宽度。

２） 见图 ２。

．． 试验程序

在试验设备上把规定尺寸的圆棒装好并锁定在与其轴线成水平的位置上，固定试样的槽或孔应对

准刻度盘的零位。圆棒上应抹些滑石粉，以免粘住漆包线。
在长约 １ｍ的校直试样的一端，挂上规定的负荷。松开旋转圆棒的手柄，把试样的另一端插入圆棒

的固定槽或固定孔中使足够长度的试样伸出圆棒的另一侧，这样试样就紧贴在圆棒上。慢慢放下负荷，
使试样垂直悬挂在圆棒下面。刻度零位和固定槽或固定孔也垂直向下。

固定试样自由端，逆时针旋转圆棒 ５整圈及以上（看刻度盘）直到刻度盘零位垂直向上，然后锁住手

柄。保持试样在圆棒上的位置，除去负荷。然后在第五圈端部以外约 ２５ｍｍ处剪断试样。该端部应弯成

垂直位置以与刻度盘零位重合，作为指针。
在试样该端部的左边放一铅笔或类似的工具，以防止试样突然回弹。然后让线圈无跳动地缓慢松

开。
注：如果试样突然回弹，可能得到错误的结果。
松开圆棒和刻度盘的锁紧装置，顺时针旋转。使指针垂直向上。指针指示的刻度盘读数即为回弹角。

０１

﹩﹣燉 ．— 



若漆包线弹性很大，指针可能回弹一整圈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每回弹一整圈，刻度盘读数加 ７２。
测量 ３个试样，记录 ３个读数，取其平均值作为回弹角。

．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圆线和扁线

．． 试验原理

一根校直试样应弯成 ３０°，除去力后漆包线回弹的角度读数即是回弹角。
．． 试验设备

试 验设备示例如图 ３所示，其基本组件包括：一个固定夹钳（２），一个活动夹钳（１）和一个扇形刻度

盘（５），单位（°）。刻度盘在 ０°～１０°范围内其刻度以 ０５°为增量。扇形刻度盘为圆弧形，置于与夹钳面成

９０°的平面上，其中心（３）在固定夹钳的外侧边缘。手柄可以在垂直平面上的扇形刻度盘上移动，其支点

位于刻度盘圆弧的中心。
手柄应有指针或标记，能正确读出回弹角的读数。手柄约 ３０５ｍｍ长，具有毫米刻度，起点在弧形刻

度盘中心，手柄上有一个带刀口的滑块（４）。
．． 试样制备

至少 １２００ｍｍ长的试样，从线盘上取下时应尽可能避免弯曲，然后用手校直试样并切成 ４００ｍｍ
长的 ３根试样。不应采用工具拉伸，并应避免不必要的弯曲以免引起试样变硬。
．． 试验程序

滑块在手柄上的位置应是导体直径或导体窄边尺寸的 ４０倍。拉紧两夹钳之间的试样至刚好防止滑

动。试样的拉紧方向应与其在线盘上的卷绕方向相同。试样的自由端应伸出滑块刀口（１２±２）ｍｍ。
从起始点（３０°刻度，位置 １）开始用手柄弯曲试样 ３０°（０°刻度，位置 ２），弯曲时间应控制在 ２ｓ～５ｓ。

试样在位置 ２的时间最多保持 ２ｓ，然后手柄以相同角速度反方向退回直到滑块刀口滑离试样。再次移

动手柄直到滑块刀口刚好接触试样而不弯曲试样。手柄指针（位置 ３）在扇形刻度盘上的读数即为回弹

角。
测量 ３个试样，记录 ３个读数，取其平均值作为回弹角。

 试验方法 ：柔韧性和附着性

柔韧性和附着性反映了绕组线经受拉伸、卷绕、弯曲或扭绞等外作用力时，其绝缘不发生开裂或失

去附着性的能力。
． 圆棒卷绕试验

．． 圆线

一根校直试样在抛光圆棒上连续紧密卷绕 １０圈，圆棒直径在有关产品标准中规定。圆棒以 １ｒ燉ｓ～
３ｒ燉ｓ的速度卷绕，卷绕时线承受的张力刚好使线与圆棒接触以避免线受到拉伸和扭绞。符合上述要求

的任何设备均可使用。
．．．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若产品标准规定卷绕之前应预先拉伸，试样应按第 ３条拉伸至规定的百分比。卷绕后，用倍数如表

２规定的放大镜检查是否开裂。
测量 ３个试样。发现的任何开裂均应记录在报告中。

．．． 纤维包覆圆线

卷绕后，用正常视力或 ６倍及以下放大镜检查试样是否露出裸导体。
测量 ３个试样。露出裸导体应记录在报告中。

．．． 纤维包覆漆包圆线

卷绕后，用正常视力或 ６倍及以下放大镜检查试样是否露出裸导体或底漆层。
测量 ３个试样。露出裸导体或底漆层均应记录在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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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检查开裂的放大倍数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放大镜倍数１）

— ００４０ １０～１５倍

００４０ ０５００ ６～１０倍

０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６倍

１）１倍表示用正常视力。

．．． 薄膜绕包圆线

卷绕后，用正常视力或 ６倍及以下放大镜检查试样是否露出裸导体或分层。
测量 ３个试样。露出裸导体或分层均应记录在报告中。

．． 扁线

一根长约 ４００ｍｍ的校直试样在抛光圆棒上沿两个方向各弯曲 １８０°，形成一个伸长的 Ｓ形，圆棒直

径在有关标准中规定。Ｕ形弯头之间的直线部分至少为 １５０ｍｍ。应注意保证试样不翘曲，弯头平整。合

适的试验设备如图 ４所示。
弯曲后，用 ６～１０倍放大镜检查：如果是漆包线，应检查是否开裂；如果是纤维包覆线，应检查是否

露出导体或底漆层；如果是薄膜绕包线，应检查是否露出导体或分层。
弯 曲 ６个试样，分别是 ３个宽边弯曲（沿窄边尺寸）和 ３个窄边弯曲（沿宽边尺寸）。如果试样有开

裂、分层、露出导体或底漆层均应记录在报告中。
．． 包覆束线

一 根 校 直 试 样 在 抛 光 圆 棒 上 连 续 卷 绕 １０圈，圆 棒 直 径 在 有 关 产 品 标 准 中 规 定，张 力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１９９９第 ３２５３条的规定。应注意每次卷绕时不能扭绞试样。
卷绕后，用正常视力检查试样的包覆层是否开口。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包覆层紧密度没有达到要求应记录在报告中。

． 拉伸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
一根校直试样应按第 ３条的规定拉伸至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百分比。拉伸后，用正常视力或 ６倍以

下放大镜检查试样是否开裂或失去附着性。
测量 ３个试样，如果试样开裂和（或）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

． 急拉断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一根校直试样应急速拉伸至断裂点或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百分比，试验设备如图 ５所示，其自由测

试长度为 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拉伸后，应用倍数如表 ２规定的放大镜检查试样是否开裂或失去附着性。
断头 ２ｍｍ内不做考核。

测量 ３个试样，如果试样开裂和（或）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
． 剥离试验（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１０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

一根校直试样应置于如图 ６所示的试验设备上，两个夹具位于同一轴线上并且相距 ５００ｍｍ。其中

一个能旋转，另一个则不能但是可以轴向移动并加挂负荷，施加张力来扭绞试样，负荷按表 ３规定。
使用如图 ７所示的刮刀轴向刮去试样两侧的漆膜直至露出导体，如图 ８所示。刮刀的压力应足以刮

去漆膜并在漆膜和导体界面留下清洁光滑的表面，但不可刮去太多的导体材料。从距离夹具 １０ｍｍ的

两 处剥离漆膜。旋转设备的起动速度应为 ６０ｒ燉ｍｉｎ～１００ｒ燉ｍｉｎ直至达到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转数 爲。
剥离和扭绞后，应检查试样是否失去附着性。如果漆膜能毫无困难地从试样上剥去（例如用指甲），

即使不能完全分离，也应认为失去附着性。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

． 附着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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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约 ３００ｍｍ长的校直试样应按第 ３１条的规定拉伸至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百分比。
表 ３ 剥离试验用负荷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５
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４０
１．８００ ２．２４０ ６０
２．２４０ ２．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５５０ １６０
３．５５０ ４．５００ ２５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０

．． 漆包扁线

拉伸前，应在测量长度中间切割试样一圈直至导体。拉伸后，应检查试样是否失去附着性。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并从切割点开始单向测量失去附着性距离。测量

试样每侧的失去附着性距离，记录最大值。
．． 浸渍纤维包覆圆线和扁线

拉伸前，从试样上除去所有的绝缘但保留中间 １００ｍｍ的绝缘。拉伸后，应检查试样是否失去附着

性。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对圆线如绝缘在导体上滑动，对扁线如绝缘在试

样一边或两边分离，则认为失去附着性。
．． 纤维包覆漆包圆线和扁线

拉伸前，应在测量长度中间相距 １００ｍｍ的两处切割试样一圈直至导体。拉伸后，应检查试样是否

失去附着性。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

．． 薄膜绕包圆线和扁线

拉伸前，应在测量长度中间切割试样一圈直至导体。拉伸后，应检查试样是否失去附着性。
测量 １个试样，如果失去附着性应记录在报告中。并从切割点开始单向测量失去附着性距离。测量

试样每侧的失去附着性距离，记录最大值。

 试验方法 ：耐刮（适用于漆包圆线）

耐刮是用不断增加压力的刮针刮漆包线所能承受的最大刮破力表示。
． 试验原理

一根校直试样经受单向刮漆试验，用针刮漆包线表面，并在针上不断增加负荷。使针和导体电气接

触的力即为刮破力。
． 试验设备

应使用如图 ９所示的试验设备。其机械装置应能产生速率为（４００±４０）ｍｍ燉ｍｉｎ的单向刮力。刮漆

装置应包括一个抛光的琴钢丝或直径为（０２３±００１）ｍｍ的针，置于两夹头之间。夹头可牢固地夹住

琴钢丝或针不使其下垂或弯曲并与刮漆方向成直角。刮漆方向即为漆包线的轴线方向。为放置试样，试

验设备的支承台上应有两个夹头，当试样插入夹头之间并校直时支承台可下降。
试验设备应能产生（６５±０５）Ｖ的直流电压，施加在导体和琴钢丝或刮针之间。可使用串联电阻

或继电器将短路电流限制在 ２０ｍＡ。该电路应能检测短路电流并且当刮针刮到约 ３ｍｍ导体时停止刮

漆。
试验设备的杠杆下部边缘上应有一刻度标尺，所指示出的系数乘以起始负荷即为刮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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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程序

一根用最大 １％的伸长校直的试样，擦拭干净后置于试验设备中。然后用夹头固定试样，调整支承

台使之接触试样。
施加在刮漆设备上的起始作用力应不大于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最小刮破力的 ９０％，并使刮针和导

体之间短路，短路点距离固定支点 １５０ｍｍ～２００ｍｍ之间。荷重的刮漆装置应慢慢下降至漆包线表面

然后开始刮漆。
刮针停止刮漆时，从杠杆下部边缘的刻度尺上读出此时的系数。记录该系数和起始作用力的乘积。
试验应在同一试样上重复再进行两次，一次距离原位置 １２０°，一次距离原位置 ２４０°。记录试验结

果。
测量 １个试样。记录 ３个试验值。取其平均值作为平均刮破力。

 试验方法 ：热粘合和溶剂粘合１）（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２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

线）

１） 该试验将扩展至溶剂粘合漆包线。

２） 对于直径较大的漆包线用钢棒合适。对于直径较小的漆包线用铜棒，因为铜棒可拉伸以缩小直径而有助于取下

线圈。

热粘合和溶剂粘合反映了线圈绕组在热和溶剂的作用下粘合在一起的能力。
． 垂直螺旋线圈的粘结力

垂直螺旋线圈的粘结力反映了在粘合线圈下端加挂负荷时保持粘合的能力。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及以下

试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２０００ｍｍ及以下

．．． 试验原理

在圆棒上卷绕成螺旋线圈，然后加负荷压紧，并在热和溶剂的作用下粘合。粘合后，从圆棒上取下线

圈试样并垂直悬挂，在其下端挂上负荷来测定试样是否能承受规定的负荷。在高温下重复试验。
．．． 试样制备

一根校直试样卷绕在直径如表 ４规定的抛光圆棒上２）。线圈最小长度为 ２０ｍｍ。在卷绕时的张力不

超过表 ４规定值的条件下，卷绕速率控制在 １ｒ燉ｓ和 ３ｒ燉ｓ之间。为方便线圈自由松开，试样末端应不固

定。圆棒上的线圈应如图 １０ａ所示垂直放置，并按表 ４的规定施加负荷。重物应不粘着圆棒，其间应有间

隙。然后将此装置放入强迫通风的烘箱中，烘箱温度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放置时间：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７１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为 ３０ｍｉｎ；
——除非供需双方另有协议，导体标称直径 ０７１０ｍｍ以上 ２０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为 １ｈ。
冷却到室温后，从圆棒上取下线圈。

表 ４ 螺旋线圈的制备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圆棒直径

ｍｍ

卷绕时最大张力

Ｎ

粘合时加在线圈上的负荷

Ｎ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１ 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０ 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０ １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０ １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００ ０．３１５ ２ ０．８０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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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完）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圆棒直径

ｍｍ

卷绕时最大张力

Ｎ

粘合时加在线圈上的负荷

Ｎ

０．３１５ ０．４００ ３ ０．８０ ０．５０
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 ４ ２．００ ０．７５
０．５００ ０．６３０ ５ ２．００ １．２５
０．６３０ ０．７１０ ６ ５．００ １．７５
０．７１０ ０．８００ ７ ５．００ ２．００

０．８００ ０．９００ ８ ５．００ ２．５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９ ５．００ ３．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０ １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２５０ １１ １２．００ ４．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２ １２．００ ５．５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４ １２．００ ６．５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６ ３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８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 室温下的试验程序

如图 １０ｂ所示将线圈试样的一端悬挂起来，另一端施加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负荷。负荷的施加方式

应能避免任何附加的冲击。
测量 ３个试样。如果线圈分离（第一圈和最后一圈除外），则应记录在报告中。粘合线圈的温度也应

记录。
．．． 高温下的试验程序

如图 １０ｂ所示将线圈试样的一端悬挂起来，另一端施加如表 ５规定的负荷。负荷的施加方式应能避

免任何附加的冲击。将带负荷的试样放入强迫通风的烘箱 １５ｍｉｎ，烘箱温度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测量 ３个试样。如果线圈分离（第一圈和最后一圈除外），则应记录在报告中。粘合线圈的温度也应

记录。
表 ５ 高温下的粘结力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０ ０．０６
０．１０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８
０．１６０ ０．２００ ０．１９
０．２００ ０．３１５ ０．２５

０．３１５ ０．４００ ０．５５
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８０
０．５００ ０．６３０ １．２０
０．６３０ ０．７１０ １．７０
０．７１０ ０．８００ ２．１０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０．８００ ０．９００ ２．６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０ ３．８０
１．１２０ １．２５０ ４．４０
１．２５０ １．４００ ４．９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６．４０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７．９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７．９０

． 扭绞线圈粘结强度

粘结强度是破坏扭绞线圈所需的最大作用力。
．． 试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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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卷绕的漆包线线圈形成椭圆形，扭绞后通直流电流使之粘结并制成棒状试样。将棒状试样水平

放置在拉力试验机上，测量破坏该棒状试样所需的最大压弯力。在高温下重复该试验。
注：本试验方法类似于 ＩＥＣ１０３３第 ２１条的方法 Ａ扭绞线圈试验，其原理相同但在扭绞和粘结试样及漆包线规格

上有所不同。本试验适用于不同规格的漆包线，而 ＩＥＣ１０３３的方法 Ａ只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为 ０３１５ｍｍ的

漆包线。

．． 试验设备

本试验应使用下列设备：
——如图 １１ａ和 １１ｂ所示的线圈卷绕机；
——如图 １３所示的线圈扭绞机；
——符合 ＩＳＯ１７８的拉力试验机，所用支架如图 １３所示；
——能产生恒定电流的直流电源，最小容量为 ５０Ｖ和 １５Ａ。
——与拉力试验机配套的强迫通风的烘箱，其需保持的试验温度偏差为±２℃，并且能在 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之内同时加热至少 ５个试样至试验温度。
．． 试样制备

使用如图 １１ａ和 １１ｂ所示的卷绕机将漆包线试样随机卷绕成一个线圈。卷绕圈数应按下式计算：

爫＝ １００× ０．３１５２

牆２

式中：牆——漆包线试样导体标称直径。
注：对于导体标称直径 牆＝０３１５ｍｍ，爫 是 １００圈；对于其他直径 牆，可通过上述公式得到 爫 值，而其导体总截面积

与 爫＝１００和 牆＝０．３１５ｍｍ时的导体总截面积相同。
为防止线圈从卷绕机上取下时松开，漆包线每一端（或用短段漆包线）在线圈相对两处绕 ２～３圈。

因此卷绕机上应有合适的槽口（见图 １１ｂ）。
卷绕线圈采用如下尺寸：
——卷绕直径：（５７±０１）ｍｍ
——槽宽：（５±０５）ｍｍ
从卷绕机上取下线圈，形成椭圆形（见图 １２），然后如图 １３所示在扭绞机上沿其纵轴扭绞。该扭绞

机应能在扭绞及粘结试样的同时对试样施加机械负荷。负荷应为 １００Ｎ。线圈应先扭绞 ２５圈，然后在

相反方向回扭半圈。在扭绞机上保持机械负荷的同时在漆包线试样上通以恒定的直流电流使之粘结。电

流的大小应能使线圈试样在 ３０ｓ～６０ｓ的时间内粘合。
注：因为使用直流电流可方便测量加热结束后线圈试样的平均温度（见附录 Ａ）。
试样为直径约 ７ｍｍ，长度 ８５ｍｍ～９０ｍｍ的圆棒。

．． 试验程序

如图 １４所示将试样正确放在支架上，调节十字头的速度使之在 １ｍｉｎ内达到最大弯力，测量试样

的粘结强度。
对于高温下的试验，应先将试样放入烘箱中预热到规定温度。在试样达到烘箱温度但放入烘箱时间

不超过 １５ｍｉｎ之内测量试样的粘结强度。
．． 试验结果

每一温度应测 ５个试样。应记录对应于每个温度的 ５个数值。取其平均值作为粘结强度。试样的

导体标称直径、线圈的圈数和粘结条件也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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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圆棒；２—刻度盘；３—锁紧装置；４—锁紧装置；５—底座；６—圆棒固定螺丝

图 １ 回弹试验仪

图 ２ 圆棒结构和尺寸（见表 １）

７１

﹩﹣燉 ．— 



图 ３ 回弹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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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圆棒；２—圆棒夹板；３—翼形夹紧螺母；４—手柄；５—手柄；６—滚珠轴承；７—试样；８—支架

图 ４ 圆棒弯曲试验装置

１—楔形夹头；２—固定夹具；３—手柄；４—可调挡板；５—试样；６—规定伸长

图 ５ 急拉断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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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试样；２—旋转夹头；３—固定夹具

图 ６ 剥离试验仪

图 ７ 刮刀

图 ８ 刮去漆膜后漆包线截面

图 ９ 单向刮漆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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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线圈；２—圆棒；３—圆棒底座；４—压紧负荷；５—分离负荷

图 １０ 螺旋线圈粘结力试验设备

５ｍｍ±０．５ｍｍ

ａ）线圈卷绕装置

５７
ｍ
ｍ
±

１ｍ
ｍ

ｂ）线圈卷绕装置，正视图

图 １１ 线圈卷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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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椭圆形线圈

图 １３ 对扭绞线圈试样施加负荷的扭绞装置

图 １４ 支架的安放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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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热粘合漆包线的粘结强度

﹢ 扭绞线圈试样的温度计算

方法

用直流电流加热扭绞线圈时，试样的平均温度可用其直流电阻推算。直流电阻为电压和施加的恒定

电流之比，可在加热期间的开始和结束时测量，并计算在加热结束时的温度。
温度系数

为方便以下计算，取铜的温度系数为 犜＝０．００４爦－１。
计算

按此温度系数，加热结束时试样的电阻可按下式计算：
爲爴牠＝ 爲爴０＋ 犜爲爴０× （爴牠－ 爴０）

式中：爲爴０——开始时（在室温下）的电阻；
爴牠——加热结束时的温度；

爴０——加热开始时的温度（爴０通常即为室温，比如 ２３℃）。
下标 牠代表加热结束时的值。
如果电流是恒定的，下列公式适用：

爲爴牠

爲爴０
＝ 爺牠

爺０

式中：爺牠——加热结束时的电压；
爺０——加热开始时的电压。

加热结束时温度为：
爴牠＝ 爴０＋ ２５０× 爺牠燉爺０槏 槕［ ］－ １

﹢ 加热时间的确定

电压时间曲线

用恒定电流加热扭绞线圈时，电阻随着温度的上升而增加。为保持电流恒定，恒定电流变压器的输

出电压也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画出直流输出电压对时间的曲线并提供关于加热期间的时间 牠的资料。
可在同一张图上画出不同电流的不同曲线图。

最高温度时的电压

在特定情况下可能需要在某一温度下（但不超过这个温度）粘结试样。如果确定了这个最高温度，可

使用第 Ａ１条中的最后一个公式来计算用一个特殊加热电流来达到该温度所需的电压：
爺牠＝ 爺０＋ ０．００４× （爴牠－ 爴０）爺０

电压时间曲线与 牁轴的交点即为 爺０值。有了这个读数，可使用最后一个公式来计算达到试样加热

结束时的温度所需的电压。该电压值与 牀轴的交点即为达到温度 爴牠的加热时间。
如果对每根电压时间曲线在同一个温度 爴牠下作相同的计算，可得到一条与电压时间曲线相交的

等温线。如果在不同温度下重复此计算，可在最终的曲线图中很方便地选择加热电流（Ａ）和加热时间

（ｓ）来加热试样至选择的温度 爴牠。
图 Ａ１到图 Ａ４分别是规格为 ０３００ｍｍ，０３１５ｍｍ，０３５５ｍｍ和 ０５００ｍｍ的漆包线的完整的曲

线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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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１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３００ｍｍ扭绞线圈试样的电压时间曲线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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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２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３１５ｍｍ扭绞线圈试样的电压时间曲线实例

５２

﹩﹣燉 ．— 



图 Ａ３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３５５ｍｍ扭绞线圈试样的电压时间曲线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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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４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５００ｍｍ扭绞线圈试样的电压时间曲线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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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摩 擦 试 验 方 法

﹣ 概述

本附录为推荐的绕组线供需双方采用的绕组线摩擦试验方法。

﹣ 试验方法 ﹢：静摩擦系数试验方法

﹣ 试验方法（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静 摩擦系数（犨ｓ）为一块滑块从漆包线试样做成的轨道上开始滑下的瞬间所测得的滑板的倾斜角

（犜）。从交货盘侧板上放线取下漆包线试样。如果漆包线表面被灰尘或脏物污染，则应在试验前除去此盘

的最外层漆包线。校直一部分漆包线试样，用两个线柱和两个夹头固定在倾斜滑板上组成滑轨。然后用

类似的方法将其他漆包线试样固定在滑块上。
把有试样的滑块放在滑板的轨道上，倾斜滑板使得滑块上的漆包线和滑板上的漆包线在接触点上

成直角交叉。
然后慢慢倾斜滑板（约 １°燉ｓ）直到滑块从滑轨上开始滑下。此时刻度尺上的读数即为倾斜角（犜）。
按下式计算静摩擦系数：

犨ｓ＝ ｔａｎ犜

﹣ 试验设备

通常的试验设备安装图见图 Ｂ１。
试验设备包括一个滑板（１），该滑板可绕轴心（８）旋转倾斜成一个角度（犜）。支架（９）上连着标有倾斜

角（犜）或摩擦系数（犨ｓ）的刻度尺（７）。
该滑板可固定漆包线试样（３），比如用两个线柱（５）和两个夹头（６）。漆包线试样的平行部分应间隔

１１０ｍｍ，并在刻度尺一端和滑板轴心之间组成滑轨。
滑块（２）上的夹头和接线柱可用来固定第二个漆包线试样（４）。试样平行部分应间隔 ６０ｍｍ。滑块

的尺寸必须使其夹头和接线柱不接触滑板（１）以避免附加的摩擦力。滑块重量：
——对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５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约为 ５０ｇ；
——对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５０ｍｍ以上的漆包线，约为 ５００ｇ。
滑块的重量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它会随着第二个漆包线试样重量的改变而改变。
倾斜角可用电动滑块和滑车慢慢改变。

﹣ 试验方法 ﹣：第 种动摩擦系数试验方法

﹣ 试验原理

摩擦系数 犨ｄ可通过测量漆包线在已知重量 爠的压力下移动时产生的摩擦力 爞获得：

犨ｄ＝ 爞
９．８１× 爠

﹣ 试验方法

通常的试验设备安装图见图 Ｂ２。
漆包线经导轮和制动器（Ｄ）通过金属板（Ｂ）。经另一个导轮，漆包线被牵引至金属板（Ｂ）下，然后与

第一道线平行再次在金属板上反向通过（见图 Ｂ２）。用牵引轮（Ａ）控制漆包线牵引速度为 ０２５ｍ燉ｓ。重

量（Ｅ）放在金属板（Ｂ）上的漆包线上，并与测力表（Ｃ）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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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表与线性记录仪（测量范围为 １ｍＶ～２５０ｍＶ）连接。该线性记录仪可指示漆包线长距离上的

光滑度的分布和水平。

﹣ 试验方法 ﹤：第 种动摩擦系数试验方法

﹣ 试验方法（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在试验负荷下牵引漆包线试样。在漆包线表面和负荷之间产生摩擦力并传送至适用的测量仪。动

摩擦系数（犨ｄ）为读数（单位为 Ｎ）与负荷（单位为 Ｎ）之比。
从交货盘侧板或线桶或线轴上放线取下漆包线试样。如果漆包线试样表面被灰尘或脏物污染，则应

在试验前除去此盘的最外层漆包线。
按图 Ｂ４，用水平地脚螺丝（２）和水平仪（８）校准光滑表面（６）的水平面。
调节力的电子传感器（５）（图 Ｂ４）的灵敏度至合适的范围，并用校准重量（９）（图 Ｂ３）按被试漆包线

规格满量程设置绘图仪。传感器和绘图仪调节完毕后取下校准重量。
如果使用的是机械测力计（５）（图 Ｂ４），测力应根据漆包线规格调节至下述正确范围：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０１２５ｍｍ及以下：０～０４９Ｎ；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２５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０～１９６Ｎ。
用合适的清洁剂擦洗接触漆包线的负荷压块（３）上的蓝宝石表面（见图 Ｂ４），并完全干燥。
阻尼棒（４）（图 Ｂ４）降至油中。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２４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完全浸没；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０２２４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浸到阻尼棒的一半。
漆包线试样穿过合适的导轮（图 Ｂ３的（４）和图 Ｂ４的（９））使其能接触两个蓝宝石表面。
施加合适的试验负荷（７）（图 Ｂ４）：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００７１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０９８Ｎ；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７１ｍｍ以上 ０１２５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１９６Ｎ；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２５ｍｍ以上 ０４５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５８８Ｎ；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４５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９８７Ｎ。
试验负荷（７）（图 Ｂ４）放在试验台（６）（图 Ｂ４）上的位置应使力转换器或测力计没有读数指示。如果

使用的是机械测力计，读数应为零。
调节校准旋钮（１）（图 Ｂ４）使试验负荷平行于试验台表面。开动试验仪牵引漆包线。
以轻微张力（１）（图 Ｂ３）牵引漆包线平稳运行。
允许经一段时间使起动产生的波动稳定。应在起动后至少 １５ｓ记录测力仪读数，修约为整数（单位

为 Ｎ）。
按下式计算平均摩擦系数（犨ｄ）：

犨ｄ＝ 爡
爧

式中：爡——测力仪平均读数，Ｎ；
爧——试验负荷，Ｎ。

﹣ 试验设备

通常的试验设备安装图见图 Ｂ３、图 Ｂ４和图 Ｂ５。
采 用电动收线装置（６）（图 Ｂ３）使电机（３）（图 Ｂ３）以 １５ｍ燉ｍｉｎ的速度牵引漆包线试样穿过光滑表

面（１０）（图 Ｂ３）。
应具备可改变荷重的负荷（７）（图 Ｂ４），能产生 ０９８Ｎ～９８１Ｎ的力。负荷表面应是人造蓝宝石，其

粗糙度不大于 ０５μｍ。蓝宝石的尺寸及放置方式如图 Ｂ５所示。
如果有必要，应能牵引漆包线（图 Ｂ３（４）和图 Ｂ４（９））并保持轻微张力（图 Ｂ３的（１）和（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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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装置

测量装置应包括：
——电子测力装置或传感器（２）（图 Ｂ３），与绘图仪组成摩擦力测量装置。电子测力装置应能记录漆

包线表面力的最大变化值。力传感器的范围应为 ０～０４９Ｎ，绘图仪的范围为 ０～５Ｖ，满量程响应时间

为 ０５ｓ。
—— 使用机械测力仪（５）（图 Ｂ４）以代替力的电子传感器和绘图仪。两个测力仪的范围分别是 ０～

０．４９Ｎ和 ０～１．９６Ｎ。
—— 由一根阻尼棒和充满 ５ｍｍ深油的容器组成的阻尼系统（４）（图 Ｂ４），２５℃时的油的粘度约为

１０２００ｍＰａ·ｓ。
——用于清除润滑剂的适用的清洗剂。

﹣ 试验方法 ﹥：用扭绞线对法测摩擦力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１５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３条试验方法 １３（击穿电压）中使用的方法将漆包线试样制备成一个

扭绞线对。第一根绞合漆包线的一端固定在夹头上，第二根绞合漆包线的另一端施加拉力。牵拉（比如

使用测力仪）第二根漆包线使之自由滑动但不旋转。分离两根绞合漆包线的力即为滑动力。
﹣ 试验方法

长约 ４００ｍｍ的试样对折后在扭绞机上扭绞成 １２５ｍｍ的扭绞线对，如图 Ｂ６所示。扭绞时施加在

线对上的力（重量）和扭绞数应符合表 Ｂ１的规定。
剪断环形端部，使剪开的两端间距尽可能大。
在剪断端或其他未扭绞端的任何弯曲都应保证漆包线之间的间距足够大，但应避免突然弯曲或损

伤绝缘。
扭绞线对中的一根漆包线的一端应紧固在一个夹头上，而在另一根漆包线的另一端施加拉力（重

量）使漆包线滑动但不旋转。测量 ３个试样。

表 Ｂ１ 扭绞线对方法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施加在线对上的力

Ｎ
每 １２５ｍｍ的线对数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８５ １７

０．２５０ ０．３１５ １．４０ １５

０．３１５ ０．４００ ２．４０ １３

０．４００ ０．５００ ３．４０ １２

０．５００ ０．７１０ ６．００ １１

０．７１０ ０．８００ ８．５０ １０

０．８００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９

０．９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８

１．０００ １．１２０ １５．００ ７

１．１２０ １．２５０ ２０．００ ６

１．２５０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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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标准］

采用说明：

１］ 将该条文内容移至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第 ２条“引用标准”中以使本系列标准协调一致。

ａ） 侧视图

ｂ） 俯视图

１—滑板；２—滑块；３—试样；４—试样；５—接线柱；６—夹头；７—刻度尺；８—轴心；９—支架

图 Ｂ１ 静摩擦系数试验仪

ａ） 侧视图

图 Ｂ２ 动摩擦系数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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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俯视图

Ａ—牵引轮；Ｂ—金属板；Ｃ—测力计；Ｄ—制动器；Ｅ—重量

图 Ｂ２（完）

ａ） 侧视图

ｂ） 俯视图

１—张力轮；２—力传感器；３—电机；４—导轮；５—放线轮；６—收线装置；

７—地脚螺丝；８—水平仪；９—校正重量；１０—试验台（按线径由 ２部分组成）
图 Ｂ３ 动摩擦系数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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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侧视图

ｂ） 俯视图

１—调节校正试验负荷和试验台平行度的旋钮；２—水平地脚螺丝；３—负荷压块（见图 Ｂ５）；

４—阻尼系统；５—测力计；６—试验台；７—试验负荷；８—水平仪；９—试验导轮

图 Ｂ４ 带机械测力计的摩擦试验设备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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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６．２５
２５ 孔径

５０
两表面为平行表面

全部倒角 蓝宝石块（粘合处）

５±０．０５

０．０１
垂直度

０．０１
平行度

８±
０．

１
２±

０．
０５

爲１
０±

０．
５

表面粗糙
度：０．５μｍ

１２
．５

人造蓝宝石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Ｂ５ 蓝宝石负荷压块

图 Ｂ６ 扭绞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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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化学性能

┈┉│┉┄┈┄┇┌┃┃┌┇┈
—┇┉：﹤│━┅┇┄┅┇┉┈

﹩﹣燉 ．— 
┉﹫﹦﹤┐：

代替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６—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３—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６—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８～４０７４．３１—１９８３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下列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１２：耐溶剂

——试验方法 １６：耐冷冻剂

——试验方法 １７：直焊性

——试验方法 ２０：耐水解和耐变压器油

定义、试验方法总则和绕组线试验方法一览表参见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３部分：机械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ＩＥＣ６０２９６：１９８２ 变压器和开关用的未用过的矿物绝缘油规范

ＩＥＣ６０５５４１：１９７７ 电工用纤维纸规范 第 １部分：定义和一般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耐溶剂（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和漆包扁线）

溶剂对 ０２５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的漆的作用不明显。本试验仅适用于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的漆包线。
耐溶剂是用经溶剂处理后的漆包线的铅笔硬度表示。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溶剂：

——如下规定的标准溶剂，或

——供需双方协商同意的溶剂。
标准溶剂是如下配比（体积比）的混合物：

——６０％石油溶剂，其芳香组份最大含量为 １８％；

——３０％二甲苯；

——１０％丁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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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铅笔硬度应符合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每次试验前，铅笔尖应用细锉磨尖，并按图 １所示

磨成对称于其轴心的 ６０°角。

． 试验程序

一根约 １５０ｍｍ长的漆包线校直试样应在强迫通风的（１３０±３）℃烘箱中预处理 １０ｍｉｎ。然后将有

效长度试样浸入盛有标准溶剂的玻璃容器中 ３０ｍｉｎ，溶剂温度为（６０±３）℃。然后从溶剂中取出试样。
应在取出试样后 ３０ｓ内测量其表面的硬度。

试样应按图 １所示放在光滑硬表面上。如果是扁线，试验应在其宽边上进行。铅笔应以约 ６０°的角

度斜置于漆包线表面，并且铅笔尖应以约 ５Ｎ的压力沿漆包线表面缓慢推移。
测量 ３次。如果漆膜被刮掉露出导体，则应记录在报告中。

注

１ 本试验方法也适用于耐其他溶剂，比如油。

２ 如果要测漆膜硬度，以刚好不能将导体表面的绝缘除去的铅笔硬度作为漆包线表面的硬度，用铅笔硬度表示。铅

笔硬度系列如下：

６Ｂ ５Ｂ ４Ｂ ３Ｂ ２Ｂ Ｂ ＨＢ Ｈ ２Ｈ ３Ｈ ４Ｈ ５Ｈ ６Ｈ ７Ｈ ８Ｈ ９Ｈ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试验方法 ：耐冷冻剂（适用于漆包圆线）

耐冷冻剂 Ｒ２２是用置于冷冻剂中的漆包线漆膜的萃取物数量和击穿电压表示。
注

１ 可以使用一氯二氟甲烷（冷冻剂 Ｒ２２）以外的其他冷冻剂。在这种情况下，应获得这种溶剂的临界数据，并且按改

变的试验条件设计压力釜。

２ 类似一氯二氟甲烷的冷冻剂和类似三氯三氟乙烷（Ｒ１１３）的清洗剂是消耗臭氧的化学试剂（ＯＤＣ）。因此一旦找

到这样的代用品，有必要立刻修订本试验方法。

． 萃取

．． 试验原理

将盛有漆包线试样的虹吸杯置于压力釜中。测量置于高温和压力作用下的冷冻剂中的漆包线试样

的萃取物。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如图 ２所示的虹吸杯，至虹吸水平的容积为 ４５０ｍＬ；

——２０００ｍＬ压力釜，内径约为 １００ｍｍ，耐压 ２０ＭＰａ。最好是无焊缝结构，并带有加热控制系统；

——带冷凝器的压力釜顶盖，如图 ３所示；

——强迫通风烘箱。

．． 试样

每 个含有（０６±０１）ｇ漆膜的 ８个漆包线试样分别卷绕成 ７０圈的线圈。试样应脱脂并在（１５０±

３）℃的强迫通风烘箱中处理 １５ｍｉｎ。冷却 ３０ｍｉｎ后，称重 ８个试样，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记录初始总重量

爩１。

．． 试验程序

将 ８个试样置于虹吸杯中，虹吸杯悬挂在压力釜顶盖的冷凝器下面（２５±５）ｍｍ处。然后装好压力

釜，压力釜应注入（７００±２５）ｇ的 Ｒ２２冷冻剂。连接冷凝器进出水管，用加热控制系统加热压力釜至

７０℃～８０℃。调节冷凝器的水流量使虹吸杯的回流次数保持在每小时 ２０次到 ２５次。萃取时间为 ６ｈ。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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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规定的温度范围内，Ｒ２２冷冻剂的蒸气压力为 ３ＭＰａ～３．７ＭＰａ。Ｒ２２冷冻剂的临界压力为

５ＭＰａ。压力釜内的压力应不超过 ４ＭＰａ。因此在使用前，应检查过压控制阀（安全阀）以确保其正常功

能。
注：如果压力超过 ４ＭＰａ或如果通过冷凝器的水流量中止，推荐使用能自动切断的加热系统。

萃取结束后，用干冰液化冷冻剂来冷却压力釜。然后排气并打开压力釜。用蒸馏三氯三氟乙烷（无

油 Ｒ１１３）（见本章注 ２）淋洗试样和虹吸杯。淋洗液应倒入压力釜中。然后蒸发冷冻剂直至压力釜底部还

剩约 ５ｍｍ的冷冻剂。用二氯甲烷连续二次冲洗压力釜壁，每次 １００ｍＬ。然后在通风柜中或通风良好的

场所中蒸发溶剂直至压力釜底部还剩约 ５ｍｍ的溶剂。
把 上 述 萃 取 液 倒 入 预 先 干 燥 并 称 重 的 铝 质 称 量 皿 中，并 用 １５ｍＬ二 氯 甲 烷 冲 洗，然 后 在（１５０±

３）℃温 度 下 干 燥 蒸 发 １ｈ。在 干 燥 器 中 冷 却 称 量 皿 至 室 温。称 重 盛 有 残 留 萃 取 物 的 称 量 皿，精 确 至

００００１ｇ。减去同一只称量皿的原先重量，其差值即为 ８个试样的萃取物总重量 爩２。
用 适当的化学方法除去线圈试样上的绝缘但不能损伤导体。裸导体应在（１５０±３）℃温度下干燥

（１５±１）ｍｉｎ，然后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重并精确至 ００００１ｇ，８个导体总重量为 爩３。

．． 试验结果

萃取物按下式计算：

萃取物 ＝ 爩２

爩１－ 爩３
× １００％

做一次试验。记录重量 爩１、爩２和 爩３，温度，压力釜的压力和萃取物百分比。

． 击穿电压

．． 试验原理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１条制备的试样放在第 ４２２条规定的压力釜中。测量置于高温和

压力作用下的冷冻剂中的试样的击穿电压。

．． 试验程序

试样应在（１５０±３）℃烘箱中处理 ４ｈ，然后置于注入（１４００±５０）ｇ冷冻剂的压力釜中。压力釜应按

本标准第 ４１４条加热（７２±１）ｈ。
试验结束后，按第 ４１４条冷却压力釜并排气。当压力釜内的压力小于 ０２ＭＰａ绝对值时，打开压

力釜并在 ２５ｓ～３０ｓ内将试样转移至（１５０±３）℃的烘箱内，应加热（１０±１）ｍｉｎ。从烘箱中取出试样并

冷却至室温后，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１条测量击穿电压。

．． 试验结果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试验值。

 试验方法 ：直焊性（适用于漆包圆线和束线）

直焊性是用试样浸入焊锡缸中除去漆膜并镀上锡层所需的时间表示。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可控温焊锡缸。当试样在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下浸入时，其容积应足够大以保持恒定的焊

锡温度。焊锡组份应是重量比为 ６０燉４０的锡和铅；

——浸入焊锡缸时夹持试样并在夹持点之间至少有 ２０ｍｍ自由长度的夹持装置。试样夹持装置的

材料应不污染焊锡，且其尺寸应使得在浸入期间不会明显影响焊锡缸的温度。
注：因氧化或铜引起的焊锡污染可能影响试验结果。

． 试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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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及以下

８根校直漆包线试样应无不正常张力地绞合在一起，然后绕在试样夹持装置上。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０１００ｍｍ及以下

１根校直漆包线试样绕在试样夹持装置上。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１根 ２００ｍｍ校直漆包线试样。

．． 外径 ０２５０ｍｍ及以下的束线

１根束线在 １根导体标称直径为 ０８００ｍｍ长为 ２００ｍｍ的干净校直镀锡铜线的一端卷绕 １５ｍｍ
～２０ｍｍ的长度。圈数为 ５圈～１０圈，每圈之间稍有间隙。

．． 外径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的束线

需要 １根约 ２００ｍｍ长的校直束线。

． 试验程序

试样应垂直放在焊锡缸中间，焊锡缸温度按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试样下端头应置于焊锡缸液面下

２０ｍｍ处。试样浸入的位置应距离温度测量点 １０ｍｍ以内。在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浸入时间结束后，
试样应侧移然后取出。

用 ６倍～１０倍的放大镜检查镀锡线表面。如果是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下的漆包线，检查应

限定在试样的自由长度范围。
测量 ３个试样。记录漆包线表面状况。

 试验方法 ：耐水解和耐变压器油（适用于漆包线）

耐水解是用置于高温和压力下的含水变压器油中的试样的外观和附着性来表示。
耐变压器油是用置于高温和压力下的变压器油中的试样的击穿电压和柔韧性来表示。

注：漆膜可能受到水解和（或）吸收的影响。如果只发生吸收，在击穿电压试验前试样应在（１２５±３）℃温度下干燥

３０ｍｉｎ就可恢复。为便于处理试样和做试验，通常使用导体标称直径为 ０８００ｍｍ和 １．５００ｍｍ之间的漆包线。

． 圆线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两根可密封的玻璃管，直径 ２５ｍｍ长 ３００ｍｍ；

——４００ｍＬ～５００ｍＬ不锈钢压力釜，耐压 ６×１０６Ｐａ。最好是无焊缝结构，并带有加热控制系统；

——符合 ＩＥＣ６０２９６的变压器油；

——符合 ＩＥＣ６０５５４１中Ⅰ型的纸。

．． 试样制备

应制备下列试样：

——１２根约 ２００ｍｍ长的校直漆包线试样；

——１０根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１条制备的扭绞线对试样；

——３根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１条制备的圆棒卷绕试样。

．． 试验程序

．．． 耐水解

在每根玻璃管中放置符合第 ６１２条的 ６个校直试样和 ８０ｍＬ脱气干燥变压器油。在其中的一根

加入 ０．２４ｍＬ±０．０１ｍＬ蒸馏水。密封两根试管并放入（１５０±３）℃的烘箱中加热 ２４ｈ。然后从烘箱中

取出试管，冷却至室温并打开。用正常视力检查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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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次试验。应记录试样外观和附着性的任何变化。

．．． 耐变压器油

除非供需双方另有协议，压力釜中应充以表 １规定的混合物。
表 １ 混合物组份

组 份 容积，％

变压器油 ６５±１
纸 ４±００１

漆膜 ０２６±０００２
钢 

 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在压力釜中放置 １０个扭绞线对试样，３个圆棒卷绕试样和外加的漆包线以达到表 １规定的漆膜

量１）。纸应在 ２０Ｐａ的最大压力和（９０±３）℃的温度下干燥 １６ｈ，或在 ２０Ｐａ的最大压力和（１０５±３）℃温

度下干燥 ４ｈ。预处理后，压力釜中应注入符合表 １规定的脱气干燥变压器油。

１） 达到规定的漆膜量所需的漆包线总重量可以按下式计算：

爩 ＝ 牁× 爼
６００× 犠× 爟

式中：爼—— 压力容器的容积，ｍＬ；

牁——１ｍ漆包线重量，ｇ；

犠—— 漆膜厚度，ｍｍ；

爟—— 漆包线外径，ｍｍ。

密封的压力釜应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加热（１０００±１０）ｈ。然后冷却至室温，排气并打开压力釜。５
个扭绞线对试样应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２条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在变压器油中测量击穿电

压。剩 下 的 ５个 扭 绞 线 对 试 样 应 在 （１２５± ３）℃温 度 下 干 燥 约 ３０ｍｉｎ，冷 却 至 室 温，然 后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２条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在变压器油中测量击穿电压。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１１条检查圆棒卷绕试样是否开裂。
做一次试验。应记录击穿电压值和任何开裂。

． 扁线

．． 试验设备

应使用符合第 ６１１条的试验设备。
．． 试样制备

应制备下列试样：
——１０根约 ２００ｍｍ长的校直漆包线试样；
——４根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６１条制备的 Ｕ形试样；
——２根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２条制备的圆棒弯曲试样。

．． 试验程序

．．． 耐水解

在每根玻璃管中放置符合第 ６２２条的 ５个校直试样和 ８０ｍＬ脱气干燥变压器油。在其中的一根

加入 ０．２４ｍＬ±０．０１ｍＬ蒸馏水。密封两根试管并放入（１５０±３）℃的烘箱中加热 ２４ｈ。然后从烘箱中

取出试管，冷却至室温并打开。用正常视力检查试样。
做一次试验。应记录试样外观和附着性的任何变化。

９３

﹩﹣燉 ．— 



．．． 耐变压器油

在压力釜中放置 ４个 Ｕ形试样，２个圆棒弯曲试样和外加的漆包线以达到表 １规定的漆膜量１）。纸

应在 ２０Ｐａ的最大压力和（９０±３）℃的温度下干燥 １６ｈ，或在 ２０Ｐａ的最大压力和（１０５±３）℃温度下干

燥 ４ｈ。预处理后，压力釜中应注入符合表 １规定的除气干燥变压器油。

１） 达到规定的漆膜量所需的漆包线总重量可以按下式计算：

爩 ＝ 牁× 爼
３８５× 犠× （爜＋ 爛）

式中：爼—— 压力容器的容积，ｍＬ；

牁——１ｍ漆包线重量，ｇ；

犠—— 漆膜厚度，ｍｍ；

爜１］—— 漆包扁线宽边外形尺寸，ｍｍ；

爛１］—— 漆包扁线窄边外形尺寸，ｍｍ。

采用说明：

１］ 使用代号 爜和 爛而非 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４：１９９７规定的 爾 和 爴来表示漆包扁线的宽边和窄边外形尺寸是为了与

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燉Ｔ６１０８—１９８５的规定保持一致。

密封的压力釜应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加热（１０００±１０）ｈ。然后冷却至室温，排气并打开压力釜。２
个 Ｕ形试样应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６２条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在变压器油中测量击穿电压。剩

下的 ２个 Ｕ形试样应在（１２５±３）℃温度下干燥约 ３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然后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６２条在（１０５±３）℃温度下在变压器油中测量击穿电压。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２条检查圆棒弯曲试样是否开裂。
做一次试验。应记录击穿电压值和任何开裂。

图 １ 耐溶剂试验的铅笔和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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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高：８２ｍｍ；杯的直径：８４ｍｍ；管径：５ｍｍ
图 ２ 冷冻剂萃取试验虹吸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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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线圈状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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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电性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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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７～４０７４．１９—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０—１９９１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２２—１９８３
ＧＢ燉Ｔ１３４３．８～１３４３．９—１９８４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下列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５：电阻

——试验方法 １３：击穿电压

——试验方法 １４：漆膜连续性

——试验方法 １９：介质损耗系数

定义、试验方法总则和绕组线试验方法一览表参见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 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试验方法 ：电阻

电阻是 ２０℃时 １ｍ长绕组线的直流电阻。
所用试验方法的测量精度为 ０５％。
如果是束线，其长度应不超过 １０ｍ。并应在测量前将两端头焊锡。如果测量电阻是为了检查断股的

股数是否超过，应使用 １０ｍ长的束线。
如果电阻 爲牠是在温度 牠而不是在 ２０℃时测量，２０℃时的电阻 爲２０可按下式换算：

爲２０＝
爲牠

１＋ 犜（牠－ ２０）
式中：牠——测量时的实际温度，℃；

犜——温度系数。
在 １５℃～２５℃的温度范围内，所使用的温度系数应为：
——铜：犜２０＝３．９６×１０－３爦－１；
——铝：犜２０＝４．０７×１０－３爦－１。
做一次试验。应记录电阻。

 试验方法 ：击穿电压

． 试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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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电压应是标称频率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的交流电压。从零开始施加试验电压，然后按表 １规定的恒

定速度升压。
表 １ 试验电压升压速度

击穿电压，Ｖ

以上 及以下

升压速度

Ｖ燉ｓ

— ５００ ２０

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００ — ５００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额定功率至少为 ５００ＶＡ的试验变压器。在试验条件下能输出近似正弦波形交流电压，峰值系

数为 槡２±５％（１３４～１４８），其容量能保证输出 ５ｍＡ电流时的最大电压降为 ２％；
——泄漏电流检测回路，电流达 ５ｍＡ及以上时动作；
——能以规定速度恒定升压的试验电压装置；
——强迫通风烘箱；
——直径 ２５ｍｍ的抛光金属圆柱。轴向水平安装（见图 １），并与试验电源的一个接线柱电气连接；
——图 ２所示的扭绞装置。能扭绞 １２５ｍｍ长的两根漆包线试样；
——盛有不锈钢珠或镀镍铁珠的容器。金属珠直径不超过 ２ｍｍ。定期用合适的方法清洗金属珠。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一根校直漆包线试样的一端除去绝缘，按图 １所示接到上接线端上，然后在金属圆柱上绕一圈。漆

包线的下端施加符合表 ２规定的负荷，以保持试样与金属圆柱紧密接触。
按第 ４１条在漆包线导体和金属圆柱之间施加试验电压。试验应在室温下进行。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２５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 室温下试验

一 根 约 ４００ｍｍ 长 的 漆 包 线 试 样 两 端 除 去 绝 缘，对 折 后 在 图 ２所 示 的 扭 绞 机 上 扭 绞 成

（１２５±５）ｍｍ的线对。扭绞时施加在线对上的力和扭绞数应符合表 ３的规定。扭绞部分端环应剪断两处

以使剪断处端头间距最大。可弯曲端头使其间距合适，但应避免过分弯曲或损伤漆膜。
按第 ４１条在漆包线两根导体之间施加试验电压。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 高温下试验

按第 ４４１条制备的试样置于预热到规定的试验温度±３℃的烘箱中。试样至少放置 １５ｍｉｎ后，按

第 ４１条在漆包线两根导体之间施加试验电压。试验应在 ３０ｍｉｎ内完成。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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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施加在漆包线上的负荷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０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１ ０．２０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８０ ０．２５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９０ ０．３０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０ ０．４００

表 ３ 施加在线对上的力和扭绞数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荷

Ｎ
扭绞数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８５ ３３
０．２５０ ０．３５５ １．７０ ２３
０．３５５ ０．５００ ３．４０ １６
０．５００ ０．７１０ ７．００ １２

０．７１０ １．０６０ １３．５０ ８
１．０６０ １．４００ ２７．００ ６
１．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４．００ ４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８．００ ３

． 导体标称直径 ２５００ｍｍ以上的圆线

．． 室温下试验

一根约 ３５０ｍｍ长的校直试样，一端除去绝缘，然后按图 ３所示在圆棒上弯曲。
圆棒直径应为 ５０ｍｍ。
试样应放在容器中，周围至少有 ５ｍｍ厚的金属珠。试样端部应伸出足够长以避免闪络。
将金属珠轻轻地倒入容器直至试样至少覆盖 ９０ｍｍ１］深的金属珠。金属珠直径应不大于 ２ｍｍ；使

用不锈钢珠、镍珠或镀镍铁珠比较合适。金属珠应定期用合适的溶剂清洗，比如 １，１，１三氯乙烷。

采用说明：

１］ 原文 ５ｍｍ有误。

按第 ４１条在导体和金属珠之间施加试验电压。
注：如果供需双方协商决定，试验可在油中进行。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 高温下试验

按第 ４５１条制备的试样在烘箱中预热到规定的试验温度±３℃。试样至少在烘箱中放置 １５ｍｉｎ
后，按第 ４１条在导体和金属珠之间施加试验电压。试验应在 ３０ｍｉｎ内完成。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 扁线

．． 室温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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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约 ３５０ｍｍ长的校直试样，一端除去绝缘，然后按图 ３所示在圆棒上宽边弯曲。圆棒直径：
——标称窄边尺寸 ２５００ｍｍ及以下，为 ２５ｍｍ；
——标称窄边尺寸 ２５００ｍｍ以上，为 ５０ｍｍ。
试样应放在容器中，周围至少有 ５ｍｍ厚的金属珠。试样端头须伸出足够长度以避免闪络。
按第 ４１条在导体和金属珠之间施加试验电压。

注：如果供需双方协商决定，试验可在油中进行。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 高温下试验

按第 ４６１条制备的试样置于预热到规定的试验温度±３℃的烘箱中。试样至少放置 １５ｍｉｎ后，按

第 ４１条在导体和金属珠之间施加试验电压。试验应在 ３０ｍｉｎ内完成。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 ５个击穿电压值。

 试验方法 ：漆膜连续性（适用于漆包圆线和薄膜绕包圆线）

漆膜连续性是用单位长度绕组线通过电气试验回路检测出的针孔数表示。
． 低压连续性试验（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及以下）

试样以（２７５±２５）ｍｍ燉ｓ的速度在两块毛毡之间通过。毛毡应浸在浓度为 ３０ｇ燉Ｌ的硫酸钠电解质

溶液中，试样导体和电解质溶液接入电气回路。其开路直流输出电压为（５０±３）Ｖ（见图 ４）。施加在试样

上的力应不超过 ００３Ｎ。针孔数应使用合适的带计数器的继电器来测量。如果在 ００４ｓ内试样的绝缘

电阻小于 １０ｋΩ，计数器应动作。当试样的绝缘电阻等于 １５ｋΩ或更大时，计数器应不动作。所指示的针

孔数应不大于每秒 １０个。连续针孔应用指示灯显示。
做一次试验。记录每 ３０ｍ长试样的针孔数。

． 高压连续性试验（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
．． 试验原理

一根导体接地的漆包线试样以恒定速度通过一个 Ｖ形槽电极（导轮）。在电极和接地之间施加直流

试验电压。检测试样漆膜上的针孔并用计数器计数。试验结果用每 ３０ｍ的针孔数表示。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 高压电源。能输出经滤波的平滑直流电压，其开路试验电压可调节在 ３５０Ｖ～２０００Ｖ之间，任

何试验电压下的短路电流为（２５±５）μＡ。如果针孔处的电阻为 ５０ΜΩ，电压降应不超过 ７５％；
——针孔检测回路。当短路电流达到表 ４规定值时，该回路动作。其响应速度为（５±１）ｍｓ。如果

是裸线试样，针孔计数器的重复计数频率为每分钟（５００±２５）次；
—— 两 个 高 压 电 极 导 轮。由 不 锈 钢 制 成，如 图 ５所 示。每 个 电 极 导 轮 与 试 样 的 接 触 长 度 为

２５０
－２．５ｍｍ；

——如图 ６所示的高压电极导轮。由不锈钢制成，与试样的接触长度为 ２５ｍｍ～３０ｍｍ；
——如图 ５和图 ６所示的接地导轮。尺寸与电极导轮相同，按各图安装。
——４７ΜΩ±１０％的脉冲阻尼电阻。接入高压线路中。

注：高 压 电 极 的 接 地 绝 缘 应 是 非 吸 湿 性 的，不 产 生 漏 痕 并 且 容 易 清 洗 的 高 电 阻 率 材 料。其 绝 缘 间 隔 应 能 承 受

３０００Ｖ的连续电压。由于在开关和计数过程中要求的是最小对地电容，因此高压引线不宜屏蔽。驱动电机应是

无刷型，其功率足以达到 １６００ｍｍ试样所需的牵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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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短路电流

试验电压（直流）

Ｖ

短路电流

μＡ

２０００ １２
１５０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８
７５０ ７
５００ ６
３５０ ５

．． 试验程序

试样以（２７５±２５）ｍｍ燉ｓ的速度从高压电极轮上通过。试样导体和电极接入电气回路。其开路直流

试验电压调节到表 ５的规定值，偏差为±５％。试样的接地导体应接正极。
表 ５ 试验电压

导体类型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直流电压，Ｖ

以上 及以下 １级 ２级 ３级

铜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５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１２５

０．２５０

０．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５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铝 ０．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００ —

．． 试验结果

做一次试验。记录每 ３０ｍ长漆包线的针孔数。

 试验方法 ：介质损耗系数（适用于漆包线和束线）

． 试验原理

把一根漆包线试样当作一个电容，其漆膜作为电介质，导体为电容的一个电极，导电介质作为另一

个电极。将电容接入电路，该电路在规定频率下能测量电容分量和电阻分量，由此测得介质损耗系数。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阻抗测试仪。在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频率下操作。在该频率下试样要求的电容范围内，电容的

测量精度为±１％；
——频率发生器。在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频率下能输出正弦波电压；
——如图 ７所示的金属槽。盛有合适的液态金属（合金），并带有温度可控制在±１℃以内的加热系

统。
——导电悬浮液；
——两块金属块。带有温度可控制在±１℃以内的加热系统。

． 试样制备

．． 金属槽电极试样

一根校直试样弯曲成 Ｕ形，然后应置于图 ７所示的金属槽中。
．． 导电悬浮液电极试样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

一根（１００±５）ｍｍ长的校直试样卷绕在一根直径为 １ｍｍ～２ｍｍ的校直裸铜线上，然后涂上导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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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液，比如在试样上刷一层含水石墨分散液，然后应予干燥，例如在 １００℃强迫通风烘箱中干燥试样

３０ｍｉｎ。
．．．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圆线和漆包扁线

在一根约 １５０ｍｍ长的校直试样涂上导电悬浮液，例如在试样上刷一层含水石墨分散液。涂层长度

为（１００±５）ｍｍ。然后应予干燥，例如在 １００℃强迫通风烘箱中干燥试样 ３０ｍｉｎ。
． 试验程序

按第 ６３１条制备的试样应置于如图 ７所示的金属槽中。按第 ６３２条制备的试样应放在两块金

属块之间。试样与阻抗仪连接，并应使其达到规定的试验温度。然后直接从阻抗测试仪读出介质损耗系

数。
． 试验结果

测量一个试样。记录介质损耗系数，试验频率和试验温度。

１—试样；２—绝缘体；３—接线柱；４—金属圆柱体

图 １ 击穿电压试验的圆柱体和试样的放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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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隔器；２—旋转钩；３—试样

图 ２ 击穿电压试验用试样扭绞装置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３ 击穿电压试验用试样（试样置于金属珠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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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线；２—毛毡；３—电介质溶解液；４—直流电源；５—继电器；６—５０ｋΩ电阻；

７—５０ｋΩ电阻；８—计数器；９—指示灯；１０—绕组线交货线盘；１１—收线盘

图 ４ 低压漆膜连续性试验仪

导轮

１６±０．２５１６±０．２５２５±
０．２

５３０±
０．２

５

２０°０
－８°

７０±１ ７０±１
导轮

４０±０．２５

５０±０．２５

电极

９０°±３°

２５±０．２５
试样与每个导轮接触的长度

尺寸单位：ｍｍ
（适用于线径为 ００５０ｍｍ以上至 ０２５０ｍｍ的导轮）

图 ５ 高压直流漆膜连续性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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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轮

７０±１ ７０±１

４０±０．２５

５０±０．２５

电极

外径

内径

导轮

５±
０．

１

１０±０．２５

４５°±０．５°
不锈钢材料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６ 适用于线径 ０２５０ｍｍ以上至 １６００ｍｍ的导轮的规格和放置方式

１—电插头；２—绝缘材料；３—金属容器；４—试样；５—电极；６—接线柱；７—绝缘夹头

图 ７ 介质损耗系数试验用电极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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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第 部分：热性能

┈┉│┉┄┈┄┇┌┃┃┌┇┈
—┇┉：┇│━┅┇┄┅┇┉┈

﹩﹣燉 ．— 
┉﹫﹦﹤┐：
﹢│┃│┃┉┄．：

代替 ＧＢ４０７４．１１～４０７４．１３—１９８３
ＧＢ４０７４．２１—１９８３
ＧＢ４０７４．２４～４０７４．２５—１９８３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下列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９：热冲击

——试验方法 １０：软化击穿

——试验方法 １５：温度指数

——试验方法 １２：失重

定义、试验方法总则和绕组线试验方法一览表参见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１—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１部分：一般规定（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１：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３部分：机械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３：１９９６）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 绕组线试验方法 第 ５部分：电性能（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５１５：１９９６）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１９８７ 测量漆包线温度指数的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 ：热冲击（适用于漆包线和薄膜绕包线）

热冲击反映了漆包线被拉伸和（或）在圆棒上卷绕或弯曲后所能承受温度的能力。
． 试样制备

．． 圆线

应按下述规定制备试样：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线，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１条；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漆包线，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２条；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薄膜绕包线，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１条；
——导体标称直径 １６００ｍｍ以上的薄膜绕包线，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５４条。

．． 扁线

应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３—１９９９第 ５１２条制备试样，但只能宽边弯曲（在窄边上）。
． 试验程序

试样应在强迫通风烘箱中加热 ３０ｍｉｎ，温度为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５℃。从烘箱中取出试样

冷却至室温，然后用放大倍数如表 １规定的放大镜检查绝缘是否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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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

如果是圆线，测量 ３个试样；如果是扁线，测量 ２个试样。应记录任何检出的开裂。
表 １ 放大倍数

试 样 尺 寸 放 大 倍 数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４０ｍｍ及以下的圆线 １０～１５倍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０４０ｍｍ以上 ０５００ｍｍ及以下的圆线 １～１０倍

导体标称直径 ０５００ｍｍ以上的圆线 １～６倍１］

扁线 ６～１０倍

采用说明：

１］ 原文 ０～６倍有误。

 试验方法 ：软化击穿（适用于导体标称直径 ０１００ｍｍ以上 １６００ｍｍ及以下的漆包圆线和薄膜

绕包圆线）

两根漆包线试样垂直相交，在交点上施加规定的负荷，软化击穿用试样之间产生短路电流时的温度

来表示。
注：在很多情况下，软化击穿温度指示绝缘分解的温度。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黄铜或铝金属块。具有电气加热和测温控温装置，上面有两个插孔可以插入两根在金属块中央

垂直交叉的试样，并有一个用来在交点上施加负荷的陶瓷压杆，如图 １所示；
—— 容量至少为 １００ＶＡ、能输出（１００±１０）Ｖ的交流试验电压的变压器，并与电流为（５±１）ｍＡ

时动作的过电流装置，以及用来限定电流使其不超过 ５０ｍＡ的限流电阻连接。
． 试验程序

在预热到有关产品标准规定温度的金属块中插入两根垂直相交的校直试样。应尽可能靠近交叉点

测量温度，测量值应在规定值±３℃范围内。交叉点应在压杆下的中央。如果是导体标称直径 ０２００ｍｍ
以下的试样，两根试样应先平行插入插孔，第三根试样垂直放在前两根试样上，其交叉点应对称于压杆

轴线。
按表 ２规定的加热时间结束后，用压杆施加如表 ３规定的负荷。然后立刻在上下两个试样之间施加

试验电压。如果下面是两个平行放置的试样，则应相互连接。负荷和试验电压的施加时间为 ２ｍｉｎ。
做 ３次试验。应记录短路次数。

表 ２ 加热时间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从插入试样到施加负荷的时间间隔

ｍｉｎ

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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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在交叉点上施加的负荷

导体标称直径，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负 荷

Ｎ

０．１００ ０．１２５ １．２５
０．１２５ ０．３１５ ２．２０
０．３１５ ０．５００ ４．５０
０．５００ ０．８００ ９．００
０．８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８．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６００ ３６．００

 试验方法 ：温度指数

． 漆包线

．． 圆线

温度指数应按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在未浸渍试样上）测量。
．． 扁线１］

采用说明：

１］ 由于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的第 １号修改单（１９９８）已规定了漆包扁线和薄膜绕包线的温度指数测定方法，因此对该条文

作了相应修改。

温度指数应按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在未浸渍试样上）测量。
． 薄膜绕包线１］

温度指数应按 ＩＥＣ６０１７２（在未浸渍试样上）测量。

 试验方法 ：失重（适用于漆包圆线）

失重是与漆包线漆膜的固化度有关的性能。
． 试样制备

一根漆膜含量不小于 ０５ｇ的试样，用不影响漆膜的适当方法擦洗干净。试样应在（１３０±３）℃的强

迫 通风烘箱中加热 １ｈ。从烘箱中取出试样后，置于干燥器中至少用 ３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然后称重试样，
精确至 ０１ｍｇ（爩１）。
． 试验程序

坩埚在（１５０±３）℃温度下加热 ２ｈ。然后将盛有试样的坩锅置于强迫通风的烘箱中 ２ｈ，烘箱温度

为有关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３℃。从烘箱中取出试样后，置于干燥器中至少用 ３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然

后称重试样，精确至 ０１ｍｇ（爩２）。
用适当的化学方法除去漆膜，但不能损伤导体。在（１５０±３）℃温度下干燥裸导体（１５±１）ｍｉｎ，然后

置于干燥器中至少用 ３０ｍｉｎ冷却至室温。称重裸导体，精确至 ０１ｍｇ（爩３）。
失重应按下式计算：

Δ爩 ＝ 爩１－ 爩２

爩１－ 爩３
× １００％

做 ２次试验。记录 ２个失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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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试样；２—试样；３—压杆；４—陶瓷；５—负荷；６—金属块（铜或黄铜）；

７—试样插孔；８—温度控制器插入孔；９—热电偶插入孔；１０—负荷压杆插入孔；

１１—电加热装置；１２—温度控制器；１３—与试样接触的绝缘材料；１４—绝缘底板

图 １ 软化击穿试验仪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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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高温失效试验（适用于漆包圆线）

高温失效试验是用试样在高温下承受试验电压的失效时间表示。
注：本试验旨在考核漆包线在 ４５０℃及以下过载时承受电压的能力。本试验不适于失效时间只有几秒或几分钟的漆

包线，因为本试验要求的最小失效时间为 １５ｍｉｎ。如果需要上述短时失效性能，应采用其他试验方法。

﹢ 试验设备

应使用下列试验设备：
——最高温度为 ４５０℃的烘箱（强迫通风或非强迫通风）。设定的温度偏差为±５℃。该烘箱应能在

３ｍｉｎ内达到设定的温度±１％。烘箱配有合适的接线柱，可以施加符合表 １的试验电压。
——容量至少为 １００ＶＡ，能输出符合表 Ａ１规定的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交流试验电压的变压器，并与

过电流为（１０±５）ｍＡ时动作的过电流装置连接。为避免过电压冲击，应在变压器的次级接线柱上并联

一个 １μＦ～２μＦ的电容器。过电流装置能指示失效并断开相应的计时器。
表 Ａ１ 试验电压

绝缘厚度，ｍｍ

以上 及以下

试验电压（交流）

Ｖ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 ６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０ ８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０ １１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９０ １６５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０ ２００

﹢ 试样制备

按 ＧＢ燉Ｔ４０７４．５—１９９９第 ４４条制备试样。经验表明导体标称直径约 １ｍｍ的 ２级漆膜厚度的漆

包线最便于操作。

﹢ 试验程序

把试样接到接线柱上，并置于预热到试验温度的烘箱中。立刻施加试验电压并开始计时。
测量 ５个试样。记录失效时间。１５ｍｉｎ以内的失效时间可认为试验无效。

６５

﹩﹣燉 ．— 





  

 櫽
燋櫫

櫰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绕 组 线 试 验 方 法

ＧＢ燉Ｔ ４０７４．１～４０７４．６—１９９９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 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电 话：６８５２２１１２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燉１６ 印张 ４ 字数 １２２千字

２０００年 ７月第一版 ２０００年 ７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１－２０００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１６６７８ 定价 ． 元


标 目 ４０８—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