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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为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的通用要求。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３０９１：１９９９《工

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 １部分：通用要求》（第 ４版）。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户内和户外使用的主要作

工业用途的插头插座、电缆耦合器和器具耦合器（不排除将这些电器附件用于建筑工地或作农业、商业

等用途）。本标准额定电流优选值有系列Ⅰ和系列Ⅱ，我国推荐采用系列Ⅰ额定电流优选值。
本标准是对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的修订。本标准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属两个不同的版本，内容编

辑方面截然不同。在技术内容方面也有较大差异。本标准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在技术内容方面的主要

差异如下：
１．本标准适用范围扩大了。第 １章范围规定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电流比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

１９８９规定的范围有所扩大，尤其是额定电流扩大了一倍。本标准规定为额定电压不超过 ６９０Ｖ（ａ．ｃ．或

ｄ．ｃ．）、额定频率不超过 ５００Ｈｚ、额定电流不超过 ２５０Ａ。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中规定额定电压交流不超

过 ６６０Ｖ、直流不超过 ４４０Ｖ、额定电流不超过 １２５Ａ、额定频率不超过 ４００Ｈｚ。本标准第 ５章的额定值

及表示方式也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有较大差异，范围扩大。在以后的章节中，凡与额定值有关的技术

内容，按扩大范围的要求均作了相应修改。
２．本标准在第 ７章的标志中，三相电器附件相触头的标志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有差异，增加了

两 种表示方式，允许用 Ｌ１、Ｌ２、Ｌ３或 １、２、３代表相。更 改 了 直 流 的 表 示 符 号，并 且 细 化 了 标 志 一 章 的

内容。
３．本标准的第 １５章插座结构技术要求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有差异，在本章中不提最大拔出力

要求。
４．本标准第 ２１章正常操作次数与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要求不同。额定电流 ３２Ａ（ａ．ｃ．或 ｄ．ｃ．）、

６３Ａ（ａ．ｃ．）、１２５Ａ（ａ．ｃ．）的 电 器 附 件，在 本 标 准 中 正 常 操 作 次 数 分 别 为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５０；在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中分别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
５．本标准比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增加了第 ２９章“限制短路电流耐受试验”和第 ３０章“电磁兼容”两

部分技术要求的内容。
６．本标准等同采用 ＩＥＣ６０３０９１：１９９９，在章、条结构上与其对应一致。因此在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

中的第 ３０章“检验规则”，第 ３１章“包装、运输与贮存”这两章在本标准中不予出现。
７．本标准增加了附录 Ａ《试验装置的导则和说明》，对冲击试验的试验装置及相关因素进行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１１９１８—１９８９。
本标准由全国电器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汕头经济特区东亚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南京曼奈柯斯电器

有限公司、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法国罗格朗电器附件公司北京代表处、北京突破新技术发展中心、广东

中山威特电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罗怀平、丁汉辉、李友庆、何伟恩、潘铭华、朱松涛、陈赞辉、张玮昌。
本标准首次发布于 １９８９年 １２月。
本标准由全国电器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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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１）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委员会（即：ＩＥＣ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

组织、ＩＥＣ的目的是在涉及电气或电子领域的标准化的所有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为此目的，ＩＥＣ开展

活动，此外，还出版国际标准。ＩＥＣ将这些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委托给各技术委员会，对这些标准项目感

兴趣的任何 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均可参加该项标准的制定工作。与 ＩＥＣ有联系的国际的、官方的及非官方

的组织亦参加此项标准的制定工作。ＩＥＣ按照其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之间达成的协议规定的条件

与 ＩＳＯ紧密合作。
２）由于对某项目感兴趣的所有国家委员会在每个技术委员会里均有代表，ＩＥＣ对该技术项目的正

式决定或协议能尽量地表达出国际上对该技术项目的一致意见。
３）由此形式的文件以建议的形式供各国使用，以标准、技术规范、技术报告及导则等形式出版，并

在此意义上被各国家委员会接受。
４）为促进国际统一，ＩＥＣ国家委员会同意在其国家或地区标准里明白无误地最大程度上采用 ＩＥＣ

国际标准。ＩＥＣ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如有任何差异，应在该国家或地区标准里声明。
５）ＩＥＣ并无制定任何用以认可任何设备的标志程序，因此，不会对任何声称符合了某项 ＩＥＣ标准

的设备承担任何责任。
６）请注意：本国际标准的某些要素可能涉及专利权，ＩＥＣ对鉴别这些专利权不承担任何责任。
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３０９１由 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ＴＣ２３（电器附件技术委员会）的 ＳＣ２３Ｈ（工业用插

头插座分技术委员会）编制。
本第 ４版取消并代替 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第 ３版而成为技术上的一个新版本。
本标准的文本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最终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２３Ｈ燉８８燉ＦＤＩＳ ２３Ｈ燉９１燉ＲＶＤ

本标准投票通过的详情见上表所列表决报告。
附录 Ａ为本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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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引言

国际标准 ＩＥＣ６０３０９分为若干部分：
第 １部分：通用要求，由一般特性的条款组成。
后续部分：对特殊类型产品的特殊要求。这些特殊要求的条款补充或修改第 １部分的对应条款。凡

后续部分的文本注明对有关的要求、试验规范或注释进行“补充”或“取代”者，第 １部分的有关的文本应

作相应的更改。凡无需更改者，以“第 １部分的本条款适用”等字样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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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 标 准 适 用 于 主 要 作 工 业 用 途 户 内 和 户 外 使 用 的 额 定 工 作 电 压 不 超 过 ６９０Ｖ ｄ．ｃ．或 ａ．ｃ．和

５００Ｈｚａ．ｃ．，额定电流不超过 ２５０Ａ的插头和插座、电缆耦合器和器具耦合器。
所列优选额定值并无排斥其他额定值之意，对其他额定值的要求正在考虑之中。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温度通常在－２５℃～＋４０℃范围内时使用的插头和插座、电缆耦合器和器具耦

合器（以下简称“电器附件”）。这些电器附件预定仅与铜或铜合金电缆连接。
不排除将这些电器附件用于建筑工地，或作农业、商业或家用用途。
安装在电气设备里的或固定于电气设备的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在本标准范围之内。本标准亦适用

于预定用于特低电压装置里的电器附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主要作家用的及类似一般用途的电器附件。
在特殊场所，例如在船上或易发生爆炸的场所，可能要有附加要求。

 定义

凡使用“电压”“电流”一词之处，均指 ｄ．ｃ．或 ａ．ｃ．有效值。
本标准采用如下定义。
电器附件的用途示于图 １。

． 插头和插座 ｐｌｕｇａｎｄｓｏｃｋｅｔｏｕｔｌｅｔ
能将软电缆随意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 插座 ｓｏｃｋｅｔｏｕｔｌｅｔ
预定与固定布线安装在一起的或安装在设备里的那部分。
插座也可安装在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电路里。

．． 插头 ｐｌｕｇ
与连接到设备或连接器的一根软电缆成一整体的或预定直接与此软电缆连接的那部分。

． 电缆耦合器 ｃａｂｌｅｃｏｕｐｌｅｒ
能随意连接两根软电缆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 连接器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与连接到电源的一根软电缆成一整体的或预定与该电缆连接的那一部分。
注：通常，连接器与插座二者触头的排列是一致的。

．． 插头 ｐｌｕｇ
与连接到设备或连接器的一根软电缆成一整体的或预定与此软电缆连接的那一部分。

１



注：电缆耦合器的插头与“插头和插座”的插头完全相同。

． 器具耦合器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ｕｐｌｅｒ
能将软电缆随意连接到设备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 连接器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与连接到电源的一根软电缆成一整体的或预定与该电缆连接的那一部分。
注：通常，器具耦合器的连接器与电缆耦合器的连接器完全相同。

．． 器具输入插座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ｌｅｔ
安装在设备里的，或固定到该设备的，或预定固定到该设备的那一部分。
注：通常，器具输入插座与插头二者触头的排列是一致的。

． 可拆线插头或连接器 ｒｅｗｉｒａｂｌｅｐｌｕｇ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可更换软电缆的这种结构的电器附件。

． 不可拆线插头或连接器 ｎｏｎｒｅｗｉｒａｂｌｅｐｌｕｇ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
若不使电器附件永久失效便不能使软电线与电器附件分离的这种结构的电器附件。

． 机械开关装置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设计用可分离触头来闭合或断开一个或多个电路的开关装置。

． 带开关的插座 ｓｗｉｔｃｈｅｄｓｏｃｋｅｔｏｕｔｌｅｔ
装有相关开关装置以使电源与插座的插套断开的插座。

． 整体式开关装置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结构上作为本标准范围内的电器附件的一部分的机械开关装置。

． 联锁装置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
防止插头的插销与插座或连接器正常插合之前带电的，和防止插头在其插销带电时被拔出或使插

头的插销在被拔出前不带电的电气或机械装置。
． 保持装置 ｒｅ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插头或连接器正常插合时将插头或连接器保持于正常位置并防止其被意外拔出的机械装置。
． 额定电流 ｒａｔｅ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制造商给电器附件规定的电流。
． 绝缘电压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ｔａｇｅ

制造商给电器附件规定的和介电试验、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所参照的电压。
． 额定工作电压 ｒａｔ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ｖｏｌｔａｇｅ

电器附件预定要用的电源的标称电压。
． 基本绝缘 ｂａｓｉｃ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电器附件正常起作用及防触电基本保护所必需的绝缘。
． 附加绝缘（保护性绝缘）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在基本绝缘上增加的用以在基本绝缘万一失效时，确保防触电保护的独立的绝缘。
． 双重绝缘 ｄｏｕｂｌｅ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由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二者组成的绝缘。
． 加强绝缘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具有提供与双重绝缘同一防触电保护等级的机械性能和电气性能的改进型基本绝缘。
． 端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用以将导线连接到电器附件的导电部件。
．． 柱型端子 ｐｉｌｌａ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将导线插入孔或槽中，并夹紧在螺钉端部下面的端子，其夹紧压力可直接由螺钉端部施加，或通过

受到螺钉体端部压力的中间夹紧件施加（见图 １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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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钉端子 ｓｃｒｅｗ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将导线夹紧在螺钉头下的端子。其夹紧压力可直接由螺钉头施加，或通过一个中间夹紧件，例如垫

圈、夹紧板或防松部件施加（见图 １４ｂ和 １４ｃ）。
．． 螺栓端子 ｓｔｕ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将导线夹紧在螺母下面的端子。其夹紧压力可由经适当加工成形的螺母施加，或通过一个中间夹紧

件，例如垫圈、夹紧板或防松部件施加（见图 １４ｄ）。
．． 鞍型端子 ｓａｄｄｌ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用两个或多个螺钉或螺母将导线夹紧在鞍型压板下的端子（见图 １４ｅ）。
．． 接片端子 ｌｕｇ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用一个螺钉或螺母将电缆接线片或汇流条夹紧的螺钉端子或螺栓端子（见图 １４ｆ）。
．． 罩式端子 ｍａｎｔｌ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用螺母将导线夹紧在螺栓槽底部的端子。通过螺母下面的适当加工成形的垫圈（如果螺母是帽式螺

母，则通过中心销）或通过等效部件将螺母的压力传到槽内的导线，将导线夹在螺栓槽底（见图 １４ｇ）。
． 夹紧件 ｃｌａｍｐｉｎｇｕｎｉｔ

端子中导线机械夹紧及电气连接所必需的部件。
． 限制短路电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在受到规定的短路保护器件保护的情况下，在该保护性器件于规定的使用条件和状态下的整个工

作寿命期间，电器附件能成功经受的预期电流。
注：此定义与 ＩＥＶ４４１１７２０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将限流器件的概念扩大为短路保护器件，而短路保护器件的功

能不仅仅局限于限制电流。

． 帽盖 ｃａｐ
是一种分立或连着的部件。可用来提供当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不与插座或连接器插合时某一等级

的防护。
． 盖 ｌｉｄ

用以确保插座或连接器上的防护等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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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９００．１８—１９９２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４４１：１９８４）

ＧＢ燉Ｔ３９５６—１９９７ 电缆的导体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２８：１９７８）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５０１３．４—１９９７ 额定电压 ４５０燉７５０Ｖ及以下的橡胶绝缘电缆 第 ４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４５４：１９９４）

ＧＢ５０２３（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 ４５０燉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２７）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１０～５１６９．１３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１：１９９４）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１９９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９４７３：１９９０）

ＧＢ燉Ｔ１６９３５．１—１９９７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 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６４１：１９９２）

ＧＢ１７４６５（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３２０）

ＩＥＣ６００８３：１９９７ ＩＥＣ成员国标准化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途插头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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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Ｃ６０１１２：１９７９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４２０７—１９８４）

ＩＥＣ６０２６９１：１９８６ 低压熔断器——第 １部分：通用要求

ＩＥＣ６０２６９２：１９８６ 低压熔断器——第 ２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主要作工业用熔断器）的

补充要求第Ⅰ～Ⅲ节

 总则

． 一般要求

电器附件的设计和制造应能保证在正常使用时性能可靠，对使用者和周围环境没有危险。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装置通常使用时的正常使用环境为 ＧＢ燉Ｔ１６９３５１规定的

３级污染环境。
如 需 其 他 污 染 等 级，爬 电 距 离 和 电 气 间 隙 必 须 符 合 ＧＢ燉Ｔ１６９３５１的 规 定，相 比 漏 电 起 痕 指 数

（ＣＴＩ）应按 ＧＢ燉Ｔ４２０７的要求评估。
通常，是否合格，要进行全部规定的试验检查。

． 关于试验的一般说明

．．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如果电器附件的一部分已经在某一给定严酷程度的试验合

格，且有关的型式试验的严酷程度没有超过已进行的试验，不再重复这些有关的型式试验。
．．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试样应以（２０±５）℃的环境温度、额定频率，按交货状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进行试验。
．．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试验应按本标准章条的顺序进行。
．．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用 ３个试样进行全部的试验，但必要时，要用一个新的附加试样进行第 ２９
章的试验。如果第 ２０、２１和 ２２章的试验既要用 ｄ．ｃ．，又要用 ａ．ｃ．进行，则用 ａ．ｃ．进行的试验应在 ３个

附加试样上进行。
．． 如果没有试样在整个系列的适用试验不合格，电器附件视作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如果有一个试

样在一项试验不合格，该项试验及对其试验结果可能已发生影响的前项（前数项）试验应在另一组 ３个

试样上重复进行，复试时，所有这 ３个试样均应试验合格。
注：通常，只需重复进行造成不合格的那项试验，但如果该试样在第 ２１和 ２２章的其中一项试验不合格，则应从第

２０章的那一项试验开始复试。
申请者可在送交第一组试样的同时送交一组附加试样，以备万一有试样不合格时需要，这样，测试站无需等申

请者再次提出要求，即可对附加试样进行试验，并且，只有在再出现不合格时，才判为不合格。不同时送交附

加试样者，一有试样不合格，便判为不合格。

．． 由于符合本标准要求的电器附件预定是仅连接铜或铜合金的电缆的，因此，当试验要用导线来

进 行时，所用导线应为铜导线并应符合 ＧＢ５０２３、ＧＢ燉Ｔ３９５６［第 ２章单芯（１类），绞合（２类），软导线

（５类）］和 ＧＢ５０１３．４的要求。

 标准额定值

． 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和额定电压优选值为：
２０Ｖ～２５Ｖ ３８０Ｖ～４１５Ｖ
４０Ｖ～５０Ｖ ４４０Ｖ～４６０Ｖ
１００Ｖ～１３０Ｖ ４８０Ｖ～５００Ｖ
２００Ｖ～２５０Ｖ ６００Ｖ～６９０Ｖ
２７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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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额定电流优选值由表 １给出：

采用说明：

１］ 我国推荐采用系列Ⅰ额定电流优选值。

表 １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１６ ２０

３２ ３０

６３ ６０

１２５ １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分类

． 电器附件按如下分类：
．． 按用途分类：插头、插座、连接器、器具输入插座。
．． 按防护等级分类：

——按 ＧＢ４２０８分类，或

——按防潮保护等级分类：
——防溅电器附件；
——水密电器附件。

新设计的产品应采用 ＧＢ４２０８的防护等级，最低的防护等级为 ＩＰ２３。
．． 按接地结构分类：

——不带接地触头的电器附件；
——带接地触头的电器附件。

．． 按电缆连接方法分类：
——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不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 按联锁机构分类：
——没有联锁、带或不带整体式开关装置的电器附件；
——带机械联锁的电器附件；
——带电气联锁的电器附件。

 标志

． 电器附件应标出如下标志：
——额定电流，单位：安培；
——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单位：伏特；
——如果电器附件预定不作 ａ．ｃ．和 ｄ．ｃ．两用，或预定作 ａ．ｃ．用途而频率不是 ５０Ｈｚ或 ６０Ｈｚ，或如

果 ａ．ｃ与 ｄ．ｃ的额定值不同，电源性质符号；
——如额定频率高于 ６０Ｈｚ，额定频率；
——制造商或代理商的名称或商标；
——型号，型号可以是产品目录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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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时，防护等级的符号；
——用以指出接地触头位置或（如有互换性）指出互换性使用方式的符号。
注：绝缘电压标志是非强制性标志。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使用符号时，应使用如下符号：

Ａ 安培

Ｖ 伏特

Ｈｚ 赫兹

～ 交流电

直流电

（优选）或 地

（三角形内一滴水） 防溅结构

（两滴水） 水密结构

ＩＰ××（有关数字） ＧＢ４２０８的防护等级

用 ＧＢ４２０８的 ＩＰ代码时，应规定两个特征数字（××）（见 １８．２）。
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的防护等级标志只有在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与配套电器附件处于插合状态或

如有连着的帽盖时，只有在帽盖起作用的状态下，才有效。
可以仅用数字来表示额定电流和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压范围。
如果有 ｄ．ｃ．额定工作电压，代表此额定工作电压的数字应位于代表 ａ．ｃ．额定工作电压的数字之

前，并应以一直线或一破折号隔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若为插座和器具输入插座，额定电流，电源性质（必要时）、制造商或代理商的名称或商标等的标

志应标在主要部件上，外壳外侧上，或如有盖，且此盖必须用工具才能卸下，则应标在盖上。
若为非暗装式插座和器具输入插座，这些标志应在电器附件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和接线时，必要

时，还应在将电器附件从外壳拆下之后，易于辨认。如有绝缘电压标志，此标志应标在主要部件上，而且

应是电器附件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和接线时看不见的。
额 定工作电压、型号、（如要求）防护等级的符号、用以指出接地触头位置或（如有互换性）指出互换

性使用方式的符号等标志，应位于电器附件安装后可见之处，应标在外壳外侧，或如有盖，且盖是必须用

工具才能拆卸的，应标在盖上。
上述的标志，除型号标志之外，其余的均应在电器附件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和接线时易于辨认。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的“主要部件”一词是指带有触头的部件。

型号可标在主要部件上。

如果有盖，额定电流、电源性质，额定工作电压和制造商或代理商的名称或商标可在盖上重复标出。

． 若为插头和连接器，７．１规定的标志（如有绝缘电压标志，此标志除外）应在电器附件按正常使用

要求接线准备使用时易于辨认。
如有绝缘电压标志，此标志应标在主要部件上，且应在电器附件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和接线时看不

见的。
注：“准备使用”一词并非说插头或连接器与其他配套电器附件插合。

注：插头或连接器的“主要部件”一词是指带有触头的部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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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为可拆线电器附件，触头应以符号显示：

——三相电器附件，Ｌ１、Ｌ２、Ｌ３或 １、２、３代表相，如有中线，Ｎ代表中线，符号 或 代表地。

——可作交直流两用的两极电器附件，一个符号代表其中一个带电极，符号 或 代表地；

——在一段时间内，可用 Ｒ１、Ｓ２、Ｔ３代替 Ｌ１、Ｌ２、Ｌ３。
这些符号应位于靠近有关的端子处，且不得标在螺钉、可拆卸垫圈或其他可拆卸部件上。
注：辅助导线用端子不要求标志。

与字母配用的数字可以写为指数。建议在可行之处尽量使用符号 。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标志应耐磨，清晰。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经第 １８章的潮湿处理之后，手持浸透水的布片使劲擦拭标志 １５ｓ，然后，再用浸透汽油的布使劲擦

拭标志 １５ｓ。
应特别注意制造商的或代理商的名称或商标，如有电源性质标志，此标志亦是特别注意的对象。
注：用以检查标志耐磨程度的试验正在考虑中。

． 如果除了采用上述标志之外，还要用颜色来显示额定工作电压，则所用颜色标志应如表 ２所示，
如果显示色与外壳的颜色不同，则只有在易于识别此显示色时才使用显示色。

表 ２

额定工作电压

Ｖ
颜色１）２）

２０～２５

４０～５０

１００～１３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３８０～４８０

５００～６９０

紫

白

黄

蓝

红

黑

１）若频率为 ６０Ｈｚ～５００Ｈｚ，必要时，可将绿色与代表该额定工作电压的颜色结合着使用。

２）使 用 第Ⅱ系 列 电 流 额 定 值 的 国 家 将 橙 色 作 为 代 表 １２５燉２５０Ｖａ．ｃ．电 器 附 件 的 专 用 色 而 将 灰 色 用 作 代 表

２７７Ｖａ．ｃ．电器附件的专用色。

 尺寸

． 如有标准活页、电器附件应符合适用的标准活页的要求。
． 应不可能使插头或连接器与不同额定值的或不同触头组合的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插合。

此外，设计应能保证不可能出现下列不正确连接：
——接地插销和燉或辅助插销与带电插套，或带电插销与接地插套和燉或辅助插套之间；
——如有中性插套，相插销与中性插套之间；
——中性插销与相插套之间。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应不可能在插头与插座或连接器之间或在器具输入插座与连接器或插座之间进行单极连接。
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不得与符合 ＩＥＣ６００８３的插座或与符合 ＧＢ１７４６５的连接器进行不正确连接。
插座和连接器不得与符合 ＩＥＣ６００８３的插头或与符合 ＧＢ１７４６５的器具输入插座进行不正确连接。
不正确连接包括单极连接和不符合对防触电保护的要求的其他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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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防触电保护

． 电器附件的设计应能保证当插座和连接器按正常使用要求接线时，其带电部件是不易触及的，此

外还应保证当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与配套电器附件部分或完全插合时其带电部件是不易触及的。
此外，应不可能在任何触头处于易触及状态时使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的插销与插座或连接器的插

套之间进行接触。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必要时，还要在按正常使用要求接线的试样上进行试验检查。
将图 ２所示标准试验指施加到各个可能的位置，用电压不低于 ４０Ｖ的电指示器显示试验指与有关

部分接触的情况。
注：插座和连接器的中性插套和辅助插套视作带电部件。

． 带接地触头的电器附件应设计成

——插入插头或连接器时，如有中线，应在相线及中线接通之前先接通地线；
——拔出插头或连接器时，如有中线，应在接地线断开之前先断开相线及中线。

． 应不可能将带有插销的部件意外地装配到插座或连接器的外壳里。
是否合格，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接地措施

． 有接地触头的电器附件应装配接地端子。此外，有一内部接地端子的金属壳固定式电器附件可以

装配一个外部接地端子，除非是明装式插座，否则，此外部接地端子应是从外侧可看见的。
接地触头应直接地可靠地连接到接地端子，但安装在隔离变压器输出电路里的插座的接地端子不

得与接地端子连接。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带接地触头的电器附件的易触及金属部件，凡绝缘失效时会变为带电的，在结构上应可靠地连

接到内部接地端子。
注：根据本要求，用以固定底座、盖的螺钉及类似零件不视作绝缘失效时会变成带电的易触及部件。

如果易触及金属部件通过金属部件连接到接地端子或接地触头而不受带电部件的影响，或用双重绝缘或加强

绝缘与带电部件隔开，这些易触及金属部件在本要求中不视作绝缘失效时会变成带电的易触及金属部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在接地端子与每个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通以 ２５Ａａ．ｃ．，此 ａ．ｃ．电源的空载电压不超过 １２Ｖ。
测出接地端子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电压降，并根据电流与这一电压降算出电阻。
无论如何，电阻不得超过 ０．０５Ω。
注：务必注意，切勿让测量探头端部与被试金属部件之间的接触电阻影响试验结果。

． 接地触头应能承载等于为相触头而规定的电流而不会过热。
是否合格，进行第 ２２章的试验检查。

． 接地触头应有能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层。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此项要求等于规定了不准使用侧式接地触头。

 端子

． 可拆线电器附件应装配用螺钉、螺母或等效件进行连接的端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对无螺纹端子的要求正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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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子的部件中，除螺钉、螺母、垫圈、Ｕ形卡、夹紧板等之外，其余的，应以如下材料制成：
——铜；
——铜含量至少为 ５８％的合金，适于作冷轧制成的部件；铜含量至少为 ５０％的合金，适于作其他部件；
——耐腐蚀性能和机械性能均不亚于铜的其他金属。
钢制螺钉应有足够的防腐蚀保护。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注：端子部件的放宽要求正在考虑中。

． 如果接地端子的本体不是电器附件壳罩、框架的一部分，本体的制作材料应与 １１．２为端子部件

而规定的一样。如果本体是壳罩或框架的一部分，则夹紧螺钉或螺母应以此种原料来制作。
如果接地端子的本体是铝或铝合金壳罩或框架的一部分，则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因铜与铝或铝合

金接触而引起腐蚀的危险。
注：此项防止腐蚀危险的要求并非说不准使用有适当镀层的金属制螺钉或螺母。

更详尽的要求正在考虑中。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注：正在考虑一项试验，以确定耐腐蚀性能。

． 端子应能连接表 ３所示标称横截面积的铜或铜合金导线。
除接片端子以外的其他端子是否合格，进行如下试验并进行 １１．７、１１．８和 １１．９的试验检查。

表 ３

电器附件的额定值

电压

Ｖ

电流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内部连接

插头和连接器用的软电缆

器具输入插座用的

单芯或绞合电缆２）

插座用的单芯或

绞合电缆２）

ｍｍ２ ＡＷＧ燉ＭＣＭ３） ｍｍ２ ＡＷＧ燉ＭＣＭ３）

如有外部接地连接

ｍｍ２ ＡＷＧ燉ＭＣＭ３）

≤５０
１６

３２

２０

３０

４～１０

４～１０

１２～８

１２～８

４～１０

４～１０

１２～８

１２～８

—

—

—

—

＞５０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６

６～１６

１６～５０

７０～１５０

１６～１４１］

１４～１０

１０～６

６～２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４

２．５～１０

６～２５

２５～７０

７０～１８５４）

１６～１２

１４～８

１０～４

４～００１］

００～３５０１］

６

１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１０

８

４

４

４

１）如有定位导线用端子，此端子应能连接额定工作电压超过 ５０Ｖ的 １６Ａ电器附件的内部端子所能连接的横截

面积的导线。

２）导线的分类按 ＧＢ燉Ｔ３９５６。

３）导线标称横截面积以 ｍｍ２给出。在本标准中，ＡＷＧ燉ＭＣＭ 值视为与 ｍｍ２值等效。

ＡＷＧ：美国线规，是识别导线的系统，导线按直径以几何级数定在 ３６号与 ００００号之间。

ＭＣＭ：千圆密尔，是圆表面单位。１ＭＣＭ＝０．５０６７ｍｍ２。

４）系列Ⅱ的 ２００Ａ电器附件的导线尺寸为 １５０ｍｍ２。

采用说明：

１］ １４、００、３５０在 ＩＥＣ６０３０９１：１９９９原文中分别为 １２、０、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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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用于试验表 ３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导线插入能力测量截面的量规如图 １３所示。此规应能靠自

身重量进入端子孔而到达端子的规定深度。
若为看不见导线端部的柱型端子，其接纳导线的孔的深度应能保证该孔的底部与最后的螺钉之间

的距离至少等于螺钉直径的 １燉２且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小于 １．５ｍｍ。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若为符合图 １４ｆ要求的端子，接线片应能接纳表 ３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的标称横截面积的导线。
不能用图 １３规定的量规检查的端子用适当加工成形的量规进行试验，规的横截面应与图 １３给出

的适用的量规的横截面一样。
． 端子应有适当的机械强度

作夹紧用途的螺钉和螺母应具有 ＩＳＯ螺纹或在螺距和机械强度上均可与 ＩＳＯ螺纹相比的螺纹。
注：ＳＩ（国际单位制）螺纹，ＢＡ（英国协会）螺纹和 ＵＮ（统一标准）螺纹均暂视作在螺距和机械强度上均可与 ＩＳＯ螺

纹相比的螺纹。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测量并进行 ２５．１的试验检查。试验之后，端子除应符合 ２５．１的要求之外，还

不得出现会不利于继续使用的变化。
． 端子应正确固定到电器附件，并且在拧紧或拧松夹紧螺钉时，端子不得松脱。

用以夹紧导线的螺钉不得挪作夹紧任何其他元件之用。
注：用以夹紧导线的器件可用以防止插头或插座转动或移位。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必要时，并进行 ２５．１的试验检查。
注：这些要求并非不准使用浮动的端子或设计成靠夹紧螺钉或螺母来防止端子转动或移位的端子，但这些端子的

移动应受到适当限制，且不得妨碍电器附件的正确操作。
可以用如下办法防止端子松脱：用两颗螺钉固定或用一颗螺钉固定于一个槽里，使之不会明显移动，或用其他

合适的办法。
仅 用 密 封 胶 覆 盖 而 再 无 其 他 锁 定 的 办 法 是 不 够 的，但 可 用 自 动 凝 固 树 脂 来 锁 定 正 常 使 用 时 不 会 受 到 扭 矩 的

端子。

． 端子应设计成能以足够的接触压力将导线夹紧于金属表面之间但不会损伤导线。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用 ３个分立的端子进行 １１．８和 １１．９的端子的型式试验检查。

． 第一次试验

依次用表 ３规定的最大和最小横截面积的导线进行验证：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的端子用 １类和 ２
类导线；插头或连接器的端子则用 ５类导线。

导线应连接到夹紧件；夹紧螺钉或螺母以表 １５规定力矩的 ２燉３拧紧，制造商在产品上或在使用说

明书里规定力矩者除外。
每根导线均须经受表 ４１规定的拉力值，力朝与导线插入方向相反的方向施加，施力时，不得使用

爆发力，施力时间共 １ｍｉｎ。试验导线的最大长度应为 １ｍ。
试验期间，导线不得脱出端子，不得断在夹紧件上或夹紧件里。

． 第二次试验

本试验先以表 ３为 １类（≤４ｍｍ２）、２类和 ５类导线而规定有关值的最小横截面积的导线，然后以

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进行，夹紧螺钉或螺母以表 １５规定的力矩拧紧，但制造商在产品上或在使用说明

书里规定力矩者除外。
将端子固定到导线，导线长度应为表 ４２规定高度加上至少 ７５ｍｍ。模拟实际使用状态将端子牢牢

固定于垂直位置。将电缆的自由端穿过套管，套管尺寸见表 ４２的规定。套管固定到臂上，臂由电动机驱

动，以约 ９ｒ燉ｍｉｎ速率驱动约 １３５圈。套管应固定成能使套管的中心在一个水平平面里作圆周运动（见

图 １５）。
此圆半径为（７５±２）ｍｍ，圆的中心垂直于端子里的导线孔中心之下。套管加润滑剂以防绝缘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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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绞拧或旋转。将表 ４２规定的重物挂在导线的自由端。
试验期间导线不得脱出夹紧件。
试验之后，在仍然连接着导线的同时，检查整个端子，确定导线或绞合导线的任何线股是否断裂。不

得看见有导线或绞合导线的线股脱出。
表 ４１

标称横截面积

ｍｍ２

拉 力

Ｎ

１

１．５

２．５

４

６

１０

１６

２５

５０

７０

１５０

１８５

３０

４０

５０

５０

６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２２０

２４０

表 ４２

标称横截面积

ｍｍ２

套管直径

ｍｍ

高 度１）

ｍｍ

与导线对应的重物

ｋｇ

１．０

１．５

２．５

４．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６．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８５．０

６．５

６．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９．５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５．９

１９．１

２２．２

２５．４

２６０

２６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２８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４３

３６８

４０６

４３２

０．４

０．４

０．７

０．９

１．４

２．０

２．９

４．５

９．５

１０．４

１５．０

１６．８

１）高度 爣 的偏差为±１５ｍｍ。
注：如果规定的套管孔直径不够大，须将导线捆绑才能插入套管孔，可改用大一个号码的套管。

． 接片端子仅可用于额定电流至少为 ６０Ａ的电器附件；如果装配接片端子，这些端子必须装配

弹簧垫圈或等效的锁定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每个端子均应定位于其不同极性的对应端子附近，如有内部接地端子，还应定位于内部接地端

子的附近，但有足够的技术理由不这样做的除外。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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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端子的夹紧螺钉或螺母应充分锁定，以防意外松脱，而且，应是必须用工具才能拧松的。
除非柱型端子用两颗螺钉，否则要进行试验检查锁定性能。
此试验正在考虑中。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 端子应正确定位或屏蔽，使

——从端子里松脱的螺钉不会在带电部件与连接到接地端子的金属部件之间形成电气连接；
——从带电端子脱落的导线不会触及连接到接地端子的金属部件；
——从接地端子脱落的导线不会触及带电部件。
本要求亦适用于辅助导线用端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 导线正确连接后，不得有不同极性部件之间或不同极性部件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意外接触

的危险，而且，万一绞合导线线丝从端子脱出，亦不会有让此线丝冒出外壳的危险。
“带电部件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不得有意外接触危险”的要求不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 ５０Ｖ的

电器附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涉及带电部件与其他金属部件之间意外接触危险时，还要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从具有 １１．４规定范围内横截面积中间值的软导线的端部剥去 ８ｍｍ长的绝缘，使绞合导线的一根

线丝保持自由状态，而将其余线丝完全插进并夹紧在端子里。将自由线丝朝各个可能的方向弯曲，但不

撕破绝缘层，并且不绕过隔板急剧弯曲。
连接到带电端子的导线中的自由线丝不得触及任何不是带电部件的金属部件，不得冒出外壳，而且

连接到接地端子的导线中的自由线丝不得触及任何带电部件。
注：必要时，使自由线丝处于另一位置，重复此项试验。

 联锁

． 联锁装置应安装在不履行本标准的分断能力和正常操作试验的插座和连接器里。
联锁装置应与开关装置的操作连接起来，保证插头在触头处于带电状态时不会从插座或连接器中

拔出，或在开关装置处于“ＯＮ”位置时不会插入插座或连接器里。
插座或连接器中用作电气联锁的辅助插套。在与插头的或器具输入插座的辅助插销插合或不插合

时均允许带电。
插座和连接器应设计成：在与任何配套电器附件插合后，联锁装置能正确操作。
联锁装置的操作不得因插头中用作联锁的部位的正常磨损而受影响。
机械联锁装置的机械开关装置可安装在插座或连接器里。
是否合格，在第 ２１章的试验之后观察检查。

． 联锁的 ａ．ｃ．带开关的插座或连接器的机械开关装置应符合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对使用范围为至少 ＡＣ
２２Ａ的要求。

联 锁 的 ｄ．ｃ．带 开 关 的 插 座 或 连 接 器 的 机 械 开 关 装 置 应 符 合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对 所 用 的 使 用 范 围 的

要求。
装有整体式开关装置且由插头操纵的电器附件不必符合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的要求，但必须符合本标准

第 ２０和 ２１章的要求。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测量并进行试验检查。

． 联锁装置的机械开关装置除非已按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对至少 １０ｋＡ的耐短路电流的要求进行了试

验，否则，应符合第 ２９章的规定。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测量和试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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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胶和热塑性材料的耐老化

带橡胶或热塑性材料外壳及弹性材料部件诸如密封环和密封垫的电器附件应具有良好的耐老化

性能。
是否合格，在具有环境空气成分和压力的大气里进行加速老化试验检查。
试样自由悬挂于自然循环通风的加热箱里，加热箱里温度和老化试验的持续时间为：
（７０±２）℃ １０ｄ（２４０ｈ），适用于橡胶；
（８０±２）℃ ７ｄ（１６８ｈ），适用于热塑性材料。
试样接近室温后，检查试样，试样不得出现肉眼可看见的裂痕，其材料不得发粘变腻。
试验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会导致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损坏。
如 怀 疑 材 料 发 粘，可 将 试 样 置 于 天 平 的 一 个 托 盘 上，而 在 另 一 个 托 盘 上 放 上 等 于 试 样 重 量 加 上

５００ｇ的砝码。然后，将用粗布包着的食指按着试样，使天平恢复平衡。
试样上不应留有布痕，试样材料不得粘住布片。
注：建议使用电热加热箱。

可通过箱壁孔来实现自然通风。

 一般结构

． 电器附件的易触及表面应无毛刺、飞边及类似尖锐边缘。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用以将带有插套的部件或带有插销的部件固定到安装表面、固定到盒里或固定到外壳里的螺钉

或其他零件应是易于触及的。
这些固定件和固定外壳的固定件只可用于能用这种固定件自动可靠地形成内部接地连接的场合，

绝不可挪作任何其他用途。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使用者应无法变更接地触头或中性触头（如有）相对于插座或连接器不可互换性器件的或相对

于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不可互换性器件的位置。
是否合格，进行手动试验检查，以确保只可能一个安装位置。

． 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且无插头处于正常位置时的插座和连接器应能保证具有其标志规定的防

护等级。
此外，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与插座或连接器完全插合时，应保证具有这两种电器附件中应具有的较

低的防护等级。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插座的结构

． 插套应设计成与对应插头完全插合时具有足够的接触压力。
是否合格，进行第 ２２章的温升试验检查。

． 插座的插套与插头的插销之间形成的压力不得太大，以免造成插头插拔困难。正常使用时，插头

应不会脱出插座。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插座的结构应能保证：
——导线易于插入并牢牢固定于端子里；
——导线正确定位，导线绝缘不会和与导线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接触；
——导线连接后，盖或外壳易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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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应用表 ３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进行安装试验检查。
． 用以提供防触电保护的外壳和插座的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牢固地固定，做到正常使

用时不会松脱。不用工具应无法将这些部件卸下。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电缆入口应能让电缆导管或电缆保护层进入，从而给电缆提供完善的机械保护。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用表 ３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进行安装试验检查。

． 绝缘衬垫、隔板及类似零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固定于金属壳罩或本体，做到若不将其严

重损坏便不能将其卸下，或应设计成：不能将其置于不正确位置。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 １８．２和第 ２４章的试验检查。
注：允许用自固漆来固定绝缘衬垫。

． 插座在装有螺纹导管或护套电缆时，即使不与插头插合，亦应是完全封闭的。不禁止使用 ＰＶＣ
护套电缆。用以保证完全封闭效果的零件，以及如标志标出了防护等级，用以保证此防护等级的器件均

应牢牢固定于插座。此外，当插头完全插合时，插座应装有能保证标志规定的防护等级的器件。
如有盖弹簧，此弹簧应由耐腐蚀材料，例如青铜、不锈钢或防腐蚀性能良好的其他合适的材料制成。
设计只有一个安装位置的防溅插座或防护等级不高于 ＩＰＸ４的插座可以有一装置，用以打开一个

排水孔，此孔直径至少为 ５ｍｍ，或宽至少 ３ｍｍ而面积为 ２０ｍｍ２，应能在插座处于该安装位 置 时 起

作用。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测量并进行第 １８、１９和 ２１章的试验检查。
注：完全密封效果及标志标出的防护等级均可通过盖来取得。

只有外壳在设计上能保证其与隔壁有至少 ５ｍｍ的间隙，或能提供一个至少具有规定尺寸的排水槽的前提下，
防溅插座或防护等级不高于 ＩＰ×３的插座，或预定安装于垂直墙壁上的 ＩＰ×４插座的外壳背部的排水孔才视

为有效。

． 额定工作电压高于 ５０Ｖ的插座应装配接地触头。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插头和连接器的结构

． 插头和连接器的外壳应将端子和软电缆端部完全封闭。
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的结构应能保证将导线正确连接，将线芯保持于正常位置，从而做到线芯从分

离点到端子之间不会有接触的危险。
电器附件的设计应能保证：将电器附件重新装配后其元件之间的关系只会与原始 装 配 时 的 一 样

正确。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必要时，还要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 插头的或连接器的不同零部件彼此间应可靠固定，保证正常使用时不会松脱。不用工具应无法

将插头或连接器拆开。
是否合格，进行手动试验及 ２４．３的试验检查。

． 如装有绝缘衬垫，此衬垫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固定到外壳上，做到若不严重损坏便无法将

其拆下，或应设计成不能将其置于不正确位置。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 １８．２和 ２４．３的试验检查。
注：允许用自固漆来固定绝缘衬垫。

． 插头的插销应锁定，不会转动，而且，不拆开插头就不能将其卸下。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注：插头的插销可以是浮动的，亦可以是固定的。

． 连接器的插套应能自我调整，从而能保证有足够的接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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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接地插套之外的其他插套应是浮动的。
只要接地插套在所有方向均具有必要的弹性，接地插套不必是浮动的。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试验检查。

． 连接器的插套加在插头的插销上的压力不得太大，以免导致插头插拔困难。正常使用时，插头应

不会脱出连接器。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插头应装有用以确保其与配套的电器附件完全插合时具有标志所示的防潮保护等级的器件。
若有不用工具便不能拆卸的连着的帽盖，插头在此帽盖正确安装后亦应符合上述要求。
若不用工具应不能将上述器件拆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第 １８和 １９章的试验检查。

． 连接器在按正常使用要求装了软电缆及不与配套电器附件插合时，应是完全封闭的。此外，连接

器应装有用以确保与其配套电器附件完全插合时，符合标志所示防护等级的器件。
注：配套电器附件不在位时标志所示的防潮保护等级可用盖来保证。
用以保证标志所示防护等级的器件应牢牢固定到连接器。
盖弹簧应为耐腐蚀材料，例如青铜、不锈钢或防腐蚀性能良好的其他合适的材料制品。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第 １８、１９和 ２１章的试验检查。

． 额定工作电压超过 ５０Ｖ的插头和连接器应装有接地触头。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插头和连接器不得有允许多于一个电缆组件连接的专用器件。插头不得有允许将插头与多于

一个连接器或插座连接的专用器件。连接器不得有允许连接多于一个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的专用器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本标准不适用于转换器。

 器具输入插座的结构

． 插销应锁定不会转动，而且，应是不用工具便不能拆卸的。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注：插销可以是浮动的或固定的。

． 器具输入插座应装有用以确保与相关连接器完全插合时具有的标志所示防潮防护等级的器件。
若有不用工具便不能拆卸的连接的帽盖，器具输入插座在此帽盖正确安装后亦应符合上述要求。
若不用工具应不能将上述器件拆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第 １８和 １９章的试验检查。

． 额定工作电压高于 ５０Ｖ的器具输入插座应装配接地插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器具输入插座不得有允许连接多于一个连接器的专用器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防护等级

． 电器附件应具有产品标志上所示的防护等级。
是否合格，进行如下规定的适用试验检查。
试验在装了设计要安装的电缆或导管的电器附件上进行，螺纹压盖和外壳的或盖 的 固 定 螺 钉 以

２４．５或 ２５．１中适用的试验时所施力矩的 ２燉３拧紧。
如有螺纹帽盖或盖，应按正常使用要求将其拧紧。
插座安装在垂直表面，做到：如有打开的排水孔，此孔处于最低位置并保持打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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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置于最不利位置，如有排水孔，排水孔应保持打开状态。
插座和连接器在与配套电器附件插合状态下进行试验，还要在不与配套电器附件插合的状态下进

行试验，用以确保所要求的防潮保护等级的器件按正常使用要求定位。
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按 １６．７或 １７．２的规定进行试验。

． 标有 ＩＰ代码的电器附件按 １８．１和按 ＧＢ４２０８的规定进行试验。当第 １位特征数字为 ５时，应

采用 ２类的试验。
试验之后，试样应立即经受 １９．３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观察结果应表明：试样无明显进水，而且，水

未到达带电部件。
最低防护等级应为 ＩＰ２３。

． 标有水滴符号的电器附件应按 １８．１和 １８．４的规定进行试验。
． 防溅和水密电器附件的外壳应能提供与电器附件分类相应等级的防护。

ａ）用图 ３所示喷水装置向防溅电器附件喷水 １０ｍｉｎ。喷水装置由弯成半圆形的水管组成，圆的半

径为 ２００ｍｍ或 ２００ｍｍ的倍数，且应与试样的尺寸大小及位置相适应。水管穿孔，能使喷出的水射向

圆心，进水口处的水压要等于 １０ｍ水头。
使水管摆动 １２０°角，铅垂线两侧每侧各 ６０°。每完整地摆一次（１２０°×２）需时约 ４Ｓ。
试样安装在水管形成的半圆的中心，使其最低部位与摆动轴线处于同一水平。试验期间，使试样绕

其垂直轴转动或横向移动。
此后，立即用图 ４所示溅水装置使试样经受任何方向的溅水 ５ｍｉｎ。在此试验期间，水压要调到溅

水高度为盛水盘底部加上 １５ｃｍ。盛水盘放置于试样最下边缘下面 ５ｃｍ～１０ｃｍ处的水平支架上；盛水

盘要转动，做到从所有方向向试样溅水。要小心不要让喷出的水直接射中试样。
ｂ）水密电器附件要浸于（２０±５）℃的水中 ２４ｈ，试样的最高点应在水平面下面约 ５ｃｍ。
紧接着在 ａ）项或 ｂ）项处理之后，试样应经受 １９．３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观察结果应表明：试样无

明显进水，水未到达带电部件。
． 所有电器附件均应能耐受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是否合格，进行本条的潮湿处理检查。然后，立即进行第 １９章规定的绝缘电阻测量和介电强度试

验。如有电缆入口，应保持打开状态；如有敲落孔，应将其中之一打开。
将不用工具即可拆卸的盖拆掉，然后将盖与主要部件一起进行潮湿处理；处理期间，弹簧盖要打开。
潮湿处理在含有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 ９１％～９５％之间的潮湿箱里进行。所有能放置试样之处的空

气温度应维持在 ２０℃～３０℃之间的任何方便值 爴±１℃。
将试样放进潮湿箱之前，使试样达到 爴与 爴＋４℃之间的温度。
试样在潮湿箱里存放 ７ｄ（１６８ｈ）。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潮湿处理前将试样保持在这个温度至少 ４ｈ，即可使试样达到规定的温度。

要获得 ９１％～９５％之间的相对湿度，可在潮湿箱里放置硫酸钠（Ｎａ２ＳＯ４）或硝酸钾（ＫＮＯ３）的饱和水溶液，并与

空气有足够大的接触面。
为要达到潮湿箱里规定的条件，必须保证箱内空气不断循环，而且，通常要用隔热箱。

此项处理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损坏。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 电器附件应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是否合格，进行 １９．２和 １９．３的试验检查。这些试验，是紧接着 １８．５的试验之后，把可能已被拆卸

的盖重新装配之后，在潮湿箱或在使试样达到规定温度的房间里进行的。
带热塑性材料外壳的电器附件应进行 １９．４的附加试验。
注：进行这些试验时，中性触头和辅助触头各视为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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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电阻用约 ５００Ｖｄ．ｃ．电压来测量，而测量应在电压施加后 １ｍｉｎ进行。
绝缘电阻不得小于 ５ＭΩ。

．． 若为插座和连接器，绝缘电阻应依次在如下部位测量：
ａ）在连接在一起的所有极 与 本 体 之 间，测 量 在 与 插 头 插 合 状 态 下，还 要 在 不 与 插 头 插 合 状 态 下

进行；
ｂ）依次在每一极与所有其他极之间，这些所有其他极在与插头插合状态下连接到本体；
ｃ）如有绝缘衬垫，在任何金属外壳与绝缘衬垫的内表面接触的金属箔之间，金属箔与衬垫边缘之

间要有约 ４ｍｍ间隙。
注：“本体”一词包括所有易触及金属部件，与绝缘材料外部部件外表面（插头和连接器插合表面除外）接触的金属

箔、底座、外壳和盖等的固定螺钉，外部装配螺钉，如有接地端子，还包括接地端子。

．． 若为插头和器具输入插座，绝缘电阻应依次在如下部位测量：
ａ）在连接在一起的所有极与本体之间；
ｂ）依次在每一极与所有其他极之间，这些所有其他极要连接到本体；
ｃ）如有绝缘衬垫，在任何金属外壳与绝缘衬垫的内表面接触的金属箔之间，金属箔与衬垫边缘之

间要有约 ４ｍｍ间隙。
． 在 １９．２．１与 １９．２．２规定的部位之间施加基本正弦波形的频率为 ５０Ｈｚ燉６０Ｈｚ的表 ５规定值的

电压 １ｍｉｎ。
表 ５ Ｖ

电器附件的绝缘电压１） 试验电压

小于或等于 ５０

５０以上至 ４１５

４１５以上至 ５００
大于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２）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１）绝缘电压应至少等于最高额定工作电压。

２）若为垫有绝缘材料的金属外壳，此值要增至 ２５００Ｖ。

开始时，施加的电压不大于规定值的一半，然后，迅速提高到规定值。
试验期间不得出现闪络或击穿现象。
注：不会引起电压降的辉光忽略不计。

． １９．３的 试 验 之 后，应 立 即 验 证 带 热 塑 性 材 料 外 壳 的 电 器 附 件 的 提 供 不 可 互 换 性 的 器 件 没 有

受损。

 分断能力

无联锁装置的电器附件应有足够的分断能力。
是否合格，用一符合有关的标准要求的新的配套电器附件，对任何电器附件进行试验检查。
试验位置应为水平位置，若不可行，应为正常使用位置。
装有由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操作的整体式开关装置的任何电器附件应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
插头或连接器插入并从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拔出的速率为每分钟 ７．５个行程。
插头或连接器插入拔出速度为（０．８±０．１）ｍ燉ｓ。
速度测量的办法：记录主插销插入或拔出与接地插销插入或拔出之间的时间间隔相对于距离之比。
电气接触应维持不多于 ４ｓ但不少于 ２ｓ。
两个电器附件应分开至少 ５０ｍｍ。
周期数见表 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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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程是插头或器具输入插座的一次插入或一次拔出。
一个周期由两个行程，即由一个插入行程和一个拔出行程组成。
试样以 １．１倍额定工作电压和 １．２５倍额定电流进行试验。
仅作 ａ．ｃ．用途的电器附件用 ａ．ｃ．在表 ６规定的 ｃｏｓ犗的电路里进行试验。
仅作 ｄ．ｃ．用途的电器附件以无感负载进行试验。
ａ．ｃ．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电流大于 ｄ．ｃ．的电器附件以 ｄ．ｃ．在无感电路进行试验，并以 ａ．ｃ．在ｃｏｓ犗

为表 ６规定的电路里进行试验。进行第 ２次试验时，要用一组新的电器附件。
试验用图 ５所示连接进行，但若为额定电压 ３８０Ｖ～４１５Ｖ的电器附件，应将金属支架永久连接到

中线。在所有其他场合，若为两极电器附件，要在一半的行程数之后，操作选择开关 Ｃ——选择开关 Ｃ将

金属支架与易触及金属部件连接到电源的其中一个极；若为 ３极电器附件，则应在 １燉３的行程数之后操

作选择开关，并应在 ２燉３的行程数之后，再次操作选择开关，从而做到依次连接每个极。
电阻器与电感器不并联，但用空心电感器时，要将一个能消耗掉流经电感器电流的 １％的电阻器与

空心电感器并联起来。如果电流波形为基本正弦波形，也可以用铁芯电感器。在三相电器附件上进行试

验时，要使用三芯电感器。
试验期间，不得出现持续闪弧。
试验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会不利于继续使用的损坏，而且，插销的插孔不得出现任何严重的损坏。

表 ６ 分断能力

额 定 电 流

Ａ
周 期 数

优选额定值 其他额定值 ａ．ｃ． ｄ．ｃ．

系列Ⅰ 系列Ⅱ 范 围 ｃｏｓ犗±０．０５ 加 载 加 载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９

３０～５９

６０～９９

１００～１９９

２００～２５０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７

０．８

５０

５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５０

５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正常操作

电器附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机械应力、电应力和热应力而不会出现过度磨损或其他有害

影响。
是否合格，用符合有关标准的新的配套电器附件对任何电器附件进行试验检查。
试验以第 ２０章所用同一设备并以第 ２０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试验位置为第 ２０章规定的位置。
试验用第 ２０章所用连接进行，选择开关 Ｃ按第 ２０章的规定进行操作。
插头或连接器以每分钟 ７．５个行程的速率插入或拔出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
电器附件要依次经受通电的周期数和不通电的周期数，但额定为 １６燉２０Ａ的电器附件仅在加载状

态下进行试验。
试样以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电流进行试验。
每 ５００个行程后，插头的插销要以一块干布擦拭。
无联锁装置且进行过第 ２０章的试验的电器附件以表 ７规定的周期数进行试验。
仅作 ａ．ｃ．用途的电器附件在表 ７规定的 ｃｏｓ犗的电路里以 ａ．ｃ．进行试验。
仅作 ｄ．ｃ．用途的电器附件以无感负载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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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电流大于 ｄ．ｃ．的电器附件以 ｄ．ｃ．在无感电路里进行试验，还要以 ａ．ｃ．
在 ｃｏｓ犗为表 ７规定的电路里进行试验。用一组新的电器附件进行第 ２次试验。

带联锁装置的电器附件在不通电状态下进行试验。联锁装置在插头每次完全插入后要锁上并解锁。
周期数为表 ７规定的加载周期数和空载周期数的总和。
试验期间，不得出现持续闪弧。
试验之后，试样应：
——无不利于电器附件或联锁装置（如有）继续使用的损坏；
——无外壳或隔板的劣化；
——无不利于插销插入孔正常工作的损坏；
——无电气连接或机械连接松脱；
——无密封胶渗漏。
然后，试样应经受 １９．３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但若为绝缘电压超过 ５０Ｖ的电器附件，试验电压应

降低 ５００Ｖ。
注：在进行本章的介电强度试验前，不重复潮湿处理。
如有弹簧盖，弹簧盖应在盖完全打开和完全闭合状态下分别进行试验，打开盖的次数与表 ７规定的

插入次数相同。
注：盖的试验可与电器附件的试验结合。

表 ７ 正常操作

额 定 电 流

Ａ

周 期 数

ａ．ｃ． ｄ．ｃ．

优选额定值 其他额定值

系列Ⅰ 系列Ⅱ 范 围

ｃｏｓ犗
±０．０５

加载 空载 加载 空载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９

３０～５９

６０～９９

１００～１９９

２００～２５０

０．６

０．６

０．６

０．７

０．８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２５

 温升

电器附件的结构应能保证其在正常使用时温升不会超过规定值。
是否合格，用符合有关标准的新的配套电器附件对任何电器附件进行试验检查。
试验电流是交流电，电流值由表 ８示出。
可拆线电器附件接上表 ８规定的横截面积的导线，端子螺钉或螺母以标在导线上的或制造商在说

明书活页上规定的力矩，或表 １５规定值的 ２燉３的力矩拧紧。
端子要接上长度至少为 ２ｍ的电缆来进行本试验。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按交货状态进行试验。
若为 ３极或多于 ３极的电器附件，试验期间，试验电流应流经相触头，如有中性触头，则要单独试

验：试验电流流经中性触头及最靠近的相触头。
应让电流流经接地触头和最靠近的相触头来进行另一次试验。
如有辅助触头，在进行上述的任何试验的同时，辅助触头应通以 ２Ａ的电流。
试验持续时间为：
１ｈ，适用于额定电流不超过 ３２Ａ的电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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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ｈ，适用于额定电流超过 ３２Ａ但不超过 １２５Ａ的电器附件；
３ｈ，适用于额定电流超过 １２５Ａ的电器附件。
温度用熔化颗粒，变色指示器或热电偶测量，这些测量器具应选择并放置得对被测定的温度的影响

可忽略不计。
端子的温升不得超过 ５０Ｋ。

表 ８

优选额定电流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试验电流

Ａ

导线横截面积

插头、器具输入

插座、连接器

ｍｍ２

插座

ｍｍ２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２

４２
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

２．５１）

６１）

１６

５０

１５０

４１）

１０

２５

７０

１８５２）

１）若为额定工作电压不超过 ５０Ｖ的电器附件，这些值要增大至 １０。

２）系列Ⅱ的 ２００Ａ电器附件的适用值为 １５０ｍｍ２。

 软电缆及其连接

． 插头和连接器应装配电缆固定部件，使导线在其连接到端子或端头之处不受包括绞拧在内的应

力，并使导线的护层受到保护而不被磨损。
电缆固定部件的设计应能保证电缆不会触及易触及金属部件，或电气上与易触及金属部件连接的

内部金属部件，例如，电缆固定部件螺钉，但若易触及金属部件连接到内部接地端子者除外。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 对插头和连接器的要求

．． 不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电器附件应装配符合 ＧＢ５０１３．４要求的表 ９规定的其中一种软电缆，且这些电缆的标称横截面积

不得小于表 ９的规定值。
如果负载为已知负载，可以选用非表 ９规定的标称横截面积的软电缆。
连接到接地端子的线芯应以绿燉黄组合色为识别标记。接地导线的和中性导线（如有）的标称横截面

积应至少等于相导线的标称横截面积。
如有辅助导线，辅助导线的标称横截面积至少为 １．５ｍｍ２。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 ２３．３的试验检查。

．． 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应明确给出解除应力和防止扭绞的方法。如任一元件不在电器附件里规定的正常位置，应有说

明书给出识别该必需部件的方法和装配该元件的方法；
——电缆固定部件的设计应保证装配时，能将电缆固定部件或元件正确定位于电器附件里；
——电缆固定部件应不会成为与电缆接触的表面上的锐利边缘，并应设计成当打开电器附件的外

壳但不打开电缆固定部件时，不会丢失电缆固定部件或其元件；
——不得采用权宜措施，诸如将电缆打结或用绳子捆绑其端部等；
——软缆固定部件和电缆入口应适于连接可能要连接的不同类型的软电缆。
如果电缆入口装有护套以防止损伤电缆，此护套应为绝缘材料制品，并应光滑平整，没有毛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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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装有钟口形孔，此孔端部处的直径应至少为待连接的最大横截面积的电缆直径的 １．５倍。
螺旋形金属弹簧，不论是裸露的，或是覆盖了绝缘材料的均不得用作金属护套。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 ２３．３的试验检查。

表 ９

优选额定电流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电缆型号

ＧＢ５０１３．４

标称横截面积

ｍｍ２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４５ＩＥＣ５３２）、５７２）、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５３２）、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３）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４）

２．５１）

６

１６

５０

１５０

１）若为额定工作电压不超过 ５０Ｖ的电器附件，此值应增至 ４。

２）不适用于额定工作电压超过 ４１５Ｖ的电器附件。

３）仅适用于３Ｐ＋ 或 ２Ｐ＋Ｎ＋ 和 ２Ｐ＋ 或 １Ｐ＋Ｎ＋ 。

４）仅适用于 ３Ｐ＋ 或 ２Ｐ＋Ｎ＋ 。

． 装有软电缆的插头和连接器在类似于图 ６所示装置里经受拉力试验，然后进行力矩试验。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按交货状态进行试验。
可拆线电器附件先以一种，然后，以另一种电缆进行试验，这些电缆均应符合 ＧＢ５０１３．４的要求，

具体规定见表 １０。
表 １０

优选额定电流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电缆

类型

ＧＢ５０１３．４

标称横

截面积

ｍｍ２

电缆外径近似值１）

电器附件类型

２Ｐ ３Ｐ
１Ｐ＋Ｎ＋

２Ｐ＋

２Ｐ＋Ｎ＋

３Ｐ＋
３Ｐ＋Ｎ＋

≤５０Ｖ

１６

３２

２０

３０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４

１０

４

１０

１３．５

２１．３

１３．５

２１．３

１４．５

２２．８

１４．５

２２．８

—

—

—

—

—

—

—

—

—

—

—

—

＞５０Ｖ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２４５ＩＥＣ５３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５３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２４５ＩＥＣ６６

１

２．５

２．５

６．０

６．０

１６

１６

５０

７０

１５０

—

—

—

—

—

—

—

—

—

—

—

—

—

—

—

—

—

—

—

—

８．１

１３．０

１１．５

１７．３

１７．３

２６．０

２６．０

３９．３

４４．３

—２）

８．８

１４．０

１２．５

１９．３

１９．３

２８．５

２８．５

４３．３

４８．８

６６．３

１０．０

１５．３

１４．０

２１．３

２１．３

３１．３

３１．３

—２）

—２）

—２）

１）所示的每项外径近似值均为 ＧＢ５０１３．４为电缆最大直径而规定的上限和下限的平均值。

２）这些值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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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线电器附件电缆的导线插进端子里，端子螺钉拧紧至刚好能防止导线轻易移位即可。
电缆固定部件按正常方式使用，夹紧螺钉以 ２５．１规定的力矩的 ２燉３拧紧。将试样重新装配之后，电

缆压盖（如有），处于正常位置的情况下，各组成部分均应配合得恰到好处，而且，应不可能将电缆明显地

推入试样里。
将试样固定于试验装置里，使进入试样处的电缆的轴线保持铅垂。
然后，使电缆经受下表所列的拉力 １００次，拉力每次施加 １Ｓ，施力时，不得用爆发力。
随即，使电缆经受下表所列力矩 １ｍｉｎ。

表 １１

优选额定电流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拉 力

Ｎ

力 矩

Ｎｍ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０．３５

０．４２５

０．８

１．５

３

试验期间，电缆不得损伤。
试验之后，电缆的位移不得大于 ２ｍｍ。若为可拆线电器附件，导线端不得在端子里明显移动，若为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电气连接不得断开。
为测量纵向位移，试验开始前，在距试样端部或电缆固定部件约 ２ｃｍ处的电缆上作一记号。如果是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试样无明显端部，则在试样本体上作一附加标志。
试验之后，量出电缆上的记号相对于试样或电缆固定部件的位移。

 机械强度

． 电器附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按如下规定，进行 ２４．２～２４．５中的适用试验检查。
——２４．２，适用于插座和器具输入插座；
——２４．３，适用于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２４．３和 ２４．４，适用于不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２４．５，适用于防溅和水密电器附件的压盖；
——２４．５，适用于防护等级为 ＩＰ２３或更高等级的电器附件。
开始 ２４．２或 ２４．３的试验之前，将外壳为弹性或热塑性材料的电器附件，连同其底座或软电缆一起

放进温度为（－２５±２℃）的冷冻室至少 １６ｈ，然后，将它们从冷冻室取出并立即进行 ２４．２或 ２４．３中适

用的试验。
． 用冲击试验装置对试样进行冲击。试验装置的导则和说明见附录 Ａ。试验装置由图 ７示出。
．． 电器附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在经受了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冲击后，仍应能维持标志所示

的防护等级。
必须注意：这些试验期间对试样进行冲击时，不冲击器具输入插座的安装突缘或插销。试验装置应

调整，使所进行的冲击与实际使用时可能受到的冲击一样，并能按 ２４．２．２的规定进行冲击。
．． 用图 ７所示冲击试验装置对每个试样进行 ５次冲击。

头四次冲击在试样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在垂直板上之后施加。摆锤应安装成其摆动与垂直板平行。
摆锤的冲击面应安排好，使摆锤自由悬吊时，冲击面刚好触及电器附件的侧边。接触点应基本上处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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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附件侧面的几何中心，或该侧面的相应的突起部位。然后，将摆锤提起，释放，进行冲击。然后，将电器

附件绕其垂直于安装表面的轴线转动 ９０°，必要时，并校正电器附件与摆锤冲击面的位置。然后再进行

第 ２次冲击。
重复该程序，连续地进行两次 ９０°转动，使冲击共进行四次。
第 ５次冲击在摆锤的平面垂直于安装板的平面的状态下进行，使摆锤冲击试样中最突出于安装板

的部位。
冲击能量应符合表 １２的规定。

表 １２

额 定 值

Ａ

系列Ⅰ 系列Ⅱ

冲 击 能 量

Ｊ

１６

３２

６３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１

１

２

２

（在考虑中）

．． 插座和器具输入插座试样各自按正常使用要求固定于刚性安装板上，电缆入口保持打开状

态，盖和外壳的固定螺钉以表 １５规定力矩的 ２燉３拧紧。插座上的盖保持正常关闭状态。与器具输入插

座一起供货的帽盖要装上。
试验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损坏，尤其是不得有任何部件分离或松脱。
水密电器附件及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Ｘ７的电器附件应经受第 １８章规定的有关试验。
外壳为热塑性材料的电器附件应经受 １９．４的试验。
注：不会危及防触电保护或防潮保护的小碎片、裂痕和凹陷均忽略不计。如有怀疑，进行第 １８和 １９章中的适用试

验检查。

． 可拆线电器附件接上与表 １０规定的有关额定值对应的最小横截面积的最轻型软电缆。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按交货状态进行试验。
电缆的长约 ２．２５ｍ的自由端按图 ８所示固定于墙上高出地板 ７５ｃｍ之处。
将试样握持着，使电缆呈水平状，然后，让其跌落于混凝土地板上。如此进行 ８次，每次均在电缆固

定点处使电缆转动 ４５°。
试验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损坏；尤其是不得有任何部件分离或松脱。
水密电器附件及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Ｘ７的电器附件应经受第 １８章规定的有关试验。
外壳为热塑性材料的电器附件应经受 １９．４的试验。
注：不会危及防触电保护或防潮保护的小碎片和凹陷均忽略不计。

．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在类似于图 ９所示的试验装置里进行弯曲试验。
试样固定到试验装置的摆动件，使摆动件处于其行程中点时，软电缆的轴线在软电缆进入试样之处

呈铅垂状并通过摆动轴线。
应定位好摆动件，以使得当试验装置的摆动件运动通过全程时，软缆产生的横向运动最小。
软电缆挂上一重物，使重物所施力如表 １３的规定值。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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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优选额定电流

Ａ

系 列 Ⅰ 系 列 Ⅱ

力

Ｎ

１６

３２

２０

３０

２０

２５

给导线通以电器附件的额定电流，导线间的电压为额定电压。
摆 动 件 向 前 向 后 转 动 ９０°（铅 垂 线 两 侧 每 侧 各 ４５°），弯 曲 次 数 为 ２００００，弯 曲 速 率 为 每 分 钟 ６０次

弯曲。
试验之后，试样不得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损坏。
注：一次弯曲是向前或向后的一次运动。

额定电流超过 ３２Ａ的电器附件的试验细节正在考虑中。

． 螺纹压盖装上一圆柱形金属棒，棒的直径小于密封内径，取最近的整数，棒的直径单位为 ｍｍ。
然 后，用 适 当 的 扳 手 将 压 盖 拧 紧，加 到 扳 手 的 力 为 表 １４的 规 定 值，历 时 １ｍｉｎ。施 力 点 距 压 盖 轴 线

２５ｃｍ处。
表 １４

试验棒直径

ｍｍ

力

Ｎ

金 属 压 盖 模铸材料压盖

小于或等于 ２０

２０以上至 ３０
大于 ３０

３０

４０

５０１）

２０

３０

４０１）

１）这些值均为暂定值。

试验之后，试样的压盖和外壳不得出现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损坏。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

． 不论是电气连接还是机械连接，均应能经受住正常使用时出现的机械应力。
传递接触压力的螺钉和连接电器附件时需要拧动的且标称直径小于 ３．５ｍｍ的螺钉应旋进金属螺

母或金属衬片里。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若为传递接触压力的或连接电器附件时要拧动的螺钉和螺母，还要进行

如下试验检查。
螺钉或螺母拧紧和拧松：
——１０次，适用于与绝缘材料螺纹旋合的螺钉；
——５次，适用于螺母和其他螺钉。
与绝缘材料螺纹旋合的螺钉每次均要完全卸下再重新拧合。
螺钉或螺母的卸下和拧合速率应能保证绝缘材料螺纹不会因磨擦而温升过高。
进行端子螺钉和螺母试验时，将表 ３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铜导线插进端子里，插座和器具输入插

座要插的是硬的（单芯或绞合）导线，而插头和连接器则应插软导线。
试验用合适的螺钉旋具或扳手进行。拧紧时所用最大力矩为表 １５的规定值，但若为与冲压而成的

孔里的螺纹旋合的螺钉而冲压成形的长度超过金属原厚度 ８０％者，力矩要增大 ２０％。
如制造商规定端子螺钉要用大于表 １５规定的力矩进行试验，应用此规定力矩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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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公制标准值
螺纹标称直径

ｍｍ

力 矩

Ｎｍ

Ⅰ Ⅱ Ⅲ

２．５

３．０

—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４．０

小于或等于 ２．８

２．８以上至 ３．０

３．０以上至 ３．２

３．２以上至 ３．６

３．６以上至 ４．１

４．１以上至 ４．７

４．７以上至 ５．３

５．３以上至 ６．０

６．０以上至 ８．０

８．０以上至 １０．０

１０．０以上至 １２．０

１２．０以上至 １５．０

１５．０以上至 ２０．０

２０．０以上至 ２４．０
大于 ２４．０

０．２

０．２５

０．３

０．４

０．７

０．８

０．８

１．２

２．５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８

２．０

２．５

３．５

４．０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８

１．２

１．８

２．０

３．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９．０

２５．０

３６．０

５０．０

第Ⅰ栏适用于拧紧后，不会从螺孔中冒出的无头螺钉，亦适用于不能用刀口比螺钉直径宽的螺钉旋

具来拧紧的其他螺钉。
第Ⅱ栏适用于用螺钉旋具来拧紧的其他螺钉和螺母。
第Ⅲ栏适用于用除螺钉旋具以外的工具拧紧的螺钉和螺母。
每次拧松夹紧螺钉或螺母时，要用新的导线来进行新的连接。
若螺钉带有可供螺钉旋具拧紧用的器件的六角形螺钉头，且第Ⅱ栏和第Ⅲ栏的数值不同者，要进行

两次试验；先要向六角形螺钉头施加第Ⅲ栏的力矩，然后，要在另一组试样上用螺钉旋具施加第Ⅱ栏规

定的力矩。如果第Ⅱ栏和第Ⅲ栏的数值相等，则只进行用螺钉旋具进行的试验。
进行过夹紧螺钉或螺母的试验之后，夹紧件不得出现不利于继续使用的变化。
注：罩式端子的规定的标称直径就是带槽的螺栓的标称直径。

螺母要用除螺钉旋具之外的工具来拧紧的罩式端子的力矩值和螺钉标称直径大于 １０ｍｍ的罩式端子的力矩

值正在考虑中。
连接电器附件时要拧动的螺钉或螺母包括端子螺钉或螺母、装配螺钉，用以固定盖的螺钉等，但不包括用以连

接螺纹导管的连接件和用以将插座或器具输入插座固定到安装表面的螺钉。
试验螺钉旋具刀口的形状应与待试螺钉头相配。
不得用爆发力拧紧螺钉或螺母。
注：盖的损坏忽略不计。

螺钉连接部分地由第 ２１和 ２４章的试验来检查。

． 与绝缘材料螺纹旋合的螺钉以及连接电器附件时要拧动的螺钉的旋合长度，应为至少 ３ｍｍ加

上 １燉３标称螺纹直径，或为 ８ｍｍ，这两种长度中，取短者。
要确保将螺钉正确导入螺纹孔里。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测量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注：如果能用待固定的皿形头、用螺纹孔里的凹槽或用去掉了引导螺纹的螺钉来引导螺钉，防止螺钉斜向导入，即

可满足“正确导入”的要求。

． 电气连接的设计应能保证不通过绝缘材料（陶瓷、纯云母或性能合适的其他材料除外）来传递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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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压力。除非金属部件有足够弹性，足以补偿绝缘材料的任何可能的收缩或变形。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注：材料适用与否，应从其尺寸稳定程度考虑。

． 用作电气连接和机械连接的螺钉和铆钉应锁紧，以防松脱。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检查。
注：弹簧垫圈具有良好的锁紧作用。

铆钉只要有非圆形的铆钉体或合适的 Ｖ形槽，即足以符合上述要求。
受热时会软化的密封胶，只有用于正常使用时不会受到扭力的螺钉连接时，才会起到良好的锁紧作用。

． 载流部件中，除端子外，其余的应为如下材料制品：
——铜；
——铜含量至少 ５０％的合金；
——或耐腐蚀性能不亚于铜的且机械性能合适的其他金属。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必要时，还要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注：对端子的要求包括在第 １１章里。

． 正常使用时会有滑动动作的触头应为耐腐蚀金属制品。
用以确保插套弹性的弹簧应为耐腐蚀金属制品，或应受到良好的防腐蚀保护。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必要时，并应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注：用以确定耐腐蚀性能或防腐蚀保护程度的试验正在考虑中。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距离

．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距离不得小于表 １６中以 ｍｍ为单位示出的规定值。
表 １６

电器附件的绝缘电压

Ｖ

≤５０
５０以上

至 ４１５

４１５以上

至 ５００
＞５００

爬电距离

１ 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２ 带电部件与下列之间：

—— 易触及金属部件；

—— 接地触头、固定螺钉及类似器件；

—— 外部装配螺钉，但插头插合面上 的 螺

钉以及与接地触头隔离的螺钉除外。

３

３

４

４

６

６

１０

１０

电气间隙

３ 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４ 带电部件与下列之间：

—— 第 ５项没有列出的易触及金属部件；

—— 接地触头、固定螺钉和类似器件；

２．５ ４ ６ ８

—— 外部装配螺钉，但插头插合面上 的 且

与接地触头隔离的螺钉除外。

５ 带电部件与下列之间：

—— 没有绝缘材料衬垫的金属外壳；

—— 安装插座底座的表面。

６ 带电部件与插座底座里的导线槽底部

２．５

４

４

４

６

５

６

１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０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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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完）
电器附件的绝缘电压

Ｖ

≤５０
５０以上

至 ４１５

４１５以上

至 ５００
＞５００

穿通密封胶距离

７ 被至少 ２．５ｍｍ密 封 胶 覆 盖 的 带 电 部

件与安装插座底座的表面之间

８ 被至少 ２ｍｍ密 封 胶 覆 盖 的 带 电 部 件

与插座底座里的导线槽底部之间

２．５

２．５

４

４

６

５

６

５

是否合格，进行测量检查

若为可拆线电器附件，测量不但要在接上了表 ３ 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线的试样上进行，还要

在不接导线的试样上进行。若为不可拆线电器附件，测量应在交货状态的试样上进行。
插座和连接器不但要在与插头插合状态下，还要在不与插头插合的状态下检查。
注：宽度不足 １ｍｍ的槽的爬电距离值即为槽的宽度。

计算总的电气间隙值时，不足 １ｍｍ宽的气隙均忽略不计。
安装插座底座的表面包括安装插座时与底座接触的任何表面。如果底座的背面装有金属板，此板不视作安装

表面。

． 密封胶不得突出于盛放该密封胶的腔穴的边缘。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耐热、耐燃和耐漏电起痕

． 电器附件应有良好的耐热性能。
是否合格，进行 ２７．２和 ２７．３的试验检查。

． 试样存放于温度为（１００±５）℃的加热箱里 １ｈ。
试样不得出现不利于继续使用的变化，密封胶不得流动到露出带电部件。
标志应仍清晰可辨。
注：密封胶轻度移位忽略不计。

． 绝缘材料部件用图 １０所示试验装置进行球压试验。
待试部件的表面置于水平位置，用 ２０Ｎ的力将一直径为 ５ｍｍ的钢球压住该表面。
试验在如下温度的加热箱内进行：
（１２５±５）℃，适用于可拆线电器附件的支承带电部件的零部件；
（８０±３）℃，适用于其他部件。
１ｈ之后，卸下钢球，量出压痕直径。若为会变形的材料，此直径不得超过 ２ｍｍ。
注：适用于弹性材料的试验正在考虑中，陶瓷材料部件不进行本试验。

． 绝缘材料外部部件和支承电器附件的带电部件的绝缘部件应能耐受非正常热和耐燃。
是否合格，按如下规定进行 ＧＢ燉Ｔ５１６９．１０～５１６９．１３的灼热丝试验检查。
试验装置由图 １１ａ和 １１ｂ示出。
将 一 块 白 松 木 板 定 位 于 距 灼 热 丝 灼 烧 电 器 附 件 之 处 的 下 面（２００±５）ｍｍ 处，该 白 松 木 板 厚 约

１０ｍｍ，并被一单层绢纸所覆盖。
灼热丝端部的温度为：
（６５０±１０）℃，适用于虽与带电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接触，但不需将它们保持于正常位置的绝缘材

料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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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压盖和密封胶不进行试验。

（８５０±１５）℃，适用于需将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保持于正常位置的绝缘材料部件。
力要施加（３０±１）ｓ，加的值为 １Ｎ。
试验之前，将电器附件储存于温度为 １５℃～３５℃之间，相对湿度为 ４５％～７５％的大气里 ２４ｈ。
灼热丝的端部灼烧到：
——每种材料的一个外部部件的中间，压盖和密封胶除外；
——每种绝缘材料的触头承载部件的中间。
灼热丝端部灼烧到平表面，但不灼烧沟槽、敲落孔、窄小的凹陷或锐利边缘，且如可能，应灼烧距电

器附件边缘不小于 ９ｍｍ之处。用机械方法将灼热丝端部进入电器附件的深度限定为 ７ｍｍ。
试验在一个试样上进行。如对试验结果有怀疑，应在另外两个试样上进行复试。
如属于下列情况，电器附件视作已经受住灼热丝试验：
——无可见火焰又无持续辉光，或

——撤掉灼热丝后 ３０ｓ内，试样的或周围的火焰熄灭、辉光消失。而且，周围部位没有完全烧掉。
绢纸不得长时间起火。

． 支承带电部件的绝缘部件应由具有耐漏电起痕的材料制成。
非陶瓷材料是否合格，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将被试部件的平表面置于水平位置。如可能，平表面应至少为 １５ｍｍ×１５ｍｍ。
将两个电极以图 １２所示方法放置于试样的表面上，使倒圆的边缘全长度与试样接触。两电极均用

铂或其他具有良好耐腐蚀性能的材料制成如图 １２所示尺寸。
每个电极加在试样表面上的力约为 １Ｎ。
电极与电压为 １７５Ｖ、基本正弦波形的 ５０Ｈｚ电源相连。用可调电阻器调节电极短路时的总阻抗，

使电流为（１．０±０．１）Ａ而 ｃｏｓ犗为 ０．９～１。电路里接一脱扣时间为至少 ０．５ｓ的过电流继电器。
使 氯化铵蒸馏水溶液滴落在电极之间的中间，从而将试样的表面弄湿。溶液在 ２５℃时对应于约

０．１％浓度的体积电阻率为 ４００Ωｃｍ。液滴的体积为（２０＋５
０）ｍｍ３，跌落高度为 ３０ｍｍ～４０ｍｍ。

滴与滴之间相隔时间（３０±５）ｓ。
滴完 ５０滴之前，电极之间不得出现闪络或击穿现象。
注：必须小心保证每次开始试验之前电极清洁，形状正确，位置正确。

如有怀疑，应在一组新试样上复试。
本试验的修改在考虑中。

 腐蚀与防锈

铁质部件，包括外壳，均应妥为保护，以防生锈。
注：如腐蚀会使电气部件出问题，建议使用 ＩＰ６７电器附件。
如涉及并规定有特定条件时，制造商应特别注意其产品的耐腐蚀性能。
是否合格，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将待试部件浸入四氯化碳、三氯乙烷或等效脱脂剂中 １０ｍｉｎ，以去除所有油脂。然后，将部件浸入

（２０±５）℃的氯化铵含量为 １０％ 的水溶液中 １０ｍｉｎ。
将试样上的液滴甩掉，但不擦干，然后，将试样放进装有温度为（１２０±５）℃的饱和水汽的空气的盒

子里 １０ｍｉｎ。
试样在温度为（１００±５）℃的加热箱里烘 １０ｍｉｎ后，试样表面不得出现锈迹。
注：锐利边缘上的锈迹和可擦掉的淡黄锈膜均忽略不计。

若为螺旋形小弹簧，会受到磨损的不易触及部件等，只要有一层油脂，即足以防锈。只有在对这类部件的油脂

层的功效有怀疑时，才进行试验，而且试验前不去除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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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短路电流耐受试验

． 插座和配套的插头应能耐受至少 １０ｋＡ 的或制造商规定的更大值的预期短路电流。
是否合格，用一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新的配套插座和配套插头对每个插座和配套插头进行试验检查。

． 额定值和试验条件

用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并按 ２９．３的规定连接的一个新的插座和配套插头进行试验。
额定电流和结构相同而极数不同的，视为代表该类型的（产品）。
短路保护器件应为作一般用途的符合 ＧＢ１３５３９．１和 ＧＢ１３５３９．２要求的额定值与插座和配套插

头额定值一样的“ｇＧ”型熔断器。
如果找不到额定电流与受试插座和配套插头的额定电流一样的熔断器，则应改用高一级额定值的

熔断器。
试验报告应注明熔断器的技术数据和熔断电流值。
熔断器（Ｆ１）安装在电源与受试插座和配套插头之间。
试验电压应与受试插座及其配套插头的额定工作电压相同。
不规定本试验所用的功率因数值或时间常数。
试验期间所用的偏差如下：
电流：９５％～１０５％
电压：１００％～１０５％
频率：９５％～１０５％

． 试验电路

ａ）试验用电路图见图 １６、１７和 １８：
——单相 ａ．ｃ．或 ｄ．ｃ．两极电器附件（图 １６）；
——三相 ａ．ｃ．的三极电器附件（图 １７）；
——三相四线 ａ．ｃ．的四极电器附件（图 １８）。
ｂ）电源 Ｓ供电给包括电阻器 Ｒ１电抗器 Ｘ和受试电器附件 Ｄ在内的电路。
在任何情况下，电源均应有足够的电力供验证制造商规定的特性之用。
ｃ）（图 １６、１７和 １８的）每个试验电路里，均要将电阻器和电抗器接于电源 Ｓ与受试设备 Ｄ之间。接

通装置 Ａ与电流传感器件（爤１、爤２、爤３）的位置可以不同。
试验电路里应该有一个并只可有一个接地的点；这个接地点可以位于电源中性点的试验电路的短

路连接线或任何其他合适点。
ｄ）电器附件中使用时通常接地的所有部件，包括接地触头和辅助触头，外壳或屏蔽等，均应与地

绝缘，并应连接到图 １６、１７和 １８的指定点。
为了检定故障电流，此连接应包括一个熔断元件 Ｆ２。此元件由一根直径 ０．８ｍｍ长至少 ５０ｍｍ的

铜线组成，或由一个 ３０燉３５Ａ熔断元件组成。
受试电器附件应以铜导线连接，铜导线的横截面积见表 ３的规定，而长度则应尽量短，每侧不超过

１ｍ。
． 校验

将阻抗可忽略不计的临时连接 Ｂ置于尽量靠近用以连接受试电器附件的端子，对试验电路进行

校验。
． 试验程序

用受试电器附件取代临时连接 Ｂ，在预期电流值至少等于受试电器附件的耐条件短路电流时，将

电路闭合。
． 受试设备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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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间不得出现电弧、不得出现闪络，而且，外露导电部件故障探测电路熔断器（Ｆ２）不得熔断。
． 合格条件

——电器附件应仍能进行正常的机械操作。
——不允许触头熔焊，例如，在正常操作方式使用中阻碍了断开操作。
——试验之后，立即按 １９．２．１ｂ）或 １９．２．２．ｂ）中适用的规定，将电压加在部件之间，进行 １９．３的介

电试验，电器附件应能符合该试验的要求。

 电磁兼容

． 抗扰性

本标准范围内的电器附件在正常使用时的操作不会受电磁干扰的影响。
． 发射本

标准范围内的电器附件预定是连续使用的，正常使用时，不会产生电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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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电器附件用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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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尺寸单位：ｍｍ
自由尺寸偏差：

角度偏差：０°
－１０′

线性尺寸偏差：≤２５ｍｍ时：０
－０．０５

＞２５ｍｍ时：±０．２
试验指材料，例如：经热处理的钢

本试验指的两个联结点均可弯曲 ９０°＋１０°
０ ，但只能朝一个方向弯曲。

采用销和凹槽的做法，仅仅是将弯曲角度限制在 ９０°的可能的解决办法之一而已，因此，图中并无规定尺寸偏差，但

在实际设计时，必须保证弯曲角度为 ９０°＋１０°
０ 。

图 ２ 标准试验指

２３

﹩﹣燉 — 



管的内径：１５ｍｍ。
对着铅垂线两侧每侧各 ６０°角的弧上，在 ５０ｍｍ中心处穿过管的内弯壁的直径为 ０．４ｍｍ的孔。

图 ３ 喷水装置

单位尺寸：ｍｍ
图 ４ 溅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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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分断能力和正常操作试验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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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６ 电缆固定部件试验装置

图 ７ 冲击试验装置（参见附录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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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８ 插头和连接器机械强度试验的配置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９ 弯曲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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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球压试验装置

１—定位夹；２—滑座；３—绷紧绳；４—底板；５—重物；６—步进装置；７—用以

测 量 火 焰 高 度 的 标 尺；８—用 以 测 量 钻 入 深 度 的 标 尺；９—灼 热 丝；１０—底

板上的开口，供试样落下的颗粒跌落时通过之用

图 １１ａ 试验装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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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ｍｍ
１—硬焊于 ３的灼热丝；２—热电偶；３—螺栓

图 １１ｂ 灼热丝和热电偶位置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１２ 耐电痕试验用电极的配置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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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线横截面积 量 规

软

ｍｍ２

硬

单心或绞股，ｍｍ２

直 径 牃

ｍｍ

牃的偏差

ｍｍ

１．５ １．５ ２．４
０

－０．０５

２．５ ４ ２．８
０

－０．０５

４ ６ ３．６
０

－０．０６

６ １０ ４．３
０

－０．０６

１０ — ５．３
０

－０．０６

１６ ２５ ６．９
０

－０．０７

５０ ７０ １２．０
０

－０．０８

７０ — １４．０
０

－０．０８

— １５０ １８．０
０

－０．０８

１５０ １８５ ２０．０
０

－０．０８
尺寸单位：ｍｍ

导线的最大横截面积与对应的量规

材料：钢

图 １３ 用以检查最大规定横截面积的未经处理的圆导线的可插入性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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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柱型端子

ｂ）和 ｃ）螺钉端子

ｄ）螺栓端子

ｅ）鞍型端子

图 １４ 端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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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接片端子

ｇ）罩式端子

图 １４（完）

尺寸单位：ｍｍ
图 １５ 设备试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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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电源

爺ｒ１，爺ｒ２，爺ｒ３＝电压传感器

Ｖ＝电压测量装置

Ａ＝闭合装置

爲１＝可调电阻器

Ｎ＝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Ｆ２＝可熔断元件

牀＝可调电抗器

爲Ｌ＝故障电流限制电阻器

Ｄ＝受试设备（包括连接电缆）

Ｆ１＝熔断器

Ｂ＝供校验用的临时连接

爤１，爤２＝电流传感器

Ｔ＝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侧）

牜＝分流电阻器

Ｐ＝辅助触头

注

１ 闭合装置 Ａ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 牀和 爲１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２ 爺ｒ１、爺ｒ２和 爺ｒ３亦可连接于相与中线之间。

图 １６ 用以验证两极设备的单相 ａ．ｃ或 ｄ．ｃ时

的短路电流耐受能力的试验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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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电源

爺ｒ１，爺ｒ２，爺ｒ３，爺ｒ４，爺ｒ５，爺ｒ６＝电压传感器

Ｖ＝电压测量装置

Ａ＝闭合装置

爲１＝可调电阻器

Ｎ＝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Ｆ２＝可熔断元件

牀＝可调电抗器

爲Ｌ＝故障电流限制电阻器

Ｄ＝受试设备（包括连接电缆）

Ｆ１＝熔断器

Ｂ＝供校验用的临时连接

爤１，爤２，爤３＝电流传感器

Ｔ＝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

侧）

牜＝分流电阻器

Ｐ＝辅助触头

注

１ 闭合装置 Ａ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 牀和 爲，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２ 爺ｒ１、爺ｒ２和 爺ｒ３亦可连接于相与中线之间。

图 １７ 用以验证三极设备的短路电流耐受能力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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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电源

爺ｒ１，爺ｒ２，爺ｒ３，爺ｒ４，爺ｒ５，爺ｒ６＝电压传感器

Ａ＝闭合装置

Ｖ＝电压测量装置

爲１＝可调电阻器

Ｎ＝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Ｆ２＝可熔断元件

牀＝可调电抗器

爲Ｌ＝故障电流限制电阻器

Ｄ＝受试设备（包括连接电缆）

Ｆ１＝熔断器

Ｂ＝供校验用的临时连接

爤１，爤２，爤３＝电流传感器

Ｔ＝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

侧）

牜＝分流电阻器

Ｐ＝辅助触头

注

１ 闭合装置 Ａ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 牀和 爲，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２ 爺ｒ１、爺ｒ２和 爺ｒ３亦可连接于相与中线之间。

图 １８ 用以验证四极设备的短路电流耐受能力的试验电路

４４

﹩﹣燉 —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试验装置的导则和说明

摆锤和承载件

冲击试验的可重复性和可重现性取决于试验装置的细节。影响所取得的结果的因素是：摆锤冲击中

心的位置、摆锤的总质量、锤头半径、锤材料和安装板刚度等。从合适的试验装置的示例中可以看出，摆

锤设计能保证冲击点与冲击中心是重合的。摆锤结构的任何改动应绝不会改动冲击中心的位置。此外，
摆锤质量或惯性矩的任何改动应绝不会改动冲击特性或释放角度。

冲击中心是可以用等于 牔牤ｇ的一个矢量代表物体总动量的点。其中，牔为物体的质量，爼ｇ为重心速

度。冲击中心可从下式标出：
牓＝ １燉牔牆

式中，牓为围绕枢轴轴心的惯性矩，牔为质量，牆为从枢轴到重心的距离。
锤头的半径和材料二者的变化会改变冲击的接触面积和持续时间，因而，亦会影响冲击特性。
安装板应有足够的质量和刚度才能不会影响试验结果。必须有大的质量，安装板的运动，即动量传

递，才可以忽略不计。承载件的刚度可以确保承载件不会在试验期间成为储能或耗能装置。

冲击能量和释放角度

本试验的冲击能量定义为摆锤在释放前的势能，而且：
势能＝牔牋牎ｃ．ｇ．

式中，牔为质量，牋为重力加速度，牎ｃ．ｇ．为摆锤重心的垂直位移。释放角度是从铅垂线起测量的，单位

为度。已将释放角度计算好，能避免与释放高度测量点混淆。释放角度可从 牎ｃ．ｇ．与 牆１的三角关系求出

——牆１为枢轴与重心之间的距离。

试验装置的说明

图 Ａ１～Ａ７所述摆锤业经设计成可形成本标准要求的乃至正在考虑中的理想冲击能级。尤其是，试

验装置是一个物理摆锤，由一个枢轴、一个圆形钢轴、一个轴端、一个锤或砧和两个 ０．２５ｋｇ的重物组

成，枢轴与锤头之间相距 １ｍ。锤头对应于摆锤的冲击中心。重物的放置对维持冲击中心的位置至为

重要。
若用 ０．５００ｋｇ的重物进行试验，应将重物安装在摆锤轴端的最低的安装孔里。
若用 １ｋｇ的重物进行试验，应将重物安装在摆锤轴端的最上方的安装孔里。
下面为对摆锤性能至为重要的数据：
用 ０．５００ｋｇ的重物：
摆锤质量＝１．４４ｋｇ
惯性矩＝１．１７ｋｇ·ｍ２

到重心的距离＝０．７７６ｍ
用 １ｋｇ的重物：
摆锤质量＝１．９３ｋｇ
惯性矩＝１．６１ｋｇ·ｍ２

到重心的距离＝０．８３３ｍ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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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尺寸：ｍｍ
图 Ａ１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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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１ 冲击试验释放角度

冲击试验释放角度

冲击能级

Ｊ

所用重物

ｋｇ

释放角度

（与铅垂线所成度数）

１ ０．５ ２５°

２ ０．５ ３５°

３ １ ３６°

４ １ ４２°

５ １ ４７°

６ １ ５２°

孔的形状
用 于

０．５ｋｇ １ｋｇ

犗８．４ — ２

Ｍ８×１．２５ １ １

螺栓尺寸

犗８．４ １４．２５↓８ １ １

Ｍ８×１．２５ ＳＨＣＳ×４３ １ —

Ｍ８×１．２５ ＳＨＣＳ×７５ — １

注：尺寸单位为 ｍｍ。
材料：钢

ＳＨＣＳ内六角螺钉

图 Ａ２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质量——数目：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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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钢。

图 Ａ３１］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轴端

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钢。

图 Ａ４１］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砧

采用说明：

１］ 等同采用 ＩＥＣ原图，采用第三角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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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钢管 犗１０×１０。

图 Ａ５１］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轴

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铝。

图 Ａ６１］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枢轴

采用说明：

１］ 等同采用 ＩＥＣ原图，采用第三角投影。

９４

﹩﹣燉 — 



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８ｍｍ钢。

注：尺寸单位均为 ｍｍ。
材料：８ｍｍ钢。
可按试样安装要求钻附加孔

图 Ａ７ 冲击试验装置后板和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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