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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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842—2008《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本标准与GB/T16842—

2008《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前言中增加了与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标准;
———修改了范围和目的中对范围的规定;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的国际文件;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3.2、3.2.1、3.2.2、3.3、3.4、3.7;
———增加了标题6.1.1IP代码试具的用途;
———增加了7.3条。
本标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032:1997《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英文版)。
与本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900.71—2008 电工术语 电气装置(IEC60050-826:2004,IDT)
———GB/T3505—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轮廓法术语、定义及表面结构参数

(ISO4287:1997,IDT,代替ISO4287-1:1984)
注1:ISO4287-1:1984已废除,其规定的技术内容被ISO4287覆盖。

———GB/T17045—2008 电击防护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IEC61140:2001,IDT)
注2:IEC60536:1976已废除,其规定的技术内容被IEC61140覆盖。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之江开关股份有限公司、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深圳市华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

所(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东莞市广安电气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天水二一三电

器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戴水东、朱珊珊、刘泽华、王林、车汉生、马红、黄兢业、马桂芬、袁小娴、张尚斌、

张珺、何乐如。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6842—1997,GB/T1684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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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

1 总则

1.1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规定了检验外壳防护所用试具的尺寸及细节,用于检验:
a) 对人体触及外壳内的危险部件的防护;
b) 对固体异物进入外壳内设备的防护。
本标准的目的:
a) 把当前各标准规定的物体试具、触及试具以及所需要的新试具汇集于同一出版物;
b) 指导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选用试具;
c) 鼓励有关方面根据本标准的要求来规范试具,而不是修改试具的尺寸及细节;
d) 限制试具型式的进一步增多。

1.2 建议原则

选用试具时,优先考虑IP代码试具。
使用其他试具,特别是本标准未规定的试具,应限于IP代码试具不适用的场合。
注1:选用某一特定目的试具是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注2: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如欲创立新试具或修改现行的试具,应向本标准的归口单位提出修改本标准的建议。

为防止与试验结果冲突,试具、试验条件、结果判别和程序的应用是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基于符合第1版标准的试具所做的产品认证,其认证可以继续有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4208—2008,IEC60529:2001,IDT)
IEC60050(826):1982 国 际 电 工 术 语  第 826 章:建 筑 物 电 气 装 置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IEV)—Chapter826:Electricalinstallationsofbuildings]
IEC60536:1976 电气和电子设备防触电保护的分类(Classification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

equipmentwithregardtoprotectionagainstelectricshock)
ISO4287-1:1984 表面粗糙度 术语 第1部分:表面及其参数(Surfaceroughness—Terminolo-

gy—Part1:Surfaceanditsparameter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外壳 enclosure
能防止设备受到某些外部影响并在各个方向防止直接接触的设备部件。
注:本条定义来自现行国际电工词汇(IEV),在本标准的范围内作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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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壳提供人或畜接近壳内危险部件的防护。

2) 防止或限制本标准规定的试具进入隔板、形成孔洞或其他开口的部件,不论是附在外壳上的还是包覆设备

的,都算作外壳的一部分,不使用钥匙或工具就能移除的部件除外。

[IEC826-03-12]

3.2
危险部件 hazardouspart
接近或接触时有危险的部件。
[GB4208,定义3.5]

3.2.1
危险带电部件 hazardouslivepart
在某些条件下能造成伤害性电击的带电部分。
[GB4208,定义3.5.1]

3.2.2
危险机械部件 hazardousmechanicalpart
接触会有危险的运动部件。光滑旋转轴除外。
[GB4208,定义3.5.2]

3.2.3
危险的发热和灼热部件 hazardoushotorglowingpart
接触时有危险的发热和灼热部件。

3.3
触及试具 accessprobe
能方便地模仿人体的一部分或模仿工具或类似物,由人手持来检验距离危险部件是否有足够间隙

的检验工具。
[GB4208,定义3.8]

3.4
物体试具 objectprobe
模仿固体异物检验其进入外壳的可能性的检验工具。
[GB4208,定义3.9]

3.5
IP代码试具 IPcodeprobe
用以检验GB4208标准所规定的防护等级的试具。

3.6
其他试具 otherprobe
与IP代码试具不同的试具。

3.7
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足够间隙 adequateclearanceforprotectionagainstaccesstohazardousparts
防止触及试具接触或接近危险部件的距离。
[GB4208,定义3.7]
注:IEC60529:2013规定了检验足够间隙的要求。

4 试具的分类

试具的分类如下:

a) 按照试具的标志分:
2

GB/T16842—2016/IEC61032:1997



———IP代码试具;
———其他试具。

b) 按照所要检验的防护类型分:
———触及试具;
———物体试具。

c) 按照所要检验的具体危险性分:
———主要用于保护人体,防止触及危险的带电部件或机械部件的试具;
———专门用于保护人体,防止触及危险的机械部件的试具;
———主要用于保护人体,防止触及内部危险部件,包括热危险部件,例如内部的发热或灼热部

件的试具;
———用于保护设备防止固体异物进入外壳内的试具。

5 检验用试具清单

检验用试具及其应用的比较见表1。其他标准宜通过代码(第2栏)和简述(第4栏)引用本标准的

试具,而不是简单复制第3栏的相关数字。

表1 各种试具

1 2 3 4 5

试具和用途c 试具代码a 图例号
简述

mm

施加力

N

GB4208的触及试具(IP代码试具)

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的带电部件或机械

部件

A
B

Cb

Db

1
2
3
4

带手柄试球:Sϕ50
铰接试指

试棒:ϕ2.5,长100
金属丝:ϕ1.0,长100

50
10
3
1

GB4208的物体试具(IP代码试具)

检验防止固体异物进入设备

1
2

5
6

试球:Sϕ50
试球:Sϕ12.5

50
30

其他试具

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的带电部件或危险

的机械部件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7
8
9
10
—
—

11
12
13

非铰接试指

柱销:ϕ4,长50
锥销:ϕ3~ϕ4,长15
棒:3×1
———删去

———删去

金属丝:ϕ0.5
小试指:ϕ8.6,长57.9
小试指:ϕ5.6,长44

50
*
*
20
—
—

*
10
10

其他试具

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的机械部件

31
32
33

14
15
—

试锥:ϕ110/60
试棒:ϕ25
———删去

5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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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1 2 3 4 5

其他试具

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发热或炽热部件

41
42
43

16
—

17

试具:ϕ30
———删去

矩形棒:50×5

*
—

*

  * 不必施加显著的力。

  a 字母和单一的数字与IP代码相关。

两位数字中左起第一位数字表示试具的用途,如各行的开头所示。

第二位数字指同一组内的序号。

  b 试具C和D也分别用于检验防止直径大于2.5mm和1mm的固体异物进入设备。

  c 表中仅列出了主要试具和它们的主要应用,其他用途可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6 试具

6.1 IP代码试具

6.1.1 IP代码试具的用途

IP代码试具用以检验:
———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
———防止固体异物进入设备。

6.1.2 触及试具

a) 本试具用以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此试具也用于防止手背触及的防护检验,见图1。
单位为毫米

图1 试具A

b) 本试具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的基本防护。此试具也用于防止手指触及的防护检

验,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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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材料:如无其他规定,采用金属。未注公差角度的极限偏差:  0 -10′。

  未注公差的一般线性尺寸的公差为:≤25 0-0.05;

≥25±0.2。

  图示铰接联结点所联结的部件可在同一平面内沿同一方向在90°+10° 0 范围内转动。

图2 试具B

c) 本试棒是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的试具。此试具也有用于防止手持工具触及的防护

检验,见图3。

5

GB/T16842—2016/IEC61032:1997



单位为毫米

图3 试具C

d) 本金属丝是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的试具。此试具也用于防止手持金属丝触及的

防护检验,见图4。
单位为毫米

图4 试具D

6.1.3 物体试具

a) 本试具球用以检验防止直径大于或等于50mm的固体异物进入设备内部,见图5。
单位为毫米

图5 试具1

b) 本试具球用以检验防止直径大于或等于12.5mm的固体异物进入设备内部,见图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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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6 试具2

注:图3~图6中的球的标识S,是根据我国国家标准公差的标注习惯和与GB4208中对球的标志一致增加的。

6.2 其他触及试具

6.2.1 6.2.2和6.2.3中的试具适用于有关产品标准中规定的一些特殊要求

只有在IP标准试具不适用的场合才使用这些试具。

6.2.2 危险带电部件或机械部件的触及试具

这些试具用以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的带电部件或机械部件。

a) 本试具可以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部件,也可用于检验外壳的孔或外壳内部挡板的机械

强度,见图7。
单位为毫米

注:指尖的尺寸和公差同图2。

图7 试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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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柱形销用于检验带电部件或机械部件是否被触及。这些部件在正常使用中容易被螺丝刀

或类似的尖头工具无意地触及,见图8。
单位为毫米

图8 试具12

c) 本锥形销用于检验O类设备和Ⅱ类设备(见IEC60536:1976)中危险的带电部件是否被触及,
见图9。

单位为毫米

图9 试具13

d) 本试棒用于检验通过电气插座的防护外罩能否防护触及内部的危险带电部件,见图10。
单位为毫米

图10 试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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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本金属丝用于检验电动玩具的带电部件是否被触及,见图11。

单位为毫米

图11 试具17

f) 本试具用于模拟大于36个月小于14岁的儿童是否触及危险部件,见图12。

单位为毫米

注:试指:金属材料。

手柄:绝缘材料。

加长手柄代表儿童的手臂。手柄可加长451.6mm,试具可带或不带此加长手柄,视严酷程度选择。

两个铰接点可在同一平面内沿同一方向在90°范围内转动。

图12 试具18(小试指ϕ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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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本试具用于模拟36个月及以下的儿童是否触及危险部件,见图13。
单位为毫米

注:试指:金属材料。

手柄:绝缘材料。

加长手柄代表儿童的手臂。手柄可加长464.3mm,试具可带或不带此加长手柄,视严酷程度选择。

两个铰接点可在同一平面内沿同一方向在90°范围内转动。

图13 试具19(小试指ϕ5.6)

6.2.3 危险机械部件的触及试具ϕ

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危险的机械部件的试具。

a) 本试具用于检验残剩视频处理装置的碾磨系统的危险机械部件是否被触及,见图14。
单位为毫米

图14 试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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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试棒用于检验风扇外罩的防止触及危险机械部件的作用,见图15。
单位为毫米

图15 试具32

6.2.4 发热或灼热部件的触及试具

用于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发热或灼热部件的试具。

a) 本试具用于检验防止灼热部件被触及,见图16。
单位为毫米

图16 试具41

b) 本矩形棒用于检验固定式或便携式可见热辐射取暖器的防护,见图17。
单位为毫米

图17 试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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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具的设计要求

7.1 应规定测量施加力的方式(如弹簧)。

7.2 按ISO4287-1:1984的规定,试具金属部件的表面粗糙度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不应超过1.6μm。
与试样接触的试具的所有部件最低硬度值应达到50HCR(洛氏硬度C级)。
注1:如果需要使用电路方式检查,应提供端子与一特低安全电压相连。

除非产品标准另有规定,推荐指示灯电路的电压不小于40V而不大于50V。

注2:试具宜防腐,如果试具由易腐蚀材料制成,尤其在不使用期间应提供保护措施。建议使用油和类似方式保护。

注3:宜设计手柄,便于安全握持。

7.3 试具公差对设备和试验结果的影响见附录A,新试具公差标注准则见附录B。

21

GB/T16842—2016/IEC61032:1997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具的公差对设备和试验结果的影响

A.1 总则

正确选择试具并按规定的方式去检验电气设备关于触及危险部件的防护。
较小公差可保证试验结果的相容性和重复性,然而,制造成本的经济性要求较宽的公差以允许由于

频繁使用产生的磨损。
带危险部件的电气设备的设计者和试具的使用者要意识到这些因素,以及试具应用场合的限制。
原则上来讲,电器器件的相关尺寸(如孔径或间隙)宜设计成在危险部件和具有最大公差的试具之

间提供一个充分的安全裕度。
下列示例详细解释了上述问题。

A.2 未限定长度的试具

示例:试具17、32、43。

根据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条件,本试验的目的是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外壳内的危险部件。

这些试具专门展示不能进入外壳(见图A.1)。

A:试验中外壳的最大孔径。

B:试具的最大尺寸。

C:试具的最小尺寸。

B-C:试具的公差范围。

给设备的设计者的说明:A<C。
给试具使用者的说明:

A>B:试验失败;

A<C:试验通过;

C<A<B:如果遵守A<C,则可以避免的不确定度的范围。

图A.1 柱形试具直径的公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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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限定长度的试具

示例:试具C、D、14和试具B、11、31、41的圆柱部分。

这些试具模拟人体部分或由人握持的工具。

根据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条件,试验的目的是检验防止人体触及外壳内的危险部件。

试具可以穿过开孔到止面,但是试具和危险部件之间应留有足够的间隙(见图A.2)。

A:试验中危险部件的最短距离。

B:试具的最大尺寸。

C:试具的最小尺寸。

B-C:试具的公差范围。

给设计者的说明:

A>B:包括高电压设备下的特定间隙。

给试具使用者的说明:

A≤C:试验失败;

A>B:试验通过;

C<A≤B:如果遵守A>B,则可以避免的不确定度的范围。

图A.2 试具的长度公差范围

A.4 带锥形部分的试具

示例:试具B、11、13、31、41。

A.3的基本原则适用。
锥形部分的穿透深度受试具的直径限制,然而对于锥角小的试具,不确定的范围较宽,如图 A.3

所示。
如果需要使用带锥形部分的试具,设计者应仔细地阅读本附录开始部分所作的总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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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带锥形部分试具的穿透深度b的变化

下列各图表示了穿透深度b及其偏离度作为开孔宽度a 和本标准所列的带锥形部分试具b尺寸公

差的函数(见图A.4~图A.7)。
单位为毫米

图A.4 对于试具B铰接试指和试具11非铰接试指,通过开孔宽度a的穿透深度b的公差范围

51

GB/T16842—2016/IEC61032:1997



单位为毫米

图A.5 对于试具13锥销ϕ3~4,长15,通过开孔宽度a的穿透深度b的公差范围

单位为毫米

图A.6 对于试具31试锥ϕ110/60,通过开孔宽度a的穿透深度b的公差范围

单位为毫米

图A.7 对于试具41试具ϕ30,通过开孔宽度a的穿透深度b的公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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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对未来新试具标注公差的准则

B.1 尺寸

B.1.1 试具活动部件的尺寸宜按GB/T1804—2000的表1、表2和表3的规定标注公差,说明如下:
———线性尺寸宜按表1标注公差并称作:

● 金属部件为精密f公差等级;
● 绝缘或未规定部件为中等m公差等级。

———边缘倒角(外半径和斜面高度)宜具备表2规定的精密f/中等m公差等级。
———角度尺寸宜具备表3规定的精密f/中等m公差等级。

B.1.2 非活动部件如手柄、防护装置等的尺寸,可不作公差规定。

B.2 施加力

施加到试具上的力,可允许±10%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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