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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1918《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计划分为4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兼容性和互换性要求;
———第3部分:(名称待定);
———第4部分:有或无联锁带开关的插座和连接器。
本部分是GB/T11918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1918—2001《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本部分与GB/T11918—200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第1章中的额定工作电压由690V改为1000V,额定电流由250A改为800A;
———第1章中明确了这些附件只打算由受过训练或操作熟练的人员安装使用;
———第1章中补充了适用于带无螺纹端子或绝缘穿刺端子的电器附件的范围;
———第3章增加了3.18.7无螺纹端子和3.18.8绝缘穿刺端子定义;
———按GB/T11918.4—2014给出的定义3.103.3,修改了3.8整体式开关电器的定义;
———4.1明确了最小防护等级应为IP23;并对用来一起使用的插头、插座、器具输入插座和连接器

的组合提出了要求;
———4.2.1对部件或元件做出了相关规定;
———4.2.4增加了对一组新的附加试样进行11.1.4试验的要求;
———5.1增加750V和1000V;
———5.2的系列Ⅰ增加315A、400A、630A、800A,系列Ⅱ增加300A、350A、500A、600A,并增

加了注释;
———表1中增加“在我国推荐使用系列Ⅰ。”;
———6.1.2修改为依据GB4208按防护等级分类;
———第6章增加了6.1.6、6.1.7、6.1.8;
———7.1增加了标识本标准的编号的要求;并规定:本标准的编号可以标在产品或包装单元上;
———7.6给出了建议所用汽油的成分;
———7.7的表2给出了额定工作电压为500V~1000V对应的外壳颜色;
———第7章增加了7.8、7.9、7.10;
———8.1增加了注释“GB/T11918.2给出了一些标准活页。”;
———8.2增加了允许单相或三相插头插入三相+中性插座的连接的条件;
———表3中增加315A、400A、630A、800A的可连接的导体尺寸;
———第11章重新进行了编写,增加了螺纹型端子、无螺纹端子、绝缘穿刺端子(IPT)的要求及相关

试验;
———第12章明确了联锁要求按GB/T11918.4检查;
———15.8修改为额定工作电压高于50Va.c.或120Vd.c.的插座的要求;
———16.9修改为额定工作电压超过50Va.c.或120Vd.c.的插头和连接器的要求;
———17.3修改为额定工作电压高于50Va.c.或120Vd.c.的器具输入插座的要求;
———18.2增加了当第一特征数字为3或4,且防护等级小于等于IPX4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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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和18.4的内容删除;
———19.3增加电气强度试验的3个注释;
———表12按IEC60245-4:2011对电缆型号进行了增减;
———第20章中删除了额定电压380V~415V的电器附件连接金属支架的描述;
———表9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的分断能力;
———第21章增加了每500个行程后的擦干清洁保养操作,并规定在试验期间,电器附件的插销或

插套不得有校正、加润滑剂或其他调整;
———表10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的正常操作的周期数;
———表11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的温升试验的试验电流和导体的横截面积;
———第22章增加了额定电流超过250A的温升试验持续时间;
———表12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对应的标称横截面积;
———表13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对应的电缆外径近似值;
———表14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对应的电缆经受的拉力和力矩值;
———表15中增加了315A、400A、630A、800A对应的冲击能量;
———表16中删除了“大于30A”一栏;
———表19中增加了“500V以上至690V”、“690V以上至1000V”的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

密封胶距离;
———27.3直接引用GB/T5169.21,简化了相关描述;
———27.5直接引用GB/T4207,简化了相关描述;
———图13中增加了导体横截面积185mm2、240mm2、300mm2、400mm2、500mm2、630mm2 相

应的用以检查最大规定横截面积的未经处理的圆导体的可插入性的规;
———增加了附录B。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309-1:2012《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1部分:通用要

求》。
本部分与IEC60309-1:2012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GB/T3956—2008 电缆的导体(IEC60228:2004,IDT)代替IEC60228:1978;
● 用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01,IDT)代替IEC60529:1989;
● 用GB/T5023(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IEC60227(所有

部分)]代替IEC60227(所有部分);
● 用GB/T5169.11—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

法 成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IEC60695-2-11:2000,IDT)代替IEC60695-2-1:1994;
● 用 GB/T5169.21 电 工 电 子 产 品 着 火 危 险 试 验 第21部 分:非 正 常 热 球 压 试 验

(GB/T5169.21—2006,IEC60695-10-2:2003,IDT)代替IEC60695-10-2;
● 用 GB/T9797 金属覆盖层 镍+铬和铜+镍+铬电镀层(GB/T9797—2005,ISO1456:

2003,IDT)代替ISO1456;
● 用GB/T9799 金属覆盖层 钢铁上的锌电镀层(GB/T9799—1997,eqvISO2081:1986)代

替ISO2081;
● 用GB/T11918.4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4部分:有或无联锁带开关的插座和连接器

(GB/T11918.4—2014,IEC60309-4:2012,MOD)代替IEC60309-4;
● 用GB/T12599 金属覆盖层 锡电镀层 技术规范和试验方法(GB/T12599—2002,

ISO2093:1986,MOD)代替ISO2093;
Ⅵ

GB/T11918.1—2014



● 用GB13539.1—2008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IEC60269-1:2006,IDT)代替

IEC60269-1:1986;
● 用GB/T13539.2—2008 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

于工业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至I(IEC60269-2:2006,IDT)代替IEC60269-
2:1986;

● 用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IEC60664-1:2007,IDT)代替IEC60664-1:1992;
● 用GB17465(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IEC60320(所有部分)]代替IEC60320
(所有部分)。

———本标准编号的标识。参照其他标准要求及相关规定,7.1增加了标识本标准编号的要求。
———依据IEC60245-4:2011在表12、表13中增减了相应的电线型号。
与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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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013.4—2008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4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IEC60245-4:2004,IDT)。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第1章中补充了“GB/T11918的本部分规定了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的结构、机械性

能、电气性能等技术要求。”;
———将IEC60309-1:2012的第3章与第2章调换次序,即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为第2章,“术语和

定义”为第3章;
———将IEC60309-1:2012引言中关于标准结构的说明,移至本部分的前言中。并删除IEC引言;
———将“术语和定义”的引导语进行了修改;
———为保证GB/T11918定义的一致性,对3.8整体式开关电器按GB/T11918.4—2014的3.103.3

进行了补充;
———为了便于查阅,8.1增加了注释:“GB/T11918.2给出了一些标准活页。”;
———将IEC60309-1:2012中表4-1改为表4,表4-2改为表5,表4-3改为表6,表4-4改为表7,后

面的表的序号做顺延;
———参照其他电器附件标准对电气强度试验的要求,19.3补充了注2、注3、注4;
———对附录B“要求重复试验的章目列表”,根据GB/T11918—2001对应的IEC60309-1版本的情

况,进行了调整;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器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杭州鸿雁电器有限公司、汕头市东亚电器厂、广东

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威浦电器有限公司、北京突破电气有限公司、成
都瑞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牛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唯尔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恒泰电工有限公司、南京曼

奈柯斯电气有限公司、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奇胜工业(惠州)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飞雕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天虹工业开发有限公司、耐思电气(嘉兴)有限公司、南京康尼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蔡军、丁汉辉、金峰、黄俊、王朝圣、陈赞辉、朱松涛、王化毅、阮立平、李红文、

骆德元、鞠明华、张玮昌、袁曲、龚志雷、郑伟、黎达坚、姜九龙、丁丽、李立新、罗时明、蔡映峰、张礼荣。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1918—1989,GB/T1191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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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GB/T11918的本部分规定了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的结构、机械性能、电气性能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主要作工业用途的、户内和户外使用的额定工作电压不超过1000Vd.c.或a.c.和

500Hza.c.,额定电流不超过800A的插头和插座、电缆耦合器和器具耦合器。
这些附件只打算由受过培训的[电气]人员(GB/T2900.73—2008,定义195-04-02)或熟练[电气]

技术人员(GB/T2900.73—2008,定义195-04-01)安装使用。
所列优选额定值并无排斥其他额定值之意。
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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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适用于系列Ⅰ中额定电流不高于32A、系列Ⅱ中额定电流不高于30A的、带无螺纹端子或

绝缘穿刺端子的电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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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范围之内。本部分亦适用

于预定用于特低电压装置里的电器附件。
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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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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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956—2008 电缆的导体(IEC60228:2004,IDT)

GB/T4207—2012 固体绝缘材料耐电痕化指数和相比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IEC60112:2009,

IDT)

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01,IDT)

GB/T5023(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IEC60227(所有部分)]

GB/T5169.11—200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

品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IEC60695-2-11:2000,IDT)

GB/T5169.2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1部分:非正常热 球压试验(GB/T5169.21—

2006,IEC60695-10-2:2003,IDT)

GB/T9797 金属覆盖层 镍+铬和铜+镍+铬电镀层(GB/T9797—2005,ISO1456:2003,IDT)

GB/T9799 金 属 及 其 他 无 机 覆 盖 层 钢 铁 上 经 过 处 理 的 锌 电 镀 层(GB/T9799—2011,

ISO2081:2008,IDT)

GB/T11918.4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4部分:有或无联锁带开关的插座和连接器

(GB/T11918.4—2014,IEC60309-4:2012,MOD)

GB/T12599 金属覆盖层 锡电镀层 技术规范和试验方法(GB/T12599—2002,ISO209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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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MOD)

GB13539.1—2008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IEC60269-1:2006,IDT)

GB/T13539.2—2008 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

业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A至I(IEC60269-2:2006,IDT)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EC60664-1:

2007,IDT)

GB17465(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IEC60320(所有部分)]

IEC60083 IEC成员国标准化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途插头插座(Plugsandsocket-outletsfor
domesticandsimilargeneralusestandardizedinmembercountriesofIEC)

IEC60245-4:2011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4部分:软线和软电缆(Rubber
insulatedcablesofratedvoltagesuptoandincluding450/750V—Part4:Cordsandflexiblecable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1:凡使用“电压”“电流”一词之处,均为d.c.或a.c.有效值。
注2:电器附件的用途示于图1。

3.1 
插头和插座 plugandsocket-outlet
能将软电缆根据需要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3.1.1 
插座 socket-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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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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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电缆耦合器 cablecoupler
能根据需要连接两根软电缆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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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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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电缆耦合器的插头与“插头和插座”的插头完全相同。

3.3 
器具耦合器 appliancecoupler
能将软电缆根据需要连接到设备的器件,由如下两部分组成: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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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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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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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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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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不可拆线插头或连接器 non-rewirableplugor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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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机械开关电器 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借助可分开的触头的动作闭合和断开一个或多个电路的开关电器。

3.7 
带开关的插座 switchedsocket-outlet
装有关联开关装置以使电源与插座的插套断开的插座。

3.8 
整体式开关电器 integralswitchingdevice
结构上作为本标准范围内的插座或连接器的一部分的开关电器,且无论是开关电器还是插座或连

接器均不能被独立替换。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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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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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额定电流 ratedcurrent
制造商给电器附件规定的电流。

3.12 
绝缘电压 insulationvoltage
制造商给电器附件规定的电压值,且电气强度试验、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都参照此电压确定。

3.13 
额定工作电压 ratedoperatingvoltage
电器附件预定要用的电源的标称电压。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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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insulation
保护性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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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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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双重绝缘 doubleinsulation
由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二者组成的绝缘。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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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端子 terminal
用以将导体连接到电器附件的导电部件。

3.18.1 
柱型端子 pillarterminal
将导体插入孔或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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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2 
螺钉端子 screwterminal
将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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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14c)]。

3.18.3 
螺栓端子 studterminal
将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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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 
鞍型端子 saddleterminal
用两个或多个螺钉或螺母将导体夹紧在鞍型压板下的端子[见图l4e)]。

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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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6 
罩式端子 mantleterminal
用螺母将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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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将导体夹在螺栓槽底[见
图14g)]。

3.18.7 
无螺纹端子 screwlesstypeterminal
将一根或多根导体连接和随后断开的端子,用除螺钉之外的方法直接或间接连接。
注:无螺纹端子的示例见图14h)。

3.18.8 
绝缘穿刺端子 insulationpiercingterminal;IPT
将一根或多根导体连接和随后断开的端子,无需事先剥离导体的绝缘层,通过穿刺、钻透、截断、移

除、替换或其他方式使绝缘失效而完成连接。
注1:电缆护套的移除,如有必要,不被视作事先剥离。

注2:绝缘穿刺端子的示例见图1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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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夹紧件 clampingunit
端子中导体机械夹紧及电气连接所必需的部件。

3.20 
限制短路电流 conditionalshort-circuitcurrent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由规定的短路保护电器来保护的电器附件在该短路保护电器动作期

间所能承受的预期电流。
注:上述定义与IEV441-17-20是有区别的。上述定义已把限流电器的概念扩展到短路保护电器,短路保护电器的

功能不仅只局限于限流作用。

3.21 
帽盖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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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盖 lid
用以确保插座或连接器上的防护等级的部件。

4 总则

4.1 一般要求

电器附件的设计和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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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符合本部分要求的装置通常使用时的正常使用环境为GB/T16935.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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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935.1—2008的规定,相比电痕化指数

(CTI)应按GB/T4207的要求评估。
根据GB4208的要求,附件的最小防护等级应为IP23。
用来一起使用的插头、插座、器具输入插座和连接器的组合,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和相关标准活页

(若有)。
是否合格,通常要通过全部规定的试验来检查。

4.2 关于试验的一般说明

4.2.1 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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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符合

GB/T11918的装置或电器附件中包含一个部件或元件,且此部件或元件符合相应的我国标准,则此部

件或元件不需要进一步的试验,除非其使用方式与其标准目的有显著差异。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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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试验应按本部分章条的顺序进行。

4.2.4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用3个试样进行全部的试验,但必要时,要用一组新的附加试样进行11.1.4
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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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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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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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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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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由于符合本部分要求的电器附件预定是仅连接铜或铜合金的电缆的,因此,当试验要用导体来进行

时,所用导体应为铜导体并应符合GB/T5023、GB/T3956—2008[第3章实心(第1种),绞合(第2种),
软导体(第5种)]和IEC60245-4:2011的要求。

5 标准额定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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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V  1000V

5.2 额定电流优选值由表1给出。

表1 额定电流优选值

系列Ⅰ
A

系列Ⅱ
A

16 20

32 30

63 60

125 100

250 200

315 300

400 350

630 500

800 600

  注1:当制造商不使用优选额定值时,本部分中提及的作为“其他额定值”的额定值仅用于试验用途。

注2:本表不提供系列Ⅰ和系列Ⅱ之间的对应值,只是优选额定值列表。

注3:在我国推荐使用系列Ⅰ。

6 分类

6.1 电器附件按如下分类:

6.1.1 按用途分类:插头、插座、连接器、器具输入插座。

6.1.2 依据GB4208按防护等级分类(带最小防护等级IP23,见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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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依据GB4208,指定第二特征数字为7或8的电器附件只适用水密的。用于防喷的电器附件,按第二特征数字5
或6,需要附加试验,然后相应地产品也应有标志。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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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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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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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按端子类型分类:
———带螺纹型端子的;
———带无螺纹端子的;
———带绝缘穿刺端子的。

6.1.7 对于无螺纹端子和绝缘穿刺端子,按导体类型分类:
———只用于实心导体;
———只用于硬(实心和绞合的)导体;
———只用于软导体;
———硬的(实心和绞合的)和软的导体都适用。

6.1.8 按带电部件的易触及性分类:
———提供IPXXB防护等级的电器附件;
———提供IP2X防护等级的电器附件;
———提供IPXXD防护等级的电器附件;
———提供IP4X防护等级的电器附件。

7 标志

7.1 电器附件应标出如下标志:
———额定电流,单位为安培;
———额定工作电压或额定工作电压范围,单位为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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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频率,如额定频率高于60Hz;
———制造商或代理商的名称或商标;
———本标准的编号,如,GB/T11918;
———型号,型号可以是产品目录编号;
———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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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编号可以标在产品或包装单元上。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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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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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地

IPXX(有关数字) GB4208的防护等级

用IP代码时,应规定两个特征数字(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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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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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应

标在主要部件上、外壳外侧上、或盖上(如有,此盖必须用工具才能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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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是电器附件完成安装和接线后,正常使用时是看不见的。
额定工作电压、型号、防护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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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盖上(如有,此盖必须用工具才能卸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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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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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是电器附件完成安装和接线后,正常使用时

是看不见的。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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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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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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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相线;如有中线,N代表中线;符号 或 代表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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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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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导体用端子不要求标志。

与字母配用的数字可以写为下标。建议在可行之处尽量使用符号 。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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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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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浸透水的布片用力擦拭标志15s,然后,再用浸透汽油的布使劲擦

拭标志15s。
建议所用汽油为溶剂己烷,其芳族含量体积比最大为0.1%,贝壳松脂丁醇值为29,初沸点约为

65℃,干点约为69℃,密度为0.68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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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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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工作电压对应的外壳颜色

额定工作电压

V
颜色a,b

20~25

40~50

100~130

200~250

380~480

500~1000

紫

白

黄

蓝

红

黑

  a 若为频率为60Hz~500Hz,必要时,可将绿色与代表该额定值工作电压的颜色结合着使用。

  b 使用第Ⅱ系列电流额定值的国家将橙色作为代表125/250Va.c.电器附件的专用色,而将灰色用作代表277V

a.c.电器附件的专用色。

7.8 带无螺纹端子的电器附件应标出导体插入端子前应剥去的绝缘长度。

7.9 6.1.7的端子应标出如下标志:
———只用于实心导体的端子,标出字母“s”或“sol”;
———只用于硬导体(实心的和绞合的)的端子,标出字母“r”;
———只用于软导体的端子,标出字母“f”。
———用于硬(实心的和绞合的)导体和软导体的端子可不标出标志。
此标志应标在电器附件上,也可以标在随附的说明书上、最小成套装置上或制造商文件上(若有)。

7.10 对于端子,连接和断开的步骤,若有必要,应在产品上、最小成套装置上或制造商文件上作说明。

8 尺寸

8.1 如有标准活页,电器附件应符合适用的标准活页的要求。当没有标准活页时,电器附件应符合制

造商给出的规格。
注:GB/T11918.2给出了一些标准活页。

8.2 应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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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应保证不出现下列不正确连接:
———接地插销和/或辅助插销与带电插套,或带电插销与接地插套和/或辅助插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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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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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以上条件都符合时,允许单相或三相插头插入三相+中性插座的连接。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8.3 应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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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9 防触电保护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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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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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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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接地措施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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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暗装式插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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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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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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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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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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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端子和端头

11.1 端子和端头的一般要求

11.1.1 可拆线电器附件应装配端子。
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应装配能连接软导体的端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1.2 不可拆线电器附件应通过锡焊、熔焊、压接或等效方法进行永久性连接(终端)。
不允许压接预先锡焊的软导体,除非焊接区在压接区外侧。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1.3 端子应可以连接未经特别处理的导体。
注1:“特别处理”一词,包括导体线丝的锡焊、端子末端的使用等,但不包括导体插入端子前的整形和对软导体的

绞扭。

注2:本要求不适用于接片端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1.4 端子的部件应为金属制成,并在设备内部的条件下,在使用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导电性和

耐腐蚀性。
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和正常的化学污染条件下,适当的金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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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含量至少为13%且碳含量不超过0.09%的不锈钢;
———带有GB/T9799中规定的锌电镀层的钢,其镀层厚度至少为:

● IP≤X4的电器附件,8μm(ISO使用条件2);
● IP≥X5的电器附件,12μm(ISO使用条件3);

———带有GB/T9797中规定的镍铬电镀层的钢,其镀层厚度至少为:
● IP≤X4的电器附件,20μm(ISO使用条件2);
● IP≥X5的电器附件,30μm(ISO使用条件3);

———带有GB/T12599中规定的锡电镀层的钢,其镀层厚度至少等于:
● IP≤X4的电器附件,20μm(ISO使用条件2);
● IP≥X5的电器附件,30μm(ISO使用条件3);

可能承受机械磨损的载流部件不得为带有电镀层的钢制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11.1.5 若接地端子的本体不是电器附件金属框架或外壳的一部分,此本体应为11.1.4中描述的用于

端子中部件的材料制成。若本体是金属框架或外壳的一部分,那么夹紧件应为此材料制成。
若接地端子的本体是铝或铝合金制成的框架或外壳的一部分,则要采取措施,避免铜与铝或铝合金

之间接触而引起腐蚀的危险。
注:带有适当金属镀层的螺钉或螺母的使用视作能满足避免腐蚀危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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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化学分析检查。

11.1.6 端子应在电器附件里固定得当连接或断开导体时,不会引起端子本身松脱。
夹紧件不得用于固定其他任何元件。
注1:端子用夹紧件可用于阻止插头插销或插座插套旋转或位移。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如有必要,进行25.1的试验检查。
注2:这些要求不排除浮动不固定的端子,或端子设计成能通过夹紧螺钉或螺母防止端子旋转或位移,使其移动适

当限制且不损害电器附件的正确操作。

可用两个螺钉、一个凹槽中的螺钉(使之无明显间隙),或其他适当方式将端子固定,以防止端子松脱。

只涂覆密封胶来锁定,不使用其他方法,视作锁定不充分。但是,自硬化松脂可用于锁定正常使用中不受扭力

的端子。

11.1.7 接地端子应置于其他端子附近,若有内部接地端子,则内部接地端子也要置于其他端子附近,
除非有充分的技术理由不这样做。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1.8 端子应正确定位或屏蔽,使:
———从端子里脱落的螺钉不会在带电部件和连接到接地端子的金属部件之间形成任何电气连接;
———从带电端子脱落的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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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会触及带电部件。
本要求也适用于控制导体用端子。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手动试验检查。

11.1.9 在导体正确连接后,在不同极的部件之间或不同极部件与易触及金属部件之间,不得有意外接

触的危险,而且,一旦有绞合导体的线丝从端子中脱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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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检查,并且,相关带电部件和其他金属部件有意外接触危险时,还要进行如下试

验检查:
将具有表3中规定范围内横截面积中间值的软导体的端部剥去8mm长的绝缘,使绞合导体的一

根线丝保持自由状态,而将其余线丝完全插入并夹紧在端子里。然后将自由线丝朝各个可能的方向折

弯曲,但不撕裂绝缘层,也不会在隔板附近产生尖锐折点。

表3 可连接的导体尺寸

电器附件的额定值 内部连接a,e

电压

V

电流

A

插头和连接器用的软电缆

器具输入插座用的

实心或绞合电缆b

插座用的实心或

绞合电缆b,f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

额定值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如有外部接地连接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50
16
32

20
30

4~10
4~10

12~8
12~8

4~10
4~10

12~8
12~8

>50
16 20

6
10

0.75~1
1~1.5
1~2.5

18~—
—~16
16~12

0.75~1.5
1~1.5
1.5~4

18~16
—~16
16~12

2.5
2.5
6

14
14
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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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电器附件的额定值 内部连接a,e

电压

V

电流

A

插头和连接器用的软电缆

器具输入插座用的

实心或绞合电缆b

插座用的实心或

绞合电缆b,f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

额定值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如有外部接地连接

系列Ⅰ

mm2
系列Ⅱ

AWG/MCMc

>50

32

63

125

250
315

400

630
800

30

60

100

200
300
350

500
600

25

40
50

80
90
150
160

1.5~4
2.5~6
4~10
4~10
6~16
10~25
10~25
16~50
25~70
25~70
70~150
95~150
120~185
150~240
185~300
240~400
300~500

16~12
14~10
12~8
12~8
10~6
8~4
8~4
6~0
4~00
4~00
00~0000
000~300
250~350
300~500
350~600
500~800
600~1000

2.5~6
2.5~10
4~16
4~16
6~25
16~35
16~35
25~70
35~95
35~95

70~185d

120~185
150~240
185~300
240~400
300~500
400~630

14~10
14~8
12~6
12~6
10~4
6~2
6~2
4~00
2~000
2~000
00~250
250~350
300~500
350~600
500~800
600~1000
800~1250

6
10
10
16
25
25
25
25
25
25
25
35
35
35
35
50
50

10
8
8
6
4
4
4
4
4
4
4
4
3
3
2
1
0

  a 如有控制导体用端子,此端子应能连接横截面积为1mm2 的导体。

  b 导体的分类按GB/T3956。

  c 导体的标称横截面积以 mm2 给出。在本部分中,AWG/MCM值视为与 mm2 值等效。

AWG:美国线规,是识别导体的系统,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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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系列Ⅱ的200A电器附件的导体尺寸为150mm2。

  e 对于额定值在以上值之外的导体,其横截面积可由制造厂规定。

  f 对于声明只能用软导体的插座,这些值适用。

  连接到带电端子的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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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接地端子的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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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螺纹型端子

11.2.1 螺纹型端子应能连接表3所示标称横截面积的铜或铜合金导体。
除接片端子外的其他端子是否合格,进行如下试验并进行11.5的试验检查。
量规如图13所示,其测量截面应可用于测试表3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体的插入能力,并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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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应能靠自身重量穿入端子孔而到达端子的规定深度。
不能用图13规定的量规检查的螺纹型端子用适当加工成形的量规进行试验,量规的横截面积应与

图13给出的适用量规的横截面积一样。
若为看不见导体端部的柱型端子,其接纳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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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小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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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使用范围内的标称横截面积的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2.2 螺纹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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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出现不利于继续使用的变化。

11.2.3 螺纹型端子应设计成能以足够的接触压力将导体夹紧于金属表面之间但不会损伤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11.5的型式试验检查。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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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垫圈或等效的紧固件。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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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手动试验和第11章相关试验检查。

11.3 无螺纹端子

11.3.1 无螺纹端子应能连接表3所示标称横截面积的铜或铜合金导体。
具有用于试验表3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导体插入能力的测量截面的量规如图13所示,此规应能进

入端子孔而到达端子的规定深度。
不能用图13规定的量规检查的无螺纹端子用适当加工成形的量规进行试验,量规的横截面积应与

图13给出的适用量规的横截面积一样。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3.2 无螺纹端子应设计成能以足够的接触压力将导体夹紧于金属表面之间但不会损伤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11.5和11.6的型式试验检查。

11.3.3 无螺纹端子应有适当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如下试验检查。
凡是要用到的端子,将每一种类型的导体与其连接和断开5次,并且用表3和表13中规定的最大

横截面积导体。
导体的连接和断开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操作。
每次均要用新导体,但第5次除外,第5次要将用作第4次连接的导体夹紧在同一位置。每次连接

时,或将导体尽量推入端子里,或插入到可明显看出已经适当连接。每次连接后,将导体扭转90°并随

后断开。
这些试验之后,带最小和最大导体的端子不得有会影响今后使用的损坏。

11.3.4 导体的连接和断开应通过以下完成:
———用一个通用的工具或端子中的一个便利的集成设备,来打开它并辅助导体的插入或拆除。
———或通过简单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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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导体应需要一定操作,而不是仅仅在导体上施加一个拉力,在正常使用时,在有或没有工具的

帮助下,该操作都能手动完成导体断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3.5 为使导体连接或断开的工具而开的孔(若必须),与为导体而开的孔之间应有明显区别。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3.6 端子在设计和结构上应能做到:
———每根导体应夹紧在单独的夹紧件里(但不一定非要插入分开的孔里);
———在连接和断开导体的过程中,导体可以同时连接或断开,也可以分别连接或断开。
无螺纹端子应能牢牢夹紧任何根数的导体,直到最多根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11.5的试验检查。

11.3.7 端子的设计和结构应能避免导体的不正确连接。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3.8 无螺纹端子的设计应使连接的导体即使在正常安装时发生弯曲也能保持夹紧。
注1:本试验将用于模拟安装过程中导体转移到端子上的弯曲力。

是否合格,通过如下试验检查:
用三个新试样来进行弯曲试验。
试验装置的原理图见图19,该装置在结构上应能做到:
———能正确插入到端子里的规定的导体得以朝12个方向、每个方向相差30°±5°的任何一个方向

弯曲;
———开始点与原始点可以相差10°~20°。
注2:不必规定基准方向。

要使导体由直的位置弯曲到试验位置,可以通过一合适的装置,在与连接设备的夹紧件有一定距离

之处向导体施加表4规定的力来实现。
弯曲装置的设计应保证:
———施力的方向为垂直于未弯曲的导体方向;
———在夹紧件内实现弯曲但不伴随有导体的旋转和窜位;
———在进行规定的电压降测量时,能保持施力状态。
弯曲导体的力如表4规定。距离“D”应由连接设备的末端起,包括导体的导槽,量到导体的施力点

为止。

表4 弯曲试验的力

试验导体的横截面积

mm2 AWG

弯曲试验的力a

N

距离D
mm

1.0
1.5
2.5
4
6
10

—

16
14
12
10
8

0.25b

0.5b

1.0b

2.0b

3.5c

7.0c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a 选择的力使之能将导体紧密压住以限制弹性。

  b 这些值基于GB13140.3。

  c 这些值基于IEC60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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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采取措施,当导体按图19b)所示的方法接好后,能测出夹紧件两端的电压降。
将试样安装在试验装置的固定部件上,使插入被试夹紧件里的规定的导体能够自由弯曲。
试验导体的表面应能避免有害的污染和腐蚀。
将夹紧件按正常使用要求,接上表3中规定的最小横截面积的硬实心铜导体后,使之经受第一顺序

的试验;如果第一顺序试验通过,要在同一夹紧件上接上最大横街面积的硬实心铜导体,进行第二顺序

的试验。
试验要用连续电流(即试验过程中,不能使电流关断再接通)进行。要用合适的电源及电路中接入

合适的电阻,使试验期间,电流的变化维持在±5%的范围内。
连接装置中应通以表7中规定的分配到连接的导体上的第十次的试验电流。朝图19a)所示的

12个方向中的任一方向,向插在夹紧件中的导体施加一个拉力,并测出此夹紧件两端的电压降。
以同样的试验程序,连续逐个地朝图19a)所示的其他11个方向中的每一个方向施加这样的力。
如果在这12个试验方向中,有一个方向的电压降大于2.5mV,则要继续朝这个方向施力,直至电

压降降到25mV以下,但施力时间不得超过1min。在电压降降低于2.5mV时,再朝同一方向施力

30s,在这30s期间,电压降不得增大。
试样组里的其他两个试样,要按同一试验程序来试验,但施力的方向要变动,使每个试样的施力方

向相差约10°。
若有一个试样在施力任一方向上不合格,则要在另一组试样上重复进行试验,复试时,所有的试样

均应合格。

11.4 绝缘穿刺端子(IPT)

11.4.1 绝缘穿刺端子应能正确连接表3所示的标称横截面积的铜或铜合金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引入表3和表13中的最大绝缘导体检查。

11.4.2 绝缘穿刺端子的设计应能使之通过接触压力将导体夹紧在金属表面之间而不损伤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11.5和11.6的试验检查。
绝缘穿刺端子能否将导体夹紧在金属部件之间,与绝缘穿刺端子的绝缘部件是否符合11.7的试

验,两种验证方法选其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11.5和11.7试验检查。

11.4.3 绝缘穿刺端子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是否合格,通过如下试验检查:
凡是要用到的端子,将每一种类型的导体与其连接和断开5次,并且用表3和表13中规定的最大

横截面积导体。
导体的连接和断开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操作。
如果绝缘穿刺端子使用螺钉进行线丝连接,则应使用表18中的扭矩值。在制造商的技术文件中若

说明使用较大的扭矩值,则可用该较大的扭矩值。
每次均要用新导体,但第五次除外,第五次要将用作第四次连接的导体夹紧在同一位置。每次连接

时,或将导体尽量推入端子里,或插入到可明显看出已经适当连接。每次连接后,将导体扭转90°并随

后断开。
这些试验之后,带最小和最大导体的端子不得有会影响今后使用的损坏。

11.4.4 导体的连接或断开应通过用一个通用的工具或端子中的一个便利的集成设备辅助导体的插入

或拆除。
断开导体应需要一定操作,而不是仅仅在导体上施加一个拉力。有必要采取一个谨慎的措施通过

手或一个适当的工具完成断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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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若有用于工具辅助导体插入和断开的孔,其应与用于导体插入的入孔明确区分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1.4.6 端子的设计和结构应能做到:
———每根导体应夹紧在单独的夹紧件里(但不一定非要插入分开的孔里);
———在连接和断开导体的过程中,导体可以同时连接或断开,也可以分别连接或断开。
端子应能牢牢夹紧任何根数的导体,直到最多根导体。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11.5的试验检查。

11.5 端子的机械试验

11.5.1 新端子装上最小和最大横截面积的导体在如图15所示的装置上进行试验。
试验应在6个试样上进行:三个装有最小横截面积的导体,三个装有最大横截面积的导体。
试验导体的长度应为75mm加上表5中规定的 H 值。
若有夹紧螺钉,应按表18规定的扭矩拧紧。其他方面按制造商说明连接端子。
每根导体要经受如下试验:
将导体端部插进平板中的相应尺寸的套管里,平板定位于试验设备下面的距离 H 处,H 值由表5

给出。套管位于水平面内,使其中心线能作一个直径为75mm的并与处于水平面里的夹紧装置的中心

同心。然后,使平板以(10±2)r/min的转速旋转。
夹紧装置的口与套管上表面之间的距离为表5的 H 值±15mm。为防止导体缠绕、绞拧或旋转,

套管可加润滑剂。将表5规定的重物挂在导体的端部。试验应持续约15min。
试验期间,导体不得脱出夹紧件,或在夹紧件附近断开。
试验期间,端子不得损伤导体到无法继续使用。

表5 铜导体在机械负载试验下的弯曲值

标称横截面积

mm2
套管直径

mm

高度 Ha

mm

与导体对应的重物

kg

1.0
1.5
2.5
4.0
6.0
10.0
16.0
25.0
35.0
50.0
70.0
95.0
120.0
150.0
185.0
240.0
300.0

6.5
6.5
9.5
9.5
9.5
9.5
13.0
13.0
14.5
15.9
19.1
19.1
22.2
22.2
25.4
28.6
28.6

260
260
280
280
280
280
300
300
300
343
368
368
406
406
432
464
464

0.4
0.4
0.7
0.9
1.4
2.0
2.9
4.5
6.8
9.5
10.4
14.0
14.0
15.0
16.8
20.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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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标称横截面积

mm2
套管直径

mm

高度 Ha

mm

与导体对应的重物

kg

400.0
500.0
630.0

31.8
38.1
44.5

495
572
660

50.0
50.0
70.3

  注:如果规定的套管孔直径不够大,须将导体捆绑才能插入套管孔,可改用大一个号码的套管。

  a 高度 H 的偏差为±15mm。

11.5.2 用表3规定的最大和最小横截面积的导体逐一进行检定,插座或器具插座用端子用第1种或第

2种导体,插头或连接器用端子用第5种导体。
凡是带无螺纹端子或绝缘穿刺端子的插座或器具插座,只能连接6.7规定的软导体,并用第5种导

体进行检定。
导体应连接到夹紧件中,且用表18所示的力矩的2/3将夹紧螺钉或螺母拧紧,制造商在产品或说

明书中有规定力矩值的除外。
每根导体经受表6规定的拉力达1min,拉力施力方向为导体的轴向,但不得使用爆发力。试验导

体的最大长度应为1m。
试验期间,导体不得脱出端子,也不得在夹紧件里或附近断开。

表6 拉力试验值

标称横截面积

mm2
拉力

N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500
630

35
40
50
60
80
90
100
135
190
236
285
351
427
427
503
578
578
690
778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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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无螺纹端子和绝缘穿刺端子的电压降试验

以不再用于其他任何试验的新试样进行以下试验。
用表3和表13中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横截面积的新铜导体进行试验。
依据导体的类型要用到的导体根数为:
———只能连接实心导体的端子:6个试样;
———只能连接硬导体的端子:6个试样;
———只能连接软导体的端子:6个试样;
———能连接所有类型导体的端子:12个试样。
将最小横截面积的导体按正常使用要求连接到三个端子的每一个。将最大横截面积的导体按正常

使用要求连接到其他三个端子的每一个。每一组三个端子串联。
对于能连接所有类型的端子,本试验应操作两次,一次用硬导体,一次用软导体(总共12个端子)。
如有夹紧螺钉或螺母,用表18规定的力矩拧紧,制造商在产品或说明书上规定了力矩值的除外。
优选交流,但直流也可以。
本试验过后,不需额外放大,用裸眼、正常或矫正视力观察,不得有明显影响继续使用的变化,如裂

缝、变形或类似损坏。
整个试验安排包括将导体放在环境温度最初保持在(20±2)℃的保温箱中。
除去冷却时间,串联电路通以表7规定的试验电流。该试验电流应在每个周期最初的30min

提供。
然后,端子经受192个温度周期,每个周期持续时间约1h,如下:
烘箱内的气温在约20min内升高到40℃。
将温度保持在(40±5)℃约10min。然后将端子冷却约20min,使之温度约为30℃,允许强行冷

却。将其保持在该温度下约10min,且如有必要,测出电压降,然后将其冷却至(20±2)℃。
老化试验期间,在环境冷却的条件下测量电压降以保证其稳定。
在第24次周期和192次周期完成后,测出并记录端子的电压降。
通以表7规定的电流,测出的每个夹紧件上的最大允许电压降不得超出以下两个值中的较小值:
———22.5mV;或
———第24次周期后测出值的1.5倍。
应在距离样品至少50mm处测量烘箱内的温度。

表7 电压降试验的试验电流值

标称横截面积

mm2
试验电流a

A

1.0
1.5
2.5
4.0
6.0
10.0

13.5
17.5
24.0
32.0
41.0
57.0

  a 此试验电流只有当电器附件的试验电流小于或等于表11的试验电流时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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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绝缘穿刺端子通过绝缘部件传递接触压力的试验

11.7.1 温度循环试验

试验步骤与11.6所述相同,除以下部分:
———周期次数从192次增加至384次;
———每个绝缘端子上电压降的测量在第48次和第384次周期之后,每次均在绝缘穿刺端子温度为

(20±2)℃时。测量出的电压降不得超过以下两个值中的较小值:
———22.5mV,或
———第48次周期后测出值的1.5倍。

11.7.2 短时耐受电流试验

将三个新试样安装上最大横截面积的新的硬(实心或绞合)导体或软导体。若端子既可用硬(实心

或绞合)导体,也可用软导体,则应使用软导体。
若有螺钉,用表18规定的力矩的2/3将其拧紧。
端子应能耐受连接导体横截面积的120A/mm2 大小的电流达1s。试验进行一次。
在端子恢复正常使用环境温度后,测出电压降。电压降不得大于之前试验测得值的1.5倍。
为限制补偿加热,用于测量试验前后电压降的电流应为表7所示值的十分之一。
本试验过后,不需额外放大,用裸眼、正常或矫正视力观察,不得有明显影响继续使用的变化,如裂

缝、变形或类似损坏。

12 联锁装置和保持装置

12.1 额定电流大于250A或不打算带负载通断的电器附件,应装有GB/T11918.4规定的联锁机构或

符合GB/T11918.4规定的有联锁功能的装置。

GB/T11918.4给出了联锁的要求。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进行GB/T11918.4的试验检查。

12.2 空白

12.3 空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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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求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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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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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建议使用电热加热箱。

可通过箱壁孔来实现自然通风。

14 一般结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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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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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紧固件和固定外壳的紧固件只可用于能用这种紧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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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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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按正常使用要求安装且无插头插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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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插座的结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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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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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插座的结构应能保证:
———导体易于插入并牢牢固定于端子里;
———导体正确定位,导体绝缘不会和与导体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接触;
———导体连接后,盖或外壳易于固定。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和应用表3规定的最大横截面积的导体进行安装试验检查。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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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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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安装试验检查。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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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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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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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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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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护等级不高于IPX3的插座,或预定安装于垂直墙壁上的IPX4插座的外壳背部的排水孔才视为有效。

15.8 额定工作电压高于50Va.c.或120Vd.c.的插座应装配接地触头。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6 插头和连接器的结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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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的正确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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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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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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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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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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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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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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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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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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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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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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额定工作电压超过50Va.c.或120Vd.c.的插头和连接器应装有接地触头。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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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器具输入插座的结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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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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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额定工作电压高于50Va.c.或120Vd.c.的器具输入插座应装配接地插销。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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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见16.10)。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检查。

18 防护等级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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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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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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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电器附件应按18.1和按GB4208—2008的规定进行试验。当第1位特征数字为5时,应采用第

2种类型的试验。
当第一特征数字为3或4,且防护等级小于等于IPX4时,在提供排水孔的地方,若探针的外径不能

穿过除排水孔之外的所有开口,则防护等级满足要求,要注意探针不得触及外壳内的带电部件。
如果为IPX4,则应使用GB4208—2008中14.2.4a)规定的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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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之后,试样应立即经受19.3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观察结果应表明:试样无明显进水,而且,
水未到达带电部件。

18.3 空白

18.4 空白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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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强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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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将试样放进潮湿箱之前,使试样达到T 与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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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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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规定的损坏。

19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19.1 电器附件应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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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触头和控制触头各视为一极。

19.2 绝缘电阻用约500Vd.c.电压来测量,而测量应在电压施加1min后进行。
绝缘电阻不得小于5MΩ。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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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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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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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Hz的表8规定值的电压

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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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试验电压

电器附件的绝缘电压a

V

试验电压

V

小于或等于50
50以上至415
415以上至500

大于500

500

2000b

2500
3000

  a 绝缘电压应至少等于最高额定工作电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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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会引起电压降的辉光忽略不计。

注2:试验所用的高压变压器在设计上必须做到:当把输出电压调到相应的试验电压后使输出端子短路时,输出电

流至少为200mA。

注3:在输出电流小于100mA时,过电流继电器不得动作。

注4:应注意,所施加的试验电压的方均根值应在±3%的范围内。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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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不可互换性的器件没有

受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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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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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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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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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规定的cos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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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ϕ 为

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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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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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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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后操作选择开关,并应在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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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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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ϕ±0.05 加载 加载

16
32
63
125
250
315

400

630
800

20
30
60
100
200
300
350

500
600

≤29
30~59
60~99
100~199
200~250

251~800

0.6
0.6
0.6
0.7
0.8

NA

50
50
20
20
10

NA

50
50
20
20
10

NA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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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额定值为16/20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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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制造商说明进行同等的擦干清洁保养操作。
试验期间,电器附件的插销或插套不得有校正、加润滑剂或其他调整。
无联锁装置且进行过第20章的试验的电器附件以表10规定的周期数进行试验。
仅作a.c.用途的电器附件在表10规定的cos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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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ϕ 为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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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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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但若为绝缘电压超过50V的电器附件,试验电压应

降低500V。
注1:在进行本章的电气强度试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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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规定

的插入次数相同。
注2:盖的试验可与电器附件的试验结合。

表10 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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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ϕ±0.05 加载 空载 加载 空载

16
32
63
125
250
315
—

400
—

630
800

20
30
60
100
200
300
350
—

500
600

≤29
30~59
60~99
100~199
200~250

251~800

0.6
0.6
0.6
0.7
0.8

NA

5000
1000
1000
250
125

NA

—

1000
1000
250
125

125

5000
1000
500
250
125

NA

—

1000
500
250
125

12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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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示出。
可拆线电器附件接上表11规定的横截面积的导体,端子螺钉或螺母以标在导体上的或制造商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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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活页上规定的力矩,或表18规定值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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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控制触头,在进行上述的任何试验的同时,控制触头应通以2A的电流。

表11 温升试验的试验电流和导体的横截面积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值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试验电流

A

导体的横截面积c

插头、器具输入插座、连接器

mm2
插座

mm2

6 8.5 1 1

10 14 1.5 1.5

16 20 22 2.5a 4a

25 32 4a 6a

32 30 42 6a 10

40 42 10 16

50 额定电流 10 16

63 60 额定电流 16 25

80 额定电流 25 35

90 额定电流 25 35

125 100 额定电流 50 70

150 额定电流 70 95

160 额定电流 70 95

250 200 额定电流 150 185b

315 300 额定电流 150 185

350 额定电流 185 240

400 额定电流 240 300

500 额定电流 300 400

630 600 额定电流 400 500

800 额定电流 500 63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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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系列Ⅱ的200A的电器附件的适用值为150mm2

  c 若额定值在这些之外,导体的横截面积可由制造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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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持续时间为:

1h,适用于额定电流不超过32A的电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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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超过250A的电器附件。
对于额定电流超过250A的电器附件,试验应持续至获得热稳定。若三次连续读数显示温度上升

不超过1K,则认为温度稳定,测量温度时间间隔大于等于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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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软电缆及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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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并使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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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对插头和连接器的要求

23.2.1 不可拆线插头和连接器

电器附件应装配符合IEC60245-4:2011或适合要求的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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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的规定值。
如果负载为已知负载,可以选用非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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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组合色为识别标记。接地导体和中性导体(如有)的标称横截面

积应至少等于相导体的标称横截面积。
如有控制导体,控制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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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2 软电缆的型号和标称横截面积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值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电缆型号

60245IEC

标称横截面积e

mm2

6 53b,57b,66 1

10 53b,57b,66 1.5

16 20 53b,57b,66 2.5a

25 53b,57,66 4

32 30 66 6

40 66 10

50 66 10

63 60 66 16

80 6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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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续)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值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电缆型号

60245IEC

标称横截面积e

mm2

90 66 25

125 100 66c 50

150 66c 70

160 66c 70

250 200 66d 150

315 300 考虑中 150

350 考虑中 185

400 考虑中 240

500 考虑中 300

630 600 考虑中 400

800 考虑中 500

  注:对标称横截面积150mm2、185mm2、240mm2、300mm2 的电缆可参考HD22.16S2标准中的H07RN8-F 

4×150mm2、4×185mm2、4×240mm2、4×300mm2。

  a 若为额定工作电压不超过50V的电器附件,此值应增至4。

  b 不适用于额定工作电压超过415V的电器附件。

  c 仅适用于3P+ 或2P+N+ 和2P+ 或1P+N+ 。

  d 仅适用于3P+ 或2P+N+ 。

  e 若额定值在这些之外,导体的横截面积可由制造厂规定。

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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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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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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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护套。
是否合格,通过观察并进行23.3的试验检查。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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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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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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245-4:2011的

要求,具体规定见表13。

表13 电缆外径近似值

电压

V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电流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

定值

电缆

类型

60245
IEC

标称横

截面积

mm2

电缆外径近似值a

mm

电器附件类型

2P 3P
1P+N+

2P+

2P+N+

3P+
3P+N+

≤50

16 66
66

4
10

13.5
21.3

14.5
22.8

—
—

—
—

—
—

32 66
66

4
10

13.5
21.3

14.5
22.8

—
—

—
—

—
—

>50

6 53,57
66

0.75
1

—
—

—
—

7.2
9.5

7.8
10.6

8.8
11.7

10 53,57
66

1
1.5

—
—

—
—

7.5
10.6

8.2
11.7

9.2
12.8

16 20
53,57
66

1
2.5

—
—

—
—

7.5
12.6

8.2
13.8

9.2
15.2

25 53,57
66

1.5
4.0

—
—

—
—

9.2
14.5

10.3
16.0

11.3
17.8

32 30
53,57
66

2.5
6.0

—
—

—
—

11.0
16.1

12.3
17.9

13.6
19.9

40 53,57
66
66

4
4
10

—
—
—

—
—
—

12.9
14.5
22.8

14.5
16.3
24.8

16.0
17.8
27.3

50 66
66

4
10

—
—

—
—

14.5
22.8

16.3
24.8

17.8
27.3

63 60
66
66

6.0
16

—
—

—
—

16.1
24.7

17.9
27.0

19.9
29.9

80 66
66

10
25

—
—

—
—

22.8
30.3

24.8
33.5

27.3
37.0

90 66
66

10
25

—
—

—
—

22.8
30.3

24.8
33.5

27.3
37.0

125 100
66
66

16
50

—
—

—
—

24.7
38.5

27.0
42.6

29.9
—b

150 66
66

25
70

—
—

—
—

30.3
43.4

33.5
48.4

37.0
—b

>50

160 66
66

25
70

—
—

—
—

30.3
43.4

33.5
48.4

37.0
—b

250 200
66
66

70
150

—
—

—
—

43.4
—b

48.4
65.5

—b

—b

315 300 66 150 — — —b 65.5 —b

350 185 — —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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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续)

电压

V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电流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

定值

电缆

类型

60245
IEC

标称横

截面积

mm2

电缆外径近似值a

mm

电器附件类型

2P 3P
1P+N+

2P+

2P+N+

3P+
3P+N+

>50

400 240 — — —b —b —b

500 300 — — —b —b —b

630 600 400 — — —b —b —b

800 500 — — —b —b —b

  a 所示的每项外径近似值均为IEC60245-4:2011电缆最大直径而规定的上限和下限的平均值。

  b 这些值在考虑中。

  可拆线电器附件电缆的导体插进端子里,端子螺钉拧紧至刚好能防止导体轻易移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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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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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缆经受表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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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缆经受表14所列力矩1min。

表14 电缆经受的拉力和力矩值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电流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拉力

N

力矩

N·m

6 80 0.35

10 80 0.35

16 20 80 0.35

25 100 0.425

32 30 100 0.425

40 100 0.425

50 110 0.610

63 60 120 0.8

80 160 1.2

90 160 1.2

125 100 200 1.5

150 25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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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续)

标称电流

A
优选额定电流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拉力

N

力矩

N·m

160 250 2.3

250 200 300 3

315 300 400 4.0

350 400 4.0

400 500 4.5

500 500 4.5

630 600 600 5.0

800 6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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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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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机械强度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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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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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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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缘或插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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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2 用图7所示冲击试验装置对每个试样进行5次冲击。
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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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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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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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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的规定。

表15 冲击能量

额定值

A

优选额定电流

系列Ⅰ 系列Ⅱ
其他额定值

能量

J

6 1

10 1

16 20 1

25 1

32 30 1

40 1

50 2

63 60 2

80 2

90 2

125 100 2

150 3

160 3

250 200 4

315 300 4

350 4

400 4

500 4

630 600 4

800 4

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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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规定力矩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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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求的损坏,尤其是不得有任何部件分离或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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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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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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可拆线电器附件接上与表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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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求的损坏;尤其是不得有任何部件分离或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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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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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规定值。

表16 重物施加的力

额定电流

A

力

N
小于或等于20 20

从21到32(包括) 25

  给导体通以电器附件的额定电流,导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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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求的损坏。
注:一次弯曲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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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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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的规定值,历时1min。施力点距压盖轴线

25cm处。   

表17 施加到扳手的力

试验棒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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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a

20
30

40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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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求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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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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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而温升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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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插进端子里,插座和器具输入插

座要插的是硬的(实心或绞合)导体,而插头和连接器则应插软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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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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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规定的力矩进行试验,应用此规定力矩进行试验。

表18 检验用力矩值

公制标准值

mm

螺纹标称直径

mm

力矩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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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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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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新的导体来进行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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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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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盖的损坏忽略不计。

螺钉连接部分由第21和24章的试验来检查。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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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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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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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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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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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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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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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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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距离

26.1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距离不得小于表19中以mm为单位示出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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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通密封胶距离 单位为毫米

电器附件的绝缘电压/V

≤50
50以上

至415
415以上

至500
500以上

至690

690以上

至10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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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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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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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槽底部

2.5

2.5

4

4

4

4

6

5

6

6

10

10

8

8

10

10

8

8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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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导体槽底部之间

2.5

2.5

4

4

6

5

6

5

6

5

  a 爬电距离也可依据GB/T16935.1,二者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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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试样上进行,还要在

不接导体的试样上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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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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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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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耐热、耐燃和耐电痕化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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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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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绝缘材料部件按GB/T5169.21进行球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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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为会变形的材料,此压痕直径不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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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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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体不能当做载流部件。
如对绝缘部件对保持载流部件或接地电路部件在正常位置是否必要有怀疑,可将问题绝缘材料拆

除后不带导体检查装置。
是否合格,按如下规定进行GB/T5169.11—2006的灼热丝试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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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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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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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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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开灼热丝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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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支承带电部件的绝缘部件应由具有耐电痕化的材料制成。
非陶瓷材料是否合格,按如下参数依据GB/T4207—2012进行试验检查:
———PTI试验;
———溶液A;
———施加175V电压。
滴完50滴之前,电极之间不得出现闪络或击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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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耐腐蚀与防锈

铁质部件,包括外壳,均应妥为防护,以防生锈。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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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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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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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限制短路电流耐受试验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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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符合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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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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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和GB13539.2—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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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试验电路

———试验用电路图见图16、图17和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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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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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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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图17和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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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I2、I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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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附件中使用时通常接地的所有部件,包括接地触头和控制触头,外壳或屏蔽等,均应与地

绝缘,并应连接到图16、图17和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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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5A熔断元件组成。

受试电器附件应以铜导体连接,铜导体的横截面积见表3的规定,而长度则应尽量短,每侧不超过

1m。

29.4 校验

将阻抗可忽略不计的临时连接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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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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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受试设备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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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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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或19.2.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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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电磁兼容

30.1 抗扰性

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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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发射

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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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专门规定公差部分的尺寸公差:

角度: 0°-10′

直线尺寸:≤25mm时, 0-0.05mm;

>25mm时,±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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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空白

图4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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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分断能力和正常操作试验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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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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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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8 插头和连接器机械强度试验的配置

单位为毫米

图9 弯曲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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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空白

图11 空白

图12 空白

单位为毫米

    导体的最大横截面积与对应的量规

导体横截面积 量规

软

mm2

硬

单心或绞股

mm2

直径a
mm

a的偏差

mm

1 1 1.6  0
-0.05

1.5 1.5 1.9  0
-0.05

2.5 4 2.8  0
-0.05

4 6 3.4  0
-0.06

6 10 4.3  0
-0.06

10 16 5.4  0
-0.06

16 25 6.7  0
-0.07

25 35 8.0  0
-0.07

图13 用以检查最大规定横截面积的未经处理的圆导体的可插入性的量规

74

GB/T11918.1—2014



(续)

导体横截面积 量规

软

mm2

硬

单心或绞股

mm2

直径a
mm

a的偏差

mm

35 50 10.0  0
-0.07

50 70 12.0  0
-0.08

70 95 14.0  0
-0.08

95 120 16.0  0
-0.08

120 150 18.0  0
-0.08

150 185 20.0  0
-0.08

185 240 25.0  0
-0.08

240 300 28.0  0
-0.08

300 400 28.5  0
-0.08

400 500 33.0  0
-0.08

500 630 37.0  0
-0.08

630 800 41.0  0
-0.08

  材料:钢

图13(续)

a) 柱型端子

图14 端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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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和c) 螺钉端子

d) 螺栓端子

e) 鞍型端子

f) 接片端子

g)罩式端子

图1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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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无螺纹端子

i) 绝缘穿刺端子

图14(续)

单位为毫米

图15 设备试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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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电源;

Ur1,Ur2,Ur3———电压传感器;

V———电压测量装置;

A———闭合装置;

R1———可调电阻器;

N———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F2———可熔断元件;

X———可调电抗器;

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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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I1,I2———电流传感器;

T———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侧);

r———分流电阻器;

P———控制触头。

注1:闭合装置A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X和R1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注2:Ur1、Ur2和Ur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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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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电源;

V———电压测量装置;

A———闭合装置;

R1———可调电阻器;

N———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F2———可熔断元件;

X———可调电抗器;

RL———故障电流限制电阻器;

  Ur1,Ur2,Ur3,Ur4,Ur5,Ur6———电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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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I1,I2,I3———电流传感器;

T———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侧);

r———分流电阻器;

P———控制触头。

注1:闭合装置A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X和R1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注2:Ur1、Ur2和Ur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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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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电源;

V———电压测量装置;

A———闭合装置;

R1———可调电阻器;

N———电源中线(或人为中线);

F2———可熔断元件;

X———可调电抗器;

RL———故障电流限制电阻器;

Ur1,Ur2,Ur3,Ur4,Ur5,Ur6———电压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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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I1,I2,I3———电流传感器;

T———地———只有一个接地点(负载侧或电源侧);

r———分流电阻器;

P———控制触头;

C1,C2,C3———连接线。

注1:闭合装置A位于低压侧时,可调负载X和R1可定位于电源电路的高压侧或低压侧。

注2:Ur1、Ur2和Ur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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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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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螺纹端子弯曲试验装置的原理 b) 测在无螺纹端子上进行弯曲试验期间的

电压降的试验装置的示例

  说明:

A———安培表;

mV———毫伏表;

S———开关;

①———试样;

②———端子;

③———试验导体;

④———被弯曲的试验导体;

⑤———使导体弯曲的力的施加点;

⑥———弯曲力(垂直于直的导体)。

图19 弯曲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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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装置的导则和说明

A.1 摆锤和承载件

冲击试验的可重复性和可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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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g 的矢量代表物体总动量的点。其中,m 为物体的质量;vg 为重心速

度。冲击中心可以从下式标出:

l=
1
md

  式中,l为围绕枢轴轴心的惯性矩;m 为质量;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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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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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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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hc.g.

式中,m 为质量;g 为重力加速度;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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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角度可以从hc.g.与d1 的三角关系

求出(d1 为枢轴与重心之间的距离)。
冲击试验释放角度见表A.1。

A.3 试验装置的说明

图A.1~图A.7所述摆锤已经设计成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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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kg的重物进行试验,应将重物安装在摆锤轴端最低的安装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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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kg的重物:

● 摆锤质量=1.44kg;
● 惯性矩=1.17kg·m2;
● 到重心的距离=0.77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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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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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为毫米

图 A.1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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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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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铅垂线所成角度)

1 0.5 25°

2 0.5 35°

3 1 36°

4 1 42°

5 1 47°

6 1 52°

单位为毫米

孔的形状
用于

0.5kg 1kg

ϕ8.4 — 2

M8×1.25 1 1

螺栓尺寸

ϕ8.4|__|14.25↓8 1 1

M8×1.25SHCS×43 1 —

M8×1.25SHCS×75 — 1

  材料:钢。

SHCS:内六角螺钉。

图A.2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质量(数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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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材料:钢。

图A.3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轴端

单位为毫米

材料:钢。

图A.4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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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材料:钢管ϕ10×1.0。

图A.5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轴

单位为毫米

材料:铝。

图A.6 冲击试验装置———摆锤枢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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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后板

b) 安装板

材料:8mm钢。

可按试样安装要求钻附加孔。

图A.7 冲击试验装置后板和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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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要求重复试验的章目列表

为遵 守 本 部 分 的 要 求,先 前 按 照 GB/T11918—2001 检 查 或 试 验 的 电 器 附 件 可 要 求 按

GB/T11918.1—2014的以下章节进行重复检查或试验:

6.1.2

7.2

7.9

7.10

11.5.2

12

15.8

16.9

17.3

18.2

24.2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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