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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q 舌

    本部分的8. 1. 1,8. 1. 2,8. 1.3,8.2,8.3,8.4,8.5,8.6,8.7,8.8,8. 11,9.3,9.6,9.7,9.8,9.9,

9.10,9. 11,9. 12,9.15及附录B,附录C和附录H是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随着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在直流电路中使用的家用及类似场所

用断路器也日益增多。原来的GB 10963-199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及IEC 60898:

1995没有包括直流断路器的技术要求，对家用直流断路器的指标及性能无标准可以考核。为了适应

“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的发展，国际电工委员会把原来的IEC 60898修订成为两个部分，并在

2000年6月首先出版了IEC 60898-2:2000《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
流和直流的断路器》，接着在2002年1月将原来的IEC 60898:1995《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

路器》修订为IEC 60898-1(第一版):200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
的断路器》。在IEC 60898-1的第一版中，根据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技术的发展，还增加了部分新

的技术内容。根据国际标准的这一变化，我们也对GB 10963《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进

行了修订，并在修订时将原来的GB 10963分为两个部分:

— GB 10963. 1《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 GB 10963. 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

    GB 10963. 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已于

2002年制定完毕并上报审批，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发布。这次修订的是GB 10963. 1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本部分为GB 10963的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对应于IEC 60898-1:2002《电气附件 家用及

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英文版)及2002年5月发布的第一次

修改IEC 60898-1 Amendment 1:2002-05(英文版)和2003年5月发布的第二次修改IEC 60898-1 A-

mendment 2:2003-05(英文版)。本部分与IEC 60898-1:2002的一致程度为等同采用。本部分代替

GB 10963-199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本部分与GB 10963-1999相比主要差别如下:

    — 本部分明确提出了本部分适用范围内的断路器预期在污染等级2的环境中使用，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是按该污染等级及绝缘材料的级别来设计的。对更高污染等级环境使用的断路器，

        宜采用具有合适防护等级的外壳保护。

    — 本部分明确规定本部分适用范围内断路器的冲击耐受电压为2. 5 kV和4 kV二个等级，并按

        要求对断路器进行冲击耐受电压试验。对更严酷的过电压条件，宜采用符合其他标准的断路

        器(例如GB 14048.2),

    — 在适用范围中进一步明确了本部分的断路器适用于隔离，并要求标志适用于隔离的符号。相

        应地在性能要求中，对断开触头之间最小的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由3 mm提高到4 mm(额定

      ’电压400 V时)，并增加了验证隔离功能的有关试验，如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冲击耐受电压及

        测量泄漏电流等。

    — 本部分对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按不同的配电系统来规定，使额定电压的规定更明确和合理。

    — 本部分对D型瞬时脱扣电流的范围作了修改，上限值由501。修改为201�。对所有型式脱扣

        器的瞬时脱扣动作试验方法作了修改，规定试验电流的下限值，可在任何合适电压下进行一次

        试验，但对试验电流的上限值，要求在额定电压Un(相线对中性线)下进行试验，功率因数在

        0. 95和1之间，操作程序为:o-t-co-t-co-t-co.
                                                                                                                                                              W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 本部分补充规定了螺旋式断路器和插人式断路器的机械应力及机械强度的试验方法。

    — 本部分的附录D修改为《短路条件下断路器和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电器

        (SCPD)的配合》,SCPD不仅仅局限于原来规定的熔断器，SCPD可以是熔断器，也可以是断

        路器(包括限流型和非限流型)，并给出了有关配合的详细资料，指导用户在断路器与SCPD配

        合时，更好地达到选择性保护和后备保护的要求。

    —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I《常规试验》。

    —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J《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无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K《带扁平快速连接端头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L《具有连接外部未经处理铝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和连接铜或铝导线的

        铝制螺纹型接线端子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 本部分对相应的条款序号、表的序号等作了调整。

    本部分的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H、附录I,附录J、附录K和附录L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D、附录F和附录G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正泰集团公

司、德力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三开关厂、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万绍尤、周积刚、陈 颖

    本部分参与起草人:刘振忠、李广利、胡宏宇、王先锋、祁卫华、杜宣、麦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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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

  断路器 第 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适用范 围和 目的

    GB 10963的本部分适用于交流50 Hz或60 Hz，额定电压不超过440 V(相间)，额定电流不超过

125A,额定短路能力不超过25 000 A的交流空气式断路器。

    本部分尽可能与GB 14048. 2中的技术要求一致。

    这些断路器是用来保护建筑物的线路设施的过电流及类似用途，它们设计成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

使用，并且无需维修

    本部分的断路器预期在污染等级2的环境中使用。

    本部分的断路器适用于隔离。

    除了额定电压为120 V或120/240 V的断路器(见表1)以外，只要符合IEC 60364-4-473:1997+

A1:1998的要求，本部分的断路器适合于在IT系统中使用。

    本部分也适用于具有几个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只要在正常运行时从一个额定值变换至另一个额定

值的器具是不可触及的，并且不用工具不能变换其额定值。

    本部分不适用于:

    — 保护电动机的断路器;

    — 整定电流可由用户能触及的器具调节的断路器。

    对于防护等级高于GB 4208中IP20，以及常在恶劣环境条件场所(例如过湿、过热、过冷或灰尘沉

积)和在危险场所(例如易发生爆炸的场所)下使用的断路器，可要求特殊的结构

    对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的技术要求见GB 10963. 2.

    对于装有剩余电流脱扣装置的断路器的技术要求见GB 16917. 1,GB 16917. 21 GB 16917. 22
    在短路条件下，断路器与其他短路保护电器((SCPD)之间配合的导则参见附录De

    注1:对更严酷的过电压条件，宜采用符合其他标准的断路器(例如 GB 14048. 2).

    注2:对更高污染等级的环境，宜采用具有合适的防护等级的外壳。

    注3:根据其脱扣特性及装置性能，本部分适用范围内的断路器也可用于故障情况下的电击保护。用于电击保护的

          适用范围由安装规程规定。

    本部分包含了确保符合型式试验对这类装置特性所要求的动作特性必须的全部技术要求。

    本部分还包括了为保证试验结果的重复性所必须的有关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细节

    本部 分规定 :

    a) 断路器的特性;

    b) 断路器在下列几方面应符合的条件:

        1) 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2) 断路器在过载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3) 断路器在额定短路能力及以下的短路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4) 断路器的介电性能;

    c) 用来确认满足这些条件的试验及试验所采用的方法;

    d) 断路器上标志的数据;

    e) 认证时执行的试验程序及提交的试品数量(见附录C);

    f) 短路条件下 ，断路器与连接在 同一 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 电器 ((SCPD)的配合 (参见附录 D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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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为揭示在材料或制造方面可能会影响安全的不允许的变化，对每台断路器进行的常规试验。

2 规范性 引用 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10963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 分。

    GB 156-1993 标准电压(neq IEC 60038:1983)

    GB门' 2900. 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eqv IEC 60050-441:1984)

    GB/T 3956-1997 电缆的导体(idt IEC 60228:1978)

    GB/T 4207-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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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q IEC 60112:1979)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 (IP代码)(eqv IEC 60529:1989)

    GB 5023-1997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的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idt IEC 60227)

    GB/T 5169. 10-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灼热丝试验方法 总则 (idt

IEC 60695-2-1/0:1994)

    GB/T 5465. 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idt IEC 60417:1994)

    GB 13539低压熔断器(所有部分)(idt IEC 60269)

    GB/T 14048.1-200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eqv IEC 60947-1:1999)

    GB 14048. 2-200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idt IEC 60947-2:1995)

    GB 14821. 1-1993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电击保护(eqv IEC 60364-4-41:1992)

    GB 16895(所有部分) 建筑物电气装置(idt IEC 60364)

    GB/T 16935. 1-1997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一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dt IEC

60664-1:1992)

    GB/T 19627.1-1997 高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一般试验要求(eqv IEC 60060-1;1989)

    IEC 60038-1983 标准电压

    IEC 60364-4-473:1977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第4部分:安全保护 第47章:安全保护措施的应用

  第473节:过电流保护措施

    IEC 60364-4-473 A1(第一次修订):1998

    IEC 61545 连接器件 任何材料制成的夹紧件中连接铝导体和铝本体夹紧件中连接铜导体的器

件 安全类出版物

    ISO/IEC 导则2:1991 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一般术语及其定义

3 定义

    就GB 10963的本部分的用途而言，GB/T 2900.18规定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3. 1 电器

3.1.1

    开关电器 switching device
    用以接通和分断一个或几个电气回路中电流的装置。

3. 1.2

    机械开关电器 mechanical switching device
    用可分离触头来闭合或断开一个或几个电气回路的开关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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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熔断器 fuse

    当电流超过给定值以足够时间后，通过熔化一个或几个特殊设计和相称的熔体，断开其所接人的电

路并分断电流的开关电器。

3. 1.4

    (机械)断路器 circuit-breaker(mechanical)

    能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而且在规定的异常电路条件下，诸如短路电流，也能接

通、承载一定时间和自动分断电流的机械开关电器。

3. 1.5

    插入式断路器 plug-in circuit-breaker

    具有一个或几个的插人式端子(见3.3.20)，并用来与合适的插人式连接装置一起使用的断路器

3.2 一般术语

3.2. 1

    过电流 overcurrent

    超过额定电流的任何电流。

3.2.2

    过载电流 overload current

    在电气上无损的电路中发生的过电流。

    注:如果过载电流持续一足够长的时间也可能引起损害。

3.2.3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正常运行时，电位不同的部位之间阻抗可忽略不计的故障产生的过电流。

    注:短路电流可能由故障引起，也可能由错误的连接引起

3.2.4

    (断路器的)主电路 main circuit (of a circuit-breaker)

    包括在其闭合和断开的电路里的断路器的所有导电部分。

3.2.5

    (断路器的)控制电路 control circuit (of a circuit-breaker)

    用于断路器的闭合操作或断开操作或用于两者的电路(主电路的电流路径除外)。

3.2.6

    (断路器的)辅助电路 auxiliary circuit (of a circuit-breaker)

    除了断路器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以外的电路里所包括的断路器的所有导电部件。

3.2.7

    (断路器的)极 pole (of a circuit-breaker)

    仅与主电路的一个独立的导电路径相连的断路器的部件，具有用来连接和断开主电路本身的触头

它不包括那些用来将各极固定在一起并使各极一起动作的部件。

3.2.7. 1

    保护极 protected pole
    具有过电流脱扣器(见3. 3.6)的极

3.2.7.2

    无保护极 unprotected pole

    没有过电流脱扣器(见3. 3. 6 )的极，但是在其他方面通常与同一台断路器的保护极具有相同的

,胜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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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I:为确保符合本技术要求，无保护极可以与保护极结构相同或采用特殊结构.

      注z 如果无保护极的短路能力与保护极不一样，应由制造厂标明。

  3.2.7.3

    开闭中性极 switched neutral pole

      只用来开闭中性线而不需有短路能力的极。

  3.2.8

    闭合位置 closed position

    保证断路器主电路预定的连续性的位置。

3.2.9

    断开位里 open position

    保证断路器主电路的断开触头之间有预定的电气间隙的位置。

3.2.10

    空气温度 air temperature
3.2. 10. 1

    周围空气温度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在规定条件下确定的断路器周围的空气温度(对于封闭式断路器，是指外壳外部的空气温度)。

3.2. 10.2

    基准周围空气温度 reference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作为时间一过电流特性基准的周围空气温度。

3.2. 11

    操作 operation

    动触头从断开位置到闭合位置的转换或相反的转换。

    注:如果必须加以区分，则电气含义上的操作(即接通和分断)称为开闭操作，而机械含义上的操作(即闭合和断开)

        称为机械操作。

3.2. 12

    操作循环 operating cycle

    从一个位置转换到另一个位置再返回至起始位置的连续操作。

3.2. 13

    (机械开关电器的)操作顺序 sequence of operations (of a mechanical switching device)
    具有规定时间间隔的规定的连续操作

3.2. 14

    不间断工作制 uninterrupted duty

    断路器的主触头保持在闭合位置，不间断地长时期通以一稳定电流的工作制(通电时间可以是几星

期、几个月甚至几年)。

3.3 结构部件

3.3. 1

    主触头 mainco时.d

    断路器主电路中的触头，在闭合位置时承载主电路的电流。

3.3.2

    弧触头 arcing contact

    指在其上形成电弧的触头。

    注:弧触头可兼作主触头 也可以把弧触头设计成一个单独的触头，使它比其他触头后断开和先闭合，以保护其他

        触头免受损坏。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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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控制触头 control contact

    接在断路器控制电路中的并由断路器以机械方式操作的触头。

3.3.4

    辅助触头 auxiliary contact
    接在辅助电路中的并由断路器以机械方式操作的触头(例如，用作指示触头的位置)。

3.3.5

    脱扣器 release

    与断路器机械上连接的(或组成整体的)，用以释放保持机构并使断路器自动断开的装置。

3.3.6

    过电流脱扣器 overcurrent release

    当脱扣器中电流超过预定值时，使断路器有延时或无延时地断开的脱扣器。

    注:在某些情况下，此值可能与电流上升的速率有关

3.3.7

    反时限过电流脱扣器 inverse time-delay overcurrent release

    与过电流值成反比的延时后动作的过电流脱扣器。

    注:这种脱扣器可设计成过电流很大时，延时接近一个确定的最小值

3.3.8

    直接过电流脱扣器 direct overcurrent release

    直接由断路器的主电路电流激励的过电流脱扣器。

3.3.9

    过载脱扣器 overload release

    用作过载保护的过电流脱扣器。

3.3. 10

    导电部件 conductive part
    能导电，然而不一定用来承载工作电流的部件。

3.3. 11

    外礴导电部件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变成带电的容易触及的导电部件。

    注:典型的外露导电部件是金属外壳的壁和金属操作件等

3.3. 12

    接线端子 terminal

    接线端子是断路器的可重复用于与外部电路进行电气连接的导电部件。

3.3. 13

    螺纹型接线端子 screw-type terminal
    用于连接一根导线并且随后可拆卸这根导线，或用于两根或几根能拆卸的导线的相互连接的接线

端子，其连接直接地或间接地用各种螺钉或螺母来完成。

3.3. 14

    柱式接线端子 pillar terminal

    导线插人一个孔内或型腔内，靠螺钉的端部来压紧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其紧固压力可直接由螺

钉端部来施加或通过一个由螺钉端部施加压力的过渡元件来施加。

    注 柱式接线端子的示例见附录 F的图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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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

  螺钉接线端子 screw terminal

    导线紧固在螺钉头下面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紧固压力可直接由螺钉头来施加或通过一个过渡零

件，例如垫圈、夹板或一个防松装置来施加。

    注:螺钉接线端子示例见附录F图F.2

3.3. 16

    螺栓接线端子 stud terminal

    导线紧固在螺母下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紧固压力可直接由一个适当形状的螺母来施加或通过一个

过渡零件，例如垫圈、夹板或一个防松装置来施加

    注:螺栓接线端子的示例见附录F的图F. 2

3. 3. 17

    鞍形接线端子 saddle terminal

    导线通过两个或几个螺钉或螺母紧固在鞍形板下的螺纹型接线端子。

    注 鞍形接线端子的示例见附录F的图F. 3,

3.3. 18

    接线片式接线端子 lug terminal
    用一个螺钉或螺母来紧固电缆接线片或母线的螺钉接线端子或螺栓接线端子。

    注:接线片式接线端子的示例见附录F的图F. 4

3.3. 19

    无螺纹接线端子 screwless terminal

    用于连接一根导线并且随后可拆卸这根导线，或用于两根或几根能拆卸的导线的相互连接的接线

端子。其连接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弹簧、楔形块、偏心轮或锥形轮等来完成，除了剥去绝缘外，无须对导

线进行特殊加工。

3. 3.20

    插入式接线端子 plug-in terminal
    不需移动相应电路中的导线能实现电气连接和拆卸的接线端子

    连接的实现不需要使用工具，而是由固定部件和/或移动部件的弹性和/或弹簧来提供

3.3.21

    自攻螺钉 tapping screw
    用变形抗力较高的材料制成的旋人变形抗力比螺钉低的材料孔内的螺钉。

    螺钉制成锥形螺纹，其端部螺纹的内径呈圆锥形。

    由螺钉作用产生的螺纹，只有在螺钉旋转足够圈数超出锥体部分的螺纹后才能可靠成形。

3.3.22

    螺纹挤压成形的自攻螺钉 thread forming tapping screw
    具有连续螺纹的自攻螺钉，其螺纹没有从孔内切削材料的功能。

    注:螺纹挤压成形的自攻螺钉的示例见图1

3. 3.23

    螺纹切削式自攻螺钉 thread cutting tapping screw
    具有不连续螺纹的自攻螺钉，其螺纹具有从孔内切削材料的功能。

    注:螺纹切削自攻螺钉的示例见图 2

3.4 操作条件

3.4. 1

    闭合操作 closing operation
    断路器从断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的操作。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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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断开操作 opening operation

      断路器从闭合位置转换到断开位置的操作。

  3.4.3

    有关人力操作 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完全靠直接施加人力的操作，因而操作的速度和力取决于操作者的动作。

  3.4.4

    无关人力操作 independent manual operation
      能量来源于人力，并在一次连续操作中储存和释放的贮能操作，因而操作的速度和力与操作者的动

作无关 。

  3.4.5

    自由脱扣的断路器 trip-free circuit-breaker
      闭合操作开始后，若进行自动断开操作时，即使保持闭合指令，其动触头能返回并保持在断开位置

的断路器 。

      注:为了确保正常分断可能已经产生的电流，可能需要使触头瞬时地到达闭合位置。

3.5 特性t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的电流和电压均为有效值。

3.5. 1

    额定值 rated value

    用来确定断路器所设计和制造的工作条件的任何一种特性量的规定值。

3.5.2

    (电路的和与断路器有关的)预期电流 prospective current (of a circuit, and with respect to a cir-
cuit-breaker)

    如果断路器的每极用一个阻抗可忽略不计的导线代替时，在电路中流过的电流。

    注:预期电流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实际电流，例如:预期分断电流，预期峰值电流。

3.5.3

    预期峰值电流 prospective peak current

    在接通以后的瞬态过程中预期电流的峰值

    注:此定义假定电流是由理想的断路器接通的，即其阻抗瞬时地由无穷大转变为零，对电流可流过几个不同路径的

        电路，例如多相电路，此定义进一步假定电流在所有极是同时接通的，即使仅考虑一个极的电流。

3.5. 4

    (交流电路的)最大预期峰值电流 maximum prospective peak current (of an a. c. circuit)
    当电流接通发生在可能导致最大值的瞬间的预期峰值电流。

    注:对多相电路中的多极断路器，最大预期峰值电流仅指单极。

3.5.5

    短路(接通和分断)能力 short-circuit (making and breaking) capacity
    在规定条件下，用断路器来接通，承载其断开时间和分断的用有效值表示的预期电流的交流分量。

3.5.5. 1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 ultimate short-circuit breaking capacity
    根据规定的试验程序，其规定条件不包括断路器在。.85倍不脱扣电流下承载约定时间的分断能力

3.5.5.2

    运行短路分断能力 service short-circuit breaking capacity

    根据规定的试验程序，其规定条件包括断路器在。.85倍不脱扣电流下承载约定时间的分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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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分断电流 breaking current
    在分断过程中，产生电弧瞬间在断路器一个极流过的电流。

3.5.7

    外施电压 applied voltage

    在刚接通电流前，加在断路器一个极的接线端子之间的电压。

    注:此定义指单极断路器。对多极断路器，外施电压是断路器电源端子之间的电压

3.5.8

    恢复电压 recovery voltage
    分断电流后，在断路器一极的接线端子之间出现的电压。

    注 11此电压可以认为有两个连续的时间间隔组成，第一个时间间隔出现瞬态电压，接着的第二个时间间隔只出现

          工频恢复电压。

    注 2:此定义指单极断路器。对多极断路器，恢复电压是指断路器电源端子之间的电压。

3.5.8. 1

    瞬态恢复电压 transient recovery voltage

    在具有显著瞬态特征的时间内的恢复电压。

    注:根据电路和断路器的特性，瞬态电压可以是振荡的，非振荡的或两者兼有。此电压包括多相电路中性点位移的

          电压

3.5-8.2

    工频恢复电压 power-frequency recovery voltage

    在瞬态电压现象消失以后的恢复电压。

1 5. 9

    断开时lug  opening time

    断路器在闭合位置 从主电路电流达到过电流脱扣器动作值瞬间起到所有极的弧触头都分开瞬间

为止 的时间间隔

    注 断开时间通常称为脱扣时间。尽管严格地说脱扣时间是断开时间开始瞬间起到断开指令不可逆转瞬间为止的

        时间间隔

3.5. 10

    燃弧时(E]  arcing time
3. 5. 10. 1

    一极燃弧时间 arcing time of a pole
    从一极产生电弧瞬间起到该极电弧最终熄灭瞬间为止的时间间隔。

3.5. 10.2

    多极断路器的燃弧时lug  arcing time of a multipole circuit-breaker

    从第一个电弧产生瞬间起到所有极电弧最终熄灭瞬间为止的时间间隔。

3,5. 11

    分断时la]  break time

    从断路器的断开时间开始到燃弧时间结束为止的时间间隔。

3. 5. 12

    Ilt(焦耳积分)I'zt (Joule integral)
    电流平方在给定时 间间隔内的积分 :

h!一J一‘dt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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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3

    断路器的I, t特性 厂12t characteristic of a circuit-breaker

    在规定的工作条件下，表示 I, t的最大值为预期电流函数的曲线。

3.5. 14

  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 coordination between overcurrent protective devices in series
5.14.1

    过电流保护电器的过电流保护配合 overcurrent protective co-ordination of overcurrenl
protective devices

    两个或几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用以确保选择性保护和/或后备保护。

3.5. 14.2

    过电流选择性 overcurrent discrimination

    两个或几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之间动作特性的配合，过电流在规定的范围内时，指定在这个范

围内动作的保护电器动作，而其他保护电器不动作

3.5. 14.3

    后备保护 back-protection
    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之间的过电流配合，通常电源侧的保护电器(但不是必须在电源侧)在

有或没有另外一个保护电器的帮助下实现过电流保护，并防止另一个保护电器受过度的应力。

3.5. 14.4

    全选择性 total discrimination (total selectivity)

    在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的情况下，负载侧的保护电器实现保护而不引起另一个保护电器

动作

3.5. 14.5

    局部选择性 partial discrimination (partial selectivity)
    在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的情况下，负载侧的保护电器在一给定的过电流值以下实现保护而

不引起另一个保护电器动作。

3.5. 14.6

    选择性极限电流I,  selectivity limit current I,
    负载端的保护电器的总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和另一个保护电器的弧前(指熔断器)或脱扣(指断路器)

时间一电流特性交点的电流坐标。

    选择性极限电流(见本部分的图D. 1)是一个电流极限值:

    — 在此值以下，如有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负载端的保护电器及时完成它的分断动作，防

          止另一个保 护电器 开始动作(即保证选择性 )。

    — 在此值以上，如有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负载端的保护电器可以不及时完成分断动作来

        防止另一个保护装置开始动作(即不保证选择性)。

3.5. 14.7

    交接电流IB  take-over current IB

    两个过电流保护电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交点的电流坐标。

    注:交接电流是两个串联的过电流保护电器的最大分断 时间/电流特性交点的电流坐标。

3.5. 14.8

    (电路或开关电器的)限制短路电流 conditional short-circuit current (of a circuit or a switching
device)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由规定的短路保护电器保护的电路或开关电器在该保护电器的全部

动 作时间内能完满承受的预期 电流。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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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就本部分而言，短路保护电器一般是指断路器或熔断器。

    注2 本定义与 IEC 60441-17-2。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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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限制

            电流 。

3.5. 14.9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几 rated conditional short-circuit current Ia
    在有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条件下，用制造厂规定的保护电器保护的设备在该保护电器动作的时间内

能完满承受的预期电流值

3.5. 15

    约定不脱扣电流Io,    conventional non-tripping current I.,
    断路器能承载一个规定时间(约定时间)而不脱扣的规定电流值。

3.5. 16

    约定脱扣电流I,  conventional tripping current I,
    使断路器在规定时间(约定时间)内脱扣的规定电流值。

3.5. 17

    瞬时脱扣电流 instantaneous tripping current
    使断路器无故意延时自动动作的最小电流值。

3.6 关于绝缘配合的定义

3.6. 1

    绝缘配合 insulation co-ordination

    考虑预期的微观环境和影响应力，电气设备绝缘特性相互之间的关系。

3.6.2

    工作电压 working voltage

    当设备施加额定电压时，在任何特定的绝缘上可能发生的直流电压或交流电压的最大有效值。

    注1;瞬态现象忽略不计.

    注2:考虑开路条件和正常工作条件两者.

3.6.3

    过电压 overvoltage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峰值超过最大稳态电压相应峰值的任何电压。

3.6.4

    冲击耐受电压 impulse withstand voltage
    在规定条件下，不引起绝缘击穿的指定波形和极性的冲击电压的最高峰值

3.6.5

    过电压类别 overvoltage category
    定义瞬态过电压条件的数字。

3.6.6

    宏 观环境 macro-environment

    安装或使用设备的房间或其他场所的环境。
3.6.7

    微 观环境 macro-environment

    对爬电距离尺寸确定有显著影响的紧靠绝缘的环境。

3.6.8

污染 pollution

任何能导致绝缘的介电强度或表面电阻率降低的外来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物质的增加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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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

    污染等级 pollution degree
    表征微观环境预期污染的数字。

    注;因为采用诸如外壳或防止潮气吸收或凝露的内部加热提供的保护，设备暴露环境的污染等级可能与设备位于

        场所宏观环境污染等级不同

3.6. 10

    隔离(隔离功能)isolation (isolating function)
    出于安全的原因，通过使其与所有电源分开的方法切断整个装置或其中一个独立部分的电源

3.6. 11

    (机械开关电器一极的)隔离距离 isolating distance (of a pole of a mechanical switching device)

    满足对隔离用途规定的安全要求的断开触头之间的电气间隙。

3.6. 12

    电气间隙 clearance

    两个导电部件之间以最短的方式张紧的绳子在空气中的最短距离(见附录B),

    注:为确定对易触及部件的电气间隙，绝缘外壳的易触及表面应视为导电的，好象该外壳的能被手或图 9的标准试

        指触及的表面夜盖一层金属箔一样。

3.6. 13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两个导电部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见附录B)

    注:为确定对易触及部件的爬电距离，绝缘外壳的易触及表面应视为导电的，好象该外壳的能被手或图3的标准试

          指触及的表面覆盖一层金属箔一样

4 分类

断路器按下列方法分类:

  根据极数分

— 单极断路器;

— 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 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 带三个保护极的三极断路器;

— 带三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

— 带四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

注:不是保护极的极可以是:

— “无保护极，’(见 3. 2. 7. 2 )或

— “开闭中性极，’(见 3.2.7.3)e

4.2 根据对外部影响的防护分

    一 封闭式(不需要合适的外壳);

    — 非封闭式(需配合适的外壳)。

4.3 根据安装方式分

    — 平面安装式;

    — 嵌人式安装;

    — 面板式，也称为配电板式安装。

    注:这些安装方式均可安装在安装轨上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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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根据接线方式分

4.4, 1 根据固定的体系分

    — 电气连接与机械安装无关的断路器;

    — 电气连接与机械安装有关的断路器

    注:这种型式的示例如:

          — 插人式 ;

        一 螺栓式;

        -— 螺旋式。

    某些断路器可能只在电源端采用插人式或螺栓式，而在负载端通常适用于接线

4.4.2 根据接线端子的型式分

    — 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

    — 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无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

    注 1:具有这种型式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要求见附录I

    — 具有扁平快速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接线端子的断路器;

    注2:具有这种型式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要求见附录K。

    -— 具有连接外部铝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

    注 3:具有这种型式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要求正在考虑中

4.5 根据瞬时脱扣电流分(见3.5. 17)

    —     B型;

    —     C型;

    - D型 。

    注:可按安装规程来选用特定的型式。

4.6 根据ht特性分

    除 了制造厂提供 的 I't特性以外 ，断路器可按 其 Il t特性分类。

5 断路器特性

5. 1 特性概述

    断路器的特性应由下列术语来确定:

    — 极数(见4.1);
    — 防外部影响(见4.2);
    — 安装方式(见4.3);
    — 接线方式(见4.4);

    — 额定工作电压(见5.3.1);

    — 额定电流(见5.3.2);

    — 额定频率(见5. 3. 3);
    — 瞬时脱扣电流范围(见4. 5和5.3.5);

    — 额定短路能力(见5. 3.4);
    - I' t挣性(见3. 5. 13);

    - Ft分类(见4.6).

5.2 额定旦

5.2. 1额定电压

5.2. 1. 1 额定 工作电压(Ue)

    断路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以下均称额定电压)是制造厂规定的电压值，此值与断路器的性能(尤其是

短路性能)有关

    注:同一台断路器可规定几个额定电压和相应的额定短路能力。

  12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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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额定绝缘 电压 (U,)

    断路器的额定绝缘电压是制造厂规定的电压值，此值与介电试验电压以及爬电距离有关。

    除非另有规定，额定绝缘电压是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压值，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额定电压不应超过

额定绝缘电压。

5.2. 1.3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私，)

    断路器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应等于或高于表3规定的冲击耐受电压的标准值。

5.2.2 额定 电流 (I.)

    制造厂规定的断路器在规定的基准周围空气温度及不间断工作制(见3.2. 14)下能承载的电流

    标准的基准周围空气温度是300C。如果断路器采用其他的基准周围空气温度，则应考虑对电缆过

载保护的影响，因为按照安装规程，电缆也是以30℃基准周围空气温度为基础的。

    注:按IEC 60364，电缆过载保护的基准周围空气温度为25'C .

5.2.3 额定频率

    断路器的额定频率是为断路器设计而规定的，且与其他特性相对应的工频频率。

    同一台断路器可规定几个额定频率。

5.2.4 额定短路能力(I-)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能力是制造厂对断路器规定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见3. 5. 5.”值。
    注 具有给定额定短路能力的断路器有一个相应的运行短路能力(I-)(见表 18),

5.3 标准值和优选值

5.3. 1 额定电压优选值

    额定电压优选值见表I.

                                        表 1 额定电压优选值

断路器 断路 器的供 电电路

在 230 V,230/400 VA00 V

系统使用的断路器的额定电压

                  V

在 120/240 V,240 V系统

使用的断路器的额定电压

                V

230230
单极

单相(相线对中性线或相线对相线)

三相 四线

1相(相线对中间的接地导线或相线对中性线)

单相(相线对中性线)或三相，使用三个单极

断路器(三线或四线)

单相(相线对中性线或相线对相线)

单相(相线对相线)

单相(相线对相线，三线)

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或四线)

三相(四线)

230/400

二极
120/240

23C
一400
一
400

-#h4
四 极

一 注 1:在 IEC 60038中，电网电压值 230/400 V 已经 标准化 ，这些 电压 值宜逐步 取代 220/380 V和 240/415 V

一 电压值 。

一注“本部分中，凡涉及到“30 V和400 V的地方，可以分别理解为“20 V或“40 V,380 V或415 V.
    注3:本部分中，凡涉及到 120 V和120/240 V的地方，可以分别理解为100 V或100/200 V

5. 3.2 额定电流优选值

    额定电流优选值是:

    6 A,8 A,10 A,13 A,16 A,20 A,25 A,32 A,40 A,50 A,63 A,80 A,100 A 和 125A.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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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额定频率标准值

    额定频率标准值是50 Hz或60 Hz.

5. 3. 4 额定短路能力标准值

5.3.4. 1  10 OOOA及以下的标准值

    额定短路能力为10 OOOA及以下的标准值是:

    1 500A,3 OOOA,4 500A,6 OOOA和 10 OOOA,

    注:在某些国家，1 OOOA,2 OOOA,2 500A,5 OOOA,7 500A和 9 OOOA也被看作是标准值。

    相应功率因数范围在9.12. 5中规定。

5.3.4.2 大于10 OOOA至25 OOOA(含25 OOOA)的值

    对于大于10 OOOA至25 OOOA(含25 OOOA)的值，其优选值为20 OOOA,

    相应功率因数范围在9. 12.5中规定。

5.3.5 瞬时脱扣的标准范围

    瞬时脱扣的标准范围在表2中规定。

                                        表 2 瞬时脱扣范围

脱 扣 形 式 脱 扣 范 围

B

C

D

  >31.̂ 51.(含5 I� )

>5 1一10 1,(含10 1.)

>10 1一20 I}(含20 1.)

  对特定场合，也可使用至 50 1。的值。

5.3.6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的标准值

    表3给出了额定冲击耐受电压标准值与装置标称电压的关系。

                        表3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与装置标称电压的关系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以、

              kV

装 置 的 标 称 电 压

三相系统

    V

中点接地的单相系统

            V

2.5且 120/240"

40 230/400,250/440 120/240,240̀

注 1:检验绝缘的试验电压见表14

注2:检验断开触头之间隔离距离的试验电压见表 23

  在 2 000 m海拔处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隔离距离分别采用 3 kV和b' k V的值<见表4和表 13)

b在日本，装置常采用的电压。

  在北美国家，装置常采用的电压

6 标志和其他产品资料

每个断路器应以耐久的方式标出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型号、目录号或系列号;

:) 额定 电压 ;

」) 额定电流，不标符号“A"，在前面冠以瞬时脱扣的符号(B,C或D)，例如B16;

:) 如果规定断路器只用于一个频率时，则应标明额定频率(见5.3.3);

[) 额定短 路能力 ，用 A 表示;

:) 接线 图，除 非正确 的接线方式是显而 易见 的;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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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基准周围空气温度(如果不是30℃时);

    i) 防护等级(如果不是IP20时);

    户 对D型断路器:最大的瞬时脱扣电流(如果大于20Io )见表2);

    k)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 (如果是2.5 kV) e
    断路器安装后，标志d)的内容应显而易见 如果对于小型断路器，可利用的空间不足以标志上述

所有数据，则可把标志a),b),c),e),f),h),i)和I)的内容标在断路器的侧面或背面。标志B)的内容可

标在接电源线时必须打开的盖子里面。该线路图不应标在松散地附在断路器上的标签上。任何其他没

有标注的资料应在制造厂提供的文件中给出。

    本部分的所有断路器均能提供隔离功能，所以在断路器上可用符号一/族标明其适用于隔离。当
附加符号时，该标志可放在接线图里，此时可与其他功能符号组合在一起，例如与过载保护或IEC技术

委员会30的其他符号组合在一起。当该符号单独使用时(即不在接线图中)，则不允许与其他功能的符

号组合在一起。

      注 1:在下列国家: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南非等，断路器上的符号标志必须强制标明该电器对下端装置提供隔

          离。在这些国家，当断路器按正常工作安装并操作件可触及时，要求该符号清晰、明白无误地可见.

    注 2 在澳大利亚，断路器上的该标志是强制的，但不要求在安装后可见。

    如果断路器上标志的防护等级高于IEC 60529的IP20，则无论采用哪种安装方式均应符合这个要

求。如果较高的防护等级仅是采用特定的安装方法和/或使用特定的附件(例如，端子盖板，外壳等)来

达到的，则应在制造厂的文件中规定。

    如有要求，制造厂应提供I't特性(见3.5. 13).

    制造厂可标明I' t的分类(见4.6)，并相应地标在断路器上。

    除了用按钮操作的断路器外，断路器的断开位置应用“0”符号(一圆圈)表示，而闭合位置用“}”(一

竖短直线)表示。对该指示允许增加各国家的符号 暂时，允许仅使用各个国家的指示。当断路器安装

后，这些指示应清晰可见。

    对于用两个按钮操作的断路器，只用于断开操作的按钮应用红色和/或标有符号“0"0

    红色不应用于断路器的其他按钮。

    如果用一个按钮来闭合触头并且能明显地加以区分，则按钮的按下位置就足以指示闭合位置

    如果仅用一个按钮来闭合和断开触头并能加以区分，按钮保持在按下位置足以指示闭合位置。反

之，如果按钮不保持在按下位置，则应附加配备一个指示触头位置的装置。

    对于有几个电流额定值的断路器，应按标志d)的要求标志最大值。此外，断路器可调节的电流值

应明确地标明。

    如果必须区分电源端和负载端，则电源端应用指向断路器的箭头标明，负载端用背向断路器的箭头

标 明。

    专用于中性线的接线端子应用字母“N'，标明。

    用于保护导线的接线端子(如有的话)应用符号曾(GB/T 5465. 2-5019)标明。
    注 3:以前推荐的符号告 (GB/T 5465. 2-5017)将逐步被上述推荐的符号(GB/T 5465. 2-5019)取代。

    标志应是不易擦掉及容易识别的，并且不应位于螺钉、垫圈或其他可移动部件上。

    通过检查和9. 3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7 使 用的标准工作条件

    符合本部分的断路器应能在下列标准条件下使用。

7. 1 周围空气温度范围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C，并且在24 h内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5'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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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空气温度的下限是一5,c.

    在周围空气温度高于+400C(尤其是热带国家)或低于一5℃的条件下使用的断路器应采用特殊设

计或按制造厂样本中提供的数据使用。

7.2 海拔高度

    安装地点的海拔高度一般不超过2 000 m(6 600 ft).
    对于安装在更高海拔的装置，必须考虑介电强度和空气冷却效果的降低。预期在此条件下使用的

断路器应特殊设计或按制造厂与用户间的协议使用。制造厂样本中给出的资料可取代此项协议。

7.3 大气条件

    空气是清洁的，并且在最高温度为+40℃时，空气的相对湿度不超过50

    在较低温度下可允许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在+20℃时，相对湿度为90%0

    对由于温度变化可能偶尔产生适度的凝露，应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例如排水孔)。

7.4 安装条件

    断路器应按制造厂的说明书安装。

7.5 污染等级

    本部分的断路器适用于污染等级为2的环境，即一般情况下仅有非导电性的污染，但可以预期偶而

由于凝露造成的短暂的导 电性污染 。

8 结构和动作要 求

8. 1 机械设计

8.1.1 一般要求

    断路器的设计和结构应使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性能可靠，对操作者或周围环境无危险

    一般是采用规定的所有有关试验来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8. 1.2 机构

    多极断路器的所有极的动触头机械上应这样联结，即除了可开闭的中性极(如果有的话)外，所有极

无论是手动操作或自动操作基本上同时接通和同时分断，即使仅在一个保护极发生过载时也是如此。

    四极断路器的开闭中性极(见3. 2.7.3)不应比保护极后闭合和先断开。

    通过采用适当的装置(例如指示灯、示波器等)进行检查和手动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具有适当短路接通分断能力的一个极被用作中性极，并且断路器是无关人力操作(见3.4.4),

则所有的极包括中性极可以基本上同时动作。

    断路器应有自由脱扣机构。

    应可用手动操作开闭断路器，对于没有操作件的插人式断路器，不能认为断路器能从基座上拔下就

满足了这一技术要求。

    断路器的结构应使得动触头只能置于闭合位置(见3.2.8)或断开位置(见3.2. 9 )，即使操作件释放

在一个中间位置时也是如此。

    断路器在断开位置(3. 2. 9 )时应按满足隔离功能(见8. 3 )所必须的要求提供一个隔离距离。用下

列一个或两个方式指示主触头的断开位置和闭合位置:

    一一操作件的位置(优选的);
    — 分开的机械指示器。

    如果用一个独立的机械指示器来指示主触头的位置，对闭合位置(ON)指示器应显示红色，对断开

位置(OFF)显示绿色。

    触头位置指示装置应该可靠。

    通过检查和9. 10. 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断路器的设计应使得操作件、面板或盖子只能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以确保正确指示触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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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检查和9. 12. 12. 1和9. 12. 12.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用操作件来指示触头的位置，脱扣时操作件应自动地位于与动触头位置相对应的位置。在这

种情况下，操作件应有两个明显不同的与触头位置相应的停止位置，但对自动断开，操作件可以有第三

个明显不同的位置。

    机械的动作应不受外壳或盖的位置的影响，并且与任何可移动的部件无关。

      由制造厂密封定位的盖子看作是不可移动的部件。

    如果用盖子作为按钮的导向件，则应不可能从断路器的外面把按钮取下。

    操作件应可靠地固定在其轴上，并且不借助于工具应不可能把操作件卸下。允许将操作件直接固

定在盖上

    如果操作件是“上下运动”的，当断路器按正常使用安装时，则向上运动应使触头闭合。

      注 1: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国家里还允许向下运动使触头闭合。

    用直观检查及手动操作试验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当制造厂提供或规定了把操作件锁定在断开位置的装置时，应只有在主触头处于断开位置时才可

能把操作件锁定在断开位置。

    注 2:对特定的使用场合，允许把操作件锁定在闭合位置。

    通过直观检查及参照制造厂的说明书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见附录B)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的最小值见表4，表4的值是基于断路器设计成在污染等级为2的环境

中使用。然而，只要能承受额定冲击电压试验，可减少项2、项4和项5的电气间隙。

    根据GB 16935. 1--1997中2.7.1.1和2.7.1.3的相比漏电起痕指数(CTI)，把绝缘材料分成材料
组别

8. 1.4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

8. 1.4. 1 无论电气连接或机械连接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时产生的机械应力。

    安装过程中，安装断路器使用的螺钉不应是螺纹切削式自攻螺钉

    注1:安装断路器使用的螺钉(或螺母)包括固定盖或盖板的螺钉，但不包括用于螺纹导线管和固定断路器基座的连

          接装 置

    通过直观检查和9.4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注 2:可认为9.8,9.9,9. 12,9. 13和9. 14的试验对螺纹连接进行了检验。

8. 1.4.2 安装过程中，安装断路器时所用的与绝缘材料螺纹啮合的螺钉，应保证其正确导人螺孔或螺

帽 内。

    通过直观检查和手动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注:如果能防止螺钉倾斜导入，例如用内螺纹中的凹槽固定的零件或使用一个去除前端导向螺纹的螺钉进行导向，

        则就满足了有关螺钉正确导人的要求

8. 1.4.3 电气连接应这样设计，使得触头压力不是通过除了陶瓷、纯云母或其他性能相当的材料以外

的绝缘材料来传递，除非在金属部件中具有足够的弹性以补偿绝缘材料任何可能的收缩或变形。

    通过直观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注:材料的适用性是就材料尺寸的稳定性来考虑的。

8. 1.4.4 载流部件和连接包括用作保护导线的部件(如果有的话)应是:

    — 铜 ;

    — 对冷加工部件，为含铜量至少为58%的合金。对于其他部件，为含铜量至少为50%的合金;

    — 耐腐蚀性能不低于铜并且具有适当机械性能的其他金属或适当的涂层的金属。

    注:确定耐腐蚀性能的新的要求及适当的试验正在考虑，这些要求宜允许使用其他有适当涂层的材料。

    本条款的要求不适用于触头、磁路、加热元件、双金属片、限流材料、分流器、电子装置的元件，也不

适用于螺钉、螺母、垫圈、夹紧板和接线端子的类似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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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最小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部位

最小电气间隙

          n 】m

最小爬电距离曰

            m m

      组别皿a“

(175V镇CTI<40oV)d

        组别 11

(400V(CTI<6o0V)d

    组别 1

(600V镇CTI)J

额定电压

工 作 电 压七口二，

2 5kV 4 kV 4kV

120/24OV

  12OV

120/240V

  24OV

120/24OV

  23OV

  40OV

> 25V

典 SOV，

{ I l
) 25V

蕊50V，

120V 250V400V) 25V

乓 SOV，

l l
400V120V250V120V250V400V

1.当主触头处

于断开位置时，

分开的带电部件

之间白

2 0 4‘0 4.0 1.2 2 O 4.0 4，0 0 9 2，0 4O 4，0 0.6 2，0 4.0 4.0

2.不同极的带

电部件之间
1.5 3 O 3.0 1.2 1 5 3.0 4 O 0 9 1.5 3 0 3.0 0.6 1 5 3 0 3 0

3.不同电源供

电的电路之间

其中一个电源为

1，E1刃或 SEL僻

3.0 6 0 8.0 30 6，0 8_0 3 0 6.0 8，0 3.0 6 0 8.0

额定 电压

120/240V 230/400V 120/240V 230/40OV 120/240V 230/4OOV

4.带电部件与

一一 操作件可触

及的表面之间

-一 安装断路器

时必须拆下的盖

的固定螺钉或其

他器件之间

-一断路器安装

的平面之间卜

  一 固定断路器

的螺钉或其他器

件之 间“

一 金属盖或外

壳之间h

一 其他可触及

的金属部件之间亡

— 支承嵌人式

断路器的金属支

架之 间

      lt5

}

3to

一

3.0 l 5 4.0 l 5 3.0 1，5 3 0

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表 4(续)

最小 电气间隙 最小爬电距离司

      组别m。“

(175VCCTI<400V)'

        组别 D

(400 VGCTI<600 V '

    组别 工

(600 VGCTI)'

部位

          额定 电压

            以即

2.5 kV};kV 一4 kV

额 定 电 压e

120/240VI120/240V1120/240V

120V 一 240V 230y
4 00 V

120/240V 一230/400 V 1120/240 V 一230/400V一120/240V 一230/400V

5.机构的金属

部件与

— 可触及的金

属部件之间“

— 固定断路器

的螺钉或其他器

件之间

— 支承嵌人式

断路器的金属支

架之间

3. 0   I   3. 0 4 n 3.0 3_0

注1:400 V的值对 440 V同样有效

注2:中性线回路的部件(如果有的话)也认为是带电部件

注 3:确定固体绝缘尺寸的规定正在考虑中。

注 4;注意在不同极性的断路器的带电部件之间应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例如相互之间紧靠着安装的

      插人式 断路器之间。

    对辅助和控制触头，其值在有关标准中规定

  b如果断路器的带电部件与金属屏蔽层之间或与安装断路器的平面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不仅仅与断

    路器的设计有关，使得断路器安装在最不利条件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会减少，则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值

    应加倍 。

    包括攫盖在按正常使用安装后易触及的绝缘材料表面的金属箔，用 9. 6的伸直的无关节的试指(见图 9)把

    金属箔推至各个角落和凹槽等地方。

  d 见GB/T 4207

    在确定相应于表列的工作电压的中间电压值的爬电距离时，允许采用插人法.确定爬电距离见附录B.

  f爬电距离不能小于相应的电气间隙

  B 包括辅助触头中ELV所有不同的电压

  h对材料组别mb(100V<-C丁I <175V)，材料组别班。的值乘以1. 6后适用。

    对工作电压为25 V及以下时，可参考GB/T 16935. 1o

1.5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1.5.1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应确保其连接的导线可长期保持必须的接触压力

    只要接线装置不是用来连接电缆，允许该装置用来连接母排。

    该装置可以是插人式，也可以是螺栓接人式。

    接线端子在预期的使用条件下，应是容易触及的

    通过直观检查，对螺纹型接线端子通过9. 5的试验，对本部分中的插人式或螺栓接人式断路器用特

殊试验，或对有关的连接方式用附录J或附录K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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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5.2 断路器应具有允许连接如表5所示的标称截面积的铜导线的接线端子。

    注 1:螺纹型接线端子可能的形状和结构的示例参见附录Fe

    通过直观检查，测量以及依次连接一根规定的最小截面积和一根最大截面积的导线来检验是否符

合要求

                          表5 螺纹型接线端子可连接的铜导线的截面积

额定电流“

      A

被夹紧的标称截面积范围.

            mmZ

    13及以下

>13̂ 16(含 16)

>16--25(含 25)

> 25-32〔含 32)

>32-50(含50)

>50--80(含 80)

>80-100(含 100)

> 100-125(含125)

1- 2. 5

  1-4

1. 5一 6

2.5- 10

  4- 16

10. 25

16- 35

25--50

  对额定电流小于等于 50A的接线端子，要求其设计成能夹紧实心导线和硬性多股绞合导线，允许使用软导

  线。但是对截面积为 1 mm --6 mm'的导线，允许其结构仅用于夹紧实心导线。

    注2 对于AWG铜导线，参见附录G,

8. 1.5.3 接线端子中用于紧固导线的部件不应用作固定其他任何元件，尽管它们可用来使接线端子定

位或防止其转动。

    通过直观检查和9. 5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5.4 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32A的接线端子应允许连接未经特殊加工的导线。

    通过直观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

    注:术语“特殊加工’，包括焊接导线的线丝 使用电缆接头，弯成小圆环等，但不包括导线插入接线端子前的重新整

        形或为增加软性导线头部强度而拧紧导线的措施。

8. 1.5.5 接线端子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用于紧固导线的螺钉和螺母应具有ISO规定公制的螺纹

或节距和机械强度相当的螺纹。

    通过直观检查和9. 4和9. 5. 1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注:目前，SI,BA和UN螺纹可以使用，因为这些螺纹在节距和机械强度方面实际上与公制ISO螺纹相当.

8.1.5.6 接线端子的设计应使得其在紧固导线时不会过度损坏导线。

    通过直观检查和9.5. 2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 1.5.7 接线端子的设计应使其能可靠地把导线紧固在金属表面之间

    通过直观检查和9. 4和9. 5. 1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1.5.8 接线端子的设计或布置应使得硬性实心导线或绞合导线的线丝在拧紧紧固螺钉或螺母时不

能滑 出接线端子

    本要求不适用于接线片式接线端子。

    通过9. 5. 3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1,5，9 接线端子应这样固定或定位，使得接线端子在拧紧或拧松紧固螺钉或螺母时不会从断路器的

固定处松动 。

    注 I:这些要求不是指接线端子的设计应使得其转动或位移受阻止，但对任何移动应充分地加以限制以免不符合本

          部分的要求

    注z:只要符合下列要求，可认为采用密封化合物或树脂足以防止接线端子松动:

      一 在正常使用时，密封化合物或树脂不受到应力;

    一 在本部分规定的最不利条件下，接线端子所能达到的温度不会损害密封化合物或树脂的效果。

    通过直观检查、测量和9.4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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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5. 10 连接保护导线的接线端子的紧固螺钉或螺母应具有足够的可靠性以防止意外的松动

    通过手动试验来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

    注:一般来说 接线端子的结构(附录 F列出的示例)都具有足够的弹性可符合本要求;对于其他结构，可能需要采

        取特殊措施，例如，使用一个不大可能因疏忽而丢失的具有足够弹性的部件

8.1.5.11 柱式接线端子应允许完全插人并可靠地夹紧导线。

    把表5中对相应额定电流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实心导线完全插人接线端子，并施加表10中规定的

扭矩完全紧固后，通过直观检查其是否符合要求

8. 1.5. 12 用于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的螺钉和螺母应与金属螺纹啮合，并且这些螺钉不应是自攻

螺钉

8. 1.6 不可互换性

    对于装在与其构成一个单元的基座上的断路器(插人式或螺旋式)按正常使用安装和接线后，不借

助于工具应不可能用另外一个同样型号的具有较大额定电流的断路器来更换。

    通过直观检查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注:“按正常使用条件”的含义是指断路器按制造厂的说明书安装。

B. 1.7 插入式断路器的机械安装

    其定位不只是与其插人连接有关的插人式断路器的机械安装应可靠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

8. 1.7. 1 其定位不只是与其插入连接有关的插入式断路器

    通过9. 13的相关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机械安装要求。

8. 1.7.2 其定位只与其插入连接有关的插入式断路器

    通过9.13的相关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机械安装要求。

8.2 电击保 护

    断路器的结构应使其在按正常使用(见8.1.6的注)安装和接线后，带电部件是不易触及的

    如果部件能被试指(见9.6)触及，则认为该部件是易触及的

    对除了插人式以外的断路器，当其按正常使用条件安装和接线后，易触及的外部零件，不包括固定

盖和铭牌的螺钉或其他器件，应用绝缘材料制成或全部衬垫绝缘材料，除非带电部件位于一个绝缘材料

的内壳里 。

    衬垫应以这样的方式固定，使得它们在安装断路器的过程中不可能丢失。衬垫应具有足够的厚度

和机械强度并且在锐利的边缘处应提供足够的保护

    电缆或导线管的人口应是绝缘材料制成的或具有绝缘材料套管或类似装置，这些装置应可靠地固

定并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对于插人式断路器，正常使用时易触及的外部部件，不包括固定盖的螺钉或其他器件，应是绝缘材

料制成的 。

    金属的操作件应与带电部件绝缘，其外露的导电部件应覆盖有绝缘材料。本要求不适用于连接各

极绝缘操作件的装置。机构的金属部件应是不易触及的。此外，它们应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绝缘，与支

承嵌人式断路器基座的金属支架绝缘，与把基座固定在支架上的螺钉或其他器件以及用作支架的金属

板绝缘(如果有的话)。

    应能不触及带电部件而方便地更换插人式断路器。

    就本条款而言，认为清漆和搪瓷不能提供足够的绝缘。

    通过直观检查及9.6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3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

    断路器应具有足够的介电性能并应确保隔离。

8.3. 1 工频介电强度

    断路器在工频电压下应有足够的介电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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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在新的断路器上进行9.7.1,9.7.2和9. 7. 3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此外，在9. 11的寿命试验和9. 12短路试验后，断路器应能承受9.7.3的试验，但是分别在9. 11. 3

和9. 12. 12.2规定的降低的电压下试验，并且试验前不进行9. 7. 1的潮湿处理

8.3.2 隔离能力

    断路器应适合于隔离。

    通过验证符合表4中项1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及9. 7. 6. 1和9. 7. 6. 3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

合要求。

8.3.3 在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_)下的介电强度
    断路器应足以耐受冲击电压。

    通过9.7.6.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4 温升

8.4. 1 温升极限

    在9.8.2规定的条件下，测量表6规定的断路器各部件的温升不应超过该表规定的极限值。

    断路器不应受到影响其功能和使用安全的损害。

                                            表 6 温 升 值

部 件动
温升

  K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在手动操作断路器过程中，易触及的外部部件，包括绝缘材料的操作件以及连接各极绝缘的操

作件的金属部件

操作件的外部金属部件

其他外部部件，包括断路器与安装平面直接接触的表面

60

40

25

60

  对触头的温升值不作规定，因为大多数断路器的结构如不变动部件或移动部件不能直接测量这些部件的温

  度，而这些变动往往会影响试验的重复性.28天试验(见9. 9)被认为已间接地对触头在使用中过度发热的

  工作情况作了充分的检验

b除了表列部件外，其他部件的温升值不作规定，但不应引起相邻的绝缘材料部件损坏，也不能妨碍断路器的

    操作

  对插人式断路器是指安装断路器的基座的接线端子.

8. 5

::

2 周 围空气 温度

表6所示的温升极限值仅适用于周围空气温度保持在7. 1规定的极限范围内。

  不间断工作制

断路器即使在长期运行后也应可靠地工作。

通过9. 9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自动动作

1 标准时间一电流带

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应使得它们对电路有足够的保护，而无过早的动作

断路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带(脱扣特性)由表7规定的条件和值来确定。

表7是指断路器按基准条件(见9.2)安装，并且在300C基准校准温度下工作，温度误差为+息℃。

通过9. 10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试验可在任何合适的温度下进行，根据制造厂给出的资料使试验结果以30℃为基准。

在任何情况下，校准温度每变化IK，表7的试验电流的变化不应超过1. 2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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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断路器标志的校准温度不是300C ,则它们应在这个不同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校准温度与基准值不同时，制造厂应给出关于脱扣特性变化的资料。

                                  表 7 时间一电流动作特性

8. 6. 2 约定f

8.6.2. 1 约定时间

    对于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63A的断路器，其约定时间是Ih，额定电流大于63A的断路器，其约定

时间是2h

8.6.2.2 约定不脱扣电流(I.)

    断路器的约定不脱扣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1.13倍。

8.6.2, 3 约定脱扣电流(I,)

    断路器的约定脱扣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1.45倍。

8.6. 3 脱扣特性

    断路器的脱扣特性应包括在8. 6. 1规定的标准时间一电流带内。

    注1:温度和安装条件与9.2规定的条件不同时(例如，安装在一个特定的外壳内，在同一个外壳内组装几个断路器

          等)可能会影响断路器的脱扣特性

    注2:周围温度与基准值不同时，但在 7工规定的极限范围内，制造厂应提供关于脱扣特性变化的资料

8.6. 3. 1 多极断路器单极负载对脱扣特性的影响

    当具有多个保护极的断路器从冷态开始，仅在一个保护极上通以下列电流的负载时:

对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为1.i倍约定脱扣电流;

对三极 和四极 断路器 ，为 1.2倍 约定脱扣电流 。

断路器应在8. 6. 2. 1规定的约定时间内脱扣

通过9. 10.3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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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2 周 围空气 温度对脱扣特 性的影响

    除了基准温度外，周围温度在一5℃一+40℃范围内变化时，不应对断路器的脱扣特性产生不符合

要求的影响。

    通过9. 10.4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7 机械和电气寿命

    断路器应能在额定电流下进行足够的操作循环次数。

    通过9.n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8 短路电流下的性能

    断路器应能进行规定的短路操作次数，在短路操作时不应危及操作者，也不应在带电导电部件之间

或带电导电部件与地之间产生闪络。

    通过9. 12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这就要求断路器在额定频率，等于额定电压105%(士500)的工频恢复电压，以及不低于9. 12. 5规

定的合适的范围的下限的功率因数条件下，能接通和分断相应于额定短路能力及以下的任何电流值;同

时还要求相应的ht值小于厂t特性(见3. 5. 13) ,

8.9 耐机械冲击和撞击

    断路器应具有足够的机械性能，以使其能承受安装和使用过程中遭受的机械应力。

    通过9. 13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 10 耐热性

    断路器应有足够的耐热性能

    通过9. 14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11 耐异常发热及耐燃性

    如果邻近的载流部件在故障或过载情况下达到一个很高的温度时，断路器中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外

部零件应不容易点燃和蔓延火焰

    通过直观检查和9. 15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8. 12 防锈

    铁制部件应有足够的防锈保护。

    通过9. 16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9 试验

  型式试 验和试验程序

1 断 路器的性能通过型式试 验来验证。

本部分所要求的型式试验列于表8

为验证符合本部分时，型式试验按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程序和提交试验的试品数量在附录C中规定。

除非另有规定，每项型式试验(或型式试验程序)在新的和清洁的断路器上进行。

注:可用下列方法来验证是否符合本部分:

    一 由制造厂验证，作为供应商声明((ISO/IEC导则2中的 13. 5. 1) ;

        由独立的认证机构验证(190/IEC导则 2中的13. 5. 2)

根据 ISO/IEC导则2的专用名词，术语“认证”只能用于第二种案例。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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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型式试验表

试 验 条 款

标志的耐久性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的可靠性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的可靠性
电击保护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
温升

28天试验

脱扣特性

机械和电气寿命
短路

耐机械冲击和撞击性能
耐热性

耐异常发热和耐燃性

防锈

  9. 3

  9.4

  9. 5

  9 5

9 ?

9.8

9.9

9. 10

9. 11

9. 12

9. 13

9. 14

9. 15

9. 16

92 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断路器应单独地垂直安装在周围温度为200C ̂-25℃的大气中，并且应避免外界过

度的加热或冷却。

    设计成安装在单独外壳中的断路器应在制造厂规定的最小的外壳中进行试验。

    除非另有规定，断路器连接表9规定的适当的电缆，并且应安装在一块厚度约20 mm，涂有无光泽

黑漆的层压板上，安装方法应符合制造厂推荐的有关安装方式的任何要求

    在没有专门规定误差时，型式试验应在严酷程度不低于本部分规定的数值下进行。

    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应在额定频率士5 Hz和合适的电压下进行。

    试验期间不允许对试品进行维修和拆卸。

    对于9. 8,9. 919. 10和9. 11的试验，断路器按下列要求接线:

    a)连接导线采用符合GB 5023的单芯聚氯乙烯绝缘铜导线制成:

    b) 除9. 8. 2,9. 10. 2和9. 11的试验外，所有极串联通以单相电流进行试验;

    C) 连接导线应处在大气中，并且相互之间距离不小于接线端子之间的距离;

  d)接线端子-11接线端子之间的每根临时连接导线的最小长度为:
    — 截面积小于等于10 mm'的导线为1 m;

    — 截面积大于10 mm“的导线为2 m.

    施加在接线端子螺钉上的拧紧扭矩为表10规定值的三分之二。

                          表 9 与额定电流相应的试验铜导线 的截面积 (S)

截面积 5

  mm乞

额定电流值 h

        A

                            1

                        1.5

                      2. 5

                            4

                            6

                          10

                          16

                        25

                          35

                          50

      ]镇 6

  6<l�< 13

  13<1镇20

20<1镇25

25<几<32

32<1镇50

50<l� <63

63< 1� G80

80< 1毛100

100< 1落125

注;AWG铜导线参见附录G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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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标志的耐久性试验

    用手拿一块浸透水的棉花擦标志15 s，接着再用一块浸透脂族已烷溶剂(芳香剂的容积含量最大为

0. 1 ，贝壳松脂丁醇值为29，初沸点约为650C，干点约为690C，比重约为。.68 g/cm3)的棉花擦15 s进

行试验 。

    对用压印、模压或蚀刻方式制造的标志不进行本试验

    在本试验后，标志应容易识别。

    在本部分的所有试验完成后，标志仍应保持容易识别。

    标志应不可能轻易地移动，并没有翘曲现象。

9.4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的可靠性试验

    通过直观检查，对断路器安装和接线时使用的螺钉和螺母还要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8. 1.4

的要求 :

    拧紧和拧松螺钉及 螺母 :

对与绝缘材料螺纹啮合的螺钉，10次;

对所有其他情 况 ，5次

    与绝缘材料螺纹啮合的螺钉或螺母，每次试验时应完全旋出然后再重新旋人。

    试验时应采用合适的螺丝刀或板手施加表10所示的扭矩。

    不应用猛拧力拧 紧螺 钉和螺母 。

    每次拧松螺钉或螺母 时，要移动导线

    进行插入式连接试验时，把断路器插进和拔出5次。

    试验后连接导线不应松动，也不应损害其电气功能。

    在试验过程中，螺钉连接件不应松动，并不应有妨碍断路器继续使用的损坏，例如，螺钉断裂或螺钉

头的槽 、螺纹 、垫 圈或螺钉夹 头损 坏等

    此外 ，外壳和盖也不应损坏 。

                                表 10 螺钉的螺纹直径和施加 的扭矩

— } 扭 矩 一
螺纹标称 直径

        簇        2. 8

>2. 8--(3. 0

>3.0一(3.2

>3.2-<3.6

>3.6-镇4. 1

>4. 1一夏4. 7

>4.7--G5.3

>5. 3--镇6. 0

>6.0一毛8. 0

)召.0--石10.0

0.8

1. 2

2 5

第 I栏适用于拧紧时螺钉不露出孔外的无头螺钉以及其他不能用刀口比螺钉直径宽的螺丝刀拧紧的螺钉;

第 0栏适用于用螺丝刀拧紧的其他螺钉;

第m栏适用于用除了螺丝刀以外的其他工具来拧紧的螺钉或螺母

如果螺钉有一个可用螺丝刀拧紧的带槽六角头，而且第H栏和第m栏的数值又不一样，试验进行两次。第一次

试验对六角头施加第Iff栏规定的扭矩，然后在另一个试品上用螺丝刀施加第ll栏规定的扭矩。如果第0栏和

第m栏数值相同，则仅用螺丝刀进行试验。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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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连接外部铜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可靠性试验

    用下列方法检验是否符合8.1.5的要求:

    — 通过直观检查和9.4的试验来检验，在进行9.4的试验时，接线端子连接一根表5规定的最大

        截面积的硬性铜导线(标称截面积大于6mm,时，采用硬性绞合导线;对其他标称截面，采用实

          J心导线)。

    — 通过9. 5. 1,9. 5. 2和9. 5. 3试验来检验，进行这些试验时，应采用合适的螺丝刀或扳手施加表

        10规定的扭矩。

9.5. 1 接线端子分别连接表5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铜导线。实心导线或绞合导线中采用较为

不利的一种

    导线插人到接线端子中至规定的最短距离。如果没有规定距离，则插入至刚好从另一边露出为止，

并且处于最容易使导线的线丝松脱的位置。

    然后用表10相应栏目中规定值的三分之二的扭矩拧紧紧固螺钉

    接着对每根导线施加表11规定的拉力，单位为N。施加拉力时不能用冲击力，时间为1 min，方向

为导线的轴向方向。

                                            表 11 拉 力

接线端子能容纳的导线截面积

              mmZ
簇4 G6 簇10 簇 16 (50

拉力

  V

50 60 80 90 100

    在试验过程中，接线端子中导线应没有可觉察的移动。

9.5.2 接线端子分别连接表5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铜导线。实心导线或绞合导线中采用较为

不利的一种，用表10相应栏目中规定值的三分之二的扭矩拧紧接线端子螺钉 然后拧松接线端子螺钉

并对导线可能受到接线端子影响的部分进行检查

    导线应没有过度的损坏或被切断的线丝。

    注:如果导线有深的压痕或锐利的压痕，则认为是过度的损坏

    在试验过程中，接线端子不应松动，也不能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例如，螺钉断裂或螺钉头的

槽、螺纹、垫圈或螺钉夹头损坏。

9.5.3 接线端子连接具有表12所示结构的硬性绞合铜导线。

                                          表 12 导 线 尺 寸

被夹紧的标称截面积范围

            mmZ

绞 合 导 线

根 数
线丝 直径

      m m

        1一 2. 5'

            1-4，

        1. 5一6'

        2. 5一 10
.

            4- 16

          10- 25

          16--35

          25--50

7

7

7

7

7

7

1g

19

0.67

0.85

1.04

1. 35

1.70

2. 14

1. 53

1.83

  如果接线端子只用来夹紧实心导线(见表 5)，则不进行本试验。

在导线插人接线端子之前 对导线的线丝进行适当的整形。

导线插人至接线端子底部或刚好从接线端子另一边露出为止，并处于最容易使导线的线丝松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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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然后用表10相应栏目中规定值的三分之二的扭矩拧紧紧固螺钉或螺母

    试验后，应没有任何导线的线丝松脱至夹持装置的外面。

9.6 电击保护试验

    试品按正常使用安装(见8. 1.6的注)并且连接表5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导线，用图9所示的

标准试指进行试验。

    标准试指应设计成使每个关节部分只能相对于试指轴线在同一个方向转动9000

    试指施加到人手指可能弯曲到的每个位置上，用一个电气接触的指示器来显示其与带电部件接触。

    推荐采用一个灯泡作为接触指示，电压不应低于40 V

    带有热塑性材料外壳或盖的断路器进行下列补充试验，试验在35℃士2℃的周围温度下进行，断路

器也处于这个温度下。

    用一个与标准试指相同尺寸的无关节的直的试指的顶端对断路器施加75 N的力 1 min，对绝缘材

料变形可能影响断路器安全的所有部位施加试指，但对敲落孔不进行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外壳或盖不应变形到带电部件能被无关节试指触及的程度。

    对具有不用外壳覆盖的部件的非封闭式断路器用一块金属面板进行试验，并按正常使用条件安装

(见 8. 1.6)。

9.7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试验

9.7. 1 耐潮

9.7.1.1 断路器的试验准备

    如果有进线孔，则全部打开;如果有敲落孔，则打开其中一个。

    不用工具就能拆卸的部件拆下并与主要部件一起进行潮湿处理，在潮湿处理过程中，弹簧盖保持

打开

9.7. 1.2 试验条件

    潮湿处理在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91 % 95%之间的潮湿箱中进行。

    放置试品处的空气温度保持在200C-30℃之间的任何合适温度 T士1℃内。

    试品在放人到潮湿箱前，预热到T-T十4℃的温度之间。

9.7.1.3 试验顺序

    试品在潮湿箱中保持48 he

    注 1:在潮湿箱中放置硫酸钠(Na, SO)或硝酸钾(KNO,)的饱和水溶液，并使其与箱内空气有一个足够大的接触

          面，就可获得 91% 95%之间的相对湿度

    注2:为了使箱内达到规定的条件，建议确保箱内空气不断循环，并且通常要使用一个绝热的箱子

9.7.1.4 试验后断路器的状况

    在潮湿处理后，试品应无本部分含义内的损坏，并应承受9.7.2和9.7.3的试验。

9.7.2 主电路的绝缘电阻

    断路器按9.7. 1的规定进行潮湿试验后，经过30 min-60 min的时间间隔，施加约500V的直流电

压5s后，并在该电压下依次测量下列部位的绝缘电阻:

    a)断路矍处于断开位置，依次对每极的每对接线端子之间(当断路器处于闭合位置时，这些接线
        端子电气上是连接在一起的);

    b) 断路器处于闭合位置，依次对每极与连接在一起的其他极之间;

    c) 断路器处于闭合位置，所有连接在一起的极与框架，包括覆盖在绝缘材料内壳(如果有的话)外

        表面的金属箔之间;

    d) 机构的金属部件与框架之间;

    注:为进行此验证，可使用特殊准备的试品。

    e) 对具有采用绝缘材料内衬的金属外壳的断路器，框架与覆盖在绝缘材料衬垫，包括套管和类似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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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内表面的金属箔之间。

    a),b)和c)项的测量在所有的辅助电路连接至框架后进行。

    术语“框架”包括:

    — 所有易触及的金属部件和按正常使用安装后易触及的绝缘材料表面覆盖的金属箔;

    — 安装断路器的基座的表面，必要时覆盖金属箔;

    — 把基座固定到支架上的螺钉和其他器件;

    — 安装断路器时必须拆下的盖的固定螺钉以及8.2所指的操作件的金属部件

    如果断路器具有用于保护导线相互连接的接线端子，则该接线端子应连接到框架上

    对于b)项至e)项的测量，金属箔应这样覆盖，使得密封用的化合物(如有的话)也应受到有效的

试验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     2 Md2，对a)项和b)项的测量;

    —     5 Md2，对其他项的测量。

9. 7.3 主电路的介电强度

    断路器通过9. 7. 2试验后，在9. 7. 2指定的部件之间施加9. 7. 5规定的试验电压1 min,

    试验开始时，施加的电压不大于规定值的一半，然后在5s内将电压升至规定值。

    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无电压降的辉光放电可忽略不计

9.7.4 辅助和控制电路的介电强度

    对于这些试验，主电路应连接到框架上，在下列部位施加9. 7. 5规定的试验电压1 min:

    a) 通常不与主电路连接的所有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连接在一起与断路器的框架之间;

    b) 如适用的话，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中可能与其他辅助电路部件隔离的每一个部件与连接在一

        起的其他部件之间。

9.7.5 试验电压值

    试验电压应基本上是正弦波形，频率在45 Hz--65 H:之间。

    试验电压的电源应能输出至少为。. 2 A的短路电流。

    当输出回路的电流小于100 mA时，变压器的过电流脱扣装置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应如下:

    a) 主电路，预期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

        - 2 000 V，对9. 7. 2 a)项至d)项;

        - -2 500 V，对9. 7. 2 e)项;

    b) 制造厂指明的不适合于与主电路连接的辅助电路和控制电路:

        —         1 000 V，当额定绝缘电压U、不超过60 V时;

        —         2U,+1 000 V,最小值1 500 V，当额定绝缘电压U;超过60 V时。

9.7.6 验证冲击耐受电压(跨越电气间隙和跨越固体绝缘)和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

9. 7. 6. 1 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冲击耐受电压(适用于隔离)

    对安装在金属支架上的断路器进行试验。

    冲击电压由一个冲击电压发生器产生，冲击电压发生器能产生正向和负向冲击电压，前沿时间为

1. 2 Ks;至半值时间为50 ps，允许误差如下:

    — 峰值:士50a;

    — 前沿时间:士3000;

    — 至半值时间: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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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装置的冲击阻抗应有500 fl的标称值

    调节冲击电压波形时，把被试断路器连接到冲击电压发生器上。为此，应采用合适的分压器和电压

传感 器

    允许冲击电压波形有小的振荡，只要靠近冲击电压峰值处的振荡辐值小于峰值的5%.

    冲击电压前沿的前半部的振荡辐值允许达到峰值的10000

    触头在断开位置，对连接在一起的电源接线端子和连接在一起的负载接线端子之间施加符合IEC

60060-1中图6的1.2/50 ks的冲击电压。

    施加三次正极性冲击和三次负极性的冲击，同一极性相邻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为is，相反极

性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为10 s,

    试验的冲击电压值应按表3给出的断路器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相应地在表13中选择。试验电压值

应按表13根据大气压力和/或试验地点的海拔高度修正

    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非故意的击穿放电。

                表 13 与断路器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和试验地点的海拔高度有关的

                              验证适用于隔离的断开触头之 间的试验 电压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

          kV

在相应海拔 时的试 验电压

U a. c.峰值

        kV

海平面 200 m 500 m 1 000 m 2 000 m

2.4 54 :.: :.: :.; :.: :.:
9.7.6.2 对9.7.6. 1中没有试验的部分验证冲击耐受电压

    对安装在金属支架上的处于闭合位置的断路器进行试验。

    冲击电压由一个冲击电压发生器产生，冲击电压发生器能产生正向和负向冲击电压，前沿时间为

1. 2 us;至半值时间为50 rs，允许误差如下:

    — 峰值:士5%;

    一一前沿时间:士30%;

    — 至半值时间:士20% o

    试验装置的冲击阻抗应有500 fl的标称值

    调节冲击电压波形时，把被试断路器连接到冲击电压发生器上。为此，应采用合适的分压器和电压

传感器

    注 l:对装有浪涌抑制器的断路器，调节冲击电压波形时，不把断路器连接到冲击发生器上。

    允许冲击电压波形有小的振荡，只要靠近冲击电压峰值处的振荡辐值小于峰值的5%.

    冲击电压前沿的前半部的振荡辐值允许达到峰值的10%0

    第一组试验冲击电压施加在断路器中连接在一起的相线极和中性极(或电流回路)之间(适用时)。

    第二组试验冲击电压施加在连接到保护导体接线端子(如果有的话)的金属支架与连接在一起的相

线极和中性极(或电流回路)之间。

    在两种情况下，各施加3次正向冲击电压和3次负向冲击电压，对同一极性相邻冲击之间的时间间

隔至少为Is，相反极性冲击之间的时间间隔至少为10 s

    试验的冲击电压值应按表3给出的断路器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在表14中选择 试验电压值应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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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根据大气压力和/或试验地点的海拔高度修正。

    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非故意的击穿放电。

    然而，如果仅发生一次这样的击穿，可增加施加6次冲击电压，其极性和接线方式与发生击穿放电

时的极性和接线方式相同。

    不应再发生击穿放电。

    注 2:词句“非故意击穿放电”用来表示绝缘在电气应力下失效的现象，包括电压降落以及有电流流动等

                    表 14 验证 9.7.6. 1中未试部分的冲击 耐受电压 的试验 电压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mp

          kV

在相应海拔时的试验电压

u S。a. c峰值

        kV

海平面 200 m 500 m 1 000 m 2 000 m

2.4 54 :: :.: :一 :，: :.:
9.7.6.3 骏证断开触头之 间的泄漏 电流 (适用于隔离)

    断路器经过9. 12. 11. 2，或9. 12. 11. 3，或9.12.11.4.2，或9. 12. 11. 4. 3的试验后，处在断开位置，

对其每极施加1. 1倍的额定工作电压。

    测量流过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并不应超过2 mA,

9.8 温升试验及功耗测且

9.B.1 周围空气温度

    在试验周期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应至少用两只温度计或热电偶对称地分布在断路器周围，高度

约为断路器高度的一半，距断路器约lm的地方测量周围空气温度

    温度计或热电偶应免受对流和辐射热的影响

9. 8.2 试验程序

    在任何合适的电压下对断路器的所有极同时通以等于I。的电流，通电时间应足以使温升达到稳态

值或至约定时间(两者中取较长时间者)

    实际上，当每小时温升变化不超过1 K时，即达到了稳态条件。

    对于带有三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先只对三个保护极通以规定的电流进行试验

    然后，对连接中性线的极和相邻的保护极通以同样的电流进行重复试验

    在试验过程中，温升不应超过表6所示的值。

9.8.3 测f部 件的温度

    表6提及的各部件的温度应用细线热电偶或等效的工具在最可接近最热点的位置上测量。

    热电偶与被测部件的表面之间应保证有良好的热传导性。

9. 8. 4 部件的温升

    部件的温升是该部件按9.8.3测得的温度与按9.8.1测得的周围空气温度之差。

9. B.5’功耗测且

    在不低于30 V的电源电压下及基本上为电阻性的电路中，对断路器的每极通以等于I。的交流

电流 。

    注1:经制造厂同意，可使用小于30 V的试验电压值。

    根据在稳态条件下测量的相应接线端子之间的电压降计算出的每极功耗不应超过表15给定值。

    注2:只要本条款的试验条件能够满足，可在温升试验时测量电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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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巧 每极最大功耗

额定电流范围 I,

          A

1 每极最大功耗

                                W

I夏10 3

10< I�镇16 3. 5

16< 1.夏25 4. 5

25< 1.落32 6

32< 1�夏 40 7. 5

40<1 <50 9

50<1蕊63 13

63<1}<100 15

100<1,<I25 20

9.9  28天试验

    在9,2的试验条件下，对断路器进行28天试验，每一个试验周期由21 h至少在30 V的开路电压

下通以额定电流和3h不通电流组成。

    断路器处于闭合位置，用一个辅助开关接通和断开电流。在本试验过程中，断路器不应脱扣。

    在最后一个流过电流期问，应测量接线端子的温升

    温升不应超过温升试验(见9.8)的测量值巧K

    紧接着测量温升后，在5s内将电流稳定地升至约定脱扣电流值。

    断路器应在约定的时间内脱扣

9. 10 脱扣特性试验

    本试验是验证断路器是否符合8. 6. l的要求。
9.10. 1 时间一电流特性试验

9.10.1.1 从冷态开始(见表7)，对所有极通以等于1. 131。的电流(约定不脱扣电流)至约定时间(见

8. 6. 1和 8. 6. 2. 1)

    断路器不应脱扣。

    然后在5，内把电流稳定地升至1. 451(约定脱扣电流)。

    断路器应在约定时间内脱扣。

9.10.1.2 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2.551。的电流

    断开时间应不小于is也不大于:

    —     60 s(对额定电流小于等于32 A);

    一一120 s〔对额定电流大于32 A).

9. 10.2 瞬时脱扣和触头正确断开试验

9. 10.2. 1 一般试验条件

    对9. 10. 2. 2,9. 10. 2. 3和9. 10,2.4的各个试验电流的下限值，在任何合适电压下进行一次试验
    对试验电流的上限值，在额定电压U}(相线对中性线)下进行试验，功率因数在。.95和1之间。

    操作程序为:

      O-t-CO-t-Co t-CO

    间隔时间t如9. 12. 11. 1的规定。

    测量“0”操作的脱扣时间。

    每次操作后，指示装置应显示触头的断开位置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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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2.2 对于B型断路器

    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31。的电流

    断开时间应不小于。. 1 se

    然后再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51。的电流。

    断路器应在小于0. 1 s时间内脱扣。

9. 10.2.3 对于 C型断路器

    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51。的电流。

    断开时间应不小于。.15。

    然后再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101。的电流

    断路器应在小于。. 1 s时间内脱扣

9. 10.2.4 对于D型断路器

    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101�的电流

    断开时间应不小于。. 1 so

    然后再从冷态开始，对所有极通以等于201。或最大瞬时脱扣电流(见第6章的])项)的电流

    断路器应在小于。. 1 s时间内脱扣。

9. 10.3 单极 负载对多极断路器脱扣特性影响的试验

    在8. 6. 3. 1规定的条件下，通过对按9. 2接线的断路器进行试验来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断路器应在约定时间内脱扣(见8.6.2.1).

9. 10. 4 周围温度对脱扣特性的影响试验

    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其是否符合要求。

    a) 断路器放置在比周围空气基准温度低((35士2)K的周围温度下，直至其达到稳态温度

    对断路器所有极通以等于1. 131(约定不脱扣电流)的电流至约定时间，然后在5s内把电流稳定

地增加至1. 91_

    断路器应在约定时间内脱扣

    b) 断路器放置在比周围空气基准温度高(10士2)K的周围温度下，直至达到稳态温度。

    对断路器所有极通以等于 1,的电流

    断路器不应在约定的时间内脱扣。

9. 11 机械和电气寿命试验

9. 11. 1 一般试验要求

    断路器应按9. 2的规定固定在金属支架上，除非该断路器是设计成安装在独立的外壳中，在这情况

下，断路器应按相应的要求进行安装。

    试验在额定电压下用串联连接在负载端的电阻器和电抗器调节至额定电流的电流进行试验。

    如果使用空心电抗器，每个电抗器应并联连接一个电阻器，流过电阻器的电流约为流过电抗器电流

的。.6%0

    电流应基本上为正弦波;功率因数应在。. 85 0. 9之间。

    对于单极断路器和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在总操作次数的前一半次数，金属支架应接至电源
的一侧，而在另一半操作次数中接至电源的另一侧。

    对于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金属支架应接至电源的中性极上。

    对于额定电压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试验应在较低的电压下进行

    断路器应用表9规定的适当尺寸的导线接至电路。

〕.们.2 试验程序

    断路器应在额定电流下经受4 000次操作循环。

    每次操作循环包括一次接通操作和紧接着的一次分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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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额定电流小于等于32A的断路器，操作频率应为每小时240次操作循环 在每一次操作循环

中，断路器应保持在断开位置至少 13 s,

    对于额定电流大于32A的断路器，操作频率应为每小时12。次操作循环。在每一次操作循环中，

断路器应保持在断开位置至少28 s.

    断路器应按正常使用条件进行操作

    应注意 :

    — 试验装置不能损坏被试断路器;

    — 被试断路器操作件的自由运动不受到阻碍;

    — 被试断路器的操作件不会过度地影响试验装置操作件的速度

    如果断路器是有关人力操作，在驱动过程中，应以((0. 1士。.025) m/s的操作速度操作断路器。该

速度应在试验装置的操作件接触到被试断路器操作件末端时并在该位置进行测量。对旋钮式操作件，

其角速度应基本上与上述条件相当，即被试断路器操作件末端处的速度与上述速度相当。

9. 11.3 试验后断路器的状况

    在9. 11. 2试验后，试品不应有下列现象:

    --一 过度磨损;

    — 动触头位置和指示装置相应位置不一致;

    -一 外壳损坏至能被试指触及带电部件(见9.6);

    — 电气或机械连接松动;

    一一密封化合物渗漏。

    此外，断路器还应符合9. 10.1. 2的试验要求，并且经受9. 7. 3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但是试验电压

要比9.7.5规定的电压值低500 V，试前不经过潮湿处理

9. 12 短路试验

9. 12. 1 一般要求

    验证短路性能的标准试验由适用于被验证性能的接通操作和分断操作顺序组成，这些试验汇总列

于表 16.

    所有的断路器应按9. 12. 11. 2在500 A电流或 101。电流下进行试验，两者中取较大值;以及按

9. 12. 11. 3在1 500 A下进行试验。

    额定短路能力大于1 500 A的断路器还要增加进行下列试验:

    — 按9. 12. 11. 4. 2和9. 12. 12. 1在运行短路(分断)能力(见3.5.5.2)下进行试验;运行短路能

力是额定短路能力乘以一个系数K得出，系数K见表18;

    --一如果系数K小于 1，按9.12.11.4, 3和9,12.12.2在额定短路能力(见5. 2. 4 )下进行试验，此

时应使用新的试品进行该试验

                                      表 16 短 路试 验的适用性

试 验 种 类 被试断路器 按分条款在短路试验后验证

在低短路电流下试验(9.12.11.2.1) 所有断路器

， 12. 12. 1验证适用于 IT系统的试验 (9.12.11.2.2)
除了额定电压为 120 V或 120/240 V

        以外的所有断路器

在 1 SODA下试验〔().12. 11. 3) 所有断路器

运行短路能力试验(9.12.11.4.2) 1� > l 500A

的断路器

9. 12. 12. 1

9. 12. 12. 2额定短路能力试验(9. 12. 11. 4. 3)、

9. 12.2 试 验it 值

    所有关于验证额定短路能力的试验应按制造厂根据本部分的有关表格中规定的量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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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加的电压值必须能产生规定的工频恢复电压。

    工频恢复电压值(见3.5. 8. 2)应等于被试断路器额定电压值的105%e

    — 对具有两种额定电压值的单极断路器(例如 230/400 V )，按 9. 12. 11. 4. 2中的d)项、

        9. 12. 11. 4. 3中的b)项和9. 12. 11. 2. 2进行试验时，其工频恢复电压应是较高值(如400 V)的

        105 0o，对于9. 12的其他试验，其工频恢复电压应是较低值(如230 V)的105% .

    — 对于具有两种额定电压值的二极断路器(例如120/240 V)，按9. 12. 11. 2进行试验时，其恢复

        电压应是较低值(如 120 V)的10500，对于 9. 12的其他试验，其恢复电压应是较高值(如

        240 V)的10500,

    注:可认为额定电压的105 (士5%)的电压值包括了正常运行情况下系统电压变化的影响，制造厂同意时，上限值

          可 以增加

9. 12.3 试验f 的允许误差

    如果试验报告中记录的有效值与规定值之差在下列允许误差范围内，则认为该试验是有效的:

    — 电流:愧0o;

    — 电压(包括恢复电压).15%;

    — 频率:士50o

9. 12.4 短路性能的试验电路

    图3至图6分别给出了有关试验的电路图:

    — 单极断路器(图3);

    — 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图4a);

    — 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图4b) ;

    — 三极断路器(图5) ;

    — 四极断路器(图6).

    阻抗Z和Z,的电阻和电抗应可调节以满足规定的试验条件。电抗器应优先采用空心电抗器，它

们应始终与电阻器串联，其电抗值由几个独立的电抗器串联得到。当电抗器时间常数基本上相同时，也

允许 它们并联连接 。

    因为包括空心电抗器的试验电路的瞬态恢复电压(见3.5.8.1)特性不能代表常用的运行状况，每

相的空心电抗器应并联一个电阻器，流过电阻器的电流约为流过电抗器电流的0.6 %.

    如果采用铁心电抗器，则这些电抗器的铁心损耗功率不应超过与空心电抗器并联的电阻器所吸收

的损耗功率。

    试验电路中应有一点并且只有一点接地。这点可以是试验电路的短路连接点，或者是电源的中性

点或者其他任何合适的点。在任何情况下，接地方式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在每个验证额定短路能力的试验电路中，阻抗2接在电源S和被试断路器之间。

    当进行试验时的电流小于额定短路分断能力时，应在断路器的负载端接人附加阻抗Z,.

    对额定短路能力和运行短路能力试验，断路器的每极应连接一根长为。.75 m的电缆，其截面积为

表5中与额定电流相对应的最大截面积

    注:建议被试断路器的电源端连接。.5 m的电缆，负载端连接0.25 m电缆

    电阻ft为。.5n的电阻器R:与铜丝F串联并按下列方式连接:
    — 对于图3和图4a.接在金属支架和选择开关P之间:约为断路器操作次数的一半次数，选择开

        关处在两个位置中的一个位置，而另一半操作次数处于另一个位置;

    — 对于图4b、图5和图6的电路，接在金属支架和电源中性线之间

    铜丝F的长度应至少为50 mm，并且:

    — 对安装在金属支架上，在大气中进行试验的断路器，直径为。.1 mm;

    — 对在制造厂规定的最小的独立外壳里进行试验的断路器，直径为。.3 m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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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阻器R，连接到断路器的电源侧并接在调节预期电流至额定短路能力的阻抗和断路器之间，每

相电阻器R,流过的电流为10 Ae

9. 12.5 试验电路的功率因数

    试验电路每相的功率因数应根据认可的方法来确定，并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附录A给出了两个

示例 。

    多相电路的功率因数为每相功率因数的平均值。

    功率因数范围如表17所示。

                                  表 17 试验 电路的功率因数范围

试验电流 11,

        A
相应的功率因数范围

        1镇 1 500

1 500<1_簇 3 000

3 000<1_簇4 500

4 500<I落6 000

6 000<1,返 1.0 000

10 000<1-簇25 000

0. 93^-0. 98

0. 85-0. 90

0. 75--0. 80

0. 65--0. 70

0. 45^0. 50

0. 20--0. 25

9.12.6  ht和峰值电流((1p)的测且及验证

    在9. 12. 11. 2,9. 12. 11. 3和9. 12. 11.4试验过程中应测量ht和Ip值

    断路器在三相电路中试验时，应在每个极测量ht值。

    测得的最大尸t值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上，并且不应超过制造厂声明的相应的I' t特性值。

9. 12.7 试验电路的校正

9. 12.7. 1 为了校正试验电路，在图3至图6所示的位置上连接与试验电路相比阻抗可忽略不计的连

接线 G

9. 12.7.2 为了在表17规定的相应的功率因数下获得等于断路器额定短路能力的预期电流，在连接线

G的电源侧接人阻抗2。

9. 12.7.3 为了获得低于断路器额定短路能力的试验电流，如图3至图6所示，在连接线G的负载侧

接人附加阻抗 Z, o

9. 12.8 示 波图说明

9.12.8.1 确定外施电压和工频恢复电压

    外施电压和工频恢复电压如图7所示根据被试断路器断开操作“a�(见9.12.11.”相应的示波图

来确定和估算。应在所有极电弧熄灭后并且高频现象衰减后的第一个周期间测量电源侧的电压。

9. 12.8.2 确定预期短路电流

    预期电流的交流分量可看作等于校正电流交流分量有效值(相应于图7中A:值)

    如果适用时，预期短路电流应是各相预期电流的平均值。

9.12, 9 被试断路器的试验条件

    断路器应按9.12.9.1在大气中进行试验，除非它们设计成只能用于制造厂规定的外壳中或只能在

单独的外壳中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应按9. 12. 9. 2进行试验，或经制造厂同意，按9. 12. 9. 1进行

试 验。

    注:单独的外壳是设计成只能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外壳.

    应尽可能地模拟正常闭合操作条件，用手动方式或试验装置来操作断路器。

    应注意 :

    — 试验装置不能损坏被试 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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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试断路器操作件的自由运动不受到阻碍;

    — 被试断路器的操作件不会过度地影响试验装置操作件的速度。

    应制造厂要求，如果断路器是有关人力操作，在驱动过程中，应以(0. 1士。.025) m/s的操作速度

操作断路器。该速度应在试验装置的操作件接触到被试断路器操作件并在该位置进行测量。对旋钮式

操作件，其角速度应基本上与上述条件相当，即被试断路器操作件末端处的速度与上述速度相当。

9. 12.9. 1在大气中试验

    被试断路器按图H.1所示的要求安装。

    只有在断开操作(O)时，把附录H所规定的聚乙烯薄膜和绝缘材料档板按图H.1放置。

    附录H所规定的栅格应这样放置，使得大部分发射出来的游离气体通过栅格，栅格应放置在最不

利的位置。

    注:如游离气体排气孔的位置不明显，或者没有排气孔，应由制造厂提供适当的说明资料.

    栅格电路(见图H. 3)应连接到图3至图6的试验电路图中所示的B和C点，但是对于额定电压为

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的试验，栅格电路应连接在相与相之间，即边接至图3所示试验电路的B和

C，点 。

    电阻器R，电阻值为1.5。 铜丝F'(见图H.3)长度应为50 mm，对额定电压为230 V的断路器，
铜丝直径为。.12 mm，对额定电压为400 V或230/400 V的断路器，直径为0. 16 mm,

    对额定电压为120 V或120/240 V的断路器，电阻器R，电阻应为7.5 d2，铜丝直径应为。.12 mm,

    试验电流小于或等于1 500 A时，距离“a"应为35 mm.

    对较高的直至I_的短路电流，距离“a"可以增加。此时“a"，应从(40-45-50-55...... )  mm系列中
选取并由制造厂规定

    对于试验电流大于1 500 A的试验，为使距离“a"较小而增加的任何挡板或绝缘装置也应由制造

厂规 定。

9. 12.9.2 在外壳中试验

    试验时应把断路器放置在结构最不利的外壳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不用图H.1所示的栅格

和绝缘材料挡板。

    注:这表示如果在放置栅格的方向通常安装其他断路器(或其他电器)，则这些断路器 (或其他电器)应安装在那里

        并按正常使用供电，但是经过 9. 12. 9. 1规定的 P和 R并按图 3、图4a、图46、图 5或图 6中合适的试验电路

        连接 。

    根据制造厂的说明，可能需要用挡板或其他装置，或足够的电气间隙来防止电离气体影响装置。

    只有在O操作时，把附录H所述的聚乙烯薄膜按图H.1所示放置在距离操作件10 mm的地方。

9.12.10 短路试验时断路器的状况

    在9. 12. 11. 2或9. 12.11. 3或9. 12. 11. 4的操作过程中，断路器不应对操作者产生危害，并且不把

断路器从试验奖置卜拆下并经过9. 12. 11. 1规定的时间t后，应允许重新闭合断路器

    不采用附加的放大手段，用正常的或校正的视力进行观察，聚乙烯薄膜应无可见的洞。

    此外，应没有持续燃弧，极与极之间或极与框架之间不应闪络，熔丝F和熔丝F(适用时)不应熔断

9.12.11 试验程序

9.12.11.1 概述

    试验程序由一个操作顺序组成

    确定操作顺序时，采用了下列的符号:

      O 表示一次断开操作;

    CO 表示一次闭合操作以及紧接着一次自动断开;

      t 表示两次连续的短路操作之间的时间间隔，这时间间隔应是3 min或为允许断路器重新闭

合，热过电流脱扣器可能需要的更长的时间。这更长的时间应由制造厂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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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的实际值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如果在经过制造厂指定的时间后试品还不允许重新闭合，则认

为试验失败 。

    电弧熄灭后 ，恢 复电压保持时间应不小 于 0. 1 s

9. 12. 11.2 在低短路电流下试验

9. 12. 11. 2. 1 对所有断路器的试验

    调节附加阻抗Z(见9.12. 7. 3 )以便在。.93和。.98之间的功率因数得到500 A或101。的电流，

两者中取较大的值。

    断路器的每个保护极分别在图3所示接线方式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断路器自动断开9次.用辅助开关A闭合试验电路6次，3次由断路器本身闭合。

    操作顺序应是:

      0-t-O-t-O-t-0-t-O-t-O-t-CO- t-CO-t-CO

    试验时，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以便使断开操作的6个起始点均匀地分布在半个波形上，允

许误差士5%

9. 12. 11. 2. 2 对额定电压为230 V或240 V或230/400 V的断路器，验证是否适合于在IT系统中使

用的短路试 验

    调节附加阻抗Z,(见9.12.7.3)以便在。93和。.98之间的功率因数及较大额定电压的105%的电

压下，得到500A或表2规定的瞬时脱扣标准范围上限值的1.2倍的电流，两者中取较大的值但不超过

2500Ao

    对瞬时脱扣值超过201、的断路器，调节阻抗得到制造厂声明的瞬时脱扣上限值的1. 2倍的电流，

而不考虑2 500A的极限值。

    单极断路器和多极断路器的每个保护极分别在图3所示接线方式的电路中进行试验，其中连接线

V应用相线连接线代替

    操作顺序应是

      O-t-CO

    对第一个保护极的“()’，操作，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以便在该操作波形的00处闭合电路。

    对接下来其他被试保护极的“()’，操作(见C.2)，每次接通电路的点相对于前次试验波形上的点移

相300，允许误差土50

9. 12. 11.3 在1 500 A电流下试验

    对额定短路能力为1 500 A的断路器按9. 12.7. 1和9.12.7.2调节试验电路，以便在表17相应于

该电流的功率因数下得到1 500 A的电流

    对额定短路能力大于1 500 A的断路器，按9.12.7.1和9. 12. 7. 3在表17相应于1 500 A的功率

因数下调节试验电路。

    单极断路器在图3所示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在图4a所示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在图4b所示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三极断路器和带三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分别在图5和图6所示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对三极断路器，在电源的中性线和断路器负载侧的公共点(如果有)之间没有连接。

    对带三个保护极的四极断路器，电源的中性线通过无保护极或可开闭的中性极连接到断路器负载

侧的公共点上。

    如果制造厂没有标志四极断路器的中性极，则要用三个新的试品重复进行试验，依次把每个极作为

中性极

    对单极和二极断路器的试验，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以便使六个起始点均匀地分布在半个波

形上，允许误差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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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额定电压为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以外，操作顺序应按 9. 12. 11. 2的规定。额定电压为

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在6次“O'，操作后只进行2次“CO'，操作。然后，这些断路器在适用于三极断

路器的试验电路(图5)的每相中接人一个断路器同时进行一次“O”操作，辅助开关接通短路不需要

同步。

    对三极和四极断路器，在电压波形上任何点进行试验均可

9. 12. 11.4 大于1 500A的试验

9.12.11.4.1 运行短路能力与额定短路能力之间的比值K

    运行短路能力与额定短路能力之间的比值K应按表18的规定。

                  表 18 运行短路 能力(I-)与额定短路能力(L.)之间的比值 系数 K

I- K

1,,镇6 OOOA 1

6 000 A<I,,< 10 000 A 0. 75'

1m>10 000 A 0.5‘

  1,的最小值:6 000 A

6 1,的最小值:7 500 Ao

9. 12. 11. 4. 2 运行短路能 力(Ia)试 验

    a) 试验电路按9.12.7.1和9.12.7.3调整，功率因数符合表17a

    三台试品在9.12.11.3规定的相关的试验电路中进行试验。

    当被试断路器的电源接线端和负载接线端没有标志时，两个试品按一个方向接线而第三个试品按

另一个方 向接线

    b) 对于单极和二极断路器，操作顺序如下

      《)t-O-t-CO

    “。”操作时，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使第一个试品的“O”操作在电压波形的。。处闭合电路。

    然后，接通点移位450进行第一台试品的第二次“O"操作;对第二台试品，两次“O"操作应与 150和

60。同步而第三台试品与30“和75“同步。

    同步允许误差为士s0o

    对于二极断路器，应用相同的极作为同步信号的基准。

    试验程序如表19所示。

                              表 19 单极和 二极断路器 几 的试验 程序

操作序号
试 品 序 号

1 2 3

I

2

3

O(00)

0(450)

  cO

0(150)

0(600)

  CO

0(300)

0(750)

  CO

    c) 对于三极和四极断路器，操作顺序如下:

      O-t-co-t-co

    "0”操作时，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使第一个试品的“O”操作在电压波形的任何一点(X)处

闭合 电路

    然后，这点移位600进行第二个试品的“O'，操作。再移位600进行第三个试品的“()’，操作。

    同步允许误差应为士50。对不同的试品，采用相同的极作为同步信号的基准

    试验程序如表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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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三极和四极断路器 几的试验程序

操作序号
试 品 序 号

1 2 3

1

2

3

O(X0) 一
  CO

  CO

O(X0+600)

      CO

      CO

O(X。十1200)

      CO

      CO

    d) 对于额定电压为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要增加一组(三台)试品在图5所示的电路里进行

试验 。

    在该试验电路的每一相中接人一个试品，辅助开关A接通短路时不需要同步。

    在电源的中性线与断路器负载端的公共点之间不应有连接

    试验程序如表21所示。

    注:在本试验期过程中，不需要测量 I' t的值。

                表21 额定电压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三相试验时几试验程序

操作序号
试 品 序 号

1 2 3

1

2

3

4

()

()

CO

0

CO

0

0

()

CO

9. 12. 11. 4. 3 额定短路能力试验(几)

    a) 试验电路按9.12.7.1和9.12,7. 2调整。

    三台试品在9.12.11.3规定的相关试验电路中进行试验。

    当被试断路器的电源接线端和负载接线端没有标志时，两个试品按一个方向接线而第三个试品按

相反方向接线。

    操作顺序如下:

      O-t-CO

    “。”操作时，辅助开关A与电压波形同步，使第一个试品的“O'，操作在电压波形的150处闭合电路

    然后，这点移位300进行第二个试品的“O"操作，再移位300进行第三个试品的“of，操作。

    同步允许误差应为士s0,
    对多极断路器，采用相同的极作为同步信号的基准。

    试验程序如表22所示

                                        表 22  1-试验程序

操作序号
试 品 序 号

I 2 3

;· ()(15')CO
0(4'50)

  C(〕 0(750)Co
b) 对于额定电压为230/400 V的单极断路器，要增加一组(四台)试品在图5所示的电路里进行试验。

其中三台试品分别接在试验电路的每一相中，辅助开关A接通短路时不需要同步。

电源的中性线与断路器负载端的公共点之间不应有连接。

试验程序如表23所示。

在对表23中序号 1的试品进行了第二次“(，’’操作后，应用第四台试品取代该试品。

注:在本试验期过程中.不需要测量 12t的值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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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额定 电压 230/400 V的单极 断路器三相试 验时 几 的试验程序

操 作
试 品 序 号

1 z 3 4

1

2

3

O

O Oc0
O

c0 O

9. 12. 12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9. 12. 12. 1 在低短路电流，1 500 A和运行短路能力试验后验证

    在9.12.11.2,9.12.11. 3或9. 12. 11. 4. 2试验后，断路器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不经维
修，应能承受下列试验:

    a) 按9.7. 6. 3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

    b) 在短路试验后2 h-24 h之间进行9. 7. 3的介电强度试验，但其试验电压比9. 7. 5的规定值

        低500 V，试前不进行潮湿处理。

    在上述试验过程中，在按9. 7. 2中项a)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后，应验证指示装置指示在断开位置，

而在按9. 7. 2中项b)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时，指示装置应指示在闭合位置。

    。) 此外，在9.12.11. 3或9. 12. 11. 4. 2试验后，当断路器的所有极从冷态开始通以等于。.85倍

        约定不脱扣电流的电流至约定的时间，断路器不应脱扣。

    在本验证结束时，电流在5s内稳定地增加到1. 1倍的约定脱扣电流。

    断路器应在约定的时间内脱扣。

9. 12. 12.2 在额定短路能力试验后验证

    在9. 12. 11. 4. 3的试验后，不采用附加的放大手段，用正常的或校正的视力进行观察，聚乙烯薄膜

应无可见的洞。断路器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并且不经维修，应能承受下列试验:

    a) 按9. 7. 6. 3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

    b) 在短路试验后2h--24h之间进行9. 7. 3的介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为900 V，试前不进行潮湿

          处理 。

        在上述试验过程中，在按9. 7. 2中项a)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后，应验证指示装置指示在断开

        位置，而在按9. 7. 2中项b)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时，指示装置应指示在闭合位置。

    c) 此外，当断路器的所有极通以等于2.81。的电流时，断路器应在表7相应于试验c的时间内脱

        扣，时间的下限值1 S用。. 1 S替代。

    表23中序号1的试品不进行本条款的验证，但仍应符合9. 12. 10的要求。

9. 13 机械应力

9. 13. 1 机械冲击

9.13.1.1 试验装置

    用图8所示的装置对断路器进行机械冲击试验

    把一块木质基座A固定在混凝土基座上，用铰链把一个木平台B连接在基座A上。这平台上放一

块木板C，木板C能固定在两个垂直位置并离绞链不同距离的地方

    平台B的端部有一个金属止动板D，它靠在一个弹性常数‘为25N/mm的螺旋形弹簧上

    把断路器固定在垂直板上，使试品的水平轴线至平台B的距离为180 mm，垂直板按图所示，依次

固定在使安装平面至铰链的距离为200 mm的地方

    在木板C上安装断路器平面的反面，固定一个附加的配重，使得作用在金属止动板上的静力为

25N，以保证整个系统的惯量基本上不变。

9.13.1.2 试验程序

    断路器处在闭合位置，但不接任何电源，把工作平台的自由端升高，然后从40 mm的高度落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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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相邻二次落下的时间间隔应能使试品静止

    然后，把断路器固定到垂直板C的反面，平台再按上述要求落下50次。

    在这试验后，把垂直板绕着其垂直轴线转过900，如有必要，可将其重新定位，使断路器的垂直对称

轴线离铰链200 mm.

    然后如前所述，把断路器固定在垂直板的一面，将平台落下50次，接着把断路器固定在另一面再将

平台落下5。次

    在每次变换位置前，用手动操作断开和闭合断路器。

    在试验过程中断路器不应断开。

9. 13.2 耐机械应力和撞 击

    对所有型式的断路器，按正常使用 (见8.1.6的注)安装，在正常使用中可能遭受到机械撞击的外

露部件用9.13. 2. 1的试验来校核是否符合要求。此外，还要进行下列规定的试验来检验:

    — 对螺旋式断路器，进行9.13. 2. 2的试验;
    — 对预期安装在安装轨上的断路器以及所有类型的平面安装的插人式断路器，进行9.13. 2. 3的

          试 验 ;

    -— 对断路器的位置保持仅与其插人连接有关的插人式断路器，进行9.13.2.4的试验。

    对预期只是完全封闭起来使用的断路器不进行本试验。

9. 13.2. 1 用图10至图14所示的撞击试验装置对试品进行撞击试验。

    撞击元件的头部有一个半径为10 mm的半球形面，由洛氏硬度为HR10。的聚酞胺制成。

    撞击元件的质量为(工50士1)g并被刚性地固定在一根外径为gmm,壁厚为。. 5 mm的钢管下端，

钢管的上端用枢轴固定，使其只能在一个垂直平面内摆动。

    枢轴的轴线在撞击元件轴线上方((1 000士1) mm处。

    确定撞击元件头部聚酞胺的洛氏硬度时，采用下列条件;

    — 球的直径:(12.7士0.002 5) mm;
    — 起始载荷:(10。士2) N;

    — 过负荷:(500士2.5) N.

    注 I:关于确定塑料洛氏硬度的补充说明见 ISO 2039/2,

    试验装置应这样设计，使得要保持钢管在水平位置，必须在撞击元件的前面施加一个 1. 9 N-

2.0N的力。

    平面安装式的断路器安装在一块175 mmX175 mm,厚为.8 mm的层压板上，层压板的上下两边固

定在如图12所示的作为安装支架一部分的刚性托架上

    安装支架的质量应为(10士1) kg，并应用枢轴安装在一个刚性框架上。

    框架固定在实心墙上。

    嵌人式断路器安装一个如图13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该装置固定在图12所示的安装支架上。

    配电板安装式断路器安装在一个图14所示的试验装置上，该装置固定在图12所示的安装支架上。

    插人式断路器与其插人式连接合适的装置成套安装，该装置固定在平面安装式的层压板上，或固定

在图13适用于嵌人式的装置上或图14适用于配电板式的装置上(适用时)。

    螺旋式断路器安装在其相应的基座上，该基座固定在厚8 mm, 175 mm X 175 mm的层压板制成的

安装 板上 。

    螺钉固定的断路器用螺钉固定。

    轨道安装式断路器安装在其相应的轨道上。

    对可用螺钉固定又可轨道安装的断路器，试验时应用螺钉固定

    试验装置的设计是这样的:

    — 一试品能在水平方向移动，并能绕着一根垂直于层压板表面的轴线转动;
  a2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 层压板能绕一根垂直轴线转动

    断路器连同它的盖(如果有的话)按正常使用安装在层压板上或合适的试验装置上，使撞击点位于

通过摆的枢轴轴线的垂直平面上。

    把不是敲落孔的电缆进线孔打开，如果它们是敲落孔，则打开其中二只

    在施加撞击前，用表10规定值三分之二的扭矩把基座、盖子和类似部件的固定螺钉拧紧

    撞击元件从10 cm的高度落到按正常使用安装时断路器外露的表面上。

    撞击元件下落的高度是摆释放时测量点的位置与撞击瞬间该点位置之间的垂直距离。

    测量点是撞击元件表面的一点，该点是通过摆的钢管的轴线与撞击元件轴线的交点并垂直于该两

轴线构成的平面的直线与撞击元件表面的交点。

    注 2:从理论上讲，撞击元件的重心应为测量点。但由于确定重心较困难，所以校测量点按上述规定选择

    每个断路器承受10次撞击，其中两次施加在操作件上，其余几次应均匀地分布在试品易遭受撞击

的部件上 。

    对敲落孔的部位或任何透明材料覆盖的孔不进行撞击。

    通常，把试品绕一根垂直轴线尽可能地转过一个角度，但不超过600，在试品的每个侧面施加一次

撞击 ，而另外两次撞击施加在试品 的侧面撞击点和操作件撞击点之 间近似 中间的位置

    然后，把试品绕着垂直于层压板的轴线转过900以后，用同样的方法对其施加余下的撞击

    如果试品有电缆进线孔或敲落孔，试品的安装应使得撞击点的两根连线尽可能与这些孔等距

    对操作件应施加两次撞击:一次操作件处于闭合位置而另一次操作件处于断开位置。

    试验后，试品应无本部分含义内的损坏，尤其是碎裂后易触及带电部件或妨碍断路器继续使用的

盖、操作件、绝缘材料衬垫或隔板以及类似的部件不应有这样的损坏。

    如果有疑问时，可验证在不损坏外壳和盖这些外部零件或它们的衬垫的情况下，可以拆卸和更换这

些部件

    注3:外观损坏，不导致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减少到小于8.1.3规定值的小的压痕以及不会对电击保护产生有害影

          响的小的碎片可忽略不计

9. 13.2.2 螺旋式断路器旋人一个适当的基座上，施加2. 5 Nm的扭矩，历时1 min,

    试后，试品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

9. 13.2.3 用于安装在安装轨上的断路器按正常使用安装在一根刚性地固定在垂直刚性墙的安装轨

上，但是不接电缆也没有任何盖或盖板。

    用于平面安装的插人式断路器与其插人式连接合适的装置成套安装，但是不接电缆也没有任何

盖板 。

    在断路器的正面施加一个垂直向下的50 N的力1 min，施加时不用冲击力，紧接着再施加一个垂

直向上的SON的力1 min(图15)

    在试验过程中，断路器不应松动，而且试验后，断路器不应有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

9. 13.2.4 其位置保持只与其插人连接有关的插入式断路器，与适当的插人式基座成套安装在垂直刚

性墙上，不接电缆也没有任何盖板。

    在插人连接之间等距离的部位对断路器部分施加20 N的力，施加时不用冲击力(参见图17)0

    在试验过程中，断路器部分不应松动并不应从基座上移动。试验后，两个部分都不应有妨碍其继续

使用的损坏。

9. 14 耐热试验

9. 14. 1 把试品的可拆卸 的盖子 (如果有 的话)拿掉，放在 温度 为(100士2)℃的加热箱 中保 持 1h;可拆

卸的盖子(如果有的话)放在温度为(70士2)℃的加热箱中保持 lhp

    在试验过程中，试品不应有任何妨碍其继续使用的变化，密封化合物(如果有的话)不应流到使带电

部件外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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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后以及试品冷却到接近室温后，试品按正常使用安装，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触及的带电部件应不

  能触及，即使用一个不超过5N的力施加标准试指也是如此。

      在试验后，标志仍应清晰可见。

      只要在本部分的含义内安全性不受影响，密封化合物的变色，起泡或轻微的位移可忽略不计。

9. 14.2 除了把外壳内的保护导线的接线端子保持在位置上所必需的绝缘材料部件(适用时)应按

9. 14. 3规定试验外，断路器中把载流部件和保护电路部件保持在其位置上所必需的，由绝缘材料制成的

外部部件用图16所示的装置进行球压试验。

      被试部件放置在一个钢制支架上，使其合适的面处于水平位置，用一个 20 N的力把一个直径为

5 mm的钢球压在此表面上

      试验在一个温度为(12,5士2)℃的加热箱中进行。

      1h后，把球从试品上移开，然后把试品浸人冷水中使其在10 s内冷却至接近室温。

      测量由钢球产生的压痕的直径，测量值不应超过2 mm

9. 14.3 断路器中不是把载流部件和保护电路部件保持在位置上必需的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外部部件，

即使与上述部件相接触，也按9.14.2进行球压试验，但试验在((7。士2)℃或在((4。士2)℃的温度加上在

9.8试验中对有关部件测定的最高温升下进行试验，两者中取较高的温度

    注 1 就9. 14. 2和9. 14. 3的试验而言，平面安装式断路器的基座看作外部部件。

    注 2 对陶瓷材料部件不进行 9. 14. 2和9. 14. 3的试验。

    注 3 如果9. 14. 2和 9. 14. 3所述的两个或几个绝缘材料部件是用同一种绝缘材料制成.则仅对一个这样的部件按

          9. 14. 2或 9. 14. 3进行试验(适用时)。

9. 15 耐异常发热和耐燃(灼热丝试验)

    在下列条件下，按GB/T 5169.10-1997中的第4章至第10章进行灼热丝试验:

    — 对断路器中把载流部件和保护电路部件保持在其位置上必需的，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外部部件，

在(96。士15)℃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 对所有其他由绝缘材料制成的外部部件，在(65。士10)℃的温度下进行试验。

    注 1:进行灼热丝试验是为了确保电加热的试验丝在规定条件下不会引起绝缘部件着火，或确保在规定的条件下可

          能被加热试验丝引燃的绝缘材料部件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燃烧，而不会由于火焰或燃烧的部件或从试验部件

          上落下的微粒蔓延火灾。

    注2.就本试验而言，把平面安装式断路器的基座看作为外部部件。

    注3:对陶瓷材料部件不进行本试验

    注4 如果几个绝缘部件由同一种材料制成，则仅对一个这样的部件按相应的炽热丝试验温度进行试验

    本试验在一台试品上进行。

    在有疑问时 ，再用另外二个试品重 复进 行试验 。

    试验时，施加灼热丝一次。

    试验时，试品应放置在其预期使用的最不利位置(被试表面处于垂直位置)。

    考虑到加热元件或灼热元件可能与试品接触的预期使用条件，灼热丝顶端应施加到试品的规定表

面上 。

    如果符合下列要求，可看作试品通过灼热丝试验:

    — 没有可见的火焰，也没有持续的辉光;

    — 在灼热丝移开后，试品上的火焰和辉光在30 s内自行熄灭。

    此外，不应点燃薄纸或烧焦松木板。

9. 16 防锈试验

    把被试零件浸人冷的化学云油剂，例如甲基氯仿或精炼汽油中浸10 min，除去全部油脂。然后再

把这些零件放人温度为(20士5) 0C ,10%的氯化馁水溶液中浸10 min

    不经烘干，但甩干所有的水滴后，把这些零件放进温度为((2。士5)℃含有饱和水汽的空气的箱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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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e

    把零件放在温度为(100士5)℃的烘箱中干燥10 min后，其表面不应有锈蚀的迹象

    注1;锐利边缘上的锈迹以及任何可擦掉的黄色锈膜可忽略不计。

    对于小弹簧和类似零件以及不易触及的易受到磨损的零件，涂一层油脂可提供足够的防锈保护。

只有在对油膜的有效性怀疑时，才对这些零件进行此项试验，在这情况下试验时，试前不去除油脂

    注 2:在使用试验规定 的溶 液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吸人蒸汽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SLGo
                    R,                          Rz

            洲二〕 勺 p分— 一----〔二二〕

0.50.导体
、 F

-0 I C

拓州花

、白

25m导体*

      Z1

注 :图 3至图 6的说明见图 6

图3 单极断路器

      。50m导体，
R, 、 F

25-导体户
才 Z,

一 咔 一

口合
图4a 带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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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导体今

— + 一

|

烈
|

G V 一

0.50.导体.

手:干亡
图4b 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图 5 三极断路器(或 三个单极 断路器)

                                      图 6 四极断路器

  s 电源;

v— 中性线;

  z一一 调节电流至额定短路能力的阻抗;

Z, 调节试验电流至低于额定短路能力的阻抗;

R】— 电阻器;

E一一外壳或支架;

A— 与电压波形同步的辅助开关;

  注:在图 3和图4a中，A也可能是单极开关;

G— 调节电路的阻抗可忽略的连接;

R— 。.5。斑阻器;

  F— 铜丝 ;

P 选择开关。

  B,C和C':附录 H所示的栅格连接点(见 9.12.9.1)0

  务 根据表5(见 9.12. 4)

                                图 3至图 6短路试验 电路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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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操作

a) 电路校正

A— 预期峰值接通电流;

一预期对称分断电流(有效值);

一外施电压(有效值)(见3.5.7);

()或CO操作

  分断能力<有效值);

生
晒
且
骊
b)
生
晒
AL— 接通能力(峰值);

一恢复电压(有效值)(见 3. 5. 8)

在出现试验电流后，电压波形的幅度随着闭合装置的相对位置、可调电抗、电压传感器和试验电路图有所变化

            图 7 单极 电器在单相交流短路接通或分断试验示波 图示例

互
动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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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铰链 D金属止动饭

混凝土基座

卫困带

二}
一’ 1三

试 品依次的试验位t

200                            200                                200                            200
图 8 机械 冲击试验装置(9.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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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5 士 0.5

剖面

A -A       R 一R

命一粤
图柱形

剖面 C-C

膺
球 形

一瞿毅 -所。
后视图

部件3 部件2 部件1

作珍 布口率 撞王)
    没有规定公差尺寸的公差

    角度:一孙
    线尺寸

    小于等于 25 mm _肠 mm

    大于.25 mm:士0. 2 mm

    试指材料:例如，热处理钢

    本试指的两个关节只能在同一平面及同一方向转过90*角度，允许误差:+笋

    为了限止弯曲角度至90，采用定位销和槽的解决方案只是一种可能的方法。因此在图中没有给出详细的尺寸和公

差。实际的设计必须保证90“的弯曲角度和00至+10“的公差。

                                            图 9 标准试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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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框架

图10 机械撞击试验装里(9. 13.2)

单位为毫米

7 5

_14s.s M 4洲 沟

催
胜 荃

gl} al   i

③
R= 5

l
1200

零件材 料:

①聚酞胺;

②③④⑤:钢Fe360

图 11 机械撞击试验装置的摆动撞击元件((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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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
︸
|
|

!
匕

175咭。

乌 492M

-17511200 min

A -A

说明 :

1 质量为(10士”kg的基架;

2 绕垂直轴旋转的枢轴;

3 安装板(对平面安装式为木板，其他型式见图 13和图 14);

4 允许水平移动的夹具。

                          图 12 机械撞 击试验用安装支架((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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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曰

说 明:

1 厚度为1 mm的可更换的钢板;

2 厚度为 smm的铝板;

3 安装板 ;

4 轨道式安装断路器的安装轨;

5 钢板上用于断路器的开口;

    a) 开口的边至断路器的距离应为 1 m.-2 mm;

    b) 铝板的高度应这样，使钢板靠在断路器的支承面上，如果断路器投有这样的支承面，则从用一个附加的盖

        板保护的带电部件至钢板下面的距离为8 mm

                图13 板后固定的断路器机械撞击试验安装示例(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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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勺
一 一一 了 J 一

L _ _ _ 一一

\曰

说明 :

1 厚度为 1.5 mm的可更换的钢板;

2 厚度为8 mm的铝板;

3 安装板 ;

4 钢板上用于断路器的开口。

注:在特定情况下，尺寸可放大

                      图 14 配 电板式断路器撞击试验 安装示例 (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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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孰

绳子

图15 轨道安装断路器机械试验施加的力((9.13.2.3)

球形

  图 16 球压试验装置

插入式连接

施力方向

图 17 位置保持 只与其插入连接有关 的二极插入式 断路器，机械试验施加 力的示例 (9. 13.2.4)w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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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 附录)

确定短路功率 因数的方法

    目前尚无能精确确定短路功率因数的统一方法，但就本部分而言，试验电路的功率因数可用下列方

法之一确定 :

    方法I:根据直流分量确定

    相角华可根据短路瞬间和触头分开瞬间之间非对称电流波形的直流分量曲线来确定，方法如下:

    a) 直流分量的公式

id=Z do只,-./I

式 中:

云}— 在 t时刻的直流分量值 ;

  id.— 时间起始时刻的直流分量值;

L/R— 电路的时间常数，以s为单位;

t— 从起始时刻开始算起的时间，以s为单位;

e— 自然对数的底。

时间常数L/R能从上述公式算出，方法如下:

.测量短路时刻的id。值和在触头分开前另一个时刻t的id值;

.用 id除以id。得出e-x:n-值;

.根据 e一值的表确定相应于比值 id八d。的 一S值;

.二值表示Rt/L，由此可求出L/R e

b) 确定相角T公式

                                            lp= arctan-L /R

    式中。是实际频率的2n倍。

    当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时，不应采用本方法。

    方法n:用辅助发电机确定

    当使用一台与试验发电机同轴的辅助发电机时，可首先在示波图上比较辅助发电机和试验发电机

的相电压相位，然后比较辅助发电机的相电压与试验发电机的电流相位。

    一方面根据辅助发电机电压和试验发电机电压的相角差，另一方面根据辅助发电机电压和试验发

电机电流之间的相角差得出试验发电机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角，由此能确定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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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确定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在确定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时，建议应考虑下列几点:

    如果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受到一个或几个金属部件的影响，则各部分的总和至少应为规定的最

小值 ;

    当几个单独部分的长度小于1 mm时，在计算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总长度长时，不应计算这些部

分的长度

    在确定爬电距离时:

    — 槽的宽度和深度均大于等于1 mm时，应沿着槽的轮廓线测量;

    — 槽的任何尺寸小于上述尺寸时，应忽略不计;

    — 筋高度大于等于1 mm时:

        .如果筋和绝缘材料部件是一体的(例如，用模压、焊接或胶合方式制成的)，则沿着筋的轮廓

          线测量 。

        .如果筋和绝缘材料部件不是一体的，则沿着筋的连接线或剖面的两条轮廓线中较短的路径

            测量

    用下列图例对上述推荐的应用进行说明:

    — 图B. la, B. l b和B. 1 c表示在计算爬电距离时，包括槽或不包括槽在内的图例;
    — 图B. 1 d和B. 1 e表示在计算爬电距离，包括筋或不包括筋在内的图例;

    一一图B. 1 f说明当筋由插人的绝缘隔板组成，其外部轮廓线比连接部分长度长时，应考虑连接部

        分的爬电距离;

    一一图B.2a,B.2b,B.2c和B. 2 d说明当绝缘材料部件的凹槽中有固定的零件时，如何确定爬电

          距 离。

单位 为毫米

图 B. 1 a 图 B. 1 b

图 B. 1 c 图 B. 1 d

图 B. 1 爬 电距离推荐应 用图示说 明(一)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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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B. 1 e 图 B. 1 f

图 B. 1(续 )

单位 为毫米

图 B. 2 a 图 B.2 b

图 B. 2 c 图 B. 2 d

图 B. 2 爬 电距离推荐应用图示说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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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一致性验证适用的试验程序和提交的试品数A (ISO/IEC导则2:1991的13.5)

注:验证可以由:

    — 由制造厂验证，作为供应商的一致性声明(ISO/IEC导则 2 1991中的13.5.1)0

    — 由独立的认证机构验证，作为认证用((ISO/IEC导则2:1991中的 13. 5. 2).

根据ISO/IEC导则 2的术语，术语“认证”只能用于第二种案例。

C. 1 试验程序

按表C. 1的规定进行试验，表中每一个试验程序应按规定的次序进行。

                                  表C.1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 条 款 试验(或检查)项 目

A     6

8.1.1

8.1.2

  9.3

8.1.3

8.1.6

  9 4

  9.5

  9. 6

8.1.3

9. 14

9.15

9. 16

标志

一般要求

机构

标志 的耐久性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仅对外部部件)

不可互换性

螺钉 、载流部件和连接 的可靠性

连接外部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可靠性

电击保护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仅对 内部部件 )

耐热

耐异常发热和耐燃

防锈

B 9. 7

9.8

9. 9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

温升试验及功耗测量

28天试验

C

C,     9.11

9. 12. 11. 2. 1

  9.12.12

机械和电气寿命

低短路电流下的性能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C 9. 12. 11. 2. 2

  9. 12. 12

验证适合于在工T系统使用断路器的短路试验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n

no 9. 10 脱扣特性

n;       9. 13

9. 12. 11. 3和

  9. 12. 12

机械应力

在 1 500 A下的短路性能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E

E 9. 12. 11. 4. 2和

    9. 12. 12

运行短路能力〔1,)试验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E 9. 12. 11. 4. 3和

    9. 12. 12

额定短路能力(1m)试验

短路试验后验证断路器

注:制造厂同意时，同一组试品可用于几个试验程序。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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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提交全部试验程序的试品数f和合格判别标准

    如果只有一个额定值(即，一组额定量，见5. 2 )和一种型式(极数、瞬时脱扣型式)的断路器提交试

验，提交不同试验程序的试品数量如表C.2所示，表中还给出了合格标准。

    如果按表C. 2第2栏提交的所有试品都通过试验，则满足了符合本部分的要求。如果只有第3栏

中给出的最少数量的试品通过了试验，则应对第4栏所示的增加的试品进行试验，且应完满地完成该试

验程 序。

    对于具有一个以上额定电流的断路器，每一试验程序应提交两组分开的断路器:一组整定在最大额

定电流，另一组整定在最小额定电流。此外，应提交一台含有所有其他额定电流的试品进行表C. 1中

试验程序D。的试验。

                                表C. 2 全部试验程序的试品数f

试验程序 试品数量
应通过试验 的

最少试 品数量动

  重复试验的

最多试品数量c

A 1 1

B 3 2 3

C

C 3 2吧 3

认r 3 2e 3

D 3 2e 3

E, 3+3d 2.+2d.. 3+30

E2 3十4d 20+3d'0 3+40

  总共最多可重复试验两个试验程序

6假定没有通过试验的试品，没有满足技术要求是由于工艺或装配的缺陷，而不是设计的原因.

  在重复试验时，所有的试验结果都应合格

d在额定电压为230/400 V或240/415 V的单极断路器(见表1)时，增加的试品数.

  所有的试品均应符合 9. 12. 10,9. 12. 11. 2,9. 12. 11. 3和 9. 12. 11.4的试验要求(适用时)。

f对本试验程序，把“保护极数量”看作“试品数量”.

C. 3 简化试验程序提交的试品数f

    当基本设计结构相同的一个系列的断路器同时提交试验时，本条款适用。

C. 3. 1 对于基本设计相同的一个系列断路器，试验的试品数量可按表C. 3. 2和C. 3. 3减少。

    对这一个系列断路器以后增加的规格(例如额定电流值增加，不同类别的瞬时脱扣器，不同的极

数)，试品减少同样适用。

    注:当相对于已通过试验的一个系列断路器作了一些很小变化的一个系列断路器提交试验时，可同意进一步减少

        斌品数量和试验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可认为断路器具有相同的基本设计结构;

    — 具 有相同的基本设计 ;

每极的外部物理尺寸相同;

除了下面 a)项所列 的不同外 ，内部载 流件 的材料 ，涂层和尺寸相 同;

— 接线端子具有类似的结构(见下面d)项);

触头尺寸，材料，结构及连接方式相同;

手动操作机构(材料和物理特性)相同;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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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压材料和绝缘材料相同;

— 灭弧装置的灭弧方式，材料和结构相同;

— 除了下面b)项所列的不同外，过电流脱扣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

— 除了下面c)项所列的不同外，瞬时脱扣装置的基本结构相同;

— 其电压额定值用于同一型式的配电电路(见表1);

— 多极断路器由单极断路器组成，或由与单极断路器相同的元件组装而成，除了极与极之间的外

    部隔板外，每极的外形尺寸相同。

允许有下列不同:

a) 内部载流连接件的截面积;

b) 过电流脱扣装置的尺寸和材料;

c) 瞬时脱扣装置的工作线圈的匝数和截面积;

d) 接线端子的尺寸。

2 对于按4. 5具有相同瞬时脱扣类别的断路器，被试品数量可按表C.3减少。

                表C. 3 一个系列不同极数的断路器的试品数f的减少

试 验程序
与极数有关的试品数量“

单极“ 二极仁 三极刁 四极

A 1最大额定电琉 1最大额定电流剧 1最大额定电流’ 1最大额定电流，

B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C

C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C2 3最大额定电流

  2最大额定电流

(对二个保护极)，或

  3最大额定电流

  (对一个保护极)

1最大额定电流 1最大额定电流

玖 十Dl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D0 1所有其他额定电流

E1
3+3̀最大额定电流

3+3'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 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E2
3+4‘最大额定电流

3+4‘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3最大额定电流

3最小额定电流

a 如果按 CZ的合格标准重复进行试验时，对有关试验程序用一组新的试品。重复试验时，所有试验结果必

    须合格 。

b如果只有多极断路器提交试验时，本栏也适用于一组极数最少的试品(取代相应的栏)

“ 本栏适用于带两个保护极或一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

d当四极断路器已进行过试验，本栏可省略。

  本栏也适用于带三个保护极和一个中性极的断路器。

f对5.3. 1. 4的单极断路器，增加的试品

9 当三极或四极断路器已进行过试验时，本试验程序可省略.

h当三极或四极断路器已进行过试验，对带两个保护极的二极断路器本试验程序可省略.

，当多极断路器提交试验时，最多对四个连接外部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进行 9. 5的试验，即两个电源端子

  和两个负载端子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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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3 对于C.3.1所述基本结构相同，但按4.5瞬时脱扣类别不同而增加的一个断路器系列，所适用

的试验程序数可按表C. 4减少，试品数量按表C. 3的规定。

                  表 C. 4 具有不 同的瞬时脱扣特性 的一 个蔡列断路器的试盼程序

  首先试验的

断路器的型式

接着试验的其他型式的断路器的试验程序

B型 C型 D型

B型 (Do十D )+E (玖 +D})十E

C型 Do丰B“ (Do+D )十E

D型 Do白+B' Do' +B-

  对这些程序，只要求做9.8和9.10.2的试验

b当同时对额定短路能力相同的B型,C型和D型断路器进行认证时，如果B型和D型试品已通过试验，只
  要求进行 Do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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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短路条件下断路器和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电器(SCPD)的配合

D. 1 引言

    为了确保在短路条件下断路器(C)和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电器(SCPD)的配合，有

必要考虑两个电器中每个电器的特性以及它们组合后工作情况。

    注:SCPD可具有另外的保护装置，例如过电流脱扣器。

    SCPD可以由一个熔断器(或一组熔断器)组成(见图D.1)，或由另外的断路器(C2)组成(见图D. 2

和图 D 3)。

    因为电器的阻抗不是总是忽略不计的，当必须涉及两个串联工作的电器的工作状况时，仅对照两个

组合电器中每一个的单独的动作特性可能是不够的，建议应该考虑这个情况。对短路电流，建议以尸，
取代时间为坐标基准。

    因为装置所采用的配电方式，或者C，单独的短路能力可能不能满足预期的使用要求，所以C,常常

与另一个SCPD串联连接。在这种情况下，SCPD可安装在远离C,的位置。SCPD可以保护对几个断

路器C,供电的主馈线，或仅仅只保护一个单独的断路器。

    对这种应用，用户或有关当局可仅根据理论研究来确定如何可以达到最佳的配合水平。本附录是

用来对这样决策提供指导，也对制造厂应为预期用户提供的资料形式提供指导。

    如果对预期的应用认为必须进行试验时，也对试验要求提供指导

    术语“配合’，包括考虑选择性(见 3. 5. 14.2,以及 3.5. 14.4和3.5. 14.5)以及考虑后备保护(见

3.5.14.3)。

    考虑选择性一般能用理论研究来实现(见D.5)，而验证后备保护通常要求进行试验(见D.6).

    考虑短路分断能力时，当两台都是符合GB 10963. 1的断路器，是指C,和C，的额定短路能力

u_);当C:是符合GB 14048. 2的断路器，是指C: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

D. 2 适用范 围和目的

    本附录对断路器与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另一个SCPD在选择性和后备保护方面的配合提供指导和

规定要求 。

    本附录的目的是规定:

    --一 断路器与另一个SCPD配合的一般要求;

    — 用来验证满足配合条件的方法和试验(如果认为必要时)。

D. 3 断路器与另一个SCPD配合的一般要求

D. 3. 1 一般考虑

    理想的配合应为这样，在其额定短路能力(I-)极限值以下的所有的过电流值只有断路器(C,)单独

动作 。

    注 如果在安装点的预期故障电流值小于断路器 C」的额定短路能力，可假定认为SCPD在电路中仅考虑除了后备

        保护以外的保护。

    实际上，下列的因素适用:

    a) 如果选择性极限电流((I,) (见3.5.14.6)太低，有不必要的失去选择性的危险;
  62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b) 如果在安装点的预期故障电流值大于C,的额定短路能力，则SCPD应这样选择，使得C 的工

        作状况符合D. 3. 3而交接电流Ia(见3.5.14. 7)(如果有的话)符合D.3.2的要求

    只要有可能，SCPD应安装在C,的电源侧。如果SCPD安装在负载侧，C〕和SCPD之间的连接必

须这样布置，使得任何的短路危险性减至最小。

D. 3. 2 交接 电流

    作为后备保护用时，交接电流Ie不应大于单台c的额定短路能力I_(见图D. 38),

D. 3. 3  C,与另一个SCPD组合的工作状况

    对组合的额定短路能力及以下的所有过电流值，C,及其组合应符合8.8的要求

D. 4 连 接的 SCPD的型式和特性

    如有要求时，断路器的制造厂应提供有关与C 一起使用的SCPD的型式和特性的资料，以及关于

该组合在额定工作电压下适用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的资料。

    按本附录进行的任何试验中使用的SCPD的详细情况 即制造厂名称、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

短路分断能力等应在试验报告中给出。

    最大限制短路电流I}(见3.5.14.8)不应超过:

    — 额定极限分断能力，如果SCPD是一个符合GB 14048. 2的断路器;

    — 额定短路能力，如果SCPD是一个符合本部分的断路器;

    — 额定短路分断能力，如果SCPD是一个熔断器。

    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断路器，它应符合本部分的要求或符合任何其他有关标准的要求。

    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熔断器，它应符合GB 13539的要求或符合任何其他熔断器标准的要求。

D. 5 验证选择性

    通常仅用理论研究，即通过对照C:和组合的SCPD的动作特性就能考虑选择性的问题，例如当组

合的SCPD是一个具有故意时间延时的断路器(C)时。

    C 和SCPD的制造厂应提供足够的有关相应的动作特性的资料，以允许对每个单独的组合确

定 I

    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对组合在I，下进行试验，例如:

    — 当C，是限流型，而C没有故意的时间延时;

    — 当SCPD的断开时间小于半个周波相应的时间时。

    为了得到所要求的选择性，当组合的SCPD是一个断路器时，对c:可能需要一个故意的短延时。

    选择性可以是部分选择性(见图D. 3a)或直至C，的额定短路能力I,。的全选择性。对全选择性，C

的不脱扣特性或熔断器的弧前特性应位于C，的脱扣(分断时间)特性的上面。

    图D. 2a和图D.26给出了两个全选择性的图例说明

D. 6 验证后 备保护

D. 6. 1 确定交接电流

    通过把C:的动作特性与组合的SCPD的动作特性比较(对C，的所有整定值(如果有时))能检验是

否符合D.3.2的要求。

D. 6.2 验证后备保护

D6.2.， 通过试验验证

    通常，用D. 6. 3的试验来验证是否符合D. 3. 3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试验条件应符合

9.12.11. 4.3的规定，短路试验的调节电阻和电感在组合的电源侧

    注 GB14043. 2中图A. 6给出了试验电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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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6. 2. 2 通过特性对 照验证

    在某些实际场合及SCPD是一个断路器(见图D. 3a和图D.36)时，对照c，和组合的SCPD的动作

特性是可能的，这时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

    —     C,在I-时的焦耳积分和SCPD在组合的预期电流时的焦耳积分;

    - SCPD的动作电流的峰值对C,的影响(例如，电弧能量，最大峰值电流，截断电流)

    通过分析从C:的额定短路能力 工n至组合应用中的的预期短路电流(但不超过c，在其额定短路能

力下允许通过的最大Ilt或制造厂规定的其他较低的限值)范围内SCPD的最大I' t动作特性，可以评

价组合的适用性。

    注:如果组合的 SCPD是一个熔断器，理论研究的正确性只限于至C,的 几

D.6.3 验证后备保护的试验

    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装有可调的过电流断开脱扣器的断路器(C,)，所用的动作特性应该是相

应于最大时间和最大电流整定值的动作特性。

    如果组合的SCPD由一组熔断器组成，每次应用一组新的熔断器进行试验，即使在前次试验中使用

的某些熔断器没有熔断也是如此。

    如果适用时，连接的电缆应符合9.12.4中的规定。下列情况除外，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断路

器(C,)，则整个电缆长度((75 cm)连同该断路器一起可以装在电源侧。

    每次试验应由按9.12.11. 4. 3在I-下进行的操作程序“o-t-co'，组成，"Col，操作在c上进行

    用预期使用的最大预期电流进行试验时，试验电流不应超过额定限制短路电流(见3.5.14.9),

    此外，还应在等于c:的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的预期电流值下进行试验。对这个试验，可以用一个

新的试品C,，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断路器，也用一个新的断路器C-

    在每次操作过程中:

    a) 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断路器(Q):

    — 在两次试验电流时，C:和c:中的任一个应脱扣，这时不需要再进行其他试验。

    这是一般的情况，此时只提供后备保护。

    一一 或两次试验电流时，在每次操作结束时C,应脱扣，而C。应在闭合位置，这时不需要再进行其

          他 试验。

    这要求在每次操作时，C:的触头瞬时地分开。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后备保护外(见图D. 3的注1),

还提供电源恢复。在这些试验过程中，应记录电源断开的时间(如果有时)

    — 或在较低的试验电流下，C，应脱扣，而在较高的试验电流下，C 和C:均应脱扣。

    这要求在较低的试验电流下，C 的触头瞬时地分开。应在一个中间电流下进行补充试验，以确定

C,和C:均脱扣的最低电流，在这电流以下提供电源恢复。在这些试验过程中，应记录电源断开的时间

(如果有时)。

    b) 如果组合的SCPD是一个熔断器(或一组熔断器):

    — 在额定限制短路电流下试验:

        .如果是单极断路器，至少一个熔断器应熔断;

        .如果是多极断路器，两个或几个熔断器应熔断，或一个熔断器应熔断而C,应脱扣;

    — 在额定短路分断能力下试验，C,应脱扣并且至少一个熔断器应熔断。

D.64 获得的结果

    在这试验后，C,应符合9.12.12.2的要求。

    此外，如果组合的SCPD是断路器(Cs)，应用手动操作或其他适当的方式验证C:的触头没有被

熔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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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I— 预期短路电流;

I,— 额定短路能力((5. 2. 4) ;

l,— 选择性极限电流(3.5.14.6);

Ia— 交接电流( 3. 5. 14. 7 ) ;

A— 熔断器的弧前特性;

B- 熔断器的动作特性;

C— 非限流型断路器的动作特性(N) (分断时间/电流和 htl电流)

注 1:认为A是下限出 和C是上限。

注2:点划线所示的为非绝热的ht区域。

          图D. 1 断路器与熔断器之间的过电流配合或熔断器后备保护一动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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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该区域的选择性
必须由试脸验证

/

说 明:

C— 限流型断路器 (L)(分断时间特性)

C 一非限流型断路器 (N) (脱扣特性)

图 0.2a

图 D.2

                C— 非限流型断路器 (N)(分断时间特性)

                偏— 具有故意短延时(STD)的断路器(脱扣特性)

注:I,�的值没有表示。

                                图 D.2 b

  两个断路器之间的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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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1_   1m 1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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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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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十Cz)

1- 几 /

(C,) (C,-C,)

    说明 :

    C 一一非限流型断路器 (N)                                   G,C2— 非限流型断路器 (N)

    C- 限流型断路器 (L) 几— 交接电流

注 1:如果适用时，会发生 C:恢复电源

    注 2; Im(C,+C})GLm(CO.

    注3:对 1>1。的值，曲线是组合的曲线(用粗体表示)，此时必须用试验获得数据

                    图 D. 3 a 图 D. 3 b

                                  图 D. 3 用断路器后备俱柏(动作特 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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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安全特低电压辅助电路的特殊要求

8.1.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对表4增加下面的注:

注5 按 GB 14821. 1-1993的411.1.3.3的要求，预期连接到安全特低电压的辅助电路带电部件应与较高电压的

      电路 分开。

9.7.4 辅助和控制电路的介电强度

增加下面的注 :

    注:对预期连接到安全特低电压电路的试验正在考虑中

9.7.5 试 验电压 值

在b)项下面增加下面的注:

注:对预期连接到安全特低电压电路的试验电压正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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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接线端子示例

    在本附录中给出一些接线端子的设计示例。安装导线的部位必须有适合于容纳实心硬导线的直径

以及具有适合于容纳硬性多股绞合导线的截面积((8.1.5),

瓢黔ommmmmm/
带有螺纹孔的接线端子部件和导线被螺钉夹紧的接线端子部件可以是两个分开的部件，例如带有夹头的接线端子。

                                图 F.1 柱式 接线端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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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
可选 的

可选的 可选的

可选的 可选的

说 明 :

A一一固定部件;

E 一垫圈或夹紧板;

C 防松装置;

D一一一导线孔;

E— 螺栓

只要夹紧导线所必须的压力不是通过绝缘材料传递，使导线定位的部件可以由绝缘材料制成。

                        图F.2 螺钉接线端子和螺栓接线端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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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A— 鞍形板;

B- 固定部件;

C- 螺栓 ;

』! -导线孔。

鞍形板的两面可以是不同的形状，通过翻转鞍形板以适应截面积大小不同的导体。

接线端子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夹紧螺钉或螺栓。

                              图F. 3 鞍形接线端子示例

说 明:

A一一锁紧装置;

s— 电缆接线片或母排;

C— 固定部件;

D— 一螺栓。

对这种型式的接线端子，应提供一个弹簧垫圈或等效的锁紧装置，夹紧部位的表面应是光滑的。

对某些型式的电器，允许使用的接线片式接线端子比要求的尺寸小。

                              图F. 4 接线片式接线端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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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ISO和 AWG铜导 线对 照

ISO尺寸

  mm,

AWG

尺寸号码 嘿
1. 0

1. 5

2. 5

4.0

6.0

10.0

16. 0

25. 0

35. 0

50. 0

18

16

14

12

10

8

6

3

2

0

0.82

1.3

2.1

3. 3

5. 3

8.4

13.3

26. 7

33. 6

53. 5

注:一般采用 ISO尺寸.如应制造厂要求，可使用AWG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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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用于短路试验的装置

    被试断路器按图H.1所示并按制造厂的说明进行安装，可要求图H.1适应断路器的特定结构。

    当需要时(即在“O"操作时)，把一片厚((0.05士。.01) mm，每边尺寸至少比断路器前面的外形尺寸

大50 mm，但不小于200 mm X 200 mm的透明聚乙烯薄膜固定并适当地绷紧在一个框架上，框架放置
在距下列部位 10 mm的地方:

    — 没有操作件凹槽时，离断路器操作件的最高凸出部位;

    — 有操作件凹槽时，离断路器操作件凹槽的边缘。

    聚乙烯薄膜应有下列物理性能:

    在230C时的密度:(0.92士0.05) g/cm';

    熔点:110'C-120'C。

    需要时，如图H.1所示在电弧喷出口和聚乙烯薄膜之间放置一块至少厚2 mm的绝缘材料隔板以

免从电弧喷出口喷出的热的粒子损坏聚乙烯薄膜。

    需要时，在距离断路器的每个电弧喷出口这边距离为“a" mm的地方放置一个如图H. 2所示的

栅格 。

    栅格电路(见图H.3)应连接到点B、点C或点C'(适用时)(见图3至图6),

    栅格电路的参数如下:

    电阻R':1.5 ,0

    铜丝F':长度50 mm，直径如9.12.9.1所要求的值。

单位 为毫米

姗格

图 H 1 试验装置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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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铜丝

M*44V449 V

图 H. 2 栅格

连接到s和c点

图H. 3 栅格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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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I

(规范性 附录)

  常规试验

    本附录所规定的试验是用来揭示与安全有关的材料或制造方面不合格的缺陷

    根据制造厂得到的经验，为确保每台断路器与通过本部分试验的样品一致，可能需要做更多的

试 验。

I. 1 脱扣试验

    a) 验证时间一电流特性

    从冷态开始，对每个保护极分别通以约定脱扣电流与表2的瞬时脱扣范围(按断路器的脱扣特性:

B,C或D)下限值之间任何合适的电流值。
    断路器应在脱扣特性极限时间之间，相应于制造厂所选择的点的时间内脱扣

    b) 验证瞬时脱扣

    每台断路器应在相应于脱扣型式B,C或D的试验电流上限值的电流下进行9.10.2的瞬时脱扣试

验。试验在任何合适的电压下进行。

1.2 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电气间隙

    断路器处在断开位置，在当断路器闭合时电气上连接在一起的接线端子之间施加1 500 V，频率为

50 H:或60 Hz，基本上为正弦波的电压 1 so

    不应发生闪络和击穿

    也可选用其他任何合适的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电气间隙的方法(例如，用X一射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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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无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J. 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第1章范围内的具有无螺纹接线端子的断路器，无螺纹接线端子的电流不超过

20 A，主要用于连接截面积至4 mm'的未经加工(见J.3.6)的铜导线。
    注:在奥地利、捷克、德国、丹麦、荷兰、娜威和瑞士等国家，使用无螺纹接线端子的电流上限是I6Ao

    在本附录中，无螺纹接线端子称为接线端子，而铜导线称为导线。

J.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2章适用。

J. 3 定义

    作为第3章的补充，下列定义适用:

J. 3. 1

    夹紧装置 clamping units
    导线的机械夹紧和电气连接所必须的接线端子部件，包括为保证正确的接触压力所必须的部件。

J.3.2

    无螺纹型接线端子 screwless-type terminal
    导线的连接和随后的拆卸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弹簧、楔形块或类似器件来实现的接线端子。

    注:示例见图J. 2.

J. 3. 3

    通用接线端子 universal terminal

    用于连接和拆卸所有型式导线(硬导线和软导线)的接线端子。

    注:在下列国家只允许通用接线端子:奥地利、比利时、中国、丹麦、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瑞典和

          瑞 士。

J. 3. 4

    非通用接线端子 non-universal terminal

    仅用于连接和拆卸某种导线(例如，仅用于硬实心导线或仅用于硬(实心或绞合)导线)的接线端子

J.3.5

    推入接线式接线端子 push-wire terminal
    非通用接线端子，其连接通过推人硬性(实心或绞合)导线来实现

J. 3. 6

    非经加工导线 unprepared conductor
    导线切断并剥去插人至接线端子的一定长度上的绝缘

    注 1:为插人接线端子而整形或为加强端部而拧线丝的导线认为是非经加工导线

    注 2:术语“非经加工导线”指导线未经导线线丝的焊接，使用电缆接头、弯成小圆环等加工处理，但包括导体插人接

          线端子前的重新整形或为增加软导线端部强度而拧紧导线

J. 4 分 类

第4章适用。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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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 断路器特性

    第 5章适用 。

J. 6 标 志

除了第6章以外，下列要求适用:

通用接线端子:

— 无标志

非通用接线端子 :

— 声明用于硬实心导线的接线端子应标志字母“Sol",

— 声明用于硬(实心或绞合)导线的接线端子应标志字母“r’’;

— 声明用于软导线的接线端子应标志字母，+f�

标志应位于断路器上，或如果可用的空间不够，可位于最小的包装单元上或在技术资料中标明。

在断路器上应有合适的标志指示导线插人接线端子前应剥去的绝缘长度。

制造厂也应在其技术文件中提供关于可夹紧的最多导线数量的资料。

J. 7 使用的标准工作条件

    第7章适用。

J.8 结构要求

    第8章适用，但有以下修正。

    在8.1.5中，只有8. 1.5. 1,8. 1.5.2,8. 1.5.3,8. 1.5.6和8.1.5.7适用。

    通过直观检查和用本附录中J. 9. 1和J.9.2的试验代替9. 4和9. 5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此外，以下要求适用:

J. 8. 1 导线的连接或拆卸

    导线的连接或拆卸应采用下列方法来完成:

    — 采用一般用途的工具或与接线端子构成整体的合适的装置来打开接线端子并帮助导线的插人

        或拔出(例如，对通用接线端子);

    或，对硬导线:

    — 采用简单的插人的方法。拆卸导线时，应除了拉导线外还必须对导线有一个操作(例如对推人

        接线式端子)。

    通用接线端子应能连接硬性(实心或绞合)和软性的未经加工处理的导线

    非通用接线端子应能连接制造厂声明的型式的导线。

    通过直观检查和J.9.1和J. 9. 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J. 8. 2 可连 接导线 的尺寸

    可连接导线的尺寸如表J. 1所示。
    连接这些导线的能力应通过直观检查和J.9.1和J. 9. 2的试验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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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 1 可连接 的导线

可连接的导线及其理论直径

公 制 A、VG

硬 导 线 软 导 线 硬 导 线 软 导 线

实心导线 绞合 导线 实心导线
B级纹合

  导线“

1,K,M 级

纹合导线“

mm} 刃mm 即mm mmZ 方mm 线规 $/mm 即mm 线规 0/mm

1.0

l.5

2.5

4. 0

1.2

1.5

1.9

2. 4

1.4

1.7

2. 2

2. 7

1.0

1.5

2. 5

4.0

1‘5

1.8

2. 3

2.9

18

16

14

12

1. 02

1. 29

1.63

2. 05

1. 16

1. 46

1. 84

2. 32

18

16

14

12

1.28

1. 60

2. 08

2.70

注:最大硬导线和软导线的直径依据IEC 60228A的表1，对AWG导线，依据 ASTM B 172-71和ICEA出版物

    S 19-81,S 66-524和 S68-516

” 标称直径十5%

b对工，K, M三级中任何一级，最大直径+5%0

J. 8. 3 可连接的截面积

    被夹紧的标称截面积如表J.2的规定。

                        表J. 2 无螺纹型接线端子可连接的铜导线的截面积

额定 电流

      A

被夹紧的标称截面积

        mm}

( 13 1一 2. 5

>13-20 1.5̂ 4

    通过直观检查和J. 9. 1和J.9.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J.8.4 导线的插入和拆卸

    导线的插人和拆卸应按制造厂的说明书来操作。

    通过直观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J.8.5 接线端子设计和结构

    接线端子的设计和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单独地夹紧每根导线;

在连接或拆卸的过程中，能同时或分别地连接或拆卸导线;

    — 避免 不适当地插入导线

    应可以可靠地夹紧规定的最大值以下的任何数量的导线。

    通过直观检查和J.9.1和J. 9.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J.8.6 抗 老化

    接线端子 应能抗 老化 。

    通过J.9.3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J. 9 试验

    第9章适用，但用下列试验替代9.4和9. 5

J. 9.， 无螺纹接 线端子的可靠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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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9.1.1 无螺纹系统的可靠性

    用符合表J. 2的额定截面积的铜导线对新的试品各极的3个接线端子进行试验。导线的型式应按

J.8.1o

    用最小直径的导线连接并随后拆卸5次，接着再用最大直径的导线试验5次

    除了第5次以外，每次试验应使用新的导线。第5次试验时把第4次插人使用过的导线在同样的

位置夹紧。在插人接线端子前，应把硬绞合导线的股线重新整形，并把软导线的线丝拧紧以增加端部

强度 。

    对每次插人，应该把导线尽可能地推人到接线端子中，或把导线这样插人使得其显而易见具有适当

的连接 。

    在每次插人后，插人的导线绕着其轴线在夹紧区域的水平面转过900，接着把导线拆卸。

    在这些试验后，接线端子不应损坏至影响其继续使用。

J. 9. 1. 2 连接的可靠性试验

    新试品各极的3个接线端子连接符合表J. 2的型式和额定截面积的新铜导线

    导线的型式应按J.8.1,

    在插人接线端子前，硬绞合导线和软导线的股线应重新整形，并应把软导线的线丝拧紧以增加端部

强度 。

    如果是通用接线端子，应不过度用力就可以把导线连接到接线端子中。如果是推人接线式接线端

子 ，用 手施 加必要的力。

    把导线尽可能地推人到接线端子中，或把导线这样插人使得其显而易见具有适当的连接。

    在试验后，应没有导线的线丝脱落至接线端子外面。

J.9.2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的可靠性试验:机械强度

    拉出试验时，新试品各极的3个接线端子连接符合表J. 2的型式及最小截面积和最大截面积的新

铜导线。

    在插人接线端子前，硬绞合导线和软导线的股线应重新整形，并应把软导线的线丝拧紧以增加端部

强 度。

    然后，对每根导体施加表J. 3规定值的拉力。施加拉力时不能用冲击力，时间为1 min，方向为导线

的轴线方向。

                                        表 J. 3 拉 力

截 面 积

    mm,

拉 力

    N

1.0 35

1 5 40

2.5 50

                      4. 0 60

    在试验过程 中，导线不应滑 出接线端 子。

J.9.3 循环试验

    用符合表9截面积的新的铜导线进行试验。

    试验在新的试品(单极试品)上进行，试品的数量按接线端子的型式规定如下:

    — 用于硬(实心或绞合)导线和软导线的通用接线端子:每种导线3个试品(总共6个试品);

    -— 专门用于实心导线的非通用接线端子:3个试品;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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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硬(实心或绞合)导线的非通用接线端子:每种导线3个试品((6个试品);

注 如果是硬导线，宜使用实心导线(如果所在国家没有实心导线，可使用绞合导线)

— 专门用于软导线的非通用接线端子:3个试品。

如图J. 1规定那样，把具有表9规定截面积的导线按正常使用串联连接到3个试品中的每个试品。

                                        图J.1 试品连接

    试品上应有一个孔(或等效的措施)以便测量接线端子上的电压降。

    整个试验装置，包括导线，放置在一个初始温度保持在((20士2)℃的加热箱中。

    为了在下列所有的电压降测量完成以前避免试验装置的任何移动，建议各极固定在一个公共支

架上 。

    除了在冷却期间以外，对电路通以相应于断路器额定电流的试验电流。

    然后，试品承受192个温度循环，每个循环约Ih，具体要求如下:

    在约20 min的时间内使箱内温度升高到40 0C，温度保持在该温度值士5℃的范围内约10 min.

    然后，把试品在约20 min内冷却到约30℃的温度，允许采用强迫冷却。试品保持在该温度约

10 min 如果为测量电压降需要时，允许再降低至((20士2)℃的温度

    在第192个循环结束时，在每个接线端子上通以标称电流测量的最大电压降不应超过下列两个值

中的较小值:

    一一 22.5 mV;

    — 或第24个循环后测量值的1. 5倍。

    应尽可能地在接近接线端子的接触部位进行测量

    如果测量点不能位于接近接触点的部位，则应从测得的电压降中减去理想测量点和实际测量点之

间部分导线内的电压降。

    加热箱的温度必须在至少离试品50 mm的距离处测量。

    试验后，不采用附加的放大手段，通过正常的或校正的视力用肉眼检查，应没有明显的影响继续使

用的变化 ，例如裂 缝、变形 或类似的变化 。

J. 10 参考文件

    IEC 60228:1978 绝缘电缆的导线

    IEC 60228A:1982 对IEC 60228的第1次补充

    IEC 60998-1:199。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低压电路的连接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
    IEC 60998-2-2:1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低压电路的连接装置 第2-2部分:对作为单独实体的带

无螺纹夹紧单元的连接装置的特殊要求

    IEC 60999(所有部分) 连接装置 电气铜导体 对螺纹型和无螺纹型夹紧装置的安全要求

    AS丁M B172-01a 电气导体，具有束状绞合线的线缆状绞合铜导线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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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A S-19-81/NEMA WC3 橡胶绝缘导线和电缆z,

ICEA S-66-524/NEMA WC7 交联状热硬化聚乙烯绝缘导线和电缆即

ICEA S-68-516/NEMA WC8 乙烯一丙烯一橡胶绝缘导线和电缆2，

采用间接压力的

无姗纹型接线端子

采用直接压力的

无娜纹型接线端子

采用驱动元件的

无螺纹型接线端子

图 J. 2 无螺纹型接线端子

z>己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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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K

              (规范性 附录)

带扁平快 速连接 端头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适 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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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附录适用于第1章范围内的具有扁平快速连接端头的断路器，该端头由标称宽度6.3 mm和厚

度0. 8 mm的插人式连接片(见K. 3. 2)组成，用于与插套连接器配合，连接器按制造厂的说明连接电气

铜导线，额定电流小于等于16 Ao

    注: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美国等国家，允许使用额定电流20 A及以下的带扁平快速连接端头

        的断路器 。

    可连接的电气铜导线为截面积4 mm'及以下的软导线，或截面积2. 5 mm'及以下的硬导线(AWG

线规等于或大于12)

    本附录专门适用于插人式连接片作为装置整体部分的断路器。

K.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作为第2章的补充，下列规范性引用文件适用

IEC 61210:1993 连接装置 连接电气铜导线的扁平快速连接端头 安全要求

K.3 定 义

    作为第3章的补充，下列定义适用:

K.3. 1

    扁平快速连接端头 flat quick-connect termination

    由插人式连接片和插套连接器组成的电气连接，用工具或不用工具能把插套连接器推人和拔出。

K.3.2

    插入式连接片 male tab

    J决速连接端头的一部分，能接纳插套连接器

K.3.3

    插套连接器 female nonnector

    快速连接端头的一部分，用来推人到插人式连接片中。

K.3.4

    定位扣 detent

    在插人式连接片上与插套连接器上凸起部分啮合的凹痕(凹陷)或孔，作为配合部分的锁扣。

K.4 分类

第 4章适用。

K.5 断路器特性

第 5章适用

K_6 标志

整个第6章适用，在k)项的后面增加下列内容: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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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关于IEC 6121。的插套连接器和采用的导线型式的资料应在制造厂的说明书中规定
1) 制造厂的名称或商标;

m) 型号 ;

n) 关于绝缘的插套连接器的导线截面积和色码(见下面表K.1)的资料;

o) 只能使用镀银或镀锡的铜合金。

                表K.1 关于插套连接器的色码与导线截面积关系的信息表

导线截面积

    mm'
插套连接器的色码

  1

1. 5

2. 5

  4

  红

红或蓝

蓝或黄

  黄

K.7 使用的标 准工作 条件

第7章适用。

K，8 结构要求

    第8章适用，但下列内容除外:

    用下面条款替代8.1.3:

K. 8. 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见附录B)

    擂套连接器连接至断路器的插人式连接片时，分条款8.1.3适用。

    用下面条款替代8.1.5;

K.82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K. 8.2. 1 插人式连接片和插套连接器应由对预期使用有足够机械强度、导电性和耐腐蚀性的金属

制成

    注:镀银或镀锡的铜合金是合适的解决方案的例子

K. 8. 2. 2 插人式连接片的标称宽度为6. 3 mm，厚度为。. 8 mm，适用于额定电流为16 A及以下

    注 1: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家，允许使用的额定电流为20 A及以下

    插人式连接片的尺寸应符合表K.3及图K. 2、图K.3、图K.4和图K. 5规定的尺寸，其中A,B,C

D,E,F,J,M,N和Q的尺寸是强制性尺寸

    可组装的插套连接器的尺寸如图K.6和表K.4所示。

    注2:只要规定的尺寸不受影响和试验要求能符合，各种部件的形状可以与图中给出的形状不一致，例如波纹状连

        .接片，折叠式连接片等

    通过直观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K.82.3 插人式连接片应可靠地保持。

    通过K. 9. 1的机械过载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K.9 试验

第 9章适用 ，但 作下列修改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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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下面条款替代9. 5

K. 9. 1 机械过载力

    在断路器的10个接线端子上进行试验，断路器按正常使用安装和接线。

    在与断路器组成整体的插人式接线片上逐渐施加一个表K.2规定的轴向推力，接着再逐渐施加一

个表K.2规定的轴向拉力，仅用合适的试验装置试验一次

                                        表 K. 2 过毅试验 力

推 力

    N

拉 力

    N

96 88

接线片或与接线片组装成一体的断路器不应发生可能影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

对9.8.3增加:

线热电偶应这样放置，使其不影响接触区域或连接区域。热电偶放置的例子如图K.1所示。

K. 10 参考文件

IEC 60760 扁平，快速连接端头

热电偶

图K. 1 测f温升的热电偶放置位置示例

表 K. 3 接线片尺寸 单位为毫米

标称尺寸 A emin C D E F I M N F Qmin

6. 3沐0.8

凹痕

1.0 0.84 6.40 4. 1 2.0 120 2 5 2. 0 1.8

0.7 7.8 0. 77 6.20 3.6 16 8。 2. 2 1合 0, 7 8. 9

牛七

1.0 0.84}F-6. 40 4. 7 2,0 120 1.8

0.; 7. 8 0.77 6.20 4. 3 1.6 8。 0. 7 8. 9

注 I:尺寸A至Q，参考图K. 2至图 K. 5p

注2:在一栏目中有二个值时，是给出了最大尺寸和最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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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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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扣中心 定位扣中心
可选择的肩

U毛二 C
一 !

‘三J卫 C
一 !

另一种斜面

定位扣中心

。任兰二全
一 !

注1:如果在所示的边界内，45“的斜角A不需要是直线.

注2:尺寸 L没有规定，可以在应用时变化(例如固定时)。

注3:连接片的尺寸C可由几层材料组成，只要制成的连接片在各方面均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允许连接片的纵向边缘呈圆弧形。

注4:除了所示的有关尺寸以外，本草图不用来约束设计。

注5:插人式连接片的厚度C在超过Q或超过B+1. 14 mm(0.045 in)的部分可以改变

注6:连接片的所有部分应平直并无毛刺或突起.除了定位扣周围并距离定位扣1. 3 mm(0. 051 in)的界线限定的区

    ’域内每边可以有 。.025 mm(0.001 in)高的凸台

                            图K.2 插入式连接片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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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mm (0. 003 in ) min

半球形

0.076..(0003 in) mm

                                                截 面 XX

定位扣应位于连接片中心线0.076 mm(0.003 in)范围内

图K.3 回形凹痕定位扣的尺寸(见图K.2)

076 mm (0. 003 in) mm

球形

0. 076 mm (0. 003 1n) mm

定位扣应位于连接片中心线0. 13 mm(0

图 K.4

          截面 Y -Y

005 in)范围内

矩形 凹痕定位扣的尺寸(见 图 K. 2 )

                                                    截面 z-z

定位扣应位干连接片中心线0.076 m.,(0.003 in)范围内

                            图 K.5 孔定 位扣的尺寸(见 图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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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士丫套连接器外‘
一国一

尺寸B 和 (.:是强制性的

注 1:为了确定擂套连接器与e:和 L,不同的尺寸，必需参考连接片的尺寸，以确保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连接片和擂

      套连接器的插合(以及定位，如果有定位扣时)是正确的。

注 2:如果具有定位扣，尺寸X由制造厂确定，以便满足性能条款的技术要求

注 3:插套连接器应这样设计，使得电线过度插人到卷边区域是可见的或受到定位件限止，以避免导线与完全插人

      的连接片之间的冲突

注 4:除了所示的有关尺寸以外，本草图不用来约束设计。

                              图K.6 插套连接器的尺寸

                                表 K. 4 插套连接器的尺寸

连 接片尺寸

        m n )

插套连接器的尺寸

                里n ll】

B3(最大) 五，(最 大)

6.3沐0.8 7.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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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L

                      (规范性 附录)

      具有连接外部未经 处理铝 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

和连接铜或铝导线的铝制螺纹型接线端子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L. 1 适用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本部分范围内的具有连接未经处理铝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或连接铜或铝导线的铝

制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用于连接未经处理铝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由铜制成，或由至少含有

58%铜合金(冷加工)或至少含有50%铜合金(其他方式加工)制成，或由耐腐蚀性能不低于铜并具有适
当机械性能的其他金属或适当的涂层的金属制成。

      本附录中镀铜和镀镍的铝导线均看作是铝导线。

    注 在奥地利、澳大利亚和德国，不允许使用连接铜导线的铝制螺纹型接线端子

        — 在奥地利、瑞士和德国，不允许使用仅连接铝导线的接线端子.

            在西班牙，家用和类似场所(例如办公室、商店等)的终端电路中不允许使用铝导线。

          一在丹麦，铝导线的最小截面积是16 mm,.

L.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L. 3 定义

    作为第3章的补充，下列定义适用本附录:

L. 3. 1

    经处理的导线 treated conductor

    导线的接触部位，其股线外层的氧化层被擦除，和/或加复合物以提高连接能力和/或防腐蚀能力。

L.3.2

    未经处理/未加工导线 untreated/unprepared conductor

    为插人端子而被剪断并剥去绝缘的导线。

    注:为插人接线端子而整形的导线 或为增加导线端部强度而将股线拧紧的导线，均视为未经处理的导线

L. 3. 3

    均衡器 equalizer

    在试验回路中使用的，用来确保绞合导线等位点和均衡绞合导线电流密度，而不会对导线的温度产

生有害影响的装置

L 3.4

    基准导线 reference conducor

    在被试接线端子单元中使用的并连接在同一串联电路中的同样型号和尺寸的连续长度导线，该导

线用来确定基准温度，如果需要时也用来确定基准电阻

L. 3. 5

    稳定性因数S,  stability factor S,

    电流循环试验过程中，接线端子单元温度稳定性的度量。

  88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L. 4 分类

    第4章适用。

L.5 断路器特性

    第5章适用。

L. 6 标志

    除第6章以外，下列要求适用:

    表L. 1规定的接线端子标志应在断路器接线端子附近标明

    其他与导线数、螺钉扭矩(如果与表10不同)和截面积相关的信息应在断路器上标明

                                        表 L. 1 接线端子标 志

可接受的导线型式 标 志

仅接受铜导线 无

仅接受 铝导线 A1

铜导线和铝导线 A!/Cu

制造厂应在其产品目录上说明，对于夹紧铝导线，紧固扭矩应以合适的方法施加。

L. 7 使用的标准工作条件

第7章适用。

L. 8 结构要求

    第8章适用，除以下内容:

8,1.5.2 补充以下内容 :

    对于铝导线的连接，断路器应具有允许连接表L. 2规定的标称截面积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

    用于铝导线连接的端子和用以铜或铝导线连接的铝制端子应具有能耐受9.4试验的足够的机械强

度。9. 4试验中，试验导线按表10规定的扭矩或制造厂规定的扭矩(该扭矩不应低于表10规定的扭

矩 )拧紧

                          表 L Z 螺纹型接线端子可连接的铝导线截面积

额定 电流

      A

夹紧的标称截面积范围“

          mm'

    G 13

<13-( 16

<16-镇25

<25-落32

<32-镇50

<50-(80

<80-〔 100

<1 00-毛125

    1- 4

  1- 6

1. 5- 10

2.5^ 16

  4-25

  10--35

  16-50

  25-70

  对额定电流小于等于50A的接线端子，要求其设计成夹紧实心导线和硬绞合线;允许使用软导线 但是对

  截面积为 1 mm'一10 mm'的导线，允许其结构仅用于夹紧实心导线

b表5的最大导线尺寸，按照IEC61545的表D. 2增加。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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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直观检查，测量以及依次连接一根规定的最小截面积和一根最大截面积的导线来检验是否符

合要求。

8. 1.5.4  8. i. 5. 4的条款用下列内容代替:

    接线端子应可以连接未经特殊加工的导线。

    通过直观检查和工_.9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L.9 试 验

经以下修改/补充，第9章适用:

对于受接线端子材料和能与其连接的导线的型式影响的试验，表L. 3的试验条件适用

此外，L. 9. 2试验在与断路器分离的接线端子上进行。

                    表L. 3 根据导线和接线端子材料的试验列表

端子材 料 按 8.1.4.4的材料 A卜

导线的材料(表 1.. 1)
            AI

使用表 L. 2和表 L. 5

        Cu

使用表5和表 9

            AI

使用表L. 2和表 1-5

9.4 螺钉可靠性 使用表 1-2，表 L. 5和表 10 使用表 5，表9和表 10 使用表 L.2，表L. 5和表 10

9.5.1 拉出试验h 使用表 1-2，表 L. 5和表 10 使用表5，表 9和表 10 使用表 L. 2，表L. 5和表 10

9O.2 导线的损坏 使用表 1'.2，表 L. 5和表 10 使用表 5，表9和表 10 使用表 工一2表L. 5和表10

9.5.3 导线的插人         使用表L. A
}

使用表 12 使用表 1-4

9.8 温 升 使用表 L. 5 使用 表 9 使用表L.5

99 28天试验 使用表 1..5 使用表9 使用表L.5

L.9.2循环试验 ! 使用表10 使用表 10 使用表 10

  采用附录C规定试验程序 A和B以及试品数量.对于能连接AI或 Cu导线的断路器，试验程序和样品数

  目要加倍(一套用于Cu导线，一套用于 AI导线)。

b对于9. 5. 1拉出试验，70 mm̀ 导线的拉力值正在考虑中。

表L. 4 可连接导线及其理论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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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4(续)

公 制 AW G

硬 线
  软 线

(仅适用于铜)
硬 线

  软 线

(仅适用于铜)

S 实心 纹合 S 实心“ B级纹合.
1, K,M类七

  纹合

mm' 刃mm O/mm mm, O/mm 线规 4/mm 刃mm 线规 即mm

25.0

35.0

50.0

70. 0

6. 6

7. 9

9. 1

12.0

16.0

25. 0

  35

  50

6. 3

7.8

9.2

12

4

2

1

0

00

5.45

6.87

7.72

8.51

9. 266

6. 18

7.78

8.85

9.64

10. 64

:
5. 73

7. 25

12.08

注:最大硬线和软线的直径基于 IEC 60228A的表 1;对于 AWG导线，基于 ASTM B 172-71, ICEA S-19-81,

    ICEA S-66-524,ICEA S-68-5160

  标称直径 +5%a

b对于I,K,M类中的任一种，最大直径+5%.

  按照 IEC 60228A，仅指5类软线的尺寸。

L. 9. 1 试验条件

    除所连接的AI导线从表L. 5选取外，条款9.2适用。

                        表 L. 5 与额定 电流相 应的试验铝导线的截面积(S)

S 1�A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I_<6

  6<1,< 13

  13< 1}<20

  20<1�< 25

  25<I�< 32

32<1�<50

50<1镇63

63<L镇80

80< 几<100

100<1�簇125

L. 9. 2 电流循环试验

    本试验通过在加速循环条件下，比较导线与基准导线的温度性能，验证螺纹型接线端子的稳定性

    本试验在单独的接线端子上进行

L. 9. 2. 1 试验准备

    试验在4组试品上进行，每组试品由一对接线端子组成，其装配方式应代表端子在断路器中的使用

状况(见图L. 2至图L. 6的示例)。从产品中拆下的螺纹型接线端子应固定在与其安装在产品上时具

有相同截面积、形状、金属和涂层的导电部件上。螺纹型接线端子应以其在产品上同样的方式(位置、扭

矩等)固定在导电部件上。如果有一个试品在试验中出现故障，则应在另外4组试品上进行试验，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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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再出现故障。

L. 9. 2. 2 试验布置

    试品总的布置应如图L. 1所示。

    对试品使用的扭矩应为制造厂规定的扭矩值的90写，如制造厂未规定，则从表10中选取。

    试验采用按表1-5选取的导线。试验导线从插人螺纹型接线端子的点至均衡器(见L.3.3)的长度

应如表L. 6所示。

                                      表L. 6 试验导线长度

导线截面积 S

    mmZ

导线尺码

  AW G

最小导线长度

          m m

    S_<10. 0

16. 0镇S(25. 0

35. 0( S(70. 0

<8

6--3

2 -00

200

300

460

    试验导线与具有相同截面积的基准导线串联。

    基准导线的长度至少应近似为试验导线长度的2倍。

    试验导线和基准导线的每个未连接至螺纹型端子试品的自由端应焊接或铜焊至与导线材料相同，

并且截面积不大于表L. 7规定值的一小段均衡器。导线的所有股线均应焊接或铜焊，与均衡器形成电

气连接

    如果制造厂认可，并具有相同的性能，无需焊接的工具加压型端头可以用作均衡器。

                                  表L. 7 均衡器和汇流排尺寸

试验 电流范围

        A

最大截面积

    rnmZ

A1 Cu

  0̂  50

51一125

126- 225

45

105

185

45

85

155

    试验导线和基准导线间的间距应至少为150 mm,

    应采用非导电的支架支撑均衡器或汇流排，把试品水平或垂直地悬挂在大气中，以避免螺纹型接线

端子承受拉力负载。隔热屏障应安装在导线的中间，其宽度应超出螺纹型接线端子25 mm士5 mm，长

度应超出150 mm士10 mm(见图L.1)。如果试品间的间距至少为450 mm，则不需要隔热屏障 试品

的位置应与地板、墙壁或天花板的距离至少为600 mm,

    试品应放置在基本上无震动和无气流的环境中，周围温度为200C--250C。一旦试验开始，只要不

超过极限范围，最大允许的变化是士1 K,

L.9.2.3 温度测且

    采用截面积不超过0. 07 mm'(近似为30 AWG)的线丝的热电偶测量温度。

    对于螺纹型接线端子，热电偶应放置在螺纹型端子的导线人口端，靠近接触面处。

    对于基准导线，热电偶应放置在导线两端的中间，并位于其绝缘层下

    热电偶的安置不应损害螺纹型接线端子或基准导线。

    注 1 如果性能不受影响并且制造厂认可，钻小孔并随后栓住热电偶是一个可行方法

    周围环境温度应采用2个热电偶以这样的方式测量，以便在测试回路的临近部位获得平均和稳定

的读数，而不受外部过度的影响。热电偶应放置在一个与试品交叉的水平面上，与试品的最小距离为
  92ww
w.

bz
fx

w.
co

m



GB 10963. 1-2005/IEC 60898-1:2002

表L. 9 确定平均温度偏差D的计算示例

温度测量 循环次数

温 度 温度偏差

d= a一b

    K

稳定因数

Sf=d-D

      K

螺纹型接线端子 a

          ℃

基准导线 b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5

50

75

100

125

175

225

275

350

425

500

79

80

78

76

77

78

79

78

77

77

81

78

77

78

77

77

77

76

76

78

79

78

  1

  3

0

一 1

0

  1

3

2

一 1

一2

3

0.18

  2.18

一0.82

一1.82

一0.82

  0. 18

  2.18

  1. 18

一 1.82

一2.82

  2. 18

  艺d
测量次数 911

z二矛

0.82

石
汇流条

馈电线

捍接

隔热屏障
  (4个 )

75

试品

m in m in 一

  - ~ ~~ ~- .r

〕℃

试品

75 m m m m

TC 1℃

捍接

均街器汇流条

基准导线 饮电线

均衡器

150 m m m ln

TC一一 热电偶

图L. 1 试验的总体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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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导电部件可以是螺栓固定、锡焊或熔焊。

图 L.2

导电部件

导线

图 L. 3 图 L. 4

回厂一
卜 一 一侧 二 一 司
「 一 月州

一 ]

卜

_一。毕一一“卜
0PTTTTTd’Y/J/fillL

_一“卜月。巨
图 L.5 图 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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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硬(实心或绞合)导线的非通用接线端子:每种导线3个试品((6个试品);

注 如果是硬导线，宜使用实心导线(如果所在国家没有实心导线，可使用绞合导线)

— 专门用于软导线的非通用接线端子:3个试品。

如图J. 1规定那样，把具有表9规定截面积的导线按正常使用串联连接到3个试品中的每个试品。

                                        图J.1 试品连接

    试品上应有一个孔(或等效的措施)以便测量接线端子上的电压降。

    整个试验装置，包括导线，放置在一个初始温度保持在((20士2)℃的加热箱中。

    为了在下列所有的电压降测量完成以前避免试验装置的任何移动，建议各极固定在一个公共支

架上 。

    除了在冷却期间以外，对电路通以相应于断路器额定电流的试验电流。

    然后，试品承受192个温度循环，每个循环约Ih，具体要求如下:

    在约20 min的时间内使箱内温度升高到40 0C，温度保持在该温度值士5℃的范围内约10 min.

    然后，把试品在约20 min内冷却到约30℃的温度，允许采用强迫冷却。试品保持在该温度约

10 min 如果为测量电压降需要时，允许再降低至((20士2)℃的温度

    在第192个循环结束时，在每个接线端子上通以标称电流测量的最大电压降不应超过下列两个值

中的较小值:

    一一 22.5 mV;

    — 或第24个循环后测量值的1. 5倍。

    应尽可能地在接近接线端子的接触部位进行测量

    如果测量点不能位于接近接触点的部位，则应从测得的电压降中减去理想测量点和实际测量点之

间部分导线内的电压降。

    加热箱的温度必须在至少离试品50 mm的距离处测量。

    试验后，不采用附加的放大手段，通过正常的或校正的视力用肉眼检查，应没有明显的影响继续使

用的变化 ，例如裂 缝、变形 或类似的变化 。

J. 10 参考文件

    IEC 60228:1978 绝缘电缆的导线

    IEC 60228A:1982 对IEC 60228的第1次补充

    IEC 60998-1:199。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低压电路的连接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
    IEC 60998-2-2:1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低压电路的连接装置 第2-2部分:对作为单独实体的带

无螺纹夹紧单元的连接装置的特殊要求

    IEC 60999(所有部分) 连接装置 电气铜导体 对螺纹型和无螺纹型夹紧装置的安全要求

    AS丁M B172-01a 电气导体，具有束状绞合线的线缆状绞合铜导线的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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