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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中5.7.2额定分断能力、7.2绝缘性能、7.5分断能力、7.9防电击保护、8.2绝级性能脸证、

8.5分断能力验证为强制性条徽，其余为推荐性。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269-1:1998《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

    本部分是对国家标准GB 13539.1-1992《低压熔断器 基本要求》的修订。

    本部分在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上与IEC 60269-1:1998《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一致。

    通过等同采用IEC国际标准，使我国低压熔断器标准与国际标准基本一致，以适应国际间贸易、技

术、经济的交流的豁要。

    本部分是《低压熔断器》系列标准之一，是熔断器的基本要求。低压熔断器系列标准包括：

    GB 13539.1-2002《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

    GB/T 13539.2-2002《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

的熔断器）》

    GB 13539.3-1999《低压熔断器 第之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家用
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

    GB 13539.4-1992《低压熔断器 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GB/T 13539.5-1999《低压熔断器 第5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家

用和类似用途熔断器） 标准化熔断器示例》

    GB/T 13539.6-2002《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

的熔断器） 第1至5篇：标准化熔断器示例》

    本部分与GB 13539.1-1992的主要差别是：

    — 取消了第9章“检验规则”、第10章“包装运输和存贮”。

    — 增加了恢复电压、瞬态恢复电压、工频或直流恢复电压的定义。

    — 修改了表6、表7、表8、表9的有关内容。

    本部分中表3表题在IEC原文中未加，号，疑有误，应加上。

    本部分表9中适用于交流和直流的熔断器支持件额定电压“301̂-690,691̂-800”在IEC原文中为

"301̂-660,661̂"800"，但 IEC 60269-2:1986及其修改件和IEC 60269-2-1:2000中均为“301̂-690,691

-̂800"，故此处也改为“301̂-690,69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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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BTS/TC 189）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电器陶瓷厂、上海金山电器厂、宁波开关厂、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章永孚、季慧玉、陆宝发、昊庆云、方天童、播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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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

总则

1.1 范围和目的

    本部分适用于装有额定分断能力不小于6 kA的封闭式限流熔断体的熔断器。该熔断器作为保护

标称电压不超过1 000 V的交流工频电路或标称电压不超过 1 500 V的直流电路用。

    本部分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包括了那些应用在特殊条件下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作为包括在GB 14048.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

组合电器》中的熔断体亦应符合下列要求。

    注 1：对于“。．熔断体，其直流性能（见 2.2-4)的细节应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

    注 2：对某些特殊用途的熔断器，如电力机车用熔断器或高颇电路用熔断器，使用本标准时须作修正和补充，如有需

          要可单独另制定标准。

    注3：本部分不适用于徽型熔断器，这些熔断器包括在IEC 60127中．

    本部分的目的是规定熔断器或熔断器部件（熔断器底座、载熔件、熔断体）的特性，如果它们具有互

换性（包括尺寸等），它们就可以由具有相同特性的熔断器或熔断器部件来互换。为此目的，本部分特别

涉及到下述方面：

    — 熔断器特性：

    S) 额定值；

    b） 绝缘，

    。） 正常使用下的温升，

    d） 耗散功率和接收功率；

    e） 时间／电流特性；

    f) 分断能力；

    9） 截断电流特性和IZt特性．

    — 为验证熔断器特性的型式试验；

    — 熔断器标志．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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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8.3-200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 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

电器（idt IEC 60947-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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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21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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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9364.2 小型熔断器 第2部分：管状熔断体（idt IEC 60127)

    GB/T 13539.2-2002 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 专业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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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熔断器）(idt IEC 60269-2:1986)

    GB/T 15166.1-1994 交流高压熔断器 术语（neq IEC 60291:1969; IEC 60291A:1974)

    GB/T 16839.1-1997 热电偶 第1部分：分度表（idt IEC 60584-1:1995)

    GB/T 2900.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eqv IEC 60050-441: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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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9.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试验和导则

(idt IEC 60695-2-1/1：1994)

    GB/T 5169.12-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

(idt IEC 60695-2-1/2':1994)

    GB/T 5169.13-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

(idt IEC 60695-2-1/3：1994)

    GB/T 5465.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idt IEC 60417:1994)

    IEC 60364-3:1993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第3部分：选择电气装置的基本因素及其类别
    IEC 60364-5-523:1983 建筑物的电气装置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用和安装 第523节：面线

系统 载流量

    ISO 478:1974 纸张 用于ISO-A系列的未经修整的标准尺寸ISO第一值域

    ISO 593:1974 纸张 用于ISO-A系列的未经修整的标准尺寸ISO补充值域

    ISO 4046:1978 纸张、纸板、纸浆和有关术语 词汇 双语版

2 定义

    注：熔断器一般定义亦可见GB/T 15166. 1和GB/T 2900.18,

    对于本标准下列定义适用。

2.1 熔断器和它的部件

2.1.1

    熔断器 fuse

    当电流超过规定值足够长的时间，通过熔断一个或几个特殊设计和成比例的熔体分断此电流，由此

断开其所接人的电路的装置。熔断器由形成完整装置的所有部件组成。

2.1.2

    熔断器支持件 fuse-holder

    熔断器底座及载熔件的组合（若无需作明确区分，本标准中术语“熔断器支持件”表示熔断器底座和

／或载熔件）

2.1.2.1

    烟断肠底座（熔断器支架）fuse-base (fuse-mount)

    熔断器的固定部件，带有触头、接线端子，适当时可带罩子。

2.1．2.2

    载烙件 fuse-carrier

    熔断器可运动部件，作载运熔断体之用。

2.1.3

    熔断体 fuse-link

    带有熔体的熔断器部件，在熔断器熔断后可以更换．

2.1.4

    熔断器触头 fuse-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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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熔断体与相应的熔断器支持件之间的电路连续性的二个或二个以上导电部件．

2.1．5

    熔体 fuse-element

    在熔断器动作时熔化的熔断体部件，熔断体可以由几个并联的熔体组成．

2.1．6

    指示装里（指示器）indicating device (indicator)
    指示熔断器是否动作的装置。

2.1.7

    摘击器 striker

    熔断体的机械装置。当熔断器动作时释放所斋的能量，以促使其他装置或者指示器动作，或者提供

互锁。

2.1．8

    接线端子 terminal

    与外部电路进行电连接的熔断器的导电部分。

    注：接线端子（如螺钉型接线端子、擂人式接线端子等）。可按照所要连接的电路种类来区分接线端子（如主接线端

        子、接地端子等）．也可按照结构来区分．

2.1.9

    模拟熔断体 dummy fuse-link
    具有规定耗散功率和尺寸的试验用的熔断体。

2.1.10

    试验底座 test rig
    规定的试验用的熔断器底座．

2.1.11

    标准限位件 gauge-piece
    用以达到某种程度非互换性的熔断器底座的附件。

2.2 一般术语

2.2.1

    封闭式熔断体 enclosed fuse-link

    熔体被完全封闭，在额定值范围内熔断时，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的外部效应（如由于嫩弧而释出气体

或喷出火焰或金属颗粒）的熔断体。

2.2.2

    限流熔断体 current-limiting fuse-link
    在规定电流范围内，由于熔断体的熔断，使电流被限制得显著低于预期电流峰值的熔断体。

2.2.3

    "9Y9熔断体（以前称一般用途熔断体）'d g" fuse-link (formerly general purpose fuse-link)
    在规定条件下，能分断使熔断体熔化的电流至额定分断能力之间的所有电流的限流熔断体。

2.2.4

    "aOP熔断体（以前称后备熔断体）'d a" fuse-] ink (formerly back-up fuse-link)
    在规定条件下，能分断示于熔断体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曲线上的最小电流（图2中k2In）至额定分

断能力之间的所有电流的熔断体．

    注：“。”熔断体通常作短路保护用．需要对小于k,I。的过电流进行保护时，}a"熔断体须与其他可分断这种小过电流

        的合适的开关电器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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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温度，

2.2-5.1

    周围空气温度（T,)  ambient air temperature (T.)

    周围空气温度7'。是指距熔断器或熔断器外壳（如果有的话）约1m处的周围空气温度。

2.25.2

    流体环境温度（T.)  fluid environment temperature(T.)

    流体环境温度T。是冷却熔断器部件（触头、接线端子等）的流体温度．若熔断器部件装在外壳中，则

7'。为周围空气温度T。和与熔断器部件（触头、接线端子等）接触的内部流体的温升（相对于周围空气温

度）AT。之和。若熔断器部件不装在外壳中，则认为T。等于T. a

2.2-5.3

    熔断器部件温度（T)  fuse-component temperature(T)
    熔断器部件（触头、接线端子等）温度T是有关部件的温度。

2.2.6

    过电流选择性 overcurrent discrimination

    两个或两个以上过电流保护装置之间的相关特性配合。当在给定范围内出现过电流时，指定在这个

范围动作的装置动作，而其他装置不动作。

2.2.7

    熔断器系统 fuse-system
    就熔断体形状、触头型式等方面，遵循相同物理设计原则的熔断器族。

2.2.8

      尺码 size

    熔断器系列中规定的一组熔断器尺寸，每一尺码包括给定的额定电流范围，该范围中熔断器的尺寸

保持不变。

2.2.9

    同一熔断体系列 homogeneous series of fuse-links
    给定尺码内的熔断体类别，仅特性稍有差别，对于某一给定的试验，只要试验其中一个或少数几个

特定的熔断体就可代表整个熔断体系列（见8.1.5.2),

    注：同一熔断体系列的特性可有差异并且应验证。这些特性的差异验证的细节规定于相关的试验中（见表7b)和表

          7c))。

2.2.10

    （熔断体的）使用类别 utilization category(of a fuse link)
    规定要求的综合。这些要求与熔断体得以实现其保护目的的条件有关并代表实际应用的一组特性

（见5.7.1)。

2.2.11

    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以前称I业用熔断器） fuses for use by authorized persons (formerly
called fuse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仅由专职人员可以接近并仅由专职人员更换的熔断器。

    注 1：不一定要有结构上的措施来保证非互换性和防止偶然触及带电部分．

    注2：专职人员应按IEC 60364-3中BA 4"受指导人员”‘’和BA5"熟练人员”，’类别所规定的意义来理解。

1)受指导人员：在熟练人员指导或监护下能避免触电的人员（如操作、维护人员）．

2)熟练人员：具有技术知识或足够运行经验，能避免触电危险的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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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以前称为家用或类似用途熔断器）fuse for use by unskilled persons

(formerly called fuses for domestic and similar)

    非熟练人员可以接近并能由非熟练人员更换的熔断器。

    注：对这类熔断器，应有防止直接触及带电部分的保护，如有需要，可要求非互换性．

2.2.13

    非互换性 non-interchangeability

    对形状和（或）尺寸加以限制，以免因疏忽在特定的熔断器底座上使用了电气特性不能满足预定保

护要求的熔断体．

2.3 特性，

2.3.1

    倾定值 rating
    用于设计特性值的通用术语，同时它定义了工作条件，该工作条件作为试验和设备设计的依据。

    注：低压熔断器通常规定的额定值：电压、电流、分断能力、接受和耗散功率、频率（适用的话）．在交流情况下，额定

        电压、电流为对称有效值，在直流情况下，当纹波存在时，额定电压为平均值，额定电流为有效值，假如没有其他

        规定．上述适用于任何电压、电流值．

2.3.2

    电路预期电流（相对于熔断器）prospective current of a circuit(with respect to a fuse)
    假定电路内的熔断器由阻抗可忽略不计的接线所取代时，电路所流过的电流。

    预期电流是熔断器分断能力和特性的参照量，例如Izt和截断电流特性（见8.5.7),

门限 gate

熔断器的极限值；在此极限范围内，可获得熔断器的特性，如时间一电流特性。

    熔断体的分断能力 breaking capacity of a fuse-link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熔断体在规定电压下能够分断的预期电流（对交流熔断器，指交流分

量有效值）值。

    分断范围 breaking range
    分断范围系指熔断体的分断能力得到保证的预期电流值范围。

2.3.6

    截断电流 cut-off current

    在熔断体分断期间，所能达到的最大瞬时电流。这样可防止电流达到最大值。

2.3.7

    截断电流特性 cut-off current characteristic

    在规定的熔断条件下，作为预期电流函数的截断电流曲线。

    注：在交流情况下，截断电流是任何非对称程度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值．在直流情况下，截断电流是在规定的时间常

        数下所达到的最大值。

2.3.8

    （熔断器支持件的）峰值耐受电流 peak withstand current(of a fuse-holder)
    熔断器支持件所能承受的截断电流值。

    注：峰值耐受电流不小于与熔断器支持件配用的任何熔断体的最大截断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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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弧前时间 pre-arcing time
    从一个足够使熔断体熔化的电流出现至电弧产生的瞬间之间的时间。

2.3-10

    姗弧时间 arcing time
    电弧产生的瞬间至电弧最终熄灭之间的时间。

2.3-11

    熔断时间 operating time
    弧前时间和燃弧时间之和。

2.3.12

    Izt(焦耳积分）IZt(joule integral)

    在给定时间内电流平方的积分：

‘’！一J：；tzdtf ̀' .
    注1:弧前I 't是熔断器弧前时间内的焦耳积分．

    注2：熔断Pt是熔断器熔断时间内的焦耳积分。

    注3：在由熔断器保护的电路中，10电阻释放的能f的焦耳值等于以AE。表示的熔断I $t值．

2.3-13

    let特性 let characteristic

    在规定的动作条件下作为预期电流函数的IZt(弧前和／或熔断Pt)曲线。

2.3.14

    IZt带 IZt zone

    在规定的条件下最小弧前尸‘特性和最大熔断Pt特性所包容的范围。

2.3.15

    熔断体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of a fuse-link(l,)

    在规定条件下，熔断体能够长期通过而不使性能降低的电流。

2.3.16

    时间一电流特性 time-current characteristic

    在规定的熔断条件下，作为预期电流的函数的弧前时间或熔断时间曲线。

    注：时间大于。.1。时，实际上弧前时间与熔断时间的差异可不计。

2.3-17

    时间一电流带 time-current zone

    在规定的条件下，最小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和最大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所包容的范围。

2.3-18

    约定不熔断电流（，，。）conventional non-fusing current(l,r)

    在规定时间（约定时间）内熔断体能承载而不熔化的规定电流值。

2.3-19

    约定熔断电流（，：）conventional fusing current(Ir)

    在规定时间（约定时间）内，引起熔断体熔断的规定电流值。

2.3-20

    "a I$熔断体的过载曲线 over load curve of an "a" fuse-link

    “    a”熔断体应能承载电流而特性不变坏的时间曲线（见8.4.3.4和图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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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烟断体的耗散功率 power dissipation of a fuse-link

    熔断体在规定条件下承载额定电流时所释放的功率。

2.3.22

    熔断器支持件的接受功率 power acceptance of a fuse-holder

    熔断器支持件在规定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配用熔断体释出的功率最大值。

2.3.23

    恢复电压 recovery voltage
    在电流分断后出现在熔断器接线端子间的电压。

    注：恢复电压可以认为有两个连续的时间阶段，第一个阶段存在瞬态电压（见2.3.23.1)。接着第二阶段仅存在工频

        或直流恢复电压（见2.3-23-2).

2.3.23.1

    瞬态恢复电压 transient recovery voltage

    在具有明显瞬态特性时间阶段内的恢复电压。

    注1：根据电路和熔断器的特性，瞬态恢复电压可以是振荡的和非振荡的，或二者兼有，它包括多相电路的中性点

          位移。

    注2：除非另有规定，在三相电路中是指首先分断一极的瞬态恢复电压，因为此电压一般比出现在其他二极的电

          压高。

2.3-23.2

    1频或直流恢复电压 power-frequency or d. c. recovery voltage
    在瞬态电压消失之后的恢复电压。

    注：工频或直流恢复电压可用额定电压的百分比来表示．

2.3.24

    电弧电压 arc voltage

    燃弧期间熔断器接线端子间出现的电压瞬时值。

3 正常工作条件

    符合本标准的熔断器，若在以下条件下使用，被认为能满意工作，不需要进一步验证．除非第8章另

有规定，下列条件也作为试验条件．

3.1 周围空气沮度（Ta)

    周围空气温度T,（见2.2.5.1)不超过40'C,24 h测得的平均值不超过35'C，一年内测得的平均值

低于该值。

    周围空气温度最低值为一5̀C,

    注1：提供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在周围空气温度 20℃条件下作出。这些时间一电流特性也近似适用于温度为 30'C.

    注2：若温度条件明显地不同于上述温度，应从保护特性、温升等方面加以考虑，见附录D,

3.2 海拔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 000 m o

3.3 大气条件

    空气是干净的，它的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000

    在较低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在20℃下，相对湿度可达90000

    在这些条件下，由于温度变化，中等的凝露可能偶然发生。

    注：若熔断器在不同于3.1.3.2和3.3规定条件下使用，尤其是在无防护的户外条件使用，应与制造厂协商；若熔断

        器使用在有盐雾或不正常的工业沉积物的场所，亦应与制造厂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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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压

    系统电压的最大值不超过熔断器额定电压的110写．对于从交流整流的直流电压，其脉动引起的变

化应不大于1100o额定电压的平均值的5写或不低于9％.

    对额定电压为690 V的熔断器，最大系统电压不应超过熔断器额定电压的105%.

    注：应注盒到若熔断体在大大低于顿定电压下熔断，熔断指示器，熔断摘击器可能不动作（见8.4.3.6),

3.5 电流

    承载和分断的电流在7.4和7. 5中规定的范围内。

3.6 频率、功率因数与时间常数

3.6.1 频率

    对于交流，频率等于熔断体的额定频率。

3.6.2 功率因数

    对于交流，功率因数不低于表12a）中相应于预期电流的数值。

3.6.3 时间常数

    对于直流，时间常数符合表12b)规定。某些使用场合可能发现时间常数超出该表规定的范围。对

此，应使用经试验符合所要求的时间常数并有相应标记的熔断体。

3.了 安装条件

    按制造厂说明书安装熔断器。

    如熔断器可能遇到非正常振动和冲击使用情况，应与制造厂协商。

3.8 使用类别

    使用类别（如“gG"）按5.7.1规定。

3.9 熔断体的选择性

    时间大于0.1 s的选择性极限见表2与表 3,

    弧前尸t值见表6;熔断尸t值由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加以规定，因它们与系列、额定电压和

熔断器的应用有关。

4 分类

熔断器分类按第5章和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规定。

5 熔断器特性

5.1 特性综述

    熔断器的特性应由下列适合的条款来规定。

5.1.1 熔断器支持件

    a） 额定电压（见5-2);

    b) 额定电流（见5.3.2);

    。） 电流种类，如适用额定频率（见5.4);

    d） 额定接受功率（见5-5)；

    e） 尺寸或尺码；

    f) 极数（如果不止一个极）；

    g） 峰值耐受电流。

5.1.2 熔断体

    a) 额定电压（见5-2);

    b) 额定电流（见5.3.1);

    。） 电流种类，如适用额定频率（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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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额定耗散功率（见5-5);

    e） 时间一电流特性（见5-6);

    f） 分断范围（见 5. 7. 1) ;

    g) 额定分断能力（见5. 7. 2) ;

    h） 截断电流特性（见5.8.1);

    i)  IZt特性（见5.8.2);

    i） 尺寸或尺码。

5.1.3 完整熔断器

    防护等级应按照GB 4208的规定。

5.2 额定电压

    对于交流，额定电压标准值由表1给出。

                                衰 1 交流熔断．额定电压标准值

│系列 I │ 系列 I │

│  V   │  V   │

│230'  │ 120'  │

│400'  │ 208   │

│500   │ 240   │

│690'  │ 277'  │

│      │415   │

│      │480'  │

│      │600   │

    带星号的值是根据IEC 60038的标准化值，同时表中其他值亦可使用。

    对于直流，额定电压优选值如下：110"-125'-220"-250"-440'-460-500-600'-750 Ve

    注：熔断体的额定电压可以不同于装人该熔断体的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压。熔断器的额定电压是部件（熔断器支

        持件、熔断体）的额定电压的最低值．

5.3 额定电流

5.3.1 熔断体的额定电流

    熔断体的额定电流以安培（A）表示，应从下列数值中选用：

      2- 4- 6-8- 10- 12- 16- 20- 25- 32- 40- 50- 63- 80-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 000- 1 250

    注 1：当需要较高或较低值时，应按GB 321中的R10系列选取。

    注 2：此外，当需要选取一中间值时，应按GB 321中R20系列选取。

5.3.2 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

    除非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另有规定，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以安培表示，应从熔断体

的额定电流系列中选取。对于“gG”和“aM”熔断器，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以配用熔断体的最大额定

电流表示。

5.4 额定频率（见6.1和6-2)

    未标明额定频率意味着熔断器符合本部分对频率规定的条件，即频率仅在45 Hz-62 H：之间。

5.5 熔断体的额定耗散功率和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接受功率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没有规定，熔断体的额定耗散功率由制造厂规定。在规定的试验条件

下，熔断体的耗散功率不应超过该规定值。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没有规定，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接受功率由制造厂规定。额定接受

功率是在规定试验条件下，不超过规定的温升、熔断器支持件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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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时间一电流特性极限

    时间一电流特性极限是以周围空气温度（Ts)+20'C为基础。

5.6.1 时间一电流特性、时间一电流带

    时间一电流特性、时间一电流带与熔断体的结构有关。对于给定的熔断体，它们取决于周围空气温

度以及冷却条件。

    注：若周围空气温度与3.1规定的温度范围有偏差，应与制造厂协商．

    对于不符合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所规定的标准时间一电流带的熔断体，制造厂应能提供

以下特性（以及它们的偏差）：

    — 弧前和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

    或

    — 时间一电流带。

    注：对于弧前时间小于0. 1 s者，制造厂应能提供 IZt特性以及它们的偏差（见5.8-2).

    对于弧前时间大于0.1 s者，时间一电流特性应以电流为横坐标，以时间为纵坐标，两个坐标轴均

应采用对数坐标。

    对数坐标比例（每十进位的尺寸）应是横坐标有较长尺寸的2:1关系，然而因为在美国长期确定的

习惯，故1，1的关系作为另一个选择标准。图样应表示在符合ISO 478或ISO 593的A3或A4纸上。
    十进位尺寸应从下列系列中选取：

                        2 cm，4 cm，8 cm，16 cm和2.8 cm，5.6 cm，11. 2 cm

    注：作为推荐，尽可能采用优先值2.8 cm（纵坐标）和5. 6 cm（横坐标）。

5.6.2 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

    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见表2。对于“gn”和“gN”熔断体，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见GB/T 13539-2-

2002第5篇。

                      表2 "gG”和“RM"熔断体的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

│  .gG0额定电流1.  │ 约定时间│ 约 定 电 流      │

│"gm n”特性电流I.h│    h   │        A     │

│          A       │        ├───┬───┤ │                  │        │I�,   │ I,    │

│    I�< 16         │ 1       │ 1.251�│ 1.61. │

│16<I.<63          │ 1       │      │      │

│63<I�<160         │ 2       │      │      │

│160<I�<400        │ 3       │      │      │

│  400<I�          │ 4       │      │      │

│      在考虑中。                            │

│      对‘'gm"熔断体，见5.7.1,              │

5.6.3 门限

    it gG”和“gm”熔断体的门限值列于表30

                      表3 "gG”和“gm OR熔断体规定弧前时间的门限值’

│  I。用于“gG"│ I、二（103)．’． │ I、二（5 s)．’． │ I二二（0.1 s )│ 1-.(0. 1 s )│

│Lh用于“gm.. .│        A         │      A           │      A       │      A     │

│        A     │                  │                  │              │            │

│16            │ 33                │65                │85            │ 150         │

│20            │ 42                │85                │110           │ 200         │

│25            │ 52                │110               │150           │ 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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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I。用于“gG"  │ I．二（10 s)⋯ │ I．二（5 s)’二 │ I.�,(0. 1 s)│ I．二（0.1 s )│

│Ich用于“gm ".．│        A     │      A         │      A     │      A       │

│        A       │              │                │            │              │

│32              │ 75            │ 150             │200         │ 350           │

│40              │ 95            │ 190             │260         │ 450           │

│50              │125           │ 250             │350         │ 610           │

│63              │160           │ 320             │450         │ 820           │

│80              │215           │ 425             │610         │ 1 100         │

│100             │ 290           │  580           │  820       │ 1 450         │

│125             │ 355           │  715           │ 1 100       │ 1 910         │

│160             │ 460           │  950           │ 1 450       │ 2 590         │

│200             │ 610           │ 1 250           │ 1 910       │ 3 420         │

│250             │ 750           │ 1 650           │ 2 590       │ 4 500         │

│315             │1 050         │ 2 200           │ 3 420       │ 6 000         │

│400             │1 420         │ 2 840           │ 4 500       │ 8 060         │

│500             │1 780         │ 3 800           │ 6 000       │ 10 600        │

│630             │2 200         │ 5 100           │ 8 060       │ 14 140        │

│800             │3 060         │ 7 000           │ 10 600      │ 19 000        │

│1 000           │ 4 000         │ 9 500           │ 14 140      │ 24 000        │

│1 250           │ 5 000         │ 13 000          │ 19 000      │ 35 000        │

│        额定电流小于16 A的熔断器门限值在考虑中。                                │

│        关于“gm"熔断体见 5.7.1,                                                 │

│        1..-(105）是弧前时间不小于10s的电流的最小值．                           │

│        I，二（(5 s）是熔断时间不大于 5s的电流的最大值（见图1),                  │

    "gD”和“gN”熔断体门限值在GB/T 13539.2-2002第5篇中给出。

5.7 分断范围和分断能力

5.7.1 分断范围与使用类别

    第一个字母应表示分断范围：

    —     "g”熔断体（全范围分断能力熔断体）；

    — ‘、”熔断体（部分范围分断能力熔断体）。

    第二个字母应表示使用类别。该字母准确地规定时间一电流特性、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以及门限。

例如：

    —     "gG”表示一般用途全范围分断能力的熔断体；

    —     "gm”表示保护电动机电路全范围分断能力的熔断体，

    —     "aM”表示保护电动机电路的部分范围分断能力的熔断体；

    - "gD'，表示全范围分断能力延时熔断体．

    —     "gN”表示全范围分断能力非延时熔断体。
    注1：目前，只要特性能满足承受电动机起动电流，0gG”熔断体常用来保护电动机电路．

    注2: "gM0熔断体用两个电流值来说明其特性．第一个值I。表示熔断体和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第二个值leh

          表示如表 2、表 3、表 6中门限所规定的熔断体的时间一电流特性。

    上述的两个额定值由表明用途的一个字母加以分隔。

    例如I. M 1,,,表示用以保护电动机电路并具有G特性的熔断器．第一个值I。表示整个熔断器的最



GB 13539.1-2002/IEC 60269-1：1998

大连续电流；第二个值16表示熔断体的G特性。

    注3: "aM"熔断体用一个电流值I。和8.4-3-3.1和图2中所规定的时间一电流特性来说明其特性。

5.7.2 额定分断能力

    额定电压下熔断体的额定分断能力由制造厂规定。额定分断能力的最小值见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

关部分。

5.8 截断电流与I2t特性

    截断电流值和[It值应考虑制造公差并应参照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所规定的使用条件，例

如电压值、频率和功率因数。

5.8.1 截断电流特性

    截断电流特性应代表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电流的最大的瞬时值（见8.6.1和附录C),

    除非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里已作规定，否则，如果需要截断电流特性，制造厂应给出，并按图

3的例子表示在以预期电流为横坐标的双对数坐标纸上。

5.8.2  I2t特性

    制造厂应提供弧前时间小于0.1 s至相应于额定分断能力的弧前I Et特性。它们应代表在使用中可

能遇到的作为预期电流函数的最小值。

    制造厂应提供弧前时间小于0.1s、以规定的电压为参数的熔断尸t特性。它们应代表在实际使用中

可能遇到的作为预期电流函数的最大值。

    若以图表示，Pt特性应以预期电流为横坐标，以IZt值为纵坐标。横、纵坐标均应采用对数坐标（对

数坐标比例见5.6.1)0

6 标志

    标志应清晰，其试验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给出．

6.1 熔断器支持件标志

    下列信息应标志在所有熔断器支持件上：

    — 制造厂名称或易识别的商标；

    — 制造厂的识别标记，借此能获得5.1.1所列的全部特性；

    一 额定电压，

    — 额定电流；

    — 适用时，电流种类和额定频率。

    注：标有交流额定值的熔断器支持件亦可用于直流．假如熔断器支持件由一可移去的载熔件和可移去的熔断器底

        座组成，为了R别的目的，二者应分别标志。

6.2 熔断体标志

    除了实行有困难的小熔断体以外，下列信息应标志在所有熔断体上：

    — 制造厂名称或易识别的商标；

    －一 制造厂的识别标记，借此能获得5.1.2所列的全部特性．

    — 额定电压；

    — 额定电流（ddgm pp型见5.7.1);

    — 一分断范围，适用时（见5. 7. 1)使用类别（字母编码），

    — 适用时，电流种类和额定频率（见5-4).

    注：如果本熔断体提供在交流和直流中使用，熔断体的交流和直流额定值应分别标志。

    对小熔断体，标志＿L述规定的所有熔断体信息有困难时，商标、制造厂的识别标记、额定电压、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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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应被标志。

6.3 标志符号

    电流种类和频率，使用符号根据GB/T

    注：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可以如下标志：

                                                        10 A

5465.

500 V或10/500或
                          10

                          500

了 设计的标准条件

了．1 机械设计

7.1.1 熔断体的更换

    应能方便安全地更换熔断体。

7.1.2 联接，包括接线端子

    固定联接在使用和操作条件下应能维持必要的接触压力。

    除非金属部件的弹性足以补偿绝缘材料可能产生的收缩或变形，在联接时接触压力不应通过绝缘

材料来传递（陶瓷或性能不比陶瓷逊色的其他绝缘材料除外）。如有必要，试验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

部分里规定。

    接线端子在连接螺钉拧紧时应不会转动或移位并且连接导体不会移动。夹紧导体的部件应是金属

的，其形状应不会损坏导体。

    在规定的安装条件下，接线端子应容易接近（如有罩子，在拆下罩子后）。

    注：关于接线端子其他要求在考虑中。

7.1.3 熔断器触头

    熔断器的触头应保证在使用和动作条件下，特别是在7. 5规定的条件下，具有必要的接触压力。

    触头应能保证在相应于8.1.6条件下动作时所产生的电磁力不会伤害以下部件之间的电气联接：

    a） 熔断器底座和载熔件，

    b）载熔体和熔断体；

    。） 熔断体和熔断器底座，如适用，或任何其他支撑物。

    熔断器触头的结构和材料应保证在正常的安装和使用条件下，能维持良好的接触：

    a） 经过反复装拆以后。

    b） 长期不装拆地使用后（见8.10).

    铜合金的熔断器触头应不发生龟裂。

    这些要求根据8.4-3.4及8.11.2.1和GB/T 13539.2-2002第8章的试验来验证。

7．2 绝缘性能

    熔断器在正常使用时所承受的电压下不应失去其绝缘性能．若熔断器通过8.2的绝缘性能验证试

验，则认为熔断器符合上述要求．

    最小爬电距离、电气间隙以及通过绝缘材料或密封填料的距离应符合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

的规定。

了.3 温升，熔断体的耗散功率以及烙断器支持件的接受功率

    熔断器支持件应设计合理，在标准使用条件下，能持续通过与其配用的熔断体的额定电流而不

超过：

    — 表4规定的温升值（在制造厂或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规定的熔断器支持件额定接受功

        率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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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断体应设计合理，在标准使用条件下能持续通过额定电流而不超过：

— 制造厂或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规定的熔断体额定耗散功率。

特别在下列情况下，温升不应超过表4规定的极限值：

— 熔断体的额定电流等于与其配用的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

— 熔断体的耗散功率等于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接受功率．

以上要求由8.3的试验来验证。

                  表4 触头和接线端子的温升极限△T=(T-T,)
│                                  │温 升                                                      │

│                                  │  K                                                       │

│                                  │不封闭的))│ 封闭的2，                                     │

│触头，，9， │ 弹黄加载│ 裸铜      │  40      │  45                                          │

│            │        │裸黄铜    │  45      │  50                                          │

│            │        │被锡      │  556)    │  606)                                        │

│            │        │彼镶      │ 705)3)8)  │ 755)8)3)                                      │

│            │        │镀银      │    3)    │    3）                                       │

│            │螺栓紧固│ 裸铜      │  55      │  60                                          │

│            │        │裸黄铜    │  60      │  65                                          │

│            │        │镀锡      │  656)    │  656)                                        │

│            │        │被镍      │ 803)5)8)  │ 85 3)5)8)                                     │

│            │        │被银      │      3） │    3)                                        │

│接线端子              │    裸铜  │ 55        │ 60                                            │

│                      │  裸黄铜  │ 60        │ 65                                            │

│                      │    镀锡  │ 65        │ 65                                            │

│                      │镀银或镀镍│ 704)      │ 704)                                          │

│1）当讯 等于孔 时（见 2.2-5).                                                                    │

│2)适用于△T。在10 K-30 K之间的情况（(10 K<6T.C30 K),周围空气温度T．应不超过40'C.              │

│3)仅以不损坏相邻部件为限．                                                                    │

│4)温升极限的确定是考虑使用聚抓乙烯绝缘导体。                                                  │

│5)此值不适用于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里对触头材料和截面积有规定的熔断器系统．              │

│6)若经过验证，触头不变坏试验的实际温度并没有损害触头，此极限值可超过．                        │

│7)对某些很小的熔断器，侧量温度有可能损坏该熔断器时，表中的规定值不适用．要通过8.10的试验对触头│

│  是否变坏进行验证．                                                                          │

│8)若使用镀镶触头，因其电阻较大，在触头设计中要采取某些措施，如采用较高的触头压力。            │

│9)触头不变坏试验见 8.10,                                                                       │

7.4 动作

    熔断体应设计合理，并能当装在适当试验装置中且在额定频率和周围空气温度为（20士5)℃时：

    — 熔断体应能持续通过不超过其额定电流的任何电流，

    — 熔断体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时可能发生的过载（见8.4.3.4)0

    对于“9”熔断体，在约定时间内：

    －－一 当熔断体承载不超过约定不熔断电流（hr）的任何电流时，其熔体不熔化；

    — 当熔断体承载等于或大于约定熔断电流（if）时，熔断体熔断。

    注：时间一电流带（如果有的话）要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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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a”熔断体：

    — 当熔断体承载不超过k,i。的电流时，在过载曲线（见图2)所示的相应时间内其熔体不熔断，

    — 当熔断体承载的电流在k,I。和k,i。之间，其熔体可以熔化，只要弧前时间大于弧前时间一电

        流特性所指定的值；

    — 当熔断体承载的电流超过k2I�，在包括燃弧时间在内的时间一电流带范围内，熔断体熔断。

    8.4.3.3中所测得的时间一电流值应在制造厂所提供的时间一电流带范围内．

    若熔断体通过8.4中所规定的试验，则认为熔断体符合以上要求．

7.5 分断能力

    在额定频率和电压不超过‘8.5所规定的恢复电压下，熔断器应能分断其预期电流在以下电流范围

内的任何电流：

    — 对“g”熔断体，电流为If;

    — 对“a”熔断体，电流为k2lo;

    — 在交流情况，功率因数不低于表12a)所示的相应于预期电流值的额定分断能力；

    — 在直流情况，时间常数不超过表12b)所示的相应于预期电流值的额定分断能力。

    在8.5所规定的试验电路中，熔断体熔断时的电弧电压应不超过表5中所规定的值．

    注：若熔断体使用于系统电压比熔断体额定电压低的电路中，应考虑电弧电压，该值应不超过表 5中相应于系统电

        压的电弧电压值。

                                        衰 5 ．大电弧电压

│熔断体的额定电压U}            │ 最大电弧电压，峰值                        │

│            V                 │          V                               │

│适用于交流和直流│  0̂-60     │ 1 000                                     │

│                │  61-300    │ 2 000                                     │

│                │301̂ -690    │ 2 500                                     │

│                │691̂ -800    │ 3 000                                     │

│                │801-1 000   │ 3 500                                     │

│仅适用于直流    │ 1 001̂-1 200│ 3 500                                     │

│                │1 201̂ -1 500│ 5 000                                     │

│注：对于倾定电流小于16 A的熔断体，其最大电弧电压本部分不作规定．在考虑中。│

    若熔断器通过8.5所规定的试验，则认为熔断器符合上述要求。

7.6 位断电流特性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未另作规定，按8.6规定所测得的截断电流值应小于或等于制造厂

所提供的截断电流特性的相应值（见5.8-1).

7.7  I2t特性

    按8.7验证的弧前I2t值，应不小于制造厂按5.8.2所规定的I2t特性，并应在用于“gG”和“gm”熔

断体的表6所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弧前时间小于0.01 s的，若需要的话，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

里给出Izt值的极限范围。对“gD”和“gN”熔断体，此值在GB/T 13539.6-2002第5篇给出．

    按8.7验证的熔断Izt值，应小于或等于制造厂按5.8.2所规定的尸t特性或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

关标准里所规定的IZt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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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gG”和“gm"熔断体0.01 s的弧前IZt值

│I。用于“gGn    │  I'tm.     │  Istm．二．│

│I.、用于“gm n. │ X 10' (A=s )│ X 10' (A's )│

│  16            │  0.3       │    1.0     │

│  20            │  0.5       │    1.8     │

│  25            │  1.0       │    3.0     │

│  32            │  1.8       │    5.0     │

│  40            │  3.0       │    9.0     │

│  50            │  5.0       │  16.0      │

│  63            │  9.0       │  27.0      │

│  80            │  16.0      │  46.0      │

│100             │  27.0      │  86.0      │

│125             │  46.0      │  140.0     │

│160             │  86.0      │  250.0     │

│200             │  140.0     │  400.0     │

│250             │  250.0     │  760.0     │

│315             │  400.0     │ 1 300.0     │

│400             │  760.0     │ 2 250.0     │

│500             │ 1 300.0     │ 3 800.0     │

│630             │ 2 250.0     │ 7 500.0     │

│800             │ 3 800.0     │ 13 600.0    │

│1 000           │ 7 840.0     │ 25 000.0    │

│1 250           │ 13 700.0    │ 47 000.0    │

│签对于、M"，见 5.7.1.                        │

7.8 熔断体的过电流选择性

    过电流选择性的要求与熔断器的系列、额定电压和熔断器的使用有关；有关要求可在系列标准中具

体的相关标准里规定。

7．9 防电击保护

    对于人身防电击保护，应考虑熔断器的下列三种情况：

    — 当完整熔断器（包括熔断器底座、熔断体，有时还包括标准限位件、载熔件和正常使用条件下成

        为熔断器组成部分的外壳）正确地装配、安装并接好线时；

    — 更换熔断体时；

    — 当熔断体和载熔件（如果有的话）取走后。

    这些要求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规定。也可见8.8.

7.10 耐热性

    熔断器所有部件应符合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耐热性要求。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未另作规定，8.9和8.10的试验合格则认为耐热性要求已得到

满足。

7.11 机械强度

    熔断器的所有部件应足以耐受正常工作条件下产生的机械应力。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未另作规定，8.3-8.5和8.11.1的试验合格认为机械强度的要求

已得到满足。

7.12 耐腐蚀性

    熔断器的所有金属部件应能耐受正常工作中产生的腐蚀影响。

7.12.1 耐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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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金属部件的保护应满足相关试验。

    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未另作规定，8.2-4.2和8.11.2.3的试验合格，则认为耐锈性要求

已得到满足。

7.12.2 附应力有蚀龟裂

    熔断器的载流部件应足以耐受应力腐蚀龟裂．有关试验在8.2-4.2和8.11.2.1中规定．

7.13 耐非正常的热和火

    熔断器的所有部件应足以耐受非正常的热和火，试验在8.11.2.2中规定。

7.14 电磁兼容性、

    在本部分范围内的熔断器对一般的电磁干扰不敏感，故抗干扰试验不作要求。

    熔断器产生的较大的电磁干扰局限于分断瞬间，只要在型式试验的分断间产生的最大电弧电压符

合7.5的要求，认为电磁兼容性亦得到满足。

8 试验

8.， 总则

8.1.1 试验种类

    本章规定的试验是型式试验，制造厂应进行该试验．

    如果在这些试验中的一个试验失败，制造厂能提出证据，说明这种失败并非是该熔断器的典型，而

是由于试品的个别缺陷，则相关的试验应进行重试。但这不适用于分断能力试验。

    如果用户和制造厂同意，试验可以从型式试验中选取。

    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特定的熔断器或同一系列熔断器（见8.1.5.2)符合所规定的特性，在正常的

使用条件下或在特定的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通过型式试验，则认为所有同一结构的熔断器都符合本部分要求。

    如果熔断器任何零部件的修改，引起对已经进行的型式试验的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型式试验应重

新进行。

8.1.2 周围空气a度（T,)

    周围空气温度的测量装置应有防护，以避免通风和热辐射的影响。测量装置放置在离熔断器约1m

处，其高度等于熔断器中心的高度，每次试验开始时，熔断器的温度应接近于周围空气温度。

8.1.3 熔断器的状态

    供试验的熔断器应清洁、干燥。

8.1.4 熔断．的布t与尺寸

    除防护等级试验外（见8-8)，熔断器应安装在无通风的自然空气中。除另有规定外，应按正常工作

位置（如垂直安装位置）安装在绝缘材料上。此绝缘材料应有足够的刚度，以承受所受到的力，而对被试

熔断器不施加外加负荷。

    熔断体应像正常使用时那样安装，或者安装在其熔断器支持件上，或者安装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

关部分里规定的试验底座上。

    试验前应测量规定的外形尺寸，其．结果应符合制造厂有关数据资料或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
里规定的尺寸。

8.1.5 熔断体的试验

    除非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另有规定，应按规定的电流种类和额定频率（对于交流）对熔断

体进行试验。

8.1.5.1 完盆试验

    试验开始前，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为20C士5℃下测量所有试品的内阻R,测量电流不超过。. 1I.,R

值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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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试验汇总见表7A,

8.1.5.2 同一熔断体系列的试脸

    不同额定电流的熔断体构成同一熔断体系列的条件规定如下：

    — 它们外壳的形状和结构完全相同，并且外壳的尺寸也完全相同（熔体除外）．仅熔断体的触头不

        同时，此条件也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在可能产生最不利的试验结果的熔断体上进行试验．

    — 它们具有相同的灭弧介质和相同的填充程度，

    — 它们的熔体材料完全相同，熔体的长度和形状应该相同．

    注：例如，熔体可由不同厚度的材料用同一设备制成。

    — 熔体的截面（沿熔体长度方向截面可能是变化的）和熔体数分别不应超过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

        的熔体截面和熔体数。

    — 相邻熔体之间以及熔体与熔管内表面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中相应的

        距离。

    — 它们可与给定的熔断体支持件一起使用，或它们不准备与熔断体支持件一起使用，但同一系列

        中所有额定电流的熔断体布置相同。

    — 对于温升试验，熔断体的RI, 3/2值应不超过同一熔断体系列中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的相应值。

        电阻R的测量应按8.1.5.1中的规定；

    — 对于分断能力试验，额定分断能力不得大于同一熔断体系列中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的额定分

        断能力，否则较大额定分断能力的熔断体中的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应进行No. 1和No. 2

        试验。

    对于同一熔断体系列：

    — 最大额定电流的熔断体应按表7a)进行完整试验；

    — 最小额定电流的熔断体仅须按表7b)进行试验，

    — 最大与最小额定电流之间的其他额定电流熔断体应按表70进行试验。

                        衰7a) 熔断体完整试脸和被试熔断体傲．一览表

│试脸项目及                │ 试 品 数 量                                                                                          │

│相应条款                  ├─────────────────────────────┬───────────────────┤
│                          │“9”熔 断 体                                               │      熔 断 体                          │

│                          │1 │ 1 │ 1 │ 1 │ 1 │ 1 │ 3 │ 3 │ 1 │ 3 │ 1 │ 1 │ 1 │ 1 │ 3 │ 1 │ 1 │ 1 │ 1 │ 3 │ 3 │ 1 │ 4 │ 3 │ 3 │

│8.1.4 尺寸                 │X │X │X │  │  │  │  │  │  │  │  │  │  │  │  │X │X │X │  │  │  │  │  │  │  │

│8.1.5.1 电阻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8.3 温升、耗散功率         │X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B. 4.3. la） 约定不熔断电流│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4. 3. lb）约定熔断电流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3.2 额定电流           │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3.3 时间一电流特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门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熔断体门限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

│a)  h� (10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h,．二（5 s)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

│cl  I_ (o. 1 s)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

│d)  I．二（0.1 s )        │  │  │  │  │  │  │  │  │  │  │  │  │  │X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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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续）

              试

、” 熔 断 体

品 数 量
试验项目及

相应条款
      熔 断 体

1 11 ｝1 ｝1｝1 ｝1 13 13 11 ！3 1 1111 11 13 1 11 11 ｝1 ｝3 4 13 13

          、”熔断体门限

8.4-3.4 过载

8.4-3.5约定电缆过载保护

8.4.3.6 指示装x3)

          撞击器9)

8.5  No. 5分断能力”

8.5  No. 4分断能力”

8.5  No. 3分断能力‘，

8. 5 No. 2分断能力x)

8.5  No. 1分断能力”

8.6 截断电流特性，）

8.7  Pt特性，，

8.8 防护等级U

8.9 耐热性4)

8.10触头不变坏‘，

8.11.1 机械强度‘，

8.11.2.1 耐应力腐蚀龟妙M)

X IX IX IX IX X IX IX IX IX

X ix 】X IX IX IX X IX IX IX IX IX

8.11-2.2

8.11.2.3

耐非正常热和火峨，

耐锈性吸，

1)若周围空气温度在 15 0C ̂-25℃之间，对时间一电流特性同样有效（见8.4.3.3)．对装在试验底座上试验的

  熔断体，可进行8.4.3.3中3a), 4a)和5a）的试验。

幻 对截断电流特性和IEt特性（见8.6和8.”同样有效。

3)仅对带有指示装置或撞击器的熔断体．

4) 8.6-8-11的试验可能与熔断器分标准中所规定的熔断器系统有关。试品的数量取决于熔断器系统和材料。

5)适合于载流部件由含铜It在83％以下的轧制铜合金制成的熔断体．

表7b） 同一熔断体系列中最小额定电流熔断体的试验和被试熔断体数，一览表

│试验项目及                │ 试 品 数 量                                                                      │

│相应条款                  ├─────────────────────────┬─────────────┤
│                          │Y”熔 断 体                                         │    熔 断 体                │

│                          │1 │ 1 │ 1 │ 1 │ 1 │ 3 │ 1 │ 1 │ 3 │ 1 │ 1 │ 1 │ 1 │ 1 │ 1 │ 1 │ 3 │ 1 │ 3 │ 4 │

│8.1.4 尺寸                 │X │X │X │  │  │  │  │  │  │  │  │  │  │X │X │X │  │  │  │  │

│8.1.5.1 电阻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8.4.3. la） 约定不熔断电流 │  │  │  │  │X │  │  │  │  │  │  │  │  │  │  │  │  │  │  │  │

│8.4.3. lb） 约定熔断电流   │  │  │  │  │X │  │  │  │  │  │  │  │  │  │  │  │  │  │  │  │

│8.4.3.2 额定电流           │  │  │  │X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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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b)（续）

│试验项 目及                  │ 试 品 数 量                                                                      │

│相应条款                    ├─────────────────────────┬─────────────┤
│                            │g即 熔 断 体                                         │    熔 断 体                │

│                            │1 │ 1 │ 1 │ 1 │ 1 │ 3 │ 1 │ 1 │ 3 │ 1 │ 1 │ 1 │ 1 │ 1 │ 1 │ 1 │ 3 │ 1 │ 3 │ 4 │

│8.4-3-3.1 时间一电流特性     │X │  │  │  │  │  │  │  │  │  │  │  │  │X │  │  │  │  │  │  │

│          No. 3a0'          │  │  │  │  │  │  │  │  │  │  │  │  │  │  │  │  │  │  │  │  │

│No. 4a1'                    │  │X │  │  │  │  │  │  │  │  │  │  │  │  │X │  │  │  │  │  │

│No. 5a"                     │  │  │X │  │  │  │  │  │  │  │  │  │  │  │  │X │  │  │  │  │

│8. 4. 3. 3. 2 "g”熔断体门限│  │  │  │  │  │  │  │  │  │X │  │  │  │  │  │  │  │  │  │  │
│              a)  Im�,(10 s)│  │  │  │  │  │  │  │  │  │  │  │  │  │  │  │  │  │  │  │  │

│b)  I．二（5 s)             │  │  │  │  │  │  │  │  │  │  │X │  │  │  │  │  │  │  │  │  │

│c)  Im�, (O. 1 s)           │  │  │  │  │  │  │  │  │  │  │  │X │  │  │  │  │  │  │  │  │

│d)  I．二（0.1 s )          │  │  │  │  │  │  │  │  │  │  │  │  │X │  │  │  │  │  │  │  │

│"a"熔断体门限               │  │  │  │  │  │  │  │  │  │  │  │  │  │  │  │  │  │  │  │X │

│8.4-3.4 过载                 │  │  │  │  │  │  │  │X │  │  │  │  │  │  │  │  │  │  │X │  │

│8.4-3.5 约定电缆过载保护     │  │  │  │  │  │  │X │  │  │  │  │  │  │  │  │  │  │  │  │  │

│8.4.3.6 指示装置3)           │  │  │  │  │x │  │  │  │  │  │  │  │  │  │  │  │X │  │  │  │

│撞击器3)                    │  │  │  │  │x │x │  │  │  │  │  │  │  │  │  │  │X │X │  │  │

│8.5  No. 1分断能力”        │  │  │  │  │x │  │  │  │  │  │  │  │  │  │  │  │x │  │  │  │

│8.6 截断电流特性z)           │  │  │  │  │  │  │  │  │  │  │  │  │  │  │  │  │  │  │  │  │

│8. 7 IEt特性z)              │  │  │  │  │  │  │  │  │  │  │  │  │  │  │  │  │  │  │  │  │

│8.8 防护等级E)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耐热性E)                │  │  │  │  │  │  │  │  │  │  │  │  │  │  │  │  │  │  │  │  │

│8.10触头不变坏”            │  │  │  │  │  │  │  │  │  │  │  │  │  │  │  │  │  │  │  │  │

│8.11.1 机械强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8.11.2.2耐非正常热和火。    │  │  │  │  │  │  │  │  │  │  │  │  │  │  │  │  │  │  │  │  │

│8.11-2.3 耐锈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1)对截断电流和IEt特性同样有效（见 8.6和8.7).                                                                 │

│2) 8. 6至8.11的试验可能与熔断器分标准中所规定的熔断器系统有关。试品数最取决于熔断器系列和材料．             │

│3)仅对带有指示装里或撞击器的熔断体．                                                                        │

│4) ugD",wgG",WgM"熔断体除外，因为结合门限验证所进行的试验已满足要求（见8.4-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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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0 同一熔断体系列中最大与最小额定电流之间的其他

      额定电流熔断体试验和被试熔断体数．一览衰

│试验项目及相应条款            │ 试 品 数 量                                          │

│                              │、” 熔 断 体                │、”熔断体            │

│                              │1 │ 1 │ 1 │ 1 │ 1 │ 1 │ 1 │ 1   │ 2 │ 2           │

│8.1.4 尺寸                     │X │ X │  │  │  │  │  │ X   │  │X           │

│8.1.5.1 电阻                   │X │ X │ X │ X │ X │ X │ X │ X   │X │ X           │

│8.4.3. la） 约定不熔断电流     │ X │  │  │  │  │  │  │    │  │            │

│8.4.3.2 额定电流               │X │  │  │  │  │  │  │    │  │            │

│8.4.3.3.1 时间一电流特性       │  │ X │  │  │  │  │  │ X   │  │            │

│            No. 4a"           │  │  │  │  │  │  │  │ 卜门│  │            │

│8.4.3.3.2  "g”熔断体门限     │  │  │  │ X │  │  │  │    │1 │            │

│            a)  Im．二（10 s) │  │  │  │  │  │  │  │    │  │            │

│b)  1-.(5 s)                  │  │  │  │  │X │  │  │    │  │            │

│c)  1- (0. 1 s)               │  │  │  │  │  │X │  │    │  │            │

│d)  1��.(0.1 s)               │  │  │  │  │  │  │X │    │  │            │

│、’．熔断体门限              │  │  │  │  │  │  │  │    │X │ X           │

│8.4.3.5 约定电缆过载保护       │  │  │ X │  │  │  │  │    │  │            │

│1) "gD.9,"gG' ,"gM"熔断体除外，因为结合门限验证所进行的试验已满足要求(8.4.3.3.2). │

│注：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                                                    │

8.1.6 熔断器支持件的试验

    熔断器支持件应按表8进行试验。

                  表 8 熔断器支持件的完挤试验和被试熔断器支持件傲．一览表

│试验项目及相应条款        │ 试 品 数 量                                                            │

│                          │I │ 1 │ 3 │ 3                                                       │

│8.1.4 尺寸                 │X │  │ X │ X                                                       │

│8.2 绝缘性能               │X │  │  │                                                        │

│8. 3 沮升和接受功率        │  │ X │  │                                                        │

│8.5 峰值耐受电流           │  │ X │  │                                                        │

│8.8 防护等级               │X │  │  │                                                        │

│8.9 耐热性                 │  │ X │  │                                                        │

│8.10 触头不变坏            │  │  │  │ X                                                       │

│8.11.1 机械强度            │X │ X │ X │ X                                                       │

│8.11.2.1 耐应力腐蚀龟裂‘’│  │  │ X │                                                        │

│8.11-2.2 耐非正常热与火    │ X │  │  │                                                        │

│8.11.2.3 耐锈性            │  │ X │  │                                                        │

│1)适合于载流部件由含铜A在83％以下的轧制铜合金制成的熔断器支持件．                               │

│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里提到的特殊熔断器系统可能需要附加的试验．试品数量与系统和材料有关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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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绝缘性能验证

8.2.1 熔断器支持件的布it

    除了8.1.4规定外，还应遵循以下规定：

    熔断器支持件应装上该熔断器支持件所配用的最大尺寸的熔断体。

    若熔断器底座本身作为绝缘件，金属零件都应根据制造厂规定的熔断器安装条件装在其固定点上，

还应将这些零件看作是电器框架的一部分。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熔断器底座应装在金属板上。

    若熔断体可以带电更换，则在正常更换中可能被触及的熔断体表面、更换熔断体的装置的表面或载

熔件（如有的话）的表面都被看作是熔断器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这些表面是绝缘材料制成，在试验时

这些表面应包以金属箔，并与电器框架相连；如果是金属材料制成，这些表面应直接与框架相连接。

    若制造厂配备附加的绝缘物，如隔板，则试验时这些绝缘物应装在位置上。

8.2.2 试脸电压的施加点

    试验电压应施加在：

    a) 带电部件和框架之间．熔断体和更换熔断体的装置或载熔件（如果有的话）应装上，

    b) 接线端子之间。熔断体和更换熔断体的装置或载熔件（如果有的话）应拆除，

    。） 不同极的带电部件之间（对多极熔断器支持件）。应装上与熔断器支持件配用的最大尺寸的熔

        断体和更换熔断体的装置或载熔件（如果有的话），

    d) 熔断体熔断后电位不同的带电部件之间（对多极熔断器支持件）。只装上载熔件或更换熔断体

        的装置，不装熔断体。

8.2.3 试验电压值

    工频试验电压的有效值见表9，它是熔断器支持件额定电压的函数。

                                        表 9 试验电压

│熔断器支持件的顿定电压，U�    │ 交流试验电压（有效值）│

│                V             │              V       │

│适用于交流和直流│ 60及 60以下  │ 1 000                 │

│                │    61-300  │ 2 000                 │

│                │  301--690  │ 2 500                 │

│                │  691-800   │ 3 000                 │

│                │  801一1 000│ 3 500                 │

│仅适用于直流    │ 1 001-1 200 │ 3 500                 │

│                │1 201 1 500  │ 5 000                 │

8.2.4 试验方法

8.2.4.1 试验电压应逐渐增加，并按表9规定的值维持1 min,

    注：在整定有关开路试验电压时，试验电压源的短路电流至少为。. 1 A,

8.2-4.2 熔断器支持件应置于潮湿的大气条件下。

    潮湿处理应在潮湿箱中进行。箱中的相对湿度维持在91%-95％之间。

    安放试品处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20"C ̂-30℃中的任一温度T，温度的变化不超过2 K,

    试品放人潮湿箱之前，其温度不应比上述温度T高出＋2 K,

    试品应在潮湿箱中存放48 h,

    潮湿处理后，挥干凝露产生的水滴，应立即测量8.2.2中规定的各点之间的绝缘电阻。施加约

500 V的直流电压进行测量．

8.2.5 试验结果的判别

8.2.5.1 在施加试验电压的整个过程中，不应出现绝缘击穿或闪络．不伴有电压降的辉光放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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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

8.2-5.2 按8.2-4.2规定侧得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 Mil.

8.3 温升与耗散功率验证

8.3.1 熔断器的布2

    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用一个熔断器进行试验。

    熔断器应按8.1.4规定，安装在自然空气中，以确保试验结果不受特定安装条件的影响。

    试验应在周围空气温度（20士5)℃下进行。

    每一单个熔断器每一边连接线的长度应不小于1m。若有必要或希望几个熔断器一起进行试验，熔

断器可串联．这样串联的熔断器接线端子之间连结线总长度为2m左右。电缆应尽可能直，除非系列标

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里另有规定，其截面积按表10选取．对额定电流400 A及以下者，应采用黑色单芯

PVC绝缘的铜导体作为连接线，对额定电流为500 A-800 A者，可采用黑色单芯PVC绝缘的铜导体

或裸铜排为连接线；对于更大额定电流者，仅可采用涂有无光泽黑色涂料的铜排。接线端子与电缆的固

定螺钉的拧紧力矩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里规定。

                            表 10 8.3和8.4试验中铜联接导体的位面积

│倾定电流│ 截面积                                                                              │

│    A   │  幻nmm                                                                             │

│  2     │              1                                                                     │

│  4     │              1                                                                     │

│  6     │              1                                                                     │

│  8     │              1.5                                                                   │

│  10    │            1.5                                                                     │

│  12    │            1.5                                                                     │

│  16    │            2.5                                                                     │

│  20    │              2.5                                                                   │

│  25    │                4                                                                   │

│  32    │              6                                                                     │

│  40    │              10                                                                    │

│  50    │              10                                                                    │

│  63    │              16                                                                    │

│  80    │              25                                                                    │

│  100   │              35                                                                    │

│  125   │              50                                                                    │

│  160   │              70                                                                    │

│  200   │              95                                                                    │

│  250   │            120                                                                     │

│  315   │            185                                                                     │

│  400   │            240                                                                     │

│  500   │ 2X 150或 2X (30X 5)‘                                                                  │

│  630   │ 2 X 185或 2X (40X 5)．                                                                │

│800     │ 2X 240或 2X (50X 5)’                                                                  │

│1 000   │      2X (60X 5)．                                                                   │

│1 250   │      2X (80X 5)“                                                                   │

│。用于与炯排连接的熔断器的推荐导线截面．所使用的连接导体的型式与布置应在试验报告中写明。对于涂│

│  黑色无光漆的铜排，同极性的两个并联铜排间的距离应大约为5 mm,                                 │

注：表10中的值和表4中规定的温升极限应看作为一种约定，它适合于8.3.4所规定的温升试验。按某一安装条件

    使用或试验的熔断器，其连接线的型式、性质与配里可能与试验条件不同。因此，另一个温升极限可能需要规定

    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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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温升的测，

    表4规定的熔断器触头及接线端子的温升应以最合适的测量仪器测定，测量仪器不应显著影响熔

断器部件的温度。所采用的测量方法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8.3.3 熔断体耗散功率的测，

    熔断体应安装在熔断器支持件或按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规定的试验底座上。试验的布置按

8.3.1的规定。

    测量的耗散功率应以W表示，测量点的选择，必须能测出最大值。测量点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

标准里规定。

8.3.4 试验方法

    试验(8-3-4.1和8.3-4-2)应继续到温度稳定，且温升明显不超过规定的极限为止。当温度变化每

小时不超过1K时，即可认为温度已稳定．测量应在试验的最后1/4 h进行。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

进行。

8.3.4.1 熔断器支持件的温升

    温升试验应在交流下进行，试验用的熔断体必须是：在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下，其耗散功率等

于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接受功率；或用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里规定的模拟熔断体进行试验．试验

电流应等于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

8.3.4.2 熔断体的耗散功率

    试验应通以熔断体的额定电流，在交流下进行。

8.3.5 试验结果的判别

    温升不得超过表4所规定的数值。

    熔断体的耗散功率不得超过其额定耗散功率或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标准所规定的数值。熔断器

支持件的接受功率不应小于预定要装于该熔断器支持件上的熔断体的额定耗散功率或系列标准中具体

的相关标准里所规定的数值。

    试验后熔断器应处于完好的工作状态。尤其是，熔断器支持件的绝缘部件在冷却至周围空气温度后

应能耐受8.2中规定的试验电压（见表9)。此外，还应没有妨碍它们正确动作的变形。

8.4 动作验证

8.4.1 熔断器的布2

    试验布置按8.1.4的规定。

    连接导体的长度与截面积应符合8.3.1的规定，并按熔断体的额定电流来选取，见表10.

8.4.2 周围空气温度

    试验时周围空气温度应为（(20士5)'C,

8.4.3 试验方法和试验结果的判别

8.4-3.1 约定不烙断电流与约定熔断电流验证

    下列试验允许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

    a） 熔断体承载约定不熔断电流（I矽，在表2规定的约定时间内不应熔断，

    b)熔断体冷却至周围空气温度后承载约定熔断电流（I{)，在表2规定的约定时间内熔断．

8.4.12 "g"熔断体的倾定电流验证

    进行下述试验以验证熔断体的额定电流。熔断器按8.4.1规定安装。试验允许在降低的电压下

进行。

    用一个熔断体进行脉冲试验，试验持续loo h．试验期间熔断体周期性地通电。每个试验周期包括

一个约定时间的通电和0.1倍约定时间的断电。试验电流应等于熔断体额定电流的1.05倍。试验后熔

断体不应改变其特性，可用8. 4. 3. la)的试验来验证。

8.4.3.3 时间一电流特性和门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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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3.， 时间一电流特性

    时间一电流特性可用 8.5试验示波图的数据来验证．

    验证时确定下列时间：

    1)从电路接通瞬间至电压测量装置指示出电弧出现瞬间；

    2)从电路接通瞬间至电路完全断开的瞬间。

    对应于横坐标预期电流测出的弧前时间和熔断时间应在制造厂所提供的时间一电流带之内或在具

体的相关标准中所规定的时间一电流带之内。

    考虑到对于同一熔断体系列的熔断体（见8.1.5.2),8.5的完整试验仅在最大额定电流的熔断体上

进行，对于较小额定电流的熔断体仅需验证弧前时间。在此情况下，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为20℃士5'C和

仅在下列预期电流下，进行补充试验。

    — 对于“g”熔断体，但“gD","gG”和“gm”除外，因为结合门限验证（见8.4-3.3-2)进行的试验已

满足要求：

    试验3a)  10̂-20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

    试验4a)  5̂-8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

    试验5a)  2.5̂-4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

    — 对于“a”熔断体：

    试验3a)  5 k2-8 k：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

    试验4a)  2 k2-3 k：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

    试验5a)  1 k2-1-5 k：倍熔断体额定电流之间（见图2)e

    这些补充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在此情况下，若弧前时间超过0.02 s，则试验时测得的电流

应认为是预期电流。

8.4.3.32 门限验证

    下述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除了上述试验外，对于“gG”和“gm”熔断体还需验证下列各项。

    a) 熔断体承受表3第 2栏的电流lo s，熔断体不应熔断。

    b） 熔断体承受表3第3栏的电流，熔断体应在 5s内熔断；

    。） 熔断体承受表3第4栏的电流0.1 s ,熔断体不应熔断；

    d）熔断体承受表3第5栏的电流，熔断体应在0. 1 s内熔断。

8.4.3.4 过载

    试验布置与温升试验的布置相同（见8.3.1)，试品为3只。熔断体必须承受50次脉冲，每个脉冲的

持续时间与试验电流均相同。

    “9”熔断体的试验电流应是制造厂规定的最小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上对应于弧前时间5s时的电

流的。.8倍．每个脉冲的持续时间为5s；脉冲时间间隔应为表2规定的约定时间的200o0

    f(a”熔断体的试验电流应等于（(1士2％)k,I�；脉冲持续时间应为制造厂规定的过载曲线上与k,I。相

对应的时间；脉冲间的时间间隔应为30倍脉冲持续时间．本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

    注：若制造厂同意，脉冲时间间隔可以缩短。

    熔断体冷却到周围空气温度后，应通以过载试验时的电流，此时弧前时间应在制造厂提供的时间一

电流带以内。

84.3.5 约定电缆过载保护（仅对“gG"熔断体）

    为了验证熔断体能保护电缆过载，一个熔断体进行下述的约定试验。如8.4.1所规定，熔断体安装

在合适的熔断器支持件或试验底座上，但试验连接导体采用PVC绝缘铜导线，导体截面积按表11规定

选取。熔断器及其联接导体必须用熔断体的额定电流预热，预热时间等于约定时间。

    随后试验电流增至1.451.(1：在表11中定），熔断体应在小于约定时间内熔断．

    本试验可在降低的电压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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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1.451：大于约定熔断电流，则不需要进行此试验．

                              表 11 用于8.4-3.5试脸表

│熔断体的I.│ 铜导体的标称截面积│ I.'                       │

│      A   │        mm 2      │ A                         │

│    12    │  1               │  15                      │

│    16    │ 1.5               │ 19.5                      │

│20或 25    │ 2.5               │  26                      │

│    32    │  4               │  35                      │

│    40    │  6               │  46                      │

│50或63    │ 10                │  63                      │

│    80    │ 16                │  85                      │

│  100     │ 25                │ 112                       │

│  125     │ 35                │ 138                       │

│  160     │ 50                │ 168                       │

│  200     │ 70                │ 213                       │

│  250     │ 120               │ 299                       │

│  315     │ 185               │ 392                       │

│  400     │ 240               │ 461                       │

│    双芯负载导线载流能力I.（见IEC 60364-5-523的表52-C1/C).│

8.4-3.6 指示装里和撞击器（如果有的话）的动作

    指示装置正确动作的验证与分断能力验证（见8.5.5)结合进行。

    撞击器（如果有的ia,）动作的验证还应以下列电流在另外一个试品上进行：

    — 对于“9”熔断体，为I,（见表12a)和12b));

    — 对于‘a”熔断体，为2k,I�（见图2);

    恢复电压为：

    — 对于额定电压不超过500 V的为20 V;

    — 对于额定电压超过500 V的为0. 04 U� ,
    恢复电压值可超出100o.

    所有试验中撞击器在以下恢复电压时都应动作：

    — 至少20 V ,

    如果在这些试验的某一项试验中指示装置或撞击器失败，若制造厂能提供证据说明此失败对本型

式熔断器来说并非典型，而是由于个别试品缺陷所致，试验才可不被否定。

8．5 分断能力验证

8.5.1 熔断器的布2

    试验布置按8.1.4的规定。

    在接线装置的平面上，沿熔断器接线端子连线的方向，在完整熔断器每边安装长度约0. 2 m的适

当导体。在此距离内，应刚性地固定这些导体。超出此距离，应将导体朝后弯成直角。若使用具体的相

关标准中规定的试验架，可认为布置符合要求。

8.5.2 试验电路的特性

    试验电路示于图4e

    试验电路应为单相电路，即一只熔断器应在基于其额定电压的某一电压下进行试验。

    注：单相试验被认为已给出足够的数据，亦可用于三相电路。

    试验电路的电源应有足够的功率以验证规定的特性。

    电源应以断路器或其他合适的电器n来保护；串联的可调电阻R和可调电抗器L应可调节试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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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特性，电路应以合适的电器C来接通。

    试验参数示于表12a)和表12b)中．

    — 对于交流：

    若熔断器的额定频率为50 H：或60 Hz，或者未标明额定频率（见5-4)，则应在45 Hz-62 H：范围

内进行试验；若额定频率为某一其他值，则试验应在该频率下进行，频率的允差为士20%.

    对于No. 1和No. 2试验，电抗器L应为空心电抗器。

    电路断开后第一个全半波内的工频恢复电压的峰值及以后相继的5个峰值应等于对应表12a)规

定的有效值的峰值。

                            表 12a） 交流熔断器的分断能力试脸今数

│                      │按8. 5-5. 1规定的试验                                                     │

│                      │No. 1         │No. 2         │No. 3       │ No. 4       │ No. 5         │

│工频恢复电压          │ 额定电压的 110+言％·                                                      │

│预期试│ 对“9．熔断体 │ I,            │Iz            │I,= 3. 21r  │ 14=2. Olr   │ Is二1. 251r   │

│验电流├───────┤              │              ├──────┼──────┼───────┤│      │对“a"熔断体  │              │              │1,=2. 5k2I� │ I4=1. 6kz1� │ Is=kzln       │

│电流允差              │+10叹·       │不适用        │士2000      │ 士言“％                    │
│                      │一 0           │              │            │                            │

│功率因索              │预期电流 20 kA │ 与No. 1试验同 │ 0. 3-0.5'“                               │

│                      │  及以下时：  │              │                                          │

│                      │    0.2-0.3   │              │                                          │

│                      │预期电流20 kA │              │                                          │

│                      │    以上时 ：  │              │                                          │

│                      │    0.1-0.2   │              │                                          │

│电压过零后的接通角    │不适用        │0士孟0  0     │ 不作规定                                  │

│电压过零后的          │一次试验：    │不适用        │ 不适用                                    │

│电弧始嫩角二’        │  400～  650  │              │                                          │

│                      │另二次试验：  │              │                                          │

│                      │  650̂ -900    │              │                                          │

│        若制造厂同意，正允差可以超过．                                                            │

│        若制造厂同意，允许功率因数低于。.3.                                                       │

│        若满足电压过零后电弧始燃角在 400和650之间有困难，则试验应在电压过零后0+10％的闭合相角下    │

│          进行。                                                                                  │

│        若此时电压过零后电弧始姗角大于650，则认为此试验可代替始姗角为400̂-65．试验的要求。若此时  │

│        电压过零后电弧始嫩角小于400，则应按表中规定的始嫩角进行三次试验．                         │

│1,：表示倾定分断能力的电流（见5.7),                                                               │

│IY：试验时电弧能t近似为最大的电流。                                                               │

│注：若开始嫌弧时电流的瞬时值达到预期电流（交流分t有效值）的。.60丫万至。. 75丫厄一倍，则认为电弧能│
│    量为最大的条件能得到满足。                                                                    │

│作为实用指南，I：值可能处在对应于半个周波的弧前时间的电流（对称有效值）的3̂-4倍之间．             │

│I, ,1,.15:验证熔断器在小过电流范围内是否能可靠工作的试验电流．                                    │

│If：对应于表 2中约定时间的约定熔断电流（见8.4.3.1).                                                │

│k,：见图2,                                                                                        │

4) IEC 60269-1:1998中为。。，认为有误，现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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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直流：

    分断能力试验应在直流下进行。试验电路应为电感性并串有用以调节预期电流的串联电阻。可用

合适的电感线圈串并联得到所需的电感值。只要在试验时不饱和，电抗器可以有铁芯。

    时间常数应在表12b)所规定的范围内。

    电弧最终熄灭后100 ms时间内直流恢复电压的平均值应不小于表12b)规定的值。

                          表 12b) 直流烙断器的分断能力试脸参数

│                  │按8.5.5.1规定的试验                                               │

│                  │No. 1   │ No. 2 │ No. 3     │ No. 4       │ No. 5                 │

│恢复电压的平均值．│ 额定电压的115士；％”                                             │

│预期试验电流      │I,      │ IZ    │ Is =3. 21r│ 14 = 2. OIr │ Is= 1. 25I,           │

│电流允差          │+10叱二 │ 不适用│ 士20%     │ +20叼                               │
│                  │一 U 产“ │      │          │ 一 0                                 │

│时间常数二        │ 15 ms-20 ms                                                       │

│      此允差包括纹波。                                                                │

│      若制造厂同意此值可以超过．                                                      │

│I,：表示额定分断能力的电流（见5-7).                                                   │

│I,：试验时电弧能量近似为最大的电流。                                                  │

│  注：若开始燃弧时电流达到预期电流的。.5-0.8倍，则认为电弧能f为最大的条件能得到满足． │

│I� 14 ,15验证熔断器在小过电流范围内是否能可靠工作的试验电流。                         │

│I,：对应于表 2中约定时间的约定熔断电流（见8.4-3-1).                                    │

8-5-3 测盆仪器

    电流波形必须用接至适当测量装置端子上的示波器中的一个测量电路O,来记录。示波器的另一

个测量电路0：应视情况可通过电阻器或变压器在整定试验时与电源接线端子连接，而在以后试验时

与熔断器接线端子连接。

    No. 1和No. 2试验时的电弧电压应该用适当的测量电路（传感器、传输装置和记录仪器）进行测

量。测量电路应有适当的灵敏度和频率响应。如示波器能满足上述要求的，即可使用。

8.5.4 试验电路的整定

    试验电路（见图4)应该用与试验电路的阻抗相比其阻抗可忽略的临时连接导体A代替被试熔断器

来进行整定。

    电阻器R和电抗器L应调整到在规定的瞬间可以达到所要求的电流值，及：

    — 在交流情况下，工频恢复电压所要求的功率因数。对690 V熔断器，工频恢复电压为额定电压

        的105+0纬；对全部其他熔断器，工频恢复电压为额定电压的110+言％。功率因数由附录A规定
        的方法之一或其他能给出更准确的方法来确定，

    — 在直流情况下，恢复电压平均值等于被试熔断器额定电压的115士言肠时所要求的时间常数。

    电流波形上相应于0.6321点的横坐标OA（见图6 a)代表时间常数值。

    当使用铁芯电抗器时，由于铁芯中有剩磁，上述方法可能给出错误的结果．在此情况下，电抗器可通

过一串联电阻器在要求的试验电流下激磁，然后电抗器通过试验电路短路以测量电流降至0.3681所需

的时间，电抗器短路后电源必须立即脱开。

    只要能保证试验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比例，试验电路可在低电压下整定．

    应通过电器D的闭合使电路处于准备试验状态。电器n的延时应调节到在它断开之前，回路电流

大致达到稳定。然后闭合电器c，电流波形由测量电路o,记录，电器c闭合前和电器D断开后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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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由测量电路O：记录．

    应按附录A中的举例，从示波图上算出电流值。

8.5.5 试验方法

8.5.5.1 为验证熔断体是否满足7.5的要求，若系列标准中具体的相关部分中未另作规定，对于交流，

必须按表12 A规定的参数进行下述的No. 1-No. 5的试验；对于直流（见8.5.2)必须按表12b)规定的

参数进行下述的No. 1-No. 5的试验。

    No. 1和No. 2试验：

    对于每一项试验，需用三只试品相继进行试验。

    对于交流，若No. 1试验时，No. 2试验的要求在一次或多次试验中得到了满足，则这些试验可作为

No. 2试验的一部分，无需重复。

    对于直流，若No. 1试验时，在电流等于或大于0-51；时出现电弧，则无需进行No. 2试验。

    对于交流，若符合No. 2试验要求的预期电流大于额定分断能力，则No. 1和No. 2试验应以电流

I，在6只试品上，在6个不同的接通角下进行试验，每次试验时接通角相差约300,

    为验证熔断器支持件的峰值耐受电流，No. 1试验应在熔断器底座和熔断体（见8.1.6)配齐的情况

下（若有载熔件，则应装上）进行。这些试验的电弧始燃角应在电压过零后65。和900之间。

    No. 3-No. 5试验：

    对其中的每一试验，当进行交流试验时，可以在相对于电压过零的任一瞬间接通电路。

    若试验设备不允许电流在全电压下维持所要求的时间，可以用大致等于试验电流值的电流在低电

压下预热熔断器，在此情况下，必须在产生电弧之前转换到8.5.2所规定的试验电路中去，并且转换时

间T1（无电流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0.2 s，电流重新出现和开始燃弧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得小于3T,.

8.5-5.2 对于三次No. 2试验中的一次和No. 4试验，恢复电压应保持在：

    — 对额定值690 V的熔断器为10沈；“％；对全部其他熔断器为100士护％；

    — 对于直流，额定电压的100士：“％，
    时间至少为：

    — 熔管或填料中不含有机材料的熔断体熔断后，30 s;

    — 其他的熔断体熔断后，5 min。若转换时间（无电压的时间间隔）不超过0. 1 s，允许15s后转换

到其他电源上去。

    对于其他所有试验，熔断体熔断后，恢复电压应按上述规定的数值保持15 s,

    熔断体熔断后，至少6 min，最多10 min（若熔断体的熔管或填料不含有机材料，制造厂同意，时间

可以更短）必须测量熔断体触头间的电阻值（见 8. 5-8)并作记录。

8.5.6 周围空气温度

    若试验结果也将用以验证时间一电流特性（见8.4.3.3)，则分断能力试验应在（20士5)℃的周围空

气温度下进行。

    若不能得到上述的温度范围，则允许在一5℃至＋40一的周围空气温度下进行分断能力试验。但在

此情况下，表12a)和表12b)中的No. 4和No. 5试验都应在（(20士5)℃的周围空气温度下用低电压重复

进行，以验证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

8.5.7 示波圈的分析

    图5和图6用举例的方式提供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分析示波图的方法。

    恢复电压应从被试熔断器的示波图上确定，对于交流，按图5b)和图5c）计算。对于直流按图6b）和

图6c）计算。

    交流恢复电压应在第二个不受影响的半波峰值和连接它的上一个半波峰值和下一个半波峰值的直

线之间测量。

    直流恢复电压应侧量电弧最终熄灭后在100 ms内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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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定预期电流值，需将整定电路时得到的电流波形（交流为图5a)．直流为图6a)）与分断试验

时所得的电流波形（交流为图5b)和图50，直流为图6b)和图6c”相比较。

    对于交流，预期电流值是整定电流曲线中对应于开始燃弧瞬间的交流分量有效值。

    若电路接通至开始燃弧的时间间隔小于半个波，则预期电流值应在经过半个波时间后进行测量。

    对于直流，若不发生截流，则预期电流值应从整定电流示波图上相应于开始燃弧瞬间测得。若有纹

波，应作出有效值曲线，该曲线上相应于开始嫩弧瞬间的电流作为预期电流．

    若发生截流，则预期电流值是整定示波图上的最大稳定值，若有纹波，应作出有效值曲线，该曲线的

最大值作为预期电流。

8.5.8 试验结果的判别

    在No. 1试验和No. 2试验中．熔断体熔断时出现的电弧电压不得超过7-5(表5)规定的数值。

    熔断体熔断时还应无外部效应或对完整熔断器的部件造成超过以下规定的损坏。

    不应有持续姗弧，飞弧或危及周围的任何火焰喷出。

    熔断后熔断器的零部件，除了那些准备在每次熔断后进行更换者外，不应发生妨碍它们继续使用的

损伤。

    熔断体不应损坏到使其更换困难或者危及操作者的程度。熔断体及其部件可以改变颜色或者出现

裂缝，只要熔断体从载熔件或试验架取出之前保持为一整体。

    每次试验（见8.5.5.2)后，熔断体触头间的电阻用大约为500 V的直流电压测量至少应等于：

    — 对于额定电压不超过250 V的熔断体，50 000 a;

    — 对于其他所有情况，100 000 SZ,
8.6 截断电流特性验证

8.6.1 试验方法

    若制造厂已规定截断电流特性，则该特性应结合No. 1试验（见8-5)的预期电流进行验证，并且有

关的量值应从示波图中求得。

8-6-2 试验结果的判别

    测得的数值不得超过制造厂规定的数值（见5.8.1),

8.7 过电流选择性和IZt特性脸证

8.7.1 试验方法

    制造厂提出的Izt特性应以分断能力试验结果验证之，或基于测量值（考虑到使用条件）计算得出

（见附录B),

8.7.2 试验结果的判别

    测得的熔断Izt值不得超过制造厂规定的值或具体的相关标准中规定的值。弧前I Zt值应不小于制

造厂规定的最小弧前尸t或弧前IZt值应处于表6中规定的极限范围内（见5.8.2和附录B),

8.7.3 熔断体在0.01 s时一致性验证

    以I：试验得到的弧前尸t值和0.1 s时弧前Izt值确定是否符合表6的规定。

    对于同一熔断体系列较小额定电流的熔断体，I：试验的弧前IZt值可按附录B中的公式计算。

8.7.4 过电流选择性验证

    用时间一电流特性和弧前及熔断I 't值验证熔断体的选择性。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gG”和（或）0 gm”熔断器间的选择性发生在弧前时间大于。.01 s的预期电流值上。符合表6

        规定的弧前I't值，可认为当弧前时间大于。.01 s时额定电流之比为1.6 : 1的熔断器间的选择性可得到保证。

8.8 外壳防护等级验证

    若熔断器装在外壳中，则规定于5.1.3的外壳防护等级应按GB 4208规定的条件进行验证。

8．9 耐热性验证

    若具体的相关标准中未另作规定，耐热性应由所有的熔断试验的结果来判定。特别是按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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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10的试验结果来判定。

8.10 触头不变坏验证

    借助于代表严酷使用条件的试验，来验证长期运行中不受扰动的触头性能不变坏。

8.10.1 熔断器的布2

    此试验应在三个试品上进行。试品在试验电路中的安排要互相不受影响。试验布置和模拟熔断体

应与验证温升与耗散功率时相同（见8.1-4,8.3.1,8.3.4. 1).

    试品配有准备用于该熔断器支持件的最大额定电流的标准模拟熔断体（见具体的相关标准）。

8.10.2 试验方法

    试验循环包括有载持续时间与无载持续时间，时间间隔与约定时间有关。有载时间间隔时的试验电

流与无载时间间隔在具体的相关标准中规定．

    试品先进行250个循环的试验．若250个循环试验后结果符合要求，则试验结束。若试验结果超出

规定的范围，则试验继续进行到750个循环。

    循环试验开始前，当稳定状态条件达到时，应在额定电流下测量具体的相关标准规定的温升和（或）

触头间的电压降。250个循环后（如果需要在 750个循环后）重复测量。

    若熔断器太小，在触头处测量不能得出可靠的结果，则在接线端子上测得的数据可作为试验的

判据。

8.10.3 试验结果的判别

    250次循环以后，需要的话750次循环以后，测得的值应不超过具体的相关标准中规定的范围。

8.11 机械试验及其他试验

8.11.， 机械强度

    若具体的相关标准中未另作规定，熔断器及其部件的机械性能应结合正常使用和安装以及分断能

力（见8-5)试验结果来判定．

8.11.2 其他试验

8.11.2.1 应力腐蚀龟裂验证

    为了验证含铜量少于83％的铜合金载流部件不发生应力腐蚀龟裂，应进行以下试验：

    把三个试品浸在适当的溶液中10 min，去掉所有的油脂。熔断体应单独进行试验，而熔断器支持件

仅与完整的熔断器一起进行试验。

    试品应放在温度为（30士10)℃试验箱中4 h,

    然后，试品放在底部盛有pH值为10̂-11的氯化氨溶液的试验箱中8 h,

    对于1公升抓化氨溶液，可按下法获得合适的pH值：

    107 g抓化氨（分析用NH,Cl）以0.751的蒸馏水混合并加人30％的氢氧化钠（用分析试剂级
NaOH和蒸馏水做成）至总容积为1公升，pH值不变。必须用玻璃电极测量pH值。

    试验箱容积与溶液体积之比应为20 = 1,

    用干布揩去蓝色薄膜后，用肉眼应看不见试品的裂纹，熔断体的触头端帽用手应不能移去。

8.11.2.2 耐非正常的热和火验证

    若具体的相关标准中未另作规定，则按以下规定：不是用来将载流部件保持在应有位置上的绝缘材

料（陶瓷除外）部件（即使它们与载流部件相接触）按8.11.2-2.5的a)项进行试验。

    注：作为熔断器一个部件的外壳应像熔断器一样进行试验，在其余情况下外壳试验应按GB 4208的规定．

    用以保持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如果有的话）在应有位置上的绝缘材料（陶瓷除外）部件按

8. 11. 2. 2. 5b）项规定进行试验。

811.2.2.1 试验的一般说明

    本试验为保证：

    一一规定的电阻灼热丝通电加热到对有关设备规定的温度后不引起绝缘材料部件的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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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电加热的灼热丝在一定条件下可能点燃绝缘材料部件，但嫩烧时间有限，没有由于火焰或燃

烧粒子或从样品上掉下的灼热微粒造成火的蔓延。

    试验在一个试品上进行，若对试验结果有怀疑，则应在另外两个试品上再重复进行试验。

8.11.2.2.2 试验装it描述

    灼热丝是由镍铬（80/20)丝组成的特殊的环，在环成型时，要小心防止尖端处形成小裂纹。

    采用有包皮的细线热电偶来测量灼热丝的温度。热电偶的外径为0. 5 mm，其中有铬镍线和镍铝

线，两线的焊接点在包皮的内部．

    带有热电偶的灼热丝如图7所示。

    包皮材料至少要耐温960'C以上，热电偶放在钻于灼热丝端部的直径为。. 6 mm的槽孔中，如图7

中放大图Z所示。热电势应符合GB/T 16839. 1，本部分中给出的特性实际是线性的。冷联接应保持在

融化的冰中，除非可靠的参考温度由其他方法取得，如用补偿箱的方法。测量热电偶电动势的仪器应为

0.5级。

    灼热丝由电加热，加热顶端至温度960℃所需的电流在120 A---150 A之间。

    试验装置应设计成能使灼热丝保持在水平面并施加1N力到试品上，当灼热丝和试品在水平方向

相对运动越过至少7 mm距离的范围内，1N力仍应保持．

    将一块约10 mm厚的白松木板盖以一层薄纸，放在灼热丝与试品的试验位置以下200 mm处．

    薄纸由ISO 4046:1978中6.86规定，如一般作为包装精巧易碎物品的薄、软且有相当韧性的纸，它
的单位重量在12 g/mz-30 g/m，之间。

    试验装置举例如图8所示。

8.11.2.2.3 预处理

    试品在温度15'C-35℃之间，相对湿度35%-75％之间的大气中处理24 h后开始试验。

8.11.2.2.4 试验程序

    试验装置放在基本不通风的暗室中，以便试验时发生的火焰可以看见。试验装置放在基本不通风的

暗室中，以便试验时发生的火焰可以看见。

    试验开始前，将热电偶校正在960'C温度．这是由在灼热丝端部的上表面安放一张纯度为”.80o,

0. 06 mm厚，2 mm，的银箱来实现的．

    灼热丝通电加热，当银箔熔化时温度达到960 C，若干时间以后必须重复校正以补偿热电偶和连接

线中的蚀变。必须注意保证热电偶能跟随灼热丝顶部由于热伸长而引起的运动。

    试品的安装应使与灼热丝端部接触的表面是垂直的。灼热丝的端部施加于试品在正常使用中容易

受到热应力作用的部位。

    灼热丝的端部接触在截面最薄处，但离开试品上边缘不大于15 mm，这适用于正常使用时承受热

应力的部分未作详细规定的情况。

    灼热丝的端部应尽量接触在平的表面上，而不接触在槽，冲落孔，窄槽或尖的边缘。

    灼热丝通电加热到规定的温度，由校准过的热电偶进行测量。必须注意确保开始试验前，至少60s

内此温度与加热的电流保持恒定，并且在此时间内或校准时试品不受热辐射的影响，例如保证有足够的

距离或使用适当的屏幕。

    然后使灼热丝的端部与试品相接触并按规定加力，在此期间保持加热电流。此期间后，灼热丝与试

品缓慢地分开，要避免试品再被加热或能影响试验结果的空气流通．

    当灼热丝端部压及试品时，进人试品的灼热丝端部的运动将被机械地限制至7 mm.

    每次试验后，需要清理灼热丝端部任何残留的绝缘材料，例如用刷子清理。

8.11.2.2.5 严酷度

    a) 灼热丝端部的温度以及它施加在试品上的持续时间应分别为：(650士10)℃和（30士Ds;

    b)灼热丝端部的温度以及它施加在试品上的持续时间应分别为：(960士10)'C和（30士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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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试验温度由系列标准的具体的相关部分中规定。

注：这些数值应根据GB/T 5169中“严酷度”表选择。

8.11．2.2.6 观察与侧f

    对试品施加灼热丝时和以后的30s内，应观察试品、试品周围的部件和放在试品下方的薄纸。

    记录试品起燃时间和在灼热丝施加期间或施加后的火焰熄灭时间。

    测量并记录最高的火焰高度．起火时，可能产生高的火焰，时间约is，这种火焰不计在内．

    火焰的高度是指当灼热丝施加在试品上时，由灼热丝上边缘至可见火焰顶部的垂直距离。

    试品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可以认为经受住灼热丝试验：

    — 无可见火焰和无持续灼热发光；或

    — 灼热丝移去后火焰或灼热发光在30s内熄火。

    薄纸不应起火或松木板不应烧焦。

8.11.2.3 耐锈性

    把要验证的部件浸在适当的去油脂剂中10 min将油脂去除，然后把部件浸在温度（20士5)̀C的

10%氛化氮溶液中10 min,

    不烘干，但要挥干水滴，然后把部件放在温度为（20士5)'C、空气湿度达到饱和的箱子内10 min,

    部件在温度（100士5)℃的烘箱中干燥10 min后，其表面应无锈迹出现。

    尖锐边缘上的锈斑和可擦掉的黄色薄膜可忽略不计。

    对于小弹摘和受磨损的非易近部件，一层油脂可提供足够的防锈保护。这些部件仅在对油脂层的保

护是否有效感到怀疑时，才进行本试验，并且试验是在不攘去油脂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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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用“门限”电流试验结果验证时间一电流特性方法的圈例

相联的过电笼开关电县

络断特性

弧前特性

                        如 k,    k： 以k1�表示的电流

k,I。与k,I。之间对应于IZt为常数值时的过载曲线。

                        圈 2 ‘、”熔断体的过载曲线和时间一电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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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电流《有效值、kA)（对盆坐标）

Inl "hz.In9- 熔断体的额定电流．

        1e— 截断电流的最大值，

        二— 与功率因数值有关的系数。

                  图3 一系列交流熔断体的截断电流特性的一般表示法

A— 整定试验用的可拆连接；

C— 闭合电路用的电器，

D— 保护电源用断路器或其他电器；

F— 被试熔断器，

L— 可调电抗器；

O,— 记录电流的测量电路．

OP— 试验时记录电压的测It电路，

021- 整定时记录电压的侧量电路；

R— 可调电阻。

S— 电源。

                        图4 分断能力试验用的典型电路圈（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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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整定电压！Boo

e）电路整定示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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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五李

b）电弧始于接通后1800电角度之后的分断动作示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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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育 由K U，二 ＝－－二三－－

                        2 丫 2

外施试验电压二Bo

c)电弧始于接通后180“电角度之前的分断动作示波图

图5 交流分断能力试验所得示波圈的说明（见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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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e

电流 0+- A

电压一－司－～～～Jse－山．～es se ～．～～se

当存在纹波时，应侧量有效值曲线上相应于。.632 1.A,,A：的数值．

a）电路整定示波图

／

//

州 －－－一＿＿＿＿

电流－－节

电压 —

在电压U=B，下，电流I=A,

当电压不存在稳定值时，应在电弧．终熄灭后的100 m。内侧f平均值。

b）电弧始于电流通过其最大值之后的分断动作示波图

在电压U=B：下，电流I=AZ

当电压不存在德定值时，应在电弧最终熄灭后的100 m。内侧It平均值。

。）电弧始于电流通过其．大值之前的分断动作示波图

图6 直流分断能力试脸所．示波．的说明（见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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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短路功率因数的侧．

    没有哪种方法能精确地测量短路功率因数，但就本部分而言，可采用下列三个方法中较合适的一个

来足够精确地测定试验回路的功率因数。

    方法1：按回路常数计算

    功率因数可以利用角价的余弦来计算，庐= arctgX/R, X和R分别为短路时试验回路中的电抗和

电阻。

    由于现象的瞬变性质，没有精确测定X和R的方法。但为了满足本标准的要求，可采用下列方法来

确定X和R,

    试验回路的R用直流测量。若回路中包含变压器，则R值可根据分别测得的初级回路的电阻R,和

次级回路的电阻Rz，由下式求得：

                                      R＝R,＋R, r'

    式中r是变压器的变化。

    X可按下式计算：

                                      ,/R2＋Xz＝E/I

  比值E/I回路阻抗）可从图A1中的示波图求得。

  方法2：按直流分f确定功率因傲

  角价可以从短路瞬间和电弧开始瞬间之间非对称电流波形的直流分量曲线来确定。

  1) 直流分量公式为：

                                    id＝Idoe-Rt/LId,e
  式中：

  id— 任一瞬间的直流分量值；

  Id.— 直流分量的初始值；

I,/R— 回路的时间常数，以秒表示，

    t - id和几间的时间间隔，以秒表示；

  e— 自然对数的底。

  时间常数L/R可以从上式确定如下：

  a) 测量短路瞬间Id。值和电弧出现前任何其他瞬间t的id值，

  b)  :d除以几得出e-w/L ;

  。） 从e-x值的表确定相应于id II，之比的一X值；

  d)  X值代表Rt/L,X除以t即可求得R/L。于是可求得L/R,

  2) 笋角从下式确定：

                                        声＝arctanajL/R

  式中。是实际频率的2二倍．

  用电流互感器测量电流时不应采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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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3：用指示发电机测定

    当指示发电机与试验发电机同轴使用时，示波图上指示发电机的电压在相位上可首先与试验发电
机的电压比较，然后与试验发电机的电流比较。

    根据指示发电机和主发电机电压的相角差和指示发电机的电压与试验发电机电流的相角差就可以

求出试验发电机电压与电流间的相角，由此即可求出功率因数。

                                          洁加姐璐 开泊招弧 电月二协扭灭

钻加电压 恢盆电压

电璐电动势彼包络妞

短璐电流彼的包结拢

电路阻二一手一芸一C X G
式中：

E- 嫌弧开始时的电路电动势！
    B

2V万
，用伏（V)表示．

I— 分断电流二
    D

2V' -2
，用安（A)表示；

A— 两倍外施电压峰值，用伏（V)表示；

C— 在短路开始时电流波形对称分量峰值的两倍，用安(A)表示．

F－一外施电压波形的半波时间，用秒（。）表示，

G 姗弧开始时电流波形的半波时间，用秒（：）表示。

                  圈A.1 电路阻抗的洲定（用于按方法1计算功率因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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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6gG"}'6gm”，  Ad gN”和“gD"熔断体弧前Izt值的计算

B.1  0.01 s的弧前I2t值的计算

    0.01 s的弧前IZt值是0.1 s的弧前I Zt值和试验No. 2时弧前Ilt测量值的函数，可用下列公式近

似计算：

I Et(o。；．）＝FVI Et (a；．）·I 'l (6C*No. E)

F=O. 7对“gG”和“gm”熔断体，

F=O. 6对“gD”熔断体，

F=1-0对，Ad gN”熔断体。

系数F修正在此时间区内的时间一电流特性曲线的曲率．

B. 2 试验No. 2条件下弧前I2t值的计算

    对技术要求没规定直接试验的同一熔断体系列中较小额定电流的熔断体，试验No. 2条件下的弧

前Izt值可用下式计算：

                                (Izt)E＝(12t), X (A,IAI)Z

    式中：

    (Izt)Z— 试验No. 2条件下较小额定电流的熔断体的弧前IEt;

    (IZt),— 分断能力试验中在试验No. 2条件下测得的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的弧前I Zt;

      Az— 较小额定电流熔断体的熔体的最小截面积；

      A,— 最大额定电流熔断体的熔体的最小截面积。

    此计算值可用以计算。.01 s的Izt值（见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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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截断电流一时间特性的计算

序言

    本部分7.6规定的截断电流特性是预期电流的函数。

    利用下述的方法可以计算以实际弧前时间为函数的截断电流特性。

    对于每一种熔断体，结果将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能充分互换，计算应按本部分允许的最大Izt值。

还应当指出的是：下述方法求得的是弧前时间中的峰值电流，而对于许多熔断器（特别是保护半导体的）

在燃弧时间内电流在继续上升，因此下述方法求得的值是稍微偏低，与回路条件有关．

    尽管如此，下述方法还是一种相当好的近似方法，用户需要时（例如为研究触头熔焊）能用此方法计

算这些特性曲线．

C.1

于 8.

前言

截断电流特性是预期电流的函数，其定义规定于2.3.7，此特性是5.8.1和图3的主题，试验规定

6,

提供这种特性不是强制的。

    此外，此特性给出的数据一般是不精确的，特别是在限流开始的区间（对于对称动作，约5 ms弧前

时间；对于非对称动作，为10 ms及以下弧前时间）。

    用户需要用熔断器来保护承受幅值大时间短的电流（如短路分断前熔断器允许通过的电流）有困难

的电器（例如接触器）时，需要准确知道熔断器分断时电流能达到的最大瞬时值，以便熔断器和其他电器

能最经济地配合使用．

    对于这种使用目的，能准确表示截断电流与实际弧前时间函数关系的特性曲线可提供较为有用的

数据。

定义

作为实际弧前时间函数的截断电流特性：

表示对称动作状态下截断电流作为实际弧前时间函数的特性曲线。

特性

八
声
‘

内
嘴
︺

C

C

    若截断电流特性表示为实际弧前时间的函数，截断电流特性应按对称接通电流计算并按图C1所

示以双对数坐标表示，以电流为横坐标，以时间为纵坐标。

C. 4 试验条件

    相应于给定弧前时间的截断电流也与短路的不对称程度有关。由于特性曲线的数目与接通条件一

样多，所以需要进行许许多多次的试验。

    对于给定的熔断体，在给定的动作时间范围内，对于每一截断电流值，Izt值与短路电流的不对称程

度近似无关。

    这种性质使下列顺序成为可能：

    1)测量在对称动作状态下作为实际弧前时间函数的截断电流特性；

    2)计算相应于任何不对称度的截断电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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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5 根据侧．值进行的计算

试验特性给出以弧前时间为函数的截断电流。

因短路为对称的，从上述值很容易地计算出预期短路电流和焦耳积分。

符号意义如下：

。：角频率，

Ip:预期短路电流，

Iw：对称状态下的预期短路电流；

I�：非对称状态下的预期短路电流，

I,：截断电流；

笋：相对于电压的电流相位角；

0：相对于电压自然过零的闭合相角．

R,L：电阻和电感，对称条件；

t,：对称状态下弧前时间；

to：非对称状态下弧前时间。

对称状态下：

(1)                             I}＝1,丫万slnmt,

(2)

按定义：SG= 0

计算与R,L,价无关。

非对称状态下：

(3)

fi'd‘一21;, f 's0‘一“

I}＝I� %/T[sin(cat,＋0一0）一e&,/Lsin (sb一0)]

(4) 丁I'd：一2 J2P.凳[sin (at＋，一，，－一‘n(，一‘，]zdt
假定截断电流和焦耳积分在两种条件下一样：

            I� /-2-sinoit.、la N/-2[sin(out,＋lp一0）一e'"/Lsin (0一0)]

      21; f "sin'-tdt0 、2I; faEsin (,t＋，一‘，－一‘·‘，一‘，]zdt

    若己知7个值，就能算出其他2个值．

    从试验和计算获得的截断电流值和焦耳积分有可能计算出对应于非对称状态的弧前时间和预期短

路电流。

    对于弧前时间为1 ms-5 ms，此假设近似正确。

    对于弧前时间小于1 ms，给定截断电流作为预期短路电流函数的特性可给出准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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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曰│曰     │厂门  │｝ ｝  │曰│门 │曰 │厂门  │｝    │    │口│口│口 │巨］│ ｝  │门│曰 │门     │「刃  │｝  │曰│曰│曰     │厂刃  │｝ ｝│｝ ｝│曰│口│曰     │厂习  │厂门│
│曰│曰│曰    │门     │      │门│曰│门│］     │｝ ｝  │    │口│口│口 │口   │｝ ｝│门│门│门     │门     │｝  │门│门│门    │门     │｝ ｝│    │曰│曰│口     │口     │门   │
│门│门│门    │门    │      │门│门│门│门    │｝    │    │日│口│门│门  │    │门│门│门    │门    │    │日│门│门    │门    │    │    │门│口│门    │门    │门  │
│口│口│口    │口    │      │口│口│口│口    │      │    │口│口│口│口  │    │口│门│门    │门    │    │门│口│口    │口    │    │    │口│门│口    │口    │口  │

│口│口│口     │巨门  │｝    │口│口 │口 │巨二  │I ｝   │    │口│口│口 │巨二│    │门│门 │门     │广，  │I   │门│门│门     │尸，  │｝ ｝│    │口│门│门     │口     │口二│
│口│口│口    │口     │｝    │口│口│口│巨二  │｝    │    │口│口│口 │口   │｝  │门│门│门     │门     │｝  │门│门│门    │门     │｝  │    │口│口│口     │口     │巨勺│
│日│曰│曰    │曰    │      │日│曰│曰│口    │      │    │日│日│曰│曰  │    │「│口│门    │门    │    │门│门│门    │门    │    │    │门│门│门    │门    │门  │
│口│口│口    │口    │      │门│口│口│口    │      │    │口│口│口│口  │    │「│日│门    │门    │    │门│门│口    │口    │    │    │口│口│口    │口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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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门│门    │门    │      │口│门│门│F     │      │    │门│口│门│门  │｝ 一│「│门│门    │门    │｝ ｝│门│门│门    │F－－ │｝ 一│｝  │门│门│门    │门    │门   │
│日│口│口    │门    │      │口│门│口│门    │      │    │口│口│口│口  │｝一│「│日│门    │门    │    │日│门│日    │曰    │    │    │日│口│日    │口    │曰  │
│日│日│日    │曰    │      │日│曰│口│曰    │      │    │日│日│曰│曰  │    │「│日│门    │门    │    │日│口│口    │口    │    │    │日│口│日    │口    │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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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周圃盈度或环境的改变对烙断体性能的影响

D.1 周围温度升商的影晌

D.1.1 对电流额定值的影晌

    在平均周围温度高于3.1规定值下长期满载工作的熔断体可能需要降低电流的额定值，在考虑了

所有环境情况之后制造厂和用户对降容系数应取得一致的意见。

D.1.2 对温升的影晌

    平均周围温度的升高引起较小的温升增加。

D.1.3 对约定熔断电流和约定不熔断电流（I，和1,）的影响

    平均周围温度的增加，使约定熔断和不熔断电流（I，和I矽减小，但通常减小不多。

D. 1. 4 由于电动机起动使周围通度增加的影响

    由于电动机起动而引起的熔断体周围平均温度的增加不需要将熔断体降容使用。

D-2 周围空气温度降低的影晌

    周围空气温度下降低于3.1规定值时，允许增大电流额定值，但也可能引起约定熔断电流，约定不

熔断电流以及小过电流时的弧前时间的增加。增加的幅度取决于实际的温度和熔断体的设计，在这种情

况下应与制造厂协商。

D. 3 安装条件的影响

不同的安装条件如：

。） 装在箱中或开启式安装；

b） 安装面的性质，

。） 安装在箱中的熔断器数量；

d） 连接导线的截面和绝缘。

都会影响熔断器的工作条件，应予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