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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弓旨
阵刁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0269-3:1987《低压熔断器 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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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本标准的制定使此类产品有了统一的国

家标准，以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以及采用国际标准发展的需要。

    本标准与IEC 60269-3:1987等同．本标准与GB 13539.1-1992配合使用，GB 13539.1-1992 1卜

等数采用IEC 60269-1:1986．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JB 4011. 3-1985《低压熔断器 第3部分：

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本标准中的附录A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1999年8月2日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章水孚、季慧玉、陈谦、蔡敬春。

    本标准委托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贵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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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所有对该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都参加的技术委员会所制定的有关技术间题的正式决议

或协议，尽可能地表达了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2)为了决议或协议以推荐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委员会所承认。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内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应采用IEC标

准作为其国家的规则．各国的规则中应清楚表明与IEC推荐标准之间的差别。

    本标准由IEC第32技术委员会（熔断器）的第32B分技术委员会（低压熔断器）制定。

    本标准（第二版）取代1973年出版的IEC出版物269-3(第一版）。

    本标准的文本以下列文件为基础。

│六月法文件    │ 表决报告      │

│32B（中办）50 │ 32B（中办）59 │

从上述表决报告中，可获得更多的信息．

最新IEC 269出版物分成如下部分：

第1部分：一般要求（出版物269-1)

第 2部分：

— 第2部分：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出版物269-2)

— 第2-1部分：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器）举例（出版物269-2-1)（在制定

                  中）

第 3部分：

— 第3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主要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出版物

                269-3)

— 第3-1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主要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举例（出版物269-

                3-1)（在制定中）

第4部分：半导体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出版物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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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539.3一1999
ldt IEC 60269-3:1987

    本标准应与GB 13539.1-1992《低压熔断器 基本要求》共同使用，因此本标准的条款号和分条款

号均与之相对应，有关各表的编号也与GB 13539. 1中的各表相对应。本标准出现附加表时，则用大写

宇母表示，如表A、表B等。

主厄内容与适用范．

    本标准范围内的熔断器，如无其他说明，应符合GB 13539.1的所有要求，并且还应符合以下的补

充要求。

    注：若设计为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被主要用于供专职人员使用的场合，则它们也应符合GB 13539-2.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流不超过100 A,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500 V的非熟练人员使用的家用及类

似用途的“gG"熔断器．其附加要求列人GB/T 13539.5,
1.2 主题内容

    本标准补充规定以下内容：

    — 额定电压。

    — 熔断体的额定耗散功率和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接受功率，

    — 时间一电流特性。

    — 门限、Izt特性、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

    — 额定分断能力；

    — 熔断器标志，

    — 设计的标准条件；

    — 试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国家质．技术监．局1999一08一02发布 2000一04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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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3539.1-1992 低压熔断器 基本要求(neq IEC 60269-1:1986)

GB 13539.2-1992 低压熔断器 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neq IEC 60269-2:1986)

GB/T 13539.5-1999 低压熔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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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熔断器示例（neq IEC 60269-3-1:1994)

4 分类

    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按其所属的熔断器系列分类，非熟练人员使用的标准化熔断器示例列人

GB/T 13539.5。

5 特性

5.2 额定电压

    GB 13539.1-1992中5.2适用，额定电压值至500 V ,

5.3 额定电流

5.3.2 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

    熔断器支持件的额定电流与熔断器支持件在本标准条件下能容纳的最大的熔断体的额定电流相

同．用于插头的熔断体可要求特殊的电流等级以便保护软导线。

5.3.3 标准限位件的颊定电流

    标准限位件（如有的话）的额定电流与该标准限位件能容纳的熔断体的最大颊定电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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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定耗散功率和额定接受功率分别是熔断器系统所特有的，规定的熔断器系统的这些数值列人

GB 13539.5,

5.6 时间一电流特性极限

    基于周围空气温度20℃时的标准时间一电流特性的极限列人GB 13539.1-1992的表1和表2中。

额定电流小于16 A的数值列人GB/T 13539.5,

    除GB 13539. 1规定外，对于额定电流非标准化的熔断体以及擂头专用的熔断体，约定时间和约定

电流以及门限值均列人GB/T 13539.5,

5.了 分断能力范围与分断能力

5．7．2 额定分断能力

    最小额定分断能力见表A,

                                    表 A 最小额定分断能力

饭定电压（U.) IV 最小额定分断能力，kA

”

～U

月O

n
乙

  Uo<240

240<U.毛500

D 此数值也适用于240 V及以下的用于擂头的熔断体。

7 设计的标准条件

7.1 机械设计

7.1.3 熔断器触头

    见附录A,

7.1.4 非互换性

    给定尺寸系列的熔断器应设计成熔断体不会因疏忽而被其他额定电流大于预定值的熔断体所取

代。



GB 13539.3-1999

    注：对于以倾定电压或倾定分断能力作为非互换性的要求通常认为对给定的系列来讲是不合适的．这些要求在

        GB/T 13539.5中列出。

7.1.5 熔断器底座结构

    熔断器底座应设计成固定可靠，不可能无意中被移动．

    附有标准限位件的熔断器底座应有适当的措施使标准限位件保持在应有的位t上，并且只有借助

适当的工具才能拆装．

    用于防接近带电部件的熔断器底座的罩壳安装时应能经受住紧固时产生的机械应力，并应固定牢

靠，使得只有借助工具或有意识的动作才能拆下。

    接线端子应能适合于接人适当截面的导体。

    （播要时，能接人某熔断器系统接线端子的最小和最大铜导体在GB/T 13539.5中规定）。

7.1.6 载熔件的结构

    不管载熔件是否装在熔断器底座上，载熔件应能将熔断体保持在应有的位里中。

    对有需要熔断指示器的熔断体的载熔件，应有适当的观察指示器的孔。观察孔必须用可靠固定的透

明窗加以封闭或用其它方法防止材料从指示器中喷出。

7．1.7 熔断体结构

    熔断体中保证非互换性的部件应不能拆除或者更换。

    对有熔断指示器的熔断器。当熔断体装人熔断器支持件或载熔件时，该指示仍应可见．

7.1.8 标准限位件结构

    标准限位件应能经受住使用时产生的正常应力．

7.1.9 熔断体的机械强度

    熔断体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触头应可靠固定。

7.3 温升、熔断体的耗散功率以及熔断器支持件的接受功率

    如有规定，GB 13539.1-1992中7.3适用，若熔断器底座配以GB 13539.1-1992的8.3.1的表

n所示的导体，其截面相应于熔断器底座额定电流时，接线端子温升极限应作以下补充：

                                  表 3 接线端子的温升极限

侧量部件

接线端子

温升．K

7.9 防电击保护

    熔断器应设计成当熔断器底座如正常使用那样安装好，并接好线，标准限位件（如有的话），熔断体

和载熔件均已就位时，带电部件是不可接近的。若熔断器底座的裸露带电部件在熔断器底座安装时准备

用防护翠（不作为熔断器的部件）加以砚益，则这些带电部件被认为是不可接近的．

    熔断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防护等级至少为IP2X。更换熔断体时防护等级可暂时降为IPix（见附

录 A)。

    在使用载熔件的场合，当载熔件从熔断器底座中取出或擂人时，熔断体不应从载熔件中自行脱落．

8 试验

8.3 温升与耗散功率

8.3.1 熔断器的布置

    除GB 13539. 1规定外，对于螺旋式熔断器，施加在载熔件上的力矩在GB/T 13539.5中给出．

8.5 分断能力

8.5.5 试验方法

8.5.5.1 为T验证熔断器是否满足GB 13539.1-1992中的7.5的要求，试验应按GB 1353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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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进行试验。对于在时间小于0. 01 s时Izt为常数的熔断体，可采用下列试验方法达到

GB 13539.1-1992表13的No. 1和No. 2试验的规定。

    No. 1试验：

    本试验应在三只试品上进行。三次试验中，只要电弧始嫩角符合GB 13539. 1的要求，接通角可按

图1规定。

    No. 2试验：

    试验应在三只试品上进行．试验预期电流见表B,

                          表 B  No. 2分断能力试验预期电流的近似值

熔断体的俪定电流，A

          2

        >2-4

        >4-6

        >6- 10

      > 10-16

      > 16̂ -20

      >20-25

      >25-32

      >32-40

      ＞40̂-50

      > 50-63

      >63-80

      >80- 100

预期电流，A

      100

      160

      315

      500

      630

      800

    1 000

    1 250

    1 600

    2000

    2 500

    3 150

    5 000

注：若有疑问，可按GB 13539. 1关于I：的定义（见GB 13539.1-1992中8.5.4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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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20        30     40    50  60     80  100

电流 （用IT/：的倍数表示）

IT/2一在半波时间内使熔体姗化的对称电流有效值

          0一电砚电压过零后的接通角

图 1  No. I试验的接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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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试验结果的判别

    除GB 13539. 1的规定外，允许视察窗变黑。

8.11 机械试验及其他试验

8.11-1.2 螺纹的机械强度

    安装熔断器用的螺钉，包括接线端子的螺钉和固定翠子的螺钉（但不包括将熔断器底座固定在支撑

面上的螺钉）需进行以下试验。

    用合适的试验扳手或螺丝刀将螺钉旋紧旋松．如果是金属螺纹操作各5次。如果是非金属螺纹则

各10次。施加的力矩见表C,

                                  表C 螺钉螺纹的机械强度

姗纹的标准直径，mm

            2.6

      >2. 6̂ -3.

      >3. 0̂ -3. 5

      >3. 5̂ -4. 0

      >4.0-5. 0

      > 5. 0̂ -6. 0

      >6. 0̂ -8. 0

      >8. 6---10. 0

力 矩，N·m

通
盆

户a

l介吕

 
 
 
 
 
 

…

0

0

0

1.2

2.0

．
﹄
曰

～﹄
︺

民
︺

 
 
 
 
 
 

．

，

．

内
乙

二
目

月了

    为试验接线端子螺钉，应在接线端子处接上制造厂或GB 13539. 1中规定的最大截面的导体。每次

操作后要移动导体使导体对接线端子螺钉呈现新的接触面。

    试验时，不得有任何影响螺钉连接继续使用的损坏。

8.11.2.2 耐非正常热和火

8.112.2.5 严酷度

    根据GB 13539.1-1992的8.11.2.2和8.11.2.2.5，灼热金属丝端部的温度应为：

    - 650士100C (8. 11. 2. 2. 5a)）和

    — 960士100C (8. 11. 2. 2. 5b) )

8.11.2.4 尺寸及非互换性

    测量并熔断体的尺寸与熔断器其他部件有关的尺寸并进行比较，来验证熔断器是否符合

GB 13539.1-1992中8.1.3和本标准7.1.4的要求。尺寸必须符合制造厂给定的或GB/T 13539.5规

定的有关数值。

8.11.2.5 绝缘材料的相比漏电起痕指数试验

    正在考虑中。

标志

1.4 标准限位件标志

—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 额定电流或色标。

注：对尺寸非常小的标准限位件．如果包装上已注明了制造厂名称和商标．则限位件可省略这些标志．

n
U

n
U

曰
I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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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关于烟断器未来结构的趁该

    本标准是基于现行技术状况，即在许多国家多年使用的健全的熔断器系统基础上制定的。

    安全要求是随技术进步而提高。对于新的熔断器结构，建议把注意力放在所要提高的熔断器上。这

一点特别适用于下列条款：

7.1.3 熔断器触头

    熔断器应与使用者使用的技巧无关．

7.9 防触电保护

    更换熔断体时，其防触电保护等级至少为IP2X.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低 压 熔 断 器

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GB 13539.4一92

                    Low-voltage fuses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for fuse-]且nks for the protection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269-40986)《低压熔断器 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

求》。

    本标准应与GB 13539.1-92《低压熔断器 基本要求》一起使用。除非本标准另有说明，半导体器
件保护用熔断体，还应符合GB 13539. 1的规定。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体的额定值、正常使用下的温升、耗散功率、时间一电流特性、

分断能力、截断电流特性、I 't特性、电弧电压特性、试验和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不超过1 200V或直流额定电压不超过1 500V的电路中具有半导体器

件的设备上使用的熔断体。

    注：① 在多数情况下，以组合设备的一部分作为熔断体的底座．由于设备种类萦多，难以作出一般的规定．组合设

          备是否适合用作熔断体的底座．应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但是，当采用独立的熔断器底座或支持件时，则它

          们应符合GB 13539. 1的有关规定。

        ② 这种熔断体通常称为“半导体熔断体”．

2 引用标准

GB 321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 13539. 1 低压熔断器 基本要求

3 术语、符号、代号

3.1 术语

3.1.1半导体器件 semiconductor device

    基本特性是由于载流子在半导体中流动引起的一种器件。

3.1.2 半导体熔断体 semiconductor fuse-link

    在规定条件下，能够分断7.2范围内的任何电流值的一种限流熔断体。

    注：GB 13539. 1中术语：，（熔断体的）使用类别’．本标准不适用。

3.2 符号

    r 时间常数

4 分类

    GB 13539. 1的规定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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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性

5.1 熔断体

    电弧电压特性．

5.2 额定电压

    若有特殊需要，用户可与制造厂协商，按GB 321中R5或R10系列选取．

5.3 额定频率

    额定频率是指与性能数据有关的频率．

5.4 熔断体的额定耗散功率

    除GB 13539. 1中的规定外，制造厂还应规定耗散功率与50％-100％领定电流的函数关系或规定

50%,6300,80％和1000o额定电流时的耗散功率．
    注：若孺知道熔断体的电阻值时，此电阻值应根据耗傲功率与电流的函数关系来确定．

5.5 时间一电流特性的极限

5.5.1 时间一电流特性、时间一电流带

    熔断体的时间一电流特性随设计而改变，对于给定的熔断体，则与周围空气温度和冷却条件有关。

    制造厂应按8.2规定的条件，提供周围空气温度为20̂-25℃时的时间一电流特性。时间一电流特性是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和在额定频率时，以电压为参数的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

    直流的时间一电流特性是按表4规定的时间常数时的特性。

    对于某些使用场合，特别是对于高的预期电流（时间较短），可以用Ili特性来代替时间一电流特性或

同时规定Ili特性和时间一电流特性．

5.5-1.1 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

    对于交流：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应以额定频率时的交流有效值表示．

    注：在俪定孩率时的10个周波左右时间与实际上处于绝热状态很短的时间之间，这特别重要。

    对于直流：对时间超过15r的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部分特别重要，并且与这区域内的交流弧前时间－

电流特性相同。

    注：① 由于实际使用中遇到的电路时间常数的范田比较大，时间短于15r的特性，以弧前Ili特性来表示较为方便．

        ② 选择15r的数值是为了避免在较短时间时，电流增长的不同速率对弧前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影响．

5.5.1.2 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

    对于交流：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在规定功率因数下，与外施电压有关。原则上，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应

以导致最大熔断Ili值的电流开始的瞬间为基础．电压参数至少应包括1000o,50％和25％的额定电压．

    对于直流：熔断时间一电流特性不适用。因为它对于时间大于15r是不重要的（见5.5.1.1),

5.5.2 约定时间和约定电流

    GB 13539. 1的规定不适用．

5.5.3 门限

    GB 13539. 1的规定不适用．

5.5.4 过载曲线

5.5-4.1 过载能力

    制造厂应标出几组沿着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坐标点，这些点已按8. 3.2.3规定程序得到了验证的．

    验证过载能力的坐标点的数量和位置可由制造厂选定。验证过载能力的时间坐标点应选择在0.01

-60s范围内。

    如需增加坐标点数量．用户可与制造厂协商。

5.5-4.2 约定过载曲线

    约定过载曲线是按8.3-2.3规定程序得到了验证的坐标点上引出直线段组成。从每组坐标点上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