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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在总则１．１适用范围中，取消了电气设备交流电压的下限值５０Ｖ和直流电压的下限值７５Ｖ，

使本标准也适用于特低电压范围的电气产品；

———总则１．１适用范围中“……交流额定电压１５００Ｖ以下，”改为“……交流额定电压１２００Ｖ

以下，”；

———取消了３．３．２“检验报告的有效期为１２月”；

———附录Ａ中，在原有１５个专业符合性标准中，新增了相关国家标准目录；增加了小型熔断器、工

业电热设备、电工电子环境（着火危险试验）、低压电涌保护器等４专业相关的国家标准目录；

对原包括的我国专业的标准，做了相应的补充；附录Ａ中的符合性标准由原来的１６４个，增加

到３３１个；

———附录Ｂ按照ＧＢ／Ｔ１．１的要求进行编写，增加了术语词条对应的英文。

列入附录Ａ中的标准是满足电气设备必备安全要素的、不注日期的各专业产品的符合性标准，为

规范性附录；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缆研究所、中国电器科学研究

院、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广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许昌继电器研究所、南

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ＡＢＢ低压电器有限公司、青岛艾诺仪器公司、施耐德

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锋、方晓燕、李邦协、陈昆、刘江、季慧玉、曾雁鸿、杨启明、刘世昌、王学林、

罗怀平、包革、项雅丽、刘文、蔚红旗、赖静、张刚。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李春法、王中丹、何才夫、杨之峰。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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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期望在人、环境和产品之间的安全总水平得到最佳平衡，使电气设备设计、制

造、销售和使用时最大程度减少对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的风险，并达到可接受的水平。

各类电气产品的专业安全标准必须符合本标准，并应将技术规范中的必备安全要素，结合各类电气

产品的特性补充相应数据、规定和专用要求。

本标准规范了电气设备共性安全要求，具体产品安全要求由产品标准规定，两者配合使用。

本标准由必备安全要素为技术主体的正文和列有各类符合性标准的规范性附录Ａ构成，其正文与

规范性附录Ａ的关系是要求与符合、被认可的关系。

导电材料、绝缘材料、软电缆、软线等电工材料是安全必备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符合上述规定的

电工材料标准也列入规范性附录Ａ。

本标准仅提出安全必备要素中的数据、限值或允许值、技术要求及防范措施等共性的原则要求，而

具体详尽的要求和措施在列入规范性附录Ａ中的符合性标准中补充、完善。

必备安全要素中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方法由列入规范性附录Ａ中的符合性标准规定。

根据实际需求，只要科学、适当、合理，规范性附录Ａ中列入的符合性标准可以增减，符合性标准在

不降低产品安全的总体水平条件下，不一定全部满足本标准所有必备安全要素，可以增补、修改。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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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１　总则

１．１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１２００Ｖ以下、直流额定电压１５００Ｖ以下的各类电气设备。这些电

气设备包括：

———由非专业人员按设计用途使用、接触或直接由使用者手持操作的电气设备；

———按其结构类型或功能应用于电气作业场或封闭的电气作业场，主要或完全由专业或受过初级

训练人员操作的电气设备。

１．２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计、制造、销售和使用的电气设备必须符合本标准。出口产品可依据合

同的约定执行。

１．３　本标准规定了电气设备在设计、制造、销售和使用时的共性安全技术要求。用作：

———各类电气产品安全技术内容的结构基础；

———对无专业安全标准的电气产品，初步评价其安全水平；

———电气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和使用的技术基础。

１．４　若其他法律、法规对电气设备还规定了其他方面的安全要求，则电气设备也应当符合相应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要求应在电气设备的专业标准中具体化，并通过相应的论证、验

证，补充技术数据加以规定。

１．５　本标准不适用于：

———本规范规定的电气设备的材料和辅助材料除外；

———不能独立使用的半成品或初级产品；

———用于医疗目的的电气设备；

———爆炸环境中使用的电气设备；

———电梯；

———电栅栏激发器；

———船舶、飞行器和铁路等特殊电气设备。

１．６　本标准指的“危险”不包括由于不恰当的安装和维修电气设备所产生的危险以及未按设计用途使

用电气设备所产生的危险。

２　安全技术要求

２．１　一般要求

２．１．１　电气设备必须按本标准制造，在规定使用期限内保证安全，不应发生危险。电气设备采用的安

全技术按直接安全技术、间接安全技术、提示性安全技术的顺序实现。

２．１．２　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应保证产品有最大可能的安全性，按电击防护的方法，可设计制造成：

———０类电气设备；

———Ⅰ类电气设备；

———Ⅱ类电气设备；

———Ⅲ类电气设备。

２．１．３　电气设备在使用时可采用专门的、与电气设备的特性和功能无关的安全技术措施。如果对使用

者或第三者都能达到结果一样和必要的安全，则允许个别措施与本标准的规定有所不同。

２．１．４　电气设备在按设计用途使用时遇到特殊环境或运行条件，则在特殊条件下也必须符合本标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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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电气设备必须承受预见会出现的诸如静态或动态负载、液体或气体作用、热或特殊气候等引起

危险的物理和化学作用，不造成危险。

２．１．６　电气设备上必须防止危险的静电积聚，或采取专门安全技术手段使其无危害或释放。

２．１．７　电气设备使用的燃料和工作介质不能有有害影响，设计时必须使其内部或周围聚集的外溢燃料

量不能达到危险的程度。

２．１．８　制造电气设备时，只允许使用能够承受在按设计用途使用时所出现的如老化、腐蚀、气体、辐射

等物理或化学影响的材料。

２．１．９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人类工效学的结构、减轻劳动强度和便于使用，使之能预防危险。

２．２　电击危险防护

可以采用绝缘保护技术，直接接触保护技术、间接接触保护技术等对电气设备按设计用途使用时由

于电能直接作用而造成的危险提供足够的保护。

２．２．１　为保证正常运行和防止由于电流的直接作用造成的危险，电气设备必须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介

质强度、耐热能力、防潮湿、防污秽、阻燃性、抗漏电起痕性等电气绝缘性能。

２．２．２　在基本绝缘损坏时，有可能产生故障接触电压的危险，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应单独考核。

２．２．３　为防止意外接触带电部分，可以采用电气设备结构与外壳，或将其装置在封闭的电气作业场中

等直接接触保护技术。外壳等用作防止直接接触保护的部件只允许用工具拆卸或打开。

由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电气设备，并且直接接触时，只有一个频率，作用时间和能量大小限制在一

个无危险程度的电流流过，则可不采用上述的直接接触保护措施。

２．２．４　电气设备必须保证基本绝缘发生故障或出现电弧时，故障接触电压不产生危害。

电气设备必须有接地保护，或双重绝缘结构，或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防护措施。

双重绝缘结构和安全特低电压供电的防护措施中不允许有保护接地装置。

所有由于工作电压、故障电流、泄漏电流或类似作用而会发生危害的部位，必须留有足够的电气间

隙和爬电距离。

２．２．５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电气设备自身或旁邻设备产生的高温、电弧、辐射、气体、噪声、振动等

电能和非电能的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电气设备由于过载、冲击、压力、潮湿、异物等外界因素的间接作用而造成

的危险。

２．３　机械危险防护

２．３．１　电气设备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良好的外壳防护和相应的稳定性，以及适应运输的结构。

２．３．２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电气设备的尖角、棱以及粗糙的表面造成伤害。

２．３．３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电气设备正常使用时接触或接近危险的运动部件，避免金属屑、粉尘的

飞甩，避免液体、气体的溢出，避免外壳灼热或低温。

２．４　电气联接和机械联接

２．４．１　电气设备必须设置电源联接装置。电源线应选用橡皮绝缘软线或软电缆，或聚氯乙烯绝缘软电

缆。电源线中的绿／黄组合绝缘线芯只能与专门的接地端子联接。电源线应采用螺钉、螺母或等效件进

行联接，并由专门固定装置定位。

联接电源的耦合器、连接器或插头插座应在切断保护接地联接之前切断供电导体，在接通供电导体

之前接通保护接地联接。

２．４．２　凡因失效而可能有损于按设计用途使用的紧固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产生的机械应力。用金

属材料制造的螺纹联接件不允许采用易蠕变的金属材料，传递接触压力的电气联接螺钉应旋入金属中。

２．４．３　绝缘材料制成的螺纹件不能应用于任何电气联接。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如果被金属螺钉替

代会损害电气绝缘，则螺纹件也不能用绝缘材料制造。

日常维修时更换电气设备的外部螺钉，如果被替换的螺钉能用长螺钉替代，则不应对电击防护造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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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２．４．４　电气设备的电气联接、机械联接和既是电气联接又是机械联接的联接件、装置、连接器、端子、导

体等必须可靠锁定。使用中发热、松动、位移或其他变动应保持在允许的范围内，并能承受电、热、机械

的应力。

２．５　运行危险防护

２．５．１　电气设备运行时，可采用防护罩、或防护窗、或排屑装置等专门技术手段防止工件、刃具或部件

以及作业时的金属屑、粉尘等飞甩出去。

２．５．２　应采用平衡、减振、隔声、消声、导声等技术，降低电气设备噪声和振动，使其控制值尽可能低。

２．５．３　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电气设备灼热或低温，防止危险热辐射。使用液体介质的电气设备，液体

介质不应溢出或飞溅到使用者身上和作业场所。

２．５．４　为了应用而装入电气设备内的有危害粉尘、蒸汽或气体，或者在工作过程产生的这类物质，必须

将其可靠地密封起来或排出，不能造成危险。

２．６　电源控制及其危险防护

２．６．１　电气设备的电源必须能通、断或控制，使其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性。

２．６．２　控制装置和联锁机构必须具有危险防护功能。

２．６．３　下列情况，电气设备必须装设应急切断电源线路：

———危险情况，操作开关不能快速和无危险地切断；

———有数个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存在，且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快速和无危险地操作的开关来

切断；

———通过切断某个单元会出现附带的危险；

———从控制台上不能全面监视的电气设备。

２．６．４　对应在安装、维修、检验和保养时有察看维修区域或人体部分（例如手）有伸进维修区域要求的

电气设备必须能够保证防止误起动。

２．６．５　手持式电气器具必须保证使用者在不松开器具的手柄时能切断电源，或松开手柄时自动回到

“断开”位置。

２．７　标志

标志是电气设备必要的组成部分，基本特性、接线，符合标准必须明示。识别必须使用中文，并清

晰、持久地标记在产品上。如不能标记在产品上，应在包装箱上标记或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电气设备的制造商名称或商标、产地应清楚地标记在产品上，如不能标记，则应在最小包装箱上

标记。

３　检验

３．１　检验项目

３．１．１　检验项目的规定应符合可检验性原则。一项技术要求只应规定一种可重现的试验方法，如果必

须同时规定两种以上的试验方法时，则必须规定仲裁方法。

３．１．２　检验项目的试验程序、环境温度等如果会影响试验结果，则应对检验程序、试验时的环境温度等

作出相应规定。对具有危险性的检验方法，应对预防危险的措施作出严格规定。

３．１．３　检验中使用的仪器、工具、设备等均应规定精度等级，计量器具应具有可溯源性。

３．２　检验规则

３．２．１　电气设备的检验有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凡遇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完成；

———设计、材料或工艺上的变更足以引起某些性能发生变化；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以前进行的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可容许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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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质量抽查检验。

３．２．２　检验的样品有送检样品和抽检样品。检验要规定判定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的条件；规定不合格

产品再次提出检验的复验规则。

３．２．３　型式检验可采用统计评定的抽样检验，或为了简化只在一个样品上进行。抽样检验要规定抽样

方案，抽样和取样方法，判定规则及复验规则。

３．３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应由国家认可、指定的检测机构出具。

４　实施与监督

４．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从事电气设

备科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本标准。不符合本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４．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全体公民均有权检举、申诉、投诉违反本标准的行为。

４．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对电气设备（产品）质量实施以抽查为主要方

式的监督检查制度。

４．４　本标准涉及的安全认证工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４．５　本标准涉及的生产许可证工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４．６　本标准涉及的进出口电气设备法定检验工作按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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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符合性标准

低压电器：

ＧＢ／Ｚ６８２９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一般要求

ＧＢ１０９６３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ＧＢ１０９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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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０９６３．２ 家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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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３５３９．１ 低压熔断器　第１部分：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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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断器）　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Ａ至Ｉ

ＧＢ１３５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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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Ａ至Ｆ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４ 低压熔断器　半导体器件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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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熔断器示例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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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３５３９．７ 低压熔断器　第４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　第１至３篇：

标准化熔断体示例

ＧＢ１４０４８．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低压断路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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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５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１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

控制电路电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２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交流半导

体电动机控制器和起动器（含软起动器）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１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８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７２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线

端子排

ＧＢ１４０４８．９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２部分：多功能电器（设备）控制与保护开关

电器（设备）（ＣＰＳ）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０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２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

开关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６１部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３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非电动机负

载用交流半导体控制器和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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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３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在故障

条件下具有确定功能的接近开关（ＰＤＦ）的要求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４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５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具有机

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６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８部分：旋转电机用装入式热保护（ＰＴＣ）控制

单元

ＧＢ１６９１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１部分：

一般规则

ＧＢ１６９１６．２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２１部

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ＲＣＣＢ的适用性

ＧＢ１６９１６．２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ＣＢ）　第２２部

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ＲＣＣＢ的适用性

ＧＢ１６９１７．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１部

分：一般规则

ＧＢ１６９１７．２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２１部

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ＲＣＢＯ的适用性

ＧＢ１６９１７．２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　电流动作断路器（ＲＣＢＯ）　第２２

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ＲＣＢＯ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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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３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３部分：利用涂层、罐封和模压进行防污保护

ＧＢ１７７０１ 设备用断路器

ＧＢ１７８８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机电式接触器

ＧＢ１９２１４ 电气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剩余电流监视器

ＧＢ／Ｔ１９３３４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尺寸　在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作电器机械

支承的标准安装轨

ＧＢ２００４４ 电气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不带过电流保护的移动式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ＰＲＣＤ）

ＧＢ／Ｔ２０６３６ 连接器件　电气铜导线　螺纹型和非螺纹型夹紧件的安全要求　适用于

３５ｍｍ２ 以上到３００ｍｍ２ 导线的特殊要求

ＧＢ／Ｔ２０６４０ 电气附件　家用断路器和类似设备　辅助触头组件

ＧＢ／Ｔ２０６４５ 特殊环境条件　高原用低压电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１２０８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固定式消防泵驱动器用控制器

ＧＢ／Ｔ２１７０５ 低压电器电量监控器

ＧＢ／Ｔ２１７０６ 模数化终端组合电器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ＧＢ７２５１．１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１部分：型式试验和部分型式试验　成套

设备

ＧＢ７２５１．２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２部分：对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７２５１．３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３部分：对非专业人员可进入场地的低压

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配电板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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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７２５１．４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４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ＡＣＳ）的

特殊要求

ＧＢ７２５１．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５部分：对公用电网动力配电成套设备的

特殊要求

ＧＢ／Ｔ３７９７ 电气控制设备

旋转电机：　

ＧＢ１２３５０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ＧＢ１４７１１ 中小型旋转电机安全要求

ＧＢ７５５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ＧＢ／Ｔ４９４２．１ 旋转电机　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ＩＰ）代号　分级

ＧＢ／Ｔ１９９３ 旋转电机　冷却方法

ＧＢ／Ｔ９９７ 旋转电机结构型式、安装型式及接线盒位置的分类（ＩＭ代号）

ＧＢ１９７１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ＧＢ１００６９．３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３部分：噪声限值

ＧＢ／Ｔ１３００２ 旋转电机　热保护

ＧＢ／Ｔ２１２１０ 单速三相笼性感应电动机起动性能

ＧＢ１００６８ 轴中心高为５６ｍｍ及以上电机的机械振动　振动的测量、评定及限值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ＧＢ１９２１２．２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部分：一般用途分离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３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３部分：控制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４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４部分：燃气和燃油燃烧器点火

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５—２００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５部分：一般用途隔离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６—２００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６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和剃须

刀用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７—２００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７部分：一般用途安全隔离变压

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８—２００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８部分：玩具用变压器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９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９部分：电铃和电钟变压器的特

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０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０部分：Ⅲ类手提钨丝灯用变

压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３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３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４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４部分：一般用途自耦变压器

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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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６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

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１８—２００６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１８部分：开关型电源用变压器

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２０—２００８ 电力变压器　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０部分：干扰衰减速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２１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１部分：小型电抗器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２．２４ 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２４部分：建筑工地用变压器的

特殊要求

电动工具：

ＧＢ３８８３．１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螺丝刀和冲击板手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３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砂轮机、抛光机和盘式砂光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４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非盘式砂光机和抛光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５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圆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６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钻和冲击钻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锤类工具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８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剪刀和电冲剪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９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攻丝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０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刨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１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动往复锯（曲线锯、刀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混凝土振动器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３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不易燃液体电喷枪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４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链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５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修枝剪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６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动钉钉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７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木铣和修边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８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电动石材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１９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管道疏通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２０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捆扎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３８８３．２１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９６３６ 用作圆锯台架的锯台　最大锯片直径为３１５ｍｍ的手持式圆锯的锯台　安全

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１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２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圆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３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摇臂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４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５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台式砂轮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６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带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７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水源金刚石钻的专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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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３９６０．８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带水源金刚石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９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斜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１０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单轴立式木铣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１１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型材切割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１２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高压清洗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１３９６０．１３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斜切割台锯的专用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５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２部分：步行式和手持式草坪修整机、草坪修

边机的专用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６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剪刀型草剪的专用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６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步行控制的电动草坪松土机和松砂机的专用

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７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步行控制的电动割草机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７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二部分：手持式电动园艺吹屑机、吸屑机及吹

吸两用机的特殊要求

电焊机：

ＧＢ１０２３５ 弧焊变压器防触电装置

ＧＢ１５５７８ 电阻焊机的安全要求

ＧＢ１５５７９．１ 弧焊设备　第１部分：焊接电源

ＧＢ１５５７９．１１ 弧焊设备安全要求　第１１部分：电焊钳

ＧＢ１５５７９．１２ 弧焊设备安全要求　第１２部分：焊接电缆耦合装置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５ 弧焊设备安全要求　第５部分：送丝装置

ＧＢ／Ｔ１５５７９．７ 弧焊设备安全要求　第７部分：焊炬（枪）

ＧＢ１９２１３ 小型弧焊变压器安全要求

自动控制器：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管形荧光灯镇流器热保护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密封和半密封电动机压缩机用电动机热保

护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燃烧器电自动控制系统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压力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包括机

械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定时器和定时开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水阀的特殊要求（包括机械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温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机用起动继电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能量调节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门锁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湿度敏感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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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起动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７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锅炉器具中使用的浮子型或电极敏感型水位

敏感电自动控制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家用和类似应用浮子型水位控制器的特珠

要求

ＧＢ１４５３６．１９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自动控制器　电动燃气阀的特殊要求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ＧＢ１６８３６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安全设计的一般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 电气继电器　第５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绝缘配合要求和试验

电器附件：

ＧＢ１００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ＧＢ１００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三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ＧＢ２０９９．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２０９９．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二部分：器具插座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９９．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９９．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固定式无联锁带开关插座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９９．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固定式有联锁带开关插座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９９．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２部分：带熔断器插头的特殊要求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１９１９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２部分：带插销和插套的电器附件的尺寸互换

性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部件的带螺纹

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无螺

纹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作为独立单元的带刺穿

绝缘型夹紧件的连接器件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扭接式连接器件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１３１４０．６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２部分：端子或连接器件用（端接

和／或分接）接线盒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５９３４ 电器附件　电线组件和互连电线组件

ＧＢ１６９１５．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６９１５．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１节：电子

开关

ＧＢ１６９１５．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２节：遥控

开关（ＲＣＳ）

ＧＢ１６９１５．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３节：延时

开关（Ｔ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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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１７１９６ 连接器件　连接铜导线用的扁形快速连接端头　安全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４ 连接器件　连接铜导线用的螺纹型和无螺纹型夹紧件的安全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５．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５．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部分：家用和类似设备用互连耦合器

ＧＢ１７４６５．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部分：防护等级高于ＩＰＸ０的器具耦合器

ＧＢ１７４６５．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　第２部分：靠器具重量啮合的耦合器

ＧＢ１７４６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１部分：通用

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６．２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１部分：用于

悬吊装置的安装盒和外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６．２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２部分：连接

盒与外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６．２３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３部分：地面

安装盒和外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６．２４ 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电器附件安装盒和外壳　第２４部分：住宅

保护装置和类似电源功耗装置的外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５．１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９２１５．２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１节：用于安装在墙上或

天花板上的电缆槽管系统

ＧＢ１９６３７ 电器附件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缆卷盘

ＧＢ／Ｔ２００４１．１ 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２００４１．２１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１部分：刚性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０４１．２２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２部分：可弯曲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０４１．２３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３部分：柔性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ＧＢ２００４１．２４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２４部分：埋入地下的导管系统的特殊要求

器具开关：

ＧＢ１５０９２．１ 器具开关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５０９２．２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软线开关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５０９２．３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转换选择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１５０９２．４ 器具开关　第２部分：独立安装开关的特殊要求

ＧＢ／Ｔ９５３６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１部分：总规范

ＧＢ／Ｔ１７２０９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２部分：旋转开关分规范

ＧＢ／Ｔ１７２１０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２部分：旋转开关分规范　第一篇　空白详细规范

ＧＢ／Ｔ１５４６１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３部分：成列直插封装式开关分规范

ＧＢ／Ｔ１５４６２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３１部分：成列直插封装式开关　空白详细规范

ＧＢ／Ｔ１８４９６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４部分：钮子（倒板）开关分规范

ＧＢ／Ｔ１８４９６．２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４１部分：钮子（倒板）开关　空白详细规范

ＧＢ／Ｔ１６５１４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５部分：按钮开关分规范

ＧＢ／Ｔ１６５１４．２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５１部分：按钮开关空白详细规范

ＧＢ／Ｔ１３４１９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６部分：微动开关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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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３４２０ 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６部分：微动开关分规范　第１篇　空白详细规范

电工材料：

ＧＢ／Ｔ５０１３．１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Ｔ５０１３．２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０１３．３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耐热硅橡胶绝缘电缆

ＧＢ／Ｔ５０１３．４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ＧＢ／Ｔ５０１３．５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电梯电缆

ＧＢ／Ｔ５０１３．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６部分：电焊机电缆

ＧＢ／Ｔ５０１３．７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７部分：耐热乙烯乙酸乙烯酯

橡皮绝缘电缆

ＧＢ／Ｔ５０１３．８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８部分：特软电线

ＧＢ／Ｔ５０２３．１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Ｔ５０２３．２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０２３．３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３部分：固定布线用无护

套电缆

ＧＢ／Ｔ５０２３．４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４部分：固定布线用护套

电缆

ＧＢ／Ｔ５０２３．５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５部分：软电缆（软线）

ＧＢ／Ｔ５０２３．６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６部分：电梯电缆和挠性

连接用电缆

ＧＢ／Ｔ５０２３．７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７部分：２芯或多芯屏蔽

和非屏蔽软电缆

ＧＢ／Ｔ１２５２８ 交流额定电压３ｋＶ及以下轨道交通车辆用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１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规定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２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２部分：额定电压１．９／３．３ｋＶ及以下采煤机软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３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３部分：额定电压０．６６／１．１４ｋＶ采煤机屏蔽监视加强型

软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５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５部分：额定电压０．６６／１．１４ｋＶ及以下移动橡套软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８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８部分：额定电压０．３／０．５ｋＶ矿用电钻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９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９部分：额定电压０．３／０．５ｋＶ矿用移动轻型软电缆

ＧＢ／Ｔ１２９７２．１０ 矿用橡套软电缆　第１０部分：矿工帽灯电线

ＧＢ／Ｔ１５９３４ 电器附件 电线组件和互连电线组件

ＧＢ／Ｔ１９８１．３ 电气绝缘用漆　第３部分：热固化浸渍漆通用规范

ＧＢ／Ｔ１３０３．４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层压板　第４部分：环氧树脂硬质层压板

ＧＢ／Ｔ１３０３．８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层压板　第８部分：有机硅树脂硬质层压板

ＧＢ／Ｔ５１３２．５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圆形层压管和棒　第５部分：圆形层压模制棒

ＧＢ／Ｔ５０１９．３ 以云母为基的绝缘材料　第３部分：换向器隔板和材料

ＧＢ／Ｔ５０２２—１９９８ 电热设备用云母板

ＧＢ／Ｔ１３５４２．３—２００６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３部分：电容器用双轴定向聚丙烯薄膜

ＧＢ１２８０２．２—２００４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２部分：电气绝缘用聚酯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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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３０３．２—２００２ 电气用热固性树脂工业硬质层压板规范　第３部分：单项材料规范　第３篇：

对三聚氰胺树脂层压板的要求

ＧＢ／Ｔ５０１９．４ 以云母为基的绝缘材料　第４部分：云母纸

ＧＢ／Ｔ５０１９．６ 以云母为基的绝缘材料　第６部分：聚酯薄膜补强Ｂ阶环氧树脂粘合云母带

ＧＢ／Ｔ１３５４２．６ 电气绝缘用薄膜　第６部分：电气绝缘用聚酰亚胺薄膜

ＧＢ／Ｔ１９２６４．３—２００３ 电工用压纸板和薄纸板规范　第３部分：单项材料规范　 对Ｂ．０．１，Ｂ．２．１，

Ｂ．２．３，Ｂ．３．１，Ｂ．３．３，Ｂ．４．１，Ｂ．４．３，Ｂ．５．１，Ｂ．６．１和Ｂ．７．１型纸板的要求

ＧＢ／Ｔ８３２０ 铜钨及银钨电触头

ＧＢ／Ｔ５５８８ 银镍、银铁电触头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３３９７ 合金内氧化法银金属氧化物电触头技术条件

ＧＢ１２９４０ 银石墨电触头技术条件

ＧＢ／Ｔ２０２３５ 银氧化锡电触头材料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３０３３．１ 额定电压７５０Ｖ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第１部分：电缆

ＧＢ／Ｔ１３０３３．２ 额定电压７５０Ｖ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第２部分：终端

ＧＢ／Ｔ２９５１．１１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１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厚度

和外形尺寸测量　机械性能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１２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２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热老

化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５１．１３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３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密度

测定方法　吸水试验　收缩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１４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１４部分：通用试验方法　低温

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２１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２１部分：弹性体混合料专用试

验方法　耐臭氧试验———热延伸试验———浸矿物油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３１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３１部分：聚氯乙烯混合料专用

试验方法　高温压力试验———抗开裂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３２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３２部分：聚氯乙烯混合料专用

试验方法　失重试验———热稳定性试验

ＧＢ／Ｔ２９５１．４１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４１部分：聚乙烯和聚丙烯混合

料专用试验方法　耐环境应力开裂试验　熔体指数测量方法　直接燃烧法测

量聚乙烯中碳黑和／或矿物质填料含量　热重分析法（ＴＧＡ）测量碳黑含量　

显微镜法评估聚乙烯中碳黑分散度

ＧＢ／Ｔ２９５１．４２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４２部分：聚乙烯和聚丙烯混合

料专用试验方法　高温处理后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验　高温处理后卷绕

试验　空气热老化后的卷绕试验　测定质量的增加　长期热稳定性试验　铜

催化氧化降解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９５１．５１ 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验方法　第５１部分：填充膏专用试验方法

滴点　油分离　低温脆性　总酸值　腐蚀性　２３℃时的介电常数　２３℃和

１００℃时的直流电阻率

ＧＢ／Ｔ１７６５１．１ 电缆或光缆在特定条件下燃烧的烟密度测定　第１部分：试验装置

ＧＢ／Ｔ１７６５１．２ 电缆或光缆在特定条件下燃烧的烟密度测定　第２部分：试验步骤和要求

３１

犌犅１９５１７—２００９



电力电容器：

ＧＢ／Ｔ３９８４．１ 感应加热装置用电力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３９８４．２ 感应加热装置用电力电容器　第２部分：老化试验、破坏试验和内部熔丝隔

离要求

ＧＢ３６６７．１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性能、试验和定额　安全要求　安装

和运行导则

ＧＢ３６６７．２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２部分：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ＧＢ／Ｔ６１１５．１ 电力系统用串联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６１１５．２ 电力系统用串联电容器　第２部分：串联电容器组用保护设备

ＧＢ／Ｔ６１１５．３ 电力系统用串联电容器　第３部分：内部熔丝

ＧＢ／Ｔ１２７４７．１ 标称电压１ｋ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性

能、试验和定额　安全要求　安装和运行导则

ＧＢ／Ｔ１２７４７．２ 标称电压１ｋ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２部分：老化试

验、自愈性试验和破坏试验

ＧＢ／Ｔ１７７０２．１ 电力电子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１７７０２．２ 电力电子电容器　第２部分：熔丝的隔离试验、破坏试验、自愈性试验及耐久

性试验的要求

ＧＢ／Ｔ１７８８６．１ 标称电压１ｋ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非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

则　性能、试验和定额　安全要求　安装和运行导则

ＧＢ／Ｔ１７８８６．２ 标称电压１ｋ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非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２部分：老

化试验和破坏试验

ＧＢ／Ｔ１７８８６．３ 标称电压１ｋＶ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非自愈式并联电容器　第３部分：内

部熔丝

ＧＢ／Ｔ１８９３９．１ 微波炉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

电力电子器件：

ＧＢ／Ｔ１７４７８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特性安全要求

ＧＢ７２６０．１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１１部分：操作人员触及区使用的 ＵＰＳ的一般规

定和安全要求

ＧＢ７２６０．２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２部分：电磁兼容性（ＥＭＣ）要求

ＧＢ／Ｔ７２６０．３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３部分：确定性能的方法和试验要求

ＧＢ７２６０．４ 不间断电源设备（ＵＰＳ）　第１２部分：限制触及区使用的 ＵＰＳ的一般规定和

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０２３６ 半导体变流器与供电系统的兼容及干扰防护导则

ＧＢ１２６６８．３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３部分：产品电磁兼容性标准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７４７８ 低压直流电源设备的性能特性

ＧＢ／Ｔ２１５６０．３ 低压直流电源　第３部分：电磁兼容性

ＧＢ／Ｔ２１５６０．６ 低压直流电源　第６部分：评定低压直流电源性能的要求

小型熔断器：

ＧＢ９３６４．１ 小型熔断器　第１部分：小型熔断器定义和小型熔断体通用要求

ＧＢ９３６４．２ 小型熔断器　第２部分：管状熔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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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９３６４．３ 小型熔断器　第３部分：超小型熔断体

ＧＢ９３６４．４ 小型熔断器　第４部分：通用模件熔断体

ＧＢ９３６４．６ 小型熔断器　第６部分：小型管状熔断体的熔断器座

ＧＢ９８１６ 热熔断体的要求和应用导则

工业电热装置：

ＧＢ５９５９．１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２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２部分：对电弧炉设备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３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设备以及感应熔炼设备的特

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４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４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５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５部分：等离子设备的安全规程

ＧＢ５９５９．６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６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设备的安全规范

ＧＢ５９５９．７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７部分：对具有电子枪的装置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８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８部分：对电渣重熔炉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９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９部分：对高频介质加热装置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１１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１１部分：对液态金属电磁搅拌、输送或浇铸设备的特殊

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４１ 电热设备的安全　第４１部分：对电阻加热装置———玻璃加热和熔化装置的

特殊要求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着火危险试验：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部分：着火试验术语

ＧＢ／Ｔ５１６９．２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２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总则

ＧＢ／Ｔ５１６９．３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３部分：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要求和

试验规范制定导则

ＧＢ／Ｔ５１６９．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５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

认试验方法和导则

ＧＢ／Ｔ５１６９．７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扩散型和预混合型火焰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９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９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　预选试验规程

的使用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０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

丝装置和通用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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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２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２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材料

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３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３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材料

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４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４部分：试验火焰１ｋＷ 标称预混合型火焰

装置、确认试验方法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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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５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５部分：试验火焰５００Ｗ 火焰 装置和确认

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６部分：试验火焰５０Ｗ 水平与垂直火焰试

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７部分：试验火焰５００Ｗ 火焰试验方法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８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８部分：将电工电子产品的火灾中毒危险减

至最小的导则　总则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９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９部分：非正常热　模压应力释放变形试验

ＧＢ／Ｔ５１６９．２０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２０部分：火焰表面蔓延　试验方法概要和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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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５１６９．２２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２２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Ｗ 火焰　装置和确

认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

ＧＢ１８８０２．１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ＳＰＤ）　第１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８８０２．１２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ＳＰＤ）第１２部分：选择和使用导则

ＧＢ／Ｔ１８８０２．２１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２１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ＳＰＤ）———性

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音频、视频设备：

ＧＢ８８９８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安全要求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

ＧＢ４７９３．１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２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２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

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３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３部分：实验室用混合和搅拌

设备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４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实验室用处理医用材料的蒸压

器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５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５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

持探头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６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６部分：实验室用材料加热设

备的特殊要求

ＧＢ４７９３．７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７部分：实验室用离心机的特

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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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述术语和定义。

犅．１

电气设备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凡按功能和结构适用于电能应用的产品或部件。例如发电、输电、配电、贮存、测量、控制、调节、转

换、监督、保护和消费电能的产品，还包括通讯技术领域中的及由他们组合成的电气设备、电气装置、电

气器具。

犅．２

０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０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即在易接近的导电部分（如果有的话）和设备固定布线中的保护导

体之间没有连接措施，在基本绝缘损坏的情况下便依赖于周围环境进行防护的设备。

犅．３

犐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犐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一个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把易电击的导电部分连接

到设备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导电部分在基本绝缘失效时，也不会成为带电部分的

设备。

犅．４

Ⅱ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还包括附加的安全措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但对

保护接地或依赖设备条件未作规定的设备。

犅．５

Ⅲ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依靠安全特低电压供电进行防电击保护，而且在其中产生的电压不会高于安全特低电压的设备。

犅．６

危险（源）　犺犪狕犪狉犱

可能导致伤害的潜在根源。

〔ＧＢ／Ｔ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０３，定义３．５〕

犅．７

安全技术措施　狊犪犳犲狋狔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所有为了避免危险而采取结构上和／或说明的措施。分为直接、间接和提示性安全技术措施。

犅．８

专门安全技术措施（手段）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犪犳犲狋狔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犿犲犪狊狌狉犲狊（犿犲犪狊狌狉犲狊）

所有在电气设备中，不设附加功能就能达到和保证无危险应用的措施。

犅．９

外露可导电部分　犲狓狆狅狊犲犱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狆犪狉狋

设备上能触及到的可导电部分，它在正常状况下不带电，但是在基本绝缘损坏时会带电。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５．７４〕

犅．１０

带电部分　犾犻狏犲狆犪狉狋

正常使用时被通电的导体或导电部分，它包括中性导体，但按惯例不包括ＰＥＮ导体、ＰＥＭ 导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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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Ｌ导体。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５．３４〕

犅．１１

保护接地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犻狀犵

为防止发生电击危险而与下列部件进行电气连接的一种措施：

———裸露导电部件；

———主接地端子；

———外部导电部件；

———接地电极；

———电源的接地点或人为的中性点。

犅．１２

直接接触保护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犱犻狉犲犮狋犮狅狀狋犪犮狋

所有保护人和动物不受与电气设备带电部分接触危险的措施。

犅．１３

间接接触保护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犪犵犪犻狀狊狋犻狀犱犻狉犲犮狋犮狅狀狋犪犮狋

所有保护人和动物不受由于外露导电部分上危险的接触电压所造成危险的措施。

犅．１４

专业人员　狊犽犻犾犾犲犱狆犲狉狊狅狀

受过专业教育并具备经验，有能力识别风险并能够避免电气危险的人员。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２６：２００４，定义８２６１８０１〕

　　注：为评价专业教育程度，也可以把在有关技术领域上的多年实践活动计算在内。

犅．１５

受过培训的人员（电气）　犻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狆犲狉狊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犾狔）

在熟练电气技术人员建议或监督下，有能力识别风险并能够避免电气危险的人员。

〔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２６：２００４，定义８２６１８０２〕

犅．１６

非专业人员　狌狀狊犽犻犾犾犲犱狆犲狉狊狅狀

既不是专业人员，也没受过初级训练的人员。

犅．１７

电气作业场所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

主要是用于电气设备运行且一般只有专业人员或受过初级训练人员进入的空间或场所。

犅．１８

封闭电气作业场所　犲狀犮犾狅狊犲犱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狑狅狉犽狆犾犪犮犲

只用于电气设备运行且处于封闭的空间或场所，只有授权的人员才可开锁，只允许专业人员或受过

初级训练的人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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