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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国家标准《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是可移式电动工具基础标准的组成

部分．它涉及可移式平刨和厚度刨的特殊要求，作为可移式电动工具安全标准的第二部分，必须与GB

13960-1992《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一起使用．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EC 1029-2-3:1993《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二部分：平刨和厚度刨

的专用要求》．

    本标准按GB/T 1. 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标准

编写的基本规定》保留了IEC 1029-2-3的前言，同时增加了本前言。

    本标准保留了GB 13960的全部附录（其中附录A至D为标准的附录，附录E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动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委托全国电动工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乃炽、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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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尸 合台健全
                                                        A Jr t/ n明「习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包括所有国家电工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的标准化

组织。IEC的目标是促进电气、电子领域内标准化问题的国际间合作．为此目的，加上其他作用，IEC出

版国际标准。IEC标准的制定工作是委托技术委员会进行的，任何关心该问题的IEC国家委员会都可

参加该项制定工作。与IEC协作的国际性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组织也参与制定。IEC按照同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协议所确定的条件与ISO紧密协作。

    2．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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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家
委员会所采用。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表示希望：各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家和地区标准中最大限度地采用

IEC国际标准．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和地区标准之间如有差异，应尽可能在国家和地区标准中明确指

出。

    国际标准IEC 1029的这一部分是由IEC第61技术委员会“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的第61F
分技术委员会“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制定的。

    这部分的内容基于下列文件：

一 PA lvf fm4v61F(CO)85一十一aM4 A61F(CO)93州
    有关批准本标准的全部投票情况，可见上述的投票报告。

    本第二部分应与IEC 1029-1《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第一版）一起使用。

    本第二部分对IEC 1029-1的相应条文作了增补或变动，形成了IEC标准《可移式平刨和厚度刨的
安全要求》．

    在本第二部分中没有提到的第一部分条文，只要合理，在第二部分仍然适用。在本标准中标有“增

加”、“修改”或“改换”的地方，第一部分中的有关条文要作相应改动。
    注：

    1在本标准中采用的印刷宇体如下：

      一 原文用罗马字体，

        一原文用斜体。

        一原文用小号罗马字体，

      第二章中定义的术语用黑体字。

    z对第一部分增加的条文、注释和图的编号以序号 101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B 13960.4-1996
          平刨和厚度刨的专用要求 “tIEC 1029-2-3:1993

            Safety of transportable motor-operated electric tools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planers and thicknessers

1 范围

    除以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1 修改：

    第一段改换为：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刨削宽度为260 mm的可移式平刨和厚度刨。

2 定义

    除P-A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101 平刨 planer

    用于刨削木材表面的工具。它是通过横卧旋转的刀轴来刨削的，该刀轴设置在起定位和支承工件作

用的两个支架间（工件的下表面被刨削）。

2.102 厚度刨 thicknesser

    用横卧旋转的刀轴来刨削木材表面至一设定厚度的工具。刨刀与放置工件的工作台面之间的距离

是可调的（工件的上表面被刨削）。

2.103平刨兼厚度刨 planer thicknesser
    兼有平刨和厚度刨功能的工具。

2.104 刀轴 cutter block

    由鼓轮、刨刀、刨刀固定装置和转轴组成的旋转部件。

3 一般要求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4 试验的一般注意事项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5 额定值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6 分类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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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

    除以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7．1 增加：

    — 刀轴的最大空载转速，

    — 刀轴的旋转方向标记。

    — 刨削宽度。

7.6 增加：

    刀轴的旋转方向应用凸起或凹陷的箭头，或者用在清晰程度和耐久程度上至少与之相当的其他方

法标明在工具上。

7.13 增加：

    手册或说明书应包括以下说明：

    — 护罩如未相应就位和正确调整，切勿使用工具；

    — 不得使用钝的刨刀，因为这样增加了反冲的危险。

    对平刨还需给出如下说明：

    — 刀轴的未用来刨削的部分都应罩起来。

    — 一刨削短工件时，建议使用一根推棒。

    — 刨削窄工件时，可能需要采取附加措施来保证安全操作．例如，使用水平压力装置和装上弹簧

的护罩。

    — 刨削工具不宜用来切出企口、凹槽、摔头或花边。

    注：本要求仅适用于不符合18.1.101.10的工具．

    对厚度刨应给出如下说明：

    — 宜经常定期检查防反冲装置和进给轴的有效性以确保安全操作，

    — 装有木屑收集和排出罩的工具应与尘屑收集装置相联接．

a 触电保护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9 起动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0 输人功率和电流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1 发热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2 泄漏电流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3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抑制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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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防止异物进人和防潮性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5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6 耐久性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了 不正常操作

    除以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了．， 增加：

    注101：认为本部分涉及的所有工具其运动部件是容易卡住的。

18 稼定性和机械危险

    除以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18.1 增加：

    刨刀应无需拆下罩在刀轴上的防护罩，即可更换。

    注101：防护罩应始终保持附在工具上，但它是可活动的．以便能更换刨刀．

18.1.101 本标准涉及的所有工具

18.1.101.1 刀轴应具圆形的截面

18.1-101.2 刨刀的刨削面应伸出刀轴表面，但不超过1. 1 mm（见图101中的、”）。

18.1-101.3 刀轴上，除了刨刀及其紧固件所需凹槽外，不应有其他凹槽。

18.1-101.4 刨刀应该以这种方式安装到刀轴上，即不是仅仅依靠摩擦力来防止刨刀飞出。

    当刨刀安装到钢制的刀轴上时，夹紧螺钉应至少旋合5个完整的螺纹．

    如果刀轴用钢以外的材料制成，则夹紧装置的强度应具有与钢制刀轴夹紧螺钉提供的相同。

18.1-101.5 刨刀、刀轴和支架应设计和制造成：经过正常保养之后，可以经受住在正常操作中预计会

产生的应力。

18.1-101.6 用以开桦槽的刨刀伸出主轴边缘应不超过5 mm,

    这种刨刀的厚度应不小于3 mm,

    注：对碳钨合金刨刀而言，这一要求适用于包住刃片的刀体．

18.1-101.7 刨削工具应有预防措施，以防止因排屑而使操作者受到伤害或妨碍其看清工件。

    用来收集尘屑的装置可满足此要求．

18.1-101.8 刨削工具上两部分工作台的总长度应至少是作业宽度的3.5倍．

    刨削宽度在16 mm及以下的刨削工具，其两部分工作台的总长度最小可减至作业宽度的3倍。

18.1-101.9 进料工作台的最小长度应为作业宽度的1.5倍。

18.1.101.10 开禅槽用的工具应具有适当的防护措施。

    注：适当的防护措施正在考虑中．

    通过观察和测量检验是否符合18.1-101.1一18.1.101.10,

18.1.102 平刨

18.1.102.1 刨削深度从零到最大的可调范围内，刀刃的旋转圆与可调工作台的唇部之间的距离“b"

（见图101）均不应超过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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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工作台的唇部与刀轴之间的距离“‘”不应超过5 mm,

18.1-102.2 为降低发出的噪声而在平刨工作台的唇部处所设的凹口宽度不得超过6 mm,

    起同样作用的孔径应不超过8 mm,

18.1-102.3 进料工作台的唇部强度应足以防止由于它变形或损坏而引起的危险。

    通过下述试验检验：

    用一弹黄驱动的冲击试验器（能量1.0J，质量为250 g）在唇部上作冲击。对唇部每个可能薄弱的部

位施加3次冲击．在试验之后，唇部应保持完好，没有不利于工具正常运行的看得到的裂纹或有害变形．

18.1-102.4 平刨应装有平行导向装置。

18.1-102.5 平刨应有防护罩，在平行导向装置的进料和出料处均遮住刀轴。

    平行导向装置后面的刀轴罩盖应固定在平行导向装置上，以便在移动平行导向装置时自动地遮住

刀轴．

    该防护罩应符合下列要求：

18.1.102.5.， 作业时非使用部分（在导向装置后面）

    应用一个处在导向装置后面的护罩来防止触及刨刀，无论导向装置处于什么位置上，护罩的大小要

足以盖住主轴部分。

    如果导向装置是可调节位置的（横向调节或斜向调节），则护罩应随导向装置一起位移．

18.1.102.5.2 作业时使用的部分（在导向装置前面）

    应用一个与机架刚性地固定在一起的装置，来防止触及刨刀作业时的有效部分，该装置只允许（在

指定作业期间）主轴的使用部分不被罩住。该装置：

    — 对刨削宽度不大于100 mm的平刨，应为桥式护罩或自动闭合式护罩；

    — 对刨削宽度大于100 mm的平刨，应为桥式护罩。

18.1.102. 5. 2.1 桥式护罩（见图102)

    a)在不进行刨削时（静止状态），桥式护罩应能放平到工具的至少一个工作台上。

    b）用来罩住刨刀的那一部分护罩长度应至少等于作业宽度。

    c）护罩的最小宽度应等于最大槽宽加20 mm,

    d）在静止状态，护罩应罩住槽并延伸到两边的台面，在槽宽为最大时，自唇缘起至少延伸10 mm,

    e）当护罩调整到最高位置时，在最大槽宽条件下，护罩的前部应至少处于通过进料工作台唇缘的

铅垂平面内。

    f)无论调节高度到多少，桥式护罩前后两部分的高度相差不得大于5 mm,

    g)在作横向调节时，护罩应沿着平行于主轴轴线的方向移动．
    h)针对不同尺寸的刨削工件，护罩应通过一个简单的操作即可完成垂直或横向调节，无需使用工

具；或者应是自动调节的。

    1）护罩的上表面应光滑、是圆拱形的和没有突出部分的，通常，它不应妨碍手的移动．

    ])护罩在10 N力作用下的最大位移不应超过5 mm。该力施加在靠近导向装置的护罩前部，垂直

于护罩侧面并平行于工作台面。

18.1.102. 5. 2. 2 自动闭合式护罩

    a)在不进行刨削时，无论导向装置如何调节，护罩应罩住整个作业主轴。

    b)无论使用的作业宽度为多少，护罩应罩住非刨削部分的刨刀，而且应在工件进给而与工件接触

时打开。

    c）在整个刨削操作中，护罩应保持与本工件贴紧，并且不可能锁定在开启状态。

    d)在最大作业宽度和最大开启位置时，护罩应在0.2 s时间内自动回复到闭合状态．

18.1.102. 5. 2. 3 桥式护罩或自动闭合式护罩的制作材料应能：

    — 在任何无意识碰到旋转刀具时不会有导致如下后果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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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于护罩功能的损坏，如断裂和局部破裂；

          ·刨刀损坏。

    — 与工件撞击时，护罩应不受损伤。

    通过用一弹簧驱动的冲击试验器（能量为1.01，质量250 g）对护罩施加冲击来检验．在每个可能较

薄弱的部位冲击三次。

    试验之后，护罩应保持完好，没有不利于工具正常运行的看得出的裂纹或有害的变形。

18.1-102.6 平行导向装置的高度应不低于80 mm,

    平行导向装置的导向部位及其上表面不应有缺口。

    导向装置的长度应为作业宽度的2. 5倍。

18.1-102.7 当工件进给时，手柄和控制杆应不妨碍操作者。

    通过观察和测量检验是否符合18.1.102. 1,18. 1.102. 2,18. 1. 102. 4,18. 1. 102. 5,18.1-102. 6和
18.1.102.7,

18.1.103 厚度刨

18.1.103.1 厚度刨应装有具有足够强度的钢制夹紧器件，以防止工件反冲。夹紧器件遍布在整个刀轴

长度范围。

    每个夹持器的厚度应为3 mm-8 mm，各夹持器间的夹层厚度不得超过夹持器厚度的一半。摆动式

夹持器应扣紧，以防止前后摆动，并在每次抬起后应能自动落回．

    通过下述方法检验：

    进料工作台设置成D+1. 2 mm的刨削高度，D为一个两面预先刨过的、宽为60 mm的木板工件的

高度。把工件以各种不同位置放置在防反冲机构下。

    施加300 N的返回力，防反冲机构在整个作业宽度的所有位置上均应夹住工件。

18.1-103.2 不能接上动力驱动的排屑装置的排屑口，其结构应不会让试验指通过它触及刀轴。

    通过观察来检验．

18.1.104 平刨兼厚度刨

18.1.104.1 对这些组合式的工具，应同时满足对这两种刨所规定的要求．

18.1-104.2 当这些组合式工具被用作厚度刨时，要求护罩是工具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以防止在工作

台被合拢时触到旋转零件。

    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检验。

18:1.104. 3可合拢工作台应固定在打开位置。
    通过观察来检验。

18.3 修改：

    试验规范改换为：

    沿着工件进给方向，对工作台的前缘施加300 N的推力，在此条件下工具不应倾覆．

    在100 N推力下工具不应移动。

18.101 工具应提供：

    — 更换刨刀所需的工具；

    — 调整刨刀的量规（如有要求的话），

    — 厚度刨和平刨兼厚度刨的排屑口上的护罩，

    — 安装水平压力器的器件（如有要求的话）。

19 机械强度

    GB 1396。的这一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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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结构

    除以下条文外，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0.20 改换为：

    电压在失电恢复后，平刨等工具不应自动起动．

20.101 刀轴不受护罩自动保护的工具，其刀轴应自工具切断电源起lo s内停下来。

    通过测量来检验．

20.102 所有的工具应具有与之制成一体的木屑、粉尘和碎屑吸附装置，或应有安装外加的木屑、粉尘

吸附装置的部件。

21 内部布线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2 组件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3 电该联接和外接软电缆和软线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4 外接导线的接线端子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5 接地装置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6 螺钉及联接件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7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8 耐热性、耐燃性和抗漏电痕迹性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29 防锈

    GB 13960的这一章适用。

30 放射物

    GB 13960的这一章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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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槽宽 ，刨削宽度
                                ＼ ／ ，进料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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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护罩长度

                          图102 桥式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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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GB 13960的各附录均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