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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 舌

    本部分 中 8.1.3,8.2. 3,8.2.4.1,8.2.4.2,8. 3.2.2,8. 3. 3.2,9.3.3.4,9.3.3.5.5,9.3.3.6,9. 4为

强制性条文，其余为推荐性条文。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947-4-1:2000《低压开关设备与控制设备 第4-1部分 接触器和电动机

起动器 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以下简称，"IEC")，并补充说明如下:

    1) 交流额定电压1 140 V的接触器或起动器可参照本标准执行，有关介电性能等要求由制造厂

          与用户协商;

    2)  3.1.1中注2在IEC中为注3, IEC的注2为法文的解释，在本标准中不引用;

    3)  5.4.16)中式J}=O. 5 L12可变换为:J}=2. 1(L/R)UeIe;

    4)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I。根据我国的习惯用法，也可表示为“额定限制短路电流u’’;

    5)  9.1.2中的耐非正常热和着火危险试验在IEC中没有列出此条款，但实际上9. 2中包含了该

          项试验;

    6)  9. 3. 3. 3. 9中规定“自祸变压器的温升不应超过GB/T 14048. 1-2000中表3的规定值，并不

        应超过表5规定值的15 K",IEC中为“并不应超过表5规定值的15%"，与8. 2. 2有矛盾，参

        考1993版国家标准取为15 K;

    7)  B4.3中规定“试验电流为:0. 75玩渭%和 1. 25L。+洲”，而 IEC中有误，为“0. 75 1一9%和

      1. 25 L一黔，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与编写格式上与IEC 60947-4-1:2000一致。
    本标准根据我国目前接触器和起动器的实际情况及我国国情，并参考GB/T 14048. 1-2000((低压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规定了补充要求:交流额定1140V的接触器和起动器可参照本标准

执行 。

    本标准是GB 1404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系列标准之一，有关接触器和起动器的一般要求大

量引用GB/T 14048. 1-2000中的条款，故在使用中需与GB/T 14048. 1-2000结合使用。

    本标准是对GB 14048. 4-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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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订。IEC 60947-4-1:200。中无耐潮试验，考虑国情和保证质量，望各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中作适当

规定，试验要求符合GB/T 14048. 1-20000

    本部分与GB 14048. 4-1993的主要差别为:

    1) 额定绝缘电压等级的划分有所变化，将690 V额定绝缘电压归人660 V;

    2) 约定操作性能试后耐压由2 U;+1 000 V改为2U。不小于1 000 V ;

    3) 电寿命试后耐压由2U.不小于1 000 V改为2U，不小于900 V;

    4) 材料试验减少;

    5) 增加EMC试验的要求;

    6) 增加了抽样方案的规定;

    7) 将机械寿命试验、电寿命试验规定为特殊试验;

    8) 取消定期试验及包装、运输等规定。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GB 14048. 4-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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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B是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的附录C、附录D是资料性附录。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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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范围与 目的

    本部分适用于1. 1和1.2所规定的电器型式，其主触头用于连接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 000 V或

直流不超过1 500 V的电路

    本部分规定的接触器和起动器一般不用于分断短路电流，因此接触器和起动器应配有适当的短路

保护电器作为它们的一部分，但也可分立(见9. 3. 4).
    本部分适用于下列接触器和起动器:

    — 配有过载和(或)短路保护电器的接触器;

    — 配有分立的短路保护电器和(或)配有分立的短路保护电器且自身具有过载保护电器的起

          动器 ;

    — 按规定的条件将接触器或起动器与短路保护电器组装为一个整体，例如综合式起动器(见

        3. 2. 7)或保护式起动器(见3.2.8)0

    在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中，作为短路保护电器的断路器或熔断器组合电器，根据具体情况

应符合GB 14048. 2-2001和GB 14048. 3-2002的要求。

    本部分包括下列电器型式:

1. 1 交流和直流接触器

    交流和直流接触器用于接通和分断电路，并与适当的过载继电器组合(见1. 2)，以保护操作(运行)

中可能发生过载的电路。

    注:接触器与适当的继电器组合后用于短路保护时应满足断路器标准(GB 14048. 2-2001)规定的有关条件。

    本部分也适用于接触器式继电器的操动器和接触器线圈电路的专用触头

1.2 交流电动机起动器

    交流电动机起动器用以起动电动机和将电动机加速到额定转速，保证电动机连续运行，对电动机及

其有关电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保护，以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依赖于热继电器(IEC 60255-8:1990)作为电动机保护的起动器，或是电动机装入式热保护器

(GB/T 13002-1991)不必满足本部分的所有有关要求。

    起动器的过载继电器，包括固态过载继电器，应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1.2. 1 直接(全电压)交流起动器

    直接起动器用于起动和加速电动机至正常转速，并对电动机及其有关电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

保护，以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本部分也适用于可逆起动器。

1.2.2 交流减 压起动器

    减压起动器用于经过一级以上的转换，通过将电压施加到电动机的端子上或逐渐增加施加到电动

机端子上，使电动机起动和加速至正常转速，并对电动机及其有关电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保护，以

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

    自动转换电器可用于控制从一级到另一级的依次切换操作。例如:延时接触器式继电器或定时限

有或无继电器、欠电流继电器和自动加速控制器(见5.10)均可作为自动转换电器

1.2.2. 1 早 一 三 角祝 动 器



GB 14048.4-2003/IEC 60947-4-1;2000

    星一三角起动器在起动三相电动机时为星形接法，正常运行为三角形接法，并对电动机及其有关电

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保护，以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本部分规定的星一三角起动器不能用于快速反转电动机，因此，该起动器不适用于AC-4使用

类别。

    注:在星形连接时，线电流和电动机的转矩大约为三角形连接时的 1/3 因此星一三角起动器用在起动时浪涌电

        流需要限制或被驱动机械要求限制起动力矩的场合。本部分图 1中给出了电动机起动电流、电动机起动力矩

          和被驱动机械力矩的典型曲线。

1.2.2.2 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

    两级自祸减压起动器用于起动交流感应电动机，并在降低的力矩条件下将电动机加速至正常转速，

对电动机及其有关电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保护，以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本部分适用于作为起动器一部分的自祸变压器或专门用于起动器的独立的自藕减压器

    本部分不包括多于二级的自祸减压起动器

    本部分规定的自藕减压起动器不能用于电动机的点动控制或电动机快速反转控制，因此该起动器

不适用于AC-4使用类别。

      注:在起动位置和在额定电压下相比，线电流和电动机力矩将大约下降至起动电压与额定电压之比的平方。因此

        自祸减压起动器用在起动时浪涌电流需要限制或被驱动机械要求限制起动力矩的场合。本部分图2中给出了

        电动机起动电流、电动机起动力矩和被驱动机械力矩的典型曲线。

1.2.3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是通过切换已接人到转子电路中的电阻来起动具有绕线式转子的交流感应电动

机，可对电动机及其有关电路的过载操作(运行)进行保护，以及切断电动机的电源

    对于异步滑环电动机(绕线式转子)，开路滑环间的最高电压应不超过接人转子电路的开关电器的

绝缘电压的2倍(见5.3.1.1.2),
    注:上述要求的提出是基于转子的电气应力低于定子的电气应力，且电气应力为短时应力

    本部分也适用于当电动机停止时反接电动机定子接线使其能在两个方向旋转的起动器(见5.3.5.5)

点动、反向等操作必须有附加的要求，这些附加要求应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解决。

    本部分适用于作为起动器一部分的变阻器或专门用于起动器的独立的变阻器。

1. 3 本部分不适用于下述电器

    — 直流起动器;

    — 特殊用途和在起动位置连续运行的星一三角起动器、转子变阻式起动器及两级自藕减压起

          动器 ;

不平衡转子变阻式起动器，即各相的电阻值不同;

不仅用于起动而且用于调速的起动器;

— 液态起动器和“液态一 汽态”起动器 ;

半导体接触器和在主电路中使用半导体接触器的起动器;

— 定子变阻式起动器 ;

特殊用途的接触器和起动器:

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和接触器式继电器的触头，有关要求见GB 14048. 5-20010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

本标准主要规定:

a) 接触 器和起动器及辅助器件的特性 ;

b) 接触器和起动器应符合的条件:

    1) 操作和性能;

    2) 介电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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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护等级(如果有外壳的话);

4) 结构 ;

验证满足上述条件的试验和试验所采用的方法;

电器上标明的参数或制造厂说明书给出的参数。

c)

d)

2 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 14048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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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1094. 1-1996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总则(neq IEC 60076-1:1993)

    GB/T 2828. 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ISO 2859-1:1999,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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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207-1984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漏电起痕指数和耐漏电起痕指数的测定方法

(neq IEC 60112:1979)

    GB 4824-2001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搔扰特性的测量方法和限值(idt CISPR

11:1997, Amendment 1:1999)

    GB 5171-2002 小功率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neq IEC 60034-1:1983)

    GB/T 11021-1998 电气绝缘的耐热性评定和分级(eqv IEC 60085:1984)

    GB/T 13002-1991 旋转电机装入式热保护 旋转电机的保护规则(neq IEC 60034-11-1:1978)

    GB 13539. 1-2002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IEC 60269-1:1998,IDT)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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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269-2:1986,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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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269-2-1:2000,IDT)

    GB/T 14048. 1-200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总则(eqv IEC 60947-1:1999)

    GB 14048. 2-200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idtIEC 60947-2:1997)

    GB 14048. 3-200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IEC 60947-3:2001,IDT)

    GB 14048. 5-2001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1部分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
控制电路电器(eqv IEC 60947-5-1:1997)

    GB/T 17626. 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2:

1995)

    GB/T 17626. 3-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idt

IEC 61000-4-3:1995)

    GB/T 17626. 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 5-199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idt IEC 61000-4-5:

1995)

    GB 17885-1999 家用及类似用途机电式接触器(idt IEC 61095:1992)

    IEC 60255-8:199。 电力继电器 第8部分 热式电力继电器

    IEC 61810-1:1998 电力机械有或无继电器 第1部分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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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义

    GB/T 14048. 1-200。中第2章和下列补充定义共同构成本部分的定义。

3. 1 有关接触器的定义

3.1.1

    (机械)接触器 contactor (mechanical)

    仅有一个休止位置，能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包括过载运行条件)下的电流的一种非手动

操作的机械开关电器。

    注:接触器可根据闭合主触头所需要的力进行设计 (IEV 441-14-33)

    以下的注不包含于IFV 441-14-33:

          注 1:术语’’非手动操作”指电器可用一个或多个外部能源控制和保持在工作位置上

          注 2:接触器通常用于频繁操作。

3. 1.2

    电磁式接触器 electromagnetic contactor
    由电磁铁产生的力闭合接通主触头或断开分断主触头的接触器。

3.1.3

    气动接触器 pneumatic contactor
    由压缩空气装置而不用电的方式产生的力闭合接通主触头或断开分断主触头的接触器。

3.1.4

    电气气动接触器 electro-pneumatic contactor
    通过电气阀控制压缩空气装置产生的力闭合接通主触头或断开分断主触头的接触器。

3. 1.5

    锁扣接触器 latched contactor

    当操作机构失去能量时，通过锁扣装置使可动部分不能返回至休止位置的接触器。

      注 1:锁扣机构的锁扣和释放可用机械的、电磁的、气动的等方法。

      注 2:由干有了锁扣机构，锁扣接触器实际上具有第二个休止位置，按接触器的定义严格的讲，不能称之为接触器。

          但是.不论在使用方面还是设计方面，锁扣接触器与其他类型的开关电器相比都更接近于接触器，因此，在所

          适用的场合他应符合接触器的标准较为恰当。(IEV 441-14-34)

3. 1.6

    真空接触器(或起动器) vacuum contactor (or starter)

    主触头在高真空的壳内断开和闭合的接触器(或起动器)。

3. 1.7

    (接触器的)休止位置 position of rest(of a contactor)

    当接触器的电磁铁或压缩空气装置未施加能量时，接触器可动部件所处的位置。

      (IEV 441-16-24)

3.2 有关起动器的术语

3.2. 1

    起动器 starter

    起动和停止电动机所需的所有开关电器与适当的过载保护电器相结合的组合电器。

      (IEV 441一14-38)

3.2.2

    直接起动器 direct-on-starter

    将电路电压直接加到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起动器 ((IEV 441-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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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可逆起动器 reversing starter
    在电动机运转的情况下，反接定子接线使电动机反转的起动器

3.2.4

    双向起动器 two-direction starter

    仅在电动机停转的情况下反接定子接线使电动机反转的起动器。

3.2.5

    减压起动器 reduced voltage starter
    通过采用多于一级的方式将线电压施加到电动机的端子上或逐步增加施加在电动机端子上的电压

的起 动器

3.2.5. 1

    星一 三角起动器 star-delta starter

    采用改变三相感应电动机定子绕组的接法，在起动时接成星形，在运转时改接为三角形的起动器。

(IEV 441-14-44)

3.2.5.2

    自藕减压起动器 auto-transrormer starter

    用自藕变压器引出一个或多个抽头，实现降低电压来起动电动机的起动器。(IEV 441-14-45)

      注:(不包含于IEV 441-14-45)自藕变压器在GB 1094.1-1985中有如下定义:

        “两线圈至少有一个公共部分的变压器”。

3.2.6

    变阻式起动器 rheostatic starter

    用一个或多个电阻器来得到电动机起动时的转矩特性和限制电流的起动器。(IEV 441-14-42)

    注:(不包含干IEV 441-14-42)变阻式起动器一般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 这些部分可以组合提供，也可以是分立的

        部件在使用场合连在一起使用。这三部分包括:

          — 定子供电用的机械开关电器(通常装有过载保护电器);

          一 接人定子或转子电路的电阻器;

          一 循序切除电阻器用的机械开关电器。

3.2.6. 1

    定子变阻式起动器 rheostatic stator starter

    在起动时循序切除预先接在笼型电动机定子电路中的一个或多个电阻器的变阻式起动器。

3.2.6.2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 rheostatic rotor starter

    在起动时循序切除预先接在绕线式感应电动机转子电路中的一个或多个电阻器的变阻式起动器

      (IEV 441-14-43)

3.2.7

    综合式起动器 combination starter(见图3)

    将起动器、外部的人力操作开关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安装连接在一个专用的外壳内构成的装FL.

短路保护电器可以是熔断器组合电器、带熔断器的开关、有或无隔离功能的断路器。

    注 1:专用外壳是根据使用情况专门设计和选定尺寸的外壳，它应满足相应的所有试验;

    注2:人力操作的开关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是单一的电器，也可以包括过载保护

3.2.8

    保护式起动器 protected starter
    由起动器、人力操作的开关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组成，并根据起动器制造厂的规程安装和接线、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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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或不带外壳。

      注:人力操作的开关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可以是单一的电器，也可以包括过载保护

3.2.9

    人力操作起动器 manual starter

    闭合主触头的力完全由人力产生的起动器。(IEV 441-14-39)

3.2. 10

    电磁起动器 electromagnetic starter
    闭合主触头的力由电磁铁产生的起动器。

3.2. 11

    电动机操作起动器 motoroperated starter
    闭合主触头的力由电动机产生的起动器。

3.2. 12

    气动起动器 pneumatic starter
    闭合主触头的力由压缩空气装置而不用电的方式产生的起动器。

3.2. 13

    电气气动起动器 electro-pneumatic starter
    闭合主触头的力由电气阀控制的压缩空气装置产生的起动器。

3.2. 14

    单级起动器 single-step starter
    在断开和全起动位置之间没有中间加速位置的起动器。

    注:单级起动器是直接起动器(见3.2.2)0

3.2. 15

    两级起动器 two-step starter
    在断开和全起动位置之间只有一个中间加速位置的起动器。

    例如:星一三角起动器是两级起动器。

3.2. 16

    n级起动器 n-step starter(见图4)

    在断开和全起动位置之间有((n-1)个中间加速位置的起动器。

    例如:三级变阻式起动器有两个电阻用于起动。(IEV 441-14-41)

3.2. 17

    断相保护热过载继电器或脱扣器 phase loss sensitive thermal overload relay or release
    按规定的要求，当过载和断相时动作的多极热过载继电器或脱扣器

3.2. 18

    欠电流(欠电压)继电器或脱扣器 undercurrent (under-voltage) relay or release
    当通过继电器或脱扣器的电流(或施加于其上的电压)低于整定值时自动动作的继电器或脱扣器。

3.2. 19

    (变阻式起动器的)起动时间 starting time(of a rheostatic starter)

    起 动时起动电阻或部分起动 电阻的载流 时间。

3.2.20

    (自藕减压起动器的)起动时间 starting time(of an auto-transfomer starter)
    起动时自藕变压器的载流时间。

    注:对于3. 2. 19和3. 2. 20，起动器的起动时间比电动机的起动时间短，后者包括开关处于运转位置时电动机的最

          后 加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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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开路转换(自藕减压起动器或星一三角起动器) open transition (with an auto-transformer starter

or star-delta starter)

    电路设计成当起动器从一级转换到另一级时电源被分断后再接通。

      注:这种转换不作为附加级。

3.2.22

    闭路转换(自祸减压起动器或星一三角起动器) closed transition(with an auto-transformer starter

or star-delta starter)

    电路设计成当起动器从一级转换到另一级时其电源不被分断(即使是瞬间)。

    往 这种转换不作为附加级

3.2.23

    密接通断(点动) inching(jogging)

    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次通断电动机或线圈，使被驱动机构得到小的位移。

3.2.24

    反接制动与反向 plugging

    当电动机运转时反接电动机的定子接线迅速使电动机停止或反向运转。

3.3 特性量

3.3. 1

    瞬态恢复电压(缩写:TRV)  (IEV 441-17-26)

    GB/T 14048.1-2000中2. 5. 34适用，并补充如下规定:

    注3:(不包含于IEV 441-17-26):在真空接触器或起动器中，最高瞬态恢复电压可能出现在另一极而不是首先分

            断 的一极

4 分类

5.2中电器的种类和型式均可作为分类的依据。

5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特性

5. 1 特性概要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特性用下列项目加以规定(当适用时):

    — 电器的种类和型式((5. 2) ;
    — 主电路的额定值和极限值((5.3);

    — 使用类别(5.4);

    — 控制电路(5.5);

    — 辅助电路((5.6);

    — 继电器和脱扣器的型式和特性(5.7);

    — 与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配合(5.8);

    — 通断操作过电压(59);

    — 自动转换电器和自动加速控制电器的型式和特性((5. 10) ;

    — 一两级自祸减压起动器的自祸变压器的型式和特性((5. 11);

    —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起动电阻的型式和特性(5. 12).

5.2 电器的种类和型式

    电器的种类和型式如下所述(也可参见6).

5.2. 1 电器的种类



GB 14048.4-2003/IEC 60947-4-1:2000

接触器

一一直接交流起动器

— 星 一三角起动器

    一一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

    — 一转子变阻式起动器

    一一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

5.2.2 极数

5.2.3 电流种类(交流或直流)

5.2.4 灭弧介质(空气、油、气体、真空等)

5.2.5 电器的操作条件

5.2.5. 1 操作方式

    例如:人力、电磁铁、电动机、气动、电气一气动

5.2.5.2 控制方式

    例如 :

      一 自动式(由主令开关操作或程序控制);

    — 非自动式(手操作或按扭操作);

    — 半自动式(部分是自动的，部分是非自动的控制)。

5.2.5.3 特殊型式起动器的转换方式

    星一三角起动器，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或自祸减压起动器的转换可以是自动式，非自动式或半自动式

(见图 4和图 5)。

5.2.5.4 特殊型式的起动器的连接方式

    例如:开路转换起动器，闭路转换起动器(见图5)

53 主电路的额定值和极限值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额定值应根据5. 3. 1到5. 4,5. 8和5. 9的规定来表示，根据需要可以增减。

      注: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额定值应根据 5.3. 1.2,5.3.2.3,5.3. 2.4,5.3. 2. 6,5. 3. 2. 7和 5. 3. 5. 5的规定来表示，

          根据需要可以增减

53. 1 额 定电压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额定电压规定如下:

5.3. 1. 1 额 定工作电压(U})

    GB/T 14048.1一2000中4.3.1.1适用。

5.3.1.1.1 额定定子工作电压(U动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额定定子工作电压与定子额定工作电流一起确定了定子电路(包括其机械开

关电器)的用途，且通断能力、工作制和起动特性与其有关 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额定工作电压不应超过

相应的额定绝缘电压。

      注:额定定子工作电压用线电压表示.

5.3.1.1.2 额定转子工作电压(U,,)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额定转子工作电压与额定转子工作电流一起确定了转子电路(包括其机械开

关电器)的用途，且通断能力、工作制和起动特性与其有关

    额定转子工作电压等于当电动机定子端施加额定工作电压，电动机停转且转子开路时在滑环间测

得的电压

    额定转子工作电压仅在起动位置短时施加，因此允许额定转子工作电压超过转子额定绝缘电

压 100 。

    在选择和配置设备时，应考虑到起动器转子电路中的不同带电部件(如开关电器、变阻器、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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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 间的最 大电压不相同。

5.3. 1.2 额定绝缘电压(U, )

    GB/T 14048. 1-2000中 4. 3. 1. 2适用

5.3. 1.2. 1额定定子绝缘电压(U�)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定子额定绝缘电压是表明接在定子电路中的电器及其组成单元的电压值，且

与介电性能和爬电距离有关。

    除非另有规定，定子额定绝缘电压就是起动器额定定子工作电压的最大值。

5.3. 1.2.2 额定转子绝缘电压(U�)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转子额定绝缘电压是表明接在转子电路中的电器及其组成单元的电压值，且

与介电性能试验和爬电距离有关。

5.3. 1.3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从，)

    GB/T 14048.1-2000中 4. 3. 1. 3适 用。

5.3. 1.4 自藕减压起动器的额定起动电压

    自藕减压起动器的额定起动电压是从自藕变压器抽头上得到的已降低的电压。

    额定起动电压的优选值为额定工作电压的50写,65%或80%,

5.3.2 电流或功率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电流规定如下:

      注:下列电流对于星一三角起动器是指三角形连接时的电流值，对于两级 自祸减压起动器和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是

          指全起动(运行)状态下的电流值。

5.3.2. 1 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I.)

    GB/T 14048. 1-2000中4. 3. 2. 1适用

5. 3.2.2 约定封闭发热电流((I,ne )

    GB/T 14048. 1-2000中4. 3. 2. 2适用。

5.3.2. 3 约定定子发热电流((7,w)

    起动器约定定子发热电流或与开启式电器的电流几(见5. 3. 2. 1)相一致，或与封闭式电器的电流

Ime(见5. 3. 2. 2 )相一致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定子发热电流是指在八小时工作制下起动器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见5.3. 4. 1),

在此电流下起动器按9. 3.3. 3试验时，其各部分温升应不超过8.2.2规定的极限值

5.3.2.4 约定转子发热电流(I�,)

    起动器约定转子发热电流或与开启式电器的电流I,h(见5. 3. 2. 1)相一致，或与封闭式电器的电流

Imr(见5. 3. 2. 2)相一致。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转子发热电流是指全起动位置时亦即电阻器切除后，起动器中载有转子电流

的各部分在八小时工作制(见5. 3. 4.”下能承载的最大电流，在此电流下起动器按9. 3. 3. 3进行试验，

其温升应不超过8.2.2规定的极限值。

    注 1:对于在全起动位置时实际上无电流流过的那些元件(开关电器、连接线、电阻器)，应验证在制造厂规定的额

          定工作制(见5. 3. 4)下，积分值{a ilde不导致温升高于8.2.2规定的极限值。

      注 2:当起动器内装电阻器时，应考虑其对温升的影响。

5. 3.2.5 额定工作电流(l,)或额定工作功率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在考虑到额定工作电压(见 5. 3. 1. 1)、约定白由空气发热电流

或约定封闭发热电流、过载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额定频率(见5.3.3)、额定工作制(见5. 3. 4)、使用类别

(见5. 4)和外壳防护型式的情况下，由制造厂规定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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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直接通断单台电动机的电器，在考虑到额定工作电压的条件下，额定工作电流可用电器规定配

用的电动机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来代替或补充，制造厂应提供电动机功率与电流之间的关系

    对于起动器，额定工作电流指起动器在全起动位置的电流

5.3.2.6 额定定子工作电流(I,)或定子额定工作功率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额定定子工作电流是在考虑到装人起动器内过载继电器的额定电流、额定定

子工作电压(见5.3.1.1.1)、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或约定封闭发热电流、额定频率(见5.3.3)、额定工

作制(见5.3.4)、起动特性(见5. 3. 5. 5 )和外壳防护型式的情况下，由制造厂规定的。

    在考虑到额定定子工作电压的条件下，额定定子工作电流可用起动器在定子电路部分所能控制的

电动机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来代替

5.3.2.7 额定转子工作电流(IQ)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额定转子工作电流是在考虑到额定转子工作电压(见5.3. 1. 1.2)、约定自由空气

发热电流或转子封闭发热电流、额定频率(见5.3.3),额定工作制(见5. 3.4)、起动特性(见5.3. 5. 5 )和外壳

防护型式的情况下，由制造厂规定的

    额定转子工作电流等于在转子短接、电动机满载运行、定子供以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时，流过转子

导体的电流

    当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转子部分被单独规定额定值时，在考虑到额定转子工作电压的条件下，额定

转子工作电流可用起动器的部件(开关电器、连接线、继电器、电阻器)规定配用的电动机的最大额定输

出功率来补充。实际上，此功率主要随预定的疲倒转矩而异，因而应考虑其起动特性(见5.3.5.5)

5.3.2.8 额定不间断电流((I.)

    GB/T 14048.1-2000中4.3. 2.4适用。

5.3.3 额定频率

    GB/T 14048. 1-2000中4. 3.3适用。

5.3.4 额 定工作制

    GB/T 14048.1-2000中4. 3.4适用。

5.3.4. 1 八小时工作制(连续工作制)

    GB/T 14048. 1-2000中4.3.4, 1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对星一三角起动器、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或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是指起动器的主触头在全起动位置

上保持闭合时，每一主触头承载一稳定电流且持续足够长时间以使起动器达到热平衡状态，但通电不超

过八小时的工作制

5.3.4.2 不间断工作制

    GB/T 14048. 1-2000中4. 3.4. 2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对星一三角起动器、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或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是指起动器的主触头在全起动位置

上保持闭合，承载一稳定电流且持续时间超过8 h(数星期、数月、数年)也不断开的工作制。

5.3.4.3 断续周期工作制或断续工作制

    GB/T 14048. 1-2000中4. 3. 4,3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对减压起动器，是指起动器的开关电器的主触头在全起动位置保持闭合的时间与无载时间保持一

定的比值、且二者都很短，不足以使起动器达到热平衡的工作制。

    断续工作制优选的级别为:

    — 接触器:每小时的操作循环次数(操作频率)为:1,3,12,30,120,300,1200;

    — 起动器:每小时操作循环次数(操作频率)为:1,3,12,30,
    操作循环是指一次闭合操作和一次断开操作的完整的工作循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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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起动器，一次操作循环包括起动、运转至全速和分断电动机电源。

      注:对断续工作制下的起动器，过载继电器和电动机之间的热时间常数的不同有可能使热继电器不适用于作为过

          载保护。对于规定用于断续工作制的设备的过载保护问题，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

5.3.4.4 短时工作制

    GB/T 14048.1-2000中 4. 3. 4. 4适用

5. 3.4.5 周期工作制

    GB/T 14048. 1-2000中4. 3. 4. 5适用。

5.3.5 正常负载和过载特性

    GB/T 14048. 1-2000中4.3.5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5.3.5. 1 耐受通断电动机过载电流的能力

    接触器应满足8.2.4.4的条件。

5. 3.5.2 额定接通能力

    对应不同使用类别(见5. 4)的要求见8.2. 4.1。当接触器或起动器按8. 2. 1. 1和8.2.1.2的要求

操作时，额定接通能力才有效。

5.3.5.3 额定分断能力

    对应不同使用类别(见5.4)的要求见8.2.4.1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按8.2.1.1和8.2.1.2的要求
操作时，额定分断能力才有效。

5.3.5.4 约定操作性能

    约定操作性能由8. 2.4.2中规定的接通和分断操作确定

5.3.5.5 起动器的起动和停止特性(见图6)

    起动器的典型使用条件如下:

    a) 一个旋转方向，断开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运转的电动机(AC-2和AC-3使用类别)。

    b) 两个旋转方向，但仅当起动器已断开且电动机完全停转以后才能实现在第二个方向的运转

        (AC-2和AC-3使用类别)。

    c) 一个旋转方向，或如b)所述两个旋转方向，但具有不频繁点动的可能性，直接起动器通常用于

        这种使用条件(AC-3使用类别)。

    d) 一个旋转方向且有频繁点动，直接起动器通常用于这种使用条件(AC-4使用类别)。

    e) 一个或两个旋转方向，但具有不频繁的反接制动来停止电动机的可能性，反接制动(如果有的

        话)是用转子电阻制动来进行的(具有制动器的可逆起动器)，转子变阻式起动器通常用于这种

        工作条件(AC-2使用类别)

    f) 两个旋转方向，但当电动机在一个方向上旋转时，为获得电动机在另一个方向的旋转。分断正

        常使用条件下电动机电源并反接电动机定子接线使其反转(反接制动与反向)，直接可逆起动

        器通常用于这种工作条件(AC-4使用类别)。

    除非另有规定，起动器是以电动机的起动特性及表7规定的接通能力为依据设计的。表7中的接

通能力包括了大多数标准电动机的暂态或稳态的起动电流。然而，部分大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可能会达

到峰值，且相应的功率因数也会低于表7中的规定值。此时，接触器或起动器的工作电流应相应降低，

以不超过表7规定的接通能力为限。

5. 3.5.5. 1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起动特性

    滑环电动机的定子电路和转子电路的电流及电压应有区别。然而，起动过程中定子和转子电路电

流值的变化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近似地成比例。

    转子电路具有下列特征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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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额定转子工作电压;

L,— 额定转子工作电流;

Z.— 交流滑环感应电动机转子特性阻抗;

  .一 _ U_，
这里 Zr=长拜=
一一一‘万 ·I-

    I, - 短接一电阻段前瞬间转子电路的电流值;

    I, 短接一电阻段后瞬间转子电路的电流值;

    Im=1/2(1,+12)

    T,— 电动机额定工作转矩;

    t,— 起动时间(见3. 2. 19) ;

    k— 起动严酷度，即Im/Ie, o

    考虑到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不同用途具有不同的起动要求，即不仅要求不同的起动级数和不同的

I和I:值，而且要求在每一电阻段上有不同的I,和I:值，因此没有必要列出标准的参数，但应考虑以

下因素 :

    — 对大多数使用场合，根据负载力矩、惯量和起动严酷度要求，2个到6个起动级数就足够了。

    — 每段电阻应考虑在驱动机构的起动时间内具有足够承受热的能力，起动时间与负载力矩和负

        载惯量有关。

5.3.5.5.2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起动特性的接通和分断能力的标准条件

    接通和分断能力的标准条件见表7，该条件适用于高转矩起动(有关机械开关电器的名称见图4)0

      注:全转矩和半转矩的起动条件正在考虑中。

    本部分表7给出的相应AC-2使用类别的接通和分断能力的条件是标准条件。

    起动器电路应设计成能在断开定子开关电器前(或大致同时)断开所有转子电阻器的开关电器，否

则，定子开关电器应符合AC-3使用类别的要求。

5.3.5.5.3 两级自藕变压器的起动特性

    除非另有规定，自祸减压起动器特别是自藕变压器应根据在所有工作制(见 5. 3. 4 )下，起动时间

(见3.2. 20)不超过15s进行设计。对于快速接连两次起动，在进行再次起动前允许起动器和自藕变压

器冷却到周围空气温度，除此之外，每小时操作次数是假定两次起动之间的周期相等。

    当起动时间需要超过15 s时，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

5.3.6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GB/T 14048. 1-2000中4. 3. 6. 4适用。

5.4 使用类别

    GB/T 14048. 1-2000中4.4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表1给出的接触器和起动器的使用类别是标准的使用类别。任何其他使用类别应由制造厂和用户

协商，但制造厂的样本或提供的资料可作为一种协议。

    每种使用类别是用表7和表8给出的电流、电压、功率因数、时间常数和其他数据及本部分规定的

试验条件表示其特征的。

    对于规定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和起动器，因其额定接通与分断能力参数直接由表7所列的使用类别

来确定，故不必单独规定这些参数。

    所有使用类别的电压，除了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是指定子的额定工作电压以外，其余均指接触器或起

动器的额定工作电压。

    所有的直接起动器应属于下列使用类别中的一种或多种，即AC-3 , AC-4, AC-7 6 , AC-8a和AC-86,
    所有的星一三角起动器和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属于AC-3使用类别。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属于AC-2使用类别

  12



GB 14048.4-2003/IEC 60947-4-1:2000

表 1 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主电路通常选用的使用类别及其代号

电流 使用类别代号 典 型 用 途 举 例

AC

AC-1

AC-2

AC-3

AG 4

AC-5a

AC-56

AC-6a

AC-66

AC-7 a

八C 7b

AC 8a

AC-86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放电灯的通断

白炽灯的通断

变压器 的通 断

电容器组的通断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控制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控制

DC

DC-1

D(二一3

DC-5

DG 6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并激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电动机在动态中分断

串激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电动机在动态中分断

白炽灯的通断

注1: AC-3使用类别可用于不频繁的点动或在有限的时间内反接制动，例如机械的移动.在有限的时间内操作

      次数不超过 1 min内5次或10 min内10次

注2:密封制冷压缩机是由压缩机和电动机构成的，这两个装置都装在同一外壳内，无外部传动轴或轴封，电动

      机在冷却介质中操作

注3:使用类别 AC-7a和 AC-76见GB 17885-1999

5.4. 1 根据试验结果选择使用类别

    a) 如果接触器或起动器已进行过一种使用类别或其他参数组合(如最高工作电压和电流)的试

        验，只要下述条件成立可以选用于其他的使用类别，而不必进行试验。这种条件为:由表7和

        表8给的试验电流、电压、功率因数或时间常数、操作循环次数、闭合和断开时间各项参数及选

        择使用类别的试验电路不比接触器或起动器已进行试验的使用类别严酷，且已进行过的验证

        温升试验的电流不低于所选用使用类别在长期工作制下的额定工作电流的最大值。

    例如:当已在AC-4使用类别下进行过试验的接触器，如在相同的额定工作电压下的AC-3的]。不

高于AC -4的I。的1. 2倍(但不超过I,h)，则可按AC-3使用类别使用。

    b) 只要满足下述条件，则认为DC-3和DC-5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具有分断和接通非试验负载(不

        是其已进行过的试验参数)的能力。这些条件为:

        — 电流和电压不超过规定的I。和U值;

        — 储存在实际负载中的能量J等于或小于接触器已试负载中储存的能量I。

    储存在试验线路中能量值如下:

使用类别 储存能量 丈

DC-3

t少U 与

0. 005 25 X U. X I

0.0315X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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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数。.005 25和。.031 5由下式得出:

    1.=0.5 L I'

    式中的时间常数(L/R)由表7中的2.5X10-' s(DC-3)和 15 X 10- s(DC-5)代入，且U=1.05 Ue,

I=4 I�,I.为试验电路电感

5.5 控制电路

    GB/T 14048.1- 2000中 4.5适 用。

5.6 辅助电路

    GB/T 14048. 1-2000中 4. 6适用

5.7 继电器和脱扣器(过载继电器)特性

      注:本部分的以下部分中.‘·过载继电器’，代表，’过载继电器或过载脱扣器”

5.7. 1特性概要

    继电器和脱扣器特性规定如下(如适用的话)

    — 继电器或脱扣器的型式(见5.7.2);

    — 特性量(见5. 7. 3 );

    — 过载继电器的标志和电流整定值(见5.7.4);

    — 过载继电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见5.7.5);

    — 周围空气温度的影响(见5.7.6)0

5.7.2 继电器或脱扣器的型式

    a) 具有分励线 圈的脱扣器 (分励脱扣 );

    切 欠压和欠电流动作的继电器或脱扣器;

    c) 过载延时继电器延时型式为:

        1) 实际上与原先负载无关(如电磁式延时过载继电器);

        2) 与原先负载有关(如热过载继电器);

        3) 与原先负载有关(如热过载继电器)且具有断相保护

    d) 瞬时过电流继电器或脱扣器(适用的话);

    e) 其他继电器或脱扣器(如断相继电器与起动器热保护器组合的控制继电器)。

    往 根据需要，上述d)和e)中有关的型式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

5.7.3 特性量

    a) 具有分励线圈脱扣器，欠压(欠电流)动作的继电器或脱扣器

        — 额定电压(电流);

        — 额定频率;

        — 动作电压(电流)

    b) 过载继电器

        — 标志和电流整定值(见5.7.4);

        — 额定频率(如电流互感器式过载继电器);

        一一时间一电流特性(或电流特性范围);

        — 根据表2分类的脱扣级别或在8.2. 1. 5.〕表3中D列规定的条件下脱扣时间超过:30 s

            时的最大脱扣时间;

        — 极数 ;

        — 继电器的类型:热、电磁或固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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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热、电磁或 固态过载继 电器的脱扣级别和脱扣 时间

级 别 在 8，2，1，51表 3中D列规定条件下的脱扣时间几/，

10A

lO

20

30

2<几镇10

4<毛成10

6<几镇20

9<瓦落30

注 1:根据继电器的类型，在8.2.飞.5中给出了脱扣条件;

注 2:对于转子变阻式起动器，过载继电器通常接在定子电路中。因此，过载继电器不能有效地保护转子电路，

      特别是电阻器(通常，起动器在故障条件下起动时，电阻器比转子本身和开关电器更易损坏)，因此，转子电

      路的保护应符合制造厂和用户的协议(见8.2.1.1.3);

注3 对于两级自祸减压起动器，起动用自藕变压器一般仅在起动时间内使用，如在故障条件下起动时，自祸变压

      器不能受到过载继电器的有效保护。因此，自辊变压器的保护应符合制造厂和用户的协议(见 8.2.1.14);

注4:考虑到不同的热元件特性和制造误差，可选择 兀 的最小值。

5.7.4 过载继电器的标志和电流整定值

    过载继电器是根据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电流整定范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如果可调的话)及其脱

扣级别标志的 。

    电流整定值(或整定范围)应标志在继电器上。

    如果电流整定值受使用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易在继电器上标出时，则继电器或其他可更换件

(例如热元件、控制线圈或电流互感器)上应带有统一编号或标志，以便从制造厂或其产品样本中获得有

关资料，最好是直接从起动器所带有的数据中获得有关资料。

    对具有电流互感器的过载继电器，其标志可以是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也可以是过载继电器的整

定电流，两种情况下均应注明电流互感器的变比。

5.7.5 过载继电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

    制造厂应以曲线簇的形式提供典型时间电流特性。这些曲线应表示继电器从冷态开始(见5.7.6)

的脱扣时间及其至少到继电器配用的电动机满载电流的8倍范围内随电流变化的关系，制造厂应以适

当的方法给出这些曲线通常的误差和得出曲线所用的导体截面(见9.3.3.2.Zc)

      注:推荐以对数坐标的横坐标表示电流，纵坐标表示时间，推荐电流用整定电流的倍数、时间用5标注，有关表示方

          法见 GB135391一2002、GB13539.2一2002

5.76 周围空气温度的影响

    时间电流特性(见5.7.5)与规定的周围空气温度有关，并且它是过载继电器在冷态的条件下做出

的。周围空气温度应清楚地标明在时间一电流特性曲线上，其推荐值为+20℃或+切℃。

    当周围空气温度在一5℃一+40℃范围内时，过载继电器应正常工作 制造厂应说明周围空气温度

变化对过载继电器特性的影响。

5.8 与短路保护电器(SCPD)的协调配合

    接触器和起动器与SCPD的协调配合是由SCPD的型式、额定值和特性值表示其特性的。sCPD

提供了其与起动器之间超过交点电流的过电流保护及短路的适当保护。本部分的8.2.51、8.2.5.2、

B4和GB/T14o4s，1一2000中4.5给出了具体要求。

5.9 通断操作过电压

    GB/T飞4048.1一2000中4.9适用。

    具体要求见8.2.6

5.10 自动转换电器和自动加速控制电器的型式和特性

5.10 1 型式

    a) 延时电器，如用作控制电路电器的延时接触器式继电器(见GB14o48.5一2o01)、定时限有或

                                                                                                                                                                      15



GB 14048.4- 2003/IEC 60947-4-1:2000

        无继电器(见IEC 61810-1:1998);

    b) 欠电流电器(欠电流继电器);

    c) 自动加速控制用的其他电器:

        — 取决 于电压的电器 ;

        — 取决于功率的电器;

        — 取决于速度的电器

5.10.2 特性

    a) 延时电器的特性

        — 额定延时或延时范围(当可调时);

        — 带有线圈的延时电器的额定电压(当电器的电压不同于线电压时)。

    b) 欠电流电器的特性

        — 额定电流(根据制造厂的说明:发热电流和(或)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 电流整定值或整定范围(当可调时)。

    c) 由制造厂和用户确定的其他电器的特性。

5. 11 两级自锅减压起动器的自摄变压器型式和特性

    考虑到其起动特性(见5.3.5.5.3)，起动用自藕变压器应规定如下特性:

    — 自藕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 用于调整起动转矩和电流的抽头数;

    — 起动电压，即抽头端子上的电压，该值为自藕变压器额定电压的百分数;
    — 在规定时间内承载的电流;

    — 额定工作制(见5.3.4);

    — 冷却方式:油冷却或空气冷却。

    自藕变压器可为如下安装方式:

    — 装人起动器中，在确定起动器额定值时应考虑其对温升的影响;

    — 单独提供，其连接线的尺寸和类型应由变压器制造厂和起动器制造厂协商。

5. 12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起动电阻的型式和特性

    考虑到起动特性(见5. 3. 5. 5. 1)，起动电阻应规定如下要求:

    — 转子额定绝缘电压(U,,) ;

    — 电阻值 ;

    — 平均发热电流，由电阻器在规定的时间内能承载的稳定电流值确定;

    — 额定工作制(见5.3.4);

    — 冷却方式:空气式，强迫风冷式，油浸式。

    电阻器可为如下安装方式:

    — 装人起动器中，应限制电阻器的温升，以免引起起动器内其他部件受到损害;

    — 单独提供，其连接线的类型和尺寸应由电阻器制造厂和起动器制造厂协商

6 产品资料

  资料 内容

制造厂应规定下列有关资料

1 铭牌

a) 制造厂厂名或商标;

b) 产品型号或系列号;

c) 产品符合的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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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 特性 、基本的徽足值和便用英yj9

    特性 :

    d) 额定工作电压(见5.3.1.1);

    e) 额定工作电压下的使用类别和额定工作电流(或额定工作功率)(见5.3.2.5和5.4);

f) 额定频率(如一50 Hz,-50 Hz/60 Hz)和(或)直流符号“DC'，或“

9) 额定工作制，并标明断续周期工作制级别(如有的话)(见5.3.4).

相关值 :

h) 额定通断能力。如适用，可用相应的使用类别代替(见表7).

安全性和安装:

1) 额定绝缘电压(见5.3.1.2);

J)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如有规定)(见5.3.1.3);
k) 外壳防护等级，对有外壳的封闭电器而言(见8.1.11);

L) 污染等级(见7.1.3.2);

m)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见5. 3. 6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配合类型(见8. 2. 5. 1)及SCPD的型式、电

      流额定值和特性;

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的额定限制短路电流(见5. 3. 6 )及协调配合类型(见8. 2. 5. 1) ;

n) 通断操作过电压(见5.9).

控制电路 :

下列控制电路的参数应标在线圈或电器上:

。) 额定控制电路电压(U,)，电流性质和额定频率;

P) 电流的性质、额定频率和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 )(如有必要)。

由压缩空气操作的接触器或起动器的供气系统:

9) 压缩空气的额定供气气压和压力的变化范围(如果不同于8.2.1.2),

辅助电路 :

r) 辅助电路的额定值(见5.6)

过载继电器和脱扣器:

5) 5. 7规定的特性。

对某些类型接触器和起动器的附加信息: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

t)线路图;
u) 起动严酷度(见5.3.5.5.1);

v) 起动时间(见5. 3. 5. 5. 1)

自藕减压起动器:

w) 额定起动电压，即在抽头端子上的电压。

注:该值可用起动器额定工作电压的百分比表示。

真空接触器和起动器:

x) 安装使用点的最大允许海拔，如低于海拔2 000 m,

EMC性能:

Y) 环境1或2，见GB/T 14048. 1-2000中7. 3. 1;

z) 特殊要求，例如应用屏蔽线和双纹线

注:通常的安装条件不使用屏蔽线和双绞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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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标志

    GB/T 14048.1-2000中5.2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6.1.2中的d)--x)的数据应标在铭牌上或产品上或制造厂出版的说明书中。

6.1.1 c)和6.1.2 k)的数据最好标志在产品上

6. 3 安装、操作和维修说明

    GB/T 14048.1-2000中5. 3适用，并补充如T要求:

    制造厂应提供说明，建议用户在遇到短路时或考虑到电磁兼容性时(如果有的话)应采取何种措施

    对于保护式起动器(见3.2. 8)，制造厂也应提供必要的安装和接线说明。

7 正常的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

    GB/T 14048.1-2000中第6章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7.1.3.2 污染等级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污染等级规定为3级，其定义见GB/T 14048.1-2000中6.1.3.2。但也可规定

为其他污染等级，这取决于接触器或起动器所处的影响绝缘的所有因素的微观环境。

8 结构和性能要求

8.1 结构要求

    注:对于 GB/T 14048.1-2000中7.1.1和7.1.2有关材料和载流部件的进一步要求正在考虑中 本部分中如何

        应用有待进一步考虑

    GB/T 14048.1-2000中7. 1适用并补充如下:

8.1.1 材料

    GB/T 14048.1-2000中7.1.1适用(见8. 1注)。

8. 1.2 载流部件及其连接

    GB/T 14048. 1-2000中7. 1. 2适用(见8. 1注)。

8. 1.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对具体产品标准中已规定了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值(以m。)的电器，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见GB/T 14048.1-2000中表13和表15.

    对具体产品标准中未规定U-。的电器，其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值见本部分附录Co

8. 1.4 操动器

    对于人力操作的操动器，GB/T 14048. 1-200。中7工，4适用，并补充以下要求:

    综合起动器的人力操作开关的操作手柄应提供一种能使手柄锁死在断开位置的方法。

8. 1.4.3 安装

    安装在可拆卸面板或可开启门上的操动器，当装上面板或关上门时 操动器和相应的机构应能正确

地连接 。

8. 1.5 触头位置的指示

8. 1.5. 1 指示方法

    对于人力操作的起动器，GB/T 14048. 1-200。中7. 1. 5.1适用

8.1.5.2 用操动器作位置指示

    GB/T 14048.1一2000中 7.1.5.2适用。

8. 1.6 具有隔离功能的电器的附加要求

    GB/T14048. 1-2000中7.1.6适用。

8. 1.7 接线端子

    GB/T 14048. 1-2000中7.1.7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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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7.4 接线端子的识别和标志

    接线端子的识别和标志应符合GB/T 14048. 1-2000中7.1.7.4的规定，并且应符合本部分附录

A的要求

8.，，8 具有中性极的接触器或起动器的附加要求

    GB/T 14048. 1-2000中7.1.8适用。

81.9 保护接地的要求

      GB/T 14048. 1-2000中 7. l. 9适 用。

8.1.10 电器外壳

    GB/T 14048. 1- --200。中7.1.10适用，并补充以下要求:

    装在外壳内的起动电阻所产生的热量不应损害壳内的其他电器及材料

    对于综合式起动器，其盖或门应有联锁，当人力操作开关机构未处于打开位置时，盖或门不能打开;

但是当人力操作开关机构处于闭合位置时，使用工具可以打开门或盖。

8. 1. 11 防护式接触器或起动器的防护等级

    GB/T 14048. 1-2000中7. 1. 11适用。

8.2 性能要求

8.2. 1 动作(操作)条件

8.2.1.1 一般规则

    GB/T 14048. 1-200。中7.2.1.1适用，并补充以下要求:

8.2.1.1.1 起动器的结构要求

    a) 起动器应能自由脱扣:

    h) 当电动机运转时或在起动过程中的任何时刻，起动器所选用的脱扣方法应能使其触头断开;

    c) 起动顺序不正确时应不能起动

8.2. 1. 1.2 装有接触器的起动器，在周围空气温度(即十200C)下，过载继电器(如可调的话)整定在最

小和最大值时承载额定满载电流达到热平衡后按9. 3. 3. 1试验时，由于接触器操作引起的冲击不应导

致起动器脱扣(动作)

8.2. 1. 1.3 对于变阻式起动器.过载继电器应连接在定子电路中。如用户要求，可用特殊布置的方法

来防止转子接触器和电阻器过热

8.2.1.1.4 对于起动器因起动电阻器或变压器的过热会引起损害的情况，推荐安装一种合适的电器，

以使在出现过热前自动断开起动器的电源。

8.2. 1. 1.5 对于动触头同时通断的多极电器，其机械联结应保证无论人力还是自动操作，各极应同时

闭合和断开。

821.2 接触器和动力操作起动器的动作范围

    单独使用或装在起动器中使用的电磁式接触器，在其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 的85 yo -110%之间任

何值应可靠地闭合 此范围的85%U适用于下限值，110%U 适用于上限值。

    接触器释放和完全断开的极限值是其额定控制电源电压U，的20% -75%(交流)和 10%-75%

(直流) 此范围的20%U,(交流)或10%U(直流)适用于完全断开的上限值，75%U(交、直流)适用于

保持闭合的下限值

    闭合的极限值是在周围空气温度+400C，线圈在100%U，下持续通电达到稳定温升后确定的。

    释放的极限值是线圈电路电阻在一5℃时确定的，此值可用在正常室温下获得的数值换算求得。

    仁述极限值适用于直流和规定频率的交流

    电气一气动或气动接触器在其额定气源压力的85%和110 范围内均应可靠地闭合.在额定气源

压力的75%和10%的范围内断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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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3 欠压继电器和脱扣器的动作范围

    “1今一1’14()q吕.1 2000中 7.2.1.3适 用

8.2门.4 分励脱扣器的动作范围

    (;H r14()18.1 2000巾 7.2.!.魂适 用

8.2门.5 电流继电器和脱扣器的动作范围

8.2.1.5门 延时过载继电器各极通电时的动作范围

    按如下要求进行试验时.继电器应符合表3的要求:

    。) 通常装在外壳内的过载继电器或起动器，周围空气温度对应于表3规定值，在A倍整定电流

        时，从冷态J卜始在2!:内不脱扣，但是当过载继电器接线端子在试验电流下小于2卜就已达到

        热平衡时 则试验所需时问可取为达到热平衡所需的时间;

    十) 当电流接着卜升到召倍整定电流时，应在Zh内脱扣;

    () 对十脱扣级别为l()A级的过载继电器，在整定电流下达到热平衡后，开始通以C倍整定电流，

          应在 2二ltrl内脱扣 :

    d) 对于脱扣级别为1o2。和30级的过载继电器，在该整定电流下达到热平衡后，开始通以C倍

        整定电流，应分别在4nlin、snlln和12min内脱扣;

    曰 从冷态开始，在句倍整定电流下，应在表2给出的极限值内脱扣。

    对电流整定值可调的过载继电器.动作极限值对于继电器承载相应最大整定电流和承载相应最小

整定 电流均 应适用。

    对于无温度补偿的过载继电器，其电流倍数/周围空气温度特性应不大于1.2%/K。

    注:!2门场一K是1}、〔绝缘导体的配合特性

    如果过载继电器符合表3中在+2。℃栏下的有关要求，且在其他温度下也在图7所示范围以内，则

认为该过载继电器是有温度补偿的

                        表3 延时过载继电器各极同时通电时的动作范围

                        一 整定电流倍数
过载继电器型式 — 一 一 {

                          一 B 一 〔 } 口
周 围空气温度

B C D

热式无周{制空气温度补偿、电磁式 1.0

热式有周围全了、温度补偿 一 1.05

1.2 lt5 7.2
H一

十40℃

1 2 1.5 7.2 +20℃

8.2.1.5.2 三极热过载继电器两极通电时动作范围

    参见表 4:

    装在外壳内的过载继电器或起动器应在外壳内试验。对于三极通电的继电器，在表4规定的周围

空气温度下，从冷态开始通以令倍整定电流，在Zh内应不脱扣

    紧接着“‘1两极的电流值增加到月倍整定电流日第三极不通电时，应在Zh内脱扣。

    卜述要求适J]J于各极所有不同组合的情况。

    对枯定侦可调的热过载继电器，其特性对于继电器承载相应最大整定电流和承载相应最小整定电

流均应适川

                          表4 三极热继电器仅二极通电时的动作范围

过载继 电器型式

整定电流倍数
周围空气温度

八 月

3极 10 2极 1.32，}极 0 一 20飞

一 3极10 _ 2极 1.2汤，1极 0 一 40℃

2极 11污，1极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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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5.3 瞬时电磁过载继电器的动作极限值

    对于所有的整定电流值，瞬时电磁过载继电器在整定电流的士10%误差范围内应能脱扣

      注:本部分中的瞬时电磁过载继电器不适用于短路保护。

8.2. 1.5.4 自动转换中的欠电流继电器的动作性能

    对于从星形到三角形的星 一叮角起动器及从起动到运行位置的自祸减压起动器，欠电流继电器的

最小脱扣电流应不大于过载继电器实际整定电流的1. 5倍，该继电器可在起动或星形连接时动作。欠

电流继电器应能承受从其最小整定电流至起动位置或星形连接时堵转电流的任何电流值，而承载时间

则取决于过载继电器在最大整定电流时的脱扣时间。

8.2.2 温升

    GB/T 14048. 1-200。中7.2.2,7.2.2.1,7.2.2.2和7. 2. 2. 3的规定适用，试验应在清沾的、新的

起动器和接触器上进行。

    按9. 3. 3. 3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时所测得的温升应分别不超过表5和GB/T 14048. 1-200。中

7. 2. 2. 1和7. 2. 2. 2规定的极限值

    由于自锅减压起动器中的自藕变压器只是断续通电，所以当起动器是按5.3.4和5.3.5.5.3的要

求操作时，变压器绕组的最高温升允许比表5的数值增高15 Ko

    注:表5和GB/P 14048. 1  200。中7. 2. 2. 2给出的温升极限值仅适用于一5℃一十40℃的周围空气温度

8.2.2.4 主 电路

    按9.3.3.3.4规定进行试验时，接触器或起动器包括与之连接的过电流脱扣器的主电路应能承载

下述电流，而其温升不超过GB/丁14048.1-2000中7. 2. 2. 1规定的极限值:

    a) 八小时工作制: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见5.3.2.1和5. 3. 2. 2) ;

    b) 不间断工作制、断续周期!_作制或短时工作制:额定工作电流(见5. 3.2.5)。

8.2.2.5 控 制电路

    GB/T 14048. 1--2000中 7. 2. 2. 5适用。

8.2.2. 6 线 圈和 电磁 铁的绕组

8.2.2. 6. 1 不间断工作制和八小时工作制绕组

    当主电路通以8. 2. 2. 4规定的电流时，接触器或起动器线圈的绕组(包括电气一气动接触器或起动

器的电气操作阀绕组)必须在持续负载的额定频率(当为交流时)承受最高额定控制电源电压而不超过

表 5和 GB门’14048.1-2000中7. 2. 2. 2规定的温升极限 。

                                      表 5 绝缘 线圈的温升极限

绝缘材料耐热等级
电阻法测得 的温升极限/K

线圈在空气中 线圈在油中

八 85 60

E 100 60

B 110 60

F 135

H 160

注:本表中绝缘分类的规定见 GB/T 11021  1989

8.2.2.6.2 断续周期 工作 制绕组

    当主电路无电流流过时，线圈绕组在额定频率(当为交流时)及最高额定控制电源电压F.，按表6给

出的断续周期工作制进行操作时，其温升不超过表5和GB/T 14048. 1-2000中7.2.2.2规定的温升

极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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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断续周期工作制的试验循环数

断续周期工作制级别
每一次闭合一断开操作循环厂、 线圈通 电时 间

接触器 起动器

  l

  3

  l2

  30

  120

300

1200

l

3

l2

30

3600

]200

300

120

  3O

  12

  3 l
                                              l

      通电时间根据制造厂

      规定的负载因数选取

一
一

8.2.2.6.3 特殊额 定值(短 时或周期工作 制)绕组

    特殊额定值绕组应在相应于其所使用的最严酷工作制的操作条件下进行试验，其额定值由制造厂

规 定

      注 特殊额定值绕组可包括只在起动位置通电的起动器线圈、锁扣接触器的脱扣线圈和供气动接触器或起动器联

          锁用的电磁阀门线圈。

8.2.2.7 辅助 电路

    GB/T 14048.1一2000中 7.2.2.7适用 。

8.2.3 介电性能

    接触器或起动器应能承受本部分9.3.34规定的介电试验要求

8.2.4 正常负载和过载条件下的性能要求

    5.3.5中的正常负载和过载特性要求在8.2.4.1，8.2.住.2和8.2.44中规定。

8.2，4.1 接通和分断能力

    接触器或起动器按93.3.5所述的试验方法，应能接通和分断表7中与使用类别相对应的电流及次数

    通电时间和间隔时间应不超过表7和表7a的规定值。

                      表 7 不同使用类别的接通与分断能 力的接通和分 断条件

使用类别
接通和分断(通断)条件

! 儿/] 认 /U c(}s声或儿/R/ms 通电时间1】爪 间隔时间/5 操作循环次数

AC-- l 1.5 1.05 0t8 0 0与 百 50

AC一2 4.OL ltOS 065卜
一 - 一

        0.05 5O

AC-- 3’ sto ltOS

一

0.05
了 5O

AC 4’ {0‘0 1 05 0.05 ‘ 5O

AI)sa 3 0 1.05

                              升 一

0.4乃 0.05 f 50

AC一sb 1.5己 1.05
r 一-一一

1 005 �一           50
.

AC一6a

AC 6h

八()sa 6.0 1.05 0.05 } ‘ 50

AC 8b 6to 1‘05 0.O5 . r
                    一

5O

DC I 1 5 ltOS 1.0 0.05 一
1)C 3 4 O 1.05

                          一� {25 0 05 f SOd

DC S 4.0
                一

1.0岛 1
                        一

l

} 1舀0 0.05 厂 SOd

以 二6 1.sc     { · ! 60 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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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

使用类别
接通条件，

I/I 口/U coso 通电时间卜 间隔时间 操作循环次数

AC -3 10 1.05‘ 0.05 10 50

AG 4 12 1.05召 0.05 10 50

I— 接通电流，接通电流用直流或交流对称有效值表示，但对交流而言，接通操作时实际的电流峰值可能会高

      于对称峰值;

I,— 接通和分断电流，用直流或交流对称有效值表示;

I< - 额定工作电流;

U— 外施电压;

Ur— 工频或直流恢复电压;

Ue- 额定工作电压;

coso 试验电路的功率因数;

L/R— 试验电路的时间常数。

    1镇100 A,,-0=0. 45;1,>100 A.-$=0.35;

b 若触头在重新断开之前已经完全闭合到底，则允许时间小于。.055;

    试验用白炽灯作为负载;

d 用一种极性做25次，另25次换为相反极性;

    电容性的额定值可由通断电容器试验获得，或以实验或经验的基础加以确定。表7b中给出了一个参考公式

    作为指南，这个公式未计及谐波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因此，用本公式导出的数值应把温升考虑进去;

f 见表7a;

9 对于 U/U ，允许士20%的误差;

h所给的值用于定子电路的接触器，对用于转子电路的接触器，应通以4倍的额定转子工作电流，功率因数为

    0. 95;

， 使用类别 AC-3和AC-4的接通条件也必须验证，当制造厂同意时，可与接通和分断试验一起进行 此时，接通

  电流的倍数为 I/I，分断电流为 I,II_ 25次操作循环的控制电源电压为额定控制电源电压 U 的110%，另

  25次为 U，的 85 %，间隔时间 由表7a确定;

i 制造厂可通过用变压器进行试验确定使用类别AC-6a的额定值或根据表 76使用类别 AC-3的值推算确定。

表7a 验证额定接通与分断能力时分断电流I。和间隔时间的关系

分 断 电 流 I, /A 间 隔 时 间/、

1,镇100 10

100< 1, <200 20

200< 1<<300 30

300<1镇400 40

400< I, <600 60

600< 1,毛800 80

800< i蕊 1 000 100

]000 < 1< < 1 300 140

1 300<J,燕1 600 180

1 600<I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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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制造厂同意，可缩短间隔时间。

                  表 7b 根据 AC-3额定值确定 AC--6a和 AC-6b工作电流

额定工作电流 由使用类别 AC3的额定电流确定

1(Ac6a)一 用于通断浪涌电流峰值不大于额定电流

朋 倍的变压器
0.451(AC3)

1(AC--6b)一 用于通断单独电容器组，电容器安装处

的预期短路电流为:、

      珠·丫一(x一1)’

其中 X一招.3·1(Ac3)厂

    且 帐>205毛(AC一3)

工作电流兀(AC一6b)的最高浪涌电流峰值由下式导出:

                                                                      了人

                                                          U。·了2 一 丫X「

                                        万 XI一x

式中:〔天-一 额定工作电压乡

      X 电路短路阻抗;

      X。 电容器组的电抗

    本公式有效的条件是:接触器或起动器电源端的电容可忽略不计且电容器没有预充电。

8.2.4.2 约定操作 性能

    GB/T14048.1一2000中7.2.4.2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接触器或起动器按93.3，6所述的试验方法，应能接通和分断表8中与使用类别相对应的电流及

操作循环次数

8.2.4.3 寿命

    GB门’14048.1一2000中7.2.4.3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8.2.4，3.1 机械寿命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机械寿命作为特殊试验可由制造厂自行验证。该试验的推荐方法见附录B

8.2.4.3.2 电寿命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电寿命作为特殊试验可由制造厂自行验证。该试验的推荐方法见附录H。

                      表 8 不同使用类别的约定操作性能的接通和分 断条件

使用类 别
接通和分断(通断)条件

1/1 Ur/U cos价 {通电时间b、 间隔时间/、 操作循环次数

AC I 1‘0 lt05 0.80
          一}

i

600Ok

/\C Z 2 O 1 05 0.65 0.05 600Ok

A〔二一3 2 O 1.05 0 05 6000k

AC 4 6.0 1.05 0.05 6000‘

AC 5a 2.0 1.05

                              一

        0.45
.

� �l一
0.05

) -
600Ok

A()sb 1.0晓 1.05

一 一

        0.05 6000k

AC 6
                            ‘

‘

AC 8a l 0 1 0汤 0.80 0.05 30000

八G sh‘ 6O 1.05 0.35

                                    一

i 1
!

�{
5 900

]0 r 100



GB14048.4一2003八EC60947一4一1:2000

使用类别
1/人

表 8(续)

    接通和分断(通断)条件

— 舔乡 一。。。;。 ILll隔时 间了 一操作 循环 次数

一
L一尺nls

1)C l

】只一3

】减一5

D〔，6

2 5 2 O 黑 � �一一一布

能

一
既

2 写 1 05 7 5 6 门0门

1 0只

1 一 接通或分断电流，除使用类别AC5b、AG6或 DC6外接通电流用直流或交流对称有效植表小，但对交流

      而言，接通操作时实际的电流峰值可能会高于对称峰值

1。 额定工作电流。

以— 工频或直流恢复电压

口— 额定工作电压。

    1镇looA，co、笋=0.45;

    1>100 A，c(}s笋二。.35;

b 若触头在重新断开之前已经完全闭合到底，则允许时间小于 。。55;

    见表 7a ;

d 间隔时间为6O5;

    间隔时间为9。;

f 间隔时间为朋5;

9 试验用白炽灯作为负载;

h 用一种极性做3o00 次操作循环，另3。。。次换为相反极性;

    在考虑中 ;

」 使用类别 Acsb的试验应与Acsa的试验相伴进行，试验允许在不同的试品止_进行:

k 对于人力操作的开关电器，有载次数为1。。。次，接着进行的无载操作次数为5。朋 次

8.2.4.4 接触器 耐受过载电流的能力

    使用类别为 AC一3或 AC一4的接触器，应能承受表 9给 出的过载 电流，试验方法 见 9.污

      注:该试验也包括试验电流小于表 ，规定、通电时间大于 105的工作制，但 IZt值不应超过规定位

                                      表 9 耐受过载电流要求

额定工作电流/A 试 验电流 通电时问

毛630 8又乙 (八C3) 10

> 630 6火1二a(AC3)’ 1(〕

  最小值为5o4oA

注:该表也包括电流小于表 9的规定和试验时间超过 10 5的工作制.但 12t的试验值不超过表 〔)

82.5 与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配合

82.5.1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用短路保护电器(SCPD)作为后备保护的接触器和起动器，以及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其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性能，应根据9.3.4所述试验方法进行验证。试验规定为:

    a) 预期 电流“r’’，见表 12;

    b)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去1(仅当1。大于预期电流“r’’时，才进行 毛电流试验)

    SCPD的额定值应适用于任何给定的额定工作电流、额定工_作电压及相应的使川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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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配合类型(保护型式)有如下两种，其试验方法见9.3.4. 2, 1和9.3.4.2.20

    a)  "1"型协调配合，要求接触器或起动器在短路条件下不应对人及设备引起危害，在未修理和更

        换零件前，允许不能继续使用;

    b)  "2"型协调配合，要求接触器或起动器在短路条件下不应对人及设备引起危害，且应能够继续

        使用，允许触头熔焊，但制造厂应指明关于设备维修所采用的方法。

      注 选用不同于制造厂推荐的 SCPD时，协调配合可能会无效.

8.2.5.2 起动器和SCPD在交点电流上的协调配合

    起动器和SCPD在交点电流上的协调配合为特殊试验，验证方法见附录B. 4

8.2.6 通断操作过 电压

    对于制造厂已规定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的接触器和起动器，GB/T 14048. 1-200。中7. 2. 6适用

    适用的试验电路和试验方法在考虑中。

8.2.7 具有隔离功能的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的附加要求

    在考虑 中。

8.3 电磁兼容性(EMC)

8. 3. 1 一般要求

    GB/T 14048. 1-2000中7.3.1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工频磁场试验不需要进行，因为电器通常就是在这种磁场中运行的。抗扰度能通过成功完成约定

操作性能试验(见9.3.3.5和9.3.3.6)得以验证。

    这种电器对控制电源的电压跌落和短时中断存在特有的敏感，它会在8.2.1.2规定的极限值内作

出反应，在9.3.3.2规定的动作范围试验中验证

8.3.2 抗扰度

8.3.2. 1 无电子线路的电器

    GB/T 14048. 1-2000中7.3.2, 1适用。

8.3.2.2 具有电子线路的电器

    GB/T 14048. 1-2000中7. 3. 2. 2适用

    根据GB/丁17626. 2-1998-GB/T 17626.5-1999确定的性能分类及相应的试验结果见下表，并
在表10中列出更详细的内容

性能分类 试 验 结 果

1 在规定限值内的正常性能

2 功能或性能出现暂时性降低或丧失，但可自行恢复

3

功能或性能出现暂时性降低或丧失，但需要人为介人或系统复位使其恢复 通过诸如手动

复位或重新起动等简单的人为介入应使正常的功能得以恢复。不应有任何零件(元件)的

损坏

表 10 抗扰 度试验规定 的验收 判据

项 目
验收判 据

1 2 3

电源和控制

电路 的操作

无误动作   瞬间的误动作，但不足以引

起脱扣

  不 允 许接 触 器 误 接 通 或

分断

  能自行恢复 一

    过载继电器脱扣

    允许接触器误接通或分断

    不能白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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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续)

项 目

验收判据

1 2 3

显示器和辅助

电路的操作

  可见的显示 器信 息没有

变化 一
  仅有指示灯亮度的轻微波

动或特性的漂移

}暂时的可见“化，“女口不”一
}望的工一ED发光
  辅助触头无误动作

  永久丧失显示器信息

辅助触头无误动作

8. 3.3 发射

    环境 工所要求的严酷度等级包含了环境2的要求。

    适用本部分的电器不会产生有影响的谐波电平，因此不需进行谐波试验。

8.3.3. 1 无电子线路的电器

    GB/T 14048. 1-2000中7. 3. 3. 1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仅包含如二极管、可调电阻、电阻器或电容器等元件的电器不需进行试验(如浪涌抑制器)。

8.3. 3.2 具有电子线路的电器

    GB/T 14048. 1-2000中7. 3. 3. 2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射频辐射发射试验仅需对具有基波开关频率高于9 kHz线路的电器进行，例如开关电源或高频时

钟微处理器 。

9 试 验

  试验分类

1 一般要求

G13/T 14048.1-2000中8.1.1适用。

2 型式试 验

型式试验用于验证各种类型的接触器和起动器的设计是否符合本部分，试验包括以下项目:

a) 温升(见 9. 3. 3. 3 );

b) 介电性能(见9.3.3.封;

C) 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见9.3.3.5);

d) 转换能力及反向能力(如果适用)(见9.3.3.5);

e) 约定操作性能(见，.3.3.6);

f) 动作条件及动作范围(见9. 3. 3.1和9.3.3.2);

9) 接触器耐受过载电流能力(见9.3.5);

h)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见9.3.4);

i) 接线端子的机械性能(见GB/T 14048. 1-2000中8.2.4);

J) 带外壳的接触器和起动器的外壳防护等级(见GB/T 14048. 1-200。中附录G);
k) 电磁兼容(EMC)(如果适用)(见 9.4);

1) 耐非正常热和着火危险试验(见GB/T 14048.1-2000中8.2);

3 常规试验(见9.3.6)

不进行抽样试验(见9.1.4)时，GB/T 14048. 1一200。中8.1.3适用。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常规试验包括:

— 动作条件及动作范围的验证(见9. 3. 6. 2) ;
-一一介电性能试验(见9.3.6.3)0



14048.4-2003/IEC 60947-4-1:2000

4 抽样试验 (见 9. 3.6)

接触器 和起 动器 的抽样试验包括

B

1

G

象

动作条件及动作范围的验证(见9. 3. 6. 2) ;

介电性能试验(见9. 3.6.3)

    (;B/T 14048. 1-2000中8.1.4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制造厂可用抽样试验代替常规试验。抽样试验应满足或超过 GB/T 2828. 1-2003规定的下列

要求 :

    — 合格质量水平AQL(l ;
    — 合格判定数Ac-O(无不合格品);

    — 不合格判定数Re= 1(如有一台产品不合格，则整批全部检查)。

    对每一特定批，应固定间隔进行抽样

    另外，还可使用符合GB/T 2828. 1-2003标准规定的统计方法，例如统计的方法控制连续生产或

以能力指数进行过程控制。

    根据GB/T 14048. 1-200。中8,3. 3. 4.3规定进行的电气间隙抽样试验在考虑中

9. 1.5 特殊试验

    特殊试验包括:

    一一 机械寿命试验;

    一 一电寿命试验;

    — 起动器和SCPD在交点电流处的协调配合试验〔见附录B),

9.2 验证结构要求

    GB/丁14048.1--200。中8.2适用(但应注意8. 1的注)。

9. 3 验证性能要求

9.3. 1 程序试验

    每一程序试验均应在新产品上进行

      注 1:经制造)同意允许在同一台产品 卜进行多于一个的程序试验或全部程序试验，但对于下列同一程序中的各

          项试验，必须按顺序在同一组产品上进行

      注2:程序试验中的下列试验仅仅是为了减少试品数量，其试验结果对其前后的试验没有影响。因此经制造厂同

          意 为厂便于试验的进行，这此试验可以在单独的新试品上进行，并从相关的程序试验中删除。试验项目为

              一爬电距离验证(见GB/T 14048.1-200。中 8.3.3.4.1.7);

          -一 接线端子的机械性能(见 GB/ T土4048.1- 2000中8.2.4);

              外壳防护等级(见GB/T 14048. 1-200。中附录 C)

    本部分推荐程序试验按下述规定进行

    a) 程序试验1

          (l)温升验证 (见 9.3. 3.3);

        (2)动作条件及动作范围验证(见9.3.3. 1和9. 3. 3. 2) ;

        (3)介电性能验证(见9.3.3.4).

    L〕) 程序试验 2

        (1)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验证(如果需要，包括相应的转换能力和反向能力)(见9.3.3.5);

        (2)约定操作性能验证(见9.3.3.6),

    c) 程序试验3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验证(见9.3.吐)。
    d) 程序试验4(仅适用于接触器)

    耐受过载电流能力验证(见9. 3.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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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程序试验5

        (1)接线端子机械性能验证(见GB/T 14048. 1-2000中8.2.4);

        (2)外壳防护等级验证(见GB/T 14048.1-200。中附录C).

    同一程序试验的每一项试验均不应失败。

9.3.2 一般试验条件

    (;B/'r 14048. 1-2000中8. 3. 2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拧紧力矩应由制造厂规定，如果制造厂未作规定，可按GB/T 14048. 1-2000中表4

的要求。

9.3.3 空载、正常负载和过载条件下的性能

9. 3. 3. 1 动作(操作)条件

    按8.2.1.1.2的要求验证接触器和起动器的动作性能
    应验证起动器对于接触器动作的抗冲击性。试验时，起动器按8. 2. 2的要求通电并达到稳定温升

后，接触器按正常操作顺序操作3次，每次操作之间没有人为的停顿，起动器不应因接触器的动作而

脱扣

    若过载继电器带有组合式的停止和复位操作机构，当接触器闭合时，应能操动复位机构使接触器断

开。若过载继电器带有单一的复位或者是停止和复位二者分离的操作机构，当接触器闭合时，操动复位

机构至复位位置，则脱扣机构应能动作使接触器断开。这种试验的目的是验证当复位机构保持在复位

位置时，过载脱扣动作不应失效

    对于变阻式转子起动器，应验证延时继电器的时间整定值和其他用于控制起动速率的电器的刻度

在制造厂规定的范围内。

    应验证每一级起动电阻值与规定值的差异在士10%以内。

    应验证转子开关电器以正确顺序切除各级电阻。

    对于两级自祸减压起动器，应验证其抽头的开路电压符合设计值以及在起动位置和运转位置上两

级自藕减压起动器的电动机接线端子上的电压相序的正确性。

9. 3.3.2 动作范围

9.3.3.2. 1 动力操作的装置

    接触器和起动器应验证其性能符合8.2. 1. 2的要求

9.3. 3.2.2 继 电器和脱扣器

    a) 欠电压继电器和脱扣器的动作

    应根据8.2.1.3的要求验证欠电压继电器和脱扣器，每一极限值操作3次。

    对干释放试验，电压应以约在1 min的时间内由额定值降到零的均匀速度下降

    b) 分励脱扣器的动作

    应根据8. 2. 1. 4的要求验证分励脱扣器，应在起动器的各种操作条件下，在额定电压的70%和

110%下进行试验

    c) 热过载继电器和延时电磁过载继电器

    过载继电器和起动器应根据下述电流值，按GB/T 14048. 1-2000中表9、表10和表11选用连接

导线 :

    — 脱扣级别为10 A的过载继电器，为过载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10000;

    — 脱扣级别为10,20或30的过载继电器及规定的最大脱扣时间大于30，的过载继电器，为过

        载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12500(见5.7.3)0

    热过载继电器和延时电磁过载继电器三极通电时，按8. 2. 1. 5. 1的规定进行试验。

    8.2.1.5.1规定的特性应在一5 *C，十200C , +40℃下分别进行验证

    三极热过载继电器两极通电时，对于整定电流可调的继电器，各极的所有不同组合仅需按8. 2. 1. 5.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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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最大和最小电流整定值的试验

    d) 瞬时电磁过载继电器

    每一继电器均应分别进行试验。通过继电器的电流应以能够准确读数的速度增长，试验电流值应

符合8. 2. 1. 5. 3的规定。

    e) 自动转换中的欠电流继电器

    应验证动作极限值符合8.2.1.5.4的规定

9.3.3.3 温升试验

9.3.3.3.1 周围空气温度

    GB/T 14048. 1-2000中8. 3. 3. 3. 1适用

9.3.3. 3.2 部件温度的测量

    GB/T 14048. 1-2000中8. 3.3.3. 2适用

9.3.3.3.3 部件的温升

    GB/T 14048. 1-2000中8.3.3. 3.3适用。

9.3.3.3.4 主电路的温升试验

    GB/T 14048. 1-200。中8,3, 3.3.4适用，并补充下述要求:

    主电路按8. 2.2.4的规定通电。

    通常通电的辅助电路通以其最大额定工作电流(见5. 6 )，控制电路施加额定电压。

    起动器应装有符合5. 7. 4的过载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选择规定如下:

    — 不 可调式 继电器

    电流整定值应等于起动器的最大工作电流，且试验在此电流下进行;

    — 可调式继电器

    最大电流整定值应尽量接近但不超过起动器的最大工作电流。

    试验应在电流整定值最接近其最大刻度的过载继电器上进行。

      注:上述选择方法用以确保过载继电器接线端子的温升和起动器散发的功率不小于其他任何可能出现的接触器和

        继电器的组合情况。在过载继电器受这些值的影响可忽略的情况下(即固态过载继电器)，试验电流应是起动

          器的最大工作电流。

9.3. 3.3.5 控制电路的温升

    GB/T 14048. 1-2000中8.3.3.3.5适用 并补充规定如下:

    温升值在9.3.3. 3.4的试验中进行测量。

9.3.3. 3.6 线圈和电磁铁绕组的温升

    GB/丁14048.1-200。中8.3.3. 3.6适用，并补充下述规定:

    a) 不间断或八小时工作制的接触器和起动器的电磁铁绕组，仅按8.2.2. 6.1的规定进行试验，试

        验过程中主电路通以相应的额定电流，温升值在9. 3. 3.3.4的试验中进行测量;

    b) 断续周期工作制的接触器或起动器的电磁铁绕组.除了应按上述方法进行试验外，还应根据

        其工作制的级别按8.2. 2.6. 2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时主电路不通电;

    c) 特殊额定值(短时工作制或周期工作制)的绕组应按8. 2. 2. 6. 3的规定，在主电路不通电时进

          行 试验。

9.3.3.3.7 辅助电路的温升

    GB/T 14048. 1-2000中8. 3. 3. 3. 7适用，并补充下述规定:

    温升值在9. 3. 3. 3. 4的试验中进行测量。

9.3.3.3. 8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起动电阻器的温升

    当起动器按其工作制(见5.3.4)工作并符合其起动特性(见5.3.5.5.1)时，起动电阻器的温升应不

超过GB/T 14048. 1-200。中表3规定的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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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每一个电阻器的电流应是在起动器额定状态(见5. 3. 4和5. 3. 5. 5. 1)下，被控电动机为最大

起动转矩及起动时间运行时所对应的等效发热电流，允许用Im(见5.3.5.5.1)0

    起动操作循环应按每小时的起动次数均匀间隔。

    壳体及通风口气流的温升应不超过GB/T 14048.1-2000中表3规定的极限值

    注:对电动机输出功率和转子电压及电流的每一组合的起动电阻器的性能进行试验是不现实的，只要做足够数目

        的试验，用内插法或推论来证明符合本部分即可

9.3.3.3.9 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的自祸变压器的温升

    当起动器在额定工作制(见5.3.4)工作时，自祸变压器的温升不应超过GB/T 14048. 1--200。中

表3的规定值，并不应超过表5规定值的15 K(见8.2.2).

    通过自祸变压器各个绕组的电流等于在起动器额定状态(见5. 3. 5. 5. 3 )下，被控电动机在起动时

间内最大起动电流的等效发热电流，以下条件满足时，可认为达到此条件:起动时间内自锅变压器的输

出电流等于5. 3. 5. 5. 3中规定的最大起动电流与下式的乘积:

0.8义
起动 电压

    U"
(见 5.3.1.4)

    起动操作循环应按每小时的起动次数均匀间隔(见5.3.4.3)

    在连续两次起动(见5.3.4.3)的情况下，自藕变压器的温升允许超过8. 2. 2规定的最大值，但自藕

变压器不应有损坏。

    自祸变压器有几个抽头时，试验应在变压器消耗功率最大的抽头上进行。试验时间应足够长以使

温升达到稳定值

    为了便于进行本试验，本部分推荐采用星形连接的阻抗代替电动机

9.3.3.4 介电性能

    — 若具体产品标准中已规定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值U;mp(见5.3. 1,3)，按GB/T 14048.1--200。中
        8. 3.3.4进行试验。

    — 若具体产品标准中未规定U,mp值，则按9. 3. 3. 4. 1, 9. 3. 3. 4. 2, 9. 3. 3. 4. 3和9.3.3.4.4及本
        部分中相应验证介电性能的条款进行试验(工频耐压验证)

    带隔离功能的电器应根据 GB/T 14048. 1-2000中8. 3. 3. 4的规定进行试验，试验电压值根据

GB/T 14048. 1-200。中表14和制造厂规定的U .p值选取。这种要求对程序试验中介电性能的验证不
适用 。

    不作隔离用的电器，不需要进行断开触头间冲击耐受电压的试验.

9.3.3.4. 1 试验用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条件

    本试验应在按正常工作位置安装、内部接好线的且是清洁和干燥的接触器或起动器上进行。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的基座为绝缘材料时，则将接触器或起动器按正常安装条件固定在金属支架上，

并认为这些金属支架是接触器或起动器支架的一部分;当接触器或起动器装在绝缘外壳中时，则绝缘外

壳应覆一层与支架连接起来的金属箔。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的介电性能与引接线绝缘或所用特殊绝缘有关时，则试验过程中应用之

9.3.3.4.2 试验电压的施加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电路中装有诸如电动机、仪表、瞬动开关及固体器件，而按照有关说明书的规定，

其所能承受的介电试验电压比9.3. 3.4.3规定值低时，根据制造厂的决定，这类装置在对接触器或起动

器进行要求的试验前，允许予以拆除。

    a) 主电路

    在本试验中，通常不与主电路连接的任何控制及辅助电路应与支架连接起来，试验电压按下述部位

施加I min:

    1) 主触头闭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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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各极的全部带电体与接触器或起动器支架之间;

    每一极与接触器或起动器连接至支架的其余各极之间.

    2) 主触头断开时

    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各极的全部带电体与接触器或起动器支架之间;

    连接在一起的同一侧的接线端子与连接在一起的另一侧的接线端子之间。

    b) 控制及辅助电路

    在本试验中，主电路应与支架连接起来，试验电压按下述部位施加 1 min:

    1) 连接在一起的通常不接至主电路的所有控制及辅助电路和接触器或起动器支架之间;

    2) 如果需要，当正常工作时可能与其他部分绝缘的控制及辅助电路的每一部件与连接在一起的

所有其他部件之间

9. 3.3.4. 3 试验电压

    试验电压实际上为正弦波，其频率在45 Hz-65 Hz之间。

    根据试验端空载时测得的试验电压进行调整时，试验电源应能够输出至少。. 2 A的短路电流 若

带有脱扣器，则小于0. 1 A时不应脱扣。

    干燥状态下1 min试验电压值如下:

    a) 对于主电路以及不包括在b)项内的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按表11的规定;

    b) 对于制造厂规定不适于接至主电路的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

U;簇60 V,1 000 V;

U >60 V,2 U;+1 000 V，但不小于 1 500 V o

9. 3.3.4.4 试验结果的判定

无击穿或闪烙现象 。

表 11 额定绝缘电压确定的介电试验电压值

额定绝缘电压 U, /V 介电试验电压值(AC) (r. n,、)v

UL镇60 1 000

60<UL毛300 2 000

300<U,镇690 2 500

690<U,(800 3 000

800<U.( l 000 3 500

1 000<U;簇1 500 3 500

    仅 用于 1)C

9. 3.3. 5 接通和分断能 力

    (:B/T 14048. 1-2000中8. 3.3.5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9.3.3.5. 1 一般试验条件

    在表7中所述的操作条件进行试验时，不应出现故障(见9.3.3.5.5 f) o

    对于单独的AC-3或AC-4接通试验，控制电源电压对于全部工作循环的一半为110% u，另一半

为85% u。对于其他的通断试验，控制电源电压为100% u

    主电路的接线应与接触器或起动器正常工作时相同。如果需要，或是为了方便，控制及辅助电路，

特别是接触器或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可以由一独立的电源供电，此电源应提供与正常使用条件规定的相

同种类的电流及相同的电压

    进行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试验时，允许将起动器中的过载继电器和SCPD短接

9. 3.3.5.2 试验 电路

    GB/T 14048. 1- 2000中 8. 3. 3. 5. 2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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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3.5. 3 瞬态恢复电压的特性

    GB/T 14048.1 -2000中8. 3. 3. 5. 3适用于使用类别AC-2, AC-3, A(7-4, AC-76, AC-8a和AC-86

(见表 1)

    单独进行(AC-3和AC-4使用类别)接通能力试验时，不需要调整参数f和Ye

9. 3.3.5.4 通断操作过电压

    GB/T 14048. 1-2000中8.3.3.5.4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通断操作过电压对多极电器在负载端的相间测得，对于单极电器则在负载两端测得

    试验程序在考虑中。

9. 3.3.5.5 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如果装在起动器内的接触器已单独满足下述 a)项相应使用类别的要求，则起动器不需进行本

试验 。

    a) 接触器的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接触器应能够接通和分断表7中给出的相应使用类别及操作循环次数的电流，可逆接触器同时见

d)项要求。

    使用类别AC-3和AC-4的接触器，先进行5。次单独的接通操作，紧接着进行5。次通断操作。

    b) 直接起动器和双向起动器(AC-3,AC-76)以及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定子开关电器(AC-2)的额

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起动器应能接通和分断表7中给出的相应使用类别和操作次数的电流

    使用类别AC-3的起动器先进行50次单独的接通操作，紧接着进行50次通断操作.

    C) 星一三角起动器(AC-3)和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AC-3)的接通和分断能力及转换能力

    起动器应能接通和分断表7中给出的相应使用类别的电流

    在起动和运转位置(对星一三角起动器为星形和三角形位置)应首先各进行50次单独的接通操作，

电流由其他开关电器分断

    然后起动器再进行5。次接通和分断操作，每一循环包括下列顺序:

    一 一在起动或星形位置接通电流 ;

      一在起动或星形位置分断电流;

      一在运转或三角形位置接通电流;

    一 在运转或三角形位置分断电流;

      - I可隔时间。

    负载电路应像电动机绕组一样连接到起动器上，起动器额定」作电流(I)为运转或三角形位置时

的电流。

    注:对于星 一三角起动器 由于电源阻抗对变比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星形和三角形接法时测量试验电流是很重要

          的

    当变压器有多于一个的输出电压时，应接在最大起动电压的抽头[。

    起动位置和运转位置的通电时间及间隔时间应符合表7a的规定

    d) 直接起动器和可逆起动器的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ACA)

    起 动器应能够接 通和分断表 7给出的电流

    先进行5。次的单独接通操作，紧接着进行50次的通断操作

    负载电路应像电动机绕组一样连接到起动器上。

    对于装有两台接触器的起动器，两台接触器A和B应像正常使用时一样接线，5。次操作的每一循

环包括 :

    闭合A 断开八一闭合B一断开B-间隔时间

    从“断开A'，到“闭合B”的转换应如正常控制系统所允许的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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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状态下装有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装置均应使用

    如果反向电路的构成使得两台接触器可能同时通电，则需进行10次附加的两台接触器同时通电的

操作程序 。

    e)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转子开关电器的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验证AC-2使用类别的转子开关电器的接通和分断能力应按9. 3. 3. 5. 5b)项的规定进行，其中I二

I},(即起动器设计时考虑的最大额定转子工作电流),Ur=U-C额定转子工作电压)，U/U==0. 8，功率因

数为。.95。试验时起动电阻可不接人，对于有两个以上起动级的起动器，试验应对每一开关电器轮流

进行。由于两个以上起动级的起动器中的转子开关电器并不在转子全电压下分断和接通，试验电压可

按下述比例降低:

                                          切换 的起动 电阻

                                            全部起动 电阻

    当起动器的接线为定子开关电器先于转子开关电器分断电路时，不需验证分断能力。

    对于已经满足上述相应要求的转子开关电器，不需进行本试验。

    f) 接触器或起动器进行接通和分断能力、转换和反向试验及试后的性能

    在9.3.3.5规定的接通和分断能力试验及 9.3. 3. 6. 1至9.3.3.6.6规定的约定操作性能验证试

验过程中，应不发生持续燃弧、相间飞弧、接地回路中的熔断体熔断(见9. 3. 3. 5. 2 )或触头熔焊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由适用的控制方法进行操作时，触头应能够动作

9.3.3.6 约定操作性能

    (;B/-1' 14048. 1-200。中8. 3. 3. 6适用，并补充下述要求:

    约定操作 性能试验的 目的是验证接触器或起动器是否符合 表 8规定 的要求

    接触器或起动器主电路的接线应和正常使用时相同

    试验时允许将起动器内装的过载继电器和SCPD短接

    试验线路见9. 3. 3. 5. 2，负载根据9. 3. 3. 5.3的规定进行调整。

    控制电压为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的100
    如果起动器内的接触器已单独满足9.3.3.6.1相应使用类别的规定，则起动器不需要进行本试验。

9.3.3.6. 1 接触器的约定操作性能

    接触器应能够接通和分断表8中相应使用类别及次数的电流(见9.3.3.6.4)

9.3. 3.6.2 直接起动 器和双 向起动 器(AC-3)及 变阻式转 子起 动器的定 子开关 电器(AC-2)约定 操作

性能

    起动器应能够接通和分断表8中相应使用类别及次数的电流。

9. 3.3.6.3 星一三角起动器(AC-3)和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AC-3)的约定操作性能

    起动器应能够接通和分断表8中相应使用类别及次数的电流。

    除5。次单独接通试验不做外，试验程序按9. 3. .3. 5.3C)的规定

9.3.3.6.4 直接起动器和可逆起动器(AC-4)的约定操作性能

    起动器应能够接通和分断表8中相应使用类别及次数的电流

    除50次单独接通操作以及10次附加的同时通电的试验不做外，试验程序按9.3.3.5.5 d)的规定

9. 3. 3. 6.5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转子开关电器的约定操作性能

    转子开关电器的约定操作性能验证按9. 3. 3. 6. 1中规定的表8中AC-2使用类别的要求进行。

    试验程序按9. 3. 3. 5.se)的规定。

9. 3.3.6.6 接触器或起动器在约定操作性能试验过程中及试验后性能

    接触器或起动器应满足9. 3. 3. 5. 5 f)的要求，并应通过耐压试验，试验电压实际上为正弦，电压值

为2U 但不小于1 000 V，试验电压按9.3.3.4.2 a)1)规定施加1 min

9. 3.4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

    本试验是验证接触器或起动器是否符合8. 2. 5. 1的规定 有关试验程序、试验顺序、试后条件及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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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配合的类型见9.3.4.1和9.3.4. 2
9.3.4. 1 短路试验的一般条件

9.3.4. 1. 1 一般要求

    GB/T 14048.1-2000中 8.3.4.1.1适用

9.3.4. 1.2 短路试验电路

    GB/T 14048.1-2000中8.3.4.1.2适用，并补充规定如下:

    对于，I,1.,型协调配合，用长度为1. 2 m -̂1. 8 m，截面积为6 mm'的硬线替代熔断体F和电阻R,，接

至中性点。若制造厂同意，可接至某一相。

      注:这一较大尺寸的导线并非作为探测器，而是建立一种判定允许损坏程度的“接地，，条件

9.3.4.1.3 试验电路的功率因数

    GB/T 14048. 1-2000中8.3.4.1.3适用。

9.3.4. 1.4 试验电路的时间常数

    GB/T 14048.1-2000中 8.3.4.1.4适用 。

9.3.4. 1.5 试验电路的调整

    GB/T 14048. 1-2000中8.3.4.1.5适用。

9.3.4. 1.6 试验程序

    GB/T 14048.1-2000中8.3.4.1.6适用，并补充规定如下:

    接触器或起动器连同其相应的SCPD，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和接线，

试验时，主电路每一相采用最长为2. 4 m的电缆(相应于起动器的额定工作电流选用)连接。

    如果SCPD与起动器是分离的，则采用上述电缆(总长不超过2.4 m)连接至起动器。

    三相试验结果对单相使用的情况亦有效。

9.3.4. 1.7 (暂空 )

9.3.4. 1.8 记录波形图的说明

    GB/T 14048.1-2000中8.3.4.1.8适用

9.3.4.2 接触器、起动器、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的限制短路电流

    接触器或起动器和相应的SCPD，以及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应进行9.3.4.2.1和9.3.4. 2.2
规定的试验，所进行的试验应包括使用类别AC-3时最大的I。和最大的队。

    对于电磁操作的接触器或起动器，电磁铁在额定控制电源电压下保持闭合，所用的SCPD应符合

8. 2.5.1的规定，如果SCPD是电流整定值可调的断路器，则试验时应根据规定的协调配合及选择性的

类型，将断路器调整到最大整定值进行。

    进行试验时，所有外壳的门均应像正常时一样关上，且门或盖用适用的工具固紧。

    对于适用于某一范围电动机额定值和配有可更换过载继电器的起动器，试验应在装有最大阻抗的

过载继电器和装有最小阻抗的过载继电器的起动器及其相应的SCPD上进行。

    对于，.,1�型协调配合，在预期电流为“尸(见9.3. 4. 2.1)或Iq(见9.3.4.2.2)时，试验顺序中的每一
次0或co操作均允许使用新试品。

    对于，+2;型协调配合，在预期电流为“r’’(见9.3.4.2.1)时，试验顺序O-Co应使用同一台试品;在

预期电流为Iq(见9. 3. 4.2. 2 )时，试验顺序O -co允许使用另一台试品。

    经制造厂同意，电流“r’’和电流I。试验允许在同一台试品上进行。

9.3.4.2.1 预期电流“r"试 验

    电路应调整到表12中规定的与额定工作电流对应的预期试验电流

    将接触器或起动器及其相应的SCPD、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接人电路，按下述操作顺序进

行试验 :

    a)  SCPD的一次分断操作应由另一电器接通试验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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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CPD的一次分断操作应由接触器或起动器接通短路电流。

功率因数或时间常数根据GB/T 14048. 1-200。中8.3.4.1.4的表16选取。

                      表 12 相应于额定工作电流的预期试验电流，"r"

额定工作电流 1, (AC-3) '/A 预期电流“r' /kA

0<1镇16 1

16< I,< 63 3

63<1,<125 5

125< 1簇 315 10

315< 1}夏 630 18

630<I,<1000 30

1000< 1镇 1600 42

1600<1 由用户与制造厂协商

  如果接触器或起动器没有规定使用类别 AC-3的额定值，预期电流�r;可根据制造厂规定的各使用类别中最

  高的额定工作电流加以确定。

9.3.4.2.2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入试验

    注:仅当1q电流比“r"电流大时进行本试验.

    调整电路使预期短路电流I。等于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若SCPD为熔断器，则试验电流应在熔断器的电流极限范围以内。如有可能，则熔断器应按允许的

最大峰值允通电流(Ip)和最大允通能量(I, t)选取。

    将接触器或起动器及其相应的SCPD、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接人电路。

    按下述操作顺序进行试验:

a)  SCPD的一次分断操作应由另一电器接通试验电流;

b)  SCPD的一次分断操作应由接触器或起动器接通短路电流;

    对于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如果其中的SCPD为符合GB 14048. 2-2001或GB 14048. 3-
2002规定的开关电器，而其短路分断能力或额定限制短路电流比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的额定限

制短路电流低，则应进行下述附加试验:

    c)  SCPD的一次分断操作应由开关电器(开关或断路器)接通短路电流。该试验可在新试品(起

        动器及其SCPD)上进行，也可经制造厂同意，在进行过上述试验的试品上进行。

    经过该项试验的试品，仅需满足9. 3. 4. 2. 3a)~  9)的要求。

9.3.4.2.3 试验结果的判别

    根据规定的协调配合类型，若满足下述条件，则认为“r"电流和I。电流试验(如适用)合格。
    两种配合类型(所有电器):

    A 由SCPD或综合式起动器成功分断故障电流且外壳与电源之间的熔断体或固体连接未熔断;

    B 外壳的门或盖未被掀开且能够打开，只要外壳防护等级不小于IP2X，允许外壳变形;

    C 导线或接线端子应无损坏，且导线未与接线端子分离;

    D 外部绝缘基座不应有使带电体安装整体受到破坏性的碎裂;

    两种配合类型(仅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

    E 断路器或开关电器应能够用工具靠人力打开;

    F  SCPD的任何一端都没有从其固定装置完全分离至外露的导体部件上;

    G 如果断路器的额定极限短路分断能力比综合式起动器或保护式起动器规定的额定限制短路电

流小，断路器应进行下述脱扣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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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带瞬态脱扣继电器或脱扣器的断路器，试验在脱扣电流的120%下进行;

    6) 带有过载继电器或脱扣器的断路器，试验在断路器额定电流的250%下进行;

    I'll,型协调配合(所有电器)

    H 壳体外的零件应未击穿，而接触器或起动器受到损坏是允许的，每一次操作之后，允许起动器

不能够继续操作。为此，应检查起动器、接触器，必要时使接触器或过载继电器和断路器的脱扣器复位，

对于熔断器保护，则更换全部熔断体;

    .'l�型协调配合(仅适用于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

    I每一次操作(对于“r’’电流和I。电流)后，在进行试验的完整单元((SCPD及接触器或起动器，且
是更换零件之前)上用介电试验验证绝缘强度:采用实际上为正弦的试验电压，电压值为ZU。且不小于

1 000 V，开关电器或接触器处于断开位置，试验电压在电源输人端子上按下述方法施加1 min:

    — 每一极和所有接至起动器支架的各极之间;

    — 连接在一起的所有各极的带电体和起动器支架之间;

    — 连接在一起的电源端的进线端和连接在一起的另一端接线端子之间。

    +2�型协调配合(所有电器)

    J 如果容易分离(如用螺丝旋具)且无明显变形的话，则接触器或起动器的触头熔焊是允许的，除

此之外，过载继电器或其他部件不应损坏，在试验过程中除了当熔断器保护时应更换全部熔断体外不允

许更换其他零件;

    K 短路试验前及试验后，均应根据S.7.5的规定，在过载继电器的一个电流整定值倍数上验证其

脱扣特性与所提供的脱扣性能相符;

    L 用介电试验验证绝缘强度:采用实际上为正弦的试验电压，电压值为2U。且不小于1 000 V，试

验电压按9. 3, 3. 4. 2a) 1)中的规定施加1 min,

    对于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应按9.3.3.4.2a)2)中的规定进行下述附加试验:

    — 开关电器或断路器的触头断开而起动器的触头闭合时;

    — 开关电器或断路器的触头闭合而起动器的触头断开时。

9.3.5 接触器耐受过载电流能力试验

    接触器应按9.3.2的规定安装、接线和操作。

    接触器的各极同时按8.2.4.4规定的过载电流和持续时间进行本试验，本试验在室温下以任意方

便的电压进行。

    试验后，产品应无可观察到的变形及损伤。

    注:本试验计算出的 I' t值(焦耳积分)不能用干估计短路条件下接触器的性能。

9.3.6 常规试验和抽样试验

9.3.6. 1 一般要求

    常规试验应在9.1.2规定的型式试验相同或等效的条件下进行，而9.3.3.2规定的验证动作范围

试验可在常温下及单独的过载继电器上进行，但可能需要对常温条件进行校正。

9.3.6.2 动作及动作范围

    对于电磁、气动和电气一气动接触器或起动器，验证动作范围试验按8.2.1.2的规定进行。

    对于人力操作的起动器，进行验证起动器正常工作性能的试验(见8.2.1.2,8.2. 1.3和8.2.1.4),

    注:进行本试验时可不必达到热平衡，这可采用串联电阻或降低电压范围的方法进行补偿

    应验证过载继电器的刻度，对于热过载继电器或电磁式过载继电器，各极可通以同一整定电流倍数

的电流，以验证脱扣时间(在规定范围内)与制造厂提供的曲线一致，对于电磁式瞬时过载继电器，试验

在1. 1倍的电流整定值下进行

    注:对于延时电磁过载继电器，当其延时由液体阻尼器实现时，刻度的验证可在阻尼器空时按制造厂规定的电流整

        定值的百分比进行验证，且能够用特殊试验证明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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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3 介 电试验

    试验应在干净清洁的接触器和起动器上进行，试验电压值应符合9.3.3.4.3的规定。

    试验的持续时间允许缩短为1 s,

    试 验电压按下述部位施加 :

    a) 主触头闭合时各极之间(对于极间有跨接电路的电器应在主触头断开时各极之间);

    卜) 主触头闭合时各极和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支架之间，当接触器或起动器被绝缘材料完全封闭

        时，电器按正常使用情况安装在金属支架上，试验电压在各极和金属支架之间施加;

    c) 主触头断开时，每极进出线接线端子之间;

    d)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按9. 3. 3. 4. 2b)的规定;

    e) 对于变阻式转子起动器，转子开关电器的各极应按正常使用情况一样通过起动电阻器，因此介

        电试验电压仅需施加在转子电路和起动器支架之间。

    无需使用9. 3.3.4. 1规定的金属箔。

    若满足9.3. 3.4.4的条件，则认为本试验通过。

9.4    EMC试验

9.4. 1 一般要求

    GB/T 14048. 1-2000中8. 3. 2. 1,8. 3. 2. 3和8.3.2.4适用，并补充如下要求:

    经制造厂同意，多项EMC试验或所有的EMC试验可在同一台试品上进行。这一试品可以是新

的，也可以是经过了9.3. 1规定的程序试验后的试品。EMC的程序试验可以是任意方便的顺序。

    试验报告应包括任何为符合标准要求而必须采取的特殊措施，例如使用屏蔽线或特殊的电缆，如果

为了符合抗扰度或辐射试验的要求，接触器或起动器使用了辅助电器，应在报告中说明。

    试品应处于断开或闭合中较为不利的位置，操作时应通以额定电源控制电压。

9.4.2 抗扰度

    按表13进行试验，具体的要求见9. 4. 2. 1-9. 4. 2. 6,
    如果在EMC试验中，试品需要连接导线，导线的截面积和类型可任意选取但必须符合制造厂的

规定 。

                                    表13  EMC抗扰度试验

试验类型 严 酷度电平

1. 2/50 1- 8/20 ps浪涌

  GB/T 17626. 5- 1999

线对地电压2kV

线对线电压1 kV

  快速瞬变脉冲群

GB/T 17626.4-1998
2 kV

        电磁场

GB/T 17626.3-1998
10 V/m

      静电放电

GB/T 17626. 2-1998

4 kV/接触放电

skV/空气放电

9.4.2.1 试验过程和试后 电器 的性 能

    除非另有规定，应满足性能判据2的要求，见8.3.2.20

    试验过程中和试后电器的性能不应丧失。试验结束后，应验证9. 3. 3.2规定的动作极限值。

9.4.2.2 静电放电

    试验方法见GB/T 17626. 2-19980
    除金属部件应进行接触放电外，其余部件仅需进行空气放电，如果电器为敞开的框架式或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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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MOO，则该项试验无法进行。这种情况下，制造厂应在部件上贴标签，告示静电放电导致危害的可

能性 。

    对每一试点应施加正、负极性脉冲电压各10次，各放电间隔时间为1 so

    电源端子不必进行该试验。除线圈通电外，试验不需使用导线

9.4.2.3 电磁场

    试验方法和试验程序见GB/T 17626.3-1998

    电器应满足性能判据1的要求。

    如果电器安装在一个制造厂规定的满足EMC要求的全封闭金属外壳中，可不必进行该项试验

9.4.2.4 快速瞬变脉冲群

    试验方法见GB/T 17626.4-19980

    试验电压应施加在主电路、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的端子上，无论电子式或传统的触头

    试验电压施加时间为1 min,

9.4.2.5 浪涌(1. 2/50 ps-8/20 is)

    试验方法见GB/T 17626. 5-1999。优先采用电容藕合。试验电压应施加在主电路、控制电路或

辅助电路的端子上，无论电子式或传统的触头。

    试验电压应正、负极性各施加5次，试验频率为1 min一次

9.4.2.6 谐波

    尚在考虑中。

9.4.3 发射

    适用于环境 2的电器 ，应向用户提出警告(例如在使用 指南中)说明这类 电器用于环 境 1时可能会

产生无线电干扰 ，此 时，用户可能需要采取附加 的减缓措施

9.4.3. 1 射频传导发射试验

    试验叙述、试验方法及试验布置见GB 4824-20010

    电器不应超过表14规定的限值。

                                  表 14 射频传导发射试验限值

频带

八IHz
环境 2 环境 1

0. 15- 0. 5
79 dB(pV)准峰值

66 dB(pv)平均值

66 dB(pV)-56 dB(pV)准峰值

56 dB(pV) --46 dB印V)平均值

      (随频率的对数降低)

0.5- 5.0
73 dB(pV)准峰值

60 dB(pV)平均值

56 dB(pV)准峰值

46 M IN)平均值

5.0-30
73 dB(pV)准峰值

60dB(pV)平均值

60 dB(t V)准峰值

50 dB(pV)平均值

9.4.3.2 射频辐射发射试验

    试验叙述、试验方法及试验布置见GB 4824-20020

    当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包含有基波开关频率高于9 kHz的元件时(例如开关电源等)，应进行本

试验

    电器的发射不应超过表15规定的限值

    如果 电器 安装 在一个制造厂规定的满足 EMC要求的全封闭金属外壳 中，可不必进行该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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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辐射发射试验限值

频带

M Ha
环境 2“ 环境 1

30̂ -230 30dB(PV/m)准峰值30 m测量距离 30 dB(pV/m)准峰值，在 10 m处

230- 1 000 37 dB(pV/m)准峰值30 m测量距离 37 dB年V/m)准峰值，在 10 m处

  试验在10 m侧量距离进行时，限值可增加 10 d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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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_

05抽头

      一 - - ~一 一

一 ~一~~ .\同步转速

一-'\
转速/顺定转速

讨
4
.斗
“

IR 额定电压下的电动机电流;

I, - 减压后的电动机电流;

1,一 一减压后的线电流

转矩/额定转矩

---一__CMa-------------一

CM r 0. 65抽头
同步转速

羚~~一一，，一一一一一尸叮丁勺 ----一
    、~~~__ CH -- _一一 一一一 }

0.9 转速/顺定转速

CM 电动机转矩;

CM.- 额定电压下的电动机转矩;

CM,— 减压后的电动机转矩;

CR— 负载力矩。

图2 自摇减压起动时电流和转矩的典型曲线(见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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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断路器;

2一一接触器;

3— 过载继电器;

4— 控制开关;

5— 仅带电磁脱扣器的断路器;

6 一隔离开关;

7— 一熔断器;

8-一隔离器熔断器组;

9— 带符合本部分过载脱扣器的断路器。

图3 综合式起动器和保护式起动器的典型种类(见3.2.7和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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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

机械开关电器

起动器位置

停

起 动
运转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K1 0 c c C

K2

K3 只
O

(〕 足 二

0一一 机械开关电器断开;

C— 机械开关电器闭合。

图4 有三个起动级(见3.2.1.6)和一个旋转方向的转子变阻式起动器的

          三相线路图的例子(所有 机械 开关电器 均为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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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闭路转换 并联开路或闭路转换 并联开路转换

三线圈变压器

瞥 1#I$ 督

图 A1 图 B1 图 Cl

二线圈变压器

CAR*fF O 瞥 瞥

图 A2 图 B2 图 C2

触头动作顺序

触头 起动

转换

运转
开路

闭路

1 2

K1 C O O O O

K2 C O C C ()

K3 () O () C C

C— 触头闭合

0一 触头断开

对于开路转换，K1和 K2可以是同一个机

械开关电器的触头

K1和 K2可以是同一个

机械开关电器的触头

注:上图中所使用的符号相当于所有机械开关电器都是接触器的情况

图5 用自藕减压起动器起动笼型电动机的典型方式及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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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断 分断

a)条件

分断

图6 相应于5.3.5.5的a),b),c),d),e),f)条件的转速/时间曲线的

                举例(虚线部分为 电机 中无电流通 过)

过载电流整定倍数

1. 3

1.2

I. 1

1. 0

0 9

周围空气温度

一 10

图 7 周围空气温度补偿的延时过载继 电器 电流整定范 围的倍数 (见 8.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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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接触器及相应的过载继电器接线端子的标志和识别

A. 1 总则

    接触器和相应的过载继电器接线端子标志的目的就是提供关于每个接线端子的功能，或与其他接

线端子相关的位置及其他用途的信息。

A.2 接触器接线端子的标志和识别

A. 2. 1 线圈接线端子的标志和识别

    电磁接触器线圈的接线端子由字母数字系统标志，应分别标志为Al和A2.

A1旧竺
对有抽头的线圈，抽头的接线端子应按顺序标志A3,A4等。

例如 :

A1      A2A3 Al      A2A3
注:按此顺序输人端和输出端均可以是奇数或偶数。

对具有两个绕组的线圈，第一个线圈的接线端子标志为A1,A2，第二个线圈标志为Bl,B2.

A1      A2B1      B2
A. 2.2 主 电路接线端子 的标志和识Yjlj

    主电路的接线端子应由单独的数字和字母数字系统标志。

                              2/T1司，      <-  1/L1
                              艺f2一      y}  3/L2
                            6/7乙刃护匕‘5/L2
                            8/T4司少       n  7/L4

    注:现在使用的两个可交换的标志方法即 1-2和L1-Tl将逐步由上述新方法代替。

    换句话说，接线端子可由电器提供的接线图识别。

A. 2.3 辅助电路的接线端子标志和识别

    辅助电路的接线端子应用两位数标志和识别:个位数是功能数，十位数是序列数。

    下列例子说明如何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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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3. 1 功能数宇

    在电器中用功能数字1,2表示为分断触头电路、功能数3,4为接通触头电路。

    注:接通触头和分断触头的定义见 GB/T 14048. 1-200。中2.3.12和2. 3.13.

    例如 :

"J咭O二 伙止9 44-

注:上面的圆点代表顺序号，此处必须添上相适用的数字。

转换触头元件电路接线端子应由功能数1,2和4标志。

.4   I  .1.0
    功能数5和6(分断触头),7和8(接通触头)规定为包含具有特殊功能的辅助触头的辅助电路的接

线端子。例如:

. 7 二

0劫 几亡-

具有特殊功能的转换触头元件电路的接线端子，应用功能数5,6和8标志。例如:

.8  ! .SOl
在两个方向上都有延时作用的转换触头

A. 2. 3. 2 序列数

    属于同一触头元件的接线端子应用相同的序列数标出。

    所有的具有相同功能的触头元件应有不同的序列数。

    例如 :

兰如上 13    1   74
2J咋。22

牛斗。书 35心    I   3833   k_ 34             Jo7a
411 _ 4L                     }} __

  四触头元件 三触头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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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造厂或用户仅仅是将序列数作为附加的信息，则序列数可省略不写。

1

.
o
es
es
白
T
ee

.es
es
o
‘
.
六
T
es
.

 
 
 
 
 
 

补
夕

、
牛
夕

鹅

 
 
 
 
 
 

\
卜
又

/
L
又

电

T 嗦{

嗦 件{
接线 图

 
 
④

①

错

|
泌
\
!

|
必
、
了

 
 
①

或

注:以上图例中的圆点仅仅表示关联关系，在实际中不需使用。

A.3 过载继电器接线端子的标 志与识别

    过载继电器主电路的接线端子应与接触器主电路接线端子的标志方法一致(见A.2.2),

    过载继电器的辅助电路的接线端子应与具有规定功能的接触器辅助电路的接线端子标志方法一致

(见 A.2.3)。

    序列数规定为9，如果要求第二个序列数可用数字0.

    例 :

 
 
 
 

中  
 
 
 
 
 
 
 
 
 
 
 
 
 
 
 
 
 
 
 
 
 
 
 
 
 
 
 
 

一

1

产窦
戈

申

.…

 
 
 
 
 
 

一

叮瑰
中    

 
 
 
 
 
 
 
 
 
 
 
 
 
 
 
 
 
 
 
 
 
 
 
 
 
 

-

 
 
 
 

尸冰
换句话说，接线端子可由电器提供的接线图来识别



GB 14048.4-2003八EC 60947-4-1:2000

    附 录 B

  (规范性 附录)

特 殊 试 验

B.1 总则

    特殊试验按制造厂的规定进行。

B. 2 机械寿命

B. 2. 1 总则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机械寿命用其在需要维修或更换机械零件前所能承受的无载操作循环次数来表

示，但B.2.2.1和B. 2. 2. 3规定的正常的维修包括更换触头是允许的。通常，接触器或起动器有9000
以上的零部件达到或超过无载操作循环次数。

    推荐的机械寿命次数为(万次):

    0.1,0.3,1,3,10,30,100,300和 10000

B2.2 机械寿命的验证

B. 2. 2. 1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试验条件

    接触器或起动器应按正常使用条件安装，特别是应如正常使用情况一样接好导线

    试验时主电路不通电，如果规定在正常使用中需要润滑，则在试验前可以加润滑剂

B. 2. 2. 2 操作条件

    控制电磁铁的线圈应施加额定电压，对干交流，应为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

    如果有电阻或阻抗与线圈串联，不管操作时短接与否应如正常操作时一样将这些元件接入一起进

行试验 。

    气动与电气一气动的接触器或起动器应供以额定气压的压缩空气。

    手动起动器应按正常使用一样操作

B. 2. 2. 3 试验程序

    a) 试验在断续周期工作制相应级别所规定的操作频率下进行。但是，如果制造厂认为使用更高

        操作频率时仍能满足所要求的条件，可以提高操作频率。

    b) 对于电磁式和电气一气动接触器和起动器，控制线圈的通电时间应大干接触器或起动器的动

        作时间，且线圈的不通电时间应足够长，以使接触器或起动器停留到两个极端位置

    进行的操作次数应不少于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无载操作循环次数。

    若机械联锁连同其接触器在起动器上进行过相应的机械寿命试验，则起动器的机械寿命试验允许

不带机械联锁在其各组元件上单独进行。

    c) 对于带有分励线圈或欠电压脱扣器的接触器或起动器，至少 10%的断开操作次数应由这些脱

          扣器完成 。

    d) 每进行B. 2. 1规定的全部操作次数的1/1。后，继续试验前允许:

        — 在不拆 开的情况下 ，清理整 台产 品;

对制造厂规定在正常使用时需要润滑的零件加润滑剂;

若触头的开距和压力可调整，则允许调整这些参数。

这种维修不包括任何零部件的更换。

对于星一三角起动器，在闭合星形连接到闭合三角形连接期间产生延时的内装电器，如果是可

调的，应调整到最小值。

对于转子变阻式起动器，在转子开关电器闭合期间产生延时的内装电器如果是可调的，应调

整到最小值
                                                                                                                                                      a9

曰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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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对于自藕减压起动器，在起动位置闭合到运转位置闭合期间产生延时的内装电器，如果是可

          调的，应调整到最小值。

B. 2. 2. 4 试验结果的评定

    机械寿命试验后，接触器或起动器应仍能满足室温下8.2.1.2和9.3.3.2所规定的操作要求，且连

接导线用的零部件不松动

    任何时间继电器或用于自动控制的电器仍能操作

B. 2. 2.5 接触器或起动器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

    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机械寿命由制造厂规定，试验结果用统计分析进行验证。

    对小批生产的接触器或起动器，B. 2. 2. 6和B. 2. 2. 7规定的试验方法不适用

    但是，对于小批生产且与原始设计仅有细微变化的接触器或起动器，其变化(即无显著变化)不影响

产品的特性，制造厂可根据类似的设计经验，分析材料的特性以及大批相同设计的产品的试验分析结果

来确定机械寿命。

    机械寿命试验由制造厂根据具体情况(例如根据生产产量或约定自由空气发热电流)在下列两种方

法中任选一种

      注:本试验不作为批量生产或用户的产品验收试验

B. 2. 2. 6 单八制试验

    八台接触器或起动器必须一直试到指定的机械寿命。

    如果不合格的台数不超过二台，则认为试验合格。

B.2.2.7 双三制试验

    三台接触器或起动器必须一直试到指定的机械寿命

    如果都合格，则认为试验合格;如果有一台以上不合格，则认为试验不合格;如果有一台不合格，则

再试三台，一直试到指定的机械寿命，若不再有不合格，则认为试验合格。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总共有二

台或更多台不合格，则认为试验不合格。

    注:单八制试验和双三制试验方法的确定客观上是基于对接触器或起动器有限数量的试验结果采用基本相同的统

        计特性(可接受质量水平 10%)

B. 3 电寿命

B.3.T 总则

    接触器和起动器的电寿命用相应于表B. 1所规定的条件下，不修理和不更换任何零部件所能承受

的有载操作次数来表示。

    对于星一三角起动器、两级自藕减压起动器和转子变阻式起动器，操作在不同使用条件下变化很

大，因此很难确定适当的试验条件标准值。但是推荐制造厂规定确定条件下的起动器寿命，这个电寿命

可从相应的起动器部件的试验结果中估算出。

    对于使用类别AC-3和AC-4，试验电路应由电感和电阻组成，以便给出表B. 1规定的电流、电压和

功率因数。特别是使用类别AC-4,应采用接通和分断能力的试验电路，见9. 3. 3. 5. 2 0

    在所有情况下，操作速度应由制造厂选择。

    当试验电流和试验电压在下列偏差范围内时，试验有效

    -一电流士5%;
    — 电压士5%0

    试验应在符合 B. 2. 2. 1和B.2.2.2规定条件的接触器或起动器上进行，如适用的话，可采用

B. 2. 2, 3的试验程序，但不允许更换触头

    电寿命试验后，接触器或起动器应满足9. 3. 3. 2规定的操作要求，并应能承受2U。但不小于，00 V

的介电性能试验，施加部位见9.3.3.4.2a)1)o

    对于起动器，如果配备的接触器已通过了等效的电寿命试验，起动器可不必重复进行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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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1 不 同使用类别下验证 电寿命的接通和分断条件

使 用类 别 额定工作电流/A
接 通 分 断

L/ 1, U/U -4或L/R/ms ]/I U, /U cos4或L/R/ms

AC-1 全部值 1 1 0.95 1 1 0.95

AC-2 全部值 2.5 1 0. 65 2.5 1 0. 65

AC-3

I蕊17 6 1 0. 65 1 0. 17 0.65

I,>17 6 1 0. 35 1 0.17 0.35

AC -4

I镇17 6 1 0. 65 6 1 0.65

1,>17 6 1 0. 35 6 1 0. 35

DC- 1 全部值 1 1 1 1 1 1

DC-3 全部值 2. 5 1 2 2. 5 1 2

DC S 全部值 2 5 1 7. 5 2. 5 1 7. 5

I 额定工作电流。

口— 额定工作电压

  I— 接通电流

      交流接通电流用有效值表示，但对称电流的峰值在相应的电路功率因数F可能会呈现出较高值。

U— 外施 电压

u,— 工频或直 流恢 复电压

I, 分断电流。

注:cosd的误差为士。.05;

    LIR的误差为士巧%。

B. 4 起动器和相应的 SCPD在 交点电流 的协调配合

B. 4. 1 总则和定义

B. 4. 1. 1 总则

    本附录规定了验证起 动器和 SCPD在起 动器和 SCPD制造厂提供 的时间 一电流特性交点 电流 I_

附近的特性及验证8. 2.5.1中所述的协调配合类型的不同的试验方法。

    起动器和SCPD在交点电流附近的协调配合可用B. 4. 4特殊试验中规定的直接法验证，对于“2"

型协调配合，也可用B. 4. 5中规定的间接法验证。

B.4.1.2 定义

B. 4. 1. 2. 1 交点电流几

    表征过载继电器和相应SCPD的时间一电流特性的平均曲线或规定曲线的交点处的电流

      往:平均曲线是指由制造厂提供的时间一电流特性误差推算出来的平均值构成的曲线。

B. 4. 1. 2. 2 试验电流Ira

    试验电流大于几，该电流由制造厂规定并包括误差在内，按表B. 2的规定进行验证。

B.4.1.2.3 接触器/起动器时间一电流特性耐受能力

    接触器/起动器随时间变化能承受的电流的曲线

B. 4. 2 用直接法验证交点电流的协调配合的试验条件

    起动器及相应的SCPD应像正常使用一样安装和接线，所有试验均自冷态开始

B.4.3 试验电流和试验电路

    除瞬态恢复电压不需调整外，试验电路应符合GB/T 14048. 1-200。中8.3.3.5.2的规定 试验
                                                                                                                                                                      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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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为:

    — 。.75 Iro一呈洲和

    —     1. 25 1,0-言%

    试验电路的功率因数应符合表7的规定。对于高阻抗的小继电器，则主要使用电感器以获得尽可

能低的功率因数，恢复电压为额定工作电压的1.05倍
    SCPD应如8. 2. 5. 1所述且具有与9.3.4. 2试验中所使用的SCPD相同的额定值及特性。

    若开关电器是接触器，其线圈应由一独立的电源供电，该电源电压为接触器线圈的额定控制电源电

压，连接方式应当使得过载继电器动作时接触器断开

B. 4. 4 试验程序及试验结果

B. 4. 4. 1 试验程序

    起动器和SCPD保持闭合，由另外的接通电器接通符合B. 4. 3规定的试验电流，任何情况下试验

电器均处于室温条件。

    每次试验后均需要检查SCPD，如有必要，使过载继电器和断路器的脱扣器复位，或当至少有一相

熔断器熔断时，更换全部熔断器。

B. 4. 4. 2 试验结果

    B. 4. 3中较小电流试验后，SCPD不应动作而过载继电器或脱扣器动作使起动器断开，起动器应无

损坏 。

    B. 4. 3中较大电流试验后，SCPD应在起动器之前动作，起动器应满足9.3.4.2.3中制造厂规定的

相应协调配合类型的条件。

B. 4. 5 用间接法验证交点电流的协调配合特性

    注 对“1;型协调配合，间接法可能会不同于附录B中所述，其方法尚在考虑中 因此，间接法仅适用于对“20型协

          调配 合

    当验证交点电流的协调配合特性满足下述条件时，间接法可由一曲线图(见图B. 1)得出结论:

    — 由制造厂提供自冷态起动的过载继电器/脱扣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应能指明脱扣时间是如何

        随电流上升(至少至I,.)而变化的;这一曲线在电流小于I,。时应位于SCPD时间一电流特性

          的下方 。

    — 几(见B.4.5.1)应大于几;

    — 接触器时间一电流耐受特性(见B. 4. 5. 2 )在电流小于I,。时应位于过载继电器时间一电流特

        性(自冷态起动)的上方。

B. 4. 5. 1 电流I‘试验

    9.3.4.1适用，并补充如下规定:

    — 试验程序:接触器或起动器应能按表B. 2规定的条件和操作次数接通和分断试验电流 I'd，进

        行试验时电路中不接人SCPD,

                                          表 B.2 试验条件

认 /队 cos4 通电时间"/s 间隔时 间/5 操作 次数

Id 1.05 0.05 3

    功率因数的选择见GB/T 14048. 1一200。中表 16;

b 若触头在重新断开之前已完全闭合到底，允许小于。.05 s;

    见表 7a。

— La电流试验过程及试后接触器或起动器的性能:

a) 试验过程中，不应发生持续燃弧、相间飞弧、接地回路中的熔断体熔断(见9.3.4.1.2)或触头

    熔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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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试后性能:

        1) 当接触器或起动器由适当的控制方式进行操作时，触头应能正确动作;

        2) 接触器或起动器应通过介电性能试验，试验电压实际上为正弦，电压值为2U。但不小于

            1 000 V，试验电压按9. 3. 3. 4. 2a)1)的规定施加5 S.

B.4.5.2 接触器/起动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耐受能力

    该特性由制造厂确定，而数值是根据9. 3.5规定的试验获得，并综合过载电流及其耐受时间(见

8.2.4. 4)确定了至少至1,。的特性。

    该特性对在室温下开始的过载电流是有效的。接触器在这样两个过载试验之间所需的最小冷却时

间由制造 厂确定 。

时间血 过载缝电器
5( PD

一 -一~一
过载继电器时间一电流特性热

                  损坏极限值

人J>人n 电流

a— 自冷态起的过载继电器时间 电流特性平均曲线;

b— 接触器时间 电流特性耐受能力。

                                        a) 与熔断断路器配合

时间

SC PD

过载继电器时间一电流特性热
                  损坏极限值

11>I. 电流

a— 自冷态起的过载继电器时间一电流特性平均曲线;

b— 接触器时间一电流特性耐受能力.

                                      b) 与断路器配合

                            圈B1 时间一电流耐受特性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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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低压接触器和起动器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引言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可变因素有关，诸如:大气条件、所用绝缘的类型、爬电途

径的配置以及使用该电器的系统情况等，所以为选择正确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规定一套简单的规则

是不 可能的。

    因此，本附录试图作为最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指导，这些数据是根据各国标准中已经使用过的

数据拟订的，并且在使用这些标准的大多数国家中，普遍认为在正常工业条件下及系统条件下可获得满

意 的工 作。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达到对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有更好的了解，并由此确定一套更全面的规范

C. 1 范 围

    本附录的建议适用于在本部分中规定的低压接触器和起动器，适用于本部分7.1.3.2所规定的空

气中和正常大气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当大气条件不同于正常情况时，应当考虑到可以选用外壳或采用

较大的爬电距离。满足本附录的要求并不意味着电器能满足本部分的试验要求。

    本附录的建议不适用于已规定了U}。的电器，也不适用于隔离用电器，它们应符合8. 1. 3和

9.3. 3.4规定的要求。

C. 2 定义

C. 3 总则

C. 3. 1 建议将绝缘部件设计成带筋的表面以阻断导电沉积物所形成的通路。

C. 3.2 推荐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适用于不出现电弧的部件。在电弧附近或存在游离气体的区域

内，本部分7. 1.3.2规定的正常大气条件是不存在的，故必须采用较大的数值。

C. 3. 3 推荐的电气间隙不适用于在断开位置同极触头之间的气隙

C. 3.4 仅仅涂有清漆或搪瓷的导电部分，或仅由氧化层或类似方法保护的导电部分不能认为是绝

缘 的

C. 3. 5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保持推荐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a) 无外部电气连接时，或用规定的型式和尺寸的绝缘导线或裸导线按制造厂的说明书连接时;

    b) 考虑到最大允许制造公差，在可更换部件更换后;

    C) 考虑到由于温度、老化、冲击和振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可能变形，或由于电器预期承受的短路条

        件所产生 的可能变形。

C. 4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确定

    确定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C. 4门 如果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被一个或几个金属件分成几段，则这些金属件之间的各段中之一段

的距离应至少具有规定的最小值，或距离最大的二段之和至少是规定最小值的1. 25倍。长度小于

2 mm的各个分段不应计人总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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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 2 确定爬电距离时，对宽度和深度至少为2 mm的槽，沿槽的轮廓线测量。宽度和深度小于2 mm

的槽或容易堆积脏物的任何槽应忽略不计，而仅沿直线距离测量。

C.4.3

狈9量 :

确定爬电距离时，高度小于2 mm的筋略去不计。对于高度不小于2 mm的筋，按下述规定

若筋为部件的组成部分(如靠浇铸或焊接而成)，沿轮廓测量;

— 若筋不是部件的组成部分，沿接缝长度或筋的轮廓测量，取其较小者。

C. 4.4 以上建议的具体应用见GB/T 14048. 1-200。中附录G中例1一例11.

C.5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C. 5. 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数值列于表C. 1，此值为额定绝缘电压U，和额定工作电流1。的函数

C.5.2 给出两个带电部件(L-L)之间和带电部件与外露导电部件(L-A)之间的电气间隙。带电部件
与接地部件之间(不认为有偶然性危险)的距离可用相应电压的L-L值来规定

C. 5. 3 爬电距离的数值与绝缘材料和绝缘件的形状有关

    表C. 1中a栏材料为:

    1) 陶瓷 (冻石、瓷);

    2) 设计有筋或近似垂直表面的其他种类的绝缘材料，经验表明用陶瓷材料的爬电距离可获得满

意 的工作 。

    注 这些材料可具有至少 140 V的相比漏电起痕指数(GB/T 4207-1984)例如酚醛塑料

    表C. 1中b栏材料为:所有其他情况。

    表中所列的数值为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表 C. 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 — — 电气商蔽而而 一 爬电距离/mm

表C. 1的数值适用于本部分7.1.3.2规定的大气条件 对于更严酷的条件和海上工作，爬电跄离应至少

按 b栏选用

当电气间隙 L-A行大于a栏和 b栏所规定的相应的爬电距离时，带电部件至外露导电部件的爬电距离应

不小于电气间隙

控制电路和辅助电路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取 I簇63 A栏所列数值;

主电路带电部件与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带电部件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取相应于接触器或起动器

额定工作电流 I。的 L-L栏所列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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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 附录)

提 交制造 厂与用户协议的条款

注:就本附录而言

      一“协议”包括非常广泛的内容;

    — “用户”包括试验站。

GB/T 14048.1-200。附录J与本部分有关的条款、分条款均适用，并补充如下:

本部分的条款

及分条款号
项 目

1.2.3 有关双向起动器、点动和反向制动的附加要求

5.3.4.3注 间断工作制起动器的过载保护

5. 3. 5. 5. 3 起动时间超过15 s的自藕减压起动器的两次连续起动之间的时间间隔

5. 4 表 1规定的使用类别以外的使用类别

5. 7. 2 瞬时过流继电器或脱扣器的特殊用途和除 5. 7.2规定以外的继电器或脱扣器的特殊用途

5. 7. 3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转子线路的保护

5.7.3 自锅减压起动器自藕变压器的保护

5. 7. 5 过载继电器时间 电流特性的偏差(由制造厂说明)

5. 10. 2 自动加速控制装置的特性

5. 11 ;5. 12

连接线的性质和尺寸

a) 自祸减压器与自藕变压器之间，若 自祸变压器是分开提供的

b) 转子变阻式起动器和电阻器之间，若电阻器是分开提供的条款a)及b)的协议将按具体

    情况在起动器制造厂、变压器制造厂或电阻器制造厂之间作出结论

8. 2. 2. 6. 3 特殊规格绕组的额定值(由制造厂确定)

表 7 在接通和分断试验期间进行接通时的接通条件的验证(与制造厂协商)

表 12 L>1 600 A的电器的限制短路电流试验的预期电流“尸的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