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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16895《低压电气装置》分为5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为多个子部分: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
———第4部分:安全防护;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6部分:检验;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文件是GB/T16895《低压电气装置》的第5-53部分。GB/T16895的第5部分已经发布了以下

子部分: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1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通用规则;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2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布线系统;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用于安全防护、隔离、通断、控制和监

测的电器;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其他设备;
———低压电气装置 第5-56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安全设施。
本文件代替 GB/T16895.4—1997《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53章: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GB/T16895.22—2004《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

选择和安装 隔离、开关和控制设备 第534节:过电压保护电器》,与 GB/T16895.4—1997、

GB/T16895.22—200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第530章中所有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见530.2和530.3);
———更改了除第531、534章外的所有条款(见2004年版的531、534);
———增加了第537节监测(见537章)。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364-5-53:2020《低压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用

于安全防护、隔离、通断、控制和监测的电器》。
本文件与IEC60364-5-53: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修改531.2.3.4.1的要求,根据中国市场的应用情况,增加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RCD的

适用性。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修改采用IEC60947-2:2019的GB/T14048.2—2020代替IEC60947-2:2016,IEC60947-
2:2019包括了IEC60947-2:2016的1号修改单的内容,被引用的内容无技术上的差异;

———为了便于标准使用,将530.3中术语部分的来源引用信息用 GB/T18802.11—2020代替

IEC61643-11:2011,被引用的内容无技术上的差异;
———根据GB/T1.1的规定,将531.3.1同级别的条款标题改为统一格式,删除了531.3.1的条

标题;
———修正文件中的笔误,将531.2.2.3b)最后一段改为列项;
———删除534.4.5.2的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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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条款536.1编号缺失,故将536.2编号改为536.1,后续条款编号相应调整;
———IEC60364-5-53:2020的附录F是其他国家的相关要求与我国无关,在本文件中删去。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设计分公司、上海电器

科学研究院、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兴电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福建阿古电务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中冶南方城市建设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栗惠、胡宏宇、黄兢业、马坤、陈彤、胡建平、刘中民、张铁明、甄灼、郭昌华、

王金贵、唐颖、赵昊裔、李柏。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7年首次发布为GB/T16895.4—1997;
———2004年首次发布为GB/T16895.22—2004;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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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6895(所有部分)对低压电气装置的安全防护、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检验,以及对特殊装

置或场所的安全要求有着指导性的作用。GB/T16895拟由六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评估和定义。目的是为低压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以及检验确

立安全规则,以避免在合理使用中的低压电气装置可能发生的对于人员、家畜和财产的危险和

损害,并保证电气装置的正常运行。
———第4部分:安全防护。包含4-41、4-42、4-43、4-44子部分,目的在于确立低压电气装置的电击

防护、热效应防护、过电流防护、电压骚扰和电磁骚扰防护的基本要求。
———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包含5-51、5-52、5-53、5-54、5-55、5-56子部分,目的在于依

据安全防护的基本要求,确立满足电气装置预期使用的功能要求和适合外界影响要求的通用

规则,以及确立对布线系统、隔离、通断和控制设备、接地配置和保护导体、低压发电设备及辅

助设备、安全设施及其供电系统等方面的电气设备选择和安装的要求。
———第6部分:检验。目的在于确立电气装置的初步检验和定期检验的要求。
———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包含7-701、7-702、7-703、7-704、7-705、7-706、7-710、

7-711、7-712、7-713、7-714、7-715、7-717、7-740、7-753子部分,目的在于为7-7××所属的特殊

装置或场所的电气装置确立补充和/或修改的电气安全要求。7-7××各子部分之间是相对独

立的,没有相关联系。
———第8部分:功能方面。包含8-1子部分,目的在于对电气装置设计、安装和运行时的能源效率

(EE)的评估提出要求、建议和方法。
上述第1部分、第4部分、第5部分和第6部分为通用性要求和规定(一般部分),一般情况下也适

用于第7部分(不注日期引用),但在特殊装置和场所中,第7部分提出了补充、修改或取代GB/T16895
第1部分、第4部分、第5部分和第6部分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本文件包含电气装置的选择和安装中涉及安全防护、隔离、通断、控制和监测的电器。详细内容列

在以下条款内:

530.4 一般及通用要求

530.5 设备的安装

531 电击防护设备

532 热效应防护电器和预防措施

533 过电流保护电器

534 瞬态过电压保护电器

535 保护电器的配合

536 隔离和通断

537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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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用于安全防护、隔离、通断、控制和监测的
电器

530.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下列事项要求:

a) 隔离、通断、控制、监测;和

b) 下列电器的选择和安装:

1) 隔离、通断、控制、监测电器;和

2) 符合安全保护措施的电器。

53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4048.2—2020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断路器(IEC60947-2:2019,MOD)

  注:GB/T14048.2—2020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0947-2:2016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16895.2—2017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2部分:安全防护 热效应保护(IEC60364-4-42:

2010,IDT)

GB/T16895.5—2012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3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IEC60364-4-43:

2008,IDT)

GB/T16895.21—2020 低压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 (IEC60364-4-41:

2017,IDT)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EC60664-1:

2007,IDT)

GB/T16916(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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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008(所有部分)]

  注:GB/T16916.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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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1008-1:2012,MOD)

  注:GB/T16916.2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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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008-2-1:1990,IDT)

  注:GB/T16916.2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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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008-2-2:1990,IDT)

GB/T16917(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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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1009(所有部分)]

  注:GB/T16917.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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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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