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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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404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第1部分。GB/T14048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断路器;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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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电动机保护器);
———第4-2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交流电动机用半导体控制器和起动器(含软起动器);
———第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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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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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开关;
———第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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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DB)的

要求;
———第5-4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小容量触头的性能评定方法 特殊试验;
———第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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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传感器和开关放大器的DC接口(NAMUR);
———第5-7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用于带模拟输出的接近设备的要求;
———第5-8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三位使能开关;
———第5-9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流量开关;
———第6-1部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
———第6-2部分:多功能电器(设备)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设备)(CPS);
———第7-1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
———第7-2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线端子排;
———第7-3部分:辅助器件 熔断器接线端子排的安全要求;
———第7-4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PCB接线端子排;
———第8部分:旋转电机用装入式热保护(PTC)控制单元;
———第9-1部分:电弧故障主动抑制系统 灭弧电器。
本文件代替GB/T14048.1—2012《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与GB/T14048.1—2012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本文件不适用的规定(见第1章);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明确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的符号为Iq或Icc,Iq用于起动器,Icc用于开关和断路器(见5.3.6.4);
———增加了开关电器的极阻抗的规定,删除了通断操作过电压的要求(见5.3.7,2012年版的4.9);
———增加了环境信息的规定(见第6章);
———增加了“爬电距离用绝缘配合隔板”和“电气间隙用绝缘配合隔板”的要求(见8.1.4.2和

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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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保护接地连续性的要求和试验(见8.1.10.4和9.2.9);
———介电性能增加了直流耐受电压要求(见8.2.3);
———增加了“特殊试验”(见9.1.5);
———增加了附录K(规范性)确定功能安全性应用中所用机电式电器可靠性数据的步骤;
———增加了附录 W(规范性)制定材料声明的程序;
———增加了附录X(规范性)断路器或CPS与串联在同一电路中的另一台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

配合。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0947-1:202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本文件与IEC60947-1:2020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3.1对应IEC60947-1:2020的3.3,3.2对应IEC60947-1:2020的3.8,3.3对应IEC60947-1:

2020的3.9;
———将 W.3删除,后面章条号顺延;
———索引对应IEC60947-1:2020的3.2。
本文件与IEC60947-1:2020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408替换了IEC60695-11-10:2013,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

操作性(见9.2.2.2、表 M.1、表 M.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893.2替换了ISO3864-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

6.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4824替换了CISPR1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8.3.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5169.12替换了IEC60695-2-1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8.1.2.2);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9254.1替换了CISPR3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

8.3.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1026.2替换了IEC60216-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8.2.2.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3539.1替换了IEC60269-1:2006/AMD2:201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

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X.6.4);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4048.2—2020替换了IEC60947-2:2016/AMD1:2019,以适应我国

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X.5.3、X.6.2、X.6.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4048.5替换了IEC60947-5-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8.1.7.2、S.3.2.3.3.5、S.4.3.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4048.16替换了IEC60947-8,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L.6.1.2.4);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3替换了IEC61000-4-3,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4.2.3、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4替换了IEC61000-4-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4.2.5、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5替换了IEC61000-4-5,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4.2.6、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6替换了IEC61000-4-6,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4.2.4、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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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8替换了IEC61000-4-8,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9.4.2.7、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11替换了IEC61000-4-1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9.4.2.8、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6.34替换了IEC61000-4-34,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

性(见9.4.2.8、表23);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7627—2019替换了IEC61180:2016,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为

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见9.3.3.4.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Z17799.6替换了IEC61000-6-5,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9.4.2.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8216.2替换了IEC61557-2,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见表Q.1);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6935.1—2023替换了IEC60664-1:2007,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

加可操作性(8.2.3.1、表19、N.3.2.2);
———标志中增加了“合格标记或认证标志(如适用)”(见6.2);
———在所采标IEC版本中附录I为空白,但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气候条件多变,本文件在附录

I中补充规定了低压电器的耐湿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附录I中规定,对于预期用于周围空气

温度不超过40℃的电器,优先采用高温温度为40℃、周期数为6昼夜的严酷等级进行试

验,对于预期用于周围空气温度上限值高于40℃而不超过55℃的电器,可参考附录Q中的

相关规定进行试验(见附录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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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开关制造有限

公司(原常熟开关厂)、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

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人民电器有限公司、杭州之江开关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 ABB低压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思贝尔电气有限公司、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
泰科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浙江金莱勒电气有限公司、浙江科瑞普电气

有限公司、苏州万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正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鼎信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宝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华通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明晖智能电气有限公

司、瑞睿电气(浙江)有限公司、新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乐星电气(无锡)有
限公司、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长城电器集团浙江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奇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帝森克罗德集团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美高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共立自动化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江苏米特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公牛低压电气有

限公司、深圳市威可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实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洛乘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百宸电气有限公司、加西亚电子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乾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量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奥来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奔一电

气有限公司、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尹天文、季慧玉、管瑞良、肖体锋、张广智、刘振忠、范琨、吴建宾、汪芳、栗惠、

葛世伟、包志舟、戴水东、林清泉、苏海超、傅凯、高伟、杨景丛、范林、胡昌勇、程玉标、郭德鑫、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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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磊、王志勇、刘忠、徐波、吴起军、夏初阳、陈俊、武建波、朱林、叶高培、刘明、冯立本、陈梁、王剑锋、
徐象兵、彭君、张建兴、张慎虎、郝明、何凯强、陈雪琴、包革、薛建虎、潘斌华、黄正乾、杨剑锋、张新雨、
曾谊、许文良、林凯、王仁远、张协利。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3首次发布为GB/T14048.1—1993、2000年第一次修订、2006年第二次修订、2012年第三

次修订;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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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量大面广,产品涉及如:断路器、隔离器、隔离开关与熔断器组合电器、接
触器和起动器等,被广泛地用于机械、电力、电子等各个领域,涉及电能的控制、配送等多个方面。

GB/T1404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是指导我国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关产品的重要系列标

准,拟由25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总体要求。
———第2部分:断路器。目的在于规定断路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目的在于规定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

及熔断器组合电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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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电动机保护器)。目

的在于规定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含电动机保护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

关要求。
———第4-2部分: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交流电动机用半导体控制器和起动器(含软起动器)。

目的在于规定交流电动机用半导体控制器和起动器(含软起动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

品相关要求。
———第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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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

于规定非电动机负载用交流半导体控制器和接触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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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规定机电式控制电

路电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2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开关。目的在于规定接近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

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3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在故障条件下具有规定功能的接近开关(PDDB)的要

求。目的在于规定在故障条件下具有确定功能的接近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

要求。
———第5-4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小容量触头的性能评定方法 特殊试验。目的在于

规定小容量触头的性能评定中的特殊试验要求。
———第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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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

规定具有机械锁闩功能的电气紧急制动装置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6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接近传感器和开关放大器的DC接口(NAMUR)。

目的在于规定接近传感器和开关放大器的DC接口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7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用于带模拟输出的接近设备的要求。目的在于规定

用于带模拟输出的接近设备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8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三位使能开关。目的在于规定三位使能开关的性能

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5-9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流量开关。目的在于规定流量开关的性能要求及试

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6-1部分:多功能电器 转换开关电器。目的在于规定转换开关电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

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6-2部分:多功能电器(设备) 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设备)(CPS)。目的在于规定控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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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开关电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7-1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目的在于规定铜导体的接线端子排的性能要

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7-2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线端子排。目的在于规定铜导体的保护导体接

线端子排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7-3部分:辅助器件 熔断器接线端子排的安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熔断器接线端子排的

安全相关要求。
———第7-4部分:辅助器件 铜导体的PCB接线端子排。目的在于规定铜导体的PCB接线端子排

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7-5部分:辅助器件 铝导体的接线端子排。目的在于规定铝导体的接线端子排的性能要

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8部分:旋转电机用装入式热保护(PTC)控制单元。目的在于规定旋转电机用装入式热保

护(PTC)控制单元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9-1部分:电弧故障主动抑制系统 灭弧电器。目的在于规定灭弧电器的性能要求及试验

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第9-2部分:电弧故障主动抑制系统 基于光信号的内部电弧探测和抑制设备。目的在于规

定基于光信号的内部电弧探测和抑制设备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等产品相关要求。
本文件的目的是尽可能协调适用于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基本性能的所有规则和要求,以便在

相应的设备范围内获得统一的要求和试验,避免同一产品需要根据不同标准进行试验。
本文件中包含了各类产品标准中所有被认为是基本要求的内容以及具有广泛意义和应用的特定项

目,例如温升、介电性能等。
对于每种类型的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确定其所有要求和试验只需两个主要标准:

a) 本文件,在各类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标准中简称:“第1部分”或“GB/T14048.1”;

b) 相关的产品标准,在下文中称作“相关产品标准”或“本系列产品标准”。
对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产品标准的一般规则,在产品标准中应明确,并标出引用GB/T14048.1文件

的相关条款和子条款编号,例如:GB/T14048.1—2023中7.2。
只有在有充分的技术理由时,特定的产品标准才可以与一般规则有所不同。
注:本文件中所提及的“产品标准”均指“GB/T14048系列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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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一般规则和通用安全要求,它包括:
———定义;
———特性;
———电器的有关资料;
———正常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以及停用和拆卸;
———结构和性能要求;
———特性和性能验证;
———能效因素(见附录V);
———环境因素。
本文件适用于(当相关产品标准有要求时)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以下简称“设备”或“电

器”),该设备或电器用于连接至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或直流不超过1500V的电路。1)

1) 交流额定电压1140V的电器可参照本文件执行。有关电器的性能等要求由制造商和用户协商确定。

本文件不适用于:
———IEC61439(所有部分)涉及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如适用;
———铝导体连接用接线端子;
注:铝导体的接线端子在下一修订版中考虑。

———在爆炸性环境中使用[见IEC60079(所有部分)];
———功能安全应用的软件和固件要求(见GB/T20438.3);
———网络安全因素[见IEC62443(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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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08 塑料 燃烧性能的测定 水平法和垂直法(GB/T2408—2021,IEC60695-11-10:

2013,MOD)

GB/T2421—2020 环境试验 概述和指南(IEC60068-1:2013,IDT)

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IEC60068-2-
1:2007,IDT)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EC60068-2-
2:2007,IDT)

GB/T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IEC60068-2-
78:2012,IDT)

1

GB/T14048.1—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