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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IEC62606:2013《电弧故障保护电器(AFDD)

一般要求》第1版。
本标准与IEC62606:2013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删去了与我国无关的其他国家注。
———删去额定电压120V下的要求和试验。
———表1中增加注a。说明试验电弧电流是试验电路中发生燃弧前的预期电流,与表3的试验电

弧电流规定相同。同时删去9.9.2.1中“考虑到试验过程中电弧电压值,通过施加将额定电压

降低50V,以获取在电缆试品没有产生电弧时试验电流的调整。”一段。试验方法中凡涉及采

用最低试验电流2.5A的地方均改为3A。
———8.2.2增加注:3极和4极的AFDD在研究中。
———8.2.3中修改了3处引用条款笔误,“9.7.2”改为“9.7.3”。
———9.9.1修改为具有多个额定频率的AFDD,试验应在每一个频率下进行。
———9.9.5.2中第2段中将“电弧发生器”修改为“电缆试品”。同时修改图16,将“电弧发生器”修改

为“电缆试品”,其支路的AFDD改为CB。
———9.11.2.2中修改了6处引用条款笔误。
———修改图8。将“1.27mm”改为“3mm”,与9.9.3.2的描述一致。
———附录E中,对于符合4.1.2分类的AFDD,补充了相关的型式试验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习羽电子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科电器科技有限

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杭州鸿世电器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系统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施耐

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巨邦电气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上海精益电器厂

有限公司、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苏州路美思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开普电

器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法泰电器(江苏)股份有

限公司、环宇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三信国际电器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明日电器设

备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盛安达电子有限公司、天津市华明合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江苏凯隆电器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金琰、周积刚、岑国训、龚骏昌、施惠冬。
本标准参与起草人:施强、包章尧、竺红卫、周磊、波官勇、袁科锋、余昉、章克强、陈景正、王先锋、

邹建华、范建国、王谦、薛涵、李丽芳、侯高丰、苏邯林、冷岩、胡少英、姜和平、吴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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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对电弧故障保护电器(AFDD)规定必要的技术要求和试验程序。AFDD由专业人

员安装在家用和类似场所以降低其下端电气火灾危险。
众所周知,剩余电流保护器(RCD)可以通过检测电气装置内的泄漏电流和由电痕化电流引起的对

地燃弧而有效降低火灾危险。然而事实上RCD、熔断器或小型断路器(MCB)不能降低由带电导体之间

的串联电弧或并联电弧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
在串联电弧故障发生时,由于没有产生对地泄漏电流,因而RCD无法检测到这类故障。而且串联

电弧的故障阻抗降低了负载电流,使得电流低于 MCB或熔断器的脱扣阈值。在相线与中性导体之间

产生并联电弧的情况下,电流仅受限于装置的阻抗。最严重的情况是偶发电弧,传统的断路器并不是为

此目的而设计的。
实践经验和现有的信息证实,引发火灾的接地故障电流的均方根值不能局限于50/60Hz的额定电

源频率,可能包括测试RCD时不考虑的较高频谱。
已经认识到电气装置内部的着火危险也可能是三相电气装置中性线断开引起的过电压的结果。
本标准包括专门安装在固定电气装置一个或多个终端电路进线端的配电板上的AF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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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故障保护电器(AFDD)的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交流电路的电弧故障保护电器,以下称作AFDD。本标准规定了

AFDD的技术要求和试验程序。
注1:AFDD类似于美国的AFCI“电弧故障断路器”。

AFDD可由制造厂设计为:
———具有断开机构的单一装置,能在规定条件下断开被保护电路;或
———作为一种与保护电器组合在一起的单一装置;或
———作为独立单元,按附录D与声明的保护电器现场组装。
所组合的保护电器应是符合GB10963.1—2005的断路器或符合GB16916.1—2014、GB16917.1—

2014、GB22794—2008的剩余电流保护器(RCD)。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持续燃弧,由于电弧故障电流的影响,会引起着火危险。这些装置预期降低固定

电气装置终端电路的火灾危险。
三相电气装置中性线断开引起的过电压,从而引起的着火,也可用此类装置来保护,作为一种附加

的选择,见9.22。
注2:电痕化电流引起燃弧,从而可能引起着火。

本标准适用于在规定条件下能够执行检测燃弧电流、将燃弧电流与火灾危险动作值比较以及当燃

弧电流超过动作值时断开被保护电路等功能的装置。
符合本标准的AFDD适用于IT系统,带不可断开中性线的AFDD除外。
最大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240V。符合本标准的AFDD是由相与中性线供电。
最大额定电流(In)交流不超过63A。
本标准不包括由被保护电路以外电路供电或由电池供电的AFDD。

AFDD预期由非专业人员操作,不需要维修且提供隔离。
对于以下产品,可能需要特殊要求:
———与家用或类似一般用途的插头和插座或电器耦合器组合在一起的AFDD;
———预期使用在50Hz或60Hz以外频率下的AFDD。
注3:对于装入插头、插座的AFDD或专用于插头、插座的 AFDD,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可以与GB2099.1一起使用

(适用时)。

当电源侧可能发生过高的过电压时,可能需要特殊措施(如电涌保护器)。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正常的温度环境条件,这些条件适用于预期用于污染等级2环境的

AFDD。对于在严酷环境条件地区使用的AFDD,可补充必要的技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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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2099.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IEC60884-1:2006,MOD)

GB/T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交变湿热(12h+
12h循环)(IEC60068-2-30:2005,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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