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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４７９３《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目前分为７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１）；

———第２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和手操电流传感器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２）；

———第３部分：实验室用混合和搅拌设备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５１）；

———第４部分：实验室用处理医用材料的蒸压器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４１）；

———第５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探头组件的安全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

———第６部分：实验室用材料加热设备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１０）；

———第７部分：实验室用离心机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２０）。

注：上述部分的名称会随ＩＥＣ标准名称的变化而改变。

本部分为ＧＢ４７９３的第５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２００２《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０３１部分：

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探头组件的安全要求》（英文版）。其技术内容、文本结构以及表达形式与

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２００２完全等同。

为了方便使用，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略去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２００２的前言和“附录Ｄ（资料性附录）定义索引”的内容。

———对于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０３１：２００２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等同或修改采用作为我国标准的，本部

分用我国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其余没有等同或修改采用为我国标准

的国际标准，在本部分中均被直接引用。

本部分是对ＧＢ４７９３．５—２００１《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　电工测量和试验用手持探

头组件的特殊要求》（ＩＥＣ６１０１０２０３１：１９９３，ＩＤＴ）的修订。

本部分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因此除了１．１的注提到的内容以外，本部分的使用不需要参考

ＧＢ４７９３．１。

本部分与ＧＢ４７９３．５—２００１相比较有较大改动：结构重新进行了编排。对一些试验方法做了更详

细的阐述：

———增加了拉力试验；

———增加了挠曲／拉力试验；

———增加了旋转挠曲试验方法等。

本部分的附录Ａ、附录Ｂ和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电器设备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３８）归口。

本部分的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王麟琨、郑旭、柳晓菁、梅恪、欧阳劲松、方晓时、王建华、张桂玲、潘长清。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７９３．５—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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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

安全要求　第５部分：电工测量和试验用

手持探头组件的安全要求

１　范围与目的

１．１　范围

ＧＢ４７９３的本部分适用于下述各类型的手持和手操探头组件，以及专业用、工业过程用、教育用相

关附件。这些探头组件用来作为一种电气现象与试验或测量设备之间的接口。它们可以被固定地安装

在设备上，也可以是设备的可拆卸附件。

ａ）　低压和高压非衰减探头组件（Ａ型）：非衰减探头组件直接接入的额定电压值高于交流３３Ｖ有

效值、４６．７Ｖ峰值或直流７０Ｖ，但不超过６３ｋＶ。它们既不包含有源元件，也不具备分压功能

或信号调节功能，但可能包括熔断器之类的无源非衰减元件。

ｂ）　高压衰减或分压探头组件（Ｂ型）：衰减或分压式探头组件直接接入的二次电压的额定值高于

１ｋＶ，但不超过６３ｋＶ。分压功能可以全部在探头组件内实现，或在与本探头组件一同使用的

试验或测量设备中部分地实现。

ｃ）　低压衰减或分压探头组件（Ｃ型）：衰减、分压或其他信号调节探头组件直接接入的电压额定值

高于交流３３Ｖ有效值、４６．７Ｖ峰值或直流７０Ｖ，但不超过１ｋＶ交流有效值或１．５ｋＶ直流

值。信号调节功能可以全部在探头组件内实现，或在与本探头组件一同使用的试验或测量设

备中部分地实现。

注：不在Ａ型、Ｂ型或Ｃ型定义的范围中探头组件，或设计成低压电网电源供电的探头组件，或包括本部分中未特

殊规定的其他特征的探头组件还需满足ＧＢ４７９３中其他部分的相关要求。

１．２　目的

１．２．１　包括在本部分范围内的各方面的内容

规定ＧＢ４７９３本部分的目的是要确保所使用的结构的设计和方法能对操作人员和周围环境在以

下几个方面提供足够的防护：

ａ）　电击或电灼伤（见第６章、第１０章和第１１章）；

ｂ）　机械危险（见第７章、第８章和第１１章）；

ｃ）　过高温（见第９章）；

ｄ）　火焰从探头组件内向外蔓延（见第９章）。

注：要注意国家负责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部门可能已有规定的、现行的附加要求。

１．２．２　不包括在本部分范围内的各方面的内容

本部分不包括：

ａ）　探头组件的可靠性功能、性能或其他特性；

ｂ）　运输包装的有效性；

ｃ）　维修（修理）；

ｄ）　维修（修理）人员的防护。

注：可以预料到维修人员会相当认真地来对待各种明显的危险，但是在设计上还是要使用适当的方式来防止发生

意外事故，并且维修文档应指出任何残余危险。

１．３　鉴定

本部分也规定了通过检查和型式试验来鉴定探头组件是否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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