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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的第 6章、第 8章、第 9章、第 10章 、第 l1章 、跗录 A、 附录 B、 附录 F、 附录 G、 附录 J、 附录 Κ、

附录 N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GB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各》系列标准计划发布如下部分 :

——第 1部分 :总则 ;

——第 2部分 :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各 ;

——第 3部分 :由 =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DBO);
——第 奎部分 :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 ;

——第 5部分 :公用电网电力配电成套设备 ;

——第 6部分 :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

——第 7部分 :特定应用的成套设各——如码头、露营地、市集广场、电动车辆充电站 ;

——第 10部分 :规定成套设备的指南。

本部分为 GB7251的第 6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 zO09给 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7251.2-2006《 低压成套开关设各和控制设备 第 2部分 :对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

槽)的特殊要求》,与 GB7251.2—⒛06相 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调整 GB7251.1中关于结构和技术内容的部分 ;

——介绍相应的新验证方法 ;

——修改电阻、电抗和阻抗测量与计算中的矛盾。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EC6143卜6:2012《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各 第 6部分 :母线干

线系统(母线槽)》 。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各和控制设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6)归 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 :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天津天砖 电控配电有限公司 1国 家电控配电

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大全集团有限公司、余姚市电力设备修造厂、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市半径电

力铜材有限公司、江苏华鹏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成都科星电力电器有限公司、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珠海光乐电力母线槽有限公司、吉林龙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镇江西门

子母线有限公司、江苏江城电气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王 阳、张磊、崔静、刘洁、段毅、王沙、张庆、裴军、夏惠均、陈昕、陈剑、陈庆周、

张伟民、胡新明、肖荣、丁志东、雷清华、李岩、李飞、陈定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 :

— GB7251.2— 1997,GB7251.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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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6部分 :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槽 )

1 范围

注 1:贯穿于本部分中的缩写BTS用于母线干线系统。涉及到第1部分时,术语
“
成套设备”简称

“
BTs”。

GB7251的 本部分规定了下述低压成套设备 (见 3.101)的定义、使用条件、结构要求、技术特性和验

证要求 :

——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000V,直流不超过 1500V的成套设备 ;

——与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以及控制电能消耗的设各配套使用的成套设各 ;

——为特殊条件而设计的成套设备 ,例如船舶、铁路和民用 (非专业人员操作),只要符合相关的特

定要求 ;

注2:IEC6009⒉ 302包含了船舶用成套设备的补充要求。
——为机器的电气设备而设计的成套设各 ,IEC60⒛ 4包含了构成机器组成部分的成套设各的补

充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一次性设计、制造和检验的或完全标准化批量制造的成套设备。

进行生产和/或组装的可以不是初始制造商 (见第 1部分 3.10.1和 3.10.2)。

本部分不适用于符合各 自相关产品标准的单独器件和 自成一体的组件 ,诸如电机启动器、刀熔开

关、电子设备等。

本部分不适用于 GB7251的其他部分中特定类型的成套设各、GB13961—⒛08中 的电源轨道系

统、GB/T19215(所 有部分 )中 的电缆槽和管道系统及 IEC61534(所有部分)中 的动力轨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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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⒛13的本章适用。

增加 :

GB7251.1— zO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各和控制设各 第 1部分 :总则 (IEC6143Ⅱ 1:2o11,IDT)

GB/T18380.31— zO08 电缆和光缆在火焰条件下的燃烧试验 (第 31部分 ):垂直安装的成束电线

电缆火焰垂直蔓延试验 试验装置 (IEC60332司 -10:zO00,IDT)

IEC60439讫 :2000 低压成套开关设各和控制设各 第 2部分 :对母线干线系统 (母线槽)的特殊

要求[Low voltage swk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忆 s Part2:Partkular requirements for busbar

trunhng systems(busways)彐

IEC61786:1998 关 于人 体暴露 的低频磁 场 和 电场 的测 量-对设 备 的特殊 要 求 和测 量 指 南 (Measˉ

urement of low￡ requency magnetic and electric fields with regard to exposure of human beings— —Spe-

cial requirements for instruments and guidance￡ or measurements)

IsO834-1:1999 耐火试验 建筑结构组件  第 1部 分 :基 本要求 (Fir⒐resistance tests—

Elements o￡ buⅡding construction— —Part1:General requirements)



GB7251.6-2015/IEC61439-6:2012

3 术语和定义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2013的 本章适用。

增加定义 :

3.101

母线干线系统 busbar trunking systems;BTs

母线槽 busways

为所有类型的负载配电和控制电能 , 用途 ,导体系统形式的封闭成套设备。

该导体系统由管道、槽或相似外

E来源修订后的 IEC

注 1:成套设备的定义

注 2:母线干线系

——带或不带分
——换相 、膨

——分接单

——用于通

注 3:术语

3.102

母线干

母线干

接 的连接件

注:母线

3.103

他单元连

母线干线

莛 接在一

3.104

带分接装置的 with tapˉ off faci1i-

由初始制造商预先制

3.105

滑触式分接母线干线单元 tap-off faCⅡ iths;BTU with

troⅡley-type tap-off facilities

允许使用滚轮型或滑触型分接单元的母线干线单元。

3.106

母线干线变容单元 bⅡsbar trmking adapter u⒒it;adapter BTU

用于连接同一系统中不同型号或不同额定电流的两种单元的母线干线单元。

3.107

母线干线热膨胀单元 busbar tmnkiⅡ g thermaⅡ expansion un二 t;theΠmaⅡ expansion引 m
允许由于系统的热膨胀在母线干线通道轴向有一定移动量的母线干线单元。

注:此术语不预设哪个部仵允许移动,例如:外壳内的导体或导体和外壳同时。

3.108

母线干线换相单元 busbar trunking phase tromspesition uuit;phase transposition BTU

用于改变相导体相应位置以平衡感抗或改变相的排列位置 (如 :L1乇2-L3-N转换成 N-L3-L2-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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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母线干线单元 。

3.109

母线干线弯 曲单元 nexbIe busbar trⅡ nking Ⅱnit;aeXb1e BTu

导体和外壳设计成安装时允许转换为指定方 向的母线干线单元 。

3.110

母线干线馈电单元  busbar t叩nking feeder mit;feeder BTU

用作进线单元 的母线干线单元 。

注:进线单元的定义见 GB7251.1-2013的 3.1.9。

3.1ll

分接单元 tap-off unit

从母线干线单元分接出电源的出线单元 ,可 以是 固定 的也可 以是移动的。

注 1:出线单元、固定式部件和移动式部件的定义见 GB7251.1-2013的 3.1.10、 3.2.1和 3.2.2。

注 2:插人式分接单元是可手动操作进行连接和分离的一种移动式分接单元(见 8.5.2)。

3.112

用于 建 筑 移 动 结 构 的 母 线 干 线 单 元  busbar trunking mit for bu二 Iding movements;BTU for

bⅡilding血ovements

允许建筑物由于热膨胀、收缩和/或弯曲而移动的母线干线单元。

3.113

母线干线火焰挡板单元  busbar trunking Ⅱre barrier unit;nre barrier B"

火焰条件下 ,用于在规定时间内防止火焰穿透建筑结构蔓延的母线干线单元或其一部分。

4 符号和缩略语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⒛13的本章适用。

增加 :

符号/缩略语 术语 章条编号

母线干线系统的温度系数 5.3.1

电路的温度系数 5,3.2

电路的安装系数 5.3.2

R,X,Z 相导体和故障回路特性 5.lO1

5 接口特性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 l-2013的本章适用。

5.1 通则

代替 :

母线干线系统的性能应保证所连接电路的额定值和安装条件兼容 ,而且应 由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

按照 5.2~5.6和 5.101~5.102确 定的准则进行说明。

资料性附录 C中的规范清单用于帮助用户和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达到此 目的 ,无论用户是否 :

——选择性能满足要求且符合本部分要求的目录产品 ;和 /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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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商达成具体协议。

注 :附录 C也与第 6条和第 7条中的主题相关。

在某些情况下 ,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提供的资料可代替协议 。

5.2.4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⑾×成套设备的)

代替注释 :

注:除非另有规定,按照GB7251.1-2013的 表 G.1中 给出的过电压类别Ⅳ(安装等级的原点)或Ⅲ(配电电路等级)

选择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5.3.1 成套设备的额定电流 (【泌)

增加 :

注4:母线干线系统不是在母线干线通道的一端装有一个进线单元时(例如:进线单元不是安装在母线干线系统的

一端,或者有一个以上进线单元),用户和制造商之间应就额定电流达成协议。

额定电流应用于特定的安装方向(见 5.3.2)。 对于水平母线干线系统中短的垂直部分 (例如 ,小 于

3m的长度),安装方向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可说明不同空气温度时母线干线系统的额定电流 ,例如 ,通过下列公式 :

J′nA~妩Ar诅

式 中 :

屁1A——温度系数 ,周 围空气温度为 35℃ 时等于 1。

重要的谐波电流情况下 ,如必要 ,应就衰减系数达成特殊协议。

5.3.2 一条电路的额定电流 (IⅡ )

增加 :

每条电路 (即进线单元、母线干线单元、分接单元、出线电路)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高于其假定负载。

对于配各一条以上主要出线电路的分接单元 ,也参见 5.4。

额定电流应用于特定安装条件。安装条件可包括下列方向和位置 :

o 方向

方向可以是水平的或垂直的。

除非另有规定 ,基推方向为水平的。

b) 位置

位置可以是比如母线干线通道的沿层方向或贯层方向 ,和 /或分接单元的母线干线单元的上部

或顶部。

如适用 ,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可通过下列公式说明不同空气温度和/或安装条件的不同额定电流 :

r'nc:=屁 1c尼 2crnc

式中 :

尼1c—
—温度系数 ,周 围空气温度为 35℃ 时等于 1;

尼2c——安装系数 ,基准安装条件时等于 1。

重要谐波电流情况下 ,如 必要 ,应就衰减系数达成特殊协议。

5.4 额定分散系数 (RDF)

代替 :

对于整个母线干线系统 ,除非另有规定 ,额定分散系数 (见 GB7251。 l—⒛13的 3.8.11)应等于 1,也

就是在母线干线通道和母线干线馈电单元的额定电流限值内 ,所有分接单元能同时连续负载它们的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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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额定电流。

注 1:这是由于分接单元间的热影响可忽略不计。

对于配各一条以上主出线电路的分接单元 ,这些电路应能够在分接单元的额定电流限值内 ,同 时连

续负载它们的额定电流乘 以额定分散系数。除非另有规定 ,这些分接单元的额定分散系数应等于表

101中 给出的数值。

表 101 分接单元的额定分散系数

母线干线系统在额定电流(r诅 )运行时,额定分散系数可用:

注 2:额定分散系数表明在实际工作中多个功能单元不同时满负荷或间歇性负荷。

注 3:出线电路的假定负载可以是一个稳定的连续电流或一个可变电流的热等效。

5.6 其他特性

条款 e)修订 :

Φ 静态母线干线系统 ;

条款 j)修订 :

j) 封闭母线干线系统 ;

增加 :

a0 耐受机械负载的能力 ,正常的或重载的(见 8.1.101);

bb) 如适用 ,防止火焰蔓延 (见 9.101);

cc) 如适用 ,建筑结构中防火 (见 9.102)。

增加条 :

5.101 相导体和故障回路特性

注 1:对 于额定 电流小于 100A的 母线干线系统 ,电 抗可忽略不计 。

根据表 102,R和 X用于计算电压降(见资料性附录 AA)。

表 102 相导体特性

表 102中 的 R2° 和 X与表 103中 的故障回路电阻和电抗 ,也就是相导体及回路的总电阻和电抗 ,用

5

主出线电路的数 目 额定分散系数

2和 3

连和 5

6至 9

10(及以上 )

相导体平均特性

额定电流 I∝ 和额定频率 rn

Ω每米长度

时

电阻

——周围空气温度为 35℃ 时
——导体温度为 20℃ 时

R

R⒛

电抗 (与温度无关 ) X

正序和负序阻抗

——周围空气温度为 35℃时

——导体温度为 ⒛ ℃时

z〓 z(1〉 =Z(2)

Z2。 =Zα”。=Zω 2。

所有相导体特性可根据附录 BB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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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通过阻抗法(见表 104)计算故障电流。

表 102中 的z和 z2°与表 103中 的故障零序电抗 ,也就是相导体及回路的总零序电抗 ,用于通过对

称分量法(见表 104)计算故障电流。

注 2:故 障电流在最高阻抗值时达到最低值 ;这种情况被认为在最高正常周围空气温度也就是 35℃ ,母线干线单元

在 r"运行 ,以致导体温度为(35+Δ矽)℃ 时发生 ,其中 △汐为按照 10.10测量的平均稳定温升。

相反地 ,故障电流在最低电抗值时达到最高值 ;这种情况被认为在母线干线单元不运行 ,以 致导体温度为

⒛℃时发生 ,出 现短路时电路关闭。

表 103 故 障回路特性

故障回路平均特性

额定频率 rn时

Ω每米长度

相-相 相-中 性线 相 PEN 相屮E

零序电抗

——在周围空气温度为 35℃ 时

——在导体温度为 ⒛ ℃时

z。)bhp灬

z。姒OphN

z(°)bphPEN

z。〉b⒛ pbPEN

z。〉bphPE

z(° )b2。phpE

电阻

——在周围空气温度为 35℃时

——在导体温度为 ⒛ ℃时

Rbphph

RˇOphph

Rbp灬

Rb2°phN

RbpbPEN

Rˇ。phPEN

RbpbpE

Rb9。 phPE

电抗(与温度无关 ) Xbp灿h XbphN XbphPEN XbphpE

故障回路零序阻抗可根据附录 CC确定。

故障回路电阻和阻抗可根据附录 DD确定

表 104 用于故障电流计算的特性

故障电流 阻抗法 对称分量法

最大短路电流

— —3相

——相与相之间

——相与中挂线之 间

jIl1⒛ ,X

Rbz。 pllph’ Xbpbph

RˇOpkN,Xbp碰

z⒛

zzo

z⒛ 和 z【 0,20phN

最小短路电流

——相与相之间

——相与中性线之间

Rbphph,Xbphph

Rbp咖 ,XbphN

z

z和 z〈。phN,

接地故障电流(相与 PE(N)之间) RbphP以№ ,XbphPE【№ z和 z〈°〉phPE(Nl

注 3:对称分量法时以分别对故障回路正序、负序和零序阻抗 (见 IEC6090⒐ 0)的 模数求和为基础 ,相 似地阻抗法

以分别对故障回路电阻和电抗的模数求和为基础。

5.102 电磁场

母线干线通道附近工频磁场的强度可由母线干线系统制造商提供。

注 :磁场是距离的快速减小函数 。

母线干线系统周围磁场模数的测量和计算方法在附录 EE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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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2013的 本章适用。

6.1 成套设备标识

第一段后增加 :

在每个母线干线单元的靠近一端处和每个分接单元上都应放置一个铭牌。

代替 :

d) GB7251.6。

7 使用条件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⒛13的本章适用。

7.2 特殊使用条件

增加 :

aa) 暴露于特殊机械负载 ,例如照明设备 ,附加电缆 ,电 缆支架等 ;

bb) 带有高重复性过电流的应用 ,例如电阻焊接 ;

cc) 高敏感性 IT设各附近安装 ,例如高速数据网、无线电设各、工作状态监测仪等 ;

dΦ 着火条件下要求特定性能的应用 ,例如特定时间内的电路完整性。

8 结构要求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2013的 本章适用。

8.1.5 机械强度

最后一段后增加 :

带有滑触式分接装置的母线干线系统应能够沿母线干线通道的导体连续来 回移动 10000次 ,其滑

动接触件应在额定电压下承载额定电流。在交流情况下 ,负 载的功率因数应在 0.75和 0.8之 间。

依据 10.13的试验对此要求进行验证。

增加条 :

8.1.101 耐受机械负载的能力

水平安装的母线干线系统 ,在使用中应能耐受 5.6aa)规定的正常或重型机械负载。

正常机械负载除了母线干线系统的重量外 ,还包括非 自身固定件支撑的馈 电单元和分接单元 的

重量。

重型机械负载包括额外的负载 ,例如人员的重量。

注:此说明并不意味着母线干线系统是一条通道。

必要的机械属性可通过材料、材料的厚度、形状的选择和/或通过初始制造商标示的固定点数量和

位置来获得。

依据 lO。 2.101的试验对此要求进行验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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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02 插入式分接单元耐受热变化的能力

当间歇负载时 ,由 于弹簧构件的偏移产生接触压力的插人式分接单元 ,应能耐受由于温度变化引起

的机械抑斛占

注:对于此要求,盘状弹簧不作为弹簧构件。

依据 10.2.102的 试验对此要求进行验证。

8.2.1 对机械碰撞的防护

代替 :

当初始制造商按照 GB/T 等级 ,母线干线系统应当设计

为能耐受 GB/T⒛ 138中

8.3.2 电气间隙

第一段后增

补充绝缘 隙的尺寸应比

基础绝缘的 :

8.3.3 爬电

第三段

补充绝 定值的两

倍 (见 GB7

8.4.3.2.3 防

最后一段

在带有滑触 裸露导电部件

和固定裸露导电部 倮护电路的一部

分时。

8.5.2 可移式部件

可移式部件可与∵个装置固定 与负载断开后才能移出和插人。

增加 :

注:一个分接单元是否为本分条款和 GB7251.1-2013的 3.2.2中定义的移动式部件,由 制造商指定。

8.5.5 可接近性

GB7251.1—⒛13的分条款不适用。

增加分条款 :

8.6.101 母线干线系统单元之间正确连接

母线干线单元应设计为保证组成一个母线干线系统 (供 电电路、辅助和通讯电路 ,PE· ¨··)的相邻

单元导体之间正确连接 ,这个要求可通过对每个连接件的正确识别来达到。

母线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应设计为确保其导体 (供 电电路、辅助和通讯电路 ,PE·⋯··)之间正确连

接 ,这个要求应通过插人式联锁 (见 GB7251.1-2013的 3.2.5)来达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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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性能要求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zO13的 本章适用。

9.2 温升极限

代替 GB7251.1— 2013的 表 6中脚注
d:

d除
非另有规定,在覆板和外壳可接近桓正常操作中不需要接触的倩况下,允许金属表面的温升极限提高25K,

绝缘材料表面的温升极限提高 15K。

增加分条款 :

9.101 防止火焰芟延

当火源已移开时 ,非火焰蔓延母线干线系统不应点燃 ,或者如果点燃不应继续燃烧。

依据 10.101中 的火焰蔓延试验进行检验。

9.1Ⅱ  建筑结构中防火    ∷     ∷

如果有 ,火焰挡板母线干线单元应设计为着火条件下 ,规定时间内防止火焰蔓延 ,此时建筑中母线

干线系统垂直或水平通过建筑物(例如 ,墙或地面)。

如适用 ,首选下列时间:60min,90min,1zO min,180mh或 240min。

可通过附加部件实现。

依据 10.102中 的防火试验进行检验 :

10 设计验讧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 l-2013钓本章适用。

10.1 通则

代替第二段 :

当母线干线系统已进行 IEC60439-2:2000中 的试验 ,且试验结果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这些要求的

验证不需要重复。

性能 ω结尾处增加 :

10.101 防止火焰蔓延 ;

10.102 建筑结构中防火。

10.2.6 机械碰撞

代替 :

母线干线系统应按照 GB/T20138进行试验。

试验后 ,母线干线系统应继续提供 IP代码和介电强度。如适用 ,应可移动和重新安装移动式覆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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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接单元以及开关门。

增加分条款 :

10.2.101 耐受机械负载的能力

10.2.101" 直形母线干线单元的试验步骤

第一个试验应在工个直形母线干线单元上进行 ,该母线干线单元像正常使用一样放置两点支撑 ,两

点距离为 D。 D是初始制造商规定的两支撑点间最大距离。支撑件的位置和形式应由初始制造商规

定 ,见 图 101。

不带动

上部支撑点

放在外壳

质量 M
——正
——重型

式中 :

锦 一∵两支

彻L——用于连

试验的持续时间

10.2.101.2 连接点的试验

第二个试验应当在两个连接在= 像正常使用一样以最少的支撑点 ,

距离 D和 DI进行支撑。距离 D在 10.2.101.1 ;距离 D】 是初始制造商规定的连接点临近两

个支撑点间的距离。连接点应当在两个支撑点中间,见 图 102。

蚝

,,勺亻1十 ,勺

"1.

干线单元的质量 ;

初始制造商规定的馈电和分接单元的质量

图 102 连接点的机械负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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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动载将质量 M1放置在边宽等于母线干线单元边宽的刚性板上 ,刚性板放在外壳上部连接处。

质量 M1应当等于:             l
——正常负载时彻 +庇 L】

——重型负载时幼 +御.1+90kg

式中 :

犰 ——母线干线单元部件的质量 ,包括连接点,距离 D】 的两支撑点之间的质量 ;

仞L】∵一初始制造商规定的连接长度 D】 的馈电和分接单元的最大质量。

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至少 5mh。

10.2.101.3 外壳耐受压力

直形母线干线单元应能耐受持续作用在 4个或更多点的压力 ,包括相邻绝缘间的一个点 (如果有)。

母线干线单元应水平支撑在一个平面上 ,压力应通过一个边宽等于母线干线单元边宽 ,长 120mm

的刚性板作用于母线干线单元。

对于正常机械负载的母线干线系统 ,压力应至少等于 1m长度重量的 4倍。对于重型机械负载的

母线干线系统 ,应当增加 90kg质量。

试验的持续时间至少每个点 5血in。

10.2.101.4 试验结果

依据 10.2.101.1~10.2.101.3进 行试验的过程中和试验后 ,外壳应既不损坏也不变形。外壳变形会

降低防护等级 ,将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减小至低于 8.3中 的规定值 ,或影响进线和出线单元的正确

插人。

保护电路应保持其功能性 ,试验样品应耐受 GB7251.1-2013的 10.9.2中 的介电试验。

10.2.1Ⅱ 热循环试验

lO。 2j102。 l  迁臣贝刂

插人式分接单元应进行热循环试验。

10.2.1Ⅱ。2 试验样品

如果接插装置的同一设计用于一系列额定电流不同或者保护装置不同的分接单元 ,母线干线单元

和分接单元的组合体上进行的试验可认为是此系列的代表性试验。如适用 ,接插装置的设计包括物理

性能和材料以及表面加工(例如电镀)。

带有刀熔开关的分接单元应配备初始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尺寸的熔丝。带有断路器的分接单元应配

备初始制造商规定的最大额定值的断路器。

分接单元应像 lO。 10.2.3.6中 一样布置和负载。

试验之前 ,样品应不带负载以预定方式进行分接单元的多次插拔 ,如表 lO5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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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热循环试验条件

10.⒉ 102.3 试验步骤

对样品供电直到温度稳定 ,如 温升试验一样记录温度 ,断开两路电流并允许样品温度降为室温。

上述试验在样品上进行 “ 次 ,包括

o 通额定电流 3h,关闭 3h,或者

ω 通额定电流 2h,关闭 2h,如果在初始 2h通 电期间结束时记录的温度与稳定运行结束时记录

的温度相差 5K以内。

10.2.102.4 试验结果

第 8压 次试验后记录的温度不应比稳定运行结束时记录的温度高 5K以上。

10.3 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

代替倒数第二段 :

如果水痕足以引起对设备正确性能和安全性的质疑 ,应进行 GB7251.1—⒛13的 10.9.2的 介电

试验。

10.5.3.1 通则

代替 :

初始制造商规定的短路耐受强度应通过 10.5.3.5的 试验进行验证或者通过与 10.5.3.3中 已试验过

的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   ∷

初始制造商应决定在 10.5.3.3中 适用的基准设计1

10.5.3.3 通过与-个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使用核查表

代替 :

需验证的母线干线系统与一个已试验过的设计比较满足以下要求 ,则认为验证通过 :

D GB7251.1— zO13的 表 13中核查表的第 1~第 3,第 5~第 6,和第 8~第 10项 ;

ω 需评估的母线干线系统的每条电路的母线支撑件为相同类型、形状和材料 ,且与基准设计一

样 ,沿母线长度有相同或更小的空间 ;绝缘材料为相同类型、形状和厚度。

为保证流过裸露导电部件的部分故障电流有相同的电流承载能力 ,在保护导体和裸露导体部件之

间提供连接的部件的设计、数量和布置应与试验过的基准设计相同。

10.5.3.4 通过与一个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使用计箅

GB7251.1— zO13的分条款不适用。

10.10 温升验证

代替整个分条款 :

12

额定电流/A 插拔次数

Inc≤ 63

63(I∝≤⒛o

200(r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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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⒍ 10.1 通则

应验证母线干线系统不同部分的温升极限不应超过 9.2中 规定的温升极限。

∷ 验证需通过下述方式进行 :

o 试验(10.10.2),和 /或

ω 类似方案额定电流的推导 (10。 1o.3)。

10.10.2 试验验证

10.10.2.1 通则

试验验证应包括下列 :

o 如果需验证的母线干线系统包括几种方案 ,依据 10.10.2.2选择最严酷的方案 ;

ω 依据 10.10.2.3验证所选方案。

10.10.2.2 代表性布置的选择

10.10.2.2.1 通则

试验应在代表性母线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上进行 ,依据 10∶ 10.2.2.2和 10.2.2.3分另刂选择。   ∷

3相/3线母线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应分别作为 3相/4线 、3相/5线 和单相/2线或单相/3线母线

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的代表布置 ,假设中性导体大小等于或大于相导体并以相同方式布置。

选择由初始制造商负责。

初始制造商应考虑另一种布置 ,该布置的额定电流依据 10。10.3从 已试验过的布置推导。

10.10.2.2.2 母线干线单元

o 类似母线干线单元的识别

只要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即使用于不同的额定电流 ,每极导体的长方形部分组成的母线干线单元被

认为是同-设计的类似方案 :

——母线的相同布置 ;

^相 同导体间隔 ;

——相同外壳。

b) 代表性母线干线单元的选择     ∷

类似方案的代表性方案应满足下列所有要求 :

⊥—最低的电导率 ;

——最大的高度、厚度和导体横截面 ;

——最不利的通风(开 口尺寸、自然或主动冷却⋯⋯
)。

如果单一的母线干线单元不能满足所有要求 ,应进行更多试验。

10.10.2.2.3 分接单元

o 如果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即使用于不同额定电流 ,也可认为分接单元是同一设计的类似方案 :

1) 主电路的功能相同(例如电缆馈线 ,电动机启动器);

2) 设备的框架大小相同且属于同一系列 ;

3) 分接单元的安装结构和外壳是同一类型 ;

4) 设备的相互布置相同 ;

5) 导体的类型和布置是相同的,包括分接单元和母线干线单元之间的连接件类型以及导体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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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6) 主电路导体的横截面至少等于主电路中串联设各的最低额定值 ,导体的选择应与试验一

样或者依据 GB/T16895.18—zO10。 如何调整本标准适应芬接单元内部条仵的例子在

GB7251.1-2013的 附录 H中给出,母线的横截面应像已试验过的一样或者像 GB7251.1—

zO13的 附录 N中给出的一样。

ω 典型分接单元的选择

确定分接单元每
一

方案的最大可能电流额定值。对于仅包含一个设备的分接单元 ,就是设备的额

定电流 ,对于主电路中串联几个设备的分接单元 ,就是最低额定电流设备的电流。

对于每个分接单元 ,最大可能电流时的功率损耗用每个设备 (包括辅助电路中的设备)的特定数据

和主电路中相关导体的功率损耗一起计算。

类似方案的代表性方案应满足下列所有要求 :

——主电路导体的最低电导率 ;

——最高总功率损耗 ;

——最严酷的外壳(全部尺寸、隔离和通风设备 )。

如果单一的分接单元不能满足所有要求 ,应进行更多试验。

如必要 ,初始制造商应决定是否在基准方向以外的方向进行附加试验。

10.10.2.3 试验方法

10.10.2.3.1 通则

单独电路的温升试验应在其额定频率进行。

为达到需要的电流 ,可使用任何方便的试验电压值。

所有相导体中试验电流应调整为大体相等。试验时应防止任何无意识空气流人母线干线通道 (例

如 ,关闭外壳端口)。

如果分接单元有熔断器 ,试验时这些熔断器应配备初始制造商规定的熔丝。试验使用熔丝的功率

损耗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熔丝功率损耗可通过测量或者根据熔丝制造商的说明确定。

在可组合附加控制电路或设备的分接单元中,加热电阻应模拟这些附加器件的功率耗散。

若试验中对一个控制电磁铁通电,应在主电路和控制电磁铁都达到热平衡时测量温度。

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昕用于试验的外部导体大小和配置 ,

试验应进行足够长的时间以使得温升达到一个恒定值。实际中,所有测量点(包括周围环境温度 )

的变化都不超过 1K/h时就可达到这个条仵。

为了缩短试验 ,如果设各允许 ,可在试验第上部分增大电流 ,之后降低到规定的试验电流。

10.10.2.3.2 试验导体

GB7251.1-2013的 10.10.2.3.2的 分条款适用。

10.10.2.3.3 温度的测且

可用热电偶或者温度计测量温度。对于绕阻 ,通常采用电阻变化的方法测量温度。

温度计或热电偶应远离气流和热辐射。

应测量和记录 9.2中 给出的所有点的温度。特别注意导体中的连接点和主电路中的端子。

10.10.2.3.5和 10.10.2.3.6中 规定特殊点。

对于母线干线系统内部空气温度的测量 ,如适用 ,应在方便的地方布置几个测量设备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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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3.4 周围空气温度

温度计或热电偶应远离气流和热辐射。

试验时周围空气温度应在+10℃ ~+40℃之间。

环境温度是所有测量点处周围空气温度的平均值。

10.10.2.3.5和 10.10.2.3.6中 给出特殊点。

10.10.2.3.5 母线干线通道试验

一个馈电单元和⊥个或多个代表性直长度(见 10.10.2.2.2)应连接在一起 ,安装好所有的覆板 ,组成

一个总长度至少为 6m的至少包含两个连接点的母线干线通道。

母线干线系统附件 (例如 ,肘形、弯曲母线干线单元等)可沿母线干线通道在最适当的位置安装 ,采

用相同步骤试验。

这个代表性布置应在其基准安装条件安装 ,并在其额定电流 rm试验。

导体的温度应在母线干线通道长度中点和每一连接点测量 ,夕卜壳相应部件的温度应在所有 自由边

测量。

D 水平方向

母线干线通道应水平支撑在地面以上大约 1m处。

周围空气温度应在母线干线通道中心附近 ,距外壳的两个纵向边均为约 1m的同一高度测量。

b) 垂直方向

母线干线通道应垂直放置 ,也就是 ,固 定在符合初始制造商说明书的刚性建筑物上垂直位置至少

4m处。

在距离外壳每一纵向边大约 1m,试验装置顶部向下 1.5m处测量周围空气温度。

10.10.2.3.6 分接单元试验

在基准安装条仵下 ,分接单元应固定在母线干线通道上。该母线干线通道的额定电流不小于分接

单元 (或最近可用的)额定电流的两倍。

分接单元应承载额定电流 ,母线干线通道应承载其自身的额定电流直至分接位置。

应测量导体连接点、主电路设备终端、分接单元外壳所有良由边相应部件的温升以及导体和分接单

元连接的母线干线单元的外壳相应部件的温升。

o 水平方向

应依据 10.10.2.3.50项 安置母线通道。

分接单元应尽量放置在母线干线通道中心位置。

试验中,周 围空气温度应在分接单元中心附近 ,距离分接单元外壳两个纵向边均约 1m的 同一高

度测量。

b) 垂直方向

应按照 10.10.2.3.5b)项 安置母线干线通道。

应将分接单元安置在其中心位于母线干线通道顶部以下约 1.5m的水平位置。

试验中,环境温度应在分接单元中心水平位置 ,距离外壳每一纵向边均约 1m处测量。

10.10.2.3.7 配备几条出线电路的分接单元试验

如果分接单元的所有出线电路能同时连续负载其额定电流(RDF=D,那 么运用 10∶ 10.2.3.6,则 所

有出线电路负载它们的额定电流。

如果额定分散系数低于 1,那么分接单元应分两步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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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按照 lO。 10.2.3.6,每种类型的出线电路应在其额定电流单独试验。        ∷

ω 整个分接单元应负载其额定电流 ,每条出线电路应负载其额定电流乘以额定分散系数。如果

分接单元的额定电流低于所有出线电路试验电流的和(也就是额定电流乘以分散系数),那 么

出线电路应分成与分接单元额定电流相应的组 ,这些组的组成方式可获得最高可能温升 ,应组

成足够多的组并试验以使得一个组中至少有出线电路的所有不同方案。

10.10.2.3.8 试验结果

试验的最后 ,温升不应超过 GB7251.1一⒛13的表 6中规定的值。设备应在母线干线系统内部温

度规定的电压极限下可靠运行。

10.10.3 方案额定电流的推导

10.10.3.1 通则

下列分条款定义如何从试验验证过的类似安置推导验证方案的额定电流。

额定电流小于等于 800A时 ,在 50Hz电路上进行的温升试验 ,适用于 60Hz的电路。电流大于

800A,不 进行 60Hz电路的试验时,60Hz的额定电流应减到 50Hz的额定电流的 95%。 作为选择 ,

如果 50Hz时 的最大温升没有超过允许值的 90%,则不要求对 60Hz的 情况降低额定数据。

特殊频率的温升试验适用于较低频率相同额定电流的情况 ,包括直流。

10.10.3.2 母线干线单元

试验过的母线干线单元 (见 10.10.2.2.2)类似方案额定电流应采用下列降额公式计算 :

∴             r砣 =Im螽

式中 :

r砣 ——需计算的额定电流 ;

I扭~~试验过母线干线单元的额定电流 ;

S2——方案中母线干线单元导体的横截面积 ;

s1——试验过母线干线单元导体的横截面积。

1⒍ 10.3.3 分接单元

试验过分接单元 (见 10.10.2.2.3)类似方案的额定电流应采用下列降额公式计算 :

rnt。uz〓 rma=z贵砦
式中 :

rnt。uz—
—需计算的额定电流 ;

Ⅰnt。 u】
——试验过分接单元的额定电流 ;

Im翮 ——方案中分接单元的最大可能电流 ;

Ⅰmad——试验过分接单元的最大可能电流。

10.11.1 通则

代替 :

除豁免 ,短路电流耐受强度额定数据应依据 GB zz51.1一 ⒛13的 10.11.2验证 ,可通过 GB zz51.1—

zO13的 10.11.5中试验或与 10.11.3中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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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应在安置在代表性建筑物中的代表性母线干线通道上和依据 10.11.5.1选 择的代表性分接单

元上进行。

选择由初始制造商负责。

初始制造商应考虑其他安置 ,该短路电流额定数据依据 10.11.3从试验过的安置推导出来。

10.i1.3 通过与-个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利用核查表

代替 :

当验证过的母线干线系统与已试验过的设计比较满足下列要求 ,则 验证通过 :

o GB7251.1—⒛13的表 13中核查表的 1~3项 ,5~10项 。

ω 需评估的母线干线系统的每一条电路的母线支撑件为同一类犁、形状和材料 ,与 基准设计一

样 ,沿母线长度有相同或更小的间隔 ,并且绝缘材料为同一类型、形状和厚度。

一旦核查表中有任何要求没有满足 ,则应依据 GB7251.1∷ zO13的 10.11.5中试验进行验证。

10.l1.4 通过与-个基准设计比较进行验证——利用计算

GB7251.1— zO13的分条款不适用。

10.11.5.1 试验安排

代替 :

完成试验所必须的母线干线系统或其部件应像正常使用一样安装。

10.l1.5.3.2 出线电路

在分条款的开始增加 :

分接单元应固定于母线干线单元 ,如 10.11.5.3.3中 一样安置 ,尽可能的接近进线端。

10.ll.5.3.3 进线电路和主母线

代替 :

试验在至少由一个馈电母线干线单元组成的母线干线系统上进行 ,以 获得包括至少一个连接点的长

度不长于 6m的段。该母线干线单元与适当数量的直长形母线干线单元连接。对于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见 GB7251。 l—zO13的 5.3.5)和额定峰值耐受电流(GB7251.1—zO13的 5.3.4)的验证 ,假设试验电流交流

成分的峰值和平均值分别至少等于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匚见 GB7251.1— zO13的

10.11.5.4b)彐 ,可使用较长的段。

上述试验不包括的母线干线单元应像正常使用工样组装并单独试验。

10.l1.5.5 试验结果

第五段之后增加 :

按照制造商说明可周期挂更换的分接单元按触仵 (滑触刷)的损坏是可以接受的。

10.i1.5.6.2 试验结果

代替 :

无论是否由单独导体或外壳组成 ,保护电路的连续性和短路耐受强度均不会严重受损。

分接单元情况下 ,可通过对分接单元额定电流序列中的一种电流测量进行验证。

母线干线单元情况下 ,按照步骤进行试验 ,在母线充分冷却至室温后 ,相 对 PE故 障循环电阻

RⅡ。phPEN或 Rb2° phPE增 加不应超过 10%(见 5.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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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用外壳作为保护导体时 ,假设其不会减弱电气连续性并假设附近易燃部件没有点燃 ,则允许在连

接处有火花和局部加热。

只要防护等级不会明显降低 ,并 且电气间隙或爬电距离不会减小至低于 GB7251.1—zO13的 8.3

中规定值 ,则允许因短路而导致外壳变形或者内部隔断、屏障和障碍变形。

10.13 机械操作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⒛13的分条款适用。

修改第二段 :

操作循环次数为 50。

在最后一段之后增加 :

对于滑触式分接单元 ,带有滑触点的触轮速度和移动的距离应与其设计使用条件ˉ致。如果触轮

用于支撑一件工具或者其他机械负载 ,则应在试验时暂停其等效重量。试验完成之后 ,无论触点是否过

度锈蚀、燃烧或融化 ,均应无机械或电气影响。

增加分条款 :

10.101 防止火焰蔓延

此试验适用于所有类型或尺寸的母线干线单元 ,在实际中遇到的安装和分组条件下用以表征母线

干线系统的防止火焰蔓延的特征。试验应按照 GB/T18380.31工 2o08实 施 ,其 火焰运用时间为

40min。

试验在直长形母线干线通道上进行 ,该母线干线通道至少长 3血 并带有一个连接点。

应将相同类型的 3个直形母线干线通道 ,按规则的间隔垂直放置在火焰试验装置中一个垂直的梯

架上 ,每个母线干线通道应将不同的面朝向燃烧器进行火焰影响。      `
大宽度母线通道时 ,试验的直长度单元数量可能减少 ,但在这种情况下 ,试验应重复以进行 ⒊种 类

型的试验 (考虑外壳侧的方向)。

对于带有分接装置的母线干线单元 ,将一个分接出口端像正常使用-样 固定 (例如 ,带有覆板),朝

向燃烧器 ,并放置在正好对着燃烧器火焰的地方。

燃烧停止后 ,应将母线干线通道外壳擦干净。清除所有的烟垢 ,原表面完好无损。非金属材料的软

化或任何变形也可忽略。破坏的最大程度以米为单位测量T至小数点后一位 ,从燃烧器的底边至开始烧

焦的部位。

如果系统满足了下列条件 ,则认为通过了试验
——无燃烧 ;

注:不影响母线干线通道完整性的小部件的燃烧可以忽略。

——母线干线通道的烧焦部分 (夕卜部的或内部的)不高于燃烧器底边 2.5m。

10.1Oz 建筑结构中防火

该试验适用于为防止火灾穿越建筑结构蔓延设计的火焰挡板母线干线单元。试验应按照 Is083⒋ 1:

1999进行 ,耐火时间为 60min,gO血n,120血n,180min或 ⒛0血n。

试验应在代表性的直线型母线干线单元样品上进行。样品(包括附加部仵)应安装在实验台上 ,样

品周围填充防火密封层。

试验台用混凝土制成 ;其厚度按照耐火时间的要求确定 ,防火密封层应符合建筑物防火安全要求 :

整个安置按照建筑实际安装并满足初始制造商的说明。

应在样品的非裸露面放置一对热电偶 ,用来记录防火挡板母线干线单元外壳的表面温度。

在试验报告中记录图 103的各种尺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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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判据在 Is083⒋ 1:1099中给出。

带有试验台的试验对穿越墙的情况有效。

诮 明 :

@,犭 一

d —— 防火

一

—样品非

尼 ——样品裸露

H— —样品的长度。

11 例行检验   ∷

除了下述内容 ,GB7251.1T⒛ 13的本章适用。

ll.1 通则

代替第一段的第二句 :

在母线干线系统的每个单元进行。

ˉ

△

|

|

|

r|

挡板母线干线单元

偶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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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规范表

表 C。 1 用户规范表

特性 参考章条号 缺省约定 选 项 要求

接地系统

8.6.2、 10.5、 11。 奎
选择以适应 《渫G叨

标称电辱WV// 本地的 ,

根据安装条件 冻淡廴
瞬态过电压 r 口

■■ ■ 十艹羽
暂时过电属

I J∵
·/

60
额定频率j

/H〗 Ⅵk;t∴Ⅱ吲⒒ so

现场其他试
、露蜘

线和

百

蝉

无

鞔 聿
畦

电源端预期短路 3.8.7 由电气系统决

,

//i
中性母排的预期短路电琉

`` 

′ 迎 1⒖Ⅱ 最大为担叟△届飞0炮

'
无

保护电路的预期短路电流  ′
、、

10.币△9●■■■■叫阳”C呖咕电卿 无

进线功能单元中短路保护电器 百u。..■■■■J■o。△石妥装条件 无

短路保护电器的配合 ,包括外部短路

保护电器在内
9.3.在 根据本地安装条件 是/否

可能 增 大 短 路 电流 的负 载 的相 关

数据
9.3,2

不允许明显增大

短路电流的负载
无

故障回路特性
5.101、 附录 CC、

附录 DD
制造商的标准 无

婴 觊
电击防护类型-基本防护 (对直接接触

的防护 )

8.4.2 基本防护 按照本地安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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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规范表

表 C。 1 用户规范表

特性 参考章条号 缺省约定 选 项 要求

接地系统

8.6.2、 10.5、 11。 奎
选择以适应 《渫G叨

标称电辱WV// 本地的 ,

根据安装条件 冻淡廴
瞬态过电压 r 口

■■ ■ 十艹羽
暂时过电属

I J∵
·/

60
额定频率j

/H〗 Ⅵk;t∴Ⅱ吲⒒ so

现场其他试
、露蜘

线和

百

蝉

无

鞔 聿
畦

电源端预期短路 3.8.7 由电气系统决

,

//i
中性母排的预期短路电琉

`` 

′ 迎 1⒖Ⅱ 最大为担叟△届飞0炮

'
无

保护电路的预期短路电流  ′
、、

10.币△9●■■■■叫阳”C呖咕电卿 无

进线功能单元中短路保护电器 百u。..■■■■J■o。△石妥装条件 无

短路保护电器的配合 ,包括外部短路

保护电器在内
9.3.在 根据本地安装条件 是/否

可能 增 大 短 路 电流 的负 载 的相 关

数据
9.3,2

不允许明显增大

短路电流的负载
无

故障回路特性
5.101、 附录 CC、

附录 DD
制造商的标准 无

婴 觊
电击防护类型-基本防护 (对直接接触

的防护 )

8.4.2 基本防护 按照本地安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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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1(续 )

特 性 参考章条号 缺省约定 选项 要求

外部导体类型 制造商标准 电缆/母线干线系统

外接导体方位 制造商标准 无

外接导体材料 铜 Cu/Al

外接相导体 ,横截面和端子 如标准中定义 无

外接 PE、 N、PEN导体横截面和端子 如标准 中定义 无

特殊端子识别要求 制造商标准 无

躜 燠 婴 蜴 Ξ霉 毳 鬃筚嬲饕援檠纛鬣髦 ≡
鼬

运输单元的最大尺寸和质量 6.2.2、 10.2.5 制造商标准 无

运输方法 (例如 ,叉 车 ,起重机 ) 6.6.2、 8.1.6 制造商标准 无

与使用条件不同的环境条件 如适用条件 无

包装事项 6.2.2 制造商标准 无

锱龊纛燠 髀

外部出线电路的绝缘 8.5.2 制造商标准 无

纛薷望墼墼墼爨灏蠢纛纛耋萋≡羹耋言掣鬯誉璺骜髁蹑鱿箴纛墼爨
一般人员使用时可接近性的要求 ;

母线干线系统通电时操作设备或改

变原件的要求

8.4.6.1 基础防护 无

检查 和类似操作 时对可接近性 的

要求
8.4.6∶ 2.2 对可接近性无要求 无

授权人员维护操作 时对可接近性 的

要求
8.4.6.2.3 对可接近性无要求 无

授权人员扩展操作时对可接近性的

要求
8~4.6.2。碴 对可接近性无要求 无

功能性单元连接方法 8.5.1、 8.5.2 制造商标准 固定的/断开的

对维护或升级期间与危险的带电内

部部件直接连接的防护 (例 如功能单

元、主母线、配电母线)

无要求 无

醯 鹬 垂鑫

母线干线系统的额定电流 rnA/A

3.8.9.1、 5.3、 8.4.3.2.3、

8.5.3、 8.8、 10.10.2、

10.10.3、 10.11.5

制造商标准 ,根据应用 无

重要谐波电流 5.3.1、 5,3.2 制造商标准 ,根据应用 无

相导体特性/电压降
5.101、

附录 BB
制造商标准 无

电路额定电流 r"/A 5.3.2 制造商标准 ,根据应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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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1(续 )

特 性 参考章条号 缺省约定 选项 要求

额定分散系数 5.4、 10.10.2.3

母线干线系统和带

有单一 出线 电路 的

分接单元 :1,带有多

条出线 电路 的分接

单元 :见表 101

无

16mm2及以下中性导体与相导体横

截面比值
8.6.1 1009亻 无

16m∥ 中性导体与相导体横截面

比值
8.6.1 50%(最小 16mm2) 无

卩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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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设计验证

表 D。 1 设计验证

序号 需验证的特性 章条号
验证可选项

试 验 与基准设计 比较 评估

1

材料和部件强度 :

耐腐蚀性

绝缘材料性能 :

热稳定性

防止由内部电效应导致的非正常加热和着火

耐紫外线(UV)辐射

提升

机械碰撞

标识

耐受机械负载的能力

热循环试验

10.2.2

10.2.3.1

10.2.3.2

10.2.4

10.2.5

10.2.6

10.2.7

10.2.101

10.2.102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外壳防护等级 是 否 是

放 电间隙 是 否 否

爬 电距离 是 否 否

5

电击防护和电路完整性 :

母线干线系统的外露导电部件和保护电路之间的有

效连续性

保护电路的短路耐受强度

10.5.2

10.5.3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开关器件和元件的配合 否 否 是

内部电气电路和连接件 否 否 是

外接导体的端子 否 否 是

介电性能 :

工频耐受电压

冲击耐受电压

10.9.2

10.9.3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温升极限 10.lo 是 是 否

短路耐受强度 10.11 是 是 否

电磁兼容(EMC) 10.12 是 否 否

机械操作 10.13 是 否 否

防止火焰蔓延 10.101 是 否 否

建筑结构中防火 10.102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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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A
(资料性附录)

系统的电压降

母线干线系统的电压降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

仍 =屁 ≮RR∞ s甲 +Xsin甲 )Ⅰ:L

式中 :

切  ——系统的综合电压降 ,单位为伏特(V);

R和 X=-5.101规定的平均电阻和电抗 ,单位为欧每米 (Ω/m);

Ⅰ: ——需考虑的电路电流 ,单位为安培(A);

L  ——需考虑的系统长度 ,单位为米(m);

cos甲 ——需考虑负载功率因数 ;

屁  ——负载分布系数 ,计算如下 :

——计算母线干线通道终点处的电压降时 ,尼 等于 :

● 1,如果负载在母线干线通道终点处集中 ;

● 竺坠 ,如果负载在 九个分支间一致分布。

——对于沿母线干线通道一致分布的负载 ,计算距离母线干线通道原点 d的分支原点处电

压降时 ,屁 等于 :(2m+1一耐 /L)/2″ 。

为了简化计算 ,初始制造商可提供一个不同功率因数时预计算的压降表 ,单位为 V/A和每米长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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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B
(资料性附录)

相导体特性

在试验样品

温升试验时记

按照图 BB。 1,进

一 母

米 (m);

——周围空气温度 ,单

△汐    ——相导体平均稳定温升 ,单位为摄氏度 (℃ );

V12,吼3,V31——相-相 电压降均方根 ,单位为伏特 (V);

r1,r2,r3 ——电流均方根 ,单位为安培 (A);

P    ——由功率表 W1和 W2确定的总有功功率 ,单位为瓦特 (W)。

注 1:总有功功率也能由3个功率表确定。

平均电流均方根和相-相 电压降的计算如下 :

V=
y12+V2:+V3,

GB7251.6-2015/IEC61439-6:2012

量接近额定电流。

出端相导体连接点 ,单位为

3

r=工± r2+r3
3

周围空气温度为 汐时 ,平均每米长度阻抗 z夕 、电阻 R汐 以及与温度无关的每个相导体的电抗 X计

算如下 :

27

输出端 ,短路所有的相导体。

或采用相同安置和条件 (见 10.10.2),包



「

丨

丨

︱

︱

︱

︱

︱

︱

︱

冂

GB7251.6-2015/IEC61439-6:2012

民=浇

民=盎
X=(z唇 一R畜 )1/2

注 2:也可测量每一单相相-星点电压降均方根 △ 和功率 P=,计算每个阻抗 z阢 =⒕ /(I=L=),每个电阻 R‰ =
Pε /(r纟L)和每个电抗 X￡ =(z纭 一R缸 )l/2,并计算它们的平均值。

注 3:除 了功率 ,也 可测量每相 电压与 电流间的相-星 点压降均方根 吒 和相位差 ♀窑,计 算每个 阻抗 z‰ =
吒 /(I=L),每个电阻 R‰ =z=∞叩￡/L,每个电抗 X==z=蚯 n♀劣/L,并计算它们的平均值。

R⒛ 和 z〈 1)2。
(母线干线系统不运行且导体 温度 为 +20℃ 时 )以及 R和 z(周 围空气 温度 为 +35℃ ,

母线干线系统运行电流为 r屺时)的计算如下 :

R矽
R⒛ =

1+0。 004四 +△ε—20)

R=R2° [1十 0.004(35+△ε-20)]=R夕
1+0.004(35+△汐-20)
1+0。 004四 +△ε—20)

z(】 )⒛ =z(2〉 ⒛=z20=(R号°+X2)【 /2

z(1)=z(2〉 =z=(R2+X2)1/2

注 4:z(D、 z。〉2。 、z② 和 z⑵⒛是母线干线系统的正序阻抗和负序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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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C
(资料性附录)

故障零序电阻

GB7251.6-2015/IEC61439-6:2012

用与母线干线

与 PE/PEN连 接 。

间测量 。

导体或其一部分时。在这种

止温升过高。

接在一起)连接的电压表端子 ,到输出端

依次

除了相

通道温升试验

当外壳用作

当外壳仅用作保护

注 1:故障条件下电

情况下 ,初始制造商

测量下列值 :

L——母线干线通道的长度 ,从输人

(相导体也连接在一起),单位为米 (m);

ε——周围空气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 );

注2:最初导体温度等于周围空气温度,且认为温升与测量时间相比可以忽略。

Vx——故障回路的压降均方根 ,单位为伏特 (V);

rx——总电流均方根 ,单位为安培 (A);

Px——有功功率 ,单位为瓦特 (W)。

其中 茁由故障回路类型决定 (见 图 CC。D:
——相对中性线 ;

——相对 PEN;
——相对 PE。

注3:除了Px,也可测量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x并计算 Pε =⒕ I=∞呷=。

(见 10.10.2)。

一部分时 ,按照初始制造商的说明,将其像正

独 PE/PEN导 体时 ,在相导体和外

与额定电流时完全 不 同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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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围空气温度为 ε时 ,相应每米长度故障回路零序阻抗 z(。 be=和 电阻 R(。 b‰ ,以 及与温度无关的

电抗 X(ω隘计算如下 :

军⑹bL|币亻货砉士·3差釜
R【0,b阮

了(r立 /3)2L=3各

X(° )b==(Z:°〉‰—R量ω既)1″

R(ω b20E和 z〈。b2。z(对于在导体温度为 zO℃ 时不运行的母线干线系统)以及 R(。防和 z〈。隘(对于周围

空气温度为 35℃时母线干线系统以 r祀运行)计算如下 :

R【 0,bzⅡ =

R￠陆 讯 瀛 卜 ⒁ 惝 +AJ— ⑾ ]-R【“泷

式中Δ汐如附录 BB中或温升试验期间测量的相导体平均稳定温升。

zω〉v叱 =(R量0)b20=+x意 0〉 陀)1″

Z(ω 磁 =(R尼 ω诜 +X景 。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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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D
(资料性附录)

故障回路电阻和电抗

图 DD.1 故障回路电阻和电抗确定

依次连接每个相导体与每个其他导体。

除了电流可能小于 和/或仅在必要期间用于记录下面列出的测量值外 ,采用与母线干线通道温升

试验相同的安排 (见 10.10.2)。

当外壳用作保护导体一部分时 ,按 照初始制造商的说 明 ,将其像正常使用一样与 PE/PEN连接。

当外壳作用仅有的保护导体且没有单独 PE/PEN导 体时 ,在相导体和外壳的 PE端子之间测量。

注 1:故障条件下的电阻、电抗和阻抗可与额定电流时完全不同,特别是当金属外壳用作保护导体或其一部分时。

在这种情况下,初始制造商确定一个数值和散障条仵下的代表怪电流持续时间,以 防止温升过高。

测量下列值 :

L ——母线干线通道的长度 ,从输人端相连的电压表端子到依次与输出端每个其他导体 (相 、

N、 PE、PEN)相 连的每个相导体的连接点 ,单位为米 (m);

ε  ——周围空气温度 ,单位为摄氏度 (℃ );

注2:初始导体温度等于周围空气温度,且认为温升与测量时间相比可忽略不计。

Vxx——故障回路电压降均方根 ,单位为伏特 (V);

Ⅰxx —— 电流均方根 ,单位为安培 (A);

Pxx——有功功率 ,单位为瓦特 (W);

式中 ε多取决于故障回路电容的类型(见图 DD.1):

————
+g※扌+g:(ph1J唰⒈ph2,ph29制⒈ph3,ph3对 ph1);

——相对中性线 :(ph1对 N,ph2对 N,ph3对 N);

一 相 对 PEN:(ph1对 PEN,ph2)寸 PEN,ph3D时 PEN);
———

+B又丨PE:(ph19吁 PE,ph29寸 PE,ph39寸 PE)。

注 3:除了 Pxx,也可测量电压和电流间的相位差 甲xx并计算 P勿 =⒕丿缸∞叩刃。

周围空气温度为 汐时 ,相应每米长度故障回路阻抗 zwxx和 电阻 Rb9xx,以 及与温度无关的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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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xx计算如下 :

民‰=糸

R陇 =缶

Xb贸 =(z铱 一R缸ε)1/2

相应平均故障回路值计算如下 :

——相对相 :

RI,dphph=1/3(R bep"p砣 +Rbepˇ ph3+Rbep“ ph1)

Xbdphph=1/3(XI,9phIpV+XIJdpvp龆 +Xb汐 p“ p")

——相对 x:

Rb汐pk=1/3(Rb汐 ph1x+Rb汐 p龆 x+Rbep“ x)

XbJp胶 =1/3(Xb汐 ph1x+Xb汐 pvx+XI,ep“x)

计算 Rb2°瑟(导体温度为 zO℃ 时母线干线系统不运行),和 Rbxx(周 围空气温度为 35℃ 时母线干线

系统以 r祀运行):

Rb2。xx

R be瑟

l-← 0.004(汐 -ˉ 20)

Rb恩 =Rb2°瑟El+0.004(35+△ 夕—20)]=R bθⅫ
1+0。 004(35+△ε-20)

1-← 0.004(ε -ˉ 20)

式中△汐是相导体的平均稳定温升 ,应像附录 BB中一样或在温升试验期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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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E∷
(资料性附录)  ∷

母线干线系统附近磁场的确定

革位为亳米

羽 EE。 1△磁醣 排⊥~           ∷

将长度为至少 3m的直形母线干线通道沿轴线水平支撑。

涸童仪 (由 塑料材料制成)可放置 ,并沿 5个测量轴线
^(+y),B,C(〓

),D,E(-y)固定在面板(曲胶合板或塑料材

料制成)预先设定的位王。

测量仪可容纳一个或两个磁场计 ,其方向与参考轴向或成恒定的垂直方向。

对于面板每个预设位置 ,懑场矢量成分应用商斯计测量。

所有测逯按照 EC61786:1998进 行。

局部懑场的模效由公式B=(B刍 +B;)1'2(T)给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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