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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６６７《交流电动机电容器》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性能、试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和运行导则；

第２部分：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６６７的第２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６０２５２２：２００３《交流电动

机电容器　第２部分：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本部分代替ＧＢ３６６７—１９９７《交流电动机电容器》中电动机起动电容器的相关内容和ＪＢ／Ｔ８５９６—

１９９７《交流电动机起动用电解电容器》。

本标准与ＧＢ３６６７—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１）　删去了ＧＢ３６６７—１９９７中电动机运行电容器的有关内容，其内容已纳入 ＧＢ／Ｔ３６６７．１—

２００５中；

２）　对于电动机起动电容器的电容偏差，特别是不对称电容偏差规定了具体要求；

３）　电动机起动电容器的型式试验中增加了耐热、耐火、耐起痕的项目。

本标准与ＪＢ／Ｔ８５９６—１９９７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１）　增加电动机起动用自愈式电容器的有关内容；

２）　对于电动机起动用电解电容器的电容偏差，特别是不对称电容偏差规定了具体要求；

３）　电动机起动用电解电容器的型式试验中增加了温度快速变化、压力释放试验及耐热、耐火、耐

起痕等项目。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５）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无锡宏广电容器有限公司、西安电力电容器研究所、广东胜业电器有限公司、安徽

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指月电气有限公司、台州康派电容器有限公司、锦州市电容器厂、芜湖市金

鑫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志明、徐歌、董春安、鲍俊华、赵江宇、李加华、廖福君、陈肥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３６６７—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６６７—１９９３、ＧＢ３６６７—１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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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２部分：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１　总则

１．１　范围和目的

本部分适用于拟连接到由频率为１００Ｈｚ及以下的单相系统供电的异步电动机绕组的电动机起动

电容器。

本部分适用于用纸或塑料薄膜或两者组合作介质的、浸渍或不浸渍的电动机起动金属化电容器和

具有非固体电解质的电动机起动电解电容器，其额定电压为６６０Ｖ及以下。

１．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３６６７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７８：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２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２００８，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６：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Ｎ：温度变化（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２—

２００２，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１４：１９８４，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Ｔ：锡焊（ＧＢ／Ｔ２４２３．２８—

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０：１９７９，ＩＤＴ）

ＧＢ／Ｔ４２０７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电痕化指数和耐电痕化指数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４２０７—２００３，ＩＥＣ６０１１２：１９７９，ＩＤＴ）

ＧＢ４２０８—２０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ＩＥＣ６０５２９：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０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灼热丝装

置和通用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０—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１０：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１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１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

热丝可燃性试验方法（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１—２００６，ＩＥＣ６０６９５２１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２００１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０９１：１９９９）

ＩＳＯ４０４６　纸、纸板、纸浆和相关术语　词汇

１．３　定义

本部分采用下列定义。

１．３．１

电动机运行电容器　犿狅狋狅狉狉狌狀狀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狅狉

一种用来与电动机辅助绕组相连接，以帮助电动机起动并改善在运行状况下的转矩的电力电容器。

注：运行电容器通常与电动机绕组永久性连接，并在电动机整个运行期间均处于回路中。在起动期间，如果它与起

动电容器并联，则有助于电动机的起动。

１．３．２

电动机起动电容器　犿狅狋狅狉狊狋犪狉狋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狅狉

一种向电动机辅助绕组提供超前电流，且当电动机一旦正常运转，即从电路中断开的电力电容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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