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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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部分代替GB4793.1—2007《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

要求》。本文件与GB4793.1—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各章节中的试验方法,增加了试验方法(见第16章);
———删除了原第4章试验的内容(见2007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固体绝缘防电击的要求(见第6章);
———防机械危险中增加了对机械危险风险评定的要求,运动零部件之间的间隙限值增加了新的技

术要求(见第7章);
———删除了原第16章试验和测量设备的内容(见2007年版的第16章);
———增加了6.7中未涵盖的绝缘要求(见附录A);
———删除了原附录A~附录G的内容(见2007年版的附录A~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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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GB4793.1—1995,2007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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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产品安全提供保障,实现兜住安全底线的

作用。
本文件是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符合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文件与GB/T42125系列标准配套使用。GB/T42125系列标准包含了本文件技术要求及对应

的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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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

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标志和文件、防电击、防机械危险、耐机械应力、防
止火焰蔓延、设备的温度限值和耐热、防止流体和固体异物的危险、防辐射(包括激光源)和声压以及超

声压、对释放的气体和物质以及爆炸和内爆的防护、元器件和组件、利用联锁装置的保护等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包括工业自动化设备)的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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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025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GB/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5169.1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试验火焰 50W 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

方法

GB/T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GB/T19661(所有部分) 核仪器及系统安全要求

GB/T20138 电器设备外壳对外界机械碰撞的防护等级(IK代码)

GB/T42125.1—202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IEC60027(所有部分) 电工技术用字母符号(Lettersymbolstobeusedinelectricaltechnology)

3 术语和定义

GB/T42125.1—202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环境条件

4.1 正常的环境条件

设备要设计成至少在下述条件下使用是安全的:

a) 室内使用;

b) 海拔不超过2000m;

c) 温度在5℃~40℃;

d) 温度低于31℃时最大相对湿度为80%,线性降到温度为40℃时相对湿度50%;

e) 电网电源电压波动不超过标称电压的±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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