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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1711《基础机电继电器》目前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
———第2部分:可靠性;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
本部分为GB/T21711的第7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810-7:2006《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423.30—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XA和导则:在清洗剂中浸渍

(IEC60068-2-45:1980/Amd1:1993,MOD);
———GB/T17627.1—1998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定义和试验要求

(eqvIEC61180-1:1992);
———GB/T17627.2—1998 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二部分:测量系统和试验设备

(eqvIEC61180-2:1994)。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纠正了IEC61810-7:2006中4.4的注1表达式中的笔误,由“(最大值-最小值)×10”修改为

“(最大值-最小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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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有或无电气继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7)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伟霖、陆宁懿、张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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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

1 范围

GB/T21711的本部分规定了基础机电继电器的试验和测量程序。本部分包括了各类基础机电继

电器通用的基本程序。对于特定的设计或应用,可增加补充要求。
本部分中规定的各项试验和测量程序均为针对有某一特定要求的单项程序。当试验大纲中对这些

试验组合时,例如对继电器试验的相应分组,必须注意保证先进行的试验不得使后续的试验失效。
本部分使用的术语“规定”,指在继电器相应文件中的规定,例如制造厂的数据表、试验规范、用户详

细规范。对于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子元器件质量评定体系(IECQ),这种规定列入于QC001001的A.7
所定义的详细规范中。

注1:为了改善本部分的易读性,通常用术语“继电器”代替“基础机电继电器”。

注2:与基础机电继电器定型试验有关的要求和试验项目在GB/T21711.1—2008中规定,但本部分中规定的此类

试验和测量程序比GB/T21711.1—2008中的规定更有约束力并更加严格。

注3:按IECQ体系进行质量评定的继电器所涉及的标准汇编在GB/T16608(IEC6181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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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低温 (IEC60068-2-
1:1990,IDT)

GB/T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 (IEC60068-2-
2:1974,IDT)

GB/T2423.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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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68-2-78:200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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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423.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和导则:冲击

(IEC60068-2-27:1987,IDT)

GB/T2423.6—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b和导则:碰撞

(IEC60068-2-29:1987,IDT)

GB/T2423.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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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68-2-6:1995,IDT)

GB/T2423.15—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Ga和导则:稳态加速

度 (IEC60068-2-7:1986,IDT)

GB/T2423.16—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J和导则:长霉

(IEC60068-2-10:2005,IDT)

GB/T2423.17—2008 电 工 电 子 产 品 环 境 试 验  第 2 部 分:试 验 方 法  试 验 Ka:盐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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