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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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6935《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的第1部分。GB/T16935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第2-1部分:应用指南 GB/T16935系列应用解释,定尺寸示例及介电试验;
———第2-2部分:交界面考虑 应用指南;
———第3部分:利用涂层、罐封和模压进行防污保护;
———第4部分:高频电压应力考虑事项;
———第5部分:不超过2mm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确定方法。
本文件代替GB/T16935.1—2008《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与

GB/T16935.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低压供电系统”“电网电源”“稳态工作电压”等术语(见3.1.1、3.1.2、3.1.8等),更改了

“工作过电压”“闪络”“电击穿”等术语(见3.1.7、3.1.46、3.1.44等,2008年版的3.7.2、3.20.2、

3.20等),删除了“操作过电压”“雷电过电压”“功能过电压”等术语(见2008年版的3.7.3、

3.7.4、3.7.5等);
———在附录B和附录F的表格中增加了1500VDC;
———更改了海拔1000m处的修正系数,将0.844修改为0.884(见表F.10,2008年版的表F.8)。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0664-1:2020《低压供电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

验》。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在6.4.6.3中将原文中Ut更正为U试验电压 与图3对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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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低压设备绝缘配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1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常熟开关制造有

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余杭群力

成套电气制造分公司、上海西门子线路保护系统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奇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兢业、季慧玉、贾峰、周斌、褚泼、李生爱、汪芳、郭强、胡金利、王维、冯家明。
本文件于1997年首次发布,2008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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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低压系统内设备需要保障绝缘配合,《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系列标准是低压系统设备绝缘

配合的基础安全标准,包括适用于低压系统设备绝缘配合的基本要求和试验方法,相关的产品标准参考

本系列标准。

GB/T16935《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是指导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的重要系列标准,拟
由6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目的在于为各产品技术标委会提供有关绝缘配合的指导资

料,能够保证低压系统设备的安全使用,提高绝缘配合领域的可靠性水平,规范生产和使用行

为准则。
———第2-1部分:应用指南GB/T16935系列应用解释,定尺寸示例及介电试验。目的在于当技术

委员会及制造商应用GB/T16935系列标准时,突出该系列标准的应用,增进对该系列标准的

理解。
———第2-2部分:交界面考虑 应用指南。目的在于为各技术委员会在考虑与绝缘配合相关的交

界面问题时提供了通用基础导则。
———第3部分:利用涂层、罐封和模压进行防污保护。目的在于规定利用涂层、罐封和模压进行防

污保护的组件的绝缘配合要求及试验程序。
———第4部分:高频电压应力考虑事项。目的在于概括总结有关高频绝缘应力的一些最为重要的

数据,阐释高频绝缘应力对绝缘材料及其尺寸的影响,规定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及固体绝缘的

数据,并给出有关高频应力的试验方法。
———第5部分:不超过2mm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确定方法。目的在于规定印制线路板和类

似结构件中不超过2mm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尺寸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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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供电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设备的绝缘配合,该设备用于连接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或直流不超过1500V
的低压供电系统。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频率不超过30kHz的设备。

  注1:额定频率高于30kHz的低压供电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见IEC60664-4规定。

  注2:设备内部电路可能会出现较高的电压。

本文件适用于海拔不超过2000m的设备,超过2000m的使用见5.2.3.4。
本文件为各技术委员会提供了确定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的要求规定,包括有关绝缘配合

的电气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不适用于具有电离气体之处。有关这种情况的特殊要求可由相应的技

术委员会自行处理。
本文件不涉及确定以下几种距离:
———通过液体的绝缘;
———通过除空气以外的气体;
———通过压缩空气。
本基础安全标准聚焦于必不可少的安全性要求,主要供各技术委员会根据IECGuide104和

ISO/IECGuide51中规定的原则编制标准时使用。
如适用,技术委员会有职责在编制出版物时使用本基本安全标准。
如相关产品标准没有规定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的数值以及对固体绝缘的要求,或在没有标准的情况

下,本文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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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423.22—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IEC60068-2-14:

2009,IDT)

IEC60068-2-2 环境试验 第2-2部分:试验 试验B:高温(Environmentaltesting—Part2-2:

Tests—TestB:Dryheat)

  注: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EC60068-2-2:2007,IDT)

IEC60068-2-78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Environmentaltesting—

Part2-78:Tests—TestCab:Dampheat,steadystate)

  注:GB/T2423.3—2016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Cab:恒定湿热试验(IEC60068-2-78:2012,IDT)

IEC60270 高电压试验技术 局部放电测量(High-voltagetesttechniques—Partialdischarge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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