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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 

GB 7251.2-2006 换版为 GB 7251.6-2015 标准的决议                

TC24-2015-01 

GB 7251.2-2006（等同于 IEC 60439-2：2000）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换版标准为： 

GB 7251.6-2015。 

GB 7251.6-2015（等同于 IEC 61439-6：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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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15-05-15 , 

 实施日期:2016-06-01。 

换版后，原依据 GB 7251.2-2006 标准认证的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产品

的认证标准变更为 GB 7251.6-2015。 

一、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原标准代号为 GB 7251.2，现变为 GB 7251.6。 

GB 7251.6-2015 是在 GB 7251.1-2013 基础上的修改、增加。 

GB 7251.6-2015 与 GB 7251.2-2006 在标准结构、技术内容及验证项目、检

测方法上有变化。 

 

表 1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重点关注 GB 7251.6-2015 在 GB 

7251.1-2013 基础上的修改、增加及与 GB 7251.2-2006 的有关检验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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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GB 7251.6-2015 与 GB 7251.2-2006 新旧版标准差异性说明 

序

号 

GB 7251.6-2015  GB 7251.2-2006 
备注 

条款号 标准内容 条款号 标准内容 

1 3.103 

增加：母线干线通道的定义 

BT通道: 

连接在一起构成母线干线系统

的多个母线干线单元，不包括分接单

元。 

/  新增加 

2 3.104 

带分接装置的母线干线单元：由初始

制造商预先制造成可在一点或多点

安装分接单元的母线干线单元。 

2.3.6 

带分接装置的母线干线单

元：由初始制造商预先制造

成可在一点或多点安装分

接单元的母线干线单元。分

接单元连接到母线干线单

元时，可要求也可不要求母

线系统与电源断开。 

有变化，

新标准删

除了第二

句。 

3 / / 2.3.16 
母线干线耐火单元 （ 定

义） 

新标准删

除了 

4 4 

增加了符号和缩略语 

GB7251.1-2013适用，并增加： 

符号/ 

缩写 
术语 分条款 

A1k  
母线干线系统的

温度系数 
5.3.1 

c1k  电路的温度系数 5.3.2 

c2k  电路的安装系数 5.3.2 

R，X ，Z  相导体和故障回

路特性 
5.101 

 

/ 

/ 

 

 

 

 

 

新增加 

5 5 接口特性 4 成套设备电气性能 有变化 

6 

5.2.4、

5.3.1、 

5.3.2 

增加： 

5.2.4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impU
）（成

套设备的） 

注：除非有其他的规定，否则额

定冲击耐受电压按照第 1 部分表 G.1

给出的过电压类别Ⅳ（电源进线端等

级）或Ⅲ（配电电路等级）来选择。 

增加：  

5.3.1成套设备的额定电流（InA） 

（对母线槽有新增加，详见标准 P4） 

5.3.2一条电路的额定电流（Inc） 

（对母线槽有新增加，详见标准P4） 

 

 

/ / 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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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4 

 

额定分散系数（RDF）：对于整

个母线干线系统，除非另有规定，额

定分散系数应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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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分接单元均能连

续且同时承载其满额定电流的负载。 

注1：这是由于分接单元间的热影响

可忽略不计。 

对于配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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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连续承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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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系数应等于标准中表 101中给出的

数值。 

4.7 

额定分散系数：成套设备中

或其中一部分中有若干主

电路，在任一时刻所有主电

路预计电流最大总和与成

套设备或其选定部分的所

有主电路电流之和的比值，

即为额定分散系数。 

 

额定分散

系数，重

新定义了 

8 

 

5.101 

附录 BB 

附录 CC 

附录 DD 

 

5.101相导体和故障回路特性 

1.相导体特性 

20℃的温度下的电阻值（见附录 BB） 

 
20

1 0.004 20

R
R 

 


  
 

2. 故障零序电阻（见附录 CC） 

（ 阻抗法对试验电流没有特殊要

求） 

3.故障回路电阻和电抗（见附录 DD） 

（对称分量法对试验电流没有特殊

要求。） 

20 ℃ 温 度 下 的 零 序 电 阻

 

 

 
0 b

0 b20
1 0.004 -20

x

x

R
R







 

故障零序电阻 

       

 

 0 b 0 20 0

1 0.004 35 20
1 0.004 35 20

1 0.004 20
x b x b x

R R R







  
        

 

8.2.9 

附录 N 

 

母线干线系统电气性能的

验证 

1.确定系统的电阻，电抗和

阻抗值 

20℃的温度下的电阻值

R20=
A

lm20
 

2.确定故障条件下系统的

电阻，电抗和阻抗值 

1）阻抗法  要求试验电流

为额定电流的 3倍 

2）对称法  要求试验电流

为额定电流的 3倍 

20℃温度下的零序电阻

  xbR 200 =
A

lm20
 

故障零序电阻 

 

计算电阻

的方法有

变化 

9 6.1 

铭牌：  

增加: 

     1.鉴别生产日期的方式； 

     2. GB 7251.6。 

删除: 

     u）系统的电阻、电抗和阻抗值; 

v) 故障条件下系统的电阻、电

抗和阻抗值。 

5.1 

铭牌： 

„„„ 

u）系统的电阻、电抗和阻

抗值（见 4.9.1）; 

v) 故障条件下系统的电

阻、电抗和阻抗值

（见 4.9.2）。 

 

有增加,

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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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6.101 

 

母线干线系统单元之间正确连接 

 

7.1.4 

7.1.5 

对正确连接分接单元的要

求 

对带几条电路的母线干线

的要求 

原 2条款

合为一条

款，内容

变化不

大。 

11 
7.2 

 

特殊使用条件 

增加： 

aa) 承载机械负载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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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附近安装，例如

高速数据网、无线电设备、工作状态

监测仪等；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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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电磁场 5.102（在正常条件中） 

6.2 

 

 

 

 

 

 

 

 

 

6.2.12 

特殊使用条件 

 

 

 

 

 

 

 

 

 

  工频磁场 

有 增

加； 

新 标

准，电

磁 场

改 为

正 常

条件  

12 8.1.102 

增加: 

插入式分接单元耐受热变化的能力, 

通过 10.2.102的热循环试验进行验

证。 

/ / 
新增加要

求 

13 8.2.1 对机械碰撞的防护要求 / / 
新增加要

求 

14 10 
设计验证（包含：试验、计算、比较

三个验证方法） 
8.2 型式试验 

有变化,

新增加了

计算、比

较两个验

证方法 

15 10.2 材料和部件的强度 / / 
新增试验

项目 

16 10.2.2 耐腐蚀性 / / 
新增试验

项目 

17 
10.2.3.

1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 / 

新增试验

项目 

18 
10.2.3.

2 

10.2.3.2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

引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证 

灼热丝顶部的温度： 

—需要安装载流部件的部件：960℃； 

—用于嵌入墙内的外壳：850℃； 

—其他部件，包括需要安装保护导体

的部件：650℃。 

8.2.13 

绝缘材料耐受非正常发热

的验证—与导电部件接触

并且必须保持带电部件在

其位置上：850±15℃； 

—与导电部件接触或不接

触并不需要保持带电部件

在其位置上：650±10℃。 

有变化，

安装载流

部件的部

件温度提

高到：

960℃ 

19 10.2.4 耐紫外线（UV）辐射验证 / / 
新增试验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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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2.5 提升 / / 
新增试验

项目 

21 10.2.6 机械碰撞试验 / / 
新增试验

项目 

22 10.2.7 标志 / / 
新增试验

项目 

23 
10.2.10

1.1 
直形母线干线干线单元的试验步骤 

8.2.10.

1．1 

正常机械负载的结构强度

验证 

名称变，

内容没变 

24 
10.2.10

1.2 

连接点的试验步骤 

 

8.2.10.

1.2 

重载机械负载的结构强度

验证 

名称变，

内容没变 

25 
10.2.10

1.4 

外壳耐受压力 

试验结果判定:  

增加： 

保护电路应保持其功能性，试验样品

应耐受第 1 部分 10.9.2 中的介电试

验。 

8.2.12 

耐压力性能验证 

 

 

 

       

有变化 

26 / / 
8.2.10.

3 

特殊机械负载的结构强度

验证 

新标准删

除了该条

款 

27 
10.2.10

2 

热循环试验（详见标准 P11） 

（插入式分接单元应进行热循

环试验） 

/ / 
新增试验

项目 

28 10.5 

10.5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1.增加：通过与一个基准设计比较进

行验证——使用核查表 

2. 试验结果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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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故障回路电阻

b20phPENR
或 b20phPER

增加不应超过

10%(见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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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火花和局部过热。 

8.2.4 保护电路有效性的验证 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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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9 

10.9 介电性能 

10.9.2工频耐受电压 

10.9.2.2  „„用于试验的高压变

压器应设计为输出电流至少为

200mA，当输出电流小于 100mA 时，

过流继电器不应动作； 

试验电压值，见 GB 7251.1-2013表 8、

表 9。耐压试验值降低(详见标准 P59) 

10.9.2.3 „„施加试验电压的维持

时间为 5（
2

0



）s 。 

10.9.3 冲击耐受电压 

10.9.3.2 „„冲击耐受电压允许有

±3%的偏差，每个极施加 5次。 

新增：10.9.3.5．„„注：对于设计

验证，电气间隙达到 GB 7251.1-2013

表 1规定值的 1.5倍，此时可免除成

套设备的冲击耐受试验。(详见标准

P41) 

8.2.2 

8.2.2 介电性能验证 

1.施加试验电压的维持时

间为 5s ； 

2.交流电源应具备足够的

功率以维持试验电压； 

3.冲击耐受电压每个极施

加 3次。 

4. 对主电路及辅助电路工

频耐压试验值，详见详见 GB 

7251.1-2005 表 10、表 11。 

 

有变化及

新增 

 

30 
  

10.10 

10.10温升验证 

8.2.1 

8.2.1温升极限的验证 

有新增加

试验方法 

 

 

10.10.1 通则 

验证应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a) 试验（10.10.2），和/或 

增加: 

b) 类似方案额定电流的推导

（10.10.3）（详见标准 P16）。 

增加: 

10.10．2.2 代表性布置的选择（详见

标准 P13） 

假设中性导体的尺寸等于或大

于相导体且以相同的方式放置，则 3

相/3 线母线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被

认为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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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接单元的代表性单元。 

10.10.2.3 试验方法    

增加： 10.10.2.3.5母线干线通道试

验（详见标准 P15） 

增加:b）垂直方向 

10.10.2.3.6 分接单元试验（详见标

准 P15） 

增加:b）垂直方向 

10.10.3  （其他未经验证的类似 ）

方案额定电流的推导 

温升极限的验证 

通过试验验证(试验时

母排水平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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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11 

10.11短路耐受强度 

1. 可免除短路耐受强度的验证的情

况与原标准相比少了如下一条：成套

设备的所有部件（母排，母线支架，

母排接头，进线和出线单元，开关器

件等）已经过适合成套设备工作条件

的型式试验。 

2. 除可免除试验验证（10.11.2），

通过 10.11.5 规定的试验验证。 

增加： 10.11.3 通过与一个基准设

计进行比较的验证，利用核查表。（详

见标准 P17） 

3. 试验结果增加： 

10.11.5.5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需定

期更换的分接单元连接件（例如，滑

触刷），其损坏是可以接受的。 

8.2.3 

短路耐受强度验证 

（通过试验验证） 

 

 

有变化，

有新增 

32 10.12 
电磁兼容性（EMC） 

增加了试验项目 EMC 
8.2.8 EMC 有新增 

33 
10.13 

 

10.13 机械操作 

„„操作次数 50次„„ 

…….对于滑触式分接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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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建议按老标准。 

8.2.6 
8.2.6 机械操作验证 

操作次数 50 次„„ 
仅条款号

变， 

内容 IEC 

61439.6

与 IEC 

60439.2

无变化。 

8.2.11 

8.2.11滑触式干线系统耐

久性的验证 

„„如果触轮用来支撑一

件工具或其他机械负载，在

试验时应加挂上一个与其

相当的质量。 

34 
10.102 

 

10.102 建筑结构中防火 

耐火时间为60 min，90 min，120 min，

180 min或240 min。 

增加：带有试验台的试验对穿越墙的

情况有效。  

 

8.2.15 

8.2.15建筑结构中防火性

能的验证 

耐火时间为 60 min， 120 

min，180 min或240 min。 

 

耐火时间

增加 90 

min 一档。 

35 
10.11.5

.6.2 

10.11.5.6.2 试验结果（短耐试验

后的验证）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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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电阻 Rb20phPE或者

Rb20phPEN增加不应超过 10%。 

/ / 

新增验证

试验结果

的方法 

36 附录 C 表 C.1  用户规范表（详见标准 P21） / / 新增 

37 附录 D 
表 D.1  设计验证（列出不同验证方

式的验证项目）（详见标准 P25） 
/ / 新增 

38 / / 附录 L 
燃烧时保持电路完整性的

验证 
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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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版标准的试验项目 

GB 7251.6-2015 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标准的试验项目，按表 2 执行。 

表 2   GB 7251.6-2015(见附录 D 表 D.1 )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条款或 

子条款 

1 材料和部件强度： 10.2 

  

耐腐蚀性： 

湿热循环试验、盐雾试验 A 

湿热循环试验、盐雾试验 B 

10.2.2 

10.2.2.2 

10.2.2.3 

  绝缘材料性能： 10.2.3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证 
10.2.3.1 

  

10.2.3.2 

耐紫外线（UV）辐射验证 10.2.4 

提升 10.2.5 

机械碰撞试验 10.2.6 

标识 10.2.7 

耐受机械负载的能力 10.2.101 

热循环试验 10.2.102 

2 外壳防护等级 10.3 

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10.4 

4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10.5 

 母线干线系统裸露导电部件和保护电路间的有效连续性 10.5.2 

  保护电路的短路耐受强度 10.5.3 

5 介电性能： 10.9 

  工频耐受电压 10.9.2 

  冲击耐受电压 10.9.3 

6 温升极限 10.10 

7 短路耐受强度 10.11 

8 电磁兼容性（EMC） 10.12 

9 机械操作 10.13 

10 防止火焰蔓延 10.101 

11 建筑结构中防火（适用于有防火设计的） 10.102 

12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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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B 7251.2 转换为 GB 7251.6-2015 需补充的试验项目、样品及说明  

     表 3  转换为新标准 GB 7251.6-2015 需补充的检验项目、样品及说明 

序号 
GB 7251.6

条款 
检验项目 样品 说明 

 10.2.2 耐腐蚀性验证：  

成套设备含铁的金属外壳包

括内部和外部含铁金属的结构部

件的代表性样品应进行耐腐蚀性

验证。 

1 10.2.2.2 
湿热循环试验、盐

雾试验A 

各种金属材料、部件、带或

不带防护层、带不同材料防

护层的不同样品各 5块。 

试验适用于： 

——户内的金属外壳； 

——户内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

部件； 

——户内和户外的成套设备内

部用于机械操作的金属部件。 

2 10.2.2.3 
湿热循环试验、盐

雾试验B 
同上 

试验适用于： 

——户外的金属外壳； 

——户外成套设备的外部金属

部件。 

 10.2.3 绝缘材料性能:   
对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和绝缘材

料部件性能进行验证。 

3 10.2.3.1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1台 
适用于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例

如滑触型母线槽） 

4 10.2.3.2 

绝缘材料耐受内部

电效应引起的非正

常发热和着火的验

证 

 

用来绝缘、固定、支撑载流

部件的绝缘材料、部件（如：

绝缘薄膜、母线夹、母线框、

绝缘子等）。 

 样件：φ 100（或 100×100）

×厚（3～5）（可叠加）mm ，

每种材料各 2块。 

a) 用于成套设备部件上的材

料，或 

b) 从这些部件上提取部件的材

料。 

试验应在a)或b)部件中最薄的

材料上进行。 

5 10.2.4 
耐紫外线(UV)辐射

验证 

合成材料样块的数量至少

20块，形状、尺寸的要求按

标准规定。 

适用于用绝缘材料制作的或用金属

制作但完全用合成材料包覆的，且

用于外安装的成套设备的外壳和

外装部件。 

6 10.2.5 提升 
制造商允许提升的最大数

量的单元、组件。 

适用于有提升方法的成套设备。 

相同结构，只做最大容量单元试

验（其它认证单元，可不做试验） 

7 10.2.6 机械碰撞试验 

带有至少一个接点的母线

干线单元、带有分接单元

（如有）。 

适用于标注了IK代码的设备 

8 10.2.7 标志 铭牌及标志 

  模压、冲压、刻字或类似方法

制作的标志，包括带有塑料覆膜

的标签，不用经受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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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2.102 热循环试验 同温升 

  适用于有插入式分接单元的母

线槽，同一结构和材质的不同申

证单元，仅做最大电流的分接单

元。 

（滑触型母线槽不适用） 

10 10.9.3 冲击耐受电压 
与温升验证相同的干线单

元及分接单元。 
 

10 10.10 温升验证 

母线干线单元和插入式分

接单元。 

按代表性母线干线单元（总

长度至少 6米，至少包含两

个连接点）和分接单元（如

有）； 

分接单元需送最大电流规

格； 

母线干线的额定电流不小

于分接单元的2倍额定电流。 

增加在垂直安装时的温升试

验（滑触型母线槽不适用） 

 

11 10.101 防止火焰蔓延 

母线干线直线段，长度至少

3米，且至少包含 1个连接

点；小电流相同类型送 3个

或大宽度时送 1个（工厂与

实验室协商）；同系列只送

1个单元的样品。 

是新老标准规定的必做项目，

原 CCC 认证的试验报告未进行此

项目。 

（滑触型母线槽不适用） 

注： 1.如果制造商能够提供符合 GB/T 20641标准的外壳或材料、部件的检验报告证明符合 GB 7251.6 

10.2的这些要求，则不需重复做 10.2的有关条款的试验； 

2.须提供符合要求的检测报告，实验室审核确认。 

 

四、试验样机、材料及部件的试样 

注：所对应的试验项目等详见表 3 

1. 试验样机 

1）母线干线单元（包括安装件）和插入式分接单元 

按相同结构（密集型或空气型或浇注型或滑触式母线槽等 ）、相同母线材质（铜或铝）

及相同外壳材质（铝合金或钢板或绝缘材料等）为同一系列母线干线单元（有一不同则为

不同系列）。 

同一系列单元选送： 

最大额定电流的母线干线单元，总长度至少 6米，至少包含两个连接点； 

及最大额定电流的插入式分接单元一台 。 

如果按上述选送最大额定电流的母线干线单元无插入式分接单元时，则需增加送一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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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干线的额定电流不小于分接单元的 2 倍额定电流的带有插入式分接单元的母线干线单

元。 

2）插入式分接单元  

不同系列母线干线单元，相同结构的插入式分接单元，只送一个最大额定电流的插入

式分接单元。 

3）防止火焰蔓延试验的样品 

同一系列母线干线单元只送 1个单元的样品，选送一个单元母线干线直线段，长度至

少 3米，且至少包含 1 个连接点；小电流相同类型送 3个或大宽度时送 1个（工厂与实验

室协商）。 

 4）样品的其它要求按实施规则、细则。 

  

2.其他部件和材料等所需样品  

原则：相同的部件和材料等不重复送样试验，其他引用，见 XXXX报告。对于所有差异性试

验可在有代表性的样品、样件中验证，避免重复试验。 

1）用含铁的金属材料制作的外壳、内部和外部含铁金属的结构部件的代表性样件：（盐雾

及湿热试验） 

各种金属材料、带或不带防护层、带不同材料防护层的不同样件各 5块。 

2）用来绝缘、固定、支撑载流部件的绝缘材料、部件（如：绝缘薄膜、母线夹、母线框、

绝缘子等，用于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起的非正常发热和着火的验证）。 

 样件： 

φ 100（或 100×100）×厚（3～5）（可叠加）mm ，每种材料各 2块。 

3）用于用绝缘材料制作的或用金属制作但完全用合成材料包覆的，且用于户外安装的成套

设备的外壳和外装部件（抗紫外线（UV）辐射验证）。 

样件：  

    合成材料样块的数量至少 20块，形状、尺寸的要求按标准规定。 

4）绝缘材料制造的外壳 1台(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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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试验报告  

1． 试验报告类型 

1）换版变更试验报告 

提供样机进行试验的申证单元，按 GB7251.6-2015规定“若成套设备已按照 IEC 60439

（GB 7251 系列 IDT）系列标准做过了相关试验，而且试验结果完全满足 IEC 61439(GB 7251 

IDT) 相关部分的要求，则这些要求的验证不需要重复进行”,其他项目按 GB7251.6-2015

做试验，出变更试验报告。 

在试验报告的封面报告类型为“变更”。 

    用以前试验结果的项目，在试验报告的试验项目汇总页，该检验项目“结果”栏中写

“见编号 XXXXXX 试验报告”并做判定。 

    样机的容量与原报告样机的容量不一致时，还需在报告的第一页的备注栏中，注明本

次送样的样品型号、额定电流值。 

 样品描述按新样机。 

2）换版核查报告 

未提供样机进行试验的申证单元，出换版核查报告。 

在试验报告的封面报告类型为“核查”。 

      用以前试验结果的项目，在试验报告的试验项目汇总页，该检验项目“结果”栏

中写“见编号 XXXXX试验报告” 并做判定。 

样品描述按老报告，其他涉及变更（如：母线槽重量等）及新要求的按企业标准换

版申请、描述及实验室确认。 

2．单元覆盖（划分） 

新规则、细则的单元覆盖（划分）与以前的覆盖范围有所变化，对于按老的实施规

则单元覆盖（划分）出具的证书,可根据企业的要求按新规则、细则的规定单元划分出报

告、换证书，与标准换版一起更新。 

如果样机的中性导体的尺寸等于或大于相导体且以相同的方式放置，则 3 相/3 线母

线干线单元和分接单元的样机可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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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GB7251.6-2015  10.10．2.2代表性布置的选择）。 

3．检验项目按 GB7251.6-2015 新标准统一更新，见表 1。 

      用以前试验结果的项目，在试验报告的试验项目汇总页，该检验项目“结果”栏

中写“见编号 XXXXX试验报告”及判定。 

样品描述按老报告，其他涉及变更（如：重量等）及新要求的按企业标准换版申请、

描述及实验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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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温升试验（变化大，且增加了母线的选择等规定） 

1）应增加：成套设备内环境空气温度（℃）（如：插接箱）、不同部位、规格母线

周围空气温度（℃）（试验点放在最严酷点：例如 B相母线与周围空气的中间），供工

厂按附录 H、附录 N（规范性目录）选择母线用。 

例如：测量母线槽水平放置时和垂直放置时周围空气温度（℃）、主母排周围空气温

度（℃）（如：插接箱）、分接单元出线单元周围空气温度（℃）。 

2）应详细描述试验过程及数据，以确保可追溯性及符合标准的规定。 

例如：多次温升试验时，则应给出每次加载的各电路的实际电流值。 

5.产品系列电流的扩展除按细则规定外，还可按 GB 7251.6-2015 10.10.3.1 增加描述

（不必做试验）： 

对于额定电流小于等于 800A的电路，50Hz时的电流适用于 60Hz的情况。电流大于 800A

时，60Hz时的额定电流应减小到 50Hz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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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频率下的试验也适用

于电流额定数据相同时的较低频率包括直流。                   

6.系列电流对应系列母线的选择 

1）如各电流等级已经验证，按验证结果出电流对应母线的尺寸表； 

2）如电流等级未经验证则：母线的尺寸选择，插接箱应符合 GB7251.1-2013附录 H、

附录 N或 10.10.3.3，母线槽应符合 GB7251.6  10.10.3（其他未经验证的类似 ）方案

额定电流用推导方法计算系列尺寸。 

7.样机的照片及波形图 

 样机的照片增加材料和部件试验项目涉及的材料和部件照片。 

8.报告和记录中增加过程检验照片及波形图 

1）增加做母线槽垂直放置温升的照片和防止火焰蔓延检验时的照片； 

   2）增加冲击耐受电压试验的试验波形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C24 低压成套设备产品认证专家组秘书处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代章） 

                                         

2015 年 10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