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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7000灯具国家标准共有23个部分,到本部分出版之日,已出版的GB7000标准分部分如下: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GB7000.1—2015);
———灯具 第2-1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GB7000.201—2008);
———灯具 第2-2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GB7000.202—2008);
———灯具 第2-3部分:特殊要求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GB7000.203—2013);
———灯具 第2-4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GB7000.204—2008);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GB7000.7—2005);
———灯具 第2-6部分:特殊要求 带内装式钨丝灯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GB7000.6—2008);
———灯具 第2-7部分:特殊要求 庭园用可移式灯具(GB7000.207—2008);
———灯具 第2-8部分:特殊要求 手提灯(GB7000.208—2008);
———照相和电影用灯具(非专业用)安全要求(GB7000.19—2005);
———灯具 第2-10部分:特殊要求 儿童用可移式灯具(GB7000.4—2007);
———灯具 第2-11部分:特殊要求 水族箱灯具(GB7000.211—2008);
———灯具 第2-12部分:特殊要求 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GB7000.212—2008);
———灯具 第2-13部分:特殊要求 地面嵌入式灯具(GB7000.213—2008);
———灯具 第2-14部分:特殊要求 使用冷阴极管形放电灯(霓虹灯)和类似设备的灯具

(GB7000.214—2015);
———灯具 第2-17部 分:特 殊 要 求 舞 台 灯 光、电 视、电 影 及 摄 影 场 所(室 内 外)用 灯 具

(GB7000.217—2008);
———灯具 第2-18部分:特殊要求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GB7000.218—2008);
———灯具 第2-19部分:特殊要求 通风式灯具(GB7000.219—2008);
———灯具 第2-20部分:特殊要求 灯串(GB7000.9—2008);
———灯具 第2-22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GB7000.2—2008);
———钨丝灯用特低电压照明系统安全要求(GB7000.18—2003);
———限制表面温度灯具安全要求(GB7000.17—2003);
———灯具 第2-25部分:特殊要求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GB7000.225—2008)。
本部分为GB7000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正文中多次出现“GB7000第2部分”,其内涵是除GB7000.1以外的GB7000中的具体灯

具标准。
本部分代替GB7000.1—2007《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本部分与GB7000.1—2007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1) 增加多个引用标准(0.2)。

2) 定义

———增加了“冲击耐受类别”等16个定义(1.2.76~1.2.91);
———修改了固定式灯具(1.2.8)、徒手(1.2.46)等多个术语的定义;
———原术语“连接管”修改为“套圈”(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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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术语“不可拆卸的软缆或软线(1.2.14)”删除,以新术语“电源线”(1.2.14)替代;
———从“安全特低电压”上溯到了“特低电压”(1.2.42)的术语和定义,并增加了“FELV(功能特低电

压)”的定义(1.2.42.1),并给出了特低电压的直流值;
———原“自带防护屏的卤钨灯”(1.2.71)被术语“自带防护屏灯”(1.2.71)和定义替代。

3) 分类

修改了安装表面材料分类标记的原则(2.4),分类为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不

需要标记,分类为不可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需要标记。

4) 标记

灯具上的标记:
———对于不同部件有不同IP数字的灯具,增加了IP20也应标出的规定。当安装罩子会提高原结

构的IP等级时,规定了相关的标记要求(3.2.6);
———修改了对灯具适宜的安装面材料的标记规定(3.2.9,3.2.21);
———对使用自带防护的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提出了关于防护屏的符号要求(3.2.19);
———对调节手段增加了标记要求(3.2.20);
———内装式可替换熔断器(3.2.22);
———增加了光生物危害的标记要求(3.2.23);
———对使用非用户替换光源灯具的相关罩子提出了触电危险符号的要求(3.2.24)。
附加内容:
———增加了说明保护导体电流的要求(3.3.19);
———增加了关于非伸臂范围内安装灯具的信息要求(3.3.20);
———增加了不可替换光源和非用户替换光源灯具说明书的要求(3.3.21);
———增加了说明可控灯具电源和控制导体间绝缘类别的要求(3.3.22)。

5) 结构

———修改并补充了螺口灯座的试验弯矩值和合格判定要求(4.4.4);
———增加了设计使用标准灯座或连接器的灯具的连接方式的要求(4.4.10);
———修改了自攻螺钉的应用规定(4.11.2);
———补充了灯座扭矩试验的规定(4.12.4);
———修改了螺纹密封压盖的试验方法,并增加了规格(4.12.5);
———增加了安装在伸臂范围内灯具调节装置的要求[4.14.3b),4.14.3c)];
———第4.16条的标题修改为“可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并在附录N中提示了相应的符

号和警示语(4.16,附录N);
———关于防护屏,在适用产品中增加了金属卤化物灯灯具,并修改了具体要求(4.21.1);
———关于灯具的紫外线辐射,在适用的产品中增加了卤钨灯灯具,给出了防护屏的作用和附录P

的适用条件,在附录P中按每日8h最长曝光时间的情况给出计算公式(4.24.1,附录P);
———增加了视网膜蓝光危害的评估要求(4.24.2);
———关于带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增加了安装方面的要求(4.27);
———增加对热传感控制器的固定要求(4.28);
———增加了对带有不可替换光源的灯具的结构要求(4.29);
———增加了带有非用户替换光源的灯具的要求(4.30);
———增加了电路间的绝缘要求(4.31);
———增加了过电压保护器的要求(4.32)。

6)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增加了无绝缘电源线规格(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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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规定的条件时,外部接线导体的截面积的要求可以降低(5.2.2)。

7) 关于接地规定,增加了对于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的要求,应进行附录V
附加试验的要求(7.2.1)。

8) 防触电保护

———根据“基本绝缘部件不应用在没有防意外接触措施的灯具的外表面上”的要求,给出了标准试

验指不能触及基本绝缘的各种情形(8.2.1);
———给出了允许Ⅲ类灯具SELV线路中的载流部件外露的条件,并规定Ⅲ类灯具仅接受与SELV

源连接(8.2.3)。

9) 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增加了对光源、防护屏或玻璃罩在试验后的检验要求[9.2f),

9.2g)]。

10)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

———第10章标题改为“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
———增加了过电压保护器在试验时的处置规定(10.2);
———对附加绝缘、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降低了电气强度的试验电压、修改了接触电流的要求

(10.3)。

1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表11.1中的部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规定值降低;
———修改和补充了附录 M表 M.1中的绝缘要求(表 M.1);
———删除了对IPX1灯具的要求,相关内容在加入新增的资料性附录U中。

12) 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

———修改了热试验(灯的控制装置绕组故障)的有关试验方法(12.6.1);
———修改了内含灯的控制装置或电子装置的热塑灯具故障条件热试验的试验方法(12.7);
———新增了附录 W:可供选择的热塑灯具的热试验,新增了图32;
———修改了附录D中有关嵌入式灯具热试验布置的内容;
———补充了带有变压器或转换器灯具试验电压的规定(12.3、12.4)。

13) 增加附录的数量,修改了相关附录的编号。原附录S改为附录R、原附录T改为附录S、原附

录U改为附录T,增加了附录V、附录 W、附录X和附录NA。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598-1:2014《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见附录NA。
本部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文献目录”改为“参考文献”;
———增加资料性附录 NA“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时代之光照明电器检测有限公司、国家电光源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山)、上海亚明照明

有限公司、雷士照明(中国)有限公司、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灯具(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三思电

子工程有限公司、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浙江生辉照

明有限公司、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光阳电器有限公司、江苏山水节能服务有限公司、山
东明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宁波远东照明有限公司、宁波市爱使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凯耀照明股份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超中、施晓红、张俊斌、彭振坚、桑高元、李妙华、朱华荣、熊飞、周鼎、吕军、

许礼、李本亮、黄先军、陈少藩、许建兴、陈伟星、王印芳、黄坚忠、戴文亮、刘强、杨樾、虞再道、李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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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刘尔立、凌莉、陆世鸣、王晔、於立成。
本部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7000.1—1996、GB7000.1—2002、GB70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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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0 一般介绍

0.1 范围

GB7000的本部分规定了使用电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1000V的灯具的一般要求。本部分提出

的要求和有关试验包括:分类、标记、机械结构、电气结构和光生物安全。
本部分的每章都应与第0章和引用的其他相关章节一起阅读。

GB7000第2部分的每个标准详述了电源电压不超过1000V的一个特定类型灯具或一组灯具的

具体要求。为了便于修订,这些部分单独出版,而且当需要时,还会增添附加的部分。
灯具光度数据的表述是由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考虑提出的,因此本部分不涉及。
本部分包括了带有标称脉冲电压峰值不超过表11.2数值的触发器的灯具的要求。这些要求适用

于触发器装在镇流器内和触发器与镇流器分开的灯具。触发器装在光源内的灯具的要求正在考虑

之中。
本部分包含了对半灯具的要求。
总的来说,本部分包括了灯具的安全要求。本部分的目的是提供一套适用于多数类型灯具的要求

与试验,并被GB7000第2部分的具体标准引用。因此,不应将本部分的本身看成对任何类型灯具的

规定,本部分的条款只适于GB7000标准特殊要求部分确定范围内的特定类型的灯具。

GB7000第2部分的标准引用本部分某章要求时,规定了该章的适用程度、试验顺序,以及一些必

要的附加要求。
本部分的章节序号无特殊意义,每一型式灯具或一组灯具适用条款的顺序由相应的GB7000第2

部分标准规定。GB7000第2部分的所有标准都是独立的,不引用标准内的其他特殊要求部分。
当GB7000第2部分的标准以“应用GB7000.1中第…章要求”的措辞引用本部分任何章的要求

时,这句话是应被解读为:除了GB7000第2部分的该标准涉及的特定型式灯具明显不适用的以外,本
部分该章的所有要求都适用。

对IEC60079覆盖的防爆灯具,除了IEC60079的要求以外,还要符合GB7000标准(在GB7000
第2部分中选择适用的)的要求,当GB7000标准与IEC60079标准有矛盾时,IEC60079的规定优先。

要关注含有“灯具设计信息”的光源性能标准,为使光源正常工作应遵循这些要求,但本部分不要求

将光源性能试验作为灯具型式试验认可的一部分。
工艺技术状态带来的安全方面的改进以进行中的修订版和修改件为基础的方式在标准内体现。区

域性标准化机构可能在其派生的标准中有一个覆盖符合制造商或标准化机构早先文件产品的声明。声

明可以对这类产品提出应用标准的时间要求,即直到应使用新标准的规定日期以前,早先的标准可以继

续在生产时使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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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113—2003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IEC60990:1999,IDT)

GB13961—2008 灯具用电源导轨系统(IEC60570:2003,IDT)

GB/T16842—2008 外壳对人和设备的防护 检验用试具(IEC61032:1997,ID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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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9212.1—2008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IEC61558-1:2005,IDT)

IEC60061 灯头和灯座及控制互换性和安全的量规(Lampcapsandholderstogetherwithgauges
forthecontrolofinterchangeabilityandsafety)

IEC60061-2 灯头和灯座及控制互换性和安全的量规 第2部分:灯座(Lampcapsandholders
togetherwithgaugesforthecontrolofinterchangeabilityandsafety—Part2:Lampholders)

IEC60061-3 灯头和灯座及控制互换性和安全的量规 第3部分:量规(Lampcapsandholders
togetherwithgaugesforthecontrolofinterchangeabilityandsafety—Part3:Gauges)

IEC60065:2001 音频、视频和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第1号修改件:2005(Audio,videoand
similarelectronicapparatus—SafetyrequirementsAmendment1:2005)

IEC60068-2-6:2007 环境试验 第2-6部分:试验-试验Fc:振动(正弦)[Environmentaltesting—

Part2-6:Tests-TestFc:Vibration(sinusoidal)]

IEC60068-2-14:2009 环境试验 第2-14部分:试验-试验N:温度变化(Environmentaltesting—

Part2-14:Tests-TestN:Changeoftemperature)

IEC60068-2-75 环境试验 第2-75部分:试验-试验Eh:锤击试验(Environmentaltesting—Part
2-75:Tests-TestEh:Hammertests)

IEC/TR60083在IEC成员国中使用的家用和类似用途标准化插头和插座引出线(Plugsand
socket-outletsfordomesticandsimilargeneralusestandardizedinmembercountriesofIEC)

IEC60085 电气绝缘 热分级与标识(Electricalinsulation—Thermalevaluationanddesigna-
tion)

IEC60112:2003 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相比起痕指数和耐漏电指数的测定方法(Method
forthedeterminationoftheproofandthecomparativetrackingindicesofsolidinsulatingmaterials)

IEC60155 荧光灯用辉光启动器(Glow-startersforfluorescentlamps)

IEC60227(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Polyvinylchlorideinsula-
tedcablesofratedvoltagesuptoandincluding450/750V)

IEC60238 螺口灯座(Edisonscrewlampholders)

IEC60245(所有部分)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Rubberinsulatedcables-Rated
voltagesuptoandincluding450/750V)

IEC60320(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器具耦合器(Appliancecouplersforhouseholdand
similargeneralpurposes)

IEC60357 卤钨灯(非机动车辆用) 性能要求[Tungstenhalogenlamps(non-vehicle)—Per-
formancespecifications]

IEC60360 灯头温升测量方法(Standardmethodofmeasurementoflampcaptemperaturerise)

IEC60384-14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 第14部分:分规范 抑制电磁干扰并连接电源的固定电容

器(Fixedcapacitorsforuseinelectronicequipment—Part14:Sectionalspecification—Fixedcapacitors
forelectromagneticinterferencesuppressionandconnectiontothesupplymains)

IEC60400 管形荧光灯灯座和启动器座(Lampholdersfortubularfluorescentlampsandstarter-
holders)

IEC60417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可在http://www.graphical-symbols.info/equipment得到

(GraphicalsymbolsforuseonequipmentAvailableat:http://www.graphicalsymbols.info/equip-
ment)

IEC60432-1 白炽灯 安全要求 第1部分:家庭和类似场合普通照明用钨丝灯(Incandescent
lamps—Safetyspecifications—Part1:Tungstenfilamentlampsfordomesticandsimilargeneral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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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purposes)

IEC60432-2 白炽灯 安全要求 第2部分:家庭和类似场合普通照明用卤钨灯(Incandescent
lamps—Safetyspecifications—Part2:Tungstenhalogenlampsfordomesticandsimilargenerallight-
ingpurposes)

IEC60432-3 白炽灯 安全要求 第3部分:卤钨灯(非机动车辆用)(Incandescentlamps—

Safetyspecifications—Part3:Tungsten-halogenlamps(non-vehicle)

IEC60449:1973 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压区段 第1号修改件:1979(Voltagebandsforelectrical
installationsofbuildingsAmendment1:1979)

IEC60529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Degreesofprotectionprovidedbyenclosures(IPCode)]

IEC60598-2(所有部分) 灯具 第2部分:特殊要求(Luminaires—Part2:Particularrequire-
ments)

IEC60598-2-4 灯具 第2部分:特殊要求 第4节:可移式通用灯具(Luminaires—Part2:Par-
ticularrequirements—Section4:Portablegeneralpurposeluminaires)

IEC60662 高压钠灯 性能要求(High-pressuresodiumvapourlamps—Performancespecifica-
tions)

IEC60682 石英卤钨灯压封部位温度的标准测量方法(Standardmethodofmeasuringthepinch
temperatureofquartz-tungsten-halogenlamps)

IEC60684(所有部分) 软绝缘套管(Flexibleinsulatingsleeving)

IEC60695-2-11 着火危险试验 第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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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hazardtesting—Part2-11:Glowing/hot-wirebasedtestmethods—Glowwireflamma-
bilitytestmethodforend-products)

IEC60695-11-5 着火危险试验 第11-5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确认试验方法和

导则(Firehazardtesting—Part11-5:Testflames—Needle—flametestmethod—Apparatus,confirm-
atorytestarrangementandguidance)

IEC60838(所有部分) 杂类灯座(Miscellaneouslampholders)

IEC60989 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可调变压器和电抗器(Separatingtransformers,autotrans-
formers,variabletransformersandreactors)

IEC61058-1:2000 器具开关 第1部分:通用要求(Switchesforappliances—Part1:Generalre-
quirements)

IEC61167 金属卤化物灯 性能要求(Metalhalidelamps—Performancespecification)

IEC61184 卡口灯座(Bayonetlampholders)

IEC61199 单端荧光灯 安全要求(Single-cappedfluorescentlamps—Safetyspecifications)

IEC61249(所有部分) 印刷版和其他内部连接结构件的材料(Materialsforprintedboardsand
otherinterconnectingstructures)

IEC61347(所有部分) 灯的控制装置(Lampcontrolgear)

IEC61347-1 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Lampcontrolgear—Part1:

Generalandsafetyrequirements)

IEC61347-2-9 灯的控制装置 第2-9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Lamp
controlgear—Part2-9:Particularrequirementsforelectromagneticcontrolgearfordischargelamps
(excludingfluorescentlamps)]

IEC61535:2009 永 久 连 接 到 固 定 设 施 的 安 装 耦 合 器 (Installationcouplersintendedfor
permanentconnectioninfixedinstallations)

IEC61558(所有部分)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Safetyofpowertransfo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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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powersupplies,reactorsandsimilarproducts)

IEC61558-2(所有部分)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部分:特殊要求和试

验(Safetyofpowertransformers,powersupplies,reactorsandsimilarproducts—Part2:Particular
requirementsandtests)

IEC62558-2-1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器的安全 第2部分:一般用途分离变压器和

内装分离变压器的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powertransformers,powersupplies,reactorsand
similarproducts—Part2:Particularrequirementsandtestsforseparatingtransformersandpowersup-
pliesincorporatingseparatingtransformersforgeneralapplications)

IEC61558-2-5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2-5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剃须刀

用电源装置及剃须刀供电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transformers,reactors,powersupply
unitsandcombinationsthereof—Part2-5:Particularrequirementsandtestfortransformerforshav-
ers,powersupplyunitsforshaversandshaversupplyunits)

IEC61558-2-6 电源电压为1100V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2-6部分:安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Safetyoftrans-
formers,reactors,powersupplyunitsandsimilarproductsforsupplyvoltagesupto1100V—

Part2-6:Particularrequirementsandtestsforsafetyisolatingtransformersandpowersupplyunits
incorporatingsafetyisolatingtransformers)

IEC61643-11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11部分:连接到低压电力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要求和试验

(Low-voltagesurgeprotectivedevices—Part11:Surgeprotectivedevicesconnectedtolow-voltage
powersystems—requirementsandtests)

IEC62031 普通照明用LED模块 安全要求(LEDmodulesforgenerallighting—Safetyspecifi-
cations)

IEC62035 放电灯(荧光灯除外) 安全要求[Dischargelamps(excludingfluorescentlamps)—

Safetyspecifications]

IEC/TR62778 应用IEC62471评估光源和灯具的蓝光危害(ApplicationofIEC62471forthe
assessmentofbluelighthazardtolightsourcesandluminaires)

IEC80416-1 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1部分:注册用图形符号的生成(Basicprinciplesfor
graphicalsymbolsforuseonequipment—Part1:Creationofgraphicalsymbolsforregistration)

0.3 一般要求

0.3.1 灯具的设计和结构应使其在正常使用时能安全地工作,对人或周围环境不产生危险。通常要用

所有规定的试验来检验其合格性。

0.3.2 灯具应符合GB7000第2部分的一个标准。如果在GB7000第2部分中没有对应于某一个特

殊灯具或一组灯具的标准时,则GB7000第2部分中最相近的适合标准可以作为对该灯具的要求和试

验的指南。
如果GB7000第2部分中有两个或多个标准适用于所设计的灯具,灯具应符合两个或所有适用的

标准。

0.3.3 基于试验目的,半灯具应被视作灯具。

0.4 一般试验要求和验证

0.4.1 按照本部分的试验是型式试验,“型式试验”的定义见本部分的第1章。
本部分的要求和允差与以试验为目的递交的型式试验样品的试验有关。型式试验样品合格并不保

证制造商的全部产品合格。产品的符合性是制造商的责任,而且除了型式试验以外,还可包括例行试验

4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和质量保证。

0.4.2 除非在本部分或GB7000第2部分的章节内另有规定,灯具应以交货状态、考虑制造商的安装

说明书按正常使用安装、在10℃~30℃的环境温度下试验。除非试验必须,光源不包括在内。
除非内部接线是完整的,否则不能认为灯具符合本部分要求。
一般选择一个灯具样品进行试验,或若是一个系列的相似灯具,在系列中每个额定功率选一个灯

具,或者经制造商同意从该系列中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灯具(见附录S)进行试验。这种选择应包括灯

具和附件,而且从试验的角度来看,该选择应能代表灯具和附件的最不利组合。
根据IEC导则,新的IEC标准分成安全标准或性能标准。光源安全标准中“灯具设计信息”是为灯

的安全工作给出的,按本部分检验灯具时,应将其作为规范性附录。
每一灯具样品都应做所有相应的试验。为了缩短试验时间和允许进行某些可能是破坏性的试验,

制造商可以提供额外的灯具或灯具部件,这些灯具或灯具部件所用的材料和设计与原灯具相同,则其试

验结果亦与原灯具的试验结果相同。合格性试验以“用目视检验”表述时,应包括所有必要的操作。
对导轨安装的灯具,制造商在提供灯具样品的同时,还应提供适合的导轨样品、连接器和连接灯具

的接合器。
组合灯具进行安全要求的试验时要在产生最不利结果的部件组装情况下进行。
如果灯具的某些部件设计成其性能与灯具的其他部件无关,如接头和升降装置,那么它们就可单独

试验。
打算使用电源线的灯具,试验时软电源线连接至灯具。
灯具打算使用灯罩,但通常又不提供灯罩的,制造商应提供可用于该灯具的典型灯罩。

0.4.3 验证和试验

按本部分要求进行试验的灯具可以提交一个新试验样品及以前的试验报告,按本版标准对以前的

试验报告进行更新。
通常不需要进行完整的型式试验,只要针对所有的标有“R”、并列入附录R的修改条款,对产品和

以前的试验结果进行评审。
注:标记“R”并列入附录R的条款将包含在未来的修订件或修订版本内。

0.5 灯具部件

0.5.1 除了整体部件以外,部件应符合该部件有关的国家标准或IEC标准(如有的话)。
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IEC标准要求并单独标记额定值的部件,要检验证实它们适合在使用中可能

发生的条件。有关标准没有涉及使用状况的,应要求这些部件符合本部分附加的相关要求。
合格性用目视和相关试验检验。
整体部件作为灯具的一部分,应尽量合理地符合部件的国家标准或IEC标准。
注1:这并不意味着在认可灯具之前,部件需要单独试验。

注2:不同种类灯具的零部件选择指南见附录L。

灯具内部接线应符合5.3的要求。
注3:这并不排除使用标准电缆。

0.5.2 对满足其自身标准且按预期使用的那些部件,应仅对本部分中有规定而部件标准(包括该标准

中要求的标题)不规定的那些要求进行试验。
在装入灯具后,灯座和启动器座还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IEC标准(如有的话)的尺寸和互换性

要求。
对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连接、用于直接连接到灯具或壳体部件的接线端子座,应符合附录V的

特殊要求。

0.5.3 对没有相应国家标准或IEC标准的部件,作为灯具的一部分应满足本部分的相关要求。灯座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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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器座还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IEC标准(如有的话)的尺寸和互换性要求。
注:部件的例子是灯座、开关、变压器、镇流器、软缆和软线以及插头等。

0.5.4 只有使用了同一技术规格的防护屏,才能保证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0.6 IEC60598第2部分(GB7000标准特殊要求部分)目录

第2-1部分:固定式通用灯具(GB7000.201)
第2-2部分:嵌入式灯具(GB7000.202)
第2-3部分: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GB7000.203)
第2-4部分:可移式通用灯具(GB7000.204)
第2-5部分:投光灯具(GB7000.7)
第2-6部分:带内装式钨丝灯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GB7000.6)(见注)
第2-7部分:庭园用可移式灯具(GB7000.207)
第2-8部分:手提灯(GB7000.208)
第2-9部分:照相和电影灯具(非专业用)(GB7000.19)
第2-10部分:儿童用可移式灯具(GB7000.4)
第2-11部分:水族箱灯具(GB7000.211)
第2-12部分: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GB7000.212)
第2-13部分:地面嵌入式灯具(GB7000.213)
第2-14部分:使用冷阴极管形放电灯(霓虹灯)和类似设备的灯具(GB7000.214)
第2-15部分:目前未使用

第2-16部分:目前未使用

第2-17部分: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外)用灯具(GB7000.217)
第2-18部分: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GB7000.218)
第2-19部分:通风式灯具(GB7000.219)
第2-20部分:灯串(GB7000.9)
第2-21部分:密封灯串1)

1) 将要出版。

第2-22部分:应急照明用灯具(GB7000.2)
第2-23部分:钨丝灯特低电压照明系统(GB7000.18)
第2-24部分:限制表面温度的灯具(GB7000.17)
第2-25部分: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GB7000.225)
注:本版GB7000.1中已经包括了GB7000.6的所有要求,所以,本版标准出版后GB7000.6将取消。因此,当带有

内装式变压器或控制装置的灯具按本部分进行试验时,GB7000.6不再有要求。

1 术语和定义

1.1 概要

本章给出了适用于灯具的通用定义。

1.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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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其他有关光源的定义需从相应的光源标准中获得。

注2:除另有说明外,术语“电压”和“电流”指均方根(r.m.s.)值。均方根值又称有效值。

1.2.1
灯具 luminaire
分配、透过或改变一个或多个光源发出光线的器具,它包括支承、固定和保护光源所必需的所有部

件,以及必需的电路辅助装置和将它们连接到电源的装置,但不包括光源本身。
注:采用整体式不可替换光源的发光器被视作一个灯具,但不对整体式光源或整体式自镇流光源进行试验。

1.2.2
灯具主要部件 mainpartofluminaire
被固定在安装表面上,或直接悬挂或直立于安装表面上的部件(它可以带也可以不带光源、灯座和

辅助装置)。
注:钨丝灯灯具中,承载灯座的部件通常为主要部件。

1.2.3
普通灯具 ordinaryluminaire
提供防止与带电部件意外接触的保护、但无其他特殊的防尘、防固体异物或防水保护的灯具。

1.2.4
通用灯具 generalpurposeluminaire
不为专门用途设计的灯具。
注:通用灯具的例子包括悬挂灯具、一些聚光灯、某些表面安装或嵌入安装的固定式灯具。专用灯具的例子是指那

些粗野使用的灯具、照相和摄影场所的灯具以及游泳池灯具等。

1.2.5
可调节灯具 adjustableluminaire
通过接头、升降装置、伸缩管或类似装置,灯具主要部件可以旋转或移动的灯具。
注:可调节灯具可以是固定式或可移式的。

1.2.6
基本灯具 basicluminaire
能符合GB7000第2部分标准、数量最少的装配件组成的灯具。

1.2.7
组合灯具 combinationluminaire
由一基本灯具和可用其他部件更换的一个或多个部件组合而成的灯具,或与其他部件以不同的方

式组合使用、徒手或用工具变化的灯具。

1.2.8
固定式灯具 fixedluminaire
因其只能借助于工具才能拆卸的固定方式、或在伸臂范围外的使用位置而不能轻易地从一处移动

到另一处的灯具。
注:一般来说,固定式灯具设计成与电源永久连接,但连接方式也可是插头或类似装置。

1.2.9
可移式灯具 portableluminaire
连着电源正常使用状态下能从一处移到另一处的灯具。
注:墙壁安装灯具,带有与插头连接的电源线、可用蝶形螺钉、钢夹或挂钩方式固定到其支承物上、可以徒手方便地

从支承物上取下的,被认为是可移式灯具。

1.2.10
嵌入式灯具 recessedluminaire
制造商打算完全或部分嵌入安装表面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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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一术语既适用于在封闭空腔内工作的灯具,也适用于经由表面(如吊顶)安装的灯具。

1.2.11
额定电压 ratedvoltage
由制造商指定的灯具的电源电压。

1.2.12
电源电流 supplycurrent
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正常使用稳定状态下,灯具电源端子的电流。

1.2.13
额定功率 ratedwattage
灯具设计光源的数量和额定功率。

1.2.14
电源线 supplycord
为了电源连接而固定在灯具上的外部软缆或软线。
注1:灯具可以带有电源线,或设计成连接电源线,例如,X型连接或Y型连接。
注2:为了与此修改一致,GB7000标准特殊要求都要作修订,这将在GB7000标准特殊要求修订时进行。同时,

GB7000第2部分标准内的“不可拆卸软缆或软线”读作“电源线”。

1.2.15
带电部件 livepart
正常使用时可能引起触电的导电部件。中性导体也被看作带电部件。
注:确定导电部件是否为可能引起触电的带电部件的试验见附录A。

1.2.16
基本绝缘 basicinsulation
用于带电部件上提供基本防触电保护的绝缘。
注:基本绝缘不必包括专门为功能目的的绝缘。

1.2.17
附加绝缘 supplementaryinsulation
另外施加在基本绝缘上的独立绝缘,目的是在基本绝缘失效时提供防触电保护。

1.2.18
双重绝缘 doubleinsulation
由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组成的绝缘。

1.2.19
加强绝缘 reinforcedinsulation
施加在带电部件上单一绝缘系统,提供相当于双重绝缘的防触电保护。
注:术语“绝缘系统”并不意味着这个绝缘体是均质的,它可以由几层组成,但不能按附加绝缘或基本绝缘单独

试验。

1.2.20
保护阻抗装置 protectiveimpedancedevice
用于桥接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元件或组件,其阻抗和结构要确保将稳态接触电流和电荷限制在

一个无害的水平。

1.2.21
0类灯具(仅适用于普通灯具) class0luminaire(applicabletoordinaryluminaireonly)
依靠基本绝缘作为防触电保护的灯具。这意味着,灯具的易触及导电部件(如有这种部件)没有连

接到设施的固定布线中的保护导体,万一基本绝缘失效,就只好依靠环境了。关于0类灯具的应用,见
附录T的有关试验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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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类灯具既可以有部分或全部基本绝缘组成的绝缘材料外壳,也可以有金属外壳,它至少用基本绝缘将其与

带电部件隔离。

注2:假如灯具有绝缘材料外壳,内部部件有接地措施,则属于Ⅰ类灯具。

注3:0类灯具可以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

注4:在日本,0类灯具只适用于电源电压从100V~127V的普通灯具。

1.2.22
Ⅰ类灯具 classⅠluminaire
灯具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包括附加的安全措施,即易触及的导电部件连接到设

施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上,使易触及的导电部件在万一基本绝缘失效时不致带电。
注1:对于使用软缆或软线的灯具,这个规定包括保护导体作为软缆或软线的组成部分。

注2:Ⅰ类灯具可以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

注3:Ⅰ类灯具可以有依靠在安全特低电压(SELV)下工作进行防触电保护的部件。

1.2.23
Ⅱ类灯具 classⅡluminaire
灯具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具有附加安全措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没有保

护接地或依赖安装条件的措施。
注1:这样的灯具可以具有下列形式之一:

a) 灯具具有耐用和坚固的连续绝缘材料外壳,该外壳包住除诸如铭牌、螺钉和铆钉之类小部件以外的所有

金属部件,这些小的部件用至少相当于加强绝缘的绝缘与带电部件隔离。这样的灯具称为绝缘材料包裹

的Ⅱ类灯具。

b) 具有坚固的连续金属外壳的灯具,用至少相当于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绝缘与带电部件隔离。这样的灯

具称为金属包裹的Ⅱ类灯具。

c) 上述a)和b)类灯具的组合。

注2:绝缘包裹的Ⅱ类灯具的外壳可以成为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一部分或全部。

注3:如接地是为了帮助启动或为了EMC,并不接到易触及金属部件,该灯具仍然被认为是Ⅱ类灯具。符合相关

IEC光源规范的可触及金属部件和正常使用时通常不接地并且一般触及不到的其他金属部件不作为可能引

起触电的导电部件,但经附录A试验确定为带电部件的除外。

注4:如果一个全部是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灯具有保护接地接线端子或保护接地触点,该灯具为Ⅰ类结构。

然而,为了维持接地导体的电气连续性(例如,环路安装或通过式布线),一个Ⅱ类固定式灯具内可以有一个内

部接线端子或触点,条件是接线端子与易触及的金属部件用Ⅱ类绝缘隔离。

注5:Ⅱ类灯具内可以有依靠安全特低电压(SELV)下工作来达到防触电保护的部件。

1.2.24
Ⅲ类灯具 classⅢluminaire
防触电保护依靠电源为安全特低电压(SELV),并且其内部不会产生高于SELV电压的灯具。

1.2.25
额定最高环境温度 ratedmaximumambienttemperature
ta
由制造商规定的灯具最高持续温度,在此温度下灯具可以在正常条件下工作。
注:这不排除在不超过(ta+10)°C温度下的短时工作。

1.2.26
控制装置或电容器外壳的额定最高工作温度 ratedmaximumambienttemperatureofthecaseofa

controlgearorcapacitor
tc
正常工作条件下,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内的最大值时,可能出现在部件外表面上(如标记的

话,在指定位置)的最高允许温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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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
灯的控制装置绕组的额定最高工作温度 ratedmaximumoperatingtemperatureofalampcon-

trolgearwinding
tw
由制造商设定为最高温度的绕组温度,在这个最高温度下,50/60Hz灯的控制装置可期望有至少

连续工作10年的使用寿命。

1.2.28
镇流器 ballast
接入到电源与一个或多个放电灯之间的器件,它通过单个或组合的电感、电容或电阻将灯电流限定

到要求的数值。
它也可包括变换电源电压的装置,以及有助于提供启动电压和预热电流、防止冷启动、减少频闪效

应、校正功率因数和抑制无线电干扰的电路。

1.2.29
独立式灯的控制装置 independentlampcontrolgear
由一个或若干个部件构成,并能独立安装在灯具之外而不带任何辅助外壳,又具备符合其标志所示

保护功能的灯的控制装置。

1.2.30
内装式灯的控制装置 built-inlampcontrolgear
设计成装在灯具内部的灯的控制装置,在没有特殊的预防措施时不打算安装在灯具外部。

1.2.31
整体灯座 integrallampholder
灯具的部件,它支承灯并为其提供电气接触,而且被设计成灯具的一部分。

1.2.32
(目前没有使用)。

1.2.33
半透明罩 translucentcover
灯具的光传输部件,也可以保护光源和其他零部件,包括漫射器、棱镜板和类似的控光器件。

1.2.34
固定布线 fixedwiring
连接到灯具的电缆,它是固定设施的一部分。
注:固定布线可以进入灯具并连接到接线端子,包括灯座、开关和类似部件的接线端子。

1.2.35
器具耦合器 appliancecoupler
使软缆能方便地连接到灯具的一种装置,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带有接触插套的连接器,它与连接

到电源的软缆组成整体,或设计成附加到与电源连接的软缆上;一个带有插销的器具插座,它与灯具组

成一体或固定在灯具上。

1.2.36
外部接线 externalwiring
通常在灯具外部且附带在灯具上的接线。
注1:外部接线可用于将灯具连接到电源、其他灯具或外部镇流器。
注2:外部接线未必全长都在灯具外部。

1.2.37
内部接线 internalwiring
通常在灯具内部且附带在灯具上的接线,它构成了外部接线或电源线终端与灯座、开关和类似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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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之间的连接。
注:内部接线未必全长都在灯具内部。

1.2.38
普通可燃材料 normallyflammablematerial
引燃温度至少为200℃、而且在此温度时不变形或弱化的材料。
示例:木材和厚度大于2mm以木材为基质的材料。
注:引燃温度和普通可燃材料变形或弱化的抵抗性能基于被广泛接受的在15min试验时间确定的数值。

1.2.39
易燃材料 readilyflammablematerial
不能划分成普通可燃或非可燃的材料。
示例:木纤维和厚度不超过2mm以木材为基质的材料。

1.2.40
非可燃材料 non-combustiblematerial
不能助燃的材料。
注:本部分中金属、灰浆和混凝土之类的材料被视作非可燃材料。

1.2.41
可燃材料 flammablematerial
不符合13.3.2灼热丝试验要求的材料。

1.2.42
特低电压 extralowvoltage;ELV
导体之间或任一导体与地之间不超过交流50V有效值或无纹波直流120V的电压(IEC60449电

压区段Ⅰ)。
注:“无纹波”通常被定义为纹波含量不超过10%有效值的正弦脉动电压:对标称无纹波直流120V系统,最大峰值

电压不超过140V,相应地,对标称无纹波直流60V系统,最大峰值电压不超过70V,对标称无纹波直流30V
系统,最大峰值电压不超过35V。

1.2.42.1
功能特低电压 functionalextralowvoltage;FELV
基于功能原因存在ELV电压的电路中不满足SELV(或PELV)要求的ELV。

1.2.42.2
安全特低电压 safetyextralowvoltage;SELV
电路中与电网电源隔离的ELV,该隔离至少达到IEC61558-2-6安全隔离变压器一次电路与二次

电路间的绝缘或与其等效的绝缘。
注:在特殊要求中,尤其允许直接接触载流部件时,可规定最大电压低于交流50V有效值或无波纹直流120V。

1.2.43
工作电压 workingvoltage
开路条件下或正常工作时,在额定电源电压下,任何绝缘体两端可能产生的最高电压有效值,瞬间

电压忽略。
1.2.44

型式试验 typetest
对型式试验样品进行的一个试验或一系列试验,其目的是检验给定产品的设计与有关标准要求的

符合性。
1.2.45

型式试验样品 typetestsample
由制造商或责任销售商提供的用于型式试验目的、包含一个或多个类似装置的样品。

11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1.2.46
徒手 byhand
不需要使用工具。

1.2.47
接线端子 terminal
灯具或元件中与导体进行电气连接所必需的部件。
注:见第14章和第15章。

1.2.48
环路安装 looping-in
两个或两个以上灯具与电网电源连接的系统,每根电源导体可在同一接线端子上接入和接出。
注:为了与接线端子连接可以切断电源导体(见图20)。

1.2.49
通过式布线 throughwiring
通过灯具的接线,打算用于一排灯具的互相连接。
注1:一些国家不允许在通过式布线内有接点。
注2:灯具可与或不与通过式布线进行电气连接(见图20)。

1.2.50
启动装置 startingdevice
其自身或与线路中的其他部件组合提供适当的电气条件来启动放电灯的装置。

1.2.51
启动器 starter
通常用于荧光灯的启动装置,它提供电极必需的预热,并与镇流器的串联阻抗组合对灯产生冲击

电压。
1.2.52

触发器 ignitor
产生脉冲电压启动放电灯的启动装置,但它不提供电极的预热。

1.2.53
接线端子座 terminalblock
为了方便导体的互相连接,在绝缘材料基座或壳体上一个或多个接线端子的组件。

1.2.54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 roughserviceluminaire
为承受繁重的机械操作而设计的灯具。
注1:灯具可以:

———永久性固定安装,或
———临时性固定安装在建筑物或支架上,或
———含有一个完整支架或手柄。

注2:这类灯具一般用于恶劣环境下,或需要临时性的照明的地方,例如在建筑工地、机械加工车间和类似场所。

1.2.55
电气-机械接触系统 electro-mechanicalcontactsystem
灯具内部的连接系统,通过它将带有灯座的主要部件与底板或悬挂装置进行电气和机械连接。
见:图31描述了1.2.55定义的电气-机械接触系统。这样,应用4.11.6和7.2.1的要求。对于所描

述的情况,底板和齿轮盘是唯一和不可替换的,因此底板不需要标3.2要求的电气连接件的额定电流。
注1:它可以含有调节装置。
注2:该系统可以用于一个特殊设计的灯具,或可提供与各种灯具型式的连接。

1.2.56
(目前没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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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
安装表面 mountingsurface
建筑物、家具或其他结构的一部分,正常使用时灯具可以以任一方式固定、悬吊、坐落或安置于此,

并将或旨在支承灯具。
1.2.58

整体部件 integralcomponent
构成灯具的一个不可替换部件,并且不能与灯具分开试验。

1.2.59
自镇流灯 self-ballastedlamps
除非永久性破坏,否则不能拆卸的装置,它提供一个灯头、内装光源以及光源启动和稳定工作必需

的所有附加元件。
注1:自镇流灯的光源部件是不可替换的。
注2:镇流器部件是自镇流灯的一部分,不是灯具的一部分。在使用寿命终了时自镇流灯即被丢弃。
注3:试验时,自镇流灯被看作传统的灯。
注4:具体例子和更多信息见GB/T20153。

1.2.60
半灯具 semi-luminaire
类似于自镇流灯的装置,但设计使用一个可替换光源和(或)启动装置。
注1:半灯具的光源元件和(或)启动装置是可方便替换的。
注2:镇流器元件是不可替换的,且每次换光源时不对镇流器进行处置。
注3:灯座用作电源连接。
注4:具体例子和更多信息见GB/T20153。

1.2.61
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 plug-ballast/transformer
装入带有一个整体插头的外壳内的镇流器或变压器,该插头用作连接电源。

1.2.62
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 mainssocket-outlet-mountedluminaire
灯具附带一个整体式插头,插头用于安装和连接到电源。

1.2.63
弹簧夹紧安装的灯具 clip-mountedluminaire
灯具和回弹弹簧夹子的整体组装件,通过一只手的动作使灯具固定在其安装表面的位置上。

1.2.64
光源连接器 lampconnector
特殊设计的触点组,它提供电气接触方式但不支承光源。

1.2.65
电源插座 mainssocket-outlet
一个带有与电源插头的插片或刃片结合的插座触点的附件,它还带有与软缆或软线连接的接线

端子。
1.2.66

(目前未使用。)
1.2.67

(目前未使用。)

1.2.68
灯的控制装置 lampcontrolgear
用来控制灯的装置,例如镇流器、变压器和降压变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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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定义不包括开关光源的装置或亮度控制装置,如调光器和日光传感器。

1.2.69
(目前未使用)。

1.2.70
模拟灯 dummylamp
带有一个符合适用的IEC60061要求的灯头的装置。

1.2.71
自带防护屏灯 self-shieldedlamp
不需要灯具设置防护屏来抵挡紫外辐射或灯碎粒的卤钨灯或金属卤化物灯。

1.2.72
外部软缆或软线 externalflexiblecableorcord
外部连接到输入或输出电路的软缆或软线,按照下述之一的连接方法固定在灯具上或与灯具装配

在一起。
1.2.72.1

X型连接 typeXattachment
软缆或软线可以容易更换的连接方法。
注1:软缆或软线可以是特制的,并且只能从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处得到。
注2:一种特制的软缆或软线也可以包括灯具的部件。

1.2.72.2
Y型连接 typeYattachment
软缆或软线的更换只能由制造商、其代理商或类似有资格的人进行的连接方法。
注:Y型连接可以使用普通的软缆或软线,也可以使用特殊的软缆或软线。

1.2.72.3
Z型连接 typeZattachment
不损坏或破坏灯具软缆或软线就不能更换的连接方法。

1.2.73
功能接地 functionalearthing
系统或设施或设备内专门功能必需的接地点,但不是防触电保护的组成部分。

1.2.74
互连电缆 inter-connectingcable
灯具两个主要部件之间的接线或接线组件,它由灯具制造商提供并被视为灯具的组成部分。
注:接线组件可能包括不同接线的组合,例如用于连通电源电压、提供接地、提供启动和工作电压以及提供功能

连接。
示例:在灯具与控制装置箱之间、与安装到导轨系统的安装盒或连接器之间。

1.2.75
套圈 ferrule
机械夹紧件,通常是一个刚性管件,用于约束软缆剥开的端部。

1.2.76
冲击耐受类别 impulsewithstandcategory
过电压类别 overvoltagecategory
定义瞬态过电压条件的数字。
注1:冲击耐受类别使用Ⅰ、Ⅱ、Ⅲ、Ⅳ。
注2:下述解释摘自IEC60364-4-443(取消)。

a) 对冲击耐受类别进行分类的意义

冲击耐受类别用于区分设备在持续工作要求的预期和可以接受的失效风险方面不同程度的可用性。
通过选择设备绝缘的冲击耐受水平,使将整个设备达成协调一致,将失效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并为过电压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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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提供基础。
较高特性数值的冲击耐受类别是指一个设备具有较高的冲击耐受性,并为过电压控制方法提供了较宽的选择性。
冲击耐受类别的概念用于直接从电网赋能的设备。

b) 冲击耐受类别的描述

冲击耐受类别Ⅰ的设备是指打算连接至建筑物固定电气设施的设备。在设备以外采取保护措施,即保护措施在固

定设施内或在固定设施与设备之间,目的是将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规定的水平。
冲击耐受类别Ⅱ的设备是被连接到建筑物固定电气设施的设备。
冲击耐受类别Ⅲ的设备是固定电气设施和期望可用于更高类别的其他设备的一部分。
冲击耐受类别Ⅳ的设备是在电源配电盘上游的建筑物电器设备源头或源头附近使用的设备。

1.2.77
电路和电路特性 circuitsandcircuitcharacteristics

1.2.77.1
一次电路 primarycircuit
直接连接到交流电源的电路。
注1:它包括诸如连接到交流电源的装置、变压器、马达和其他负载装置的初级绕组。
注2:修改GB4943.1—2011,定义1.2.8.4。

1.2.77.2
二次电路 secondarycircuit
不与一次电路直接连接,而是由变压器、交换器或等效的装置或电池供电的一种电路。
注1:对自耦变压器,虽然有与一次电路的直接连接,变压器抽头部分仍作为上述意义的二次电路。
注2:此类电路的电网瞬变被相应的初级绕组减弱,电感镇流器也减弱了电网瞬时电压的高度。因此,位于一次电

路后或电感镇流器后的元件可以按较低一挡的冲击耐受类别对待,见附录U。
注3:修改GB4943.1—2011,定义1.2.8.5。

1.2.78
接触电流 touchcurrent
当人或动物接触装置或设备的一个或多个可触及部件时,通过人体或动物体的电流。
注1:本部分中人体由图G.2或图G.3的网络代表。
注2:修改GB/T2900.71—2008,定义826-05-21。

1.2.79
保护导体电流 protectiveconductorcurrent
在保护导体内流过的电流。
注:这个电流可能影响连接在相同电路中的RCD(残余电流保护装置)的工作。

1.2.80
电灼伤 electricburn
电流经过皮肤或器官表面时所引起的灼伤。
[GB/T2900.57—2008,定义604-04-18]

1.2.81
调节手段 meansofadjustment
灯具使用期间明显要由使用者操作的灯具部分(可能是灯腔),例如,重新定向光束。

1.2.82
伸臂范围 armsreach
从人通常站立或活动的表面的任一点延伸到人不借助任何手段、从任何方向能徒手达到的最大

范围。
注:GB16895.21—2011含有代表可触及区域图样。通常来讲,从人可能处于的位置起,离地板2.5m的高度,以及

所有水平方向1.25m的宽度。

[GB/T2900.73—2008,定义195-06-12]
51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1.2.83
带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 terminalblockwithintegratedscrewlessearthingcontact
安装时不需要附加的装配动作(如拧紧),通过一个一体化的触点或辅助触点完成接地连接的接线

端子。
1.2.84

可拆卸的软线 detachablecord
用作供电或互连的软缆或软线,通过适宜的器具连接器连接到灯具。
注:可拆卸的软线被视为容易更换的。

1.2.85
工具 tool
可用于操作一个螺钉或类似固定装置的旋凿、硬币或其他物体。

1.2.86
专门制备的软线 speciallypreparedcord
更换时用其他非专门的电缆或电线会产生危害或降低安全性的软缆或软线。

1.2.87
可设置灯具 settableluminaire
通过接头、上升或下降装置、伸缩管或类似装置,主要部件可以旋转或移动、但具有用工具操作的一

个(或多个)锁紧装置的固定式灯具,而在使用过程中这种灯具不打算调节。
1.2.88

光源 lightsource
提供灯头的灯或模块(LED)或其他光源,目的是用于灯具内或组合在灯具内产生光的可见辐射。

1.2.88.1
可替换光源 replaceablelightsource
带有一个符合IEC60061的灯头的灯,或设计成用接线端子、连接器或类似装置连接、并在灯具正

常使用或维护期间替换的光源。
例如:所有提供灯头的灯。
注:除非满足不可替换光源或非用户替换光源的要求,IEC62031的内装式LED模块被视作可替换光源。

1.2.88.2
不可替换光源 nonreplaceablelightsource
光源是灯具的一个不可替换的部件,因为不打破或损坏灯具它就不能替换,或因为被封闭在设计成

只使用一次并且不能被打开的罩子内,罩子用螺钉或类似固定方式固定。
1.2.88.3

非用户替换光源 non-userreplaceablelightsource
仅由制造商、服务代理商、或有类似资质的人替换的光源。

1.2.89
可控灯具 controllableluminaire
设有控制端子的灯具,目的是控制装置的信息交换和(或)控制装置功能设定。

1.2.90
控制端子 controlterminal
控制端子的连接件,不同于连到电子控制装置的供电端子,它用于与控制装置的信息交换。
注:电源端子也可用于与控制装置交换信息。

1.2.91
LV电源 LVsupply
连接到低电压(LV)公共配电网的电路、接线或其部件。这些电路的电压对应IEC60449:1973的

电压区段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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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30V配电网。
注1:此处LV电源给出的定义不包括SELV和FELV。
注2:此处LV电源给出的定义不包括对应IEC60449电压区段Ⅲ的高电压(HV)电源。

2 灯具的分类

2.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的分类。
灯具按防触电保护型式、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安装表面材料以及使用环境进行分类。

2.2 按防触电保护型式分类

按防触电保护型式,灯具应分类为Ⅰ类、Ⅱ类或Ⅲ类(见第1章的定义)。
灯具应只属于一个类别。例如,带内装式特低电压变压器并有接地措施的灯具应划分为Ⅰ类,即使

用隔离物将光源腔与变压器腔隔开,灯具部分也不应分类为Ⅲ类。
半灯具应符合Ⅱ类灯具的所有相关要求,但不标Ⅱ类符号。
如果使用者用半灯具代替规定的光源,灯具制造商不需要为灯具继续符合GB7000标准负责,除

非灯具是专门为使用半灯具设计的。半灯具制造商有责任提供使用限制的信息。
注:省略Ⅱ类符号是为了避免该符号被应用于使用半灯具的完整灯具。

2.3 按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分类

灯具应按IEC60529中规定的“IP数字”分类系统进行分类。
防护等级的试验见第9章。
注:分类为水密的灯具未必适宜于在水下工作,在这种场所可使用加压水密灯具。

2.4 按灯具设计的安装表面材料分类

灯具应按下述是适合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还是仅适合于安装在非可燃材料表面进行

分类。

      分类                 符号

———灯具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无符号要求。
———灯具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相关符号———见图1。
注:易燃材料表面不适宜直接安装灯具。分类为主要用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第4章规定了相

关要求,相关试验见第12章。

2.5 按使用环境分类

灯具应按其是正常条件下使用还是恶劣条件下使用进行分类。
      分类         符号

———正常条件下使用的灯具。 无符号要求。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 有符号———见图1。

3 标记

3.1 概要

本章规定了应该标记在灯具上或在说明书中给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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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关安全的书面说明应使用设备安装地所在国能接受的语言。

3.2 灯具上的标记

下述信息应清晰、持久地标记在灯具上:
a) 换光源或其他可替换部件时要看到的标记,应在灯具的外表面(安装面除外)看得见,或在换光

源或其他部件的过程中,随光源一起卸下的罩盖反面看得见;
b) 安装时要看到的标记,安装时应在灯具外表面看得见,或在安装期间要卸下的罩盖或部件的

反面看得见;
c) 安装完成后要看到的标记,应在灯具装配好并按正常使用安装而且光源在位时看得见。
如果满足上述a)或b)的条件,标记可以标在镇流器上。详见表3.1。

表3.1 标记

属于a)的标记 属于b)的标记 属于c)的标记

3.2.8a额定功率 3.2.1~3.2.2b 3.2.13被照物d

3.2.10特殊光源 3.2.3环境温度 3.2.14恶劣条件

3.2.11冷光束 3.2.4~3.2.5 3.2.20调节手段

3.2.6IP数字 3.2.23不要注视亮着的光源e

3.2.15碗形镜面反射灯 3.2.7型号

3.2.16防护屏 3.2.9符号

3.2.18触发警告 灯具不适宜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

材料表面的相关符号

3.2.19自带防护屏灯 3.2.12终端

3.2.22内装可替换熔断器 3.2.17c 互连灯具

3.2.23不要注视亮着的光源e 3.2.21灯具不适宜被隔热材料覆盖的

相关符号

3.2.24触电危险的符号

  a 3.2.8额定功率。有远距离控制装置的气体放电灯灯具,可以用说明文字“光源的型号见控制装置”代替该

标记。
b 3.2.2额定电压。对气体放电灯,如果镇流器不装在灯具内,灯具应标记工作电压代替电源电压。
c3.2.17互连灯具。对于固定式灯具,此信息也可以在安装说明书内提供。
d3.2.13被照物。灯具上只需标符号。如未在灯具上给出符号的解释,应在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上提供该符号

的解释。
e3.2.23这个标记对固定式、可移式灯具和手持式灯具的不同条件在3.2.23给出。

  如果镇流器是不可替换的,可以在镇流器上标记3.2.12要求的接地符号,来代替在灯具上标记。
图形符号的高度应不低于5mm,当标记的空间有限时,Ⅱ类符号和Ⅲ类符号的高度可以减到3mm。
单独使用、搭配使用、或作为符号的一个部分的字母和数字的高度应不小于2mm。

组合灯具,如不同组合的型号或额定输入不同,适当时主要部件和替代部件可标示型号或额定输

入,前提是可从产品目录或类似文件中识别型号和确定整套灯具的额定输入。
对于用电气-机械接触系统的灯具,如果系统可以与不同型号的灯具连接使用,系统的基板应标记

电气连接的额定电流。

3.2.1 来源标记(其形式可以是商标,或制造商识别标记,或责任销售商的名称)。

3.2.2 额定电压(V)。钨丝灯灯具,其额定电压不是250V时,才需要标记额定电压。

Ⅲ类可移式灯具应在灯具外表面标记额定电压。
为了保证正确的更换,带有内装式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应附有光源标称电压和/或电流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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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位置应按照3.2.8。

3.2.3 额定最高环境温度ta,25℃的除外(见图1)。

3.2.4 适用时,Ⅱ类灯具的符号(见图1)。
带有电源线的可移式灯具,适用时,Ⅱ类结构的符号应标在灯具外表面上。

Ⅱ类符号不得用于半灯具。

3.2.5 适用时,Ⅲ类灯具的符号(见图1)。

3.2.6 适用时,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见图1和附录J)的IP数字标记。图1中IP数字中使用

的X指举例中的一个省略的数字,但在灯具上适宜的两位数字都应标出。
当不同IP数字用于不同的灯具部件时,较低的数字应标在灯具的型号标记上,即使是IP20也要

标,较高的数字应分开标在相关的部件上。如果灯具安装罩子或类似装置提高了IP额定值,如从IP20
升到更高等级,那么相关装置应使这个IP20标记看不见、但不毁坏这个标记,并在这个装置上提供一个

看得见的新的IP数字。与灯具一起提供的说明书中应包括灯具不同部件IP数字的详细说明。在灯具

或装置的不同部件上使用不同的IP数字仅适用于固定式灯具,例如为了将IP提升到更高的额定值。
有两个IP额定值的嵌入式灯具,在安装时两个额定值都应看得见,而且额定值标记所指向的部件

应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规定的额定值是IP20或较低额定值时,也应提供相关说明。
普通灯具的IP20标记不要求标注。

3.2.7 制造商的产品型号。

3.2.8 额定功率或灯具设计使用的光源类型或在光源数据页上指示的型号。仅有光源功率不充分时,
还应标出光源的数量和型号。

钨丝灯灯具应标明光源的最大额定功率和数量。
钨丝灯灯具具有一个以上的灯座,最大额定功率可以用以下形式标记:

n×MAX…W,n 为灯座数量。

3.2.9 在适用的情况下,灯具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相关符号(见图1)。应在灯具上

或在随灯具提供的制造商的说明书上解释符号的含义。见表N.1。符号的最小尺寸应为每边25mm。

3.2.10 适用时,特殊光源的有关说明。
特别是使用带内启动装置高压钠灯或需要外接触发器高压钠灯的灯具,灯标记了IEC60662规定

的相同符号时,应使用符号(见图1)的说明。

3.2.11 适用时,使用形状与“冷光束”灯相似的光源,但如果使用二向色反射的“冷光束”灯可能损害安

全的灯具的符号(见图1)。

3.2.12 除了Z型连接以外,终端应有识别相线、中性线和地线的标记,以保证灯具连接到供电电源时

的安全和符合要求的操作。
用于指示电网电源终端的符号应符合IEC60417的规定。
接地终端标记应只能使用IEC60417规定的相应符号。
注1:IEC60417相关的符号为:接地[IEC60417-5017:(2006-08)],功能接地[IEC60417-5018:(2006-10)]和保护

接地[IEC60417-5019:(2006-08)]。

如果为了接地导体的连续性或终端,在Ⅱ类灯具内提供了接线端子,那么这个接线端子应标记字

母E。
注2:这样的接线端子的例子是那些用于环路或通过式布线的端子。

与特低电压直流电源连接的连接引线,应该用红色标识其打算连接到正极终端,用黑色标识其打算

连接到负极终端。对固定的终端,适用时,应以符号“+”标识与正极连接,以符号“-”标识与负极连接。
注3:终端可以在连接引线、连接件或接线端子座和其他结构的接线端子处。

灯具带有未安装插头的电源线,应提供含有为确保安全连接所必需的制造商的说明,例如,当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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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标准的颜色规范不同,而且这种差异不会导致安装、使用或维护时发生不安全情况,应注明这种

差异。
注4:在一些国家,带有电源线的灯具打算通过插座连接到电源的,不允许不带插头。

3.2.13 适用时,离被照物最小距离的符号(见图1),例如由于使用的光源型号、反射器形状、可调节的

安装方法或安装说明书上规定的安装位置可以使被照物过热的灯具。
所标的最短距离应由12.4.1j)的温度试验确定。
距离在灯具的光轴上测定,从最接近被照物的灯具部件或光源处测量。
最短距离的符号及其解释应在灯具上或随灯具的说明书内给出。

3.2.14 适用时,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的符号(见图1)。

3.2.15 适用时,设计使用碗形镜面反射灯泡的灯具的符号(见图1)。
注:与灯具试验无关的附着在普通照明灯泡上的分开的碗状物,不在本部分范围内。

3.2.16 带有防护屏的灯具应标明:
“更换任何已裂开的防护屏”,或
带有符号(见图1)。

3.2.17 可以互连的灯具的最多数量,或用耦合器提供环路安装连接到供电电源引出的最大总电流。
对固定式灯具,此信息也可以在安装说明书中提供。

3.2.18 带有双端高压气体放电灯用触发器的灯具以及带有Fa8灯头的双端管形灯的灯具,当按照图

26测得的峰值电压高于34V时的警告符号或警告注意事项:

a) 在替换光源期间可见的符合IEC60417-5036(2002-10)的警告符号。在灯具上或与灯具一起

提供的制造商的说明书中应有符号的解释。

b) 在可替换的触发器或可替换开关元件(如有的话)座的附近的警告注意事项,“注意,替换光源

前取下可替换装置。在光源换好后再插入可替换装置。”

3.2.19 灯具设计成只能用自带防护屏的卤钨灯或自带防护屏的金属卤化物灯的符号(见图1)。

3.2.20 必要时,对于不明显的调节手段,应进行标记。
注:适合的标记包括指示移动方向的符号(例如,箭头),描述文字或颜色。

3.2.21 灯具不适宜被隔热材料覆盖的相关符号(见图1)。应在灯具上或随灯具提供的说明书上解释

符号的含义。见表N.1。符号的最小尺寸应为每条边25mm。
当灯具不适宜被隔热材料覆盖时,要求有警告语和符号。

3.2.22 适用时,灯具带有内装式可替换熔断器的符号(见图1)。另外,这种灯具还应提供熔断器的额

定电流[单位为安培或毫安(A或mA)]的信息。如果熔断器时间/电流特性对安全是重要的话,应在座

上或靠近熔断器处按照相关熔断器标准的规定标记每个熔断器的额定值和型号。

3.2.23 根据IEC/TR62778分类为具有阈值照度Ethr的可移式灯具和手持式灯具,“不要注视亮着的

光源”的警告符号(见图1)。这个标记的可见性应按3.2c)和表3.1的规定。而且,符号应处于辨识它

的同时不会看到亮着的光源的位置。这个要求只适用于达到该Ethr时与灯具间的距离超过200mm的

情况。
根据IEC/TR62778分类具有阈值照度Ethr的固定式灯具,当X m是出现Ethr条件的距离,那么随

灯具一起提供的制造商的说明书中应提供下述文字。这个要求只适用于达到该Ethr时与灯具间的距离

超过200mm的情况。
“灯具的安装位置应使其不会长时间在小于X m的距离被盯着看。”
注:根据IEC/TR62778,X m是光源与观察者眼睛之间的距离dthr,而且它是根据灯具照明分布测量的计算得

到的。

另外,灯具含有根据IEC/TR62778分类为具有Ethr条件的光源,而且该光源在灯具维护期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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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看到的,应标记“不要注视亮着的光源”的警告符号(见图1)。这个标记的可见性应按3.2a)和

3.2c)和表3.1的规定。

3.2.24 对于为了防触电保护而盖住非用户替换光源的固定罩子,应标IEC60417-6042(2011-11)给出

的“警告,触电危险”的符号。符号的最小高度应为15mm(见图1)。

3.3 附加内容

除上述标记外,应在灯具、半灯具或内装的镇流器上、或与灯具一起提供的制造商的说明书中给出

保证正确安装、使用及维护所必需的详细说明。

3.3.1 如果组合灯具可供替代的部件没有达到基本灯具的相应要求,这些部件应给出其允许的环境温

度、防触电保护等级或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

3.3.2 标称频率(Hz)。

3.3.3 工作温度:

a) (绕组)额定最高工作温度tw(℃);

b) (电容器)额定最高工作温度tc(℃);

c) 若超过90℃时(见表12.2中关于未加套管的固定布线的脚注c),正常工作的最不利条件下,
电源电缆和互连电缆的绝缘层在灯具内承受的最高温度。该要求的符号见图1;

d) 安装期间要遵循的间距要求。

3.3.4 使用接合器安装到导轨上的灯具应符合直接安装到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要求2)。

2) IEC60598-1:2014中3.3.4第1段内容与3.2.9的规定矛盾,删除该条款的第1段。

3.3.5 接线图,适合与供电电源直接连接的灯具除外。

3.3.6 灯具,包括镇流器在内的适合的特殊条件,例如,灯具是否打算环路安装。

3.3.7 适用的话,使用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应提供下述警告注意事项:
“灯具只能在带有防护屏的完整状态下使用”。

3.3.8 半灯具制造商应提供关于这种装置使用限制的信息,尤其是可替换光源由于光源位置和热分布

与原来不同可能会导致过热的情况。

3.3.9 另外,制造商应提供功率因数和电源电流的电源信息。
对适用于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的连接件,电感性负载的额定电流应在括号内标出,且标在电阻

性负载的额定电流后面。可依照如下标记:

3(1)A250V或3(1)/250或3
(1)
250

注:本标记与IEC61058-1一致。

额定电流值一般不适用于各条线路,而仅作为整个灯具的额定值。

3.3.10 适合在“室内”使用并包含相关的环境温度。

3.3.11 使用远程控制装置的灯具,灯具设计的光源范围。

3.3.12 弹簧夹紧安装的灯具,不适于安装在管材上的警告。

3.3.13 制造商应提供所有防护屏的技术要求。

3.3.14 正确工作必须时,灯具应标记电源种类的符号(见图1)。

3.3.15 对于装在灯具上的插座,如果小于其额定值的话,制造商应申明该插座在额定电压下的额定

电流。

3.3.16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的有关信息应包括:
———与额定IPX4插座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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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临时设备的正确安装;
———在支架上的正确固定,如果支架不随灯具提供的话,支架的最大高度、保证平稳性的支杆数量

和最短长度。

3.3.17 用X型、Y型或Z型连接的灯具,安装说明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带有一根特别制备软线的X型连接:
如果此灯具的外部软缆或软线损坏了,该线要用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专门提供的软缆或软线

更换;
———Y型连接:
如果此灯具的外部软缆或软线损坏了,该线要由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或有类似资格的人更换,以

避免发生危险;
———Z型连接:
此灯具的外部软缆或软线不能替换;如果软线损坏,该灯具即应报废。

3.3.18 除普通灯具以外的灯具装有PVC电源线时,应提供预期使用的信息,即“仅在室内使用”。

3.3.19 产生的保护导体电流大于10mA、而且是要用于永久连接的灯具,在制造商的说明书内应明确

声明保护导体电流。

3.3.20 不打算安装在伸臂范围内的墙壁安装灯具、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应提供其正确安装建议

的信息,即:“仅安装在伸臂范围外”。

3.3.21 用不可替换光源和非用户替换光源的灯具,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述内容:
———对不可替换光源:
“此灯具的光源是不可替换的;当光源到其寿终时,应替换整个灯具。”
———对非用户替换光源:
“此灯具内的光源应由制造商或其服务代理商或有类似资格的人来更换。”

警告,触电危险 [来源:IEC60417-6042(2011-11)]

3.3.22 对可控灯具,应给出LV电源和控制导体之间所保持的绝缘类别。例如,基本绝缘、加强绝缘。
注:灯具声称绝缘的维持也可依赖其他连接到相同控制总线的外部元件(产品)。这是控制系统设计者的责任,而

不是灯具制造商的责任。

3.4 标记的试验

3.2和3.3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和以下试验检验:

检验标记耐久性的试验方法是,用浸水的布轻擦15s,试图擦去标记,待晾干后,再用浸过汽油的布

轻擦15s,并在完成第12章所述的试验后目视检验。
试验后,标记应字迹清晰,标贴不易脱落和不卷曲。
注:使用的汽油通常包括正己烷做溶剂,内含芳香剂的容积百分比最大为0.1%,贝壳松脂丁醇值29%,初始沸点大

约为65℃,干燥点大约为69℃,密度约为0.68g/cm3。

4 结构

4.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的一般结构要求。参见附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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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替换部件

含有可替换零件或部件的灯具,应设计成具有足够的空间使这些零件或部件能没有困难且不损害

安全地进行更换。
注:密封的零件和铆接部件为不可替换部件。

4.3 走线槽

走线槽应光滑且没有锐边、毛口、毛刺和可能造成导线绝缘层磨损的类似现象。诸如金属定位螺钉

之类的零件不能凸伸到走线槽内。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必要时,将灯具拆开重装予以检验。

4.4 灯座

4.4.1 整体灯座的电气安全要求适用于那些按正常使用将光源完全装配到位时,与灯座成为一个整体

的灯具。
此外,要安装到灯具内的整体灯座应符合相关灯座标准中列出的光源插入期间的安全要求。

4.4.2 与整体灯座触点的接线可以是能在灯座整个使用寿命期间提供可靠电气接触的任何方式。

4.4.3 设计成首尾相接安装的管形荧光灯灯具,应设计成在更换一排灯具中间的某个灯具的荧光灯管

时,不需要调整任何其他灯具。多根灯管的管形荧光灯灯具中,任何一根灯管的更换不应损害其他灯管

的安全性。

4.4.1~4.4.3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4.4 由使用者放置的灯座应能方便而且正确的定位。
对于要安装在一个固定位置的荧光灯,一对固定的灯座之间的距离应符合IEC60061-2有关要求

或(如果IEC60061-2不适用)灯座制造商安装说明书的规定。钨丝灯灯座和单端荧光灯灯座应足够牢

固地固定于灯具上。灯座固定装置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经受正常使用时可能产生的粗野操作。这些

要求既适用于由使用者放置的灯座,也适用于由灯具制造商安装的灯座。
合格性由目视、测量来检验,适用的话,用以下机械试验来检验:

i) 装好试验灯头的荧光灯灯座承受一个沿其轴线方向作用于灯头中央的压力,时间为1min。
———G5灯座      15N
———G13灯座 30N
———单端荧光灯灯座(G23、G10q和GR8等)  30N
其他灯座的数值正在考虑中。
注:关于这些试验,符合标准的灯的灯头可以用作试验灯头。

试验后,灯座之间的距离应符合IEC60061-2的有关标准数据页的要求,并且灯座应无损坏。本试

验使用的试验灯头应符合IEC60061-3中的下列标准数据页的规定:

G5灯座,7006-47C
G13灯座,7006-60C
其他灯座的试验灯头正在考虑中。
试验后,单端荧光灯灯座不应从其位置上偏离,并且固定装置应没有永久变形,使光源重新插入时

能进入其预定位置。

ii) 螺口灯座或卡口灯座的安装支架应承受下列的弯矩试验,历时1min:

E14和B15灯座       1.2Nm
E26、E27和B22灯座 2.0Nm
E39和E40灯座 4.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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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灯座不应从其位置上偏离,并且固定装置应没有永久变形,使光源重新插入时能进入其预

定位置。

4.4.5 带有触发器的灯具,灯座作为脉冲电压电路一部分,其触点间产生的脉冲峰值电压应不大于在

灯座上标志的脉冲电压值,或者,如灯座上无此标志,则不应大于:
———额定电压250V的灯座     2.5kV
———额定电压500V的螺口灯座 4kV
———额定电压750V的螺口灯座 5kV
合格性由10.2.2对于带触发器灯具做脉冲试验时测量灯座触点间产生的电压来检验。

4.4.6 灯具带有触发器,且装有螺口灯座的,灯座的中心触点应连接到提供脉冲电压的那根引线。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4.7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灯具的灯座和插头的绝缘部件应采用耐起痕材料。
合格性由13.4的试验检验。

4.4.8 光源连接器应符合灯座的所有要求,保持光源在其位的有关要求除外。保持光源在其位的装置

应由灯具的其他部件提供。
合格性通过目视和4.4.1~4.4.7的试验来检验。
注:光源连接器和灯座的区别在IEC60061(系列)的有关数据页中能够明确的识别。

4.4.9 原本为单端特低电压灯开发的灯头不能用于额定电压高于50V的打算使用普通卤钨灯的灯

具内。
注:此类特低电压组件的例子是:G4,GU4,GY4,GX5.3,GU5.3,G6.35,GY6.35,GU7和G53。

要使用GU10灯(带有镀铝反射器)的灯具应仅配有GU10灯座。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4.10 使用了设计成用IEC60061(系列)的灯座或连接器连接的光源、但不使用其灯座或连接器,而
用其他电气连接方式(如,用电线直接焊接到插脚)是不允许的。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

4.5 启动器座

除了Ⅱ类灯具以外,灯具中的启动器座应能插入符合IEC60155的启动器。

Ⅱ类灯具可能要求Ⅱ类结构的启动器。
对Ⅱ类灯具,当灯具按使用状态完整地装配好,或为了替换光源或启动器而打开灯具时,如用标准

试验指可以触及启动器,应使用一个只能接受符合IEC60155中的Ⅱ类灯具用启动器的启动器座。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6 接线端子座

若灯具带有连接引线,且此连接引线需要一个独立的接线端子座连接到固定布线的,应在灯具内为

这个接线端子座提供足够的空间,或者在随灯具一起提供的接线盒或制造商规定的接线盒内提供足够

的空间容纳该接线端子座。
此项要求适用于连接引线的导体标称截面积不超过2.5mm2 的接线端子座。
合格性由测量和安装试验来检验,安装试验用一个接线端子座,每两根导体连接在一起,如图2所

示,固定布线的长度约80mm。接线端子座的尺寸由制造商规定,若无此项规定,接线端子座的尺寸应

为10mm×20mm×25mm。
只有当设计和绝缘能使不固定的接线端子座在任何位置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均能保持符合第11

章的规定,并且能防止内部接线受到损坏时,这种不固定的接线端子座才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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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接线端子和电源连接件

4.7.1 Ⅰ类和Ⅱ类可移式灯具以及经常调节的Ⅰ类和Ⅱ类固定式灯具内,应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防止

由于一个脱落的电线或螺钉使金属部件带电。这个要求适用于所有的接线端子(包括电源接线端子)。
注:满足本要求的办法可以是固定接线端子入口附近的电线、接线端子使用尺寸适宜的外壳、使用绝缘材料外壳或

在外壳内采用绝缘衬垫。

认为能够有效防止电线脱落的例子如下:

a) 将电线保持在邻近接线端子的软线固定架内;

b) 导体用弹簧式无螺纹接线端子夹紧;

c) 焊接前先使电线的导体固定在接片上,除非锡焊处附近可能因振动而损坏;

d) 电线以可靠的方式绞接在一起;

e) 电线用绝缘带、套管或类似物系在一起;

f) 电线的导体插入印刷线路板的孔中、弯曲并焊接,孔的直径略大于导体的直径;

g) 用特殊工具使电线的导体牢固的缠绕在接线端子上(见图19);

h) 用特殊工具使电线的导体压接在接线端子上(见图19)。

方法a)~方法h)适用于内部接线,方法a)和方法b)适用于可重新接线的外部软线。

合格性用目视,并假设同时仅有一股导体会脱落来检验。

4.7.2 电源接线端子应采取定位或防护措施,使得即使接线后的绞合导体中有一股导体从接线端子中

脱出,带电部件与金属部件也无接触的危险,该金属部件是指灯具完全装配后使用时或为更换可替换光

源或启动器而打开灯具时用标准试验指可触及的金属部件。
合格性由目视和下述试验检验:
将按第5章所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软导体的末端剥去8mm长的绝缘层,留出绞合导体中的一股,

将其余的全部插入接线端子并夹紧。将游离导体向每个可能的方向弯曲,期间不至撕裂绝缘层,且不绕

隔板锐弯。
连接到带电接线端子的导体,其游离的一股不应接触到任何可触及的金属部件,或不能接触到任何

连接到易触及金属件的金属部件。连接到接地接线端子的导体,其游离的一股不应碰到任何带电部件。
本试验不适用于由国家标准或IEC标准单独认证过的灯座,也不适用于其结构能保证游离导体长

度较短的部件接线端子。

4.7.3 电源线用接线端子,应适合于用螺钉、螺母或同等有效的装置进行连接。
连接引线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
注1:设计用硬导体(实心或绞合)连接的灯具,弹簧式无螺纹接线端子是有效的装置,包括接地连接在内。对于用

这种接线端子连接电源线,目前尚未规定要求。

注2:设计用电源线连接的、且额定电流不超过3A的灯具,锡焊、焊接、压接和包括快速连接器在内的类似连接,都

是有效的装置,它可以包括接地连接在内。其他类似的连接包括无螺纹接线端子、绝缘冲孔、绝缘位移箝位接

线端子。

注3:额定电流超过3A的灯具,如果没有插孔也能完成连接的话,快速连接器是适用的,例如,用一个在插片内提

供螺孔的螺纹连接件。

4.7.3.1 焊接方法和材料

导体应是铜质的绞合线或实心线。对于细的电线,可以用套圈。
焊接只可以用点焊。
注:其他焊接方法正在考虑中。

电线与平板焊接是可以接受的,但将电线焊在一起是不允许的。
焊接连接只适用于Z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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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连接应能承受正常条件下机械、电气和热的试验。
合格性用目视和下述试验检验。

a) 机械试验

应用15.6.2的试验。
如果电线用软线固定架固定,机械试验不适用。

b) 电气试验

应用15.6.3的试验。

c) 热试验

应用15.6.3.2.3和15.6.3.2.4的试验。

4.7.4 非用于电源连接的、有关部件单独标准又不包括的接线端子应符合第14章或第15章的要求。
用于内部接线的多个接头连接的灯座、开关和类似部件的接线端子应有足够的尺寸,并且不得用于

与外部接线连接。
合格性由目视和第14章、第15章的试验检验。

4.7.5 若外部接线或电源线不能适应灯具内部达到的温度,那么应在外部接线入口处提供一个连接

点,并且在此点后使用耐热接线,或者灯具应提供一个耐热部件盖在灯具内部超过接线极限温度的那部

分接线上。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7.6 若电气连接用多极插头和插座,在灯具安装或维护保养时应预防不安全的连接。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和用如改变插头位置等的方法试图造成不安全连接来检验。在合格性试验时,

应考虑在各个方向对插头施加不超过30N的力。

4.8 开关

开关应有足够的额定值,并应安装牢固以防转动,并且不能徒手移动其位置。

除普通灯具以外,灯具不应使用软缆或软线上的开关和开关式灯座,除非开关的防尘、防固体异物

或防水等级与灯具的防护等级相同。
用于极性电源的灯具和带有单极(通/断)开关的灯具,其开关应与电源带电端相连或与被认为中性

线以外的那端相连。
灯具带有或提供的电子开关应符合IEC61058-1:2000的规定。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9 绝缘衬垫和套管

4.9.1 绝缘衬垫和套管的设计应使开关、灯座、接线端子、电线或类似部件装上后,它们仍能可靠地保

持在原来的位置上。
注:自硬化树脂,例如环氧树脂,可以用来固定衬垫。

合格性由目视和手工试验来检验。

4.9.2 绝缘衬垫、套管和类似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电气强度和热强度。
合格性通过目视、手工试验和第10章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检验。电线和套管的热性能由第12章

规定的试验检验。考虑到对导线上测得的温度存在疑问,套在温度超过第12章的表12.2规定限值的

电线上的耐热套管应符合IEC60684(系列)的要求。套管的耐热温度应比在电线上测得的温度高

20℃,或进行如下试验:

a) 大约15cm长的3个套管试样进行9.3的潮湿试验,然后进行第10章规定的绝缘电阻和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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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试验。把一段适合试样的没有绝缘层的铜导体或金属棒穿过试样,外面用金属箔包住且

使试样末端不会产生闪络现象。然后在铜导体/金属棒和金属箔之间测量绝缘电阻和电气强

度试验。

b) 取下铜导体/金属棒和金属箔,把试样放在温度为(T+20)℃的烘箱内240h,T 是在电线上

测得的温度。

c) 允许试样冷却到室温,然后按上述a)处置试样。
然后在铜导体/金属棒与金属箔之间测量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合格性用第10章的表10.1和表10.2规定的绝缘电阻值和试验电压进行检验。

4.10 双重绝缘和加强绝缘

4.10.1 Ⅱ类金属外壳灯具,应有效防止发生在下列部件之间的接触:
———安装表面与仅有基本绝缘的部件之间;
———易触及金属部件与基本绝缘之间。
注1:这不排除使用提供足够保护的裸导体。

这个接线包括灯具的内部和外部接线,以及安装时的固定布线。

Ⅱ类固定式灯具的设计,不会因灯具的安装而降低所要求的防触电保护等级,例如碰到电缆的金属

导管或金属护套。
带电部件和Ⅱ类灯具的金属外壳之间不能接电容器,抑制干扰的电容器和符合4.8规定的开关

除外。
抑制干扰电容器应符合IEC60384-14的规定,并且其连接方式应符合IEC60065:2001中8.6的

要求。
注2:可采用套管或符合附加绝缘要求的类似部件来防止易触及金属部件与内部接线的基本绝缘层之间的接触。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10.2 附加绝缘宽度大于0.3mm的装配缝隙不能与任何基本绝缘的此类缝隙重合,加强绝缘的类似

缝隙不能直通带电部件。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大于0.3mm的开口应被设计成不能被GB/T16842—2008图9所示试具13

的圆锥形销触及带电部件。
注:为了保证灯具中有效的强制通风或排水,可能需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中提供开口。

另外,应保证符合灯具IP分类要求的防触电保护等级。
合格性通过目视和根据要求的防触电等级用相应的试具测量来检验。

4.10.3 Ⅱ类灯具中的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部件:
———被固定后,不受严重损坏不会移动;
———或者不可能被放回不正确的位置。
当套管用作内部接线上的附加绝缘、绝缘衬垫在灯座内用作外部或内部接线的附加绝缘时,应采用

切实可靠的方法将套管或衬垫固定在其位置上。
认为套管被切实可靠地固定的方法有:唯有破裂或割断才能使其移动、或将其两头夹住、或其在内

部接线上的移动受到邻近部件限制。认为衬垫被切实可靠地固定的方法有:唯有破裂、割断或拆开灯座

才能使其移动。
绝缘套管之类的部件带有管肩并作为衬垫用于灯座的管接螺纹内时,如果只有拆卸灯座才能使其

移动,就认为其为外部或内部接线提供了附加绝缘。
合格性由目视和手工试验来检验。
带有漆膜或其他材料涂层的镀覆金属外壳,涂层很容易受摩擦而刮落,所以不符合本要求。

72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4.10.4 保护阻抗装置

如果至少包括两个额定值相同的单独元件(电阻或电容),并且每个额定的总工作电压及其阻抗在

灯具寿命期间不会有明显变化的话,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隔离的可触及导电部件可以用电阻或Y2
电容跨接(导电跨接),例如在带电部件与外壳之间或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如果工作电压不超过

电容的额定电压的话,上述将带电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隔离的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也可以用单个

Y1电容来跨接。

Y1或Y2电容应符合IEC60384-14的相关要求,如果使用了电阻,应符合IEC60065:2001的修改

件1:2005第14.1条试验(a)的要求。
注:电容符合IEC60384-14以及电阻符合IEC60065,以保证阻值和电容量在寿命期间无明显变化。

4.11 电气连接件和载流部件

4.11.1 电气连接件应设计成不采用除陶瓷、纯云母或其他至少有相同特性的材料以外的绝缘材料来

传递接触压力,除非在金属部件内有足够的弹性以补偿绝缘材料可能的收缩。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11.2 自攻螺钉不能用来连接载流部件,除非自攻螺钉将这些零件互相接触地直接夹紧,并且装有适

当的锁紧装置。
自切螺钉和自攻螺钉不能用于软的或易于蠕变的载流金属部件之间的互相连接,如锌或铝。
如果在正常使用中自攻螺钉所提供的连接不会受到妨碍,自攻螺钉可以用于提供接地连续性。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注:螺钉的一些例子见图22。

4.11.3 除了作电气连接还作机械连接的螺钉和铆钉应锁紧,防止松动。弹簧垫圈可以有良好的锁紧

作用。对铆钉来说,非圆形的铆钉或有适当的凹槽,足可以锁紧了。
受热后软化的密封剂只能对正常使用中不承受扭矩的螺纹连接提供良好的锁紧。
合格性由目视和手工试验检验。

4.11.4 载流部件应由铜、含铜至少50%的合金或至少具有相同性能的材料制成。
注:在个别情况下进行适宜性评估时,铝导体可以作为至少具有相同性能的材料。

此要求不适用于实际上不载流的螺钉,如接线端子螺钉。
载流部件应耐腐蚀,或者有足够的防腐蚀措施。
铜和含铜至少50%的合金被认为是满足本要求。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若有必要,用化学分析来检验。

4.11.5 载流部件不应直接接触安装面或木材。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11.6 电气—机械接触系统应能承受正常使用下产生的电应力。
合格性由以下试验检验:电气—机械接触系统按相当于实际使用速度操作100次(一次操作是指触

点接通一次或断开一次)。试验采用交流额定电压,试验电流应是电气接触系统额定电流的1.25倍。
负载的功率因数约为0.6,除非电阻性负载上标明了不同的额定电流值,此种情况下负载的功率因数应

为1。
对标明适用于电阻性和电感型两种负载的灯具,则应分别在功率因数为1和0.6的两种负载下进

行试验。
试验前和试验后,电气—机械接触系统应接上1.5倍的额定电流,通过每个触点的电压降应不超过

50mV。
在完成这些试验后,电气—机械接触系统应能承受10.2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试验后的样品应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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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危害其继续使用的磨损;
———外壳或挡板没有退化;
———电气或机械连接没有松脱。
对于电气—机械接触系统,4.14.3的机械试验与本电气试验一起进行。

4.12 螺钉、连接件(机械)和密封压盖

4.12.1 失灵后将造成灯具不安全的螺钉和机械连接件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时可能出现的机械应力。
螺钉不应由软的或易于蠕变的材料制成。
注:例如锌、某些等级的铝和几种热塑性塑料。

在维护时需要操作的螺钉,如果更换成金属螺钉会削弱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则不能用绝缘材料

制成。
提供接地连续性的螺钉,例如镇流器和其他部件的固定螺钉应符合本条款第1段的要求,涉及的镇

流器应至少用一个具有机械和电气作用的螺钉固定。
更换固定镇流器的螺钉不作为是维护。
用于软线固定架上的绝缘材料螺钉可以直接作用在软缆或软线上,替换这种螺钉是不作为维护的。
合格性由目视和以下试验检验,传递接触压力的或使用者要拧紧的螺钉和螺母要作5次拧紧和拧

松。每次拧松时,绝缘材料螺钉和螺母应完全取下。试验期间,不应发生危害固定或螺纹连接继续使用

的损坏。试验后,绝缘材料螺钉或螺母应仍能以预期的方式被旋入。
试验时,用适合的试验旋凿或扳手施加表4.1所示的扭矩,但用于软线固定架、而且直接作用在软

缆或软线上的绝缘材料螺钉的扭矩为0.5Nm。

表4.1 螺钉上的扭矩试验

螺钉的标称外螺纹直径

mm

扭矩

Nm

1 2 3

≤2.8 0.20 0.40 0.40

>2.8~≤3.0 0.25 0.50 0.50

>3.0~≤3.2
>3.2~≤3.6

0.30
0.40

0.60
0.80

0.50
0.60

>3.6~≤4.1 0.70 1.20 0.60

>4.1~≤4.7 0.80 1.80 0.90

>4.7~≤5.3 0.80 2.00 1.00

>5.3~≤6.0 — 2.50 1.25

>6.0~≤8.0 — 8.00 4.00

>8.0~≤10.0 — 17.00 8.50

>10.0~≤12.0 — 29.00 14.50

>12.0~≤14.0 — 48.00 24.00

>14.0~≤16.0 — 114.00 57.00

  旋凿刃口的形状应与受试的螺钉头部相配,螺钉上紧不可猛拧。盖子破损可以忽略。
表4.1第1列适用于旋紧后螺钉不从孔中凸出的无头金属螺钉;
表4.1第2列适用于:
———其他金属螺钉和螺母;
———绝缘材料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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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螺钉,对边尺寸大于螺钉标称直径;
———圆头螺钉,带有匙孔、孔对角尺寸大于螺钉标称直径;
———一字或十字头螺钉,长度超过1.5倍螺钉标称直径。

表4.1第3列适用于其他绝缘材料螺钉。
表4.1中对直径超过6.0mm的螺钉给出的扭矩值适用于钢螺钉和类似材料制的螺钉,主要用于灯

具的安装。
表4.1中对直径超过6.0mm 的螺钉给出的扭矩值不适用于灯座的螺纹接管,相关的要求在

IEC60238第15章做出规定。
本条要求不适于用作固定按钮式开关的金属螺母。

4.12.2 传递接触压力的螺钉、在安装或连接灯具时要操作而且标称直径小于3mm的螺钉应旋入金

属内。
安装灯具或替换光源时需操作的螺钉或螺母,包括固定罩盖等部件的螺钉或螺母。螺纹导管、将灯

具装到安装表面的螺钉、玻璃罩和螺纹盖的手动固定螺钉或螺母除外。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和安装灯具或替换光源时操作的螺钉用4.12.1的试验检验。

4.12.3 不使用。

4.12.4 灯具不同部件之间的螺纹和其他固定连接件应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发生

的扭矩、弯曲应力、振动等作用下不会松动。固定臂和悬吊管应安全可靠地连接。
注:防止连接松动的方法有:锡焊、焊接、锁紧螺母和止动螺钉。

合格性用目视和施加不超过以下扭矩试图使锁定的连接松动来检验。
———螺纹尺寸小于或等于 M10或相当的直径    2.5Nm
———螺纹尺寸大于 M10或相当的直径 5.0Nm
在替换光源过程中要受到旋转作用的灯座,合格性用目视和试图使锁紧的螺纹机械连接松动来检

验。本试验不适用于用一个以上固定装置(如两个固定螺钉)将其固定在灯具内的灯座。应按顺时针和

逆时针方向各施加以下扭矩1min:
———E40灯座 4.0Nm
———E26、E27和B22灯座 2.0Nm
———E14和B15灯座(烛型除外) 1.2Nm
———E14和B15烛型灯座 0.5Nm
———E10灯座 0.5Nm
对于其他经受旋转作用的灯座,用相当于两倍IEC60061-2灯座要求中列出的最大旋出扭矩,但最

小也要1.2Nm,按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施加1min。
对于按钮开关,固定的装置要承受不超过0.8Nm的扭矩。
试验期间,螺纹连接件不应松动。

4.12.5 螺纹密封压盖应符合下列试验的要求。
将螺纹密封压盖装在圆柱形金属棒上,金属棒的直径为比密封件内径略小的整毫米数,然后用合适

的扳手将其拧紧,在扳手上施加表4.2所示的力矩,时间1min。

03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4.2 密封压盖扭矩试验

试验棒直径

mm

力矩

金属密封压盖

Nm

模压塑料密封压盖

Nm

≤7
>7~≤14
>14~≤20
>20

6.25
6.25
7.50
10

2.50
3.25
5
7.50

  试验后,灯具和密封压盖不应损坏。

4.13 机械强度

4.13.1 灯具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其结构应使灯具在正常使用中承受可以预料的粗野操作后仍是安

全的。
使用IEC60068-2-75规定的弹簧冲击试验装置,或用能得到相同结果的其他适当的装置,对试样

实施冲击来检验其合格性。
注:由不同试验方法得到的相同冲击能量未必得出同样的试验结果。

弹簧冲击锤应是这样的,压缩量(单位:mm)与施加的力(单位:N)的乘积是1000,弹簧压缩量约为

20mm。调整弹簧使冲击锤产生表4.3所示的冲击能量和压缩量进行冲击。

表4.3 冲击能量和弹簧压缩量

灯具类型

冲击能量

Nm

易碎部件 其他部件

压缩量

Mm

易碎部件 其他部件

嵌入式灯具、固定式通用灯具和墙壁安装可移式灯具 0.20 0.35 13 17

可移式落地灯和台灯、照相和电影灯具 0.35 0.50 17 20

投光灯具、道路和街路照明灯具、游泳池灯具、庭园用的可移

式灯具和儿童用可移式灯具
0.50 0.70 20 24

恶劣环境用灯具、手提灯和灯串 其他试验方法

  注:灯座和其他部件,只有当他们凸出到灯具外形投影以外时才进行试验。灯座的前端不必试验,因为灯具正常

工作时该部分被光源遮挡。

易碎部件是指仅提供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的玻璃和半透明罩、陶瓷以及凸出外壳26mm以内或表面积不

超过4cm2 的小部件。

根据4.21要求设的防护屏被视为易碎部件。

  半透明罩,既不提供防触电和(或)紫外线防护,也不是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或灯的组成部件的,
不必做试验。

样品如正常使用安装或支承在一块硬木板上,电缆入口处敞开,敲落孔也敞开,罩盖固定螺钉和类

似螺钉用表4.1规定扭矩的三分之二拧紧。
在可能的最薄弱处冲击3次,特别注意包围带电部件的绝缘材料以及绝缘材料的衬套,如有的话。

为了找到最薄弱的点,可能需要附加的样品,如有疑问的话,要用新样品重新试验,对新样品只冲击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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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样品应无损坏,特别是:

a) 带电部件不应变为可触及;

b) 绝缘衬垫和挡板的作用不能减弱;

c) 样品应能继续保持与其分类相一致的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的等级;

d) 应能拆下和更换外部罩盖,期间罩盖或其绝缘衬垫不被损坏。
如果拆下外壳不危及安全,则外壳允许损坏。
如果有疑问的话,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应进行第10章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
涂层损坏、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变小而低于第11章规定值的小凹痕、对防触电保护以及防

尘或者防潮无有害影响的小缺口可忽略不计。

4.13.2 罩住带电部件的金属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合格性由4.13.3~4.13.5适宜的试验来检验。

4.13.3 使用笔直无接头的试验指,其尺寸与IEC60529规定的标准试验指尺寸相同。试验指对表面施

加30N的力。
试验期间,金属部件不应触及带电部件。
试验后,外壳应无过度变形,并且灯具应继续符合第11章的要求。

4.13.4 恶劣条件使用的灯具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其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等级应至少达到IP54。
合格性由目视和9.2.0适宜的试验检验。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且正常使用时可能预期的情况下不能倾倒。此外,

连接灯具的支架的固定装置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合格性由下述a)~d)的试验检验。

a) 恶劣条件使用的固定式灯具和恶劣条件使用的可移式灯具(非手提灯)

3个灯具样品的每一个应承受3次单独的冲击,冲击点通常在暴露表面的最薄弱处。样品不装光

源按正常使用安装在坚固的支承表面上。
一个直径50mm质量0.51kg的钢球从高度 H(1.3m)处落下来产生冲击,如图21所示,产生

6.5Nm的冲击能量。
室外使用的灯具,3个样品中的每一个还要冷却到-5℃±2℃,并在此温度保持3h。
在此温度下3个灯具样品承受上述规定的冲击试验。

b) 手提灯

使灯具从1m高度落到混凝土地面上4次。跌落从4个不同的水平起始位置进行,每次跌落之间

灯具绕其轴转90°。试验时卸下光源,但保护玻璃(如果有的话)不卸下。
在4.13.4a)或4.13.4b)试验后,灯具应无危及安全和继续使用的损坏。保护光源防止损坏的部件

不应松动。
注:这些部件可能变形。如果玻璃或半透明罩不是保护光源防止损坏的惟一措施的话,保护玻璃或半透明罩的碎

裂可忽略。

c) 交货时带支架的灯具

试验前卸下所有光源。
与垂线成6°时,灯具和支架不应倾倒。
灯具应能承受4次与垂线最大成15°倾倒所产生的冲击。
灯具支架的固定装置应能在最不利的方向承受4倍灯具质量的力。
试验期间,如果灯具在与垂线成15°的平面上倾倒的话,进行12.5.1试验时应将灯具放在水平面上

试验,灯具应置于可预期的最不利的倾倒位置。

23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d) 临时安装而且适合于安装在支架上的灯具

灯具应能承受下述试验产生的4次冲击。
试验前卸下光源。
灯具沿混凝土墙或砖墙悬挂在一根铝棒上。铝棒长度应为在安装说明上规定可能的支架的长度。
将灯具提起,直到铝棒达到水平面的位置,然后朝墙自由落下。
试验后,应无有害于安全的损坏。

4.13.5 不使用。

4.13.6 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和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检验,试验在如图25所示的滚桶内进行。
滚桶以每分钟5圈的速度转动,每分钟跌落10次。
样品从高度50cm处落到一块3mm厚的钢板上,落下的次数为:
———样品质量不超过250g    50次

———样品质量超过250g 25次

试验后样品应无本部分意义上的损坏,但不需要考核它是否可工作,玻璃泡壳的损坏可忽略不计。
只要防触电保护没有受到影响,从样品上折断的小件可忽略不计。

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低于第11章规定值的插销的变形、涂层损坏和小凹痕可以忽略不计。

4.14 悬挂、固定和调节手段

4.14.1 机械悬挂、固定和连接应有足够的安全系数。
合格性由下列合适的试验检验。
试验A,灯具固定到设施安装表面的固定件和灯具其他外部部件的固定件应稳固地保持在位。下

述试验适用于:
———悬挂或固定的灯具(天花板—墙壁)—除其本身的质量以外,用4倍于整个灯具质量的负荷进

行试验。
———固定在灯具上的外部部件(例如,漫射器、玻璃、反射器、格栅)—除其本身的质量以外,用4倍

于所固定部件质量的负荷进行试验。如果得到的资料和目视检查明显表明符合本条款的要求

的话,没有必要对所有外部部件进行试验,例如,用多个螺钉固定的部件。
一个恒定、均匀分布、等于4倍于灯具质量、或相关部件质量(适用时)的负载,以正常载荷的方向施

加在其固定件上历时1h。试验终了时悬挂部件和固定系统不应有明显的变形。如果提供了可选的固

定或悬挂方法,每一个都要单独试验。
试验B,对刚性悬挂灯具:向灯具施加一个2.5Nm的扭矩,历时1min,先以顺时针方向,随后以逆

时针方向。在此试验中,灯具在两个方向相对于固定部件的扭转都不能超过一转。
试验C,对刚性悬挂支架:刚性悬挂支架试验的详细说明如下:

a) 对重负载支架(例如车间用的支架),将支架臂按正常使用固定,在悬臂的自由端以各种方向施

力40N,历时1min,试验产生的弯矩应不小于2.5Nm。当卸去试验力时,支架臂不应有危及安全的永

久性位移或变形。

b) 对于轻负载支架(例如家庭用支架),应进行与a)相似的试验1min,但施加10N力,试验产生

的弯矩应不小于1.0Nm。
试验D,对导轨安装灯具:灯具质量不应超过导轨制造商推荐的灯具悬挂装置适合的最大负载值。
试验E,对弹簧夹紧安装的灯具:按正常使用时最不利的方向对电缆施加拉力,不要猛拉,历时

1min。试验时,将弹簧夹子安装在普通窗玻璃制成的标准试验“搁板”上,一块玻璃的标称厚度为

10mm,另一块玻璃的厚度是弹簧夹子能安装在上面的最大厚度。对于这个试验,试验搁板的厚度以

10mm的倍数增加。在20N的拉力下,弹簧夹子不应在玻璃上开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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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弹簧夹紧安装的灯具还应在一根表面抛光镀铬、标称直径为20mm的金属棒上做试验。在

其本身质量的作用下灯具不能转动,并且当在电缆上施力20N时灯具不应从金属棒上落下。在抛光金

属棒上的试验不适用于标有“不适于安装在管材上”的灯具。
注1:以10mm为间隔增加试验搁板的厚度达到最大厚度,限制了夹子被迫夹在试验搁板上的可能性。

注2:如灯具弹簧夹子夹住的表面是玻璃的话,最大厚度试验的试验搁板可含有数层玻璃和木材。

对没有固定装置(孔、架子等)(见3.3)的固定式灯具和独立式控制装置,如制造商在说明书内提供

了安全安装和使用指南和(或)方法,可认为该设备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这个分条款的目的不是检验设施安装表面的机械强度。任何安装表面的损坏不是不符合本要求。

4.14.2 由软缆或软线悬吊的灯具,每根软缆或软线承受的质量不应超过5kg。悬吊挂件的软缆或软

线导体的总标称截面积应使导体上的应力不超过15N/mm2。如果使用了一根以上的软缆或软线,为
了避免任何的软缆或软线的过载,并保证负载的均匀分布,安装说明书应规定所有必要信息。

计算应力时应仅考虑导体。
对由软缆或软线悬吊的灯具质量,每根软缆或软线承载超过5kg时,灯具或其软缆或软线的设计

应能避免应力被施加到导体上。
示例:电缆含有适合承重的芯线。

打算与螺口或卡口灯座连接的半灯具,其质量和有效弯矩不应超过表4.4给出的最大值。弯矩是

相对于完全插入位置时,半灯具与螺口灯座中心触点或与卡口灯座柱销的接触点来说的。

表4.4 半灯具试验

灯座
灯具

最大质量 最大弯矩

E14和B15
E27和B22

1.8kg
2.0kg

0.9Nm
1.8Nm

  注:为了提供安全余量,这些数值低于灯座的常规试验。

  合格性由目视、测量和计算来检验。

4.14.3 调节装置的要求如下:

a) 调节装置和调节手段:例如活动接头、升降装置、调节支架或伸缩管的结构应使操作期间软缆

或软线不会受压、受夹、受损或沿纵轴绞扭超过360°。
注:如果灯具有一个以上的活动接头,且又不紧靠在一起,则360°的限制适用于每一个活动接头。每一个活动接头

的情况需按自身的实际来判断。

合格性由下列试验和目视来检验:
装有合适软缆或软线的调节装置应按表4.5的规定操作。一个操作周期是指从调节范围内的一个

末端到另一端再回到起始位置。移动速度应不使装置明显发热,并且不超过每小时600周期。
对电气—机械接触系统,这个试验与4.11.6的电气连接试验同时进行。
试验期间,不能超过表5.2规定的数值。
试验后,导体断裂的股数不能超过50%,并且软线的绝缘层也不能有任何严重的损坏,软缆或软线

应经受并满足第10章规定的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试验。
对夹紧装置可以调节的球形活动接头和类似接头,试验时仅将活动接头轻轻夹住以避免产生过多

的摩擦力。如有必要试验期间重新调整夹紧面积。
由软管构成的调节装置,本试验的调节范围一般是垂直方向两侧各135°。但如果该调节只有用过

度的力才能达到时,软管只弯到其自身能保持的位置;

b) 带有调节手段打算安装在伸臂范围内的灯具,其设计的使用功能应不削弱灯具稳定性,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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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任何结构部件变形,也不会由于超过表12.1列出的温度值而引起损害。
合格性由操作和运用灯具来检验,通过调节手段像预期那样正常使用和12.4试验中的温度测量来

检验;

c) 对于打算安装在伸臂范围内的灯具,距调节手段5cm以内的周围空间应符合表12.1列出的

调节手段的温度限值,出光口除外。相同的温度限值也适用于灯具出光口定位后被照到的任

何调节装置。
合格性由安置好灯具出光口和12.4试验中的温度测量来检验。

表4.5 调节装置试验

灯具类型 操作的周期数

要经常调节的灯具,例如绘图板用灯具 1500

偶尔调节的灯具,例如橱窗聚光灯 150

可设置灯具 45

4.14.4 穿过伸缩管的软缆或软线不能固定在管子的外部。应提供措施避免接线端子上的导体受

应力。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14.5 软线的导向滑轮应有足够的尺寸以防止软线过度弯曲而损坏。滑轮上的凹槽应成充分的圆

形,滑轮槽底部的直径应至少为软线直径的3倍。除了SELV供电的灯具以外,易触及的金属滑轮应

接地。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14.6 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和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不应在插座上强加过大的拉力。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检验。按正常使用条件,将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或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插入固

定的电源插座的接合面内8mm,插座可沿通过插套中心线的水平轴旋转。试验期间,插头式镇流

器/变压器应带有一根为灯具供电的长为1m的电缆,或一根制造商规定的电缆。试验期间电缆应自

然下垂。
施加于插座上,使接合面保持垂直的附加扭矩应不超过0.25Nm。
对电源插座安装的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在调节过程中传到插座上的总扭矩不能超过

0.5Nm。
试验用插座的接地触头(如有的话)应拆除,具有插入接地插销才能打开保护门的插座除外。

4.15 可燃材料

4.15.1 不起绝缘作用且不能经受13.3.2条650℃灼热丝试验的罩盖、灯罩和类似部件,均应与灯具内

可能使该材料达到引燃温度的发热部件保持足够的间距。这些由可燃材料制成的部件应有合适的固定

或支承装置来确保这一间距。
离上述发热部件的间距应至少为30mm,除非该材料有隔板保护,而且隔板与发热部件至少有

3mm的距离。隔板应符合13.3.1的针焰试验,应无孔洞,高度和长度应至少等于发热部件相应的尺

寸。对燃烧的滴落物具有有效防护措施的灯具,不需设置隔板。
注:本条要求在图4中有说明。

不得使用剧烈燃烧的材料,如赛璐珞。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灯具中的小型部件,如灯具内使用的线夹和树脂粘结的纸制部件。
如果在异常条件下工作电流未超过正常条件时电流的10%,则电子线路没有间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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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安装温度传感器来控制以防止外壳、灯罩和类似部件过热的,则发热部件与罩、盖和类似部件

之间无间距要求。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有单独外壳的,即分类为IP20或以上符合IEC61558-2(所有部分)或IEC60989

的变压器。
合格性由目视、测量和试验来检验,灯具在异常状态下工作,缓慢而平稳地增加镇流器或变压器绕

组的电流,直到温度传感控制器动作。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外壳、灯罩和类似部件不应着火,易触及部件

不应带电。
为确定易触及部件是否变为带电,应按照附录A进行试验。

4.15.2 热塑性材料制成的灯具应能经受住镇流器/变压器和电子装置故障条件引起的温度升高,在按

正常使用安装时不会发生危险。
应采取下述之一的措施来满足要求:

a) 结构措施保证:
———故障条件期间元件保持在原来位置上,例如通过使用不受温度影响的机械支承件;
———灯具部件不会过热使带电部件变成易触及。
合格性由目视和(或)12.7.1的试验检验。

b) 使用温度传感控制器限制镇流器/变压器和电子装置固定点和灯具暴露部件的温度在安全值

范围内。温度传感控制器可以是自复位热切断器、手动复位热切断器,或是热熔断体。
合格性由12.7.2的试验检验。

c) 灯具使用的热塑性材料应适宜于所用的符合相关附件标准的热保护镇流器允许的最高表面

温度。
合格性由12.7.2的试验检验。

4.16 可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

分类为适宜于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应符合4.16.1、4.16.2或4.16.3中的一条。
注1:表N.1给出了什么时候使用符号和警告语的指示。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自带外壳的变压器,即IP20或以上符合IEC61558(所有部分)的变压器。对装

在灯具内并且符合IEC61558-2-5的剃须刀用变压器和剃须刀用电源装置,4.16.1要求适用。电子式灯

的控制装置和这些元件内可能装有的小绕线装置不在本条款所要求的范围内。
注2:小绕线装置的例子是,铁氧体磁芯绕组或非叠片铁心绕组,这些通常安装在印刷线路板上。

装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灯具,应符合4.16.1,使灯的控制装置与安装表面保持间距,或者符合4.16.2
使用热保护器,或者符合4.16.3。

不含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灯具,合格性由第12章检验。

4.16.1 灯的控制装置与安装表面应保持的最小间距:

a) 10mm,包括灯具外壳材料的厚度,这间距包括:灯的控制装置区域内灯具壳体的外表面与的

灯具安装表面之间最小有3mm的空气间距,灯的控制装置外壳和灯具壳体内表面之间最小

有3mm的空气间距。如果控制装置没有外壳,10mm距离应从灯的控制装置有效部位起提

供,例如灯的控制装置的绕组。
灯具外壳在灯的控制装置的投影面内应是连续的,以防止灯的控制装置的带电部件与安装表

面之间有不到35mm的直接通路;否则应符合b)的要求。
或

b) 35mm
注:35mm间距主要考虑U形安装的灯具,其灯的控制装置到安装表面的距离常常大于10mm。

以上两种情况中,灯具的设计应使其按正常使用安装时,所要求的空气间距能自动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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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性由目视和测量来检验。

4.16.2 灯具应装有温度传感控制器,将灯具安装表面的温度控制在安全值范围内。这种温度传感器

既可以在灯的控制装置的外部,也可以是一个符合有关附件标准的热保护的灯的控制装置中的一部分。
温度传感控制装置可以是自复位热切断器、手动复位热切断器,也可以是热熔断体(热切断器,仅动

作一次后即需要更换)。
位于灯的控制装置外面的温度传感控制器不应是插入式或其他容易更换的类型。它应与镇流

器/变压器保持固定位置。
合格性用目视和12.6.2的试验检验。

装有符合有关附件标准标 符号的“P级”热保护镇流器/变压器的灯具,以及装有标 符号,所

标数值不高于130℃的注明温度的热保护镇流器/变压器的灯具,被认为是符合本条要求的,不必进一

步试验。
装有未标热保护镇流器符号或所标温度超过130℃镇流器/变压器的灯具应符合4.16.1或4.16.3

的要求。

4.16.3 如果灯具不符合4.16.1的间距规定,而且也不装有符合4.16.2规定的热切断器,那么其设计应

满足12.6的试验要求。
注:本要求及其试验的基础是:假如由于绕组短路或与外壳的短路引起镇流器/变压器故障时,镇流器/变压器绕组

温度15min后不超过350℃,且因此安装表面的温度15min后不会超过180℃。

4.17 排水孔

防滴、防淋、防溅和防喷的灯具应设计成能够将灯具内的积水有效地排出,比如开一个或多个排水

孔。水密灯具应无排水措施。
合格性用目视和第9章的试验来检验。
注:只有当设计能确保灯具背面与安装表面间有至少5mm的间隙,例如背面采用凸台的方法,设置在表面安装式

灯具背面的排水孔才是有效的。

4.18 防腐蚀性

注:因为4.18和附录F的试验可能是破坏性的,按0.4.2的规定,试验可在单独的样品上进行。

4.18.1 防滴、防淋、防溅、防喷、水密和加压水密灯具的铁制部件,其锈蚀可能导致灯具不安全,应有足

够的防锈保护。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检验:
先将受试部件去油。然后将部件放入20℃±5℃的10%氯化铵水溶液中浸10min。不需晾干,

但甩去水滴后立即放入20℃±5℃含有湿度饱和空气的箱内10min。
在100℃±5℃的烘箱内干燥10min后,部件表面不得有锈蚀现象。
注:锐边的锈蚀和可擦去的黄斑可忽略不计。

对于小的螺旋弹簧和类似零件,以及遭受摩擦的不可触及部件,只需涂一层黄油可以提供足够保护

防止锈蚀。只有当对黄油层的有效性有怀疑时,才对这类部件进行上述试验,试验时不必预先去油。

4.18.2 轧制铜材或铜合金片制成的接触件和其他部件,其失效会使灯具变得不安全,应无应力引起的

腐蚀。
合格性由未做过任何其他试验的样品按附录F给出的试验检验。

4.18.3 防滴、防淋、防溅、防喷、水密和加压水密灯具的铝或铝合金部件,它们的锈蚀会使灯具变得不

安全,因此应具有足够的防锈蚀保护。
注:防腐蚀指南见附录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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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触发器

灯具中用的触发器与相关镇流器在电气上应是匹配的。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20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振动要求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应充分防振。
合格性由下述振动试验(IEC60068-2-6:2007)检验。
灯具以其最不利的正常安装位置在振动发生器上扣紧。
振动的方向是最不利的方向,振动的强度是:
持续时间:30min。
振幅:0.35mm。
频率范围:10Hz,55Hz,10Hz。
扫频速率:每分钟约一次倍频。
试验后,不应有损害灯具安全的部件发生松动。

4.21 防护屏

4.21.1 由于灯泡碎裂可能造成危险,设计使用卤钨灯和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应装有防护屏。对于卤

钨灯,防护屏应是玻璃的。
设计成仅使用自带防护屏灯的灯具可以免除本条要求,但应标有适当的符号标记(见图1)。
注1:需要灯具结构提供防护屏的灯有适当的警告语,或其包装标有此符号。

[来源:IEC60417-6071(2011-09):警告,无防护灯]
注2:对于不需要防护屏为灯具部件的灯(自带防护屏灯),它们的包装标有以下符号:

[来源:IEC60417-6030(2009-11):自带防护屏灯,普通]

4.21.2 光源腔部件应设计成从碎裂光源溅射的碎粒不会危及安全。

4.21.3 灯具的所有开口不应使碎裂光源的碎粒沿着直接通道离开灯具(直线看到),包括嵌入式灯具

的背面。

4.21.4 从4.21.1~4.21.3的合格性由目视和下列试验检验:
———防护屏应符合4.13.1表4.3对易碎部件的冲击试验。假如玻璃防护屏的安装方式设计成只承

受来自内部的冲击,可能的话,应从那个方向进行4.13.1的试验。
———如光源腔部件是由绝缘材料制成,绝缘材料应符合13.3.2耐燃烧和防引燃试验的要求。
注1:这是通过消除光源偶然的故障或不正确使用产生的危险来提高安全性。目前的敞开式不装防护屏的灯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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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存在危害。

注2:从外面对玻璃进行的4.13.1冲击试验被认为比光源碎裂对玻璃的冲击更严酷。因此,模拟后者的专门试验不

必做了。

4.22 光源的附件

灯具不应装可能引起光源、灯头或灯座、灯具或附件过热或损坏的光源附件。
只有当光源附件由灯具制造商提供或认可时,荧光灯才允许装附件。灯管和附件的总质量不应

超过:
———G5灯头的灯管    200g
———G13灯头的灯管 500g
合格性由目视、称量和热试验(如果合适的话)来检验。
注:可能不符合这些要求的白炽灯附件的例子是:碗状镜面反射器、包围光源的反射器等。允许的例子是将轻型灯

罩附着到光源上的弹簧和类似装置。

4.23 半灯具

半灯具应符合Ⅱ类灯具的所有有关要求。
注:为了避免误将半灯具上的Ⅱ类符号看作是完整灯具的符号,半灯具上不应标Ⅱ类符号。

4.24 光生物危害

4.24.1 紫外辐射

设计成使用卤钨灯和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当使用这些光源时不应发出过多的紫外辐射。对于自

带防护屏灯,这个要求由灯的设计来满足。
对于卤钨灯和大部分金属卤化物灯,当使用一个防护屏时,玻璃能将紫外辐射减少到十分低的

水平。
灯的标记见IEC60432-3和IEC62035。
对于一些发射高辐射量的金属卤化物灯,附录P描述了对灯具紫外辐射提供充分防护的方法。
注:提供有效辐射防护的计算方法见附录P的程序A或程序B。

4.24.2 视网膜蓝光危害

使用了安全标准中不免除视网膜蓝光危害评估的光源的灯具,应根据IEC/TR62778进行评估。
不宜使用蓝光危险组别大于RG2的光源。对这类光源的管理需要使用附加的更复杂的要求。
注1:现在需要考虑蓝光危害的光源类型只有:LED、金属卤化物灯和一些特殊的卤钨灯。

注2:使用RG3光源的灯具的要求还没有开发,因为这种产品在市场还没有。如果需要将来会研究。

灯具使用按IEC/TR62778为RG0无限制或RG1无限制等级的光源、或当完整装配使用的灯具

蓝光危险组别为RG0(无限制)或RG1(无限制)时,在相同条件下,视网膜蓝光危害的要求不适用。
对按照IEC/TR62778评估具有阈值照度Ethr的灯具,应使用下述要求:

a) 对固定式灯具,要按IEC/TR62778进行附加的评估来找到灯具和RG2与 RG1间边界的距

离X m。灯具应按3.2.23标记和说明。

b) 在200mm处按IEC/TR62778的评估超过RG1的可移式灯具和手持式灯具,要按3.2.23的

规定标记。
注3:按光源安全标准的要求,适用时,提供蓝光危害的信息。

注4:一些灯具的设计,例如带有整体式光源,需要对灯具整体进行试验。

注5:制造商声称的灯具光度数据可以作为“a”项具体评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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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7000.4覆盖的儿童用可移式灯具,以及GB7000.212覆盖的电源插座夜灯,按IEC/TR62778
在200mm处不应超过RG1。

注6:将来修订GB7000.4和GB7000.212将循此修改。

4.25 机械危害

灯具不应有在安装、正常使用或维护时会对用户造成危害的尖端或锐边。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26 短路保护

4.26.1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极性相反的未绝缘可触及的SELV部件的意外短路对安全的损害。
注:由一个独立的未指定的SELV电源供电的Ⅲ类灯具可有一绝缘导体。如果没有提供绝缘,灯具制造商可声明

最大VA输出值以及SELV电源的型号,而且这个变压器/转换器可按4.26.2进行试验。

4.26.2 型式试验样品在0.9~1.1倍额定电压在标称负载下工作。4.26.3规定的试验链挂在未绝缘可

触及的SELV部件上。应在SELV部件两端加载使试验链有最短的通路,配重最大为250g,质量应

等于:
(15‘X’)g

其中‘X’为未配重状态时导体间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试验链既不能融化掉,型式试验样品的所有部件的温度也不应超过表12.1和表12.2规定的限值。

4.26.3 试验链:未涂覆且长度足够的金属链,具有符合图29规定的链环且由63%铜37%锌制成。当

以200g/m的负载拉伸时,该链的阻值应为2.5×(1±20%)Ω/m。每次测量前应校核试验链的阻值。

4.27 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

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应按照与附录V相关的制造商的要求安装。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28 热传感控制器的固定

所有灯的控制装置外部的温度传感控制器都不应是插件式或其他易于替换型的。它应可靠地保持

在与控制装置有关的规定位置上。
当从灯发出紫外辐射可能降低灯具寿命期间的固定可靠性时,不应使用粘合剂固定的温度传感控

制器。温度传感控制器不应装在灯具壳体的外面。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但对粘合剂固定的温度传感控制器,用下述试验检验合格性:
温度传感控制器与其所固定的镇流器/变压器一起,应根据IEC60068-2-14:2009的试验Na按下

述具体规定进行温度变化试验:
样品应经受100周期的下述最低值和最高值试验:
最高温度是在粘合材料上测得的温度,测量时镇流器/变压器承载0.95倍稳定条件下导致保护装

置动作的最低电流;
最低试验温度是0℃。
两个温度下的暴露时间是各30min。
按IEC60068-2-14:2009的规定,标准转换时间是2min~3min。如果使用了自动试验系统的话,

转换时间(t2)少于30s是允许的。
试验期间温度传感控制器的固定不应有任何影响其进一步使用的变化,特别是相对于工作温度。

试验后,温度传感控制器不应离开(移动)其设计位置。
符合IEC61558(所有部分)的变压器不进行这个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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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带有不可替换光源的灯具

除非破坏灯具或其部件,应不可能替换和(或)触及带电部件。
合格性用下述试验检验:
为触及光源可以徒手或使用工具打开的灯具部件应打开或拆卸。
设计和成形为只使用一次的密封、或胶粘、或用螺钉固定的灯具部件,或永久性嵌入的挡板,不应

打开。
上述所有部件都移开后,当按第8章的试具和试验方法检验时,不应触及带电部件。

4.30 带有非用户替换光源的灯具

在非用户替换光源上使用防护罩来提供防触电保护,而且罩子上标着3.2.24规定的“警告,触电危

险”符号,在进行第8章规定的试验和检查时,该罩子应保留在位置上。该罩子应使用至少两个独立的

固定件可靠地保持在位,例如两个螺钉,每个固定件应该使用工具才能移动。

4.31 电路间的绝缘

灯具含有的变压器或控制装置使用了与LV电源绝缘的电路来提供电路与灯具间的隔离的,应在

电路间以及这些电路与外部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提供适宜的绝缘。
对于可控灯具,当要求所有元件保持相同的绝缘水平时,相同的要求也适用于连接到控制端子的电

路。当评估要考虑的电路类型时,应考虑控制装置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见IEC61347-1的7.1k)]。
注:目前市场上有下述类型的控制系统:

———FELV控制信号,与LV电源基本绝缘(例如,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与直流1V~10V控制器);

———SELV控制信号,(例如,DMX);

———控制信号,未与LV电源绝缘(例如,按钮控制/切相/步进调光)。

合格性由下述要求检验。

4.31.1 SELV电路

下述源可以用于为SELV电路供电:
———符合IEC61558-2-6或等效的IEC61558第2部分的安全隔离变压器;
———符合IEC61347(所有部分)提供SELV的控制装置;
———电化学源(例如,电池)或独立于更高电压电路的其他源。
电路内的电压不应高于ELV定义的限值。

SELV电路与LV电源之间应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基于等于LV电源电压的工作电压)隔离。

SELV电路与其他非SELV电路(FELV除外)之间应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基于等于电路中最

高电压的工作电压)隔离。

SELV电路与FELV电路之间应用附加绝缘(基于等于LV电源电压的工作电压)隔离。

SELV电路与其他SELV电路之间应用基本绝缘(基于等于电路中的最高电压的工作电压)隔离。

SELV电路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应用表X.1中的绝缘隔离。
如果控制装置依据IEC61347(所有部分),考虑绝缘时,SELV电压是标记在控制装置上的最高输

出电压“U-OUT”。
合格性由目视和第8章、第10章和第11章要求的试验检验。

SELV系统中的插头和插座应符合下述要求:
———插头应不能插入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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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应不允许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头进入;
———SELV系统中插头和插座不应有保护导体触点。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31.2 FELV电路

下述源可以用于为FELV电路供电:
———符合IEC61558-2-1或等效的IEC61558第2部分的分离变压器;
———符合IEC61347(所有部分)在输入和输出电路之间提供基本绝缘的分离控制装置;
———电化学源(例如,电池)或电路中的仅用基本绝缘与LV电源分离的其他源。
电路中的电压应不高于ELV定义的限值。

FELV电路与LV电源之间应至少用基本绝缘(基于等于LV电源电压的工作电压)隔离。
除了功能性目的以外,FELV电路与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无绝缘要求。

FELV电路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应用表X.1的绝缘隔离。
合格性由目视和第8章、第10章和第11章要求的试验检验。

FELV系统中的插头和插座应符合下述要求:
———插头应不能插入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座;
———插座应不允许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头进入;
———插座应有保护导体触点。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4.31.3 其他电路

非SELV或非FELV电路与可触及导体部件之间的绝缘应符合表X.1的要求。

Ⅱ类结构中,当等电位连接是用于防止间接接触带电部件(见表X.1)的保护时,下述要求适用:
———所有导电部件连接在一起,这样两处绝缘发生失效时就会形成短路;
———检查导电部件是否可靠地连接在一起,应进行7.2.3(10A接地连续性试验)的试验;
———如果带电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间的绝缘失效,按照附录A判定,该导电部件不应成为一个

可能引起触电的部件;
———对主从应用(控制装置安装在主灯具内并向从属灯具供电),灯具间应使用等电位连接以防止

可触及灯具间的危险电压。因此主灯具应为从属灯具提供连接可触及导电部件的端子,而且

从属灯具应具有Ⅰ类灯具结构。
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合格性按附录X规定的绝缘要求检验。
注:这类电路的例子是:

———符合IEC61347(所有部分)的控制装置的输出电路;

———由符合IEC61558-2-4或同等要求的隔离变压器供电的电路;

———由符合IEC61558-2-1但不满足FELV要求的分离变压器供电的电路;

———由分离控制装置(非FELV)和符合IEC61347(所有部分)的隔离控制装置供电的电路。

4.32 过电压保护器

过电压保护器应符合IEC61643-11。在控制装置外部且接地的过电压保护器应只在固定式灯具中

使用,而且仅连接到保护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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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5.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到电源的电气连接和灯具内部接线的一般要求。

5.2 电源连接和其他外部接线

5.2.1 灯具与电源连接应提供下列方式中的一种:
———固定式灯具   灯具连接装置;

 接线端子;

 与插座配合的插头;

 连接引线;

 电源线;

 与电源导轨连接的接合器;

 器具插座;
安装耦合器。

———可移式灯具 电源线带插头;器具插座。
———导轨安装灯具 接合器或连接器。
———半灯具 螺口或卡口灯头。
打算安装在墙上,并带接线盒和软线固定架的可移式灯具,如果灯具含有安装说明书时,在交货时

可以不带电源线。
制造商声称灯具适合在室外使用时,不应使用聚氯乙烯绝缘的外部接线。这个要求不适用于Ⅲ类

灯具或灯具中的SELV电路(不超过25V交流/60V直流),以及用其他方式从室外环境得到保护的外

部接线,例如光源腔与将电源连入(整个长度)照明杆的连接件之间的接线。
注1: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和日本,在室外使用聚氯乙烯绝缘电缆是允许的。

注2:如果墙安装灯具用蝶形螺钉、夹子、挂钩固定到支撑件,墙壁安装灯具可以为可移式(见1.2.9)。

注3:在一些国家,打算经插座与电源连接的灯具应装有电源线和合适的插头。

5.2.2 如果由灯具制造商提供的电源线作为与电源的连接方式,它们的机械和电气性能至少应符合

IEC60227(所有部分)和IEC60245(所有部分)的规定,如表5.1所示,并且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条件下暴

露的最高温度而不变质。
如果满足上述条件,聚氯乙烯和橡皮以外的材料也可采用,但这样的话,上述出版物的第2部分特

殊要求不适用。
无护套基本绝缘导体应经受第10章规定的对SELV(500V)的电气强度试验。

3) 60245IEC51S在IEC60245中不存在,“60245IEC51S”改为“60245IEC89”。

表5.1 电源线

灯具 橡皮 聚氯乙烯 无绝缘

Ⅰ类普通灯具

Ⅱ类普通灯具

Ⅰ类非普通灯具和Ⅱ类非普通灯具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可移式灯具

60245IEC89c,3)

60245IEC53c

60245IEC57c

60245IEC66c

60227IEC52c

60227IEC52c

60227IEC52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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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续)

灯具 橡皮 聚氯乙烯 无绝缘

Ⅲ类或有SELV电路的灯具(不超过25V
交流/60V直流)

无绝缘的导体b

Ⅲ类或有SELV电路的灯具(大于25V交

流/60V直流,不超过50V交流/120V 直

流)
无护套基本绝缘导体

  a 仅室内使用。
b 按IEC60364在某些特殊设施和场所无绝缘导体是不允许的,例如GB16895.13“装有浴盆和淋浴的场所”。
c 对于电源电压高于250V,比上表给出的更高电压等级的电缆和电线可能是必需的。

  为提供足够的机械强度,导体的标称截面积应不小于:
———普通灯具    0.75mm2

———其他灯具    1.0mm2

如果灯具提供一个10/16A的插座,软导体的标称截面积应至少是1.5mm2。
如果有足够的载流能力和机械特性,Ⅲ类灯具中、或灯具中的SELV电路、或其他类型灯具用于部

件之间的SELV连接的外部电缆,而且最大额定电流不超过2A,导体截面积可以小于0.75mm2或

1.0mm2,但不小于0.4mm2。具有两根或更多导体的电缆,如果电缆可以承受相关控制装置提供的正

常电流和短路电流的话,每根导体的最小截面积可以是0.2mm2。
合格性通过目视和5.2.10的试验检验。

5.2.3 如果灯具提供电源线,应用下述方式之一与灯具连接:
———X型连接;
———Y型连接;
———Z型连接。

5.2.4 从5.2.1~5.2.3的合格性用目视检验,必要时要装适合的软缆或软线来检验。

5.2.5 Z型连接的灯具内的终端不应采用螺纹连接件。

5.2.6 电缆入口应适合于引入导线管或者电缆或软线的保护套,使芯线完全得到保护,并且当导线管、
电缆或软线安装完成后,电缆入口的防尘或防水保护应与灯具的防护等级相同。

5.2.7 外部软缆和软线通过硬质材料电缆入口的,电缆入口应有光滑的圆角,圆角的最小半径为

0.5mm。

5.2.5~5.2.7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和手工试验检验。

5.2.8 Ⅱ类灯具、可调节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或除墙安装以外的可移式灯具,若软缆或软线进入

或离开灯具要经过可触及金属部件或经过与可触及金属部件接触的金属部件,则开口处应提供一个具

有光滑圆边的坚固的绝缘材料衬套,衬套应固定不易取下。有锐边的开口处不应使用易随时间老化变

质材料的衬套。
注1:术语“易取下的衬套”用于描述在其寿命期间灯具移动或对灯具疏忽操作时可以从其安装位置拉出的衬套。

可接受的固定方式的例子包括锁紧螺母、自固化树脂等适合的粘结剂或者大小适当的推入式装配。

注2:随时间老化变质材料的例子有天然橡胶。

在灯具的电缆入口处保护软缆或软线的管子或其他防护物应采用绝缘材料。
金属螺旋弹簧和类似部件,即使采用绝缘材料保护层,也不属于防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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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性用目视检验。

5.2.9 旋入灯具的衬套应固定在其位置上。若衬套用粘合剂固定,则粘合剂应是自固化树脂型。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

5.2.10 灯具提供或设计成使用电源线或其他外部软缆或软线的,应配有软线固定架,使连接到接线端

子的导体免受应力,包括绞扭,并防止其保护层被磨损。应力消除和防止绞扭的效果应明显。灯具不提

供软缆或软线的,该试验应该使用灯具制造商推荐的最大和最小尺寸的适宜的试验软缆或软线。
应不可能将软缆或软线推入灯具而承受过度的机械应力或热应力。不应采用如将软缆或软线打成

结头或端部用线捆起来的方法。
如果软缆或软线绝缘失效能使可触及金属部件带电的,应采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软线固定架或提供

固定的绝缘衬垫。

5.2.10.1 X型连接软线用的软线固定架的构造和设置应:

a) 至少有一部分固定在灯具上,或是灯具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如果实际情况是插入接线灯具就完全组装好了话,就认为软线固定架被固定或约束在灯具上了。

b) 适用于不同类型、连接到适当灯具的电源线,但灯具只允许装一种类型的软缆或软线时除外;

c) 在正常使用中拧紧或旋松时,它们不应损坏电源线,软线固定架也不应损坏;

d) 全部电源线及其护套(如有的话)都能装入软线固定架内;

e) 如果螺钉是金属的、而且能触及,或与可触及金属部件电气连接的话,电源线不能接触软线固

定架的夹紧螺钉;

f) 电源线不能由直接压在电缆或电源线上的金属螺钉压紧;

g) 更换电源线不需要使用专门设计的工具。
可移式灯具、可设置灯具或可调节灯具,密封压盖不应用作软线固定架,除非它们对于用作电源连

接的所有类型和尺寸的软缆和软线都有夹紧装置。如果从其设计或通过适当标记可明显看出软缆或软

线是如何安装的话,可以使用迷宫式软线固定架。
合格性由5.2.10.3的试验检验。

5.2.10.2 对于Y型和Z型连接,应采用适当的软线固定架。
合格性由5.2.10.3的试验检验。试验应在灯具提供的电缆或电线上进行。

5.2.10.3 合格性由目视和对装在灯具上的电缆和电线进行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引入到端子和端子螺钉(如有的话)内的导体拧得足够紧,以防止导体轻易改变其位置。
按常规方式使用软线固定架,用表4.1规定的三分之二扭矩拧紧夹紧螺钉(如有的话)。
按此准备以后,应不可能将电缆或电线推入灯具,导致其在端子内移动,或导致其接触移动部件或

接触在超过导体绝缘层许可温度下工作的部件。
随后电缆或电线经受25次表5.2规定值的拉力试验。
施加拉力时不能猛拉,每次1s。试验期间测量软缆或软线的纵向位移。在离软线固定架约20mm

处的电缆或电线上做一个标记,在第1次受拉和第25次受拉期间,标记的位移不应超过2mm。
随后,电缆和电线经受表5.2规定值的扭力试验。
上述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端子内导体不应有可见的移动,而且电缆和软线不应损坏。如果推测端子

起到了软线固定架的部分作用(例如软线固定架和端子间的电线拉长了),为确认软线固定架的作用是

独立于电气连接的,应松开导体与端子的连接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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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软线固定架试验

所有导体的总标称截面积S
mm2

拉力

N

扭矩

Nm

S≤0.4 30 —

0.4<S≤0.75 30 0.08

0.75<S≤1.5 60 0.15

1.5<S≤3 60 0.25

3<S≤5 80 0.35

5<S≤8 120 0.35

5.2.11 若外部接线进入灯具内部,则它应符合内部接线的有关要求。
合格性由5.3的试验检验。

5.2.12 环路安装的固定式灯具应提供接线端子,该接线端子用来保持给灯具供电的电源电缆的电气

连续性,而不是在灯具内终止。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

5.2.13 绞合软导体的末端可以镀锡,但不应有附加的焊剂,否则要有措施保证夹紧的连接件不会因焊

剂冷流变而发生松动(见图28)。
示例:采用弹簧接线端子可满足本要求。拧紧夹持螺钉不是防止焊剂冷流变引起的镀锡绞合线连接松动的充分的

措施。

5.2.14 如果灯具带有制造商提供的插头,插头应具有与灯具相同的防触电保护型式和防尘、防固体异

物和防水等级。
模压型插头被认为适宜于打算家用的非普通灯具的IP灯具要求。
某些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法规规定,安装未提供所要求的侵入防护的插头,灯具制造商应提供

足够的电源连接说明,以确保其连接与灯具提供的防止粉尘和水侵入的防护等级相同。

Ⅲ类灯具不应带有能与符合IEC/TR60083规定的插座、或符合IEC60320(所有部分)规定的器具

插座或连接器连接的插头。
注:IEC/TR60083在我国具体参见GB1002或GB1003。

IEC60320(所有部分)规定系统的Ⅱ类或Ⅲ类耦合器与投放市场的灯具上使用的国内插头插座系

统之间不应有不安全的兼容性。
合格性由目视和测量检验。
注:一些国家插头和插座系统见IEC/TR60083。

随灯具提供安全隔离变压器,并且灯具额定电流不超过3A、额定电压不超过25V交流或60V直

流且功率不超过72W的Ⅲ类灯具,允许其插头和插座仅符合下列要求:
———插头不应能进入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座(参见GB1002或GB1003);
———插座不应允许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头进入;
———插座不应有保护接地触点。
对于这种特殊的插头和插座系统,第13章给出的球压试验不适用。

5.2.15 未使用。

5.2.16 与灯具一体的交流电源器具插座应符合IEC60320(所有部分)的要求。固定式灯具可以选用

符合IEC61535:2009的安装耦合器。在此情况下,应验证耦合器制造商建议的使用条件已被遵守

(IEC61535:2009,8.6)。如果符合相应的IEC标准、并按其预期和额定值使用的话,允许使用其他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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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或连接器系统。

5.2.13~5.2.16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注:IEC60320允许不符合该标准数据页的其他外形。

5.2.17 互联电缆,如果不是由标准的绝缘和护套电缆制成,应由灯具制造商生产的在套管、管子或等

效结构内接线的规定的电线组件构成。

5.2.18 打算经插座与电源连接的所有可移式灯具和固定式灯具或其他灯具,应配有与灯具分类相适

应的符合IEC/TR60083,或区域标准或国家标准的插头。
注:IEC/TR60083在我国具体参见GB1002或GB1003。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

5.3 内部接线

5.3.1 内部接线的导体规格和型式应与正常使用时出现的功率相适应。接线的绝缘材料应能承受其

受到的电压和最高温度,在正确安装并与电源连接时不会影响安全。
普通绝缘类型(聚氯乙烯或橡皮)的电缆用作通过式布线时,如果安装方式在制造商的说明书上有

明确的说明,它们不必随灯具提供。但是,如果如由于高温而应使用特殊的电缆或套管的话,通过式布

线应由生产厂装配,在后一种情况下,应考虑3.3.3c)的要求。
黄绿线应只用作接地连接。
注:绝缘层的温度限值在第12章的表中给出。

符合4.9.2的套管适合于热点的防护。
合格性在第12章的温度和热试验后,用目视和下述试验检验。
对插座(如有的话)加载应根据制造商的声明值,如果没有声明,根据其额定电压下的额定电流对插

座加载。
当达到稳定状态时,增加电压到5%过功率,或增加电压到6%过电压(由光源类型决定)。
达到新的稳定状态后,所有会受到导体本身发热影响的元件、电缆等部件上的温度应根据12.4的

要求检验。

5.3.1.1 与固定布线直接连接的接线,例如,通过接线端子座,而且依靠外部的保护装置断开与电源的

连接,下列方式是适当的:
正常工作电流等于或高于2A4):

4) “正常工作电流高于2A”改为“正常工作电流等于或高于2A”。

———标称截面积:最小0.5mm2;
———固定式灯具的通过式布线:最小1.5mm2;
———绝缘层标称厚度:最小0.6mm(聚氯乙烯或橡皮)。
正常工作电流低于2A有机械保护的接线:
———标称截面积:最小0.4mm2;
———绝缘层标称厚度:最小0.5mm(聚氯乙烯或橡皮)。当在下述导线绝缘层可能受到损坏的地方

增加额外绝缘,认为是提供了所要求的足够的机械保护。
———生产时导线经此拉过的小的管子开口;
———弯曲的导线紧靠在未经专门光滑边缘处理的金属周围。

5.3.1.2 通过一个内部的限流装置与固定布线连接的接线,例如灯电流控制装置、电路断路器、熔断器、
保护阻抗或隔离变压器,并将最大电流限制在2A以内,下列方式是适当的:

———选择小于0.4mm2 为最小截面积时,应考虑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最大电流以及故障条件下流

过电流的时间和强度,以避免在任何条件下导线绝缘层的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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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小于0.5mm为最小绝缘层厚度(聚氯乙烯或橡皮)时,应考虑产生的电压应力。

5.3.1.3 Ⅱ类灯具的内部接线有带电导体的,并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接触到可触及金属部件时,接触处的

绝缘至少应符合与电压有关的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例如,使用护套电缆或套管。

5.3.1.4 当采取了足够的预防措施以保证符合第11章规定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要求,并根据第2章

防护等级分类的,可以使用没有绝缘的导体。

5.3.1.5 SELV载流部件不必绝缘。但是,如果采用了绝缘,就应根据第10章的规定进行试验。

5.3.1.6 如果采用了绝缘或机械性能比聚氯乙烯或橡皮好的绝缘材料,选择的绝缘厚度应具有同样的

防护等级。

5.3.2 内部接线应适当安置或保护,使之不会受到锐边、铆钉、螺钉及类似部件损坏,或者被开关、活动

接头、升降装置、伸缩管和类似部件的活动件损坏,接线不得沿电缆纵轴绞拧360°以上。
合格性由目视(还见4.14.4和4.14.5)和4.14.3的试验检验。

5.3.3 Ⅱ类灯具、可设置灯具以及可调节灯具或除墙安装以外的可移式灯具,若内部接线要经过可触

及金属部件或经过与可触及金属部件相接触的金属部件,则开口处应提供一个具有光滑圆边的坚固的

绝缘材料衬套,衬套应固定不易取下。有锐边的开口处不应使用易随时间老化变质材料的衬套。
注1:术语“易取下的衬套”用于描述在其寿命期间灯具移动或对灯具疏忽操作时可以从其安装位置拉出的衬套。

可接受的固定方式的例子包括锁紧螺母、自固化树脂等适合的粘结剂或者大小适当的推入式装配。
注2:随时间老化变质材料的例子有天然橡胶。

若电缆引入孔的倒边光滑,且内部接线在工作中不需要移动,则可以在不带特殊保护套的电缆上单

独加保护套或采用带保护套的电缆来满足本要求。

5.3.4 除了部件上的终端以外,内部接线的连接点和接合处应提供绝缘覆盖层,绝缘覆盖层的绝缘性

能应不低于接线的绝缘性能。

5.3.3和5.3.4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5.3.5 若内部接线伸至灯具外,而且设计成接线可能受到应力的,采用外部接线的要求。外部接线的

要求不适用于伸出灯具长度小于80mm的普通灯具的内部接线。对于非普通灯具,伸出外壳的接线均

应符合外部接线的要求。
合格性由目视、测量以及5.2.10.1的试验(如有必要)检验。

5.3.6 可设置灯具以及可调节灯具,凡在灯具正常动作过程中与金属部件摩擦可能损坏绝缘的接线处

均应采用绝缘材料的导线支架、线夹或类似部件固定。

5.3.7 软绞合导体的末端可镀锡,但不应有附加的焊料,否则要有保证措施使焊料冷流变时所夹紧的

连接件不会松动 (见图28)。
示例:采用弹簧接线端子可满足本要求。拧紧夹持螺钉不是防止焊剂冷流变引起的镀锡股线连接松动的充分的

措施。

5.3.6和5.3.7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6 不使用

7 接地规定

7.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的接地要求,如适用的话。

7.2 接地规定

7.2.1 Ⅰ类灯具,在完成安装、或者为更换可替换光源或可替换启动器或清洁而打开时可触及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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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并且绝缘失效时可能变为带电的金属部件,它们应永久地、可靠地与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连接。
对于本要求来说,金属部件与带电部件之间隔有与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连接的金属件的,以及金属

部件与带电部件之间隔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这些金属件不作为绝缘失效时可能变为带电的金属

部件。
注1:如果在换光源操作时光源打破,该破碎不被认为是绝缘失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认为光源是灯具的一部分

[见0.4.2和8.2.3a)的说明]。

绝缘失效时可能变为带电的灯具金属部件,在灯具完成安装时,虽然是不可触及的,但易与支承表

面接触的灯具金属部件,它们应永久地、可靠地与接地端子连接。
注2:启动器和灯头并不要求接地,但灯头的接地可以帮助启动。

接地连接件应是低电阻的。
倘若符合4.12.1给出的要求,自攻螺钉可用来提供接地连续性。
螺纹成形螺钉可用来提供接地。
如果本部分内有关接地连接件所要求的所有试验都能通过,用于金属材料凹槽内的螺纹成形螺钉

可以提供灯具的接地连续性。见图30。

Ⅰ类灯具,带有连接器或类似的连接装置的可分离部件的,在载流触点接通之前,接地连接件应先

接通,在接地连接件断开之前,载流触点应先断开。
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应进行附录V的附加试验。
内装式控制装置可以通过将控制装置固定到灯具的接地金属部件进行接地。灯具保护接地的连接

不允许借助于内装式控制装置。

7.2.2 提供接地连续性的可设置和可调节的活动接头、伸缩管等的表面应确保有良好的电接触。

7.2.3 7.2.1和7.2.2的合格性由目视和以下试验检验:
将从空载电压不超过12V产生的至少为10A的电流依次在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各可触及金属

部件之间流过。
测量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与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电压降,并由电流和电压降算出电阻,该电阻不

应超过0.5Ω。型式试验时,应通入电流至少1min。
注:就带电源线的灯具来说,接地触点在插头上或者在软缆或软线的电源端。

7.2.4 接地端子应符合4.7.3的要求。其连接应充分锁定以防意外的松动。
对于螺纹接线端子,夹紧装置应不能徒手松开。
对于无螺纹接线端子,夹紧装置在非故意情况下应不可能松开。
合格性由目视、手工试验和4.7.3的试验检验。
注:通常,用于载流的接线端子的设计提供了足够的弹性,能符合本要求。对于其他设计,特殊的规定,例如采用一

个有足够弹性的部件,它不可能无意被取下,或许是必要的。

对于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应进行附录V的附加试验。

7.2.5 对于配有电源连接插座的灯具,接地触点应为插座的一个完整的部分。

7.2.6 要与电源电缆(固定布线)或电源线连接的灯具,接地端子应邻近电源接线端子。
注:灯具可有X型连接或Y型连接。

7.2.7 除普通灯具以外的灯具,接地端子的所有部件都应尽量减小由于与接地导体接触或与其接触的

任一其他金属产生电解腐蚀的危险。

7.2.8 接地端子的螺钉或其他部件都应该用紫铜或其他不锈金属或带有不锈表面的材料制成,而且接

触面应为裸露金属面。

7.2.9 7.2.5~7.2.8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和手工试验来检验。

7.2.10 如Ⅱ类固定式灯具配有内部接线端子来保持接地导体的电气连续性,例如环路连接或通过式

布线,则该接线端子应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可触及金属部件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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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固定连接的Ⅱ类灯具有功能用途的接地连接,例如环路安装,以帮助光源启动或者避免无线电干

扰,则该功能接地线路应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件或可触及金属部件隔开。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7.2.11 当Ⅰ类灯具配有电源线时,该软线应有一根黄绿双色的接地芯线。
电源线的黄绿芯线应与灯具的接地端子和插头的接地触点(若灯具带插头的话)相连接。
用黄绿双色作标识的所有导体,无论是内部接线还是外部接线,应仅与接地端子连接。
对于用电源线的灯具,接线端子的安置或在软线固定架与接线端子之间导体的长度应使得万一软

缆或软线从软线固定架中脱开,载流导体先于接地导体拉紧。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8 防触电保护

8.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防触电保护的要求。附录A规定了确定导电部件是否会引起触电的带电部件的

试验。

8.2 防触电保护

8.2.1 灯具应制造成当灯具按正常使用安装和接线后以及为更换可替换光源或(可替换)启动器而应

打开灯具时,即使不是徒手操作,其带电部件是不可触及的。基本绝缘部件不应用在没有防意外接触措

施的灯具的外表面上。
注1:基本绝缘部件的例子有打算内部接线的电缆、内装式控制装置等。

当保护罩用于4.30规定的非用户替换光源上时,根据本章规定进行试验和检查时应将罩子保留

在位。
当灯具为正常使用安装和(或)装配后,标准试验指不允许触及带电部件,且在相同条件下:
———对于可移式灯具、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标准试验指不允许触及基本绝缘部件;
———对于其他类型的灯具,在灯具外面用符合GB/T16842—2008中图1的直径50mm试具应不

能触及基本绝缘部件。
如果灯座和启动器座用于可移式灯具、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且如果按上述规定可触及的,电

气强度试验、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符合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
注2:至可触及外表面足够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可能在安装入灯具以后才能实现。

注3:符合上述要求的灯座和启动器座的信息可从制造商文件中得到。

为更换光源或启动器而打开灯具时,基本绝缘可以触及。
如果打算内装的部件用于完成装配的灯具的外表面,且用直径50mm球可接触时,它应符合对独

立式部件(见1.2.29)的有关要求。
除专门的要求以外,本条款的要求对于符合各自标准的光源、灯座和启动器座是可以免除的。
在正常使用中考虑制造商安装说明书中指出限制的所有方法和安装位置,以及可设置灯具和可调

节灯具的所有调节位置,灯具的防触电保护应维持不变。除了光源和灯座的下列部件,可徒手取下的所

有部件取下后,防触电保护应保持不变:

a) 卡口灯座

1) 圆顶盖(接线端子盖);

2) 裙形外壳。

b) 螺口灯座

1) 仅悬吊式灯座的圆顶盖(接线端子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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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壳。
不能用一只手通过简单动作取下的固定式灯具的罩盖,不予取下。然而,替换光源或启动器不得不

取下的罩盖,进行本试验时取下。
注4:如滚花头螺钉或灯罩固定圈通常可用一只手通过简单动作取下。

无螺纹接线端子的按钮释放装置夹持的电源导体,进行本试验时不应取下。
本要求不排除使用没有罩盖的按钮型接线端子座。为了从这些端子座上松开接线,可能要求一些

特殊的动作。

Ⅰ类和Ⅱ类灯具使用管形钨丝灯的,由于其每一端有灯头,在替换光源时应采取双极自动断电的装

置。如果有关标准包含了可能引起触电的带电部件的可触及性的特殊要求,且覆盖了相关的灯头和灯

座组件,则本要求不适用。
不应依靠漆层、搪瓷、纸和类似材料的绝缘特性来提供所要求的防触电保护和防短路保护。
带有与双端高压气体放电灯一起使用的触发器的灯具应按照图26试验。
如果按照图26测得的电压超过34V(峰值),触发器应只有当光源完全插入时才动作,或根据

3.2.18a)或3.2.18b),应在灯具上给出警告。

Fa8双端灯头管形灯管的灯具应符合3.2.18的标记要求。

8.2.2 对于可移式灯具,灯具上可以徒手移动的部件置于最不利的位置后,防触电保护仍应保持不变。

8.2.3 应用下列附加的防触电保护要求:

a) 对于本章来说,Ⅱ类灯具中仅靠基本绝缘与带电部件隔离的金属部件,都作为带电部件。
这不适用于符合与其相关的IEC安全标准的灯头的非载流部件。

Ⅱ类灯具,光源的玻壳不认为有进一步的防触电保护。对玻璃碗和其他防护玻璃,如果在替换光源

时应取下或不能经受住4.13的试验,则不应用作附加绝缘。

b) Ⅰ类灯具中的卡口灯头用的金属灯座应接地。

c) 在下述条件下,SELV电路可以有无绝缘的载流部件:
———普通灯具

• 带载电压不超过25V有效值或无纹波直流60V,而且

• 空载电压不超过峰值35V或无纹波直流60V。
当电压超过25V有效值或无纹波直流60V时,接触电流不超过:

• 交流:0.7mA(峰值);

• 直流:2.0mA。
如果电压或电流超过上述规定值,SELV电路中至少一个导电部件应使用能承受有效值电压500V

历时1min的绝缘隔离。

  ———非普通灯具,标称电压(带载和空载)不超过12V有效值或无纹波直流30V。当打开灯

具更换光源时,对普通灯具的电压限值适用(仅对维护时触及的部件)。
注:这些限值基于GB16895.21—2011,还见本标准的附录A。

Ⅲ类灯具仅接受与SELV源连接。
目前,保护特低电压(PELV)源不能用于灯具,因为Ⅲ类灯具不应提供保护接地装置。

8.2.4 可移式灯具用电源线和插头的方式与电源连接的,其防触电保护应与支承表面无关。

8.2.5 8.2.1~8.2.4要求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如果必要的话,用符合GB/T16842—2008图1和图2
的有关试具,或者用上述部件规定的专门试具检验。

试验指应去接触每一个可能触及的位置,如必要时施加10N的力,用一个电指示器显示与带电部

件的接触情况。可移动部件,包括灯罩,应徒手置于最不利的位置;如果可移动部件是金属的,它们不应

接触灯具或光源的带电部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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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罩盖和其他部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可靠地固定,使其在正常操作

时不会松动。
合格性由目视、手工试验和第4章的试验检验。
对于墙安装灯具、可移式灯具、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不靠螺钉固定且以与安装/支撑表面近似

垂直的力取下的罩盖应符合下列试验:
施加的力近似垂直于安装/支撑表面。当罩盖打开将接触到基本绝缘部件时,该力应为20N。当

罩盖打开将要接触到带电部件时,该力应为80N。
试验期间,罩盖不应松动。

8.2.7 装有电容量大于0.5μF电容器的灯具(以下提到的除外),应装有放电装置,使灯具与额定电压

的电源断开后1min,电容器两端的电压应不超过50V。
用插头与电源连接的可移式灯具、导轨接合器连接的灯具或带有电源连接器的灯具,具有用标准试验

指可触及的触点的,并含有一个电容量超过0.1μF(或0.25μF,对于额定电压小于150V的灯具)电容器,
应装有放电装置,使断开电源后1s,插头两插销间或接合器/连接器触点间的电压应不超过34V。

用插头与电源连接的,并且含有一个电容量超过0.1μF(或0.25μF,对于额定电压小于150V的灯

具)电容器的其他灯具和导轨接合器安装式灯具,应装有放电装置,使断开电源后5s,插头两插销间的

电压应不超过60V有效值。

0.4.2要求,除有另外规定外,本部分第8章的试验应将光源装在线路中进行。如果装上补偿电容

会引起更坏的结果时,应将光源装在线路中测量补偿电容器的电压。
本条要求的剩余电压仅应在单个灯具上测量,即使单个灯具可能被安装在多个灯具的系统中。
合格性由测量检验。
注:(各种型式灯具用的)放电装置可装在电容器上或电容器内,或者单独装在灯具内。

9 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

9.1 概要

本章规定了根据第2章分类为防尘、防固体异物和防水的灯具(包括普通灯具在内)的要求和试验。

9.2 防止粉尘、固体异物和水侵入的试验

根据灯具的分类和标在灯具上的IP数字,灯具外壳应提供相应的防止粉尘、固体异物和水侵入的

防护等级。
注1:由于灯具的技术特性,本部分规定的粉尘、固体异物和水侵入试验不完全等同于IEC60529中规定的试验。

附录J给出IP数字的解释。

合格性用9.2.0~9.2.9规定的相关试验来检验,其他IP等级用IEC60529规定的相关试验来检验。
除了IPX8以外,进行第2位特征数值试验前,包括光源在内的整套灯具应在额定电压下点亮直至

达到稳定的工作温度。
试验用水的温度应为15℃±10℃。
进行9.2.0~9.2.9的试验时,灯具应按正常使用安装和接线,并置于最不利位置,装好防护半透明

罩(如有的话)。
用插头或类似装置连接的灯具,插头或类似装置应作为完整灯具的一部分进行试验,这个要求也适

用于独立的控制装置。
安装时灯体与安装表面接触的固定式灯具,在进行9.2.3~9.2.9的试验时,应将金属网隔板插在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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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安装表面之间。隔板的外形尺寸应至少等于灯具的投影面积,隔板的各个尺寸如下:
网眼纵长   10mm~20mm
网眼横宽 4mm~7mm
网线宽度 1.5mm~2mm
网线厚度 0.3mm~0.5mm
总的厚度 1.8mm~3mm
凡由排水孔排水的灯具,安装时应使最低的排水孔敞开,制造商安装说明书另有其他规定的除外。
安装说明书中规定灯具是安装在天花板或顶棚下面的,灯具应固定在一块平板的下侧,平板的尺寸

应比灯具与安装表面相接触部分的周边宽10mm。
嵌入式灯具,凹槽内的部件和凸出凹槽的部件,应根据制造商安装说明书中指出的IP等级分别进

行试验。在进行9.2.4~9.2.9的试验时,可能有必要将凹槽内的部件封闭在一个盒子里。

IP2X灯具,外壳是指容纳主要部件(光源和光学控制装置除外)的灯具部分。
注2:因为灯具没有危险的活动部件,达到了IEC60529中规定的安全等级。

可移式灯具,按正常使用接线后,应置于正常使用中最不利的位置。
若有密封压盖,应该用4.12.5试验中施加于密封压盖的扭矩的三分之二拧紧。
除玻璃罩的手动固定螺钉以外,外罩的固定螺钉应该用表4.1规定扭矩的三分之二拧紧。
螺纹盖应该用下述扭矩拧紧,该扭矩以牛顿米为单位,数字等于以毫米为单位的标称螺纹直径的十

分之一。固定其他盖的螺钉应该用表4.1规定扭矩的三分之二拧紧。
试验完成后,灯具应承受第10章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并且目视检验应表明:

a) 防尘灯具内无滑石粉沉积,否则如果粉尘导电的话,灯具的绝缘就不符合本部分的要求;

b) 尘密灯具外壳内部无滑石粉沉积;

c) 电气连接件、载流部件或者可能危害使用者或环境的绝缘体上没有水迹,例如,当这可能使爬

电距离小于第11章的规定值时;只有当带载条件下电压不超过12V有效值或无纹波直流

30V的SELV导体,并且导体有防腐蚀保护的例外。
注3:4.18包括了一些防腐蚀方面的内容。

1) 没有排水孔的灯具,应该没有水进入。

注4:应注意不要将凝露误认为进水。

2) 有排水孔的灯具,如果水可以有效地排出,而且不会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至本部分规定的数值以下

时,试验时水的进入包括凝露水是允许的。

d) 水密或压力水密灯具内,任何部件内均无水进入的痕迹;

e) 第1位IP特征数字为2的灯具,相关的试验指不应触及带电部件;
第1位IP特征数字为3和4的灯具,相关试具不应进入灯具外壳;
带有符合4.17规定的排水孔和带有强制冷却通风狭孔的灯具,相关试具通过排水孔和通风狭孔触

及第1位IP特征数字为3和4灯具的带电部件是不允许的;

f) 适用光源标准中的“灯具设计的信息”部分有防溅水要求的,则光源的任何部件应无水的痕迹;

g) 保护屏或玻璃罩应无如裂缝或裂口之类的损坏,以至于安全和防水受到影响。

9.2.0 试验

防固体异物灯具(IP第1位特征数字为2),应用IEC60529规定的标准试验指按照本部分第8章

和第11章的要求进行试验。

IP第1位特征数字为2的灯具不要求用IEC60529规定的钢球进行试验。
防固体异物灯具(IP第1位特征数字为3和4),用GB/T16842—2008规定的试具C或试具D在

每一个可能的部位(不包括密封圈)进行试验,并施加一个力,见表9.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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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防固体异物灯具试验

GB/T16842—2008的试具 试具直径 施加的力/N

IP第1位特征数字为3 C 2.5+0.05 0.00mm 3×(1±10%)

IP第1位特征数字为4 D 1+0.05 0.00mm 1×(1±10%)

  试具的端部应与其长度方向切成直角,而且没有毛刺。

9.2.1 防尘灯具(IP第1位特征数字为5),应在与图6相似的粉尘试验箱内试验,箱内气流使滑石粉保

持悬浮状态。箱内每立方米应含滑石粉2kg。所用的滑石粉要经筛子筛过,筛网的标称线径为50μm,
网丝间标称自由距离为75μm。使用过20次以上的滑石粉不得用来试验。

试验程序如下:

a) 灯具挂在粉尘箱外面,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工作直至达到工作温度。

b) 将正在工作的灯具以最小的扰动放入粉尘箱内。

c) 关上粉尘箱的门。

d) 开启风扇或风机,使滑石粉悬浮。

e) 1min后关掉灯具电源,并使灯具在滑石粉保持悬浮的状态下冷却3h。
注:在开启风扇或风机与关掉灯具电源之间有1min的时间间隔,是为了保证在灯具开始冷却时,在灯具周围的滑

石粉完全地处于悬浮状态,这对较小的灯具最为重要。开始试验时,灯具按a)条操作,是保证试验箱不会过热。

9.2.2 尘密灯具(IP第1位特征数字为6),按9.2.1的规定试验。

9.2.3 防滴水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1),承受10min的1+0.5 0.0mm/min的人工降雨试验,人工降

雨由灯具顶部上方200mm高处垂直落下。

9.2.4 防淋水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3),用图7所示淋水装置淋水10min。半圆形管的半径要尽

可能小,并与灯具的尺寸和位置相适应。
管子上的孔应使水喷向圆的中心,装置入口的水流速度应约为每个孔0.07×(1±5%)L/min乘以

孔的数量(约80kN/m2)。
管子应摆动120°的角度,垂线两侧各60°,完整摆动一次(2×120°)的时间约4s。
灯具应安装在管子的旋转中心以上,使灯具两端都能充分的喷到水。试验时灯具应绕其垂直轴旋

转,转速为1r/min。

10min后,关掉灯具电源开关使灯具自然冷却,同时继续喷水10min。
注:在日本,IEC60529中描述的摆动管试验和喷嘴试验都是可接受的。

9.2.5 防溅水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4),用图7所示的溅水装置,按9.2.4所述的方法从各个方向

喷水10min,灯具应安装在管子的旋转中心以下,使灯具各端都能充分地喷到水。
管子应摆动约360°的角度,垂线两侧各180°,完整摆动一次(2×360°)的时间约12s。试验时灯具

应绕其垂直轴旋转,转速为1r/min。
受试设备的支承件应呈格栅状,以避免起挡板的作用。10min后,关掉灯具电源,使灯具自然冷

却,同时继续喷水10min。
注:在日本,IEC60529中描述的摆动管试验和喷嘴试验都是可接受的。

9.2.6 防喷水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5),关掉灯具电源开关,立即经受用带喷嘴的软管从各方向喷

水15min,喷嘴的形状和尺寸如图8所示。喷嘴离样品距离应保持3m。
应调节喷嘴处的水压,使水流速率达到12.5×(1±5%)L/min(约30kN/m2)。

9.2.7 防强喷水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6),关掉灯具电源开关,立即经受用带喷嘴的软管从各方向

喷水3min,喷嘴的形状和尺寸如图8所示。喷嘴离样品距离应保持3m。
应调节喷嘴处的水压,使水流速率达到100×(1±5%)L/min(约100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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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水密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7),关掉灯具电源开关,立即将整个灯具浸入水中30min,灯具

的顶部水深至少150mm,最下面部位上至少有1m高的水。灯具应以正常安装方式保持在适当的位

置上。使用管形荧光灯的灯具应使漫射器朝上,水平放置于水面下1m。
注:这种处理方法对于水下工作的灯具来说并非很严酷。

9.2.9 压力水密灯具(IP第2位特征数字为8),用点灯或其他适当的方法加热灯具,使灯具外壳的温度

比试验桶内水温高5℃~10℃。
关掉灯具电源开关,灯具承受相当于其额定最大浸入深度所产生压力的1.3倍水压,时间为30min。

9.3 潮湿试验

所有灯具都应防护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合格性由9.3.1的潮湿处理完成后立即进行第10章的试验来检验。
若有电缆引入口的话,应使之敞开;如果带有敲落孔,应使其中一个打开。
徒手可以取下的部件,例如电气部件、罩盖、防护玻璃等,应该取下,如有必要的话,与主要部件一起

承受潮湿处理。

9.3.1 灯具在潮湿箱内,置于正常使用中最不利的位置。潮湿箱内空气的相对湿度保持在91% ~
95%。空气温度t为20℃~30℃之间任一适宜值,所有能放置样品的地方空气温度的误差应保持在

1℃之内。
样品放入潮湿箱之前,样品的温度应达到t~(t+4)℃之间。样品应在潮湿箱内放置48h。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样品在潮湿试验前,在t~(t+4)℃的房间内至少放置4h,可达到规定的温度。

为使潮湿箱内达到规定的条件,应保证潮湿箱内空气的不断循环,并且一般采用隔热的试验箱。
潮湿试验后,样品应无影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损坏。

10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

10.1 概述

本章规定了灯具的绝缘电阻、电气强度、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要求和试验。

10.2 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灯具应有足够的绝缘电阻和电气强度。
合格性用10.2.1和10.2.2试验检验,将可取下的那些部件重新装配好后,在使样品达到规定温度

的潮湿箱或房间内试验。
若有开关的话,除了通过开关的动作被隔开的带电部件之间的试验以外,所有试验,开关都应处于

接通的位置。
这些试验期间,下述部件应断开,使试验电压加到部件的绝缘上,而不是加到这些部件的电容或电

感功能元件上:

a) 旁路连接的电容器;

b) 带电部件和灯具壳体之间的电容器;

c) 保护阻抗装置;

d) 连接在带电部件之间的扼流圈或变压器。
若不可能将金属箔置于衬垫或挡板上,则要对三片衬垫或挡板进行试验,将它们取出放在两个直径

为20mm的金属球之间,并用2N±0.5N的力将其压在一起进行试验。
晶体管镇流器的试验条件应按IEC61347(所有部分)的规定。
对固定式Ⅰ类灯具,符合IEC61643-11的过电压保护器应从电路中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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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部件与壳体之间,以及可触及金属部件与内部的绝缘衬垫和绝缘挡板上的金属箔之间的绝缘,
根据要求的绝缘类型进行试验。

注:术语“壳体”包括可触及金属部件、可触及固定螺钉和与可触及绝缘材料部件接触的金属箔。

在含有电子控制装置的灯具上进行电气强度试验时,可能存在灯电路额定电压大于灯具额定电源

电压的情况。这由灯的控制装置上标记的Uout额定值所指示。在这些例子中,施加于灯电路部件的试

验电压应用标记在灯的控制装置上的Uout额定值代替U 加以计算得到,U 是工作电压。

10.2.1 绝缘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应在施加约500V直流电压后1min测得。
对灯具SELV部件的绝缘,测量使用的直流电压为100V。
绝缘电阻不应低于表10.1规定的数值。

Ⅱ类灯具,如果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能单独试验的话,则不应对灯具的带电部件和壳体之间的绝缘

进行试验。

表10.1 最小绝缘电阻

绝缘部件
最小绝缘电阻/MΩ

Ⅰ类灯具 Ⅱ类灯具 Ⅲ类灯具

SELV:

不同极性载流部件之间 a a a

载流部件与安装表面之间* a a a

载流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 a a a

夹在软线固定架上的软缆或软线外表面与可

触及金属部件之间
a a a

第5章规定的绝缘衬套 a a a

非SELV:

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 b b —

带电部件与安装表面之间* b b和c,或d —

带电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 b b和c,或d —

通过开关动作可以成为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

之间
b** b** —

夹在软线固定架上的软缆或软线外表面与可

触及金属部件之间
b c —

第5章规定的绝缘衬套 b c —

aSELV电压的基本绝缘 1

b非SELV电压的基本绝缘 2

c附加绝缘 2

d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4

  * 进行本试验时,安装表面用金属箔覆盖。
** 试验期间,开关可能影响到结果。如有根据IEC61058-1:2000的7.1.11电子断开或微断开,可能有必要从电

路中移开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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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没有衬垫或绝缘挡板带电部件和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距离可能小于第11章的规定时,应只对

绝缘衬垫和绝缘挡板进行试验。
应按表10.1对衬套、软线固定架、导线支架或线夹的绝缘进行试验,试验时软缆或软线应该用金属

箔包覆或用相同直径的金属棒代替。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特意接在电源上又不是带电部件的启动辅助件。
注:带电部件的试验见附录A。

10.2.2 电气强度试验

应将基本为正弦波、频率为50Hz或60Hz、表10.2中规定的电压施加于表中所列举的绝缘两端,
时间为1min。

开始施加的电压不应超过规定值的一半,然后逐渐增至规定值。
试验用的高压变压器,当输出电压调到相应的试验电压后,输出端短路时,其输出电流至少应为

200mA。
当输出电流小于100mA时,过电流继电器不应该断开。
应当注意施加试验电压的有效值应在±3%范围内。
还应注意放置金属箔时使绝缘体的边缘不发生闪络。
对于既有加强绝缘又有双重绝缘的Ⅱ类灯具,应注意施加于加强绝缘的电压不应使基本绝缘或附

加绝缘受到过高的电压。
不引起电压下降的辉光放电可忽略不计。
试验期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特意接在电源上又不是带电部件的启动辅助件。
对于带触发器的灯具,为了保证灯具的绝缘、接线和类似部件满足要求,应对触发器工作时那些受

脉冲电压影响的灯具部件进行电气强度试验。
灯具带有触发器的,而且根据灯座制造商说明书规定,只有插入光源时才能得到其最大冲击电压保

护的,本试验时应插入模拟灯。
注1:模拟灯应随着型式试验样品一起提供。

注2:当允许脉冲电压上升到保证放电灯能热再启动时(例如演播室场所),本条要求能使灯头/灯座保持一个尺寸

合理的设计。

带有触发器的灯具接到100%额定电压的电源上,历时24h,这期间有损坏的触发器立即更换。然

后按表10.2规定的值对灯具进行电气强度试验,试验时触发器的所有接线端子(接地端子除外)连接在

一起。
带有手动触发器(如按钮)的灯具,灯具接到100%额定电压的电源上并承受“3s通/10s断”转换

循环,时间共1h。本试验只用一个触发器。
当符合IEC61347-2-9的镇流器上标着只能配用带限时装置的触发器时,带有这种触发器的灯具

应承受同样的试验,但在250次通/断循环时,使断开的时间保持2min。
电气强度试验中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在含有电子控制装置的灯具上进行电气强度试验时,可能存在灯电路额定电压大于灯具额定电源

电压的情况。这由灯的控制装置上标记的额定值Uout所指示。在这些例子中,施加于灯电路部件的试

验电压应用标记在灯的控制装置上的额定值Uout代替U 加以计算得到,U 是工作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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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电气强度

绝缘部件

试验电压

V

Ⅰ类灯具 Ⅱ类灯具 Ⅲ类灯具

SELV:

不同极性载流部件之间 a a a

载流部件与安装表面之间* a a a

载流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 a a a

夹在软线固定架内的软缆或软线的外表面与

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
a a a

第5章规定的绝缘衬套 a a a

非SELV:

不同极性带电部件之间 b b —

带电部件与安装表面之间* b b和c,或d —

带电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 b b和c,或d —

通过开关动作可以成为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

之间
b*** b*** —

夹在软线固定架内的软缆或软线的外表面与

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
b c —

第5章规定的绝缘衬套 b c —

aSELV电压的基本绝缘 500

b非SELV电压的基本绝缘 2U**+1000

c附加绝缘 2U**+1000

d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4U**+2000

  * 进行本试验时,安装表面用金属箔覆盖。
** 这里的U 是中性线接地电源系统中标称的相线-中性线电压。可在GB/T16935.1找到建议。
*** 试验期间,开关可能影响到结果。如开关的断开类型是IEC61058-1:2000中7.1.11的电子断开或微断开的

话,可能要把开关从电路中移开。

10.3 接触电流、保护导体电流和电灼伤

灯具正常工作时可能产生的接触电流或保护导体电流,按照附录G测量时,不应超过表10.3给出

的值。

表10.3 接触电流或保护导体电流和电灼伤的限值

接触电流 最大限值(峰值)

所有Ⅱ类灯具 0.7mA

装有可连接到未接地插座的插头、额定值不超过16A的Ⅰ类灯具* 0.7mA

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隔离的Ⅰ类灯具中的金属部件 0.7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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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续)

接触电流 最大限值(峰值)

保护导体电流 电源电流 最大限值(有效值)

装有一个单相或多相插头、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的Ⅰ类灯具

≤4A
>4A但 ≤10A

>10A

2mA
0.5mA/A
5mA

要永久连接的Ⅰ类灯具

≤7A
>7A但 ≤20A

>20A

3.5mA
0.5mA/A
10mA

电灼烧 正在考虑中

  * 当随灯具提供的制造商说明书建议灯具必须接地时,不要求试验。

  合格性用附录G加以检验。
注1:对使用交流供电的电子镇流器,由于灯工作在高频,泄漏电流很可能取决于灯和接地启动辅助装置之间的

距离。

注2:关于测量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更多解释可以在 GB/T12113—2003和 GB/T17045—2008(附录B)

找到。

1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11.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内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最低要求。
注意:本章给出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值是绝对最小值。
测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方法在GB/T16935.1中规定。
注:利用涂层、灌封和模压进行防污保护或引入固体绝缘实现绝缘配合的使用信息应参考GB/T16935.3。

11.2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表 M.1中列举的部件应留有足够的间隔。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不小于表11.1和表11.2给出的

数值。
对于表中列出的数值之间的工作电压,可以采用线性插入法算出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数值。工

作电压在25V有效值和直流60V以下的没有限值,因为表10.2的试验电压被认为是足够了。
相反极性的载流部件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基本绝缘的要求。
注:污染等级或冲击耐受类别的详细信息见GB/T16935.1。

规定的最小距离基于以下参数:
———海拔,不超过2000m;
———污染等级2,一般仅发生非导电污染,但预料到凝露偶尔造成的暂时导电;
———冲击耐受类别Ⅱ、由固定式装置供电的耗能设备。

11.2.1 合格性通过在灯具的接线端子上连接和不连接最大截面积的导体进行测量来检验。
宽度小于1mm的槽口,其爬电距离仅计算槽口的宽度。
小于1mm宽的任何空气间隙,在计算总电气间隙时忽略不计,但当总电气间隙小于3mm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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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3电气间隙的宽度代替上述的1mm。
对于带器具插座的灯具,用适当的连接器插入后进行测量。
测量通过绝缘材料外部部件内的槽或开口的距离,要用金属箔与可触及表面相接触。用IEC60529

规定的标准试验指将金属箔推进角落和类似位置,但不要将其压入开口内。
不测量永久性密封件内部的爬电距离。永久性密封件的例子是封闭件或填充化合物的部件。
表11.1中数值不适用于有单独IEC标准的部件,但适用于灯具中部件的安装和可触及距离。
电源接线端子的爬电距离应该从接线端子内带电部件量至任何可触及金属部件,电气间隙应从输

入电源线量至可触及金属部件,即从最大截面积的裸导体至可触及金属部件。在接线端子内部接线一

侧,电气间隙应在接线端子的带电部件量至可触及金属部件(见图24)。
注:在电源线一侧和内部线一侧电气间隙的测量是不同的,因为灯具制造商不能控制安装者电源线绝缘层剥去的

长度。

在确定衬套、软线固定架、导线支架或线夹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时,测量时应装配有电缆。

表11.1 交流(50/60Hz)正弦电压的最小距离(与附录 M 配合使用)

距离

mm

工作电压有效值不超过

V

50 150 250 500 750 1000

爬电距离b

———基本绝缘PTIa  ≥600 0.6 0.8 1.5 3 4 5.5

          <600 1.2 1.6 2.5 5 8 10

———附加绝缘PTIa  ≥600 — 0.8 1.5 3 4 5.5

          <600 — 1.6 2.5 5 8 10

———加强绝缘 — 3.2d 5d 6 8 11

电气间隙c

———基本绝缘 0.2 0.8 1.5 3 4 5.5

———附加绝缘 — 0.8 1.5 3 4 5.5

———加强绝缘 — 1.6 3 6 8 11

  a PTI(耐起痕指数)按照IEC60112:2003。
b 对于爬电距离,等效的直流电压等于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c 对于电气间隙,等效的直流电压等于交流电压的峰值。
d 对于PTI≥600的绝缘材料,此值可减少为该材料基本绝缘数值的两倍。

  对于表中列出的数值之间的工作电压,可以采用线性插入法算出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数值。工

作电压在25V有效值和直流60V以下的没有限值,因为表10.2的试验电压被认为是足够了。
对于不通电或不打算接地而不会发生起痕的部件,PTI≥600材料规定的爬电距离值应适用于所有

材料(不管实际的PTI是多少)。
对于承受工作电压时间小于60s的情况,PTI≥600材料规定的爬电距离值应适用于所有材料。
对于不易受粉尘或湿气污染的情况,PTI≥600材料规定的爬电距离值应适用于所有材料(不管实

际的PTI是多少)。
正弦或非正弦脉冲电压的最小距离在表11.2中给出。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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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正弦或非正弦脉冲电压的最小距离

额定脉冲电压峰值

kV

2.0 2.5 3.0 4.0 5.0 6.0 8.0 10 12

最小电气间隙

mm
1 1.5 2 3 4 5.5 8 11 14

额定脉冲电压峰值

kV

15 20 25 30 40 50 60 80 100

最小电气间隙

mm
18 25 33 40 60 75 90 130 170

  注:表11.2的距离来源于GB/T16935.1中表2,情况A,非均匀电场条件。

  爬电距离应不小于所要求的最小电气间隙。
既承受正弦电压又承受非正弦脉冲电压的,要求的最小距离应不小于表11.1和表11.2中规定的较

大值。

12 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

12.1 概要

本章规定了与灯具的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有关的要求。

12.2 光源和镇流器的选择

本章试验用的光源应根据附录B来选择。
用于耐久性试验的光源在超过其额定功率的条件下连续工作了较长时间,不得再用于热试验。然

而通常在正常工作条件工作的热试验中用过的光源却可以留作异常条件工作的热试验用。
若灯具需要一只单独的镇流器,而灯具本身又不配有镇流器,则要为试验选择一只符合有关镇流器

标准的典型的正规产品。镇流器在基准条件下为基准灯提供的功率应在灯额定功率的±3%范围内。
注1:关于基准条件,参阅相关IEC控制装置标准。

注2:在有关光源的性能标准中,额定功率可能还称作“目标”功率。这个措辞将在这些标准的将来版本里纠正。

12.3 耐久性试验

在模拟工作中周期性的发热和冷却的条件下,灯具不应变得不安全或过早损坏。
用12.3.1规定的试验检验其合格性。

12.3.1 试验

包括:

a) 灯具应安装在有控制箱内环境温度装置的热箱中。
灯具应置于与正常工作热试验(见12.4.1)中相似的支承面上(并且工作位置相同)。

b) 试验期间,箱内环境温度应保持在(ta+10)℃±2℃。除了灯具上另有标明外,ta=25℃。
箱内的环境温度应按附录K测定。与灯具分开工作的镇流器应放在自由空间中,不应安装在热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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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箱内,但应工作在25℃±5℃的环境温度内。

c) 灯具应在箱内共试验168h,分成7个连续的24h周期。在每周期中,前21h,按下面d)规定

的电源电压施加于灯具上,剩余的3h断开电源。灯具的初始加热期属于第一个试验周期的

一部分。
前6个周期线路条件应处于正常工作,而第7个周期线路条件应处于异常工作(见附录C)。对装

有电动马达(例如风扇)的灯具,应选择会产生最不利试验结果的异常条件。
对于按照12.5.1无异常条件试验的灯具,其总试验时间应为240h(即正常工作10×24周期)。对

于钨丝灯灯具,所有情况下,其总试验时间应为240h。

d) 在试验期间,除特低电压(ELV)以外的钨丝灯灯具的电源电压应为光源达到额定功率时电压

的(1.05±0.015)倍。
试验期间,其他灯具的电源电压应为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最大值的(1.10±0.015)倍。

e) 如果因损坏而使灯具停止工作时,则应按下述规定处理:
———灯具的某一部分(包括光源)偶然损坏时,应按12.4.1g)的规定处理。
———如果热保护装置在前6个周期期间动作,试验应作如下变更:

1) 对带有循环型热保护装置的灯具,应允许将灯具冷却至该装置复原。对带有一次性

热保护装置(热熔断体)的灯具,应更换该装置。

2) 对各类灯具,应继续用该线路进行试验,时间持续至240h,调节温度使保护装置正好

不动作。如果必须调节到灯具额定特性值以下才能防止保护装置动作,则认为该灯

具本试验不合格。
———如果在第7周期(异常条件)期间,热保护装置动作的话,也应允许冷却,如果是一次性热

保护装置,应予更换,应继续用该线路进行试验,调节温度使保护装置正好不动作。
如果断路装置在第7周期(异常条件)期间动作,就已经检验了预期的保护功能。
应设有工作中断的指示信号装置。有效的试验时间不应由于这类中断而缩短。

12.3.2 合格性

经过12.3.1的试验后,应用目视检验灯具,对于导轨安装的灯具,还要检验导轨系统的导轨和零部

件。灯具的任何部分不得变成不能工作[12.3.1e)中叙述的偶然损坏除外],而且塑料螺口灯座不应变

形。灯具不得变成不安全,亦不得造成导轨系统的损坏。灯具上的标记应清晰可见。
注:可能的不安全状态的迹象包括开裂、烧焦和变形。

12.4 热试验(正常工作)

在模拟正常工作的条件下,灯具(包括光源)的任何部件、灯具内的电源接线或者安装表面都不应达

到有损安全的温度。
另外,灯具处于工作温度时,徒手可触及、操作、调节或夹持的部件,都不应过热。
灯具不应使被照射物体过分受热。
导轨安装的灯具不应使安装灯具的导轨过分受热。
合格性用12.4.1规定的试验来检验。测量导轨温度的试验条件应按GB13961—2008中12.1的

规定。
对于装有电动马达的灯具,在试验期间马达应按所预期工作。

12.4.1 试验

应按下述条件进行12.4.2指出的温度测量:

a) 灯具应在防风罩内试验,这个防风罩是要避免环境温度的剧烈变化。适宜于表面安装的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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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装在附录D中所描述的表面上。附录D给出了一个防风罩的范例,也可采用其他形式的

罩子,但其得到的效果应与用附录D所述的罩子时得到的结果相一致。[对于与灯具分开的

控制装置,见本条中h)项]。
灯具应用其所带的接线和任何材料(如绝缘套管)与电源连接。
通常,应按灯具随带的说明书或灯具上的标记连接。此外,受试灯具不附带有连接到电源所需的接

线的,则这种接线应为普通常用的型号。不是灯具本身附带的接线,以下称为试验线。
温度测量应按附录E和附录K的要求进行。

b) 灯具的工作位置应是在工作中合理采用的受热最多的工作位置。对于固定的非可调节灯具,
不应选择使用说明书中或灯具上的标记声明的不允许的位置。对于可调节灯具和可设置灯

具,应遵守灯具上的标记所要求的离被照物体的距离,但没有提供任一位置的机械锁定装置

的灯具,反射器的前面边缘(如果有的话)距离安装表面应为100mm,否则,光源距离安装表

面应为100mm。

c) 防通风罩内环境温度应在10℃~30℃范围内,最好应为25℃。在测量期间和之前一段会影

响结果的足够长的时间内,环境温度的变化不应大于±1℃。
若光源具有对温度敏感的电气性能(如荧光灯),或者若灯具的ta 额定值超过30℃,则防风罩内的

环境温度应在ta 额定值5℃范围以内,最好应与ta 的额定值相同。

d) 灯具的试验电压应为:
———除特低电压(ELV)以外的钨丝灯灯具:用产生试验灯泡(见附录B)1.05倍额定功率时的

电压进行试验,但热试验源(HTS)灯泡应始终工作在灯泡所标的电压下;
———其他灯具: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最大值的1.06倍;
———装有马达的灯具:额定电压(或灯具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的1.06倍。

例外情况:
在测定带tw 标记部件的绕组平均温度,以及测定除电容器以外的带tc 标记部件的外壳温度时,试

验电压应是额定电压的1.00倍。这种例外情况只适用于测量绕组或外壳温度,例如,不适用于如同一

部件上的接线端子座的测量。
无论是否带tc标记,电容器在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灯具内工作时,以额定电压的1.06倍进行试验。
注1:若一个灯具同时包含一个钨丝灯及一个管形荧光灯或其他放电灯,或一个马达,可能临时需用两个独立的电

源供电。

e) 在测量期间和紧接着测量前,电源电压应控制在试验电压的±1%以内,最好控制在试验电压

的±0.5%以内。在会影响测量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电源电压应控制在试验电压的±1%内,该
段时间应不少于10min。

f) 测量应待灯具达到热稳定后才进行。热稳定即温度变化率小于1℃/h。

g) 若因灯具的某一部分(包括光源)发生故障而停止工作,则应更换该部分,然后继续进行试验。
已经进行过的测量不必再重复,但在继续测量之前,灯具应达到稳定。然而,若出现危险情

况,或者因某一部件的典型损坏而不能工作时,则认为该灯具本试验不合格。若灯具中的保

护装置动作,便认为该灯具本试验不合格。

h) 如果提供了作为灯具部件的遥控装置或部件,它们应按照制造商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安装和工

作。所有部件的温度都应符合第12章规定的限值。
如果没有提供作为灯具部件的遥控装置或部件,制造商应提供正常使用时常用的控制装置。控制

装置应在自由空间,且环境温度为25℃±5℃下工作。控制装置的温度不必测量。

i) 若对钨丝灯灯具的试验有所怀疑,适用的话,应用热试验源(HTS)灯泡重新进行试验。对于主

要是由灯泡的灯头温度决定的温度,则用HTS灯泡得到的数值来判断。对于主要是由辐射决

定的温度,则用透明玻壳的正规产品的灯泡得到的数值来判断。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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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对于3.2.13涉及的灯具,灯具光束指向一个类似于附录D中所述的涂无光泽黑漆的木质表面,
它垂直于光束安置。若使用了一个以上的灯泡,则中间灯泡的方向应按上述要求。所有其他

灯泡也应指向共同的焦点。按灯具上标记的离照射面的距离安装灯具。
试验期间,应按第13章的要求测量某些绝缘部件的温度。

k) 测量双端荧光灯灯座温度时,热电偶的热接合点的固定位置应与灯头附近的灯座表面平齐。
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应尽可能靠近地置于此点,但不要碰到灯头。

注2:推荐灯具制造商提供将热电偶已固定于灯座的型式试验样品。通常,只需要准备一个这样布置的灯座。

l) 合格性试验期间,通过式布线和环路安装布线应加载到导线规格允许的最大值,或者加载到制

造商安装说明书规定的值。
注3:在加拿大和美国,热试验期间,通过式布线和环路安装布线均要求加载到导线规格允许的最大值。

12.4.2 合格性

在12.4.1的试验中,当灯具在额定环境温度ta 下工作时,所有温度都不应超过表12.1和表12.2给

出的相应数值[仅作本条的a)项放宽]。
若试验罩内的温度不是ta,则在使用表中的极限值时,应考虑到这个温度差[还见12.4.1中的c)项]。

a) 温度不应超过表12.1和表12.2所示数值5℃以上。
注:5℃的允许量,是考虑到灯具温度测量中不可避免的变化。

b) 灯具的任何部件,由于使用中易发生热性能的下降,其温度不应超过某个值,此值相当于特殊

类型灯具合理的工作一段时间后的温度。一般而言,表12.1给出的数值为灯具的主要部件的

允许值,表12.2数值为用于灯具的普通材料允许值。列出这些值是为了能得到一致的评估,
从别处可能引用略为不同的数值,这是基于其他形式的材料试验或其他用途。

若声明使用的材料能承受比表12.2中所示数值更高的温度,或者采用其他材料时,这些材料不应

超过被证实是材料允许的温度。

c) 试验线[见12.4.1a)]若为PVC绝缘层,则温度不应超过90℃(受应力处,如夹持部分,为

75℃),或者可能标在灯具上的更高的温度,或者按第3章要求灯具附带的制造商说明书中所

指出的更高温度。对于任何PVC绝缘层导线(内部或外部接线),即使另外由灯具提供的耐热

套管来保护时,其极限温度应为120℃。套管应符合4.9.2的要求。

表12.1 在12.4.2的试验条件下主要部件的最高温度

部件
最高温度

℃

灯头 按有关IEC光源标准a 的规定

带tw 标记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

外壳(电容器、启动装置、电子镇流器或转换器等)

 标有tc
 不标有tc 的电容器

变压器、马达等的绕组,如果按照IEC60085绕组的绝缘系统是:

tw

tcb

50

 ———A级材料c 100
 ———E级材料c 115
 ———B级材料c 120
 ———F级材料c 140
 ———H级材料c 165

接线绝缘层: 见表12.2和12.4.2b)和12.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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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续)

部件
最高温度

℃
陶瓷灯座的触点和灯座以及启动器座的绝缘材料:

 标有T1 或T2(B15和B22)d(IEC61184) T1:165,T2:210

 带T 标记的其他形式

 (IEC60238、IEC60400、IEC60838e 系列和IEC61184) T 标记

 未带T标记的其他形式

 (E14、B15)(IEC60238和IEC61184) 135

 (E27、B22)(IEC60238和IEC61184)(E26) 165
 (E40)(IEC60238)(E39) 225
 未带T 标记的荧光灯灯座/启动器座和杂类灯座(IEC60400和

IEC60838e 系列)
80

标有单独额定值的开关:

 带T 标记 T 标记

 未带T 标记 55

灯具的其他部件(按材料及用途) 见表12.2及12.4.2b)

安装表面:

 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非可燃材料表面

90
不作测量

调节手段及其周围空间f

 金属部件

 非金属部件

60
75

被聚光灯照射的物体[见12.4.1j)] 90(试验表面)

导轨(对导轨安装的灯具) 按导轨制造商的声明g

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和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

 ———打算徒手握住的外壳部件 75
 ———插头/插座接合面 70
 ———所有其他部件 85

可替换的辉光启动装置 80h

  a 对于标有使用专用光源,或明显应使用专 用 光 源 的 灯 具,允 许 按 光 源 制 造 商 规 定 的 高 于 此 值 的 温 度。

IEC60357和IEC60682提供了测量卤钨灯封接部位温度的信息。这些测量是光源性能标准要求的,而非灯具

的安全标准的要求。(正常工作试验条件下的测量不包含单端荧光灯,见表12.3)。

它不适用于IEC60432-2范围内所涉及的光源。本部分中用于灯具设计的有关信息应予以遵循。
b 在装置制造商标出的给定参考点上测量。
c 材料分级按照IEC60085和IEC60216系列。
d 温度在相应灯头的边缘上测量。
e 双触点灯座,如果有怀疑的话,应采用触点温度测量的平均值。
f 对于安装说明书明确说明要安装在够不着的地方的可调节灯具,以及对于可设置灯具,调节手段的温度限值不

适用。
g 导轨温度的测量条件,见GB13961—2008中的12.1。
h 该温度限值是性能推荐,不是出自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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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在12.4.2的试验条件下用于灯具的普通材料的最高温度

部件
最高温度

℃

随灯具提供的接线(内部和外部)的绝缘层b:

 用硅酮清漆浸渍的玻璃纤维 200a

 聚四氟乙烯(PTFE) 250
 硅酮橡胶(不受压力) 200
 硅酮橡胶(受压力) 170
 橡皮或普通聚氯乙烯(PVC) 90a

 耐热聚氯乙烯(PVC) 105a

 硅酸乙烯氯乙烯(EVA) 140a

固定布线的绝缘层(不随灯具提供的,是设施的一个固定部分)a:
未加套管 90c

随灯具提供的适宜套管 120
热塑性塑料:

 丙烯晴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BS) 95
 醋酸-丁酸纤维素(CAB) 95
 聚甲基丙烯酸甲脂(acrylic) 90
 聚苯乙烯 75
 聚丙二醇脂 100
 聚碳酸脂 130
 聚氯乙烯(PVC)(不用作电气绝缘) 100
 聚酰胺(尼龙) 120
热固塑料:

 充填无机物的苯酚甲醛树脂(PF) 165
 充填纤维的苯酚甲醛树脂(PF) 140
 尿醛树脂(UF) 90
 嘧胺(三聚氰胺) 100
 玻璃纤维加强的聚脂(GRP) 130
其他材料:

 用树脂粘结的纸/纤维品 125
 硅酮橡胶(不用作电气绝缘) 230
 橡胶(不用作电气绝缘)

 木、纸、纺织品和类似物品

90
90

  a 绝缘层的受力处,如受夹或受弯时,此值降低15℃。
b 各种规格的电缆通常有不同的最高温度,但这些最高温度是在连续工作温度基础上得到的,而不是在本部分给

出的试验条件下的最高温度。
c 该温度是在本表给出的人工试验条件下的最高允许值,例如灯具在防风罩内和试验电源电压高于灯具额定值

的条件下试验。应注意的是,在有些国家、欧洲安装标准和欧洲电缆标准规定,70℃是正常连续工作时PVC
固定布线可以承受的最高温度。

12.5 热试验(异常工作)

在模拟异常工作的条件下(适用时,但不代表灯具有故障或使用不当),灯具的所有部件和安装表面

都不应超温,而且灯具内的接线不应变得不安全。
注:可能的不安全状态的迹象包括开裂、烧焦和变形。

导轨安装的灯具不应使安装灯具的导轨过分受热。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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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性用12.5.1所述的试验来检验。

12.5.1 试验

表12.3中所列各部件的温度应按下述条件测量。

a) 若工作中,灯具可能处于下列1)2)3)或4)的异常条件,并且若这种异常条件会使任一部件的

温度高于正常工作时的温度(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进行初步试验),则应进行试验。
若可能出现一种以上异常条件,则应选择对试验结果产生最不利的条件。
该试验不适用于不可调节的固定式钨丝灯灯具,下列3)的情况除外。

1) 并非因使用不当引起的可能的不安全工作位置,例如,在灯具最不利点上的不小于30N力的

短时间作用下,可调节灯具偶然朝着安装表面的方向弯曲;

2) 并非因不合格产品或使用不当引起的可能的不安全线路条件,例如,在光源或启动器寿命终了

时出现的线路条件(见附录C);

3) 在打算使用专用光源的钨丝灯灯具中使用了普通照明源(GLS)灯泡,引起的可能的不安全的

工作条件,例如,临时用相同功率的普通照明源(GLS)灯泡代替专用光源;

4) 装在灯具内给光源供电的变压器二次电路(包括变压器本身)短路可能引起的不安全线路

条件。
试验2)只适用于管形荧光灯灯具和其他放电灯灯具。
进行试验4)应使灯座短路。试验4)期间,由于光源发热引起的安装表面温度的升高应用试验1)

检验,由于变压器发热引起的温度升高应使灯座触点短路进行测量。
装有电动马达的灯具在工作时堵住转子阻止其转动。
如果在有一个或多个马达的情况下,应按其最严酷的条件(见附录C)进行试验。
灯具应在12.4.1中的a)、c)、e)、f)、h)和l)项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另外,还要遵循下列各条。

b) 试验电压应为:
钨丝灯灯具:按12.4.1中d)的规定。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灯具: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内最大值的1.1倍。
对于灯具内的马达:额定电压(或灯具额定电压范围内最大值)的1.1倍。
装有变压器或转换器的灯具按照试验4)进行短路试验时:在额定电源电压的0.9倍和1.1倍之间,

取最不利的一个。
注:若一个灯具同时包含一个钨丝灯及一个管形荧光灯或其他放电灯,或一个马达,可能临时需用两个独立的电源

供电。

c) 若因灯具的某一部分(包括光源)发生故障而停止工作,则应更换该部分,然后继续进行试验。
已经进行过的测量不必再重复,但在继续测量之前,灯具应达到稳定。然而,若出现危险情况,
或者因某一部件的典型损坏而不能工作时,则认为该灯具本试验不合格。

若在试验过程中,灯具的保护装置(如一次性或循环型的热切断器或者电流断路器)动作,所达到的

最高温度被作为最终温度。

d) 若灯具内装有电容器(直接与电源并联的电容器除外),尽管附录C中有要求,但在试验条件

下,如果自愈型电容器两端的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的1.25倍,或非自愈型电容器超过其额定

电压的1.3倍时,应该短路该电容器。

e) 对于某些金属卤化物灯和某些高压钠灯灯具,按照光源的技术参数可能导致镇流器、变压器或

启动装置过热的,按附录C中b)2)加以试验。

12.5.2 合格性

在12.5.1的试验中,灯具在额定环境温度ta 下工作时,所有温度都不应超过表12.3、表12.4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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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给出的相应值5℃以上。当试验罩的温度不等于ta 时,在应用表中的极限值时应考虑到这个温

度差。

表12.3 在12.5.1试验条件下的最高温度

部件
最高温度

℃

单端荧光灯灯头 按有关IEC光源标准c 的规定

带tw 标记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a

变压器、马达等绕组,如果按IEC60085绕组绝缘系统是:

 ———A级材料b

见表12.4和表12.5

150
 ———E级材料b 165
 ———B级材料b 175
 ———F级材料b 190
 ———H级材料b 210
电容器外壳:

 ———未标tc 60
 ———标有tc tc+10

触发器外壳 按触发器上标记的(tc+X)

安装表面:

 ———受光源照射表面(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按12.5.1a)1) 175
 ———受光源加热表面(可移式灯具按IEC60598-2-4中4.12的规定) 175
 ———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130
 ———非可燃材料表面(标有符号或警告的灯具) 不作测量

导轨(导轨安装的灯具) 按导轨制造商的声明

电源插座安装的灯具和插头式镇流器/变压器打算徒手握住的外壳部件 75

  a 除非镇流器上另有标记以外,采用表12.4或表12.5中S4.5这一列所规定的最高温度。
b 材料按IEC60085和IEC60216系列分级。
c 关于测量点和温度限值的有关信息见IEC61199的附录C。

表12.4 灯的控制装置在110%额定电压及异常工作条件下绕组的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

℃

常数S S4.5 S5 S6 S8 S11 S16

对tw=90 171 161 147 131 119 110
95 178 168 154 138 125 115
100 186 176 161 144 131 121
105 194 183 168 150 137 126
110 201 190 175 156 143 132
115 209 198 181 163 149 137
120 217 205 188 169 154 143
125 224 212 195 175 160 149
130 232 220 202 182 166 154
135 240 227 209 188 172 160
140 248 235 216 195 178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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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续)

最高温度

℃

常数S S4.5 S5 S6 S8 S11 S16

145 256 242 223 201 184 171
150 264 250 230 207 190 177

表12.5 标有“D6”的灯的控制装置在110%额定电压及异常工作条件下绕组的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

℃

常数S S4.5 S5 S6 S8 S11 S16

对tw=90 158 150 139 125 115 107
95 165 157 145 131 121 112
100 172 164 152 137 127 118
105 179 171 158 144 132 123
110 187 178 165 150 138 129
115 194 185 171 156 144 134
120 201 192 178 162 150 140
125 208 199 184 168 155 145
130 216 206 191 174 161 151
135 223 213 198 180 167 156
140 231 220 204 186 173 162
145 238 227 211 193 179 168
150 246 234 218 199 184 173

  对于承受的耐久性试验时间既不是30天又不是60天的灯的控制装置,应采用相关的IEC61347-1
第13章中规定的式(2)计算最高温度,这个温度应是2/3理论上的耐久性试验的天数的相应数值。

(常数S及其用途的解释在相关的IEC附件标准中给出。)

12.6 热试验(灯的控制装置绕组故障)

这些试验仅适用于分类为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和内装有灯的控制装置的灯具,而且它

既不满足4.16.1规定的间距的要求,也未装有符合4.16.2的热保护装置。灯的电子控制装置和这些部

件含有的小绕线装置免除本条款的这些要求。

12.6.1 未装有热切断器灯具的试验。
灯具应在12.4.1的a)、c)、e)、f)、h)和l)规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另外,还要遵循下列各条。
灯具中20%的灯线路,并且至少有一个灯线路,应处于异常条件下[见12.5.1a)]。
应选出对安装表面热影响最大的线路,其他灯线路应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正常条

件下工作。
经受上述条件的线路应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工作。在

3个试验电压的每个电压下达到稳定条件下,应测量最高绕组温度和安装表面任一部位的最高温度。
对于内含滤波线圈的灯的交流供电电子控制装置的荧光灯灯具,应测定给出标称工作电流所要求

的电压。滤波线圈应在0.9倍、1.0倍和1.1倍此电压下工作。在3个试验电压的每个电压下达到稳定

条件时,应测量最高绕组温度和安装表面任一部位的最高温度。灯的控制装置的所有其他部件和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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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试验时应不工作。
合格性由下述内容来检验:

a) 当灯线路处于异常条件下,在额定电压的1.1倍下工作时,安装表面的温度不应超过130℃。

b) 对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测得的温度值使用线性回

归公式,计算出与350℃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温度有关的安装表面的温度。如果在0.9和

1.1坐标下绕组温度测量值之间的差值小于30K,加第四点,坐标是绕组ta、安装表面ta。通

过图中各点画出最佳的直线。镇流器绕组温度350℃相应的安装表面的估算温度应不超过

180℃。
注:ta 是该灯具额定的ta。

c) 对于导轨安装的灯具,导轨的任何部位不应有不安全的损坏迹象,例如裂开、烧焦或变形。

12.6.2 对于在镇流器或变压器外装有温度传感控制器的灯具和装标有 符号的热保护镇流器,其申

明的温度在130℃以上的灯具的试验。
本试验的灯具应按12.6.1的规定进行准备。
应缓慢和稳定的增大通过绕组的电流使线路承受上述异常条件,直至热切断器动作。时间间隔和

电流增量应使绕组温度和安装表面温度之间尽量达到热平衡。
试验中,灯具安装表面的任何部位的最高温度应连续测量。这就完成了带热熔断体灯具的试验。
对于装有手动复位热切断器的灯具,试验应重复3次,试验间的间隔允许为30min。每30min间

隔的末了,该断路器应复位。
对于装有自复位热切断器的灯具,试验应持续进行,直至安装表面的温度达到稳定。自复位热切断

器应在给定条件下动作3次,使镇流器断开和接通。
带外壳后未试验过的相关变压器应承受本试验,因为这些特性没有经过零部件标准的验证。
合格性由以下内容检验:
在试验期间,灯具安装表面的任何部位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135℃,带有复位式保护器的,保护器

再次接通线路时,不应超过110℃,下列情况除外:
在试验中,保护器的任何一个工作周期中,表面温度可以高于135℃,只要在表面温度第一次超过

极限值的瞬间和达到表12.6中指出的最高温度的瞬间之间的时间不超过此表中给出的相应时间。

表12.6 温度超量时间极限值

安装表面的最高温度

℃

允许这些温度的最长时间

min

180以上 0
175~180 15
170~175 20
165~170 25
160~165 30
155~160 40
150~155 50
145~150 60
140~145 90
135~140 120

  试验后,要遵循下列要求:
对于热熔断体和手动复位热切断器,试验时安装表面的任何部位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180℃,或者

对于自复位热切断器,试验时安装表面的任何部位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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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导轨安装灯具,试验后,导轨的所有部位都不应有不安全的损坏迹象,例如开裂、烧焦或变形。

12.7 内含灯的控制装置或电子装置的热塑灯具故障条件热试验

本试验仅适用于热塑外壳的灯具,这种灯具未装有4.15.2所述的不受温度影响的机械支撑件。
本试验不应用于符合IEC61558(所有部分)有其自身外壳的独立式变压器和符合IEC61347(所有

部分)有其自身外壳的独立式控制装置。

12.7.1 没有温度传感控制器灯具的试验

12.7.1.1 内含荧光灯镇流器、≤70W 灯负载的灯具的试验

应在12.4.1的a)、b)、c)、e)和h)规定的条件下对3个灯具加以试验。另外,还要遵循下列各条:
受试镇流器(根据灯具设计装在灯具内部的对固定点、安装表面和暴露部件有最大热影响)应按照

图32直接供电,在1.1倍额定电压下通电4h(处理时间)。
如果灯具内使用一个以上镇流器,应仅使其中的一个镇流器处于故障条件;其余镇流器应以1.1倍

额定电源电压供电,线路中带有的相关光源正常工作(直到试验结束)。
在最初的处理时间后,应将受试镇流器的电源电压增加,增幅为额定电源电压的20%,然后静置

15min。在此期间如果镇流器没有发生故障,应反复增加受试镇流器的电源电压,每次增幅为额定电源

电压的10%,以15min间隔增加,直到镇流器发生故障。
故障条件试验期间要当心,以避免增大不承受试验的线路的电源电压(为了检查此项,有必要保持

对镇流器电流的测量)。镇流器故障以后,应允许灯具冷却至环境温度。
电子控制装置和其中的小绕线装置免除这些要求。
附录 W给出了本章规定的试验的替代方法。12.7.1.1给出的是基准方法。
为进行本故障试验,对电源线路应采取保护,但它不应影响试验结果。
由于本试验期间可能出现大电流,试验线路应提供适当的保护。应注意确保任何保护装置不会影

响试验结果和在试验结束时镇流器的损坏;应注意的是本镇流器故障是由于绕组断开。见图32。
可以使用20A熔断器(具有GB13539规定的电气特性)。
试验后,应检查灯具确保元件固定在其位。
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灯具外壳部件应能继续防止第8章规定的标准试验指触及带电部件。

12.7.1.2 内含气体放电灯、荧光灯(>70W)、功率>10VA变压器的灯具的试验

应在12.4.1的a)、c)、e)、f)和h)规定的条件下对灯具加以试验。另外,还要按下述规定:
灯具中20%的灯线路,并且不少于一个灯线路,应承受异常条件[见12.5.1a)]。
应选择对固定点和暴露部件有最大热影响的线路,并且其他灯线路应在额定电压下处于正常条件

工作。
经受异常条件的线路应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工作。达

到稳定条件后,应测量最高绕组温度、最高固定点温度和受最大热影响的暴露部件温度。不必测量电子

线路中内含小绕线装置的温度。
对环境温度值和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测得的温度值使

用线性回归公式,计算出与350℃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温度有关的固定点和其他暴露部件的温度。
如果在0.9和1.1坐标下绕组温度测量值之间的差值小于30K,加第四点,坐标是绕组ta、固定部件或

暴露部件ta。然后,热塑性材料以线性回归法确定的估算温度,但不小于75℃,承受13.2.1规定的球压

试验。测量压痕的直径,应不超过2mm。
这是一个故障条件试验,13.2.1中试验温度加25℃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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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a 是该灯具额定的ta。

12.7.1.3 带功率≤10VA固有防短路变压器的灯具的试验

功率不超过10VA的小变压器,应按照12.7.1.2试验方法进行故障试验;在初始的4h结束时,次
级绕组短路,如果未失效应按12.7.1.1一样的间隔提高电压。

应允许短路电流的延续,直到变压器发生故障;安装在其自身外壳内的变压器(例如应急逆变器)表
明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被视作为符合本分条款而无需试验。

试验后,应检查灯具确保元件固定在其位。
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灯具外壳部件应能继续防止第8章规定的标准试验指触及带电部件。
由于本试验期间可能出现大电流,试验线路应提供适当的保护(见12.7.1.1)。应注意确保任何保

护装置不会影响试验结果和在试验结束时变压器发生的损坏。

12.7.2 镇流器或变压器内部或外部装有温度传感控制器的灯具的试验

进行本试验的灯具应按12.7.1.2前3段准备。
应缓慢和稳定地增大通过绕组的电流使线路承受异常条件,直至温度传感控制器动作。
时间间隔和电流增量应使绕组温度和固定点、受最大热影响的暴露部件的温度之间尽量达到热平

衡。试验期间,应连续测量被测点的最高温度。
对于装有手动复位热切断器的灯具,应重复试验6次,试验间的间隔时间允许为30min。每

30min间隔的末了,该断路器应复位。
对于装有自复位热切断器的灯具,应持续进行试验,直至达到稳定的温度。
为完成变压器上的试验,还见GB19212.1—2008中15.3.5。变压器外部的温度传感控制器,应按

照GB19212.1—2008中20.4、20.5和20.6加以检查。
应记录固定点和受最大热影响的暴露部件的最高温度。热塑性材料然后承受13.2.1规定的球压

试验,用最大的记录温度,但不小于75℃。测量压痕的直径,应不超过2mm。
这是故障条件试验,13.2.1中试验温度加25℃不适用。
注1:(12.7中)“固定点”指元件的固定点以及灯具与安装表面的固定点。

注2:(12.7中)“暴露部件”指灯具壳体的外表面。

注3:根据12.7要求,暴露部件的测量限定在提供灯具/元件固定的部件或者提供本部分第8章要求的防止与带电

部件意外接触的部件。

注4:试验需要测量热塑性材料的最热部分。这通常是在灯具外壳的内表面,不在其外表面。

注5:材料温度限值是根据材料在机械加载和无机械加载时而确定的。

13 耐热、耐火和耐起痕

13.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某些用绝缘材料制成的部件的耐热、耐火和耐起痕的要求和试验。
印刷线路板应参照IEC61249(所有部分)的要求。

13.2 耐热

提供防触电保护的外部绝缘材料部件,以及固定载流部件或安全特低电压部件就位的绝缘材料部

件,都应足够的耐热。
对灯具中提供附加绝缘的塑料部件,球压试验不是必须的。

13.2.1 合格性用下述试验来检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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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材料的部件或导线的绝缘层不做本试验。
试验应在加热箱内进行,箱内的温度比第12章温度试验(正常工作)中测得的相关部件的工作温度

高25℃±5℃。固定载流部件或安全特低电压部件就位的部件,最低试验温度为125℃,其他部件为

75℃。
被试部件的表面应水平放置,用直径为5mm的钢球以20N的压力压迫该面。图10表明了试验

用的适宜的装置。若受试表面弯曲时,则应对承受球压的部件加以支撑。
样品应至少2.5mm厚,但如果在样品上得不到这样的厚度时,则两件或更多件叠放在一起。

1h后将球从样品上取下,样品应在冷水中浸10s使其冷却,测量压痕的直径,不得超过2mm。

13.3 耐燃烧和防引燃

固定载流部件或安全特低电压部件在其位的绝缘材料部件,以及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绝缘材料制成

的外部部件应耐燃烧和防引燃。
合格性用13.3.1或13.3.2的适当试验检验,陶瓷材料除外。

13.3.1 固定载流部件就位的绝缘材料部件应经受下述试验:
受试部件经受IEC60695-11-5中的针焰试验,试验火焰施加于样品上可能出现最高温度的点,时

间10s,有必要的话可在第12章热试验过程中找到该点。
在试验火焰离开后,自燃时间应不超过30s,由样品中落下的任何燃烧物不应引燃下方IEC60695-

11-5规定的部件。
灯具提供有效措施能挡住落下燃烧物时,本条要求不适用。

13.3.2 不固定带电部件就位的、但提供防触电保护的绝缘材料的部件应经受下述试验:
用加热到650℃的镍铬灼热丝对部件进行试验。试验的仪器和程序应按照IEC60695-2-11的

规定。
样品的任何火焰或燃烧物应在移开灼热丝30s内熄灭。落下的燃烧物或融化物不应引燃下方

IEC60695-2-11规定的部件。
灯具提供有效措施挡住落下燃烧物时,或绝缘材料是陶瓷时,本条要求不适用。

13.4 耐起痕

固定载流部件或安全特低电压部件就位或者与这些部件接触的非普通灯具的绝缘部件,应采用耐

起痕的材料,被防尘和防水保护的部件除外。

13.4.1 在试验样品的3个部位进行下述试验作合格性检验。
以下根据IEC60112:2003的耐起痕试验来检验材料的合格性,陶瓷材料除外。
———如果试样没有至少15mm×15mm的平面,试验可以在一个尺寸减小的,但试验期间液滴不

会流出试样的平面上进行。但不要使用人为的方法使液体留在此表面上。如有疑问的话,可
以在相同材料、具有规定尺寸并由同样工艺制造的一块单独的板上进行试验。

———如果试样的厚度小于3mm,应将两件试样(有必要的话将更多试样)叠起来达到至少为3mm
的厚度。

———试验应在试样的3个位置上进行,或者在3个试样上进行。
———电极(见图11)应是铂,而且应采用IEC60112:2003的7.3中规定的试验溶液A。

13.4.2 在PTI175试验电压下,试样应能承受住50滴而不失效。
如果流过试样表面电极间导电通路的电流为0.5A或更大且时间至少2s,使过电流继电器动作,

或者虽然没有使过电流继电器动作,但试样燃烧起来了,就认为失效。

IEC60112:2003的第9章关于蚀损的测定不适用。

IEC60112:2003第5章注3的关于表面处理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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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螺纹接线端子

14.1 概要

本章规定了灯具中使用的所有型式的螺纹接线端子的要求。
螺纹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2~图16所示。

14.2 术语和定义

14.2.1
柱形接线端子 pillarterminal
一种将插入孔或空穴内的导体在螺钉的螺杆下夹紧的接线端子。夹持压力可直接由螺杆施加或由

螺杆通过中间夹持件施加。
柱形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2所示。

14.2.2
螺钉接线端子 screwterminal
一种将导体夹紧在螺钉头下的接线端子。夹持压力由螺钉头直接施加,或者通过如垫圈、夹片或防

散开的部件等中间夹持件施加。
螺钉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3所示。

14.2.3
螺栓接线端子 studterminal
一种将导体夹紧在螺母下的接线端子。夹持压力由适当的成型螺母直接施加,或者通过如垫圈、夹

片或防散开的部件等中间夹持件施加。
螺栓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3所示。

14.2.4
鞍式接线端子 saddleterminal
一种由两个或多个螺钉或螺母将导体夹紧在鞍状物下的接线端子。
鞍式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4所示。

14.2.5
接片接线端子 lugterminal
一种用螺钉或螺母夹紧电缆接线片或接线条的螺钉或螺栓接线端子。
接片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5所示。

14.2.6
罩式接线端子 mantleterminal
可通过置于螺母下的具有适当形状的垫圈、中间芯柱(如果螺母是盖形螺母)、或通过等效件将压力

从螺母传递到槽内导体上,将导体压紧在槽底。
罩式接线端子的例子如图16所示。

14.3 一般要求和基本原则

14.3.1 这些要求适用于载流不超过63A、用螺钉夹持的接线端子,仅通过夹紧来连接软缆和软线的铜

导体。
这些要求并不排除除图12~图16所示的接线端子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接线端子。

14.3.2 接线端子有不同设计和不同形状: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导体直接或间接地夹在螺杆之下的接

线端子,导体直接或间接地夹在螺钉头之下的接线端子,导体直接或间接地夹在螺母之下的接线端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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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只适用于使用电缆接线片或接线条的接线端子。
这些要求的基本原则由14.3.2.1~14.3.2.3规定。

14.3.2.1 接线端子主要用于仅连接一根导体,虽然由于要求每一种接线端子能夹持各式各样的导体,
有时可能要求适宜于夹持相同标称截面积的两根导体,但它们的截面积要比接线端子设计的最大截面

积小。
某些类型的接线端子,特别是柱形接线端子和罩式接线端子,应连接相同或不同标称截面积或合成

的两根或多根导体时,可以用作环路安装。在这种情况下,本部分规定的接线端子尺寸可能不适用。

14.3.2.2 在一般情况下,接线端子应适宜连接软缆和软线,导体不必作特殊处理。但在某些情况下,用
电缆接线片连接或与接线条连接时,要对导体进行处理。

14.3.2.3 根据接线端子适用的导体标称截面积,对接线端子采用数字分类法进行分类。按此分类法,
每个接线端子可以用IEC60227(所有部分)或IEC60245(所有部分)中规定的标称截面积范围内3个

连续的导体尺寸中的任意一个。
例外的是,接线端子的规格每提高一级,每一范围内的导体的尺寸就可提高一级。
每种接线端子指定的导体的标称截面积见表14.1,其中还给出了每种接线端子可用的最粗导体

直径。
如果提供足够的压力保证有充分的电气和机械连接来夹紧导体,则接线端子可使用小于所给出的

标称范围的导体。

表14.1 按接线端子规格分类的导体标称截面积

软导体 实心或绞合硬导体

接线端子

规格

标称截面积

mm2
最粗导体直径

mm

标称截面积

mm2
最粗导体直径

mm

0a 0.5 0.75 1 1.45 — — — —

1b 0.75 1 1.5 1.73 0.75 1 1.5 1.45
2 1 1.5 2.5 2.21 1 1.5 2.5 2.13
3 1.5 2.5 4 2.84 1.5 2.5 4 2.72
4c 2.5 4 6 3.87 2.5 4 6 3.34
5 2.5 4 6 4.19 4 6 10 4.32
6 4 6 10 5.31 6 10 16 5.46
7 6 10 16 6.81 10 16 25 6.83

  a 不适用硬导体,适用于标称截面积0.4mm2 软导体(见5.3.1)。
b 若将导体末端折叠过来,也可适用于标称截面积为0.5mm2的软导体。
c 不适用于某些特殊结构的6mm2的软导体。

14.3.3 适用的话,接线端子应能使具有表14.2给出的标称截面积的铜导体得到适当的连接。留出的

导体空间应至少为图12、图13、图14或图16中给出的值。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接片接线端子。

表14.2 按最大电流确定的导体标称截面积

接线端子的

最大载流值

A

软导体

标称截面积a

mm2
接线端子

规格

实心或绞合硬导体

标称截面积a

mm2
接线端子

规格

2 0.4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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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2(续)

接线端子的

最大载流值

A

软导体

标称截面积a

mm2
接线端子

规格

实心或绞合硬导体

标称截面积a

mm2
接线端子

规格

6 0.5~1 0 0.75~1.5 1
10 0.75~1.5 1 1~2.5 2
16 1~2.5 2 1.5~4 3
20 1.5~4 3 1.5~4 3
25 1.5~4 3 2.5~6 4
32 2.5~6 4或5b 4~10 5
40 4~10 6 6~16 6
63 6~16 7 10~25 7

  a 如果符合本部分其他要求,这些要求不适用于使用不符合IEC60227(所有部分)或IEC60245(所有部分)的软

缆或软线作灯具内不同部件内部连接的接线端子。
b 4号接线端子不适用于某些特殊结构的截面积为6mm2 的软导体,在此情况下应采用5号接线端子。

  合格性用目视、测量及配装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导体来检验。

14.3.4 接线端子应为导体提供足够的连接。
合格性由14.4的全部试验来检验。

14.4 机械试验

14.4.1 对柱形接线端子,导体完全插入后,夹紧螺钉和导体端部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图12给出的值。
夹紧螺钉和导体端部之间的最小距离仅适用于导体不能通过的柱形接线端子。
对罩式接线端子,导体完全插入后,固定部分与导体端部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图16给出的值。
合格性用表14.2中所示的最大截面积的实心导体完全插入和完全夹紧后的测量来检验。

14.4.2 接线端子的设计或定位应使得当拧紧夹持螺钉或螺母时,无论是实心导体还是绞合导体中的

一股都不能滑出。
该要求不适用于接片接线端子。
对于仅仅与固定(外部)接线作永久连接的固定式灯具,这个要求仅适用于使用实心或绞合硬导体。

试验用绞合硬导体来做。
合格性用下列试验检验。
接线端子配用表14.3中给出的合成导体。

表14.3 导体的组成

接线端子规格
线束的股数及标称直径(n×mm)

软导体 绞合硬导体

0 32×0.20 —

1 30×0.25 7×0.50

2 50×0.25 7×0.67

3 56×0.30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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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3(续)

接线端子规格
线束的股数及标称直径(n×mm)

软导体 绞合硬导体

4 84×0.30 7×1.04

5 84×0.30 7×1.35

6 80×0.40 7×1.70

7 126×0.40 7×2.14

  在插入接线端子之前,绞合硬导体应拉直,软导体应以一个方向绞合,均匀绞合一转的长度约

20mm。
导体按规定的最小距离插入接线端子内,若没有规定最小距离,则导体应插至刚好伸到接线端子另

一侧,并且处于最容易使导体滑脱的位置。然后用表14.4中有关栏目给出的扭矩值的三分之二将夹持

螺钉拧紧。
对于软导体,还要用另一根新导体按上述相反的方向绞合后,重复该试验。
试验后,导体不应从夹紧件和定位装置之间的空隙中滑脱。

14.4.3 0~5号(含5号)接线端子应能连接未经特殊处理的导体。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注:术语“特殊处理”指绞合导体附加焊料的运用、使用电缆接线片、电缆环结构等,不是指为引入接线端子而将导

体再成形或将绞合导体绞合加固其端部。

不添加焊料、把多股镀锡的软导体加热结合在一起不属于“特殊处理”。

14.4.4 接线端子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夹持导体的螺钉和螺母应采用公制ISO螺纹。外部接线用的接线端子不应用于固定其他元件,虽

然同时夹持着内部导体、但连接外部导体时结构保证内部导体不可能被移动的除外。
螺钉不应用例如锌或铝等质地软或易蠕变的金属制作。
合格性用目视和14.3.3、14.4.6、14.4.7和14.4.8的试验来检验。

14.4.5 接线端子应能防腐蚀。
合格性由第4章规定的腐蚀试验来检验。

14.4.6 接线端子应固定在灯具或接线端子座上,或者用其他方法固定在位。当拧紧或松开夹持螺钉

或螺母时,接线端子不得松动,内部接线不应承受应力,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应低于第11章中规定

的值。
这些要求并非意味着接线端子应设计成防止转动或位移。但为确保符合本部分,应尽量限制移动。
如果正常使用中密封混合物或树脂不承受应力,并且在第12章规定的最不利条件下接线端子的温

度不削弱密封混合物或树脂的有效性,覆盖密封混合物或树脂足以防止接线端子松动。
合格性用目视、测量和下述试验来检验。
将表14.2中给出的最大截面积的铜硬导体放入接线端子内。用合适的的试验用旋凿或扳手将螺

钉和螺母拧紧,然后松开,重复5次。拧紧时所用的扭矩等于表14.4中相应栏目或图12、图13、图14、
图15、图16中相应的表所给出的值中取较高的一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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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4 施加于螺钉和螺母上的扭矩

螺纹的标称直径D
mm

扭矩

Nm

Ⅰ Ⅱ Ⅲ Ⅳ Ⅴ

D≤2.8 0.2 — 0.4 0.4 —

2.8<D≤3.0 0.25 — 0.5 0.5 —

3.0<D≤3.2 0.3 — 0.6 0.6 —

3.2<D≤3.6 0.4 — 0.8 0.8 —

3.6<D≤4.1 0.7 1.2 1.2 1.2 1.2

4.1<D≤4.7 0.8 1.2 1.8 1.8 1.8

4.7<D≤5.3 0.8 1.4 2.0 2.0 2.0

5.3<D≤6.0 — 1.8 2.5 3.0 3.0

6.0<D≤8.0 — 2.5 3.5 6.0 4.0

8.0<D≤10.0 — 3.5 4.0 10.0 6.0

10.0<D≤12.0 — 4.0 — — 8.0

12.0<D≤15.0 — 5.0 — — 10.0

  每次松开螺钉或螺母时将导体取下。
第Ⅰ栏应用于拧紧后螺钉不突出于孔外的无头螺钉,也适用于刃口宽度大于螺钉直径的旋凿不能

拧紧的其他螺钉。
第Ⅱ栏应用于采用旋凿拧紧盖螺母的罩式接线端子的螺母。
第Ⅲ栏应用于采用旋凿拧紧的其他螺钉。
第Ⅳ栏应用于不采用旋凿拧紧的螺钉和螺母,罩式接线端子螺母除外。
第Ⅴ栏应用于不采用旋凿拧紧的罩式接线端子螺母。
可用旋凿拧紧的带六角形头的螺钉,并且第Ⅲ栏和第Ⅳ栏中的数值不同时,试验要进行两次,先用

第Ⅳ栏中的扭矩施加于六角形头,然后再在另一组样品上用旋凿施加第Ⅲ栏中的扭矩。如果第Ⅲ栏和

第Ⅳ栏的数值相同,仅用旋凿做试验。
试验期间,接线端子不应发生松动和妨碍其继续使用的损坏,例如螺钉断裂或螺钉头的槽、螺纹、垫

圈或夹头的损坏。
罩式接线端子,特定的标称直径是指带开口槽的螺栓的直径。试验用旋凿的刃口应与被试验的螺

钉头相适合。螺钉和螺母不应猛拧。

14.4.7 接线端子应将导体可靠地夹紧在两个金属面之间。
接片接线端子应有弹簧垫圈或同等有效的锁紧装置,且夹持面应光滑。
罩式接线端子导体空间的底部应略成圆形,使其连接可靠。
合格性用目视和下列试验检验。
接线端子装上表14.2中给出的最小和最大的截面积的硬导体,用表14.4中相应栏目内给出数值的

三分之二的扭矩值拧紧接线端子的螺钉。
若接线端子为带槽的六角形头的螺钉,所施加扭矩等于表14.4第Ⅲ栏给出数值的三分之二。
然后,用表14.5中给出的拉力(单位:N)拉每根导体,拉力不应猛地施加,施力时间1min,方向为

导体空间的轴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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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5 施加于导体的拉力

接线端子规格 0 1 2 3 4 5 6 7

拉力/N 30 40 50 50 60 80 90 100

  试验期间,导体在接线端子内不得有明显的移动。

14.4.8 接线端子应以导体不会被过度损坏的方式夹紧导体。
进行合格性检验时,将表14.2中给出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导体以表14.4给出扭矩值的三分之二

夹紧和松开一次,然后目视检查试验后的导体。
若是带槽六角形头的螺钉,施加的扭矩等于表14.4第Ⅳ栏给出数值的三分之二。
注:若导体的压痕很深或很明显,导体为过度损害。

15 无螺纹接线端子和电气连接件

15.1 概要

本章规定了各种型式不带螺纹的接线端子和电气连接件的要求,它们用于灯具内部接线以及连接

灯具外部接线的截面积不超过2.5mm2 的实心或绞合铜导体。
无螺纹接线端子和电气连接件的例子如图17、图18和图19。GB17196提供了更多无螺纹接线端

子和电气连接件的例子。

15.2 术语和定义

15.2.1
无螺纹接线端子 screwlessterminals
采用无螺纹的机械方式对电气线路进行连接的部件。

15.2.2
永久性连接件 permanentconnections
设计成与同一导体只作一次连接的连接件(例如接线的缠绕或卷曲)。

15.2.3
非永久性连接件 non-permanentconnections
可允许引线组合件或导体作多次连接或拆下的连接件(例如插销或插片和插孔连接件,或者一些弹

性接线端子)。

15.2.4
引线组合件 leadassemblies
导体配备的通常用作永久性连接的附件。

15.2.5
不经特殊处理的导体 non-preparedconductors
未经特殊处理的或不带附件的导体。然而,可剥去绝缘层露出导体。
注:术语“特殊处理”指绞合导体附加焊料的运用、使用电缆接线片、电缆环结构等,不是指为引入接线端子而将导

体再成形或将绞合导体绞合加固其端部。
不添加焊料、把多股镀锡的软导体加热结合在一起不属于“特殊处理”。

15.2.6
试验电流 testcurrent
由制造商规定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电流。当接线端子为某部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则试验电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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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部件的额定电流。

15.3 一般要求

15.3.1 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载流部件应由下列材料之一制成:
———铜;
———对于冷作部件,是至少含铜58%的合金,对于其他部件,是至少含铜50%的合金;
———防腐蚀性能不低于铜并具有适当机械性能的其他金属。

15.3.2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有足够的压力夹紧导体,并且不应过度损害导体。
导体应夹在两金属面之间。然而,如果符合15.3.5的要求,线路的额定电流不超过2A的接线端

子可以有一个非金属面。
只有在灯具的SELV线路中或在其他灯具内作为永久性不可重新接线的连接件,产生分支连接

时,穿透绝缘的接线端子才是可以接受的。
注:若导体的压痕很深或很明显,导体为过度损害。

15.3.3 接线端子的设计应使得当导体已充分地插入接线端子时,有一挡块防止导体端部继续插入。

15.3.4 除引线组合件用的接线端子外,接线端子应适合于接入“不经特殊处理的导体”(见15.2.5)。

15.3.2、15.3.3和15.3.4要求的合格性,在以适合的导体装好后,并在15.5.2.2或15.6.3.2.加热试验

后,目视检查接线端子或连接件。

15.3.5 电气连接件的设计应使用除陶瓷、纯云母或其他特性不合适的材料以外的绝缘材料来传递良

好导电所必需的压力,除非金属部件有足够的弹性来补偿绝缘材料可能有的收缩(见图17和图18)。

15.3.6 弹簧式非永久性的无螺纹接线端子,连上和拆下导体的方式应明晰。
拆下导体应需要一个拉导体以外的动作,并且应该可以徒手或借助于简单的常用装置来做。

15.3.7 用弹簧夹连接几根导体的接线端子应该独立地夹紧每根导体。
设计成非永久连接的接线端子应能一起或分别拆下导体。

15.3.8 接线端子应适合在设备上或接线端子座上或者其他位置上固定在位。导体插入或拆下时,接
线端子不得松动。

合格性用目视检验,若有怀疑,再用15.5.1或15.6.2给出的机械试验来检验。试验期间,接线端子

不得松动,并不得有影响继续使用的损坏。
上述条件不仅适用于固定在设备上的接线端子,也适用于单独交付的接线端子。没有其他固定措

施而只有密封混合物覆盖接线端子不足以满足要求。然而自固化树脂可用来固定在正常使用中不受扭

力作用的接线端子。

15.3.9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能承受在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机械、电和热的应力。
合格性用15.5、15.6中合适的试验来检验。

15.3.10 制造商应指定适用的导体规格和导体型式,例如实心或绞合。

15.4 试验的一般说明

15.4.1 样品的准备

如适用的话,第9章规定的“防尘和防水试验”应在灯具内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试验之前进行。

15.4.2 试验导体

应采用制造商推荐的型式和尺寸的铜导体进行试验。如果规定一个导体的范围,则应选择其中最

细和最粗的导体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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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多导体接线端子

准备同时供多根导体连接的无螺纹接线端子应按制造商提供的数据中规定的导体数量进行试验。

15.4.4 多路接线端子

一组或一条接线端子中的每一个接线端子,例如镇流器上的接线端子座,都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

样品。

15.4.5 试验数量

15.5~15.6所述的试验在4个接线端子(或连接件)上进行。至少3个接线端子应满足要求。如果

一个接线端子不合格,再用4个接线端子进行试验,并应全部满足要求。

15.6.3.2所述的试验在10个接线端子上进行。

15.5 内部接线用的接线端子和连接件

15.5.1 机械试验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有足够的的机械强度。
合格性由15.5.1.1和15.5.1.2的试验来检验。

15.5.1.1 非永久性连接件

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机械强度用4个接线端子为一组来检验。若灯具内含有的所有接线端子不

是同一设计,则每种设计的4个接线端子为一组进行试验。
本试验应仅适用于在灯具投入使用前可能由用户完成装配的装置。

15.5.1.1.1 弹簧式接线端子(见图18),试验采用制造商规定规格的实心铜导体。若规定的是一个范围

的导体,则选择最细和最粗的导体来试验。

4个接线端子中,两个用最小截面积的导体,另外两个用最大截面积的导体做试验。每个接线端子

接上和拆下导体5次。
前4次连上导体时,每次都用新导体。第5次连接时,用第4次用过的相同导体,并夹在同一位置。

每次连接,导体插入接线端子时尽量插至挡块处。
如果接线端子适用于绞合导体,还需用硬绞合铜导体进行附加试验。若规定一个范围的导体,则选

择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导体来试验。在用于实心导体试验的相关接线端子上,每根导体连上和拆下仅

一次。
最后一次接上后,每根导体要经受4N的拉力试验。

15.5.1.1.2 插销或插片和插孔式连接件也需经受4N的拉力试验。
拉力不能猛地施加,时间为1min,力的方向与施加或插入导体或引线组合件的方向相反。
试验期间,导体或引线组合件不得离开接线端子,并且接线端子和导体或引线组合件都不得有任何

损害继续使用的变化。
施加或插入导体或引线组合件的最大力不应超过50N,插销或插片和插孔式连接件,拆下的力也

不应超过此值。

15.5.1.2 永久性连接件

在施加或插入导体的相反方向上,施加20N拉力1min,连接应保持完全有效。
在某些情况下,可采用特殊工具正确地施加拉力(如绕线的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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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导体接线端子用上述的力逐个地施加于每根导体来试验。

15.5.2 电气试验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有足够的电气性能。
合格性由15.5.2.1和15.5.2.2的试验来检验。

15.5.2.1 接触电阻试验

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电气性能用4个接线端子为一组来检验。若灯具内含有的所有接线端子不

是同一设计,则每种设计的4个接线端子为一组进行试验。

15.5.2.1.1 弹簧式接线端子,15.5.2.1.3的试验用4根无绝缘的实心铜导体进行试验。
若规定一个范围的导体,则其中两个接线端子用最小截面积的导体来试验。另外两个接线端子用

最大截面积的导体来试验。

15.5.2.1.2 插销或插片和插孔式接线端子,用引线组合件进行15.5.2.1.3试验。

15.5.2.1.3 在带有导体的每一个接线端子上加载试验电流(交流或直流),1h以后,仍在试验电流下测

量接线端子两端的电压降。测量电压降的测量点应尽可能靠近触点。测得电压降应不超过15mV。
每一接点或触点的电压降应分别考虑,例如导体到插孔的接点与插孔到插销的接点应分别考虑。
两个不可分开的接点,当合起来测量时,总电压降不应超过本条中给出数值的两倍。

15.5.2.2 加热试验

15.5.2.2.1 额定电流不超过6A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经受25周期不通电流的老化试验,每一周期

先在(T±5)℃或100℃±5℃两者中较高的温度下保持30min,然后冷却一段时间,使温度降到

15℃~30℃之间。额定电流超过6A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经受100周期的这种老化试验。
注:温度T 是有T 标记的部件(如灯座)上标出的最大额定温度。

15.5.2.2.2 再次测量每个接线端子上的电压降:

a) 额定电流不超过6A的接线端子,在第10周期后和第25周期后测量;

b) 额定电流超过6A的接线端子,在第50周期后和第100周期后测量。
以上两种情况下,所有的接线端子,如果电压降的增加均不超过15.6.1试验时同一接线端子上测

得的电压降的50%,或者如果电压降的增加小于2mV,则这些接线端子符合本要求。
如果其中任一接线端子的电压降超过了22.5mV,则这些接线端子为不合格。
如果其中一个接线端子在a)或b)条件下测得的的电压降超过15.6.1同一接线端子上测得电压降

的50%,且增加的电压降最小2mV,但电压降不超过22.5mV,根据其额定电流,这4个接线端子要进

行一次不通电的25个周期或100个周期新的老化试验。
在第10周期后和第25周期后或者第50周期后和100周期后(根据额定电流)再次测量每个接线

端子的电压降,任一接线端子的电压降不得超过22.5mV。
两个不可分开的接点,合起来测量时,总电压降不应超过本条给出的数值的两倍。

15.5.2.2.3 若接线端子设计为将导体夹紧于绝缘材料表面,则加热试验期间,该绝缘材料表面不得

变形。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15.6 外部接线用的接线端子和连接件

15.6.1 导体

弹簧式接线端子应适合连接表15.1内给出的标称截面积的实芯或绞合的硬导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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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导体的额定值

接线端子的最大额定电流

A

导体的标称截面积

mm2

6
10
16

0.5~1
>1~1.5
>1.5~2.5

  注:接线端子通常用符号来表示,例如0号一般指6A额定值。若部件的额定值低于接线端子的技术容量,则采用

部件的额定值。

合格性由目视、测量和安装规定的最小和最大截面积的导体来检验。

15.6.2 机械试验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合格性用每4个样品中选一个接线端子进行15.6.2.1和15.6.2.2的试验来检验。

15.6.2.1 对于弹簧式接线端子,先用15.6规定的最大截面积实心铜导体做试验,然后用最小截面积的

实心铜导体做试验。这些导体在每个接线端子接上和拆下5次。若灯具内含有的所有接线端子不是同

一设计,则每种设计要选一个接线端子经受本试验。
前4次连上导体时,每次都用新导体。第5次连接时,用第4次用过的相同导体,并夹在同一位置,

每次连接,导体插入接线端子时尽量插至挡块处。
若制造商说明接线端子适用绞合导体(见15.3.10),还需用两根绞合硬铜导体进行附加试验,一根

用15.6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导体,另一根用15.6规定的最小截面积的导体。这些导体只接上和拆下

一次。
最后一次接上后,每根导体要经受按表15.2的拉力试验。

15.6.2.2 插销或插片和插孔连接件也需经受按表15.2的拉力试验。

表15.2 导体拉力

接线端子的最大额定电流

A

拉力

N

弹簧式和焊接的连接件 插销或插片和插孔式

6 20 8
10 30 15
16 30 15

  注:若部件的额定值小于接线端子的容量,则采用部件的额定值。

拉力不能猛地施加,时间为1min,力的方向与施加或插入导体或引线组合件的方向相反。
试验期间,导体或引线组合件不得离开接线端子,并且接线端子和导体或引线组合件都不得有任何

影响继续使用的改变。

15.6.3 电气试验

接线端子和连接件应有足够的电气性能。
合格性由15.6.3.1和15.6.3.2的试验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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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1 接触电阻试验

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电气性能用10个接线端子为一组来检验。若灯具内含有的所有接线端子

不是同一设计,则每种设计的10个接线端子为一组进行试验。

15.6.3.1.1 弹簧式接线端子,按照15.6.3.1.3的试验用10根无绝缘的实芯铜导体进行试验。

5根15.6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导体,按正常使用来连接,每根接一个接线端子。

5根15.6规定的最小截面积的导体,按正常使用来连接,每根接其余5个接线端子中的一个。

15.6.3.1.2 插销或插片和插孔式接线端子,用引线组合件进行15.6.3.1.3试验。

15.6.3.1.3 在带有导体的每一个接线端子上加载试验电流(交流或直流),1h以后,仍在试验电流下测

量接线端子两端的电压降。测量电压降的测量点应尽可能靠近触点。
测得的电压降应不超过15mV。
两个不可分开的接点,当合起来测量时,总电压降不应超过本条中给出的数值的两倍。

15.6.3.2 加热试验

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热性能应在经过15.6.3.1试验的接线端子上检验。

15.6.3.2.1 接线端子冷却到环境温度后,每根导体都用15.6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新的无绝缘实心铜导

体来替换,每根引线组合件都用新的适当的引线组合件来替换,在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的相应部件上再连

上和拆下5次。
然后,再用新的无绝缘导体替换这些导体。

15.6.3.2.2 带导体的接线端子加载通以试验电流(交流或直流),通电时间只需能测量电压降就够了。
这些测量和15.6.3.2.4的测量应采用15.6.3.1的要求。

15.6.3.2.3 额定电流不超过6A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经受25周期不通电流的老化试验,每一周期

先在(T±5)℃或100℃±5℃两者中较高的温度下保持30min,然后冷却一段时间,使温度降到

15℃~30℃之间。额定电流超过6A的接线端子(或连接件)经受100个这样周期的老化试验。
注:温度T 是有T 标记的部件(如灯座)上标出的最高额定温度。

15.6.3.2.4 再次测量每个接线端子上的电压降:

a) 额定电流不超过6A的接线端子,在第10周期后和第25周期后测量;

b) 额定电流超过6A的接线端子,在第50周期后和第100周期后测量。
以上两种情况下,所有的接线端子,如果电压降的增量均不超过在15.6.3.2.2试验时同一接线端子

上测得的电压降的50%,或者如果电压降的增加小于2mV,则这些接线端子符合本要求。
如果其中任一接线端子的电压降超过了22.5mV,则这些接线端子为不合格。
如果其中一个接线端子在a)或b)下测得的电压降超过15.6.3.2.2试验时同一接线端子上测得的

电压降的50%,且增加的电压降最小2mV,但电压降不超过22.5mV,根据其额定电流这10个接线端

子要再一次做25个周期或100个周期不通电流的新的老化试验。
在第10周期后和第25周期后或者第50周期后和100周期后(根据额定电流)再次测量每个接线

端子的电压降,任一接线端子的电压降不得超过22.5mV。
两个不可分开的接点,合起来测量时,总电压降不应超过本条给出的数值的两倍。

15.6.3.2.5 若接线端子设计为将导体固定于绝缘材料的表面,则加热试验期间,该绝缘材料表面不得

变形。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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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培 A……………………………………………………………………………………………………
频率(赫兹) Hz……………………………………………………………………………………………
伏特 V……………………………………………………………………………………………………
瓦特 W……………………………………………………………………………………………………

交流电源 [IEC60417-5032(2002-10)]………………………………………………………

直流电源 [IEC60417-5031(2002-10)]………………………………………………………

直流和交流电源 [IEC60417-5033(2002-10)]………………………………………………

Ⅱ类 [IEC60417-5172(2003-02)]……………………………………………………………

Ⅲ类 [IEC60417-5180(2003-02)]……………………………………………………………

额定最高环境温度 ta…℃………………………………………………………………………………

不能使用冷光束灯的警告 ……………………………………………………………

离被照物最短距离(m)……………………………………………………………………

灯具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仅适宜于安装在非可燃材料表面) ……………………………

灯具不适宜被隔热材料覆盖 ………………………………………………………………

普通 IP20…………………………………………………………………………………………………
防滴 IPX1…………………………………………………………………………………………………
防淋 IPX3…………………………………………………………………………………………………
防溅 IPX4…………………………………………………………………………………………………
防喷 IPX5…………………………………………………………………………………………………
防强喷 IPX6……………………………………………………………………………………………
水密(浸没) IPX7…………………………………………………………………………………………
加压水密(潜水) IPX8m(后跟以米为单位的最大潜水深度数值)……………………………………

图1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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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直径大于2.5mm固体异物 IP3X……………………………………………………………………
防直径大于1mm固体异物 IP4X………………………………………………………………………
防尘 IP5X…………………………………………………………………………………………………
尘密 IP6X…………………………………………………………………………………………………

使用耐热电源电缆、互连电缆或外部接线 ……………………………

设计使用碗形镜面反射灯泡的灯具 ……………………………………………………

恶劣条件下使用的灯具 …………………………………………………………………

使用需要带外触发器(连到光源)的高压钠灯的灯具……………………………………………

使用带内启动装置的高压钠灯的灯具……………………………………………………………

替换任何碎裂防护屏 ………………………………………

设计成只能使用自带防护屏卤钨灯或自带防护屏金属卤化物灯的灯具 …………………

内装熔断器的灯具………………………………………………………………………

不要注视亮着的光源 ………………………………………………………………………

警告:触电危险

[IEC60417-6042(2011-11)]

所有符号应符合IEC80416-1内的相应要求。
注:IP数字符号的标记是可选的。

图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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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2 带连接引线的灯具用接线端子座的安装试验布局

图3 该图已从现行版本撤销

图4 4.15要求的图示

图5 该图已从现行版本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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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防尘试验装置

灯具防护等级

防淋 防溅

摆动半角 ±60 ±180

带孔眼的半角范围 ±60 ±90

图7 防淋和防溅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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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试验 D'=6.3mm(第2位特征数字5)

9.2.7试验 D'=12.5mm(第2位特征数字6)
单位为毫米

图8 防喷试验用的喷嘴

说明:
Y———安装表面温度/℃;
X———绕组温度/℃;
①———绕组故障时安装表面的温度限值;
②———在1.1倍额定电压下异常工作时安装表面的温度限值[见12.6.1a)];
③———在1.1倍额定电压下的测量点[见12.6.1b)];
④———在1.0倍额定电压下的测量点;
⑤———在0.9倍额定电压下的测量点;
⑥———通过测定点绘制的直线,当外推至绕组温度350℃时,安装表面温度低于180℃,表示该灯具本试验合格;
⑦———通过测定点绘制的虚线,由于外推时,在绕组温度达到350℃之前,安装表面的温度已超过了180℃,表示该

灯具本试验不合格;
⑧———假设的故障绕组的最高绕组温度值;
⑨———仅当0.9倍与1.1倍额定电压下绕组温度之间的差值小于30K时,才绘制ta/ta 坐标。图示是ta 额定值为

25℃的灯具。

图9 绕组温度和安装表面温度的关系

98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图10 球压装置

单位为毫米

图11 耐起痕试验用电极的尺寸和安装布局

          不带压片的接线端子           带压片的接线端子

说明:

D———导体空间的直径;      
G———导体完全插入时夹持螺钉与导体端部之间的距离。

导体空间的形状可能与图中所示的不同,但要求其内切圆的直径等于规定的D 的最小值。

注:接线端子带螺纹孔的部分与夹持导体的螺钉部分可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与带鞍形架的接线端子一样。

图12 柱形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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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

子规格

导体空

间的最

小直径

D
mm

导体完全插入后夹持

螺钉与导体端部

之间的最小距离G
mm

一只螺钉 两只螺钉

扭矩

Nm

Ⅰa Ⅲa Ⅳa

一只螺钉 两只螺钉 一只螺钉 两只螺钉 一只螺钉 两只螺钉

1 2.5 1.5 1.5 0.2 0.2 0.4 0.4 0.4 0.4

2 3.0 1.5 1.5 0.25 0.2 0.5 0.4 0.5 0.4

3 3.6 1.8 1.5 0.4 0.2 0.8 0.4 0.8 0.4

4 4.0 1.8 1.5 0.4 0.25 0.8 0.5 0.8 0.5

5 4.5 2.0 1.5 0.7 0.25 1.2 0.5 1.2 0.5

6 5.5 2.5 2.0 0.8 0.7 2.0 1.2 2.0 1.2

7 7.0 3.0 2.0 1.2 0.7 2.5 1.2 3.0 1.2

  a 规定的数值适用于表14.4中对应列中所涉及的螺钉。

图12(续)

说明:

A———固定部件;         D———导体空间的直径;

B———垫片或夹片; E———螺栓。

C———防散开装置;
注:使导体固定在位的部件可用绝缘材料制造,但夹持导体所需要的压力不是通过绝缘材料来传递。

图13 螺钉接线端子和螺栓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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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规格

导体空间的

最小直径D
mm

扭矩

N·m

Ⅲa Ⅳa

一只

螺钉

二只

螺钉

一只

螺钉或螺栓

二只

螺钉或螺栓

0 1.4 0.4 — 0.4 —

1 1.7 0.5 — 0.5 —

2 2.0 0.8 — 0.8 —

3 2.7 1.2 0.5 1.2 0.5

4 3.6 2.0 1.2 2.0 1.2

5 4.3 2.0 1.2 2.0 1.2

6 5.5 2.0 1.2 2.0 1.2

7 7.0 2.5 2.0 3.0 2.0

  a 规定的数值适用于表14.4对应列中的螺钉或螺栓。

图13(续)

说明:

A———鞍形架;         C———螺栓;

B———固定部件;  D———导体空间的直径。

注:导体空间的截面形状可不同于图中所示形状,但要求的内切圆的直径等于规定的D 的最小值。

鞍形座架上下面的形状可以不同,将座架倒过来就可适用于截面积大的或小的导体。

接线端子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夹持螺钉或螺栓。

接线端子规格

导体空间的

最小直径D
mm

扭矩

N·m

3 3.0 0.5

4 4.0 0.8

5 4.5 1.2

6 5.5 1.2

7 7.0 2.0

图14 鞍式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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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锁定装置;B———电缆接线片或条;E———固定部件;F———螺栓;G———孔的边缘至夹持面侧边的距离。

注:对于某些型号的设备,可采用比规定接线端子小的接片接线端子。

接线端子规格

孔的边缘至夹持面

侧边的最小距离G
mm

扭矩

N·m

Ⅲa Ⅳa

6 7.5 2.0 2.0

7 9.0 2.5 3.0

  a 规定的值适用于表14.4中对应列中的螺栓。

图15 接片接线端子

说明:

A———固定部件;

D———导体空间的直径。

接线端子规格

导体空间最

小直径Da

mm

导体完全插入后,固定部分

至导体端部的最小距离

mm

0 1.4 1.5

1 1.7 1.5

2 2.0 1.5

3 2.7 1.8

图16 罩式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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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规格

导体空间最

小直径Da

mm

导体完全插入后,固定部分

至导体端部的最小距离

mm

4 3.6 1.8

5 4.3 2.0

6 5.5 2.5

7 7.0 3.0

  a 所采用的扭矩值是14.4中第Ⅱ列或第Ⅴ列规定的扭矩值。

图16(续)

图17 电气连接件结构图

图18 弹簧式无螺纹接线端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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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无螺纹接线端子的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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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术语“环路安装”(转接供电)的图例

说明:

①———接线端子;      ⑤———光源;

②———电源; ⑥———灯具A;

③———镇流器; ⑦———灯具B。

④———启动器;

b) 术语“通过式布线”在灯具内端接的图例

(灯具被依次连接在L1、L2、L3与中性线之间时,可用三相通过式布线)

说明:

①———接线端子; ⑤———光源;

②———电源; ⑥———灯具A;

③———镇流器; ⑦———灯具B。

④———启动器;

c) 术语“通过式布线”不在灯具内端接的图例

图20 术语“环路安装”和“通过式布线”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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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进行侧面的冲击试验时,刚性支承表面应垂直安置。

图21 球冲击试验的装置

图22 自攻螺钉、自切螺钉和螺纹成形螺钉的例子

(来自ISO1891)

图23 该图已从现行版本撤销

说明:

A———爬电距离;         D———导体;

B———电气间隙(电源接线); E———绝缘层。

C———电气间隙(内部接线);

图24 测量电源接线端子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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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25 滚桶

  

注:如果需要应颠倒二极管的极性。

图26 插入期间安全性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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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木材着火温度与时间的函数

图28 可以接受的锡焊程度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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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29 试验链

说明:

①———螺纹成形螺钉;

②———凹槽;

③———金属材料。

图30 螺纹成形螺钉用于金属材料凹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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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插头/插座连接的电气-机械接触系统

图32 内含≤70W 荧光灯的灯具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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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确定导电部件是否会引起触电的试验

为了确定某一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触电的带电部件,灯具要在额定电源电压和标称频率下进

行下述试验:

A.1 为了确定某一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触电的带电部件,在试设备(DUT)要在额定电源电压和

标称频率下工作。若符合A.2或A.3的要求,某一导电部件则不是带电部件。
注:本附录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如果触及导电部件,是否有触电危险。并不表明绝缘使用的方式和等级。

按照A.2和A.3进行测试:
———DUT的电源一极应接地;
———如果DUT上未明确标明电源电压的极性,则电源电压的两个极性都要试验;
———测量步骤如下:

• 相关部件与任何可触及部件之间;

• 相关部件与地之间。

A.2 电压通过一个由50kΩ无感电阻组成测量电路测量。电压不应超过交流35V(峰值)或无纹波直

流60V。

A.3 当按照A.2进行测量的电压超过限值,接触电流不能超过:
———交流:0.7mA(峰值);
———直流:2.0mA。
合格性用图G.2的测量网络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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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光 源

B.1 概要

对于第12章的试验,贮存一批常用型式的光源就比较方便。这些光源应从通常生产的光源中挑选

出来,其特性应尽量接近有关标准中列出的目标特性。选出来的光源应经老化(钨丝灯至少24h,管形

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至少100h,其中可偶尔关掉几次),然后再进行检查,其特性仍能符合要求且

稳定。试验光源的使用时间不应超过其正常使用的典型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三。每次试验前应检查一下

光源是否有损坏或者接近不能使用的迹象。应定期检查放电灯,以保证影响灯具内温度的电气特性没

有明显的改变。如果光源在线路中有一处以上的插入位置(如荧光灯),则应作记号,以保证插入的位置

始终不变。移动试验光源时应非常小心,特别是钠灯、高压汞灯、金属卤化物灯和汞齐荧光灯在冷却前

不应移动。选作特定试验用的光源,它的额定值和类型应与灯具的声称相适应。如果制造商给出了供

选择的光源形状、结构或表面处理,则应选择最热的一种。没有说明的,应采用最常用的型式。

B.2~B.5的要求涉及试验光源的选择和灯具特定试验用光源的选择。

B.2 IEC60432-1和IEC60432-2范围内的钨丝灯泡

B.2.1 主要的传热方式和试验使用的灯

B.2.1.1 试验时,为了使灯泡在灯具内产生最严酷的条件,需要从传导和辐射两种主要的传热模式的

原理去考虑。

B.2.1.2 辐射。灯具的材料被灯丝的辐射加热,对于灯泡的周围区域,尤其是灯泡的上部,还受到泡壳

表面来的对流热。一般来说,在这样条件下的试验时采用透明的灯泡。在大部分高电压的灯泡中,灯丝

的形状能产生一种略微不规则的辐射分布,但是不大可能具有很强方向性。低电压(100V~130V)灯
泡的设计有较大的变化,例如带横向或纵向灯丝的灯泡可能产生不同的热分布,这在某些设计中可能很

重要。特别是涉及反射型的灯泡时,要注意颈部区域的透明部分。如果拟使用带有传热反射器的灯泡,
试验时要用这样的灯泡。光中心的长度也起作用。

B.2.1.3 传导。灯座及其连接线受到来自灯头传导的热,如果灯具可按灯泡灯头在上的位置工作,灯
座及其连接线还受到来自灯泡外表面的对流热。

B.2.2 钨丝灯

B.2.2.1 概要

根据B.2.1.3和耐久性试验的条件进行试验时,应按B.2.2.2和B.2.2.3的规定准备和使用热试验源

灯(HTS灯)。

B.2.2.2 准备

使用容易得到的光源。每种光源可惟一识别,其灯头温升(Δts)用IEC60360规定的方法测定。
这些值与相应的IEC60432-1表2和IEC60432-2表1进行比较,记录差值[Δ(Δts)]。

IEC60432-1和IEC60432-2没有规定温度时,应使用制造商的数据或要求制造商提供试验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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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 使用

使用已知的试验光源以正常方式进行热试验,并且记录其灯头温度。用[Δ(Δts)]修正该数据得到

最终的试验数据。这个最终的试验数据与表12.1标准限值进行比较。
下面是有助于选择合适灯泡的导则:
与透明灯泡或磨砂灯泡相比,主要发现下列各种灯泡的灯头温度更高:
———涂有白色或深色的玻壳;
———较小的玻壳;
———较短的光中心长度。
与IEC60432-1表2中规定的Δts值的细小差值,通过调整试验电压来修正 HTS灯泡,但是这种

调节不应使功率超过额定功率的105%(相当于电压的103.2%)。
另外,在进行只有传导的热试验时,灯泡的外表面可手工涂一层合适的高温涂料,开始时涂灯头区

域,如有必要,可延伸至整个灯泡的表面。
对于反射型灯泡和碗形镜面反射灯泡,只能用试验电压调节温度。
对于耐久性试验,不能采用修改过提高灯头温度的热试验源灯泡。
如果灯具上有特殊灯泡的标记,或者如果灯具是明显地要使用特殊灯泡时,试验时应该用这种特殊

灯泡。
应按照灯具上标明的最大功率来选择灯泡。如果对标出最大功率60W、E27或B22灯头的灯具疑

惑时,还应该用40W的球形灯泡做试验。
试验灯泡的额定电压应是灯具规定用的、商业灯泡中典型的额定电压。如果灯具打算用两组或两

组以上不同的电源电压,例如200V~250V和100V~130V,则试验应至少应用电压范围低的(即较

大的电流)灯泡进行,但应考虑到上述说明。
选择试验灯泡的范围时,应考虑3.2.8的要求。
如果灯泡是通过灯具内部或外部的变压器或类似装置工作时,则试验灯泡的额定值应与灯具、变压

器上的标记或类似说明相一致。

B.3 在IEC60432-3范围的卤钨灯

用灯具制造商提供的光源进行试验。
应注意这些光源的特殊性能,例如光束角、冷光束形式等。

B.4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

当光源在基准条件(根据相关的IEC光源标准)下工作时,光源的电压、电流和功率应尽可能与光

源的额定值接近,并应在这些值的2.5%之内。
如果没有基准镇流器,选择光源时可采用普通产品的镇流器,该镇流器在校准电流下的阻抗值应在

基准镇流器的±1%之内。
在第12章,自镇流灯被认为是荧光灯或其他放电灯。如果灯具中钨丝灯和自镇流灯或装有串联钨

丝的其他放电灯一起使用时,灯具应使用发热最多的光源(通常是用钨丝灯)进行试验。
如果灯具中使用各种型式的光源组合(例如一只钨丝灯加一只放电灯),灯具应用发热最多的一组

光源进行试验。
如果灯具中既可用钨丝灯,又可用放电灯,灯具应用发热较多的光源进行试验(若不能确定,则逐个

试验)。
401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对一给定的光源功率,通常发现半透明材料用于放电灯或装有串联钨丝的放电灯时要比用于钨丝

灯时达到的温度高。
如果灯具设计所采用的某种尚无技术标准的光源,则应与光源制造商协商后选择试验光源。

B.5 IEC62031范围内的LED模块

用灯具制造商提供的LED模块进行试验(正在考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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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异常线路条件

下面列出的异常线路条件适宜于管形荧光灯或其他放电灯灯具,应从中选用对热来说最严酷的条

件(见12.5.1)。若灯具内装有一个以上的灯,则应只对会导致最不利结果的一个灯施加异常条件。异

常条件应在试验开始前建立。d)和e)仅涉及带两个预热电极的灯(例如荧光灯)。本叙述包括试验布

置的说明。为方便起见,可用遥控开关产生或模拟异常线路条件,这样可以不必中断刚做完正常工作试

验的灯具。

a) 启动器触点短路

本条件适用于触点可移动的启动器,包括装在光源内的启动器。

b) 光源整流

1) 荧光灯灯具(图C.1和图C.2)
这是一种采用容抗控制无启动器的镇流器的灯具在使用后期可能出现的故障条件。在

试验灯具的整流效应时,应采用图C.1所示的线路。灯管与合适的等效电阻的中点连接。
选择整流器的极性以得出最不利的工作条件。如有必要,可用合适的启动装置启动

灯管。
整流器的特性应是:
———反向峰值电压      ≥800V
———反向泄漏电流 ≤10μA
———正向电流 >3倍标称灯工作电流

———转换时间 ≤50μs
然而具有Fa6灯头的管形荧光灯灯具,应如下进行试验:
开始时,在正常条件下,灯管与短路的整流管串联在一起工作。然后,断开整流管的桥路。整流管

两极均应插入。如果灯管熄灭,则试验完成。如果灯管未熄灭,再继续下述试验;
灯管以图C.2所示的线路工作。选择整流管的极性以得出最不利的工作条件。如有必要,可用合

适的启动装置启动灯管。

  2) 根据IEC62035光源的安全标准,可能导致镇流器、变压器或者启动装置过载的某些金属

卤化物灯和某些高压钠灯灯具(图C.3)。
灯具内的光源用图C.3所示的试验线路代替。试验以该试验线路开始,灯具和控制装置稳定在防

风罩的环境温度下。改变电阻R,将灯电流调节到标称灯电流的两倍。不进一步调节R。
如果在超过12.5.2温度限值前已达到稳定状态,热保护控制装置的保护装置没有动作,则需要调

节R,以适当幅度,如10%增量,增加电流。应注意每一次调节尽可能达到稳定状态。无论如何,电流

不应调节到高于标称灯电流的3倍。
注:对于自复位保护装置的保护线路,在达到最高温度前,可能会发生许多次的“通/断”循环。

灯具装有下列特殊种类的金属卤化物灯和高压钠灯时,上述整流效应试验要求是可以免除的:
———额定功率不小于1000W的高压钠灯;
———设计成直接代替汞灯的高压钠灯;
———由IEC62035识别的寿命终了不易发生整流效应的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
———由光源制造商识别的寿命终了无整流效应危险的其他的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这种灯

具可能仅限适宜于特殊的光源制造商)。

c) 灯管取下,并且不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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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灯管的一个电极开路。
该条件可用开关来产生。(或者用经适当改变的试验灯管。)
所选择的电极应是对结果有较不利影响的。

e) 灯管不启动,但两个电极是完整的。对于这种条件,可用不能工作的灯管或经改变的试验

灯管。

f) 灯具内马达堵转。

图 C.1 整流效应的试验线路(仅对一些容性无启动器的镇流器)

图 C.2 整流效应的试验线路(单脚灯管的镇流器)

说明:

①———电源;

②———镇流器、变压器、启动装置;

③———灯具;

④———光源连接器;

D———100A,600V;

R———0Ω~200Ω(电阻的额定功率至少是光源功率的1/2)

图 C.3 某些高压钠灯和某些金属卤化物灯整流效应的试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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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防 风 罩

下面的介绍涉及灯具正常工作和异常工作试验要求的防风罩结构和使用方法。如果可以得到类似

的结果,也可采用其他结构形式的防风罩。
防风罩呈矩形,顶部和至少3个侧面为双层外壳,底部为实心的。双层外壳用开孔的金属制成,两

层之间的间隔约150mm,孔有规则的分布,孔径为1mm~2mm,孔的面积约占每层壳体总面积

的40%。
内表面涂无光泽的涂料。3个基本内部尺寸,每个至少为900mm。防风罩内表面与最大灯具的任

何部位之间的间隙至少应200mm。
若要在一个大的防风罩内同时试验两个或更多的灯具时,应注意一个灯具的热辐射不能影响任何

其他灯具。
防风罩顶部的上方和打孔侧面的周围至少有300mm的间隙。防风罩所处的位置应尽量远离气流

并防止空气温度的突然变化;还应防止来自光源的辐射热。
放置受试灯具时,灯具离防风罩6个内表面应尽可能的远。灯具按工作条件安装(按照12.4.1和

12.5.1的要求)。
对于直接固定在顶棚或墙上的灯具,应固定在由木板或木质纤维板构成的安装表面上。若灯具为

不适宜安装在可燃表面的,则要求使用非可燃绝缘材料的安装板。板厚15mm~20mm,尺寸至少比

灯具外廓的垂直投影大100mm(但最好不大于200mm)。板与防风罩内表面之间的间隙至少有

100mm。板用无光泽非金属涂料涂成黑色。
对于壁角固定的灯具,应在两块符合上述要求的板组成的内角处。
如果灯具要固定在紧靠模拟顶棚下的垂直壁角,则需要第三块板。
灯具不应使凹槽达到有害或有着火危险的温度,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检验。
嵌入式灯具安装在一个试验凹槽内,凹槽由一个顶棚及顶棚上一个由垂直侧板和水平顶板的矩形

箱所组成。
悬吊顶棚是一块12mm厚的通用木屑板,在板上为灯具留出一个合适的开口。这块通用木屑板应

比固定在此板上的灯具的投影宽至少100mm。矩形箱由19mm厚的木质胶合板构成侧壁和紧封住

侧壁、有渗透性的12mm厚的通用木屑板构成。
注:通用木屑板的例子是依据ISO16893-1制造的板。

a) 嵌入顶棚有隔热材料盖住灯具的灯具

封闭箱子外面紧贴着隔热材料。隔热层应等同于2片热阻系数为0.04W/(m·K)、厚10cm的矿

石棉。有更高热阻时可以用较薄的厚度。无论如何试验箱的热阻至少为5m2K/W。

b) 嵌入顶棚但不适合隔热材料盖住灯具的灯具

对于这种嵌入式灯具,试验凹槽应采用与上述规定相同的材料。
箱子的侧面与顶部与灯具的间距应按照随灯具提供的制造商说明书的规定。如果没有规定的间

距,密封箱四周应与灯具接触。
如果灯具有单独嵌入安装的部件(例如,有单独的灯腔和控制装置外壳),应根据制造商推荐的部件

与凹槽内部之间的最小距离(见图D.1)来构筑单独试验凹槽。如果没有规定部件之间的间距(图D.1
的a),每个部件应该用单独的试验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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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b、c和d 最小间距由制造商规定;其他距离依据附录D。

图 D.1 含有单独部件的灯具的试验凹槽举例

如果在灯具顶部或侧面有凸出的隔离物,那么这些隔离物应与试验箱内表面或绝缘材料直接接触。
悬吊顶棚和试验箱内部用无光泽的非金属涂料涂成黑色,组合件与防风罩的内壁、顶板和底板间的

距离应不小于100mm。
若灯具是嵌入墙内的,则用与上述描述相类似的试验凹槽进行试验,但安装灯具的板垂直放置。
对于分类为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表面的灯具,试验凹槽的温度,正常工作热试验时不应超过90℃

(在表12.1中给出),异常工作热试验时不应超过130℃(表12.3中给出)。
分类为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灯具,不测量安装表面或试验凹槽的温度。
导轨安装的灯具连接到适合于灯具的导轨系统上。导轨按照制造商安装说明书正常使用来安装。

将灯具以安装说明或标记所允许的、正常使用中最严酷的热位置连接到导轨上。灯具在12.4.1和

12.5.1规定的条件下工作。
对于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所有间距应从在最大尺寸内或完整安装好并正常工作的两根轴处

移动的极端位置开始测量(见图D.2)。
图D.2图示了灯具在两根轴上均可调节时,正确的试验箱尺寸,以及为了便于设置或调节,顶棚内

需要的间距。

图 D.2 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正确的试验箱尺寸(隔热顶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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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用电阻增加法确定的绕组温升

注:本试验方法适用于镇流器,也适用于类似部件,例如变压器。

开始试验前,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即在灯具切断电源后,镇流器能够以其电阻可忽略不计的适当

方式迅速地与惠斯登电桥或其他适宜的测量仪器连接。
还应用一台易读秒的精密计时器。
试验程序如下:
灯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通电,以保证整个灯具,包括镇流器的绕组,在一个基本不变的环境温

度(t1)下处于热稳定,在这段时间内环境温度(t1)变化不应超过3℃。
测量镇流器绕组的冷态电阻(R1),并记录下环境温度(t1)。灯具工作达到热稳定,这由附着在镇

流器壳体上适宜的温度测量装置来指示。记录防风罩内的环境空气温度(t3)。
然后,切断灯具电源,记录下该时刻,立刻将镇流器与惠斯登电桥相连接。尽快测量电阻,并记录相

应的时刻。
必要时,可在镇流器冷却过程中按适当的时间间隔继续测量电阻,记录下每次测量的时刻。这些测

量数据可绘出一根时间/电阻的曲线,用外推法推回至对应于切断电源的时刻,读出镇流器绕组的热态

电阻(R2)。
由于铜的电阻正比于温度,此温度以-234.5℃作参考点测量的,热态温度t2 可用下列公式,从热

态电阻R2 与冷态电阻R1之比计算出来: R2

R1
=
t2+234.5
t1+234.5

与铜绕组有关的常数是234.5;铝的常数是229。因此,对于铜绕组来说:

t2=
R2

R1
(t1+234.5)-234.5

温升就是计算得到的温度t2 与试验结束时的环境空气温度t3 之差,即:
温升=(t2-t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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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铜和铜合金耐应力腐蚀试验

F.1 试验箱

这个试验要用可关闭的玻璃容器。它们可以是防潮容器,或者带磨沙边缘和盖子的简单玻璃槽。
容器的容积应至少为10L。试验空间与试验溶液容量应保持在一个比例(20∶1到10∶1)。

F.2 试验溶液

准备1.0L溶液。
将107g氯化铵(试剂级NH4CL)溶解在约0.75L蒸馏水或完全去除矿物质的水中并加上30%的

氢氧化钠溶液(用NaOH试剂和蒸馏水或完全去除矿物质的水配制),在22℃下pH值应达到10。对

其他温度,按表F.1的规定调整溶液至相应的pH值。

表F.1 试验溶液的pH值

温 度

℃

试验溶液

pH

22±1
25±1
27±1
30±1

10.0±0.1
9.9±0.1
9.8±0.1
9.7±0.1

  调整pH值后,加蒸馏水或完全去除矿物质的水到1.0L。
这不会使pH值发生任何改变。
在任何情况下,调节pH值期间都应使温度保持在±1℃内,用一台可以在±0.02范围内调节pH

值的仪器测量pH值。
试液可以长期使用,但是代表蒸气中氨浓度的pH值测量应至少每3个星期检查一次,如有必要应

进行调整。

F.3 试件

试验在从灯具上取下的试件上进行。

F.4 试验程序

应仔细清洗试件表面,用丙酮油脂去掉油漆,用汽油或类似物质去除指印。
装有试液的试验箱应达到30℃±1℃。预热到30℃的试件应尽快放进试验箱内,并能使氨蒸气

可以没有阻碍的起作用。试件最好能悬挂起来,使之不会沾到试液,也不会互相接触。支承装置或悬挂

装置应由不受氨蒸气腐蚀影响的材料制成,例如玻璃或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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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应在恒定的温度(30℃±1℃)下进行,以排除由于温度波动产生的可见的冷凝水,冷凝水会

严重歪曲试验结果。试验过程应在试验箱关闭后开始,并应持续24h。这样处理后,试件应用流动水

冲洗,24h后,在8X光学放大镜下检查应没有裂缝。
为了不影响试验结果,试件应小心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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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6)

G.1 灯具在25℃±5℃环境温度以及额定电源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试验,试验线路如图G.1所示。

6) 本附录G的试验和要求来自GB/T12113—2003。更加详细的信息,参见GB/T12113—2003。

G.2 灯具带有预期型式的光源进行工作,当在额定电压下达到稳定时,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的光

源功率和电压在其额定值的±5%范围内。

G.3 用接线和灯具提供的任何材料(例如绝缘套管)将灯具连接到电源。通常,应根据灯具提供的说明

书或灯具上的标记连接。此外,不随灯具提供、将受试灯具连接到电源的接线应是常用的代表性型号。
使用图G.4中的测量网络测量保护导体电流,并将A和B连接到图G.1中灯具保护接地(PE)导体和

接地连接件之间。接触电流的测量网络是断开的。试验顺序应按照G.5详细规定,但“e”总是断开的,
且对Ⅱ类灯具不应测量。

用高阻抗电压表(电子或示波器)测得的电压有效值U4除以电阻R,得到电流有效值。

G.4 对于接触电流的测量,使用图G.1、图G.2和图G.3规定的电路。
试验顺序应按照G.5详细规定。用符合IEC60529的标准试验指作为试具且施加到可触及的金属

部件,或裹着10cm×20cm金属箔的灯具壳体的可触及绝缘部件。
这里描述的测量方法是基于灯具用于星形TN或TT系统,即灯具连接在相线(L)和中性线(N)之

间。对于其他的系统,见GB/T12113—2003的有关部分。
对于多相连接的情况,按照相同的程序进行,且每次只在一相上测量。每相的限值相同。
对于带有一个可连接到非接地插座插头的I类可移式灯具,使用图G.3的测量网络,而其他所有情

况下使用图G.2的测量网络,要求保护导体电流的除外。
图G.2和图G.3测量网络的电压U2 和电压U3 是峰值电压,应在连接测量网络后进行测量,忽视

可能受线路电容影响的第一个读数。
如果涉及30kHz以上的频率,除了图G.2测量以外,接触电流应包括有关电灼伤影响的测量。对

于灼伤影响,涉及接触电流的未加权的有效值。未加权的接触电流从跨接在图G.2的500Ω电阻两端

的测量电压U1 有效值算得。
端子A电极(标准试验指)应依次施加到每个可触及部件。每次施加端子A电极时,端子B电极应

施加到测量设备的接地,然后依次施加到每个其他可触及部件。
对于Ⅱ类灯具的测量,忽略保护导体。
图G.1的试验线路应使用一个隔离变压器。
含有一个保护阻抗装置时,测量期间每个电阻与所有其他元件(符合IEC60384-14相关要求的Y1

和Y2电容除外),如有的话,进行一次一个的短路。
对于Ⅲ类灯具、导轨和接线系统的要求正在考虑之中。

G.5 试验顺序

接触电流按下列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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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1 不同类别灯具测量时开关E、N和P的位置

灯具型式
开关位置(见图G.1)

e n p

a) Ⅱ类

—

—

—

—

闭合

闭合

断开

断开

1

2

1

2

b) 永久连接的Ⅰ类1)

闭合

闭合

闭合

闭合

闭合

闭合

断开

断开

1

2

1

2

c) Ⅰ类,装有可连接到

非接地插座的插头

闭合

闭合

断开

断开

闭合

闭合

断开

断开

闭合

闭合

闭合

闭合

断开

断开

断开

断开

1

2

1

2

1

2

1

2

  1) 这些测量适合于仅有Ⅱ类绝缘部件的Ⅰ类灯具。

  装有开关的使用荧光灯或其他气体放电灯的可移式灯具、可设置灯具和可调节灯具,测量以后灯具

应断开开关。然后将灯具开关闭合,在光源再次启动前再次按表G.1所述的规定测量接触电流。

图 G.1 在星形TN或TT系统上的单相设备的试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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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2 感知或反应加权接触电流的测量网络

图 G.3 摆脱加权接触电流的测量网络

I保护=U4/R;

R=150Ω;

C4=1.5μF。

图 G.4 高频保护导体电流加权的测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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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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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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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附录)

防护等级IP数字的说明

详细材料参阅IEC60529,下面是该标准的摘录。
本分类系统所包括的防护型式如下:

a) 防止人触及或接近外壳内部的带电部件和触及活动部件(光滑的旋转轴和类似部件除外),防
止固体异物进入设备内部。

b) 防止外壳内的设备由于水进入内部而达到有害程度。
表示防护等级的代号通常由特征字母IP跟着两个数字(“特征数字”)组成,特征数字的含义分别见

表J.1和表J.2。第一位特征数字指上述a)中所述防护等级,第二位数字指上述b)中所述防护等级。

表J.1 第一位特征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第一位

特征数字

防护等级

简要描述 不能进入外壳的物体的简要说明

0 无防护 无特殊防护

1 防大于50mm的固体异物
人体的某一大面积部分,如手(但不能防止故意地接近)。直径超过

50mm的固体异物

2 防大于12mm的固体异物
手指或长度不超过80mm的类似物体。直径超过12mm的固体

异物

3 防大于2.5mm的固体异物
直径或厚度超过2.5mm的工具、金属丝等。直径超过2.5mm的固

体异物

4 防大于1mm的固体异物 厚度超过1.0mm的金属丝或细带。直径超过1.0mm的固体异物

5 防尘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入,但进入量不能达到妨碍设备满意工作的

程度

6 尘密 无尘埃进入

表J.2 第二位特征数字所代表的防护等级

第二位

特征数字

防护等级

简要描述 外壳提供的防护类型的说明

0 无防护 无特殊防护

1 防滴水 滴水(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2 防滴水倾斜不超过15° 当外壳从正常位置向上倾斜15°时,垂直滴水应无有害影响

3 防淋水 与垂直成60°范围以内的淋水应无有害影响

4 防溅水 从任何方向朝外壳溅水应无有害影响

5 防喷水 用喷嘴以任何方向朝外壳喷水应无有害影响

6 防猛烈海浪 猛烈海浪或强烈喷水时,进入外壳的水不应达到有害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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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2(续)

第二位

特征数字

防护等级

简要描述 外壳提供的防护类型的说明

7 水密型
以规定的压力和时间将外壳浸入水中时,进入的水不应达到有害

的量

8 防潜水

设备应适于按制造商规定的条件下长期潜水

注:通常,这意味着设备是气密的,但对某些类型设备也可允许水进

入,但不应达到有害程度。

  注:IP额定值不包括特别的清洁技术。必要时,建议制造商提供适当的关于清洁技术的信息。这与IEC60529
内推荐的专门清洁技术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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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附录)
温度测量

K.1 灯具的温度测量

下面推荐的是按12.4.1要求在防风罩内测量灯具温度的方法。这些经过试验研究得出的测量方

法特别适合于灯具。也可采用其他方法测量,但应证实至少具有同等的准确度和精度。
固体材料的温度通常用热电偶测量。用电位计一类的高阻抗装置读取输出电压。采用直读式仪表

重要的是要检查其输入阻抗是否与热电偶的阻抗相匹配。目前化学型温度指示器只适用于测量的粗略

校核。
热电偶丝应该是低热导率的。适宜的热电偶是由80/20镍铬与40/60镍铜(或40/60镍铝)合金丝

配对组成。两根丝(通常为条状或圆的截面)中每一根都应能顺利的穿过0.3mm直径的孔。所有易暴

露于辐射中的金属丝端部,要涂有高反射率的金属涂层。每根丝的绝缘层应具有适当的温度和电压额

定值,绝缘层还应薄而坚固。
热电偶以对热条件最小的干扰和低热阻的热接触方式贴在测量点上。若没有规定部件专门的测量

点,要先进行试探找出温度最高的点(为此,可将热电偶装于由低热导率材料制成的座上;采用热敏电阻

的仪表来测量也很方便)。对玻璃等一类材料进行试探是很重要的,因为温度随位置的变化很快。装在

灯具内或靠近灯具的热电偶应尽可能少的暴露在传导热或辐射热中。应该小心的避免来自载流部件的

电压。
为了将热电偶接合处固定于测量点上,下列方法是有用的:

a) 机械夹紧,如在固定装置下面(应避免在载流部件下夹紧)。

b) 锡焊在金属表面上(用最少量的焊锡)。

c) 采用胶粘剂(所需的最小量)。胶粘剂不应使热电偶与测量点隔开。与半透明材料一起使用胶

粘剂应尽可能呈半透明状。适用于玻璃的粘结剂,用一份硅酸钠与两份硫酸钙加适量的水

合成。
热电偶末端以至少20mm粘贴在非金属部件的表面以补偿从被测点流走的热。

d) 电缆,将绝缘层切开一条缝嵌入热电偶(不能接触导体),然后将绝缘层束紧。

e) 安装表面(见附录D),将热电偶固定在一个圆铜片上(直径约15mm、厚1mm,表面为无光泽

黑色涂层),在最热点嵌入,与表面齐平。
取防风罩穿孔壁附近、与灯具中心等高的某一位置的空气温度作为防风罩内的平均环境温度。温

度通常用热电偶测量,该热电偶与约30g的金属焊接,为了防止辐射,该金属由上下开口的双层抛光金

属圆筒遮蔽。
整个绕组的平均温度用电阻增加法测量。其测量程序遵照附录E所述。
误差常常是在估算中造成的。应进行一次单独的粗略核查,测量部件的外壳温度,再加上与结构适

应的绕组与外壳的温度差。
定期检查所有温度测量仪是重要的。并推荐各测量机构应互换灯具以增进在不同温度下不同材料

测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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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灯座绝缘部件的温度测量

热电偶应布在下述测量点上,如图K.1所示:

a) 灯座口圈(金属或陶瓷灯座上不布点);

b) 灯头和灯座之间的接触点(适于陶瓷以外的绝缘材料)
应该注意,测量在灯座上进行,应尽可能靠近灯头和灯座的接触点,但不能接触灯头;

c) 离灯座接线端子最大10mm的电缆分叉处(如有的话,由于接线可能触及这个测量点,因此这

个测量点是很重要的)。

图 K.1 一个典型灯座上热电偶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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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资料性附录)

实用灯具设计指南

L.1 范围

本实用指南是要给灯具制造商在灯具设计方面提出建议,考虑的是灯具特性、而非目前采用标准化

的试验和评估的控制。本附录提供了材料选择、塑料材料随寿命老化、腐蚀元素的作用及其适当防护、
光学设计的热考虑、与灯寿命终了时的现象以及耐振相关的建议。

本附录适用于室内和室外用的灯具,并建议了通常可接受的结构,但不是详尽的建议。因此不能认

为本指南是一种要求,因为其他解决方法也可能是同样有效的,或者在某种特殊应用中甚至可能更好。

GB/T16895.18给出了外部影响的分类。

L.2 灯具中的塑料

在灯具结构中,塑料部件已成为重要的并被证明是实用的构件。它应用于灯具的内部部件和接线,
以及诸如半透明罩、防护屏、结构支承件等部件。

以灯具 “正常”使用的相关应用确定这些塑料部件的正常使用寿命(老化)。
过度强烈地使用和破坏性的影响会降低抗老化性能,见表L.1。

表 L.1 破坏性影响

破坏性影响 原 因 结 果a

高工作温度

工作电压过高

环境温度过高

安装不合理

变形

脆化

变色

紫外辐射

有过量紫外线成分的添加汞的高强

度气体放电灯

杀菌灯

发黄

脆化

侵蚀性物质

软化剂(增塑剂)

不妥的清洁(用消毒法)
破裂

强度降低

外表面损坏

  a 所有的原因可与所有结果有关。

  应特别注意:
———连续工作温度;
———紫外和可见辐射;
———静态和动态的机械冲击;
———空气的氧化作用。
这些影响的某种组合特别重要,并能使材料变得不适宜于原来打算的用途。例如,紫外辐射和热的

组合可以使PVC电缆的绝缘层产生绿色物质,这说明绝缘下降。采用通用名称的特定材料所公布的特

性可能由于所用的填充剂或抑制剂、制造过程和设计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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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防锈

在正常室内空气中使用的灯具可以用各种材料制成。
灯具的金属板材部件应进行适当的预处理和表面处理,如烘漆。
没有涂层的铝质反射器和格栅,应该用带阳极氧化层的铝合金。
灯具的辅助部件,如夹子、铰链等,用适当的材料电镀,就可在正常室内空气中满意的使用。适宜的

涂层是锌、镍/铬和锡。
注:潮湿条件下室内使用灯具的电气安全应用本部分第9章的试验来检验。

L.4 防腐蚀

室外使用或室内高湿空气中使用的灯具,应有足够的防腐蚀性能,虽然假定了灯具不被要求在有化

学气体的条件下工作,但要记住所有环境中均含有少量比例的腐蚀性气体,如二氧化硫,并且当存在潮

气时,经历长时间后可能引起严重的腐蚀。
在评价灯具的抗腐蚀性能时,应牢记封闭灯具的内部(即使灯具有一个或几个排水孔)受的腐蚀比

灯具的外部少。
下述金属或化合物具有足够的防腐蚀性能:

a) 紫铜和青铜,或含铜量不低于80%的黄铜;

b) 不锈钢;

c) 铝(板、挤压或压铸)和压铸锌是已知能防止大气中的腐蚀的;

d) 至少3.2mm厚的铸铁或可锻铸铁,外表面至少镀0.05mm厚的锌,内表面有这种材料的可见

镀层;

e) 镀锌钢板,镀层平均厚度0.02mm;

f) 聚合材料,见L.1。
彼此接触的金属部件应该用电化序列上彼此接近的金属制成,以避免电解腐蚀。例如,黄铜或其他

紫铜合金不能与铝或铝合金接触使用;它们之中的任一种材料与不锈钢接触较为可取。
室外使用的塑料通常应选择长时间工作其特性没有明显变化的,如丙烯酸树脂。
纤维素材料一般不适用于高湿条件,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其他材料包括聚苯乙烯在内,在室内使

用是适合的,若用到室外,由于潮气和太阳辐射就容易严重损坏。
打算在高湿条件(室内或室外)下使用的塑料灯具,如果其结构包括粘接的接头,最重要的是长时间

暴露在湿气中的粘结剂不变质。
注:在潮湿条件下室外使用的灯具的电气安全应用本部分第9章的试验来检验。

L.5 化学腐蚀性空气

在有相当浓度的化学腐蚀性蒸气或气体的地方,特别在有凝露的地方,所用的灯具除按上述室外灯

具要求的预防措施外,还要采取下述额外预防措施:

a) 一般讲,与金属板材灯具相比,用防腐蚀金属铸造的壳体的灯具能更好地工作;

b) 由于大多数金属会遭受某些腐蚀性物质的侵袭,应尽可能选用对使用场合的特定腐蚀物质有

良好防护能力的金属。压铸铝能满足多数应用的要求;

c) 同样,使用涂料或其他防护方法时,应按照特定的腐蚀物质或腐蚀物质组来选择。例如,高耐

酸涂料不能经受某些碱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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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丙烯酸树脂、PVC和聚苯乙烯等类似塑料能很好地抵抗大多数无机酸和碱的侵蚀。但它们易

受到许多有机液体和蒸气的侵蚀,由于这种作用取决于塑料的类型和特定的化学成分,所选的

材料要适合特定的环境条件;

e) 搪瓷涂层可以抵抗许多化学物质,但重要的是,如要在腐蚀性很强的空气中满意的工作,搪瓷

涂层应没有破裂区域或裂纹。

L.6 反射器设计

用于反射光线的材料也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反射红外线光谱。这样,起光学作用的反射器也将从灯

具反射大多数红外线,这就降低了过热作用。
重要的是热点未集中在会影响性能或降低材料耐久性的灯具部件和光源上。特别要推荐的是,反

射光(与红外线)不能反射到光源壁、光源钨丝或电弧放电管上。这会影响到光源的寿命,更严重的是会

导致泡壳或电弧管损坏。
光源标准中所给出的最高工作温度不能被超过(见0.2中的引用标准)。

L.7 不同类型灯具内的部件

在部件标准内,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通常与某个条件相关,例如污染等级2,过压类别Ⅰ,在选择灯

具部件时应考虑这些条件。其他参数,例如耐火和(或)耐起痕,也会影响灯具内部件的选择。这同样意

味着,当相关条件是灯具使用所要遇到的情况时,这些部件可以在大部分灯具内使用。某些灯具就要应

用更苛刻的条件,例如道路和街路照明灯具、应急照明灯具等。这就意味着,不符合这些更严酷条件的

“普通”部件不能使用。因此,灯具制造商将不得不致力于使部件符合不同类别灯具的不同条件。
将来,选择灯具部件时应考虑下述因素:

A. 部件的微观环境

A1. 起痕(IEC60112)
———不要求进行起痕试验的普通环境

———要求在175V(即CTI175)时进行起痕试验的环境

A2. 污染等级(GB/T16935.1)
———污染等级1
———污染等级2
———污染等级3
———污染等级4
B. 过电压类别(GB/T16935.1)
———过电压类别Ⅰ
———过电压类别Ⅱ
———过电压类别Ⅲ
———过电压类别Ⅳ
C. 耐火(IEC60695-2系列)
———650℃灼热丝试验

———850℃灼热丝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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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 推荐的电感镇流器对HID灯寿命终了现象的保护

由于灯寿命终了时可能存在镇流器过载的危险,高压钠灯和某些金属卤化物灯的工作应使用适宜

的保护电路。
试验使用图C.3的试验电路。
目前通常接受的是,没有附加的热切断器,普通电感镇流器不太可能满足这个试验要求。

L.9 耐振动的影响

灯具的结构应能耐受工作中可能发生的振动作用,特别是街路照明灯具(GB7000.203)和投光灯具

(GB7000.7)。由于不同的灯具设计、安装方法、以及应用条件(位置特性、预期的气候条件等),没有具

体振动的标准化试验方法。
推荐制造商在灯具设计时研究振动特性、固定点和预期使用的环境。根据这些特性,应进行适宜的

振动试验,给予灯具寿命期间安全的信心。
考虑振动试验后的灯具安全时,可以进行下列适宜的检查:

a) 固定到灯具的部件的保持;

b) 接线或部件的绝缘没有磨损或损伤;

c) 电气连接的保持;

d) 机械连接的保持;

e) 安装固定的保持;

f) 防尘和防潮的保持;

g)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保持;

h) 每次风压试验没有移位(GB7000.203和GB7000.7);

i) 没有灯损坏;

j) 灯保持在位;

k) 可能扩散并导致安全失效的疲劳的早期征兆;

l) 没有部件从灯具上脱落。
注1:在某些情况下,l)和j)可能是安全因素以外的性能。

注2:材料性能随年限和使用退化的影响也可考虑。

注3:在某些国家,国家标准包含了某些类型灯具的振动试验(例如:美国ANSIC136;澳大利亚AS3771)。

L.10 元件的可燃性

IEC60695标准包含了评估电子技术产品着火危险性的附加指南,包括具有与耐热和耐火相关的

某种特性的绝缘材料的预选试验程序。

521

GB7000.1—2015/IEC60598-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5
2
1
0
8
2
9
0
8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5
2
1
-
1
1
0
8
-
1
1
3
5
-
1
6
4
5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附 录 M
(规范性附录)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确定

本附录和表 M.1与第11章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一起使用。

表 M.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确定(见表11.1)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mm
Ⅰ类灯具 Ⅱ类灯具 Ⅲ类灯具

最高工作电压(不超过)

V
1000V 1000V 50V交流或120V直流

(1)不同极性的带电部件之间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2a)带 电 部 件 和 可 触 及 金 属

部件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2b)带电部件和外部可触及绝

缘部件表面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a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基本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3)Ⅱ类灯具中由于基本绝缘损

坏而成为带电的部件和易触及

金属部件之间

附加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4)软缆或软线的防护借助于绝

缘材料的线扣、电缆支架或电缆

夹时,软缆或软线的外表面和可

触及金属部件之间

基本绝缘b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附加绝缘

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

PTI≥600或PTI<600

(5)未使用

(6)带电部件和其他金属部件之

间,这些金属部件位于带电部件

和支 承 面(天 花 板、墙、桌 子 等

等)之间,或带电部件和中间无

金属隔板的支承面之间

基本绝缘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基本绝缘

  a 当Ⅰ类灯具外部绝缘材料表面可以被8.2.1规定的试验指(可移式灯具和可调节灯具用标准试验指,其他类型

灯具用IEC61032:1997图1的50mm试具)触及时,要求达到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b 当电缆提供了两层绝缘时(导体的绝缘和外部护套),该要求由电缆本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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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资料性附录)

对不适宜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和覆盖隔热材料的灯具标记的解释

N.0 概要

当灯具提供警告说明(见3.2.9和3.2.21的规定),它表示不适合直接安装到普通可燃材料和(或)
不适合覆盖隔热材料。

警告说明的使用可用于所有类型的灯具,包括不适于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白炽灯灯具。见

表 N.1。

表 N.1 何时使用符号及其在灯具上或随灯具提供的制造商说明上的解释的指南

灯具能力 符号和解释

A 适合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上的表面安装灯具 无

B
不适合于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只适合于安装在

非可燃材料表面)上的表面安装灯具
使用符号和解释

C
隔热材料覆盖灯具时适合于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上

(内)的嵌入安装灯具
无

D
隔热材料覆盖灯具时不适合于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

上(内)的嵌入安装灯具
使用相关符号和解释

E
不适合于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上(内)的嵌入安装

灯具
使用符号和解释

N.1 防火

关于镇流器寿命终了时从镇流器绕组射出火焰,持续十年以上的实践没有资料来表明这个假设。
其他部件,例如电容,要经受破坏性试验证明这些部件会以安全的方式失效。
还要记住的是,灯具可燃材料的熄灭特性是根据4.15的要求试验的,并推断没有证据证明要保留

绕组和安装表面之间插入材料的要求。因此这条要求从IEC60598-1第2版中删去了。

N.2 防热

为防止安装表面过度受热,本部分给出了可供选择的3个等效的防护方法,由制造商选择:
———间距;
———温度测量;
———热保护器。

N.2.1 间距

镇流器或变压器离安装表面的最小距离是:

a) 10mm,包括灯具外壳外表面与灯具安装表面之间最小3mm的空气间距和镇流器或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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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灯具外壳内表面之间最小3mm的空气间距。
如果没有镇流器外壳或变压器外壳,10mm间距应从有效部位(如镇流器绕组)开始算起。
镇流器或变压器有效部位与安装表面之间距离允许小于35mm时,镇流器或变压器保护区域的灯

具外壳应是坚固连续的,否则要应用b)的规定。对灯具外壳的材质没有要求,它们可以是符合4.15的

绝缘材料。
如果镇流器或变压器与灯具安装表面之间没有灯具外壳,那么两者之间的距离应至少是35mm。

b) 35mm,间距35mm主要是考虑到U型安装的灯具,其镇流器或变压器到安装表面的距离常

大于10mm。

N.2.2 异常条件或故障镇流器条件下安装表面的温度测量

温度测量可以证明在异常条件或故障镇流器条件下,灯具的安装表面不会达到过高的温度。
这些要求和试验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镇流器或变压器故障期间,如由于绕组短路,在15min后

镇流器绕组的温度不超过350℃,在15min后,相应的安装表面温度不会超过180℃。
同样,在镇流器异常条件下安装表面温度应不超过130℃。在环境温度和1.1倍电源电压下,测量

绕组和安装表面的温度并标绘在图上,然后通过这些点连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的延长线在350℃绕组

温度时不应达到代表180℃安装表面温度的这一点(见图9)。
对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与木材引燃温度有关的安装表面限值温度与时间相关(见图27)。

N.3 热保护器

热保护器可以是镇流器的部分或在镇流器外面。
热保护镇流器的要求由有关的镇流器标准涵盖。

热保护镇流器标有符号 或 。这些点由保护器断开电路时的额定最高外壳温度代替,温度

以℃为单位。

标有 或 符号,限值小于或等于130℃的热保护镇流器提供灯具安装表面完全的保护,而不

需要在灯具内附加任何措施。它意味着符合与时间有关的温度要求,即异常条件下允许的最高外壳温

度130℃,以及在镇流器故障条件下,安装表面温度不超过180℃。

带 符号数值大于130℃的热保护镇流器,应结合带有外装热保护器的镇流器的灯具的一起进

行检验。
带有外装热保护器镇流器的灯具,以及装有标有的热保护温度高于130℃镇流器的灯具,通过测量

热保护器断开电路时灯具安装表面的温度进行检验。试验期间,记录灯具安装表面的温度,异常条件

下,不应超过允许的最高温度,即130℃;镇流器故障条件下,不应超过与时间有关的最高温度(见表

N.2)。

表 N.2 热保护工作

安装表面最高温度

℃

允许这些温度的最长时间

min

180以上 0
175和180之间 15
170和175之间 20
165和170之间 25
160和165之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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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N.2(续)

安装表面最高温度

℃

允许这些温度的最长时间

min

155和160之间 40
150和155之间 50
145和150之间 60
140和145之间 90
135和140之间 120

N.4 删去F标记的要求

本版中提出的这些变化经历了5年以上的发展。它们简化了要求的结构,其预期是所有产品满足

最苛刻的要求。如果产品不能满足这个要求,诸如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那么应作相应的标记。因

此,这些变化是从肯定和否定标记一起使用到现在的遵循IEC原则只使用否定的标记。
当产品应符合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但不要求标记(见如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的要求)的复杂因

素,现在被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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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O(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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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P
(规范性附录)

对使用高紫外辐射金属卤化物灯灯具的防护屏的吸收要求

P.1 概要

大部分带有玻璃外泡壳的金属卤化物灯只会出射低强度的紫外辐射,有关灯具防护屏紫外吸收的

附加试验不是必须的。然而,一些带有普通石英外泡壳或无外泡壳的金属卤化物灯会发射高强度的紫

外辐射(普通照明用光源的特定有效紫外辐射功率大于6mW/klm)。
当灯的制造商提供了关于紫外辐射风险的警告语,见4.21.1注1,或对于符合IEC61167标准的灯

基于相关数据页上的信息,灯具应采取充分的紫外防护吸收措施。为了选择紫外吸收防护屏,应使用下

述两个程序中的一个。
注:本程序只是涉及暴露于紫外的人类的可能危害。它不考虑光学辐射对材料的可能影响,如机械损伤或变色。

P.2 程序A

最大特定有效辐射紫外功率Peff应基于灯的制造商提供的信息,或者对符合IEC61167标准的灯,
则基于其相关数据页上的信息。灯的特定有效紫外辐射功率是与其光通量相关的有效紫外辐射功率。

考虑灯具的预期应用,灯具防护屏的最大允许紫外透射T 应按下式计算:

T≤8000/(Peff×te×Ee)
式中:

T ———200nm~315nm间任一波长的最大允许紫外透射;

Peff———灯的特定有效紫外辐射功率,单位为毫瓦每千流明(mW/klm);

te ———应用时预期的每天最长的暴露时间,单位为小时(h);

Ee ———应用时预期的最大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如果不能估计应用时最长的暴露时间,而且由于对每日暴露时间长于8h的不需要考虑,最严酷的

要求如下:

T≤1000/(Peff×Ee)
选择防护屏应根据玻璃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即在200nm~315nm间任一波长的最大允许紫外透

射应不超过计算的最大允许紫外透射值T。

P.3 程序B

上面的计算程序是基于与裸光源有效可见辐射有关的有效紫外辐射值。灯具内反射材料的光谱影

响忽略。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灯具内反射对紫外辐射的吸收会多于对可见辐射的吸收,因此从灯具内发

出的紫外辐射少于按程序A的计算值。如需要且有所怀疑,可以通过对来自灯具的紫外和可见区域的

辐射进行光谱测量来考虑其影响。
在紫外区域的200nm~315nm之间,对于非设计所需的紫外光,测得的光谱辐射应用紫外危害函

数S (λ)加权来给出其有效紫外辐照度。在可见区域,应用光谱光视效率V(λ)×683加权来给出有效

可见辐射,即照度。两个值的比值是特定有效紫外辐射Eeff,即与灯具提供照度相关的有效紫外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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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
注:紫外危害函数S(λ)的相关信息见标准GB/T20145。作用光谱S(λ)从200nm延伸到400nm,但对光源来说

从200nm到315nm加权就足够了。

考虑到灯具的预期用途,从灯具中直接测量的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Eeff≤8000/(te×Ee)
式中:

Eeff———测得的灯具特定有效紫外辐照度,单位为毫瓦每平方米千勒克斯[mW/(m2·klx)];

te ———预期应用时每天最长的暴露时间,单位为小时(h);

Ee ———预期应用时的最大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如果应用时的最长暴露时间不能估计,这种情况下的最严酷的要求给出如下:

Eeff≤1000/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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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Q
(资料性附录)

制造期间的合格试验

Q.1 概述

本附录规定的试验应由制造商在生产后对每一个灯具进行,意在暴露涉及安全的、材料和制造方面

的不可接受的变化。这些试验旨在不损坏灯具的特性和可靠性,它们不同于本部分中某些型式试验,使
用较低电压。

为确保每一个灯具与符合本部分的型式试验认可样品的一致性,可能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制造

商应按其经验确定这些试验。
在质量手册的框架内,制造商可改变本试验程序及其数值使之更适合于生产安排,如果可以证明至

少达到本附录规定的安全等级,可在制造的适当的阶段进行某些试验。

Q.2 试验

表Q.1列出的电气试验应在生产的所有灯具上100%进行。不合格的产品要隔离,以报废或返工。
应用目视检验,确保:

a) 所有规定的标贴牢固地固定在位;

b) 必要时,制造商的说明书放入灯具内;

c) 灯具是完整的,并已执行对照产品清单的机械检查。
试验合格的所有产品应予以适当的识别。

表 Q.1 电气试验的最小值

试验

灯具的分类和合格性

Ⅰ类灯具
金属外壳的

Ⅱ类灯具

电源电压>25V交

流有效值或无纹

波直流60V的Ⅲ类

金属外壳灯具

绝缘外壳的

Ⅱ类和Ⅲ类

灯具

功能试验/电路连续

性(带 灯 泡 或 模 拟

灯)
一般在正常工作电压下

接地连续性

 施 加 在 灯 具 上 的

接地 端 子 与 可 能 变

成带 电 的 最 易 触 及

部件之间。

 可 设 置 灯 具 和 可

调节 灯 具 位 于 最 不

利的位置

最大电阻0.50Ω。

 测 量 时 通 过 的 最

小电流为10A,电压

在6 V 和 12 V 之

间,至少1s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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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Q.1(续)

试验

灯具的分类和合格性

Ⅰ类灯具
金属外壳的

Ⅱ类灯具

电源电压>25V交

流有效值或无纹

波直流60V的Ⅲ类

金属外壳灯具

绝缘外壳的

Ⅱ类和Ⅲ类

灯具

a) 电气强度

或

b) 绝缘电阻

测量 在 连 在 一 起 的

相线 和 中 性 线 端 子

与接地端子之间,或

Ⅱ类 和Ⅲ类 灯 具 的

导 体 与 金 属 外 壳

之间

最 大 断 开 电 流

5mA。

测量 时 施 加 最 小 电

压1.5kV交流,时间

至少1s,或1.52kV
直流

或

最 小 绝 缘 电 阻

2MΩ。测量时施加

500V 直流,时间为

1s

最 大 断 开 电 流

5mA。

测量 时 施 加 最 小 电

压1.5kV交流,时间

至少1s,或1.52kV
直流

或

最 小 绝 缘 电 阻

2MΩ。测 量 时 施 加

500V 直流,时间为

1s

最 大 断 开 电 流

5mA。

测量 时 施 加 最 小 电

压400V 交流,时间

至少1s,或4002V
直流

或

最 小 绝 缘 电 阻

2MΩ。测 量 时 施 加

100V 直流,时间为

1s

不适用

极性

在进线端子处试验

灯具 的 正 确 工 作 需

要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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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R
(规范性附录)

需要重新试验的更严酷或关键要求的修改条款清单7)

7) 本附录R组合了IEC60598-1:2008和IEC60598-1:2014附录R的内容。

本附录详述了从GB7000.1以前的版本(包括所有修改件)更新产品证书时,要求考虑的这个新版

GB7000.1中的要求。并非所有情况都要求重新试验。
自带防护屏灯和紫外防护的要求:涉及条款1.2.71、3.2.19、4.21、4.24.1和附录P;

SELV要求:涉及的条款1.2.42、5.2.14、5.2.16、8.2.3和9.2;
接触电流、保护电流和电灼伤:涉及条款1.2.78、1.2.79、1.2.80、3.3、10.1、10.3和附录G;
热表面:涉及条款1.2.81、1.2.82、3.2.20、4.14.3和表12.1;
带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涉及条款0.5.2、1.2.83和附录V;
可替换熔断器:涉及条款3.2.22和图1;
灯具基本绝缘的触及:涉及条款1.2.8、8.2.1、8.2.4、8.2.5、8.2.6和附录 M
对不适宜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和覆盖隔热材料的灯具标记:涉及条款2.4、12.6、3.2.9、3.2.21、

4.16、附录D和附录N;
用一个固定装置、并遭受旋转力的灯座的扭矩要求:涉及条款4.12.4;
灯溅水防护的要求:涉及条款9.2;
热传感控制器的固定:涉及条款4.28;
热试验(异常工作)触发器标记(tc+x):涉及条款12.5.2;
接地标记:涉及条款3.2.12;
视网膜蓝光危害:涉及条款3.2.23和4.24.2;
电路间的绝缘:涉及条款3.3.22和4.31;
过电压保护器:涉及条款4.32和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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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S
(规范性附录)

型式试验时识别灯具系列或族的要求

S.1 总则

从具有类似结构的一个系列灯具中选择型式试验样品进行型式认可试验时,应选择代表最不利部

件和外壳的组合的灯具。

S.2 灯具系列或族

考虑一个具有类似结构的系列或族灯具应是:

a) 符合相同的GB7000第2部分中的适用标准;

b) 装有具有相同特性的光源,如:

1) 钨丝灯,包括卤钨灯;

2) 荧光灯;

3) 气体放电灯;

4) LED灯和模块。

c) 相同的防触电保护类别;

d) 相同的IP等级。
应根据S.2来确定其符合性。
要对每个系列灯具进行逐个考虑。系列灯具应由同一制造商在相同的质量保证体系下制造。系列

中型号的派生应重点鉴别所用的材料、部件和工艺。型式试验样品应由制造商和试验机构协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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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
(资料性附录)
关 于 0 类

T.1 概要

现在已经有多年不制造0类灯具了。为了遵循公共安全,0类灯具已经在国际标准中消除了。
然而,某些国家仍保留着这类设备,尤其在老设施内。由于这个原因,有必要保留有关0类试验要

求的本附录。

T.2 定义

见1.2.21。

T.3 要求和试验

在GB7000.1—2003中作了下述修改,目的是在GB7000.1—2007的主体中删除关于0类的内容:

1.2.22删去注2,注3成为注2。

2.2用下文替代第1段的第1句:
按防触电保护型式,灯具应分类为Ⅰ类、Ⅱ类或Ⅲ类(见第1章的定义)。
删除第1段的第2句。
删除第2段。
删除最后一段和最后的注。

4.7.1第1段的开头作如下修改:

Ⅰ类和Ⅱ类可移式灯具以及经常调节的Ⅰ类和Ⅱ类固定式灯具内,……

4.13.4删除第2段。
表5.1删除第一行。

8.2.1第6段的开头作如下修改:

Ⅰ类和Ⅱ类灯具……
表10.2和表10.3删除第2列开头的“0类和”。
表10.3第一行改成:

Ⅱ类1)。
附录 M 将表第一行的第2个框改成:

Ⅰ类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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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U
(资料性附录)

要求使用更高等级(冲击耐受类别Ⅲ)的灯具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U.1 概述

本部分第11章详述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限值参照GB/T16935确定,且基于冲击耐受类别

Ⅱ。这个冲击耐受类别水平被认为与GB7000标准范围下覆盖的灯具的通常用途相适应。对于需要

更高等级的冲击耐受类别的情况,本资料性附录详述了GB/T16935的更严酷要求,其允许灯具具有更

高的过电压能力—冲击耐受类别Ⅲ。

U.2 冲击耐受类别Ⅲ的要求

表U.1给出了对冲击耐受类别Ⅲ增加的要求。如果要求达到额定冲击耐受类别Ⅲ的话,这些限值

适用于代替本部分第11章表11.1给出的值。
污染等级详细信息应参考GB/T16935.1。
规定的最小距离基于以下参数:
———使用高度不超过海拔2000m;
———污染等级2:一般仅发生非导电污染,但预料到凝露偶尔造成的暂时导电;
———冲击耐受类别Ⅲ的设备是固定设备,设备的可靠性和可用性需符合特殊要求。

表 U.1 冲击耐受类别Ⅲ交流(50/60Hz)正弦电压的最小距离

距离

mm

工作电压有效值不超过

V

50 150 250 500 750 1000

爬电距离b

———基本绝缘PTIa  ≥600 0.6 1.5 3 4 5.5 8

          <600 1.2 1.6 3 5 8 10
———附加绝缘PTIa  ≥600 — 1.5 3 4 5.5 8
          <600 — 1.6 3 5 8 10
———加强绝缘 — 3.2d 6 8 11 16

电气间隙c

———基本绝缘 0.2 1.5 3 4 5.5 8
———附加绝缘 — 1.5 3 4 5.5 8
———加强绝缘 — 3 6 8 11 16

  注:在日本,这些数值不适用。日本的要求比这里给出的数值更大。

  a PTI(耐起痕指数)按照IEC60112。
b 对于爬电距离,等效的直流电压等于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c 对于电气间隙,等效的直流电压等于交流电压的峰值。
d 对于PTI≥600的绝缘材料,此值可减少为该材料基本绝缘数值的两倍。

  对二次电路内的部件,应用表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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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V
(规范性附录)

用于直接与灯具外壳或壳体部件连接的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的附加试验要求

V.1 对7.2.1的附加要求

接地连接件应是低电阻的,而且不应受到机械应力的损害,例如,在将相线和中性线导体连接到普

通的接线端子座时的机械应力。
机械强度的试验要求:
用于直接与灯具外壳或主体部件连接的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应在接线端子与支撑板之间实现永

久地和可靠地连接。不用工具应不可能松开连接件。应通过结构设计对灯具外表面的无螺纹接地端子

提供保护,避免受到机械应力和来自灯具外的损伤。灯具接触其他物体(如安装表面)时可能有机械应

力。带有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的接线端子座应按制造商的说明书予以安装。
合格性由目视和下列试验检验。
检验接线端子固定的可靠性:用拉力试验检验接线端子座固定到支撑板的牢固性。在接线端子上

装上其额定最大截面积的一根实心导体。在最不利的方向施加20N拉力的试验载荷。试验后,接线端

子座应保持在原位。
检验与支撑板的机械连接:对于本试验,在移除绝缘材料后,应仅由与固定支承接触的接地触点固

定接线端子座。50N拉力试验载荷以与插入时相反的方向施加于接地触点的中央,历时至少1min。
试验后无螺纹接地端子不应损坏,且与支撑板的连接不应松动。

对于每个机械试验,试验后接地连接件的接线端子和支撑板之间的电阻不应超过0.05Ω。

V.2 对7.2.3的附加要求

电气连接件的试验要求:
用于直接与灯具壳体或主体部件连接的一体化无螺纹接地触点承受电压降试验。试验时,接线端

子座安装在制造商说明书规定的最薄厚度的支撑板上,且在接线端子上装配其额定的最大截面积的一

根实心导体。在图V.1所示的Ucs路径上测量电压降。按本附录第一段的规定进行测量。如果任一接

线端子座到支撑板的电阻超过0.05Ω,则该接线端子座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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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① ———导体;

② ———接线端子;

③ ———支撑板;

Ucs ———导体和支撑板之间的电压降。

图 V.1 电压降试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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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W
(规范性附录)

可供选择的热塑灯具的热试验

W.0 概要

下列试验方法可用作内含≤70W荧光灯、没有温度传感控制器的灯具用12.7.1.1标准试验的可供

选择的方法。可疑时,采用12.7.1.1的试验方法。

W.1 关于热塑灯具内灯的控制装置或电子装置内没有温度传感控制器、荧光灯功率≤70W的故障条件热试验

应在12.4.1的a)、c)、e)、f)和h)规定的条件下对灯具加以试验。另外,还要遵循下列各条。
灯具中20%的灯线路,并且不少于一个灯线路,应承受异常条件[见12.5.1的a)]。
应选择对固定点和暴露部件有最大热影响的线路,并且其他灯线路应在额定电压下处于正常条件

工作。
经受上述条件的线路应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工作。在

3个试验电压的每个电压下达到稳定条件,应测量最高绕组温度和最高固定点温度或受最大热影响的

暴露部件温度。不必测量电子线路中小绕线装置的温度。
对于内含滤波线圈的交流供电的灯的电子控制装置的荧光灯灯具,应确定给出标称工作电流所要

求的电压。滤波线圈应在0.9倍、1.0倍和1.1倍此电压下工作。在3个试验电压的每个电压下达到稳

定条件,应测量最高绕组温度和最高固定点温度和受最大热影响的暴露部件温度。灯的控制装置的所

有其他部件和光源在本试验时应不工作。
合格性:
对在0.9倍、1.0倍和1.1倍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最大值)下测得的温度值使用线性回归公

式,计算出与350℃的镇流器或变压器绕组温度有关的固定点和其他暴露部件的温度。如果在0.9和

1.1坐标下绕组温度测量值之间的差值小于30K,加第四点,坐标是绕组ta、固定部件或暴露部件ta。
热塑性材料然后承受13.2.1规定的球压试验,用线性回归法确定的估算温度,但不小于75℃。测量压

痕的直径,不应超过2mm。
本试验是故障条件试验,13.2.1中试验温度升高25℃不适用。在应用4.15和12.7要求时,应参考

下列说明。
———“固定点”指部件的固定点以及灯具到安装表面的固定点。
———“暴露部件”指灯具外壳的外表面。
———根据12.7要求,暴露部件的测量限定在提供灯具/部件固定的部件或者提供本部分第8章要

求的防止与带电部件意外接触的防护挡板的部件。
———热塑性材料的最热部分需要试验加以测量。这通常是在灯具外壳的内表面,不在其外表面。
———材料温度限值是根据材料在机械加载和无机械加载时而确定的。
———ta 是该灯具额定的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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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X
(规范性附录)

电路的有源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要求

电路的有源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要求(见4.31和图X.1)。

图 X.1 LV电源和Uout的说明以及光源与可触及金属部件间的绝缘

表 X.1 有源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要求

控制装置 有源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要求

LV电源与二次

电路的绝缘
输出电压

Ⅰ类

接地的可触及导

电部件的绝缘

Ⅱ类

一个可触及导电部件或

有等电位连接的一个以

上可触及导电部件的绝缘

Ⅱ类

无等电位连接的

一个以上可触及导

电部件的绝缘

无

Uout>LV电源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满足Uout的双重

绝缘或加强绝缘

满足Uout的双重

绝缘或加强绝缘

Uout≤LV电源

满足LV电源 的

基本绝缘

满足LV电源 的双

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满足LV电源 的双重

绝缘或加强绝缘

基本绝缘

大于ELV
的电压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满足Uout加上

LV电源 的附加绝缘

应满足a)或b)的较高要求:

a) 满足Uout加上LV电源 的

附加绝缘

b) 满足Uout的双重绝缘或

加强绝缘

ELV(FELV)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满足Uout加上

LV电源 的附加绝缘

满足Uout加上

LV电源 的附加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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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X.1(续)

控制装置 有源部件与可触及导电部件之间的绝缘要求

双重绝缘或

加强绝缘

大于ELV
的电压

满足Uout基本绝缘 满足Uout基本绝缘
满足Uout的双重

绝缘或加强绝缘

ELV(SELV)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还见GB7000.1的

第8章、第10章和

第11章的要求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还见GB7000.1的

第8章、第10章和

第11章的要求

满足Uout的基本绝缘

还见GB7000.1的第8章、

第10章和第11章的要求

  注:表X.1是GB7000.1已给出要求的概括,并未修改和增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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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A
(资料性附录)

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编号对照一览表

GB1312—2007 管形荧光灯灯座和启动器座(IEC60400:2004,IDT)

GB/T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h:锤击试验

(IEC60068-2-75:1997,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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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5465.1—2009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概述与分类(IEC60417DB:2007,MOD)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2部分:图形符号(IEC60417DB:2007,IDT)

GB/T5169.5—2008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5部分:试验火焰 针焰试验方法 装置、
确认试验方法和导则(IEC60695-11-5:2004,IDT)

GB/T5169.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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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695-2-11:2000,IDT)

GB7000第2部分(所有部分) 灯具 第2部分:特殊要求[IEC60598-2(所有部分)]

GB7000.204—2008 灯具 第2-4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IEC60598-2-4:1997,IDT)

GB/T11021—2014 电气绝缘 耐热性和表示方法(IEC60085:2007,IDT)

GB14196.1—2008 白 炽 灯 安 全 要 求 第1部 分:家 庭 和 类 似 场 合 普 通 照 明 用 钨 丝 灯

(IEC60432-1:2005,IDT)

GB14196.2—2008 白 炽 灯 安 全 要 求 第2部 分:家 庭 和 类 似 场 合 普 通 照 明 用 卤 钨 灯

(IEC60432-2:2005,IDT)

GB14196.3—2008 白炽灯 安全要求 第3部分:卤钨灯(非机动车辆用)(IEC60432-3:2005,

IDT)

GB/T14472—1998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 第14部分:分规范 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固定电

容器(IEC60384-14:1993,IDT)

GB16843—2008 单端荧光灯的安全要求(IEC61199:1999,IDT)

GB17935—2007 螺口灯座(IEC60238:2004,IDT)

GB17936—2007 卡口灯座(IEC61184:2004,IDT)

GB/T18379—2001 建筑物电气装置的电压区段(IEC60449:1973,IDT)

GB19212.6—2013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6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剃须

刀用电源装置及剃须刀供电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5:2010,MOD)

GB19212.7—2012 电原电压为1100V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7部分:安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6:

2009,IDT)

GB19510(所有部分) 灯的控制装置[IEC61347(所有部分)]

GB19510.1—2009 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IEC61347-1:2007,IDT)

GB19510.10—2009 灯的控制装置 第10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IEC61347-2-9:2003,IDT)

GB19651(所有部分) 杂类灯座[IEC60838(所有部分)]

GB19652—2005 放电灯(荧光灯除外)安全要求(IEC62035:1999,IDT)

GB/T20152—2006 石英卤钨灯压封部位温度的标准测量方法(IEC60682:1980,IDT)

GB20550—2013 荧光灯用辉光启动器(IEC60155:2006,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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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3371.1—2013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基本规则 第1部分:注册用图形符号的生成

(IEC80416-1:2008,IDT)

GB/T24392—2009 灯头温升的测量方法(IEC60360:1998,IDT)

GB24819—2009 普通照明用LED模块 安全要求(IEC62031:2008,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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