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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16917《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分为三个部分:
———第1部分:一般规则;
———第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RCBO的适用性;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RCBO的适用性。
本部分为GB16917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16917.1—2003《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一般规则》。
本部分与GB16917.1—200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第1章范围中,交流额定频率由50Hz或60Hz扩大为50Hz、60Hz或50/60Hz,即增加了可同

时适用于50Hz和60Hz的频率范围,同时在5.3.5的标准频率中增加了标准频率值50/60Hz。
———增加了3.10关于绝缘配合的定义。
———修改了表2、表3,使A型RCBO的分断时间和不驱动时间的限值更明确。在表2中明确了进

行带负载的IΔt特性试验时,使IΔt+In 等于B型、C型或D型(适用时)的过电流瞬时脱扣范

围下限值。
———D型RCBO过电流脱扣范围修改为10In~20In。
———增加了5.3.10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的标准值。
———在第6章中,对额定频率的标志修改为:“额定频率;如果RCBO用于多个频率时(如50/60Hz),

应相应标志”;增加了可采用符号标明其适用于隔离。对于D型RCBO,如果瞬时脱扣电流范

围高于20In,增加了要求标志其最大瞬时脱扣电流。
———8.1.1中,对具有多级整定值的RCBO的设定方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8.1.2中,增加了RCBO在断开位置时应提供满足隔离功能所必需的隔离距离的要求,并提

供一个或两个指示装置来指示主触头的装置。
———修改了有关绝缘配合的8.1.3、9.7.7和9.20以及附录B的内容。增加隔离功能的要求和验证,

表7中对额定工作电压为230/400V、230V和400V的RCBO的断开触头之间的电气间隙

由3mm增大到4mm;增加9.7.7验证冲击耐受电压(跨越电气间隙和跨越固体绝缘)和断开

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
———表10“时间-电流动作特性”中,修改了试验项目a)“脱扣或不脱扣时间极限”的表示方式[t≤1h

(对In≤63A)或t≤2h(对In>63A)],以便与GB10963.1保持一致。
———修改了8.1.4.4有关载流部件材料的描述方式。原来载流部件直接指明了材料为铜等合金,现

修改指明为金属,举例说明材料为铜等合金。并明确当使用铁合金或适当涂层的铁合金时,
应通过防锈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防腐要求。因而,新增加了条款9.25“防锈试验”。

———对9.5.1进行了修改,规定对各种型式的导线,硬导线(单芯或绞合)和软导线,均要进行试验,
并规定了与导线型式相应的试验导线的截面积范围;对表15也进行了修改,明确了不同截面

积导线相应施加的拉力。
———增加了9.7.7“验证冲击耐受电压(跨越电气间隙和跨越固体绝缘)和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

流”,包括,用冲击耐受电压验证电气间隙、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泄漏电流(适用于隔离)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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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断开触头绝缘和基本绝缘耐冲击电压能力等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将原来的9.20“验证绝

缘耐冲击电压性能”也合并到本试验条款中,并对试验的电压值作了相应的调整。
———修改了9.9.1.2c)1)突然出现剩余正弦交流电流时的试验方法。修改为先闭合开关S2,然后再

闭合电源开关S1 的方法来测量分断时间。该试验方法测量的时间包括了对RCBO供电的时

间,使测量的时间更为合理。
———修改了9.9.1.2d)的5IΔn~500A范围内剩余电流的试验程序,由原来选取:5A、10A、20A、

50A、100A、200A和500A等7个剩余电流值进行试验,修改为在5A~200A的电流范围

内任意选取两个剩余电流值和500A进行试验,简化了试验程序。
———修改了9.9.2.2瞬时脱扣试验,引入新的项a)“一般试验条件”,对试验电流上、下限值的试验

方法进行了修改。瞬时脱扣电流的下限值,仍在任何合适电压下试验,而试验电流上限值分

别在合适电压和额定电压下进行试验,而且试验程序和试验方法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在9.12验证RCBO在短路条件下的工作状况中,对试验电路图及描述方式作了修改。将原来

分别在单相电路、三相电路、三相四线电路中试验的5个短路试验图合并为一个短路试验图,
并另外增加了一个适用于IT试验的试验电路图和阻抗Z的结构图。

———增加了9.12.11.2.2“验证RCBO在IT系统的适用性的短路试验”。
———修改9.15“耐异常发热和耐燃试验”,修改了样品数并规定了禁止施加部位。试验在3个试品

上进行。灼热丝不能直接施加到如下部位:端子、电弧室和电磁脱扣部分。
———9.17中明确了对4.1.2.2分类的产品验证多相供电要求的试验方法。
———删去了整个9.18验证三极或四极RCBO通以单相负载时过电流的极限值。
———进一步明确了9.21.1.4验证剩余脉动直流电流叠加0.006A平滑直流电流时的正确动作的试

验方法。
———取消了原附录H“验证RCBO符合电磁兼容(EMC)技术要求的试验、补充试验程序和试品数

量一览表”,将相关内容增加到新增的条款9.24“电磁兼容”,及附录 A的表 A.1、表 A.2和

表A.3新增的EMC试验程序H、I和J中,包括试验项目、试品数量和合格判定数量等,并增

加了T2.6“低于150kHz频率范围内的共模传导骚扰”的试验项目等。
———增加新的附录: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无螺纹端子的RCBO的特殊要求;带扁形快速连接端

子的RCBO的特定要求;具有连接外部未经处理铝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和连接铜或铝导线

的铝制螺纹型接线端子RCBO的特殊要求。
———对附录按字母顺序重新编号。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1009-1:2012《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

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一般规则》(第3.1版)。
本部分与IEC61009-1:2012的主要差异如下:
———本部分中对IΔn≤0.03A的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并且电源电压故障时不能自动断开的

RCBO,保留了在GB16917.1—2003中提出的在电源电压降到50V时还能动作的技术要求。
因此在4.1.2.2的下面增加了注2,试验方法按9.9.1.5。

———IEC61009-1:2012的第6章中第3段,为“本部分的所有RCBO均能提供隔离功能,所以在

RCBO上可用符号 标明其适用于隔离”。本部分修改为“本部分的所有RCBO均能

提供隔离功能,所以在RCBO上可用符号 (也可采用符号 )标明其适用于隔

离。”因为 RCBO 的功能是将 RCD 的功能与符合 GB10963.1的断路器功能组合,为与

GB10963.1保持一致,增加了括号中的说明。
———删去IEC61009-1:2012的表18,因内容与IEC61009-1:2012的表28重复。本部分将IEC61009-
1:2012的原表19编号改为表18,原表28编号改为表19,正文中引用原表19、表28,也作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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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IEC61009-1:2012的9.7.7.5第5段中,误写为:“在9.9.1.2c)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通以

1.25IΔn,RCBO应脱扣。…”,本部分更正为:“在9.9.1.2c)1)规定的试验条件下,通以1.25IΔn,

RCBO应脱扣。…”。9.12.13.2第3段、9.19.2.3第2段、9.22.1.3a)和9.23第3段均有类似情

况,也作相应修改。
———IEC61009-1:2012的9.9.1.2d)第1段,为“试验电路随机调节到5A和200A之间的任意两

个剩余电流值。”;为与表2规定保持一致,本部分补充为“试验电路随机调节到5A~200A之

间的任意两个剩余电流值和500A。”
———IEC61009-1:2012的9.9.2.2b)、c)、d)瞬时脱扣试验的上限值,误写为:“然后再从冷态开始,

对所有极…”,本部分更正为:“然后再从冷态开始,按9.9.2.2a)对试验电流上限值规定的

条件…”。 
———IEC61009-1:2012的9.12.11.2.2的第7段中,误写为:“对接着的被试保护极的“O”操作(见

C.2),…”,本部分更正为:“对接着的被试保护极的“O”操作(见A.2),…”。
———IEC61009-1:2012的9.21.1.2的第4段中,误写为:“在每个IΔn值的电流下测量两次…”,本部

分更正为:“在每个IΔ 值的电流下测量两次…”。
———附录O的表O.3根据导线和接线端子材料的试验列表中,误写为:“表16”,本部分更正为

“表8”。因表16已删去。
———对附录按字母顺序重新编号。
本部分规定了各种型式的RCBO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及试验。当用于特定型式的RCBO时,

本部分应与GB16917.21—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

21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的RCBO的适用性》和GB16917.22—2008《家用和类似

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22部分:一般规则对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

关的RCBO的适用性》一起使用。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9)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电科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线路

保护系统有限公司、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良信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德力西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市开普电器有限公司、南京鼎牌电器有限公司、法泰电器(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开

关股份有限公司、环宇集团有限公司、罗格朗低压电器(无锡)有限公司、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大江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加西亚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森泰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周积刚、刘金琰、龚骏昌。
本部分参与起草人:刘丽萍、王先锋、包章尧、章克强、谢娟、范建国、何秀明、卢科军、何乐如、邹建华、

朱遵义、薛涵、胡雪松、李丽芳、傅凯、叶海武、王中平、吴满怀、范林。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6917.1—1997、GB16917.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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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
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

第1部分:一般规则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各种型式的RCBO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及试验。本部分适用于交流额定频率

50Hz、60Hz或50/60Hz,额定电压不超过440V,额定电流不超过125A,额定短路能力不超过25000A
(在50Hz或60Hz时),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无关或与电源电压有关的家用或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

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以下称为RCBO)。

RCBO用来对人进行间接接触保护,这时设备的外露导电部件应接到一个合适的接地极上。

RCBO还可用来对建筑物及类似用途的线路设备进行过电流保护,也可对由于过电流保护装置不动作

而持续存在的接地故障电流引起的火灾危险提供保护。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的RCBO也可作为其他电击保护措施失效时的补充保护措施。
本部分适用于能同时执行检测剩余电流,将剩余电流值与剩余动作电流值相比较以及当剩余电流

超过该值时断开被保护电路的装置。该装置也能在规定条件下接通、承载和分断过电流。
注1:本部分有关在剩余电流条件下动作的内容以GB16916.1为基础。本部分有关过电流保护的内容以GB10963.1

为基础。

注2:RCBO主要给非专业人员使用,不需要进行维修。RCBO可以用来提交认证。

注3:RCBO的安装和使用规程在GB16895中规定。

RCBO预期用于污染等级2的环境中。
注4:对于更严酷的过电压条件,宜采用符合其他标准的断路器(如GB14048.2)。

注5:对于较高污染等级的环境,宜采用合适防护等级的外壳。

一般型RCBO耐误脱扣,是指浪涌电压(由操作暂态过电压或雷电感应产生的)在设备中产生负载

电流而没有发生闪络。

S型RCBO即使在浪涌电压引起闪络并产生续流时也具有足够的耐误脱能力。
注6:安装在一般型RCBO后面并以共模方式连接的浪涌吸收器可能引起误脱扣。

RCBO适合于隔离用。
除了带不可开断中性线的RCBO以外,符合本部分的RCBO适用于IT系统。
当电源侧容易发生过度的过电压时(例如电源通过架空线引入),可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例如:采

用避雷器)(见GB16895.12)。
注7:对防护等级高于IP20的RCBO,可能需要特殊的结构。

本部分也适用于由合适的剩余电流装置与断路器组装而成的RCBO,其机械装配可由制造厂在工

厂完成或在现场进行,这时附录G的要求适用。具有一个以上额定电流的RCBO,只要在正常使用时

把额定电流从一个值变换到另一个值的装置是不可接近的并且不使用工具不能变换额定值的,本部分

也适用于具有几个额定电流的RCBO。
对插入式的RCBO需要补充技术要求。
对装入家用及类似一般用途的插头、插座或器具连接器的 RCBO 或专门与它们组合使用的

RCBO,以及预期使用于50Hz或60Hz以外的频率,必须附加特殊的技术要求。
对装入插座的RCBO或专门与插座组装的RCBO,本部分的技术要求可以与GB2099.1或产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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