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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８８２：１９８６《无启动器管形荧光灯预热要求》（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ＩＥＣ６０８８２：１９８６。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ｃ）　删除ＩＥＣ６０８８２：１９８６的前言。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２４）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电光源研究所、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中山市小榄镇欧光灯

饰厂、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秀荣、朱伟亮、赵文斌、俞安琪、胡平波、杨小平、江姗。

本标准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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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启动器管形荧光灯预热要求

１　概述

本标准规定了具有预热阴极并在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频率无启动器电路中使用的管形荧光灯阴极加热

的基本技术要求。就阴极的加热条件而言，此要求能使灯达到可靠的性能要求。用于这种灯工作的镇

流器应能提供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的阴极加热电压和电流。

在规定阴极的加热条件时，需要考虑到阴极的两种工作状态，它们是：

ａ）　启动阶段：此时，阴极加热的功能是为了便于电弧的触发；

ｂ）　工作阶段：此时，阴极加热的功能应能维持气体放电。

２　阴极的加热要求

２．１　启动阶段

２．１．１　阴极的最低温度

对于良好的触发状态，应使阴极加热温度高于其发射温度，因为带预热阴极的灯的冷启动会损坏阴

极的发射体，从而缩短灯的寿命。在电弧起弧之前，需要一最小的电能使阴极充分加热。此电能可以表

示为通过阴极的最小电流，或表示为阴极两端最小电压，二者均与任意选择的阴极电阻值有关。

此外，还应考虑到启动时间，为确保灯的寿命满足要求，该时间应尽可能的短。设计镇流器时要考

虑到环境温度及灯特性的变化，因此镇流器的设计开路电压大大高于灯在发射时的启动电压。如果阴

极没有被快速充分地加热，这种开路电压会引起灯的冷启动，应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使用所谓的“涌

入电流”可以使达到发射温度所需要的时间保持在很短的水平。当阴极处于低温时，如果变压器或镇流

器的内部电阻足够小，则阴极电阻也很小，并且有一大电流通过该阴极。

能缩短预热时间的其他方法有：设计一具有高预热电压的镇流器，在电弧起弧之后该预热电压便大

大降低，或者，不考虑阴极电压的值，使一大电流通过该阴极，在电弧起弧之后，此电流也会变小。

从灯被触发的观点看，镇流器最好设计成高预热电压或电流式的，而不是设计成低预热电压或电流

式的。

２．１．２　阴极的最高温度

由于要防止阴极材料的过度蒸发，除了要规定阴极温度的下限值之外，还需要规定阴极温度的上限

值。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启动时间很短，以致于即使在预热电压非常大的时候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损坏。

另一种现象发生在处于高电压的阴极的两端，就是所谓的横向飞弧。如果电压源的内部阻抗很小，

这种放电会使电流增大。过大的电流会损坏内部阴极的末端、阴极的引线及变压器的绕组。另一方面，

横向飞弧有助于触发弧光放电，某些设计人员就利用了这一特点。如果能通过确保镇流器绕组的内部

阻抗足够大来限制这种电流，这种作法符合要求。

为了防止阴极的过度蒸发，应规定一与任意电阻值有关的最大预热电流或电压，这取决于所涉及的

是哪种电路（见第３章）。如果此最大极限值足够大，从而使阴极两端发生横向飞弧，那么，在横向飞弧

状态期间，需要有一最大电流的补充技术要求。还需要补充试验来检验该电流（见３．３）。

２．２　工作阶段

２．２．１　阴极的最小加热

在电弧起弧之后，阴极是被两种电流（电弧电流和阴极加热电流）加热的。虽然仅用电弧电流会使

阴极加热到足以使灯工作的程度，但是，在整个工作期间提供补充的阴极加热会明显延长灯的寿命。因

此，希望在灯的工作期间规定一阴极最小加热电压或电流。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例如灯用在调光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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