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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8.1.1、8.1.2、8.1.3、8.2、8.3、8.4、8.5、8.6、8.7、8.8、8.11、9.3、9.6、9.7、9.8、9.9、

9.10、9.11、9.12、9.15及附录B、附录C和附录H是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随着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在直流电路中使用的家用及类似场所

用断路器也日益增多。原来的GB10963—199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及IEC60898:

1995没有包括直流断路器的技术要求,对家用直流断路器的指标及性能无标准可以考核。为了适应

“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的发展,国际电工委员会把原来的IEC60898修订成为两个部分,并在

2000年6月首先出版了IEC60898-2:2000《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

流和直流的断路器》,接着在2002年1月将原来的IEC60898:1995《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

路器》修订为IEC60898-1(第一版):200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

的断路器》。在IEC60898-1的第一版中,根据家用及类似场所用断路器技术的发展,还增加了部分新

的技术内容。根据国际标准的这一变化,我们也对GB10963《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进
行了修订,并在修订时将原来的GB10963分为两个部分:

———GB10963.1《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GB10963.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

GB10963.2《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2部分: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已于

2002年制定完毕并上报审批,将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发布。这次修订的是GB10963.1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本部分为GB10963的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对应于IEC60898-1:2002《电气附件 家用及

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英文版)及2002年5月发布的第一次

修改IEC60898-1Amendment1:2002-05(英文版)和2003年5月发布的第二次修改IEC60898-1A-
mendment2:2003-05(英文版)。本部分与IEC60898-1:2002的一致程度为等同采用。本部分代替

GB10963—1999《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本部分与GB10963—1999相比主要差别如下:
———本部分明确提出了本部分适用范围内的断路器预期在污染等级2的环境中使用,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是按该污染等级及绝缘材料的级别来设计的。对更高污染等级环境使用的断路器,
宜采用具有合适防护等级的外壳保护。

———本部分明确规定本部分适用范围内断路器的冲击耐受电压为2.5kV和4kV二个等级,并按

要求对断路器进行冲击耐受电压试验。对更严酷的过电压条件,宜采用符合其他标准的断路

器(例如GB14048.2)。
———在适用范围中进一步明确了本部分的断路器适用于隔离,并要求标志适用于隔离的符号。相

应地在性能要求中,对断开触头之间最小的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由3mm提高到4mm(额定

电压400V时),并增加了验证隔离功能的有关试验,如验证断开触头之间的冲击耐受电压及

测量泄漏电流等。
———本部分对断路器的额定电压按不同的配电系统来规定,使额定电压的规定更明确和合理。
———本部分对D型瞬时脱扣电流的范围作了修改,上限值由50In 修改为20In。对所有型式脱扣

器的瞬时脱扣动作试验方法作了修改,规定试验电流的下限值,可在任何合适电压下进行一次

试验,但对试验电流的上限值,要求在额定电压Un(相线对中性线)下进行试验,功率因数在

0.95和1之间,操作程序为:O-t-CO-t-CO-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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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补充规定了螺旋式断路器和插入式断路器的机械应力及机械强度的试验方法。
———本部分的附录 D修改为《短路条件下断路器和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电器

(SCPD)的配合》,SCPD不仅仅局限于原来规定的熔断器,SCPD可以是熔断器,也可以是断

路器(包括限流型和非限流型),并给出了有关配合的详细资料,指导用户在断路器与SCPD配

合时,更好地达到选择性保护和后备保护的要求。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I《常规试验》。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J《具有连接外部铜导线的无螺纹型接线端子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K《带扁平快速连接端头的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增加了附录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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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路器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对相应的条款序号、表的序号等作了调整。
本部分的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H、附录I、附录J、附录K和附录L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的附录A、附录D、附录F和附录G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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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本部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正泰集团公

司、德力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三开关厂、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万绍尤、周积刚、陈 颖。
本部分参与起草人:刘振忠、李广利、胡宏宇、王先锋、祁卫华、杜宣、麦绍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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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
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1 适用范围和目的

GB10963的本部分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不超过440V(相间),额定电流不超过

125A,额定短路能力不超过25000A的交流空气式断路器。
本部分尽可能与GB14048.2中的技术要求一致。
这些断路器是用来保护建筑物的线路设施的过电流及类似用途,它们设计成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

使用,并且无需维修。
本部分的断路器预期在污染等级2的环境中使用。
本部分的断路器适用于隔离。
除了额定电压为120V或120/240V的断路器(见表1)以外,只要符合IEC60364-4-473:1997+

A1:1998的要求,本部分的断路器适合于在IT系统中使用。
本部分也适用于具有几个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只要在正常运行时从一个额定值变换至另一个额定

值的器具是不可触及的,并且不用工具不能变换其额定值。
本部分不适用于:
———保护电动机的断路器;
———整定电流可由用户能触及的器具调节的断路器。
对于防护等级高于GB4208中IP20,以及常在恶劣环境条件场所(例如过湿、过热、过冷或灰尘沉

积)和在危险场所(例如易发生爆炸的场所)下使用的断路器,可要求特殊的结构。
对用于交流和直流的断路器的技术要求见GB10963.2。
对于装有剩余电流脱扣装置的断路器的技术要求见GB16917.1、GB16917.21GB16917.22。
在短路条件下,断路器与其他短路保护电器(SCPD)之间配合的导则参见附录D。
注1:对更严酷的过电压条件,宜采用符合其他标准的断路器(例如GB14048.2)。

注2:对更高污染等级的环境,宜采用具有合适的防护等级的外壳。

注3:根据其脱扣特性及装置性能,本部分适用范围内的断路器也可用于故障情况下的电击保护。用于电击保护的

适用范围由安装规程规定。

本部分包含了确保符合型式试验对这类装置特性所要求的动作特性必须的全部技术要求。
本部分还包括了为保证试验结果的重复性所必须的有关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细节。
本部分规定:

a) 断路器的特性;

b) 断路器在下列几方面应符合的条件:

1) 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2) 断路器在过载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3) 断路器在额定短路能力及以下的短路时运行和工作状况;

4) 断路器的介电性能;

c) 用来确认满足这些条件的试验及试验所采用的方法;

d) 断路器上标志的数据;

e) 认证时执行的试验程序及提交的试品数量(见附录C);

f) 短路条件下,断路器与连接在同一电路中的其他短路保护电器(SCPD)的配合(参见附录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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