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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7251《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第2部分。GB/T7251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由一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DBO);
———第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
———第5部分:公用电网电力配电成套设备;
———第6部分: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
———第7部分:特定应用的成套设备———如码头、露营地、市集广场、电动车辆充电站;
———第8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第10部分:规定成套设备的指南。
本文件代替GB/T7251.12—2013《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

制设备》,与GB/T7251.12—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用于光伏设施的成套设备的要求(见附录DD、附录EE和附录FF);
———更改了内部隔离形式的要求,当隔离形式大于1时,在功能单元关闭时,功能单元间内所有仍

在运行的部件的防护等级应至少为IPXXB(见8.101,2013年版的8.101);
———增加了温升的验证评估方法中的验证方式(ⅰ)通过与参考设计和计算的比较,验证具有自然

冷却和额定电流在1600A以上的电路的成套设备的温升;(ⅱ)验证具有主动冷却和额定电

流不超过1600A的成套设备的温升。(见10.10.4.101、10.10.4.102);
———增加了主动冷却相关的术语定义(见3.4.101);
———更改了PSC-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IP代码)的要求,增加了主动冷却相关的要求内容(见10.3,

2013年版的10.3)。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1439-2:2020《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

制设备》。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浙江省机电产

品质量检测所有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配电有限公司、山东海冠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维谛技术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广东广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香江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长通电气有限公司、常德天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分院、广西柳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

空通讯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欣美成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库柏(宁波)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友邦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浙宝电气(杭
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华建开关有限公司、万控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昇辉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电科院检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柘中电气有限公司、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之江开关股份有限公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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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川开电气有限公司、上海添唯认证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珠江开关有限公司、施耐德

(西安)创新技术有限公司、西门子工厂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威腾配电有限公司、常熟开关制造有

限公司(原常熟开关厂)、中检质技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

司、高原(山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欧通电气有限公司、山东万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市兰山电

气有限公司、天津市天传樱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福建裕能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山东厚俞实业有限

公司、长沙奥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潞电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光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北京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科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珠海盈源电气有限公司、广东中兴电器开关股份

有限公司、俊郎电气有限公司、江苏南瑞泰事达电气有限公司、大航有能电气有限公司、人民电器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浙江超荣力电器有限公司、广东佰林电气设备厂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电控装备厂、中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东营金丰正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万盛电气有限公司、突破

电气(天津)有限公司、镇江加勒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山东胜利通海集

团东营天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华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北京昊创瑞通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汉德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余杭群力成套电气制造分公司、胜利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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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伊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格电气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杭州奥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山东鲁能力源

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瑞能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中电通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郑州蒂德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博纳

认证有限公司、科畅电气有限公司、烟台三水电器有限公司、许昌豫盛昌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凯晨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德云电气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裕成电器有限公司、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义
乌市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八方电气分公司、天津津通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河南瑞尔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雷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宝临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万新电气有限公司、河南省三禾电气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国控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河南帷幄电气有限公司、浙江江山源光电气有限公司、博方电

气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杭州得诚电力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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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7251采用IEC国际标准,以适应国际间的贸易、技术经济交流的需要。
本文件是产品标准,与GB/T7251.1结合使用。

GB/T7251拟由九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旨在规定各类成套设备标准的通用要求。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旨在规定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的特定要求和验证

方法。
———第3部分:由一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DBO)。旨在规定由一般人员操作的配电板的特定要求

和验证方法。
———第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旨在规定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的特定

要求和验证方法。
———第5部分:公用电网电力配电成套设备。旨在规定公用电网动力配电成套设备的特定要求和

验证方法。
———第6部分: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旨在规定母线槽的特定要求和验证方法。
———第7部分:特定应用的成套设备———如码头、露营地、市集广场、电动车辆充电站。旨在规定特

定应用的成套设备的特定要求和验证方法。
———第8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旨在规定智能型成套设备的特定要求,如网络连

接、四遥功能等及其验证方法。
———第10部分:规定成套设备的指南。旨在为成套设备的用户提供应用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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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成套电力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本文件简称“PSC-成套设备”,见3.1.101)的特定要求

如下:
———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1000V或直流不超过1500V的成套设备;
———进线端的额定频率不超过1000Hz的成套设备;
注1:频率超过1kHz被认为是高频,需要同时参考绝缘配合的附加要求,参见GB/T16935.1—2008的5.3.3.2.5。

———户内和户外配套使用的成套设备;
———带外壳或不带外壳的固定式或移动式成套设备;
———打算与发电、输电、配电和电能转换的设备以及控制电能消耗和数据处理的设备所配套使用的

成套设备;
———那些为特殊使用条件而设计的成套设备,如船舶、机车车辆使用的成套设备,只要它们符合有

关的特定要求。
注2:IEC60092-302-2包含了对船用成套设备的补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那些应用于光伏设计中的成套设备(PVA),PVA的特性、特定的使用条件和要求见

附录DD、附录EE和附录FF。
本文件提供了作为机器电气设备的一部分使用,和可能适用于除IEC60204-1给出的要求外的

PSC-成套设备的补充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那些一次性设计、制造和验证或完全标准化批量制造的成套设备。
进行生产和/或组装的可能不是初始制造商(见GB/T7251.1—2023的3.10.1)。
本文件不适用于单独的器件,如断路器、熔断器式开关;也不适用于整装的元件,如电机起动器、电

力电子转换器系统和设备(PECS)、开关电源(SMPS)、不间断电源(UPS)、基本传动模块(BDM)、成套

传动模块(CDM)、调速电气传动系统(PDS)、独立储能系统(电池和电容器系统)和其他符合相关产品

标准的电子设备。本文件介绍了它们如何集成到PSC-成套设备或作为PSC-成套设备一部分的空

外壳。
在爆炸性环境、功能安全的场合,除IEC61439(所有部分)规定的要求外,还可需要遵守其他标准

或法规的要求。
本文件不适用于IEC61439的其他部分的特定类型成套设备。未被其他部分包含的成套设备,本

文件适用。
除非当地法律有详细的附加要求,否则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只要符合本文件规定,就被视为满足基

本安全要求。这包括经过充分验证的标志语,例如用户选择防止意外接触IPXXB或IP3XD危险带电

部件的保护。如果用户和制造商之间商定了本文件中未完全规定的特殊要求,例如:(ⅰ)成套设备的一

部分不在本文件范围内;(ⅱ)安装位置存在异常振动;(ⅲ)运行中出现异常电压变化,或(ⅳ)声波或超

声波源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证明成套设备已满足基本安全要求,可准许进行风险评估和/或额外更

严格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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