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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IEC/TR60943:2009《规定电气设备部件(特别是接线端子)允许温升的导则》
(2.1版)。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根据GB/T1.1的要求,删除国际标准中设置的篇以及标准中有关篇的论述和注;
———将“本报告”改为“本标准”;
———表9中θa 和θn 位置有误,将它们按表8格式进行位置互换;
———5.2.3.3中“如果温升ΔTe 增加6.5K”,其中“ΔTe”有误,改为“ΔTi”;
———表E.1及表E.2中K 值和K′值1.0下原有“条件规定于4.3.1”的说明。由于标准中无4.3.1条

款,所以将其删去;
———图E.1的下图中“T”有误,改为“T3”。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和附录G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熔断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0)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宁波开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厦门宁利电子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

海电器设备检测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庆云。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张寅、苏毅镇、赖文辉、郎建才、陈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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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a) 电气成套设备中的温升是由导线、触头、磁路等内部的各种损耗引起,随着设备的运行和结构

新技术的发展,温升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在成套设备中,温升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在这些设备中,许多耗能元件(接触器、熔断器、电
阻器等)、特别是一些模块化电器组装在由合成材料制成的外壳中,其中一些外壳散热性很差。
温升引起了构成电接触的基本元件相对高的温度:高温加速接触界面的氧化,电阻增加,由此

导致进一步发热,结果产生更高的温度。如果触头的构成材料无适当或足够的保护,在设备预

期的使用寿命前,触头可能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坏。
温升也影响到接线端子和所连接的导线,为了保证导线的绝缘在设备寿命期间保持完好,应限

制温升的影响。

b) 考虑到上述问题,本标准的目的如下:
———分析触头、接线端子和该接线端子连接的导线(根据它们的环境和布置)发生的各种发热

和氧化现象;
———向产品委员会提供基本规则,使他们能规定允许的温度和温升。

c) 当各元部件一起装在同一个外壳中时,应对它们采取预防措施。
用户特别要注意如下事实:由各开关设备标准规定的接线端子允许温升是从型式试验的约定

条件下得出的。这些条件可能与实际运用遇到的条件相差很大。在实际运用中还应特别注意

到正常情况下与接线端子连接的导线的绝缘允许温度。

d) 应关注如下事实: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外部接线端子的允许温度和温升是在约定型式试验中

测得的,因此它们可能没反映出正常使用中的实际情况。
应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防止元件接线端子附近的材料暴露在可能影响其寿命的温度之下。
考虑到上述情况,关键是将“外部周围温度”与“围绕元件的流体温度”概念区别开来,前者主

要指外壳外部的温度,后者为外部周围温度加上元件产生的内部温升之和。这些概念以及其

他补充概念(如外壳的热阻)规定于第5章,并且通过数字举例加以说明。
为了便于完整的计算,本标准通过引入“填充系数”的概念将围绕元件的流体温度与外部周围

温度结合起来,并在数字举例(5.2.3.2)中规定了几个实际应用的填充系数的值。
由于触头表面的物理条件和污染程度不同,涉及计算触头集中电阻的参数变化很大。仅靠计

算所得的触头电阻的精确度几乎等于一个数量级。
由于实际场合经常出现难以计算的劣变机理占主导地位,因此较精确值可在电气设备的零件

上直接测量获得。
本标准不用以指导元件的降容处理。
本标准特别建议在使用本标准资料解决实际问题之前,先研究附在标准后面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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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电气设备部件(特别是接线端子)
允许温升的导则

1 概述

1.1 范围和目的

本标准用于指导电气设备在稳定运行条件下估算其元部件的温度和温升允许值。
本标准适用于电气连接和电气连接附近的材料。
本标准涉及通过连接的电流所产生的热效应,因此没有电压应用的限制。
本标准仅当被适当的产品标准引用时才适用。
各技术委员会负责在标准中使用本标准内容的范围和方式。
本标准中的“允许”值是指相关产品标准的允许值。
本标准包括如下内容:
———电接触的结构及其欧姆电阻计算的综合数据;
———触头的基本老化机理;
———触头和接线端子的温升计算;
———各种元件(特别是触头、接线端子和接线端子连接的导线)的最大“允许”温度和温升;
———产品委员会规定允许温度和温升应遵循的一般程序。

1.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4797.1—2005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IEC60721-2-1:2002,MOD)
GB/T11021—2007 电气绝缘 耐热性分级(IEC60085:2004,IDT)
GB/T11022—1999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同技术要求(eqvIEC60694:1996)
GB/T11026.1—2003 电气绝缘材 料 耐 热 性 第1部 分:老 化 程 序 和 试 验 结 果 的 评 定

(IEC60216-1:2001,IDT)
GB14048.1—2006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IEC60947-1:2001,MOD)
GB16895.2—2005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42部分:安全防护———热效应保护(IEC60364-4-42:

2001,IDT)
IEC60050(441):1984 国际电工词汇(IEV) 第441章: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和熔断器

IEC60890:1987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部分型式试验组合装置用的外推温升评估方法

1.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所用术语和定义见国际电工词汇(IEV)外,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标准:

1.3.1 
周围空气温度 ambientairtemperature
θa
在规定条件下确定的围绕整个电器的空气温度[IEV441-11-13]。
注:对安装在外壳内的电器,此温度是指外壳外部的空气温度。

1.3.2 
(机械开关电器的)触头 contact(ofamechanicalswitchingdevice)
当接触时构成电路接通的导电部件,操作时由于触头的相对运动而断开或闭合电路,或靠触头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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