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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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510《光源控制装置》的第1部分。GB/T1951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第2-1部分:启动装置(辉光启动器除外)的特殊要求;
———第2-2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第2-3部分:荧光灯用交流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第2-7部分:应急照明(自容式)用安全服务电源(ESSS)供电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第2-8部分: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2-9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电磁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第2-10部分:高频冷启动管形放电灯(霓虹灯)用电子换流器和变频器的特殊要求;
———第2-11部分:与灯具联用的杂类电子线路的特殊要求;
———第2-12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直流或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第2-13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本文件代替GB19510.1—2009《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与GB19510.1—

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本文件使用的适用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3.27~3.49);
———更改了有关标志项目的要求(见7.1,2009年版的7.1);
———增加了非整体式接线端子的相关要求(见第8章);
———增加了功能接地装置的要求(见9.2);
———更改了经由独立式控制装置的接地要求(见9.5,2009年版的第9章);
———增加了桥接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部件要求(见10.4);
———更改了绝缘电阻的试验要求(见第11章,2009年版的第11章);
———更改了电气强度试验的要求(见第12章,2009年版的第12章);
———更改了故障状态的要求(见第14章,2009年版的第14章);
———删除了全封闭式控制装置或元件不打开检查,也不施加内部的故障状态的要求(见2009年版

的第14章);
———增加了SELV或ELV电路中的插头和插座的要求(见15.3);
———增加了电路与可触及部件之间及其电路之间的绝缘要求(见15.4);
———更改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见第16章,2009年版的第16章);
———删除了零部件被密封在自凝固化合物中而该化合物又与相应的表面粘结,不留任何空隙的控

制装置,可不作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检验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第16章);
———更改了耐起痕的要求(见18.5,2009年版的18.5);
———更改了无负载输出电压的要求(见第20章,2009年版的第20章);
———更改了确定导电部件是否是可能引起电击的带电部件的试验要求(见附录 A,2009年版的

附录A); 
———更改了GB/T19510.209规定的定温热保护式控制装置的要求(见B.9.5,2009年版的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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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制造期间的合格性试验要求(见附录K,2009年版的附录K);
———增加了提供安全特低电压(SELV)的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见第1章、第4章、10.3、16.1、附录L);
———增加了用于控制装置中的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材料要求(见第4章、第12章、附录N);
———增加了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内装式控制装置的附加要求(见第4章、附录O);
———增加了通过涂层或灌封来防止污染的控制装置的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及贯通绝缘距离(DTI)

的要求(见附录P)。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1347-1:2017《灯的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文件与IEC61347-1:2017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将术语 “灯的控制装置”修改为“光源控制装置”简称“控制装置”,并对全文相应词语的应用进

行修改(见第3章),修改原因为订正其表意,使本文件在应用上更加准确。
———用规范性引用的IEC61558-2-16:2021替换了IEC61558-2-16:2009,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

用(见附录L)。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7000.1—2023替换了IEC60598-1:2014,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1021替换了IEC60085:2007,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9510.202、GB/T19510.203、GB/T19510.207、GB/T19510.213替换

了IEC61347-2(所有部分),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9510.208替换了IEC61347-2-8,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9510.209—2023替换了IEC61347-2-9:2012,两个文件之间的一致性

程度为修改,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19212.1—2016替换了IEC61558-1:2005,更方便标准间的协同应用。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光源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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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佛山市华全电

气照明有限公司、杭州华普永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赛耐比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松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罗姆尼光电系统技术(广东)有限公司、厦门立达信数字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四维生态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三雄极光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世林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紫光照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奇诚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和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中鑫瑞尔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普森帝照明有限公司、宏力照

明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方大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电光源研究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义友、李自力、曾海生、陈凯、蔡金标、张莉、陈平、彭银水、许建兴、杨朦、

肖秋霞、林岩、桑永树、曾庆龙、叶选锋、孙建立、王伟海、王学龙、吕文卿、宋宏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4年首次发布为GB19510.1—2004,2009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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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光源控制装置技术的发展,上一版本光源控制装置的安全规范已无法适配满足当前光源控制

装置的技术要求和产品安全要求。安全要求能确保电气设备按照预定方式被正确安装、维护和使用时

降低对人、家畜或财产安全造成的伤害。GB/T19510《光源控制装置》通过更新技术和安全要求,对规

范光源控制装置、降低产品安全风险、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GB/T19510旨在规范光源的控制装置,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目的在于规范控制装置的一般要求及其安全要求。
———第2-1部分:启动装置(辉光启动器除外)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启动装置(辉光启动器除

外)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2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钨丝灯用直

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3部分:荧光灯用交流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荧光灯用交流

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7部分:应急照明(自容式)用安全服务电源(ESSS)供电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目的

在于规范应急照明(自容式)用安全服务电源(ESSS)供电电子控制装置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8部分: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荧光灯用镇流器安全要求的特殊

要求。
———第2-9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电磁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放电灯(荧光灯

除外)用电磁控制装置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10部分:高频冷启动管形放电灯(霓虹灯)用电子换流器和变频器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

规范高频冷启动管形放电灯(霓虹灯)用电子换流器和变频器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11部分:与灯具联用的杂类电子线路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与灯具联用的杂类电子

线路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12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直流或交流电子镇流器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放电

灯(荧光灯除外)用直流或交流电子镇流器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第2-13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目的在于规范LED模块用

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安全要求的特殊要求。

GB/T19510.201~GB/T19510.213涉及本文件任一条款时规定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各项试验

的试验顺序,并规定了必要的补充要求。GB/T19510每个部分各自独立,互不参照,以便将来的修改

和修订。如认为有需要,将增加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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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控制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1000V以下直流电和/或50Hz或60Hz的1000V以下交流电的光源控制

装置的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尚未标准化的光源所使用的控制装置。
本文件涉及的试验均为型式试验。本文件不包括关于在生产期间对单个光源控制装置的试验

要求。
半灯具的要求在GB/T7000.1—2023中给出(见GB/T7000.1—2023中1.2.60)。
提供安全特低电压(以下称SELV)的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见附录L。
符合本文件的控制装置可能认为其在额定电源电压的90%到110%之间单独使用时和在符合安全

标准GB/T7000.1及相关部分 GB/T7000.20×的灯具中以及与符合相关灯标准的灯一起工作时不会

危害安全。性能要求可能有更严格的限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13,IDT)

GB/T7000.1—2023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IEC60598-1:2020,MOD)

GB/T11021 电气绝缘 耐热性和表示方法(IEC60085:2007,IDT)

GB/T19212.1—2016 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IEC61558-1:2009,MOD)

GB/T19212.7—2012 电源电压为1100V及以下的变压器、电抗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

全 第7部分:安全隔离变压器和内装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6:

2009,IDT)

GB/T19510.202 光源控制装置 第2-2部分:钨丝灯用直流/交流电子降压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B/T19510.202—2023,IEC61347-2-2:2011,MOD)

GB/T19510.203 光源控制装置 第2-3部分:荧光灯用交流和/或直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

(GB/T19510.203—2023,IEC61347-2-3:2016,MOD)

GB/T19510.207 光源控制装置 第2-7部分:应急照明(自容式)用安全服务电源(ESSS)供电电

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求(GB/T19510.207—2023,IEC61347-2-7:2021,MOD)

GB/T19510.208 光源控制装置 第2-8部分:荧光灯用镇流器的特殊要求 (GB/T19510.208—

2023,IEC61347-2-8:2006,MOD)

GB/T19510.209—2023 光源控制装置 第2-9部分:放电灯(荧光灯除外)用电磁控制装置的特

殊要求 (IEC61347-2-9:2012,MOD)

GB/T19510.213 光源控制装置 第2-13部分:LED模块用直流或交流电子控制装置的特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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