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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 16895<<建筑物〈低压〉电气装置》分为 5 个部分:

-一第 1 部分:基本原则，一般特性的评估和定义;

一一第 4 部分z安全防护 s

一一第 5 部分z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一一第 6 部分2检验;

一一第 7 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本部分是 GB 16895 的第 4 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 }-2009 绘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 16895. 5-200创建筑物电气装直第 4 部分=安全防护第 43 章 g过电流保护队

本部分等同采用 lEC 60364-4-43: 2008(第 3 版)<<低压电气装置第 4-43 部分3安全防护 过电流

保护队

本部分与 IEC 60361-4-43: 2008(第 3 版)在技术内容上相同，但包含以下编辑性修改 s

一一用小数点符号" "代替小数点符号"， "5

一一删去了 IEC 标准的"前言'气

一一IEC 标准的附录 E是其他国家应用该标准的国家注，与我国无关，在本部分中删去。

本部分的掌条编号与 IEC 60364-4-43: 2008 完全一致。

本部分与 GB 16895.5-2000 主要变化是2

。一一在"范围"中增加了有关软电缆的信息(见 430 . 1); 

一一在整个标准中将"相导体"改为"线导体飞

_...将 IT 系统中不配置中性线的要求修改到注中〈见 43 1. 2. 2); 

4一增加了中性导体中对谐波电流进行过负荷检测的要求(见 431. 2. 3) ; 

一一对短路保护的电器，增加闭合和分断短路电流能力的要求〈见 432. 3) ; 

一 --增加了澄清过负荷保护的信息(见 433. 1) 

一一扩大了不需要过负荷保护电器的情况的要求(见 433.3. 1);

一一对允许省略过负荷保护电器的情况，绘出了更多的例子(见 433. 3. 3) ; 

一一扩大了不需要短路保护电器的情况的要求(见 434.3);

一一增加了对母线槽系统短路电流额定值的要求(见 431. 5. 刀。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

一-GB 7251. 2-200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 s对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的

特殊要求。EC 60439-2: 2000 , IDT) ; 

一一GB 10963(所有部分)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IEC 60898(所有部

分)J;

一-GB/T 13539. 2- 2008 低压熔断器 第 2 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

于工业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 至l(IEC 60269-2: 2006 , IDT) ; 

一-GB 13539.3-2008 低压熔断器第 3 部分2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

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 窒 F(lEC 60269-3:2006.ID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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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GB 14018.2-200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2 断路器(lEC 60974-2: 2006 , 
IDT) ; 

一-GB 14048. 9-200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6-2 部分:多功能电器〈设备〉控制与保护

开关电器(设备) (CSP) (lEC 60947-6-2: IDT) ; 

一-GB 16895.21-2004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4-41 部分 z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IEC 60364-4-

41: 2001, IDT) ; 

一-GB 16917 (所有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错 (RCBO)

[ IEC 61009(所有部分) J.

本部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日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2贺湘混、王增尧、黄宝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一-GB 16895. 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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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气装置

43 过电流保护

430. 1 范围

第 4-43 部分:安全防护 过电流保护

本部分规定了带电导体过电流保护的要求。

本部分阐述了带电导体在发生过负荷(见 433)和短路(见 434)时如何由一个或多个电器进行保护

自动切断电源，但是对按照 436 的规定过电流已受限制者、在 433. 3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省略)或在

434.3(短路保护电器的省略〉中所规定的条件得到满足者除外.本部分还包括过负荷保护与短路保护

之间的配合〈见 435) 。

注 1 :当放陆可能引起过电流的数值与过负荷的数值差不多时，符合 433 规定的带电导体过负荷保护，可认为也

是这类故障的过电流保护。

注 2: 本部分的要求没有考虑外界影响.

注 3 :本部分规定创对导体的保护不必保护与该导体连接的设备.

注 4: 利用插头和电源插座将设备连接到固定装置的软电缆，并不属于本部分的范围，因此设登过咆流保护也不

是必需的。

注 5: 在本部分巾，分断并不意味着隔离.

430.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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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5.6-2000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 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第 52 章 2布线系统(idt

IEC 60354-5-52: 1993) 

IEC 60269-2 低压熔断揭 第 2 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

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 至l(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ies-Part 2: Parti

cular requirements for busbar trunking systems (busways)) 

IEC 60269-3 低压熔断据 第 3 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嚣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家用和类

似用途的熔断稽〉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 A至 F(Low-voltage fuses- Part 3: Supplementary require

ments for fuses for use by unskilIed persons (fuses mainly for household and sirnilar applications)

Examples of standardizcd systems of fuses A to F) 

IEC 60269嗣4 低压熔断器 第 4 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Low-voltage fuses

Part 4: Supplementary requirements for fuses-Iinks for the protaction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IEC 60364-4-41 低压电气装置 第 4-41 部分2 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口_ow-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Part 4-41: Protection for safety-Protetion against electric shock) 

IEC 60439-2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z对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的特殊要求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assemblies- Part 2: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busbar trun

king systems (busways)) 

IEC 60947-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 部分s 断路器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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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lgear- Part 2: Circuit-breakers) 

IEC 60947-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3 部分:开关、隔离桥、隔离开关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Part 3: Switches , disconnectors , switch-disconnectors and 

fuse-combination units) 

IEC 60947-6-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6-2 部分:多功能电得(设备〉控制与保护开关电器

〈设备) (CPS) (Low-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Part 6-2: Multiple function equipment

Control and protecrive switching devices(or equipment)(CPS)) 

IEC 60724 额定电压 1 kV(Um= 1. 2 kV)和 3 kV (Um=3. 6 kV)电缆的短路温度限值(Short

circuit temperature limits of electric cables with rated voltage.s of 1 kV(Um= 1. 2 kV)and 3 kV(Um嚣

3.6 kV)) 

IEC 60898(所有部分〉 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斯路器(Electrical accessories一

Corcuit-breakers for overcurrent protection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installations) 

IEC 6 1009(所有部分〉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RCBO)
(Residual current operated circuit-breakers with integral overcurrent protection for household and 

similar uses(RCBOs)) 

IEC 61534(所有部分) 电源每线系统{ (all parts) , Powertrack systems} 

430.3 一锺要求

保护电器应在流经回路导体的过电流引起对绝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周围的物料有损害的热效应或

机械效应危险之前，分断任何过电流 .

431 锻照回E鲁特征的要求

43 1. 1 线导体的保护

43 1. 1. 1 除 43 1.1. 2 适用的场合外，所有的线导体都应装设过电流检测 . 在检测到过电流时，应分断

该导体，但不必分断其他带电导体.

如果一相的分断会引起危险，例如对于三相电动机 ，则应采取适当的预时措施.
43 1. 1. 2 在 TT 或 TN 系统中，对于向没有配置中性导体的囱线导体供电的回路，只要同时满足下列

条件，则该线导体之一不需要装设过电流检测 g

a) 在同一回路内或在电源侧，装设有检测不平衡负荷和分断所有线导体的保护.
b) 中位导体不是从 a)中所述保护电器负荷侧回路的人工中性点配出.

431.2 中位导体的保按

43 1. 2. 1 17 !1 TN 系统

在中位导体的截面积至少等效于线导体的截面积的地方，且中性导体的电流预期不会超过线导体

电流值的情况下，不需要在中性导体上进行过电流检测或装设分断中位导体的电器.

在中性导体的截留积比线导体的截面双小的地方，需要对中性导体进行过电流检测，以适合于中性

辱体的孩商积;这种俭测应能分断线导体，但不必分断中性导体.

2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中性导体应受到短路保护.

法 z 这种保护可以利用线导体中的过电流保护电暴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位军事体不需要过电流保护或分'而中

位导体的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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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性导体中的电流预期会越过线导体中电流值的情况，见 431. 2. 3. 

除了对中性导体的分断要求外，其他要求都适用于 PEN 导体.

43 1. 2. 2 IT 系统

在配置了中位导体的场合，对每个回路的中性导体都应装设过电流检测.这种过电流检测保护应

分断包括中性导体在内的相应回路的所有带电导体.如果是下列情况，则不需要这种措施 g

一一特定的中性导体，它已由设置在电源侧例如电气装置进线端的保护电器进行有效的过电流保

护，或

一一特定的回路，它是由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保护的，而该电器的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相应中性

导体裁流量的 0.2 倍，这个电器应能分断包括中位导体在内的相应回筋的所有带电导体。该

电器的所有极都应具有足够的分断容量。

注:强烈建议在 1T 系统中不宜配置中位导体.

43 1. 2. 3 谐波电流

在多相回路中，在线电流中的谐波含量致使在中位导体中的电流预期超过导体裁流量的情况下，则

对该中性导体应进行过负荷检测，这种过负荷检测应与通过中性线的电流特性相协调，并应只分断线导

体而不必分断中性导体.在分断中位导体的场合，需符合 43 1. 3 的要求.

注:关于对中位导体保护的更进一步的要求，在 GB 16895.6 中绘出.

43 1. 3 在多相系统中中性导体的分断和再接通

在要求分断中性导体的场合，其分断和再接通应当是，中性导体不应在线导体分断之前被分断，而

再接通则应在线导体连接之前或与其饲时接通。

432 保护电器的特性

保护电器应具有 432. 1-432. 3 指出的型式.

432. 1 兼有防止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

除了在 434.5.1 中所规定的以外 ，兼有防止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应分断包括其安装

处的预期短路电流在内的任何的过电流，对于断路器还应能接通这一电流。这样的电稽可以是:

一一兼有过负荷和短路两种脱扣功能的断路器;

一一与熔断器串联在一起的断路器;

一一具有 gG 特性熔断体的熔断器.

法 1 :熔断然包括构成整个保护电器的所有部件.

注 2: 如果在 433. 1 和 434.5 巾的要求得到满足，则不排除使用其他保护电指.

432.2 只防止过负荷电流的保护电器

这些保护电器应满足 433 的要求，而且分断能力可小子在保护电器安装处的预期短路电流值。

注 1 :这些电辘通常是反时限的保护电穗.

注 2: aM 型熔断.ft不保护过负荷.

432.3 只防止短路电流的保护电铸

仅进行短路电流保护的电器应被装设在已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过负荷保护或按 .433 的规定允许不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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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过负荷保护的场合。这种电稽应具有分断不低于包括其安装处预期的短路电流的能力，对于断路器

还应能接通不低于包括其安装处预期的短路电流.这种保护电辑应满足 434 的要求.

这种电器可以是:

一一只具有短路脱扣功能的断路器;

一一采用 gM 、aM 型熔If{r体的熔断器 "

432.4 保护电器的特性

过电流保护电器的特性应符合下列标准内相关的规定，例如 Gß 10963 、GB 14048.2 、GB 14048.9、

GB 16917 、GB/T 13539. 2、GB 13539.3 、GB/T 13539 . 4 或 GB 14048. 3. 

注:并不排~使用其他的保护电棍.条件是它们的时间/电流将性具有与本规定等效的保护水平.

433 过负荷保妒

433. 1 导体与过负荷保护电器之间的配合

防止电缆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工作特性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8 .::;; 1槐.::;; 1 z 

12 .::;; 1. 45 X h 
式中 z

III一一回路的设计电流，单位为安培(A) ; 

lz-一一电缆的持续载流量，单位为安格(A)(见 GB/T 16895.15); 

I内一一『保护电器的额定电流 ，单位为安培(A) • 

法， :对于可澜的保护电器，锁定电流 人是给定的签定电流.

l~一一保证保护电器在约定的时向内可靠动作的电流，单位为安培(A).

保证保护电器可靠动作的电流 I萃 的数值应囱电器的生产厂家提供，或由产品标准给出 .

… ( 1 ) 

… ….( 2 ) 

在某些情况下，按照本条所装设的保护可能不保证起到保护作用，例如:出现持续的过电流而又小

于 ι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宜考虑选择具有较大截面积的电缆.

注 2: 1B 是通过线导体的设计电流，或是 3 次谐波含量大的情况下通过中位导体的持续电流.

注 3: 保证保护电榕在约定的时间内可靠动作的电流，也可被称为 1， 按产品标准纷出的 I‘或是 1，. 1， 和 1， 两者

是人的倍数，而且注意宜正确地表示其数值和系数.

注 4: 433. 1 的条件(1)和〈幻的说明.见附条民

注 5: 在采用修正系数后，设'M 电流 18 可以被认作为实际电流 1.. ..!!!. G.B/T 16895.1-2008 的 311 .

433.2 过负荷保妒电器的位置

433. 2. 1 过负荷保护电器应装设在会引起导体载流量降低的地点，例如在截面积、特征、安装方式或结

构政变处，但 433.2.2 和 433.3 适用的场合除外.

433.2. 2 如果布线在改变处〈截面积、特征、安装方式或结构上〉和保护电器安装处之间的部分没有分

支回路也没有电源插座，且至少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贝。该导体的过负荷保护电器，可以沿着该布线

的路线敷设:

4 

a) 它按照 434 的要求具有短路保护 s

b) 其长度不超过 3 m，已设法使短路的危险降至最小，并且，其安装方式能使火灾或对人的危险

减至最小〈见 434. 2.1).

注 z 按照 a)所述的装置，见图 C.l . 按照 b)所述的装置，见图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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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省略

本条所述各种情况不适用于装设在具有火灾危险或爆炸危险场所中的电气装置或规定有不同条件

要求的特殊装置和场所。

433. 3. 1 概述

下述情况不需要装设过负荷保护电器z

a) 被设置在截面权、特性、安装方式或结构改变处的负荷侧导体，其过负荷得到电源侧的保护电

榕的有效保护，

b) 不太可能过负荷的导体，该导体按照 434 的要求具有短路保护，而且宫既没有分支归路也没有

电源插座，

c) 装置进线端，在装置迸线端的配电盘有过负荷保护电器，而且它能兼顾对在装置的进线端和总

配电点之间的装置部分提供保护，而总配电点以下回路己采用过负荷保护措施。

d) 电信、控制、信号回路以及类似回路.

注:按照 a) 、b)和心的安装，见图 C.3.

433.3.2 在 IT 系统中过负荷保护电器的位置或省略

433.3.2. 1 在 433.2.2 和 433. 3. 1 中关于过负荷保护电器的装设或者省略的规定，不适用于 IT 系统，

除非没有过负荷保护的每个回路采取下列保妒措施之-- : 

a) 采取在 GB 16895.21 中 412 规定的保护措施;

b) 每一回路都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保护，在发生第 2 次故障时立即动作 p

c) 对于仅采用绝缘监测的连续监视系统采用以下两个措施之- :

一一在第 1 次故障发生时分断回路;或者

一一给出发生故障的信号指示。按照运行要求排除故障，并判断第 2 次故障的危险性.

注 z 建议按照 IEC 61557-9 的规定，安装绝缘故障定位系统.由于这种系统的应用，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可检

测并确定绝缘放障的部位.

433.3.2.2 如果在每一回路中都装设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在没有中位导体的 IT 系统中，则在

相导体中的一相可以省略过负荷保妒电器。

433.3.3 由于安全的原因，应考虑将过负荷保护电器省略的场合

对于意外断开用电设备的供电回路会引起危险或损坏的场合，允许省略该回路的过负荷保护电器。

这种情况的例子包括:

一一旋转危机的励磁机回路;

一一起重电磁铁的供电回路;

一一电流互感应的二次回路g

一一灭火装置的供电回路;

一一为安全设施〈防盗警报帮、瓦斯警报器等〉供电的回路a

注:在这种情况下 ，宜考虑装设过负椅报警部件.

433.4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在用一个保护电器保护几根并联导体的情况下，在并联导体中不应有分支回路或用作隔离或通断

的电器 a

本条不排除采用环形的终端回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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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4. 1 在并联导体之间均衡分配电流

在用一个电器保护的并联导体中电流分配平衡时，则在 433. 1 中的 /z 值为各导体的载流量之和。

如果 GB!T 16895.15-2002 中 523. 6a) 的第一项的要求得到满足，则可以认为电流的分配是均

衡的.

433.4.2 在主手段导体之间不均衡分配电流

.在每一相使用一根导体无法实现，而且在并联导体之间的电流叉是不平衡的情况下，则每根导体的

设计电流和过负荷保护的要求应逐个地考虑.

注 z 如果导体之间的电流兹大于每根导体的设计，也流的 10%，则认为并联导体之间的电流是不均衡的.在人 2

中给出了指导.

434 短路保护

本部分仅考虑同一回路导体之问短路的情况。

434. 1 预期短路电流的确定

应确定电气装置每个相应点的预期短路电流，这可以通过计算或通过测量确定，

注:在供电点处的预期短路电流，可以从供电公司获得.

434.2 短路保护电器的位置

短路保护电器应装设在导体的椒面积减小或者其他变化导致导体的载流量发生改变的地方，但

434.2.1 、434.2.2 或 434.3 适用的场合除外.

434. 2. 1 下面规定的各种情况不应被应用到处于具有火灾危险或爆炸危险场所的装置和有特殊规定

的指定不同条件的某些场所.在下述条件下，短路保护电器可以装设在 434.2 中规定以外的地方.

在截面积减小或其他变化的地点与保护电器的位置之间的那部分导体，既不应有分支回路也不应

有电源插座，而且那部分导体应是2

a) 长度不超过 3 m，并且

b) 其安装方式能使短路的危险减至最小;并且

注 1 :例如，这个条件可以自加强布钱对外界影响的防护来实现.

法 2: 贝，图 D. 1.

。 不装设在靠近ï'll燃物处.

434.2.2 保护电器可以装设在截面叙减小处或其他改变处的电源侧，按照 434. 5. 2 的规定，它的动作

特性应能保护负荷倒布线的短路.

注:在附录 D 中所绘出的方法可以满足 434..2.2 的要求 .

434.3 短路保妒电器的省略

6 

下面的两个条件应同时得到满足 2

一一布线的敷设将短路的危险减至最小(见 134.2. 1 中 b)项) ， 而且

一一布线不靠近可燃性材料.

不需要装设短路保护电器的例如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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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发电机、变压器、整流器、蓄电池连接到相关的控制盘上的导体，保护电器装设在这些控制

撒上;

b) 回路的断开可能使有关电气装置的运行出现危险，例如，在 433.3.3 中所提到回路;

c) 某些测量回路;

d) 在装置的进线端，上级配电设备有一个或多个短路保护电器，而且这些电器保护进线端与总

配电龙之间的部分，总配电盘处有进一步短路保护.

434.4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用一个保护电器可以保护多根并联导体防止遭受短路影响，该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当是当故障

出现在某一根并联导体中的最不利于的位置时，仍能保证有效的动作。应考虑并联导体之间的咆流分

配。故障电流能从并联与手体的两端流至故障点。

如果用一台保护电器不能有效保护，则应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

a) 在敷设布线时应将任一并联导体中短路的危险降至最低，例如，采用防止机械损伤的保护，而

且，各导体的安装方式应将火灾的危险或对人的危险降至最低。

b) 对于并联的两根导体，短路保护电器应装设在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侧。

。 对于多于两根的并联导体，则短路保护电器应分别安装在每根导体的电源~J和负荷侧。

在A. 3 中给出了指导。

434.5 短路保护电器的特性

每个短路保护电器都应满足 434. 5.1 的要求。

434.5. 1 分断能力不得小于其安装处的预期最大短路电流，但下列情况除外.

如果在电源侧装设有所需要的分断能力的保护电器，员!I允许本保护电器的额定分断能力低于预期

短路电流的保护电器。此时，这两个保护电器的特性应当配合，使通过这两个保护电器的能量不超过负

荷侧的保护电器以及由这两个保护电器所保护的导体在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能最.

注z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的特性。例如对于负荷侧的保护电器，需要考虑电动应力和也弧能量.需

要配合的特性的详细资料应从有关电器的制造厂取得。

434.5.2 对于电缆和绝缘导体，应在使导体绝缘的温度上升到不超过允许限值的时间内切断在回路任

一点处的短路引起的所有电流。

对于保护电器的动作时间小于 0.1 s 情况，短路电流的不对称分量起重要影响，而对于限流保护电

器而言，PS2 应大于由保护电器的制造厂提供的允许通过的能量(lZ t)值.

对于持续时间不超过 5 s 的短路，由已知的短路电流使导体绝缘由正常运行的最高允许混度上升

到极限温度的时间 t可近似地用式(3)计算:

t=(k. S/1) 2 •.. •.• ( 3 ) 

式中:

t一一-持续时间，单位为秒(5) ; 

S一一导体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mm2) ; 

I一一有效的短路电流方均根值(r. m. 纱，单位为安(A) ; 

是一一取决于导体材料的电阻率、温度系数和热容量以及相应的初始和最终温度的系数。对于以常

用材料绝缘的线导体的是值，如表 43A 所示。

7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GB 16895.5-20 12/IEC 60364-4-43: 2008 

我 43A 导体的 k 值

导体绝缘的笑Z自

将位/状况
PVC EPR 像肢 矿物质

PVC 
热塑型塑料 XLPE 60 'C PVC 

然塑型塑料
90 'C 然回到的 热固型的 护￥E 无妒套

导体事E面织/mm' ~300 >300 ~300 >300 

初始温度/'C 70 90 90 60 70 105 

.虫害温度/'C 160 140 160 140 250 200 160 250 

导体材料 2

钢 115 103 100 I 86 143 141 115 135-115' 

铝 76 68 66 57 94 9~ 一

铜导体的锡焊接头 115 一 一

·这个fI用于容易被触摸的棵咆11 .

注 1 : 在考虑中的其他 k值有 :

一-/J、截面导体〈尤其是很面积小于 10 mm萃的导体) ; 

一一其他类型的导体f牵头 s

一一棵导体.

注 2: 短路保护电嚣的标称电流可以大于导体的载流量.

注 3 : 上述系数是以 IEC 60724 为依据的 .

注 4 : 系数 k 的计算方法见 CB 16895. 3-2004. 中附录 A.

434.5.3 对于符合 GB 725 1. 2 要求的母线槽系统和符合 IEC 615~14 系列标准要求的电源母线系统适

用下列要求之-:

一一母线糟或电源母线系统的额定短时间耐受电流(lcw)和额定峰值耐曼电流，分别不应低于预期

的短路电流的方均很值和预期的短路电流蜂值. 对于母辈革糟或电源母线系统 .Icw所限定的最

长的时间不应小于保护电稀动作的最长时间.

一一与特殊保护电器相关联的母线槽或电源母线系统 ，其额定有限短路电流，不应低于预期的短路

电流.

435 过负荷保护与短路保护之伺的配合

435. 1 用-个电器提供的保护

提供过负荷和短路保护的一个保护电器，应满足 433 和 434 的姿求.

435.2 囱分开的电器分别组供的保护

433 和 434 的要求分别适用于过负荷保护电器和短路保护电棍.

这些保护电器的特性应配合，以便短路保护电器的允许通过的能量不超过过负荷保护咆撑不受损

伤的允许通过的能量.

注 2 这种要求并不排除在 GB 14048.4 中所规定的配合形式.

8 



GB 16895.5-2012/IEC 60364-4-43 ,2008 

436 利用电源的特性限制过电流

当供电电源不可能提供超过导体重主流量的电流时，可以认为该导体已经具有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

护(例如某些电铃变压器、某些电焊变压籍和某些类型的热电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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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

A.l 号 I ~

并联导体的过电流保护宜为所有并联的导体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于截面积相同、导体材料长度相

同以及安装方式相同的两根并联导体，要做到导体中流过的电流基本相等，以满足对过电流保护的要

求，是不难做到的.对于更为复杂的导体的设置，应对导体间电流分配不均衡和故障中电流的多个通道

进行认真考虑.本附录绘出了需要考虑的问题的指导.

注g 关于计算并联导体之网电流的更详细的方法，在 IEC 60287-1-3 中绘出 .

A.2 并联导体的过负荷保护

当包含有多芯电缆的并联导体的回路中发生过负荷时，在每报导体中的电流增加的比例将是相同

的. 如果并联导体之间的电流分配是均衡的，那么，只用一个保护电器就能保护所有的导体.在采用适

当的并列系数和其他适用系数的情况下，并联导体的截流量。z)是每根导体的截流量之和。

并联电缆之间的电流分配因这些电缆的阻抗不同而不同.对于大截面的单芯电缆，其阻抗中的电

抗分量大于电阻分盘，这对电流的分配有很大的影响.电抗分量受每根电缆相对的物理位置影响 ，例

如 ，如果回路的每一相都是由两很大截面的电缆组成，两根电缆具有相同的长度、结构和截面积，而并联

设置于不利的相对位置〈例如同相电缆搁扎成一束).这样 ， 电流的分配可能是 70%/30% .而不是

50%/50% 。

当并联导体问阻抗的差异导致电流分配不均衡，例如，差别大于 10%时，则对每个导体的设计电流

和过负荷保护的要求应分别予以考虑.

每根导体的设计电流可以用总负荷和每根导体的阻抗计算求得。

m根并联导体中的第k 根导体的设计电流 1a.囱式(A. 1)给出:

式中 z

IB 
I阳 - I Z. . Z. . . Z. . Z. . ,2. . Z, \ 

l 手 + ::;' +…+ '"7-- + :1 + ;，-.二 + … + 工!.)
飞Z I ' Z 2 ' 'Z• t ' Z, ' Z峙l ' , Zm! 

I s 一一回路的设计电流，单位为安培(A) ; 

I国 一一第 h 很导体的设计电流，单位为安培(A) ; 

Z. 一一第 h 报导体的阻抗，单位为欧姆(!l) I 

Z) 和 Z.. 一一分别是第 1 根导体和第 m 根导体的阻抗，单位为欧姆(!l) • 

在并联导体的截面积不大于 120mm' 时，第 k 根导体的设计电流 Ia.曲式(A.2)绘出:

I阳 =1.. 一一一二生
翩。 5) +5, +…+5 .. 

式中 2

. 5, 一一第 h 根导体的截面积占

51 …5..一一导体 1…导体 m 的截商积.

…. ( A. 1 ) 

…( A.2 ) 

单芯电缆的阻抗是电缆相对位置和电缆结构(例如铠装或非铠装〉的函数，其阻抗的计算方法在

IEC 60287-1-3 中给出.并联电缆之间的电流分配推荐采用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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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设计电流 11lA代替 433.1 的公式(1)中的 1ß , :llrl式 (A.3)所示 z

I酷~ 1. ~ lZl………... ..... ......…………( A. 3 ) 

在 433. 1 的条件(1)和(2) 的 lz 的值，既可以是每根导体的载流量 lz. ，条件是每根导体有过负荷保

护电帮〈见图A.l) ，因此:

18<骂王 I呻运 121 .....….. .... ...... .... .... .... ..…..( A.4 ) 

也可以是，所有导体的载流量之和，即 L: l~ •条件是所有的并联导体只有一个共用过负荷保护电器

(见图A. 2) ，因此:

l B ~ 1. ~ L: I Zl …( A.5 ) 
式中

I叶 一一第 h 根导体的保护电器的标称电流，单位为安培(A) ; 

h 一一第 k 根导体的持续载流量，单位为安培(A) ; 

1ft 一一保护电器的额是电流，单位为安培(A) ; 

L: IZl一一咽很并联导体的载流量之和，单位为安培(A) 。

ìt，对于母线系统，有关资料宜从制造厂或从 GB 7251. 2 获得。

电源'自

l 
s a l 

--
E Z 

I 
--ZBEEt-

-.,EEE-'

' 

E Z 
,,. 

1 2 3 . :L一-
ln~ '!!:.三1 运I灸晦I!J f a.t -.....:; sø.t. 

图 A.l m 根并联导体中每根都有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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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侧

I a 

一下-

,{ ',.1 
lIl

l
i--v 3 z ,, 

| -BIll--

••• , 
E Z 

I 

--

t 4 
1 

2 3 k ‘ m 

Iß ~二1.乓'Ll且

~街钝 r. l" = IZ1' IZ2寺 ••• +IZm 

图 A.2 m 粮并联导体共用-个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回路

A.3 并联导体的短路保护

当导体并联时，保护电器的布置应考虑并联部分内短路的影响。

在采用一个保护电得时，并联配置中的某个导体不可能受到有效的保护，因而宜考虑其他的保护配

置。这些配置包括2对每根导体装设单独的保护电器、在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供l和负荷伽j分别装设保护

电器，以及在电源侧装设可联动的保护电器.特殊的保护配置的确定取决于故障条件的可能性。

在多根导体并联连接的情况下，就有多条故障电流通路同时出现的可能，从而导致在故障部位的电

流连续激增的后果。对此，可能要在每根并联导体的电源侧 (S) 幸n 负荷侧(1)都装设短路保护。在

图 A.3 和图 A.4 中说明的就是这种情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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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侧 电植面倒

x 1..-艺/

1 2 3 3 

l Il 

负宿侧 . 负荷侧

图 A.3 在故障开始时流通的电流 图 A. 4 保护电揭 cs 动作后流通的电流

阁 A.3 表示 ，假如故障出现在导体 3 的 X 点，故障电流就会在导体 1 、导体 2 和导体 3 中流逝，故障

电流和流过保护电器 cs 和 cl 的故障电流比例，将取决于故障点的位置.在本例中，是假设簸大比例的

故障电流将流过保护电器 CS. 图 A.4 表示，在保护电器 cs 一旦动作 ，故德电流仍然经过导体 1 和导体

2 流至故障点 X. 由于导体 1 和导体 2 是并联的，流过保护电器 as 和 bs 的电流被分流 ，可能不足以使

官们在所要求的时间内动作.对于这种情况，装设保护电辍 CI 是必要的.应当注意，流过 CI 的电流小

子流过 cs 并使其动作的电流.如果故障点处靠 CI 足够近，c1 将首先动作. 如果在导体 1 或导体 2 出现

同样的故障，装设保护电器 31 和 bl 也同样是必要的.

将保护电器装设在两端的方法，与将保护电器只装设在电源侧的方法相比，它有两个缺点. 首先 ，如果在

X点的故障由于 cs和 CI 的动作而被排除了，那么该回路就会由导体 l 和导体 2 带着原有的负荷继续运行.

因此，导·体 1 和导体 2 的故障以及随后的过负荷，也许无法被检测出来，因为这取决于故障的阻抗.其次，在

X点的故障有可能烧断在 cl 侧的导体而形成开路，故障余下的-~j则带电而未被检测出来.

另一个可替代 6 个保护电蟹的方案是在电源侧装设一个可联动的保护电器. 见图 A. 5. 这将防止

在故障状态下回路继续运行.

图 A.5 可联动的保纱电榕的t昆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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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433. 1 的条件(1)和 (2)

B 

、
.
，，
、

-
F

噜
E
A
n
J
"

RURU 
'
'
飞
，
，
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IB ~ In ~ Iz 
1. ~ 1. 45 X Iz 

/ 设计电流!n

1. 45XI辛

布线的参考值

J/A 。

t t t 

iy 
保护电器的特性

约定动作电流也额定电流或
~定电流ι

433. 1 的条件(1)和条件(2) 的说明图 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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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过负荷保护电器的位置或省赂

C. 1 概述

每个回路要装设过负荷保护电棒和短路保护电器。这些保护电器通常都吉普要装设在每个回路的起点.

对于某些应用，过负荷保护或短路保护电器之一，可不遵循这种一般要求，条件是须由其他保护电

楞来起保护作用.

C.2 在分支回路起点不键要装设过负荷保护的情况

a) 参照 433. 2. 2 a) 和困 C. 1 ，过负荷保护电器凡，可以从分支囡路(盼的起点(0)沿支路移动，条

件是，在这个分支回路的保护电器民的电源倒没有其他分支回路连接或电源插座 ，而且，按照

433. 2.2 a)的要求，对分支由路的这部分提供了短路保护.

A S, 。

S, 
日

图 C. 1 过负荷保护电器〈民〉不在分支回路〈盼的起点(见 433.2.2 a)) 

该过负荷保护电器做为布线系统的保护电器。由于仅用电设备可以产生过负荷.因此，过负荷保

护电器可以在分支回路受到短路保护的范围内的任何一处安装.

b) 参照 433.2.2 盼和图 C. 2 .过负荷保护电器 P"可以自分支回路(盼的起点(0)被移至不超过 3 m'的

地方，条件是，在分支回路的这段长度上设有其他的连接或电源插座，而且，按照 433.2. 2 b)的要求，

其长度不能超过 3 m，而且在这段长度上能使短路、火灾以及对人的危险降至最低.

A 
5‘ 。

军军3m I 05, 
日

图 C.2 过负荷保护电器(P， )装设在不超过商分支回路 (B)起点的 3 m 处(见 433.2 . 2 b))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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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认可的长度是 3 m，分支回路的这一段没有短路保护，然而，需采取预防措施来保证安全。见

433.2.2 b)。此外，电源回路的短路保护也可以保护该分支回路直到 Pz 装设处〈见附录 D) 。

C.3 可以省略过负荷保t户的情况

a) 参照 433. 3. 1 和图 C.3，允许省略过负荷保护的条件是在这个分支回路的保护电器的电源侧，

既没有其他分支回路连接也没有电源插座，并且适用于下列一种情况 2

一一分支回路~崩瓦提供过负荷保护(见 433.3.1 a));或

一一分支回路 B3 不大可能过负荷(见 433.3.1 b));或

一一分支回路民用于电信、控制、信号以及类似情况〈见 433.3.1 d)) 。

A S1 

S2 

B, 

0 2 

8, 

B. 

0, 。‘

，飞

B‘ 

注:民、矶和民分别是用于分支由路忌、囚路 B，和回B备队的短路保护电器.

图 C.3 可以省略过负荷保护的说明〈见 433.3. 1 a) 、胁和 d))

b) 参照 433. 3. 2. 1 和图 C.4 ，由 433.3.2.1 提出的 C.2 和 C.3a)的附加要求，只能适用于 IT 系

统。当这个分支回路的保护电器民的电源侧，既没有其他的连接也没有电源插座时，可以省

略过负荷保护，并且符合下列一种情况 z

一一分支回路 Bz 采用在 GB 16895.21 中 412 规定的保护措施，并且由 E类设备组成;或

一一分支回路队用 RCD保护，该保护在第二次故障出现时立即动作;或

一一分支回路民安装有绝缘监测电器，官在第一次故障出现时就能分断回路，或发出报警信号以

表示有故障存在.

A S, o. 

S2 

8, 

0, 

5, 

注: P，、民和民是分别用于分支回路也、回路队和回路队的短路保护电d黯.

0, 

图 C.4 在 IT 系统中可以省略过负荷保护的说明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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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T 系统中 ，需要考虑可能出现影响不同回路的两个单独的绝缘故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

绝缘放隙会构成短路。然而，两个故障回路内的故障阻抗、导体的长度和裁面积，都可能是未知的. 结

果，这种可能出现的两个绝缘放隙，可能导致至少一个保护电器因过电流而动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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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短路保t户电器的位置或省M

D. 1 概述

每一个回路都要装设过负荷保护电器和短路保护电器.这些保护电器通常装设在每个回路的

起点 .

对于某些应用，过负荷保护或短路保护电器之一，可不遵循这种-般要求，而所提供的其他保护仍

然有效.

D.2 在分支应路起点不需要装设短路保护的情况

a) 参照 434.2 . 1 和图 D. 1 ，短路保护电器已，可以自分支回路(B，)的起点(0) ，沿着 (Bρ被移至

不超过 3m 的地方，条件是在分支回路的这段长度上没有其他的连接或电源插座，而且在

434.2. 1 的情况下，对这段长度，能使短路、火灾以及对人的危险降至最低。

A S, 。

t 
ar 

运3m 8, 
S,:';;S, 

B 

P, . 

注:$一一导体的截面积.

回 D. 1 短路保妒电部(P2 )在分支回路上位置的有限改变〈见 434.2. 1) 

大家认可的在分支回路中这 3m长的导体，不受到短路保护，但是，供电回路短路保护仍可以提供

短路保护直到民装设处.

b) 参照 434.2.2 和图 D.2，短路保护电器已可以装设在分支回路(盼的起点(0)的电源侧的某

点处，条件是按照 432.2 . 2 的规定该分支回路的起点与这段分支回路的短路保护电器之间的

最大长度，按"三角形法则"的规定 .

具有截面积为 S2 的在 0 点处分支的导体，其利用装设在 A点的保护电器 P. 提供短路保护的最大

长度，是在三角形 BON 中给出的长度ON.

本条可以用在只有短路保护的情况.在这个例子中，是不考虑过负荷保护的(见 C.3).

这个最大长度与能使保护电器 P. 动作的最小短路电流相对应。这个保护电器保护分支回路 B. 至

长度 AB ，也保护分支回路 B20 由 P. 保护的分支回路良的最大长度取决于分支回路 B2 连接到分支回
. 路队的位置.

18 



GB 16895.5-20 12!IEC 60364-4-43 :2008 

A 。 B 

S, 
S, 

M 

L, 

A 。 B 

S, 
L, 

N 

M 

说明 z

AB-用装设在 A点的保护电器 P， 作短路保护的戳面权为 5，导体的最大长度 Lll

AM-用装设在 A点的保护电器民作短路保护的戴商积为 5. 导体的毁大长度 L， .

S拿

图 D. 2 装设在分支回路起点电~例篆点的短路保护电器 P2 (见 434.2.2)

分支回路凡的长度不能超过自三角形简图所确定的长度值。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电器已 可以沿

着分支回路巳移动直至 N 点.

注 1 :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一连串不同截面积的三根导体的情况.

注 2 :如果对于B.部分，其布线长度按照绝缘特性而有所不同，这种方法适用于采用下式所取得的长.IJt :

AB =LZS,!S2 
如果，对于 B. 部分，无论对于什么样的绝缘特性，其布线长度都是相同的，则这种方法适用于下式

所取得的长度:

AB =L, 

D.3 可以省略短路保护的情况

参照 434.3 和图 D. 3 ，对于某些应用场合(比如，互感器或测量回路) ， 可以省略短路保护电器，条

件是按照 434.3 的要求，短路、火灾以及对人的危险被降至最小。

请注意，采用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回路不得被开路，否则将导致过电压.

对某些应用场合，比如对电磁起重机，可以省略短路保护(见 434.3)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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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 。

'P、

S: 

回 D. 3 对某些应用 ，可以省'在短路保护电籍的情况〈见 434.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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