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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电气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机械工业北京电工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电动工具研究所、上海电器设备检

测所、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ＡＢＢ（中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开关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东莞

市广安电气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施耐德（中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锋、李邦协、李新强、朱珊珊、方晓燕、王爱国、胡醇、陈永强、陈展展、王益群、

张臖、彭文科、戴水东、马桂芬、蒲勇、张萍、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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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安全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交流１０００Ｖ及以下、直流１５００Ｖ及以下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的使用环

境条件、额定值、电气安全、机械安全、充电接口和连接、接地装置、运行安全、电磁兼容、安全信息等。

本标准适用于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以下简称系统与设备）。

注：本标准为电气安全基础通用导则，相关要求若与产品标准要求不一致时，应当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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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４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Ｄｂ：交变湿热（１２ｈ＋１２ｈ）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ｈ：锤击试验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４８２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　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１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１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６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１６Ａ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电

流的限制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８０３９．３—２００３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低压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的兼容

水平

ＧＢ１９２１２．３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３部分：控制变压器和内装控制变

压器的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２００４　电动汽车术语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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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传导充电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犮犺犪狉犵犻狀犵

利用电传导给蓄电池进行充电的方式。

［ＧＢ／Ｔ１９５９６—２００４，定义３．４．２．６］

３．２

Ⅰ类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　犮犾犪狊狊Ⅰ

指这样的一类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它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安全

措施，即把易触及的导电零件与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中固定布线的保护接地导线连接起来，使易触及的

导电零件在基本绝缘损坏时不能变成带电体。

３．３

Ⅱ类充电电气设备　犮犾犪狊狊Ⅱ

指这样的一类充电电气设备：它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依靠提供的附加的安全措

施，例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没有保护接地措施也不依赖安装条件。

３．４

带电部分　犾犻狏犲狆犪狉狋

正常运行中带电的导体或可导电部分，包括中性导体，但按惯例不包括ＰＥＮ导体、ＰＥＭ 导体和

ＰＥＬ导体。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定义３．５．３４］

３．５

外露导电部分　犲狓狆狅狊犲犱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狆犪狉狋

设备上能触及到的可导电部分，它在正常状况下不带电，但是在基本绝缘损坏时会带电。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２００８，术语３．５．７４］

３．６

端子　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用以将导线连接到电器附件的导电部件。

３．７

充电接口　犮犺犪狉犵犻狀犵犮狅狌狆犾犲狉

充电连接装置中，除电缆、缆上控制保护装置（如果有）之外的部件，包括供电接口和车辆接口。

［ＧＢ／Ｔ２０２３４．１—２０１５，术语３．２］

３．８

隔离变压器　犻狊狅犾犪狋犻狀犵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犲狉

输入绕组和输出绕组之间具有保护隔离的变压器。

３．９

剩余电流装置　狉犲狊犻犱狌犪犾犮狌狉狉犲狀狋犱犲狏犻犮犲（犚犆犇）

具有剩余电流检测、将剩余电流值与剩余电流动作值相比较以及当剩余电流超过该值时断开被保

护电路等功能的开关电器，一种能检测到电路中有使用户面临电击危险的电流装置，在此情况下，该装

置会断开电路。

３．１０

预期使用　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狌狊犲

按生产者提供的信息，对产品（包括其零件、配件、说明和包装）过程或服务的使用。

３．１１

合理可预见使用　狉犲犪狊狅狀犪犫犾狔犳狅狉犲狊犲犲犪犫犾犲狌狊犲

未按生产者的规定对产品、过程或服务的使用，这种结果是由很容易预见的人为活动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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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则

４．１　一般要求

系统与设备应构造得在预期使用和合理可预见使用条件下能安全工作，不致对人身和周围环境产

生危险。

４．２　电源接入

系统与设备的电源接入可以是，但不限于：

———直接从公共电网上接入；

———直接从直流电源上接入。

４．３　安装方式

系统与设备的安装方式可以是，但不限于：

———便携式；

———固定式。

４．４　电击防护分类

系统与设备的电击防护分类可以是：

Ⅰ类，或

Ⅱ类。

４．５　制造材料

系统与设备用的制造材料应满足，可不限于：

———能承受在正常使用中可预见的机械、电气和热应力；

———具有长期耐受紫外线照射的能力，在使用期间不会因紫外线的照射而引起任何性能变化；

———限制使用含有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醚（ＰＢＤＥ）、多溴联苯（ＰＢＢ）和多环芳香烃等有害

物质。

５　环境条件

５．１　正常环境条件

正常环境条件为：

ａ）　海拔不超过２０００ｍ；

ｂ）　环境空气温度不超过４０℃，不低于－５℃；

ｃ）　相对湿度为５％～９３％。

５．２　特殊环境条件

正常环境条件以外的环境条件为特殊环境条件。

６　额定值

６．１　输入额定值

可以包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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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输入电压；

———额定输入功率。

６．２　输出额定值

可以包括：

———额定输出电压；

———额定输出功率；或

———额定输出电流。

７　电气安全要求

７．１　一般要求

７．１．１　系统与设备在正常工作和故障条件下外露导电部分不应带电，且带电部分应是不可触及的。

７．１．２　系统与设备的接入电源应满足：

———非ＴＮＣ系统，即非中性导体的功能和保护导体的功能合并于一根导线（ＰＥＮ）的系统；或

———采用符合ＧＢ１９２１２．３的隔离变压器或具有同等功能的附加保护装置，例如可开闭保护接地剩

余电流装置（ＳＰＥＲＣＤ），以满足Ⅰ类电击防护的要求；或

———采用由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３０ｍＡ的剩余电流装置（ＲＣＤ、ＰＲＣＤ）提供单独保护，且能

断开所有带电导体，包括中性线的系统，以满足Ⅱ类电击防护的要求；

———输入端应采用Ａ型剩余电流装置（ＲＣＤ）或Ｂ型剩余电流装置（ＲＣＤ）进行独立保护；

———连接的电源线应采用橡皮绝缘软电缆或软线，电源线中的绿／黄双色芯线为保护接地线。

７．１．３　Ⅱ类设备的输出电流不应连接到可触及的带电部件或接地端子上。在安全特低电压下工作的

部件和带电部件之间的绝缘应符合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要求。

７．２　高低温与湿热

系统与设备应具备规定耐高温和耐低温特性。固定式至少应具有承受环境中出现的高温和低温的

能力，且应符合：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试验Ａｂ，在温度为－４０℃的环境下连续运行１６ｈ的检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试验Ｂｂ，在温度为５５℃的环境下连续运行１６ｈ的检验。

系统与设备的耐湿热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２３．４中相关要求。

７．３　电气强度

系统与设备绝缘介质的电气强度应能承受规定正弦波、频率，以及试验时间要求的试验。

系统与设备绝缘介质的电气强度至少应能承受实际正弦波、频率为５０Ｈｚ、历时１ｍｉｎ的试验而不

发生闪络或击穿，试验电压如下：

ａ）　对于Ⅰ类充电电气系统与设备

犝ｎ＋１２００Ｖ（ｒ．ｍ．ｓ．），在共模电压（外露导电部分对地）和差模电压（每一个电气独立的电路和所

有其他外露导电部分或电路之间）下，见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注：犝ｎ 是中性点接地的电源系统中标称线对中性点的电压。

ｂ）　对于Ⅱ类充电电气设备

２×（犝ｎ＋１２００Ｖ）（ｒ．ｍ．ｓ．），在共模电压（外露导电部分对地）和差模电压（每一个电气独立的电路

和所有其他外露导电部分或电路之间）下，见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对于Ⅰ类和Ⅱ类的交流供电设备，若电源

和安全特低电压电路之间的绝缘是双重或加强绝缘，则为２×（犝ｎ＋１２００Ｖ）（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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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可以用直流试验电压替代交流试验电压，相应直流试验电压值为交流电压值的槡２倍。

７．４　泄漏电流

在额定使用条件下，系统与设备应不超过符合规定的泄漏电流值。

７．５　发热

ａ）　在额定使用条件下各发热元器件及各部位的温升不应超过表１的规定值，但允许产品标准规

定更高的温升值。

表１　各部件极限温升

部件或器件
极限温升

Ｋ

功率器件 ７０

变压器、电抗器

Ｂ级绝缘绕组
８０

与半导体器件的连接处 ５５

与半导体器件连接处的塑料绝缘线 ２５

母线连接处

铜———铜

铜搪锡———铜搪锡

５０

６０

　　注：表中的值是以环境温度通常不超过２５℃，但偶尔可达到３５℃为条件给出的。

　　ｂ）　允许表面温度

对手持部件：

———金属部分：　　　５０℃；

———非金属部分： ６０℃。

对外露壳体：

———金属部分： ６０℃；

———非金属部分： ８５℃。

７．６　阻燃性

非金属材料零件应具有足够的耐燃和防火焰蔓延的能力：

———用于固定载流部件所使用的绝缘材料部件的试验温度为８５０℃；

———其他绝缘材料部件试验温度为６５０℃。

７．７　耐热性

下列材料零件应有足够的耐热变形能力：

———非金属材料的外部零件；

———支撑载流零件的热塑性材料零件；

———提供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热塑性材料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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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防潮性

系统与设备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潮湿条件。

７．９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满足：

———绝缘配合的电气间隙应按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的规定选取；

———接口及插头、插座的电气间隙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１的规定；

———爬电距离值应不小于电气间隙值。

７．１０　电气连接

７．１０．１　固定布线要求

从公共电网引入时：

ａ）　系统与设备的保护电路与公共电网的保护电路，以及待充电设备的保护电路连接时，系统与设

备和待充设备应作为公共电网系统短路保护管理的一部分。

ｂ）　系统与设备的保护电路与公共电网的保护电路连接，但与待充电设备的保护电路不连接时，

系统与设备与待充电设备的保护电路保持电气隔离。

ｃ）　系统与设备的保护电路与公共电网的保护电路的不连接，但与待充电设备的保护电路连接时，

系统与设备的保护电路以及待充电设备的保护电路域公共电网的保护电路保持电气隔离。

７．１０．２　移动接入连接要求

系统与设备中保护导体的连接应在导电导体接入前先被接入，并在导电导体移开（断开）后方能移

开（断开）。

７．１０．３　对连接器的要求

系统与设备的连接器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保护导体的连接应符合７．１０．２的规定；

ｂ）　应充分考虑安装防止意外断开连接的锁定装置。

８　机械安全要求

８．１　一般要求

系统与设备应满足：

———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通过构造、安置或包封使其危险零部件对人身伤害有足够的保护，能承

受正常使用中预计可能出现的不合理使用。

———壳体及零件应无锐边、毛刺、溢边等。

８．２　外壳防护

系统与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满足ＧＢ４２０８的规定，且：

———户内不低于ＩＰ３２；

———户外不低于Ｉ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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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稳定性

系统与设备应具备一定的稳定性。至少应满足：

固定式在安装后，从四个不同角度的每一个或最坏情况下沿水平方向用５００Ｎ的力拉其顶部持续

５ｍｉｎ，其能正常工作，顶部变形不能大于：

———加载时：５０ｍｍ；

———不加载时：１０ｍｍ。

８．４　冲击

系统与设备应具备一定的抗冲击能力。

携带式的壳体等至少应能承受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５的Ｅｈｂ对壳体等每一个可能的薄弱点上用０．５Ｊ的

冲击能量冲击３次。

固定式的壳体至少应能承受ＧＢ／Ｔ２４２３．５５规定的冲击能量为２０Ｊ（５ｋｇ重物体，在０．４ｍ高度自

由落下）的冲击。

８．５　振动

系统与设备应具备一定的抗振动特性。固定式至少应能承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的震动（正弦检验）。

８．６　噪声

系统与设备应符合规定的噪声限值。一般情况下，噪声限值应不大于６５ｄＢ，在非人员经常驻留区

域噪声限值可以大于此值，但不应大于８５ｄＢ。

８．７　机械联接

８．７．１　螺钉和联接件的设计应：

ａ）　对Ⅰ类系统与设备，在任何导线、螺钉、垫圈、弹簧及类似零件松动或从原来位置脱落时，不应

造成易触及的金属零件带电。

ｂ）　对Ⅱ类设备，在任何导线、螺钉、垫圈、弹簧及类似零件松动或从原来位置脱落时，不应造成附

加绝缘上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小到标准规定值的５０％以下。

８．７．２　凡因失效而可能有损于按设计用途使用的紧固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产生的机械应力，用金属

材料制造的螺纹联接件不允许采用易蠕变的金属材料，传递接触压力的电气联接螺钉应旋入金属中。

８．７．３　绝缘材料制成的螺纹件不应应用于任何电气联接。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螺钉如果被金属螺钉替

代会损害电气绝缘，则螺钉也不应用绝缘材料制造。

８．７．４　电气连接、机械联接和既是电气联接又是机械联接的联接件、装置、连接器、端子、导体等应可靠

锁定。使用中发热、松动、位移或其他变动应保持在允许范围内，并能承受电、热、机械应力。

９　接口和连接要求

９．１　系统与设备接口采用的插头、插座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９１８．１的规定。

接口的插头、插座的插入和拔出力应满足：

手动操作的插入和拔出力不大于１４０Ｎ。

９．２　插头、插座的结构应满足：

———插头、插座的外壳应将端子和电缆的端部完全封闭；

———插头、插座应设置保护盖，保护盖与其部件之间应有起固定连接作用的附件装置，且不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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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应不能拆卸；

———插头、插座应含有接地端子和触头，其结构应保证连接和断开过程中接地触头应先接通和最后

断开；

———插头、插座的部件（如端子、插销、壳体等）应可靠固定，正常使用时不应松脱，且不使用工具应

不能从插头上拆卸；

———接口应保证使用者不能改变接地触头或中性触头（如果有）的位置；

———插头的电缆入口应便于电缆导管和电缆护层进入，并提供完善的机械保护；

———绝缘衬垫、绝缘隔层及类似部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应固定到外壳或本体中，且如果不将

其严重破坏，则无法拆除，或设计或无法将其置于不正确的位置。

９．３　电缆应选用具有相当的柔软性，特性应满足２４５ＩＥＣ型电缆，电缆及插头、插座的连接应满足：

———电缆导电芯线的载流量应符合有关规定；

———电缆线中的绿／黄双色导线只允许与插头、插座中的接地端子连接，接地导线和中线（如果有）

的横截面积至少等于相线横截面积；

———电缆线与插头、插座的连接应是不可拆线的。

９．４　一个插座或连接器只能连接一个电源输出电路，提供一个充电接口使用。

９．５　电源插座最低安装处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应在０．５ｍ～１．５ｍ之间。

１０　接地装置

１０．１　保护接地电阻的连续性

系统与设备应符合规定的接地连续性，包括：

———必须设置专用接地端子，且标有接地保护标志；

———外露导电零件应分别用绿／黄双色组合线连接到各自接地端子后与接口的接地端连接；

———接地端子不能与中性线端子呈电气联接。

１０．２　保护接地端子的可靠性

系统与设备保护接地端子应：

———其及螺纹联接件应用金属材料制成；

———其与保护接地线的联接应可靠锁定；

———保护接地的金属件应具有防腐蚀性，传递接触压力的金属制件应有防锈保护，不同材质的金属

零件（例如铜与铝）应进行防电腐蚀处理。

１０．３　接地电阻

系统与设备的所有外露导电部分和接地回路间的电阻值不应超过０．１Ω。

１１　运行安全要求

１１．１　输出接口

系统与设备的每一个输出回路只能连接一个输出接口，且：

———与输入的接口之间宜采用不能自动复位的ＰＲＣＤ提供独立保护；

———提供过电压保护；

———提供过电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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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软启动的功能。

１１．２　反向馈电

系统与设备在工作过程中应有防止被充电对象能源意外向系统与设备或向电源馈电的技术措施。

１１．３　故障切断

系统与设备应设置故障保护措施，至少包括：

———防止误操作功能；

———发生故障的自动断开保护；

———不能自动恢复充电的紧急切断电源的操作。

１２　电磁兼容（犈犕犆）

１２．１　发射（犈犕犐）

１２．１．１　谐波电流

对接入低压电网系统的每相输入额定电流≤１６Ａ的充电机（桩），其引起的谐波电流限值应符合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规定的Ａ类设备的限值；对每相输入额定电流＞１６Ａ的充电机，其引起的谐波电流限值应

符合ＧＢ／Ｚ１７６２５．６的规定。

１２．１．２　传导骚扰电压限值

ａ）　频率范围为１４８．５ｋＨｚ～３０ＭＨｚ的连续骚扰电压限值，在电源端应符合表２规定。

表２　电源端的传导发射限值

民用环境 工业环境

段级

ＭＨｚ

准峰值

ｄＢμＶ

平均值

ｄＢμＶ

准峰值

ｄＢμＶ

平均值

ｄＢμＶ

０．１５～０．５

０．５～５．０

５．０～３０．０

６６

随频率对数

减小到５６

６０

５６

随频率对数

减小到４６

５０

７９

７３

７３

６６

６０

６０

　　ｂ）　频率范围为１４８．５ｋＨｚ～３０ＭＨｚ的传导骚扰电压和电流限值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信号机控制端口传导共模（不对称）发射限值

电压限制 电流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

ｄＢμＶ

平均值

ｄＢμＶ

准峰值

ｄＢμＡ

平均值

ｄＢμＡ

０．１５～０．５

０．５～３０

９７～８７

８７

８４～７４

７４

５３～４３

４３

４０～３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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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３　辐射骚扰限值

传导骚扰的测量按ＧＢ４３４３．１，辐射骚扰的测量按ＧＢ４８２４。辐射骚扰限值见表４。

表４　１０犿测试距离处的辐射骚扰限值

频率范围

ＭＨｚ

准峰值

ｄＢμＶ／ｍ

３０～２３０

２３０～１０００

４０

４７

１２．２　抗扰波

１２．２．１　电源谐波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低压电网中５０Ｈｚ～６０Ｈｚ范围内的ＧＢ／Ｔ１８０３９．３—２００３Ａ类设备限

值１．７倍的电压谐波的能力。

１２．２．２　静电放电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的静电放电试验，试验等级４，进行１０次正极放电和

１０次负极放电。

１２．２．３　射频电磁场辐射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的射频电磁场辐射试验，试验等级３，试验过程要覆盖

０．１５ＭＨｚ～２３０ＭＨｚ的所有频率。

１２．２．４　快速瞬变脉冲群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试验等级３，脉冲应以５ｋＨｚ的重

复频率在正极进行２ｍｉｎ，在负极进行２ｍｉｎ。

１２．２．５　浪涌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电压浪涌试验。在选定点上进行５个正脉冲，５个负脉冲

试验，试验等级３，适用于线对线的耦合方式，使用电源阻抗２Ω的发生器。试验等级４，适用于线对地

耦合方式，使用电源阻抗为１２Ω的发生器。

１２．２．６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１的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试验，试验以３类产品的试验等

级和持续时间进行。

１３　安全信息

１３．１　标志和符号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具有以下的额定信息：

———额定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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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的种类符号（～或—），应紧跟在额定电压标志之后；

———额定输入功率（Ｗ 或ｋＷ）；或额定电流（Ａ）；

———Ⅱ类结构符号（），仅用于Ⅱ类充电电气系统；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产品名称、型号、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等。

１３．２　说明书

系统与设备应提供使用说明书和安全说明，使用说明应：

———使用简体中文字；

———清晰和醒目；

———说明书的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型号和对系统与设备的描述，以及投入使用的说明、操作说明、保

养和售后服务说明、各组成部分的质量和重量的信息、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等；

安全说明可以与使用说明书分开，安全说明的内容包括：

———工作场所，即安装使用场所的安全；

———电气安全；

———人身安全；

———操作安全；

———使用和注意事项；

———保养与维修。

１３．３　安全警告标志

系统与设备至少应在醒目位置标有易于辨认和耐久的安全警告标志或警句，标示相关操作的说明

文字及图形符号。

所有“安全警告”的格式必须采用突显的字体或类似方法与条文内容分开。例如：警告！阅读随系

统与设备提供的所有安全警告、说明、图示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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