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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灯监控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路灯监控器分类、特性、保护型式、通信、型式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 50Hz 或 60Hz，额定电压为 230V 或 400V 的路灯配电电网中，额定电流不超过

63A,额定短路分断能力不低于3000A的路灯监控器。供电电压220V以上的户外带金属外壳的电气设备，

例如:交通灯、广告灯箱、各种充电装备、电动门、娱乐设施、户外放置的空调外机等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路灯监控器的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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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勘误的内容）适用于本文件。 

GB 10963.1-2005  电气附件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 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

器 

GB 16917.1-2014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带过电流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RCBO）第 1部分：一般

规则 

GB 14048.1-201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总则 

GB 14048.2-200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2部分：断路器 

GB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2423.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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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公差 

GB/T 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 2部分：图形符号 

GB/T 3805-2008   特低电压（ELV）限值  

GB/T 19334-200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尺寸在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作电器机械支

撑的标准安装轨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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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CJJ89-2012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JGJ16-200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3 定义 

  GB 10963.1-200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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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灯监控器  Street lamp monitor 

在路灯正常运行条件下能接通、承载和分断电流以及在规定条件下，当故障电压达到规定动作值时

能使触头断开的机械开关电器。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检测路灯熄灭及路灯故障等。 

3.2  

  故障电压  Fault voltage   

金属外壳与大地之间的电压值。 

3.3  

  故障动作电压  Fault action voltage 

使路灯监控器在规定的条件下动作的故障电压值。 

3.4  

  额定故障动作电压  Rated fault action voltage 

制造厂对路灯监控器规定的故障电压动作值，当超过该电压值时，路灯监控器应在规定的条件下动

作。 

3.5  

  故障不动作电压  Fault inaction voltage 

在该电压或低于该电压时，路灯监控器在规定的条件下不动作的故障电压值。 

3.6  

  额定故障不动作电压  Rated fault inaction voltage 

制造厂对路灯监控器规定的故障不动作电压。 

3.7  

  分断时间  Cut-off time 

从突然施加故障动作电压瞬间起到所有极电弧熄灭瞬间为止所经过的时间。 

3.8  

  接杆  Pole connection 

路灯监控器用导线与路灯灯杆外壳连接，称为接杆。 

3.9  

  接地  Ground connection 

路灯监控器用接地线与接地体连接，称为接地。 

3.10  

  工频通信方式  Industrial frequency communic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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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工频传输的通信方式。 

3.11  

  红外通信方式  Infrared communication mode 

一种基于红外线传输的通信方式。 

3.12  

无线通信方式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e 

一种基于无线的通信方式。   

4 分类 

4.1 根据极数分类 

按下列分类来规定： 

a) 2P：带两个过电流保护极的二极路灯监控器； 

b) 3P：带三个过电流保护极的三极路灯监控器； 

c) 4P：带四个过电流保护极的四极路灯监控器。  

4.2 根据故障动作电压情况分类  

按下列分类来规定： 

a) 只有一个故障动作电压的路灯监控器； 

b) 具有几个分级调整的故障动作电压的路灯监控器。 

4.3 根据是否带通信功能分类  

按下列分类来规定： 

a) 只带故障电压保护的路灯监控器； 

b) 故障电压保护和带通信功能的路灯监控器。 

4.4 根据瞬时脱扣电流分类 

按下列分类来规定： 

a) B型路灯监控器； 

b) C型路灯监控器。 

4.5 按控制方式分类 

按下列分类来规定： 

a) 手动控制方式：手动合闸、自动分闸的控制方式； 

b) 自动控制方式：自动合闸、自动分闸的控制方式。 

5 标识 

5.1 铭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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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耐久的方式在清晰易见的表面标识下列内容： 

a) 制造商名或商标； 

b) 型号、目录号或系列号； 

c) 符合标准号； 

d) 额定工作电压(Ue)； 

e) 额定电流，不带符号“A”，在前面冠以过电流瞬时脱扣的符号（B或 C），例如 C6； 

f) 额定频率，如果路灯监控器用于多个频率时（如 50/60Hz）,应相应标志； 

g) 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如果有几个故障电压整定值，其额定值是指最高的整定值； 

h) 断开和闭合位置的指示，如果采用符号作指示，则分别用符号○和|表示； 

i) 额定短路能力，以安培表示； 

j) 如果必须区分电源端和负载端，则它们应有明显的标志（例如在相应的接线端子附近用“电源”

和“负载”表示），或者路灯监控器的主电路的进线端用 1、3 表示，出线端用 2、4表示； 

k) 接线图。 

5.2 必备标识 

以下内容可以写入随产品提供的样本或使用说明书中： 

a)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 

b) 分断时间应标出 2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的时间； 

c) 基准整定温度（如不是 30℃时）； 

d) 防护等级（如不是 IP20时）； 

e) 使用位置。 

如有故障电压动作指示装置，可采用机械指示装置及文字表示。 

6 正常的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 

6.1 正常使用条件 

符合本标准的路灯监控器应能在表1所示的标准条件下进行。 

表1 使用的标准工作条件 

影响量 使用的标准范围 基准值 试验允差（见注） 

周围温度（见注1和注

7） 

-5℃～+40℃（见注2） 20℃ ±5℃ 

海拔 不超过2000m   

相对湿度40℃时最大值 50%（见注3）   

外磁场 任何方向不超过地磁场5倍 地磁场 （见注4） 

位置 按制造厂规定，任何方向允差2°（见注

5） 

按制造厂规定 任何方向 2° 

频率 基准值±5%（见注 6） 额定值 ±2% 

正弦波畸变 不超过 5% 0 5% 

注1：日平均最高温度值为+35℃。 

注2：经常出现恶劣气候条件的地方，允许超出这个范围。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 

注3：在较低温度下允许有较高的相对湿度（列如 20℃时 90%）。 

注4：当路灯监控器安装在强磁场附近时，可能需要补充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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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在固定路灯监控器时，不应有妨碍其功能的变形。 

注6：除非在相应的试验中另有规定，所给的允差适用。 

注7：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允许-20℃和+60℃的极端温度范围。并应在设计路灯监控器时予以考虑。 

6.2 污染等级 

本标准适用于污染等级2的环境，即一般情况下仅有非导电性的污染，但可以预期偶而由于凝露造

成的短暂的导电性污染。 

6.3 安装 

应按制造厂的说明书安装，安装导轨应采用35mm的标准导轨。 

7 电气特性 

7.1 标准值和优选值 

7.1.1 额定工作电压优选值（Ue） 

应为AC230V。 

7.1.2 额定通信电压优选值 

应为AC12V、AC24V、AC33V、DC12V、DC24V、DC33V。 

7.1.3 额定绝缘电压的推荐值（Ui） 

宜为400V。 

7.1.4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的推荐值（Uimp） 

宜为4kV。 

7.1.5 额定电流优选值（In） 

应为2A、3A、4A、6A、8A、10A、13A、16A、20A、25A、32A、40A、50A、63A。  

7.1.6 额定故障动作电压优选值 

应为AC12V、AC24V、AC33V、AC50V、DC12V、DC24V、DC33V、DC50V。 

7.1.7 额定故障不动作电压优选值 

应为0.5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优选值。 

7.1.8 额定红外通信波特率标准值 

应为1200bps。 

7.1.9 额定频率标准值 

应为50Hz或60Hz。 

7.1.10 额定短路能力标准值（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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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3000A、4500A、6000A。 

相应的功率因数范围如表2所示。 

表2 试验回路的功率因数范围 

试验电流 Icc 相应的功率因数范围 

Icc≤3000 0.85～0.90 

3000＜Icc≤4500 0.75～0.80 

4500＜Icc≤6000 0.65～0.70 

7.1.11 路灯监控器的分断时间限值 

分断时间限值如表3所示。 

表3 路灯监控器的分断时间限值 

In   

A 

路灯监控器故障动作电压等于下列值时的分断时间 s 

故障动作电压 12V 24V 33V 50V 110V 220V 240V 

任

何

值 

分断时间限值 ≤10 ≤10 ≤10 ≤1 ≤0.5 ≤0.2 ≤0.2 

7.1.12 过电流瞬时脱扣的标准范围 

过电流瞬时脱扣的标准范围如表4所示。 

表4 过电流瞬时脱扣范围 

型式 脱扣范围 

B ＞3In～5In 

C ＞5In～10In 

8 结构和性能要求 

8.1 尺寸和接线方式 

尺寸和接线方式见附录A 

8.2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应符合IP20的要求，在配置安装盒时防护等级应符合IP31的要求。 

8.3 机械设计 

8.3.1 一般要求 

应使得它们在正常使用时是性能可靠，并且不对使用者或环境构成危险。 

故障电压的检测元件和脱扣元件与断路器分开，采用与断路器拼装的模式。 

8.3.2 机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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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0963.1-2005中8.1.2适用。 

8.3.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最小值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表4的规定。 

8.3.4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1.4的规定。 

8.3.5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1.5的规定。 

8.4 电击保护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2规定。 

8.5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3规定。 

8.6 温升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4规定。 

8.7 动作特性 

8.7.1 在故障电压条件下 

应具有在故障电压条件下，满足表2的条件情况下断开。 

8.7.2 在过电流条件下 

应符合GB 10963.1-2005中8.6规定。 

8.8 通信性能 

应具有通信功能。 

8.9 机械和电气寿命 

应能进行足够的机械和电气操作次数。 

8.10 短路电流下的性能 

应能进行规定的短路操作次数，在短路操作时不应危及操作者，也不应在带电导电部件之间或带电

导电部件与地之间产生闪络。 

8.11 耐机械冲击和撞机性能 

应具有足够的机械性能，以使其能承受安装和使用过程中遭受的机械应力。 

8.12 耐热性 

应有足够的耐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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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耐异常发热及耐燃性 

如果邻近的载流部件在故障过载情况下达到一个很高的温度时，路灯监控器中用绝缘材料制成的

外部零件应不容易点燃和蔓延火焰。 

8.14 可靠性 

路灯监控器即使在长期运行后，考虑到其元件的老化，也应能可靠动作。 

8.15 电磁兼容（EMC） 

即使在电磁干扰出现的情况下，路灯监控器也应能可靠运行并应符合相关的EMC要求。 

8.16 防锈 

铁制部件应有足够的防锈保护。 

9 试验 

9.1 试验条件 

试验时9.8、9.9.2、9.11试验条件按GB 10963.1-2005中9.2规定。 

其余条款试验条件根据产品本身性能、特性等而定。 

9.2 防护等级试验 

本标准8.2条款中规定的防护等级应依据GB 4208-2008进行验证。 

9.3 标志的耐久性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3条款方法试验。 

9.4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的可靠性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4条款方法试验。 

9.5 连接外部铜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可靠性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5条款方法试验。 

9.6 电击保护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6条款方法试验。 

9.7 介电性能和隔离能力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7条款方法试验。 

9.8 温升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8条款方法试验。 

9.9 验证动作特性 

9.9.1 在故障电压条件下，验证动作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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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1 试验电路 

路灯监控器按正常使用安装。试验电路与图1相对应。 

测量故障电压的仪表应能正确的显示符合产品要求。 

9.9.1.2 在 20℃±5℃的基准温度下，不带负载时，用交流电压进行试验 

仅对路灯监控器任意选取一极分别进行9.9.1.2a)、9.9.1.2b)、9.9.1.2c)（每项试验测量5次）和

9.9.1.2d）的试验。 

对具有几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的路灯监控器，每一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都应进行试验。 

a) 故障电压稳定增加时，验证动作正确性 

    试验开关 S1和 S2以及路灯监控器处于闭合位置，故障电压从不大于 0.2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  

    值开始稳定地增加，在 30秒内达到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每次试验时测量脱扣电压。 

    5次测量值均应在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和额定故障不动作电压值之间。 

b) 闭合故障电压时，验证动作的正确性 

试验电路调节到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试验开关 S1和 S2处于闭合位置，然后用路灯监控器来

闭合电路。测量 5次分断时间，根据路灯监控器的型式，每次测量值都不应超过表 3 对额定故

障动作电压值规定的分断时间限值。 

c) 突然出现故障电压时，验证动作的正确性 

所有型式 

试验电路依次调节到表 3 规定的每个故障动作电压值，试验开关 S2 和路灯监控器处于闭合位

置，然后闭合试验开关 S1使电路中突然产生故障动作电压。 

每次试验时路灯监控器应脱扣。 

对每个故障动作电压值测量 5次分断时间。 

每次测量值都不超过相应规定的分断时间限值。 

d) 突然出现 240V的故障动作电压值时，验证动作的正确性 

试验电路调节到 240V的故障电压值。 

试验开关 S1 和路灯监控器处于闭合位置，闭合试验开关 S2 使电路中突然产生故障动作电压。 

每次试验时路灯监控器应脱扣，分断时间不应超过表 3规定的时间。 

    对每个故障动作电压值仅在任选的一极进行一次试验。 

9.9.1.3 在极限温度下试验 

路灯监控器依次在下列条件下，进行9.9.1.2c)规定的试验： 

a) 周围温度：-5℃，空载； 

b) 周围温度：+40℃，空载； 

注：路灯监控器具有几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时，应对每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进行试验。 

9.9.2 在过电流条件下，验证动作特性 

按照GB 10963.1-2005中9.10条款方法试验。 

9.10 通信功能特性 

9.10.1 试验电路 

路灯监控器按正常使用安装。试验电路与图2、图3相对应。  

测量通信功能的仪表应能正确的显示符合产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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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 试验电压 

应在路灯监控器上施加下列电压值进行试验。 

9.10.3、9.10.4、9.10.5规定的试验施加0.85倍的额定工作电压和0.85倍的额定通信电压； 

9.10.3、9.10.4、9.10.5规定的试验施加1.1倍的额定工作电压和1.1倍的额定通信电压。 

9.10.3 在基准温度 20℃±5℃下，进行通信试验。 

9.10.3.1 路灯监控器进行信号检测 

如图 2试验开关 S1闭合，路灯监控器通以额定工作电压，被测路灯正常工作； 

检测路灯状态，检测周期为≥15 分钟，检测完成后，用红外通信设备读取该路灯监控器检测到的

状态信息。 

9.10.3.2 路灯监控器进行工频通信  

a) 经过试验 9.10.3.1 之后，如图 2 试验开关 S1 断开 S2 闭合，路灯监控器进行单路通信。路灯

监控器施加额定通信电压，路灯监控器进行通信，通信时间不超过 3秒。通信完成后，可在相

应仪器上看出该路灯的运行情况。 

b) 经过试验 9.10.3.2a)之后，如图 3试验开关 S1断开 S2闭合，路灯监控器进行多路通信。路灯

监控器进行 9.10.3.2a)试验。 

c) 经过试验 9.10.3.2b)之后，如图 3试验开关 S1断开 S2闭合，路灯监控器进行线路检测。路灯

监控器施加额定通信电压，通信时间不超过 3秒。通信完成后，可在相应仪器上看出该路灯线

路的运行情况。 

9.10.3.3 路灯监控器进行红外通信 

  用红外通信，并在额定工作电压和额定通信电压的情况下进行通信地址的设置、读取和路灯监控器

运行情况的读取、清除等。 

9.10.4 在基准温度 20℃±5℃下，额定故障不动作电压情况下进行通信试验 

路灯监控器进行9.10.3规定的试验。 

9.10.5 在极限温度下试验 

路灯监控器依次在下列条件下，进行9.10.3.1、9.10.3.2a)、9.10.3.3规定的试验。试验时施加额

定故障不动作电压进行试验。 

周围温度：-5℃；周围温度：+40℃。 

9.11 验证机械和电气寿命 

9.11.1 一般试验条件 

按照GB 16917.1-2014中9.10.1条款规定。 

9.11.2 试验程序 

路灯监控器进行2000次操作循环，每个操作循环包括一次闭合操作以及接着一次断开操作，路灯监

控器应按正常使用条件操作。 

断开操作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a) 开始 1000次操作循环在额定工作电压下进行断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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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后 1000次操作循环在一极施加额定故障动作电压进行断开操作； 

c) 操作频率为：每分钟两次操作循环，接通时间 1.5秒～2秒。  

注：对具有几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的路灯监控器，试验时在最小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下进行。 

9.11.3 试验后路灯监控器的状况 

在9.11.2的试验后，不应有下列现象： 

a) 过度磨损； 

b) 外壳损坏至能被标准试指触及带电部件； 

c) 电气或机械连接松动； 

在9.9.1.2c)的试验条件下，路灯监控器施加1.25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应脱扣，只进行一次试验，

试验时不测量分断时间。 

在9.10.3.2和9.10.3.3规定的条件，路灯监控器进行通信试验。 

然后，路灯监控器应能完满地承受GB 16917.1-2014中9.7.3条款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试压电压为

900V，试验时间为1分钟，试验前不经过潮湿处理。 

此外路灯监控器应能进行GB 16917.1-2014中9.9.2.1b)的试验。 

9.12 验证自由脱扣机构 

9.12.1 一般试验条件 

应按正常安装和接线。试验电路与图1相对应。 

9.12.2 试验程序 

闭合并把操作件保持在闭合位置，通过闭合开关S2使电路中流过一个等于1.5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

路灯监控器应能脱扣。 

然后，在约1秒时间内把路灯监控器的操作件缓慢地移到故障电压开始导通的位置，这时操作件不

在移动，路灯监控器应能脱扣。 

两项试验各进行三次，每个与相线连接的极至少一次。 

注：对具有几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的路灯监控器，对每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都要进行试验。 

9.13 短路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12条款方法试验。 

9.14 验证耐机械冲击和撞击 

按照GB 10963.1-2005中9.13条款方法试验。 

9.15 耐热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14条款方法试验。 

9.16 耐异常发热和耐燃（灼热丝试验） 

按照GB 10963.1-2005中9.15条款方法试验。 

9.17 验证可靠性 

用9.17.1和9.17.2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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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对具有几个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的路灯监控器，试验时在最小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值下进行。 

9.17.1 气候条件 

按照GB 16917.1-2014中9.22.1条款方法试验。 

9.17.2 40℃温度试验 

按照GB 16917.1-2014中9.22.2条款方法试验。 

试验后： 

a) 在 9.9.1.2c）规定的条件下，路灯监控器施加 1.25倍的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应脱扣。仅在任意

选取的一级进行一次试验，试验时不测量分断时间。 

b) 在 9.10.3.2和 9.10.3.3规定的条件进行通信试验。 

9.18 验证电子元件抗老化性能 

路灯监控器施加1.1倍额定工作电压，通以额定负载，在40℃±2℃的周围温度下放置168小时。 

在上述试验后，路灯监控器在加热箱内，不通电流，冷却至接近室温。 

a) 在 9.9.1.2c）规定的条件下，路灯监控器施加 1.25倍额定故障动作电压应脱扣。仅在任意选

取的一级进行一次试验，试验时不测分断时间。 

b) 在 9.10.3.2和 9.10.3.3规定的条件进行通信试验。 

9.19 电磁兼容（EMC） 

9.19.1 抗扰度试验 

9.19.1.1 试验条件 

验证抗扰度试验时路灯监控器应施加额定工作电压。 

试验后，应按9.9.1.2c）规定的要求施加额定故障动作电压进行试验，路灯监控器能正常动作，试

验时不测分断时间。 

试验后，应按9.10.3.2和9.10.3.3规定的条件进行通信试验。 

9.19.1.2 静电放电 

路灯监控器应按GB/T 17626.2-2006试验等级3的要求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3：空气放电：8kV，接触放电6kV。 

9.19.1.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路灯监控器应按GB/T 17626.4-2008试验等级4的要求进行试验。 

试验等级4：4kV（峰值），Tr/Th：1.2/50ns,重复频率：2.5kHz。 

除另有规定，骚扰应施加1分钟。 

9.19.1.4 浪涌 

路灯监控器应按GB/T 17626.5-2008的试验等级4与8.2的要求进行试验。 

Tr/Th：1.2/50μs，共模：4kV（峰值）/12Ω，差模：2kV（峰值）/12Ω。 

应施加正负两极性脉冲，相位角为0°和90°。 

每个极性和每个相位角各施加5个脉冲（脉冲总数：20），两个脉冲之间间隔约1分钟。 

9.20 防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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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 10963.1-2005中9.16条款方法试验。 

10 检验规则 

10.1 检验试验分类 

路灯监控器试验类型分为型式试验、抽样试验和验收试验三种。 

10.1.1 型式试验 

按附录B中所规定的试验项目执行。 

10.1.2 抽样试验 

按附录B中所规定的试验项目执行。 

10.1.3 验收试验 

按附录B中所规定的试验项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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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S—电源 

T—调压器 

V—电压表 

S1—双极开关 

S2—单极开关 

C—短接线 

D—被试路灯监控器 

H—互感器 

Z—示波器 

图1 验证在故障电压下，验证动作特性（9.9.1）、自由脱扣机构（9.12）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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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验证路灯监控器通信功能（9.10）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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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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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验证路灯监控器通信功能（9.10）的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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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路灯监控器外形尺寸、接线图 

外形尺寸、接线图按照图A.1的要求。未标注的公差应满足GB/T 1804-2000中的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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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路灯监控器外形尺寸、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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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路灯监控器试验项目 

路灯监控器试验项目见表B.1 

表B.1 路灯监控器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内容 
试验类别 

型式试验 抽样试验 验收试验 

1 外观检查和尺寸检查 ● ● ● 

2 标识耐久性试验 ● ● ○ 

3 防护等级验证 ● ● ○ 

4 螺钉、载流部件和连接的可靠性试验 ● ○ ○ 

5 
连接外部铜导线的螺纹型接线端子的可靠

性试验 
● ○ ○ 

6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 ○ 

7 电击保护 ● ○ ○ 

8 介电性能 ● 
●（不包括潮湿试

验） 

●（不包括潮湿试

验） 

9 绝缘电压 ● ○ ○ 

10 冲击耐受电压 ● ○ ○ 

11 温升试验 ● ● ○ 

12 在故障电压条件下，验证动作特性 ● ●（只做常温） ●（只做常温） 

13 在过流条件下，验证动作特性 ● ● ● 

14 通信功能 ● ●（只做常温） ●（只做常温） 

15 验证机械和电气寿命 ● ○ ○ 

16 验证自由脱扣机构 ● ○ ○ 

17 短路试验 ● ○ ○ 

18 验证耐机械冲击和撞击 ● ○ ○ 

19 耐热试验 ● ● ○ 

20 耐异常发热和耐热性 ● ● ○ 

21 验证可靠性 ● ○ ○ 

22 40℃温度试验 ● ● ○ 

23 验证电子元件的老化性能 ● ● ○ 

24 电磁兼容（EMC） ● ● ○ 

25 防锈试验 ● ○ ○ 

备注          必做：●  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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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