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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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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

低压动⼒配电及控制箱设计导则是指导⽤于专业⼈员操作的成套设备的深化设计准则，是基于成套
设备⾏业对我国GB/T 7251系列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细化与补充。
各类成套设备标准中具有⼴泛影响和最佳实践的要求都集中在此标准中，其对成套设备的结构⽅案

标准化、产品⽣产图纸深化设计的规范化以及产品品质性能的验证⽅法明确化等⽅⾯具有指导与促进作
⽤。
导则精简了成套设备装置的结构尺⼨规格、明确了的结构部件配置细节要求以及提出了不平度等影

响产品性能的要求，对⾮标成套设备的标准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同时，导则结合成套设备⾏业最佳实践及相关标准要求，对产品结构及电⽓的深化设计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并对产品性能验证⽅法有明确的⽅案，对此⾏业技术与经济具有积极的影响。
⽬前，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业标准均没有此类标准，本次起草的团体标准为低压动⼒配电及控

制箱设计的规范化及标准化提供指导和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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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动⼒配电及控制箱设计导则

1 范围

本⽂件规定了低压动⼒配电及控制箱（以下简称“成套装置”）的使⽤条件、结构与安装、⼀⼆次回
路、电⽓制图及试验验证等要求。
本⽂件适⽤于交流频率50 Hz（或60 Hz），额定电压400 V及以下的电⽹中，具备计量、测量、控

制、保护等全部或部分功能，且为专业⼈员操作的成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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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注⽇期的版本适⽤于本⽂件；不注⽇期的引⽤⽂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于本⽂件。

GB/T 708 冷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4025 ⼈机界⾯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
GB/T 4026 ⼈机界⾯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导体终端和导体的标识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5585.1 电⼯⽤铜、铝及其合⾦⺟线 第1部分：铜和铜合⾦⺟线
GB/T 7251.1-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7251.8-202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8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技术要求
GB/T 7251.12-201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成套电⼒开关和控制设备
GB/T 14048.3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GB/T 2064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空壳体的⼀般要求
GB/T 25293-2010 电⼯电⼦设备机柜 机械⻔锁

3 术语和定义

GB/T 7251.1-2013、GB/T 25293-20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于本⽂件。

4 使⽤条件及技术要求

4.1 使⽤条件

4.1.1 安装⽅式：落地式、悬挂式、嵌⼊式。
注：成套装置的安装⽅式由设计院根据元器件⽅案配置及⽤户实际安装使⽤的环境情况定义；

4.1.2 安装场所：户内、户外。
4.1.3 海拔：≤2 000 m。
4.1.4 环境温度条件：

a) 户内成套装置周围空⽓温度在-5 ℃～+40 ℃范围内，且 24 h⼀个周期内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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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户外成套装置周围空⽓温度在-25 ℃～+40 ℃范围内，且 24 h⼀个周期内的平均温度不超过+35
℃。

4.1.5 环境湿度条件：
a) 户内成套装置最⾼温度为+40 ℃时的相对湿度不超过 50%；
b) 户外成套装置最⾼温度为+25 ℃时的相对湿度短时可达 100%；
c) 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的相对湿度；
d) 宜考虑到由于温度的变化，有可能会偶尔产⽣适度凝露。

4.1.6 其他条件：
a) ⽆强烈腐蚀⽓体、强磁场⼲扰以及强烈振动源的场所；
b) 安装于基础⾯倾斜⻆度不⼤于 5°的环境。

4.2 技术要求

4.2.1 额定电压Un：≤400 V。
4.2.2 额定绝缘电压Ui：≤690 V。
4.2.3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Uimp：≤8 kV。
4.2.4 额定频率 fn：50 Hz、60 Hz。
4.2.5 额定电流 In：≤630 A。
4.2.6 过电压类别：Ⅲ。
4.2.7 污染等级：3。
4.2.8 材料组别：不低于Ⅲa。

5 结构与安装设计

5.1 成套装置结构示意

成套装置结构示意（以单开⻔双层⻔结构的户外落地式成套装置为例）⻅图1。

图 1 成套装置结构示意

5.2 材质与板厚

5.2.1 外壳所采⽤冷轧钢板、不锈钢板、镀锌钢板或其他⾮⾦属材料等材质应符合成套装置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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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悬挂式和和嵌⼊式成套装置的箱体和⻔板板材厚度分别不应⼩于 1.2 mm和 1.5 mm。
5.2.3 落地式成套装置的箱体和⻔板板材厚度分别不应⼩于 1.5 mm和 2.0 mm。
5.2.4 成套装置的⻔板加⼯后的不平度不应⼤于 2 mm/m。
5.2.5 板材厚度尺⼨允许偏差应满⾜GB/T 708标准中 PT.B精度要求。

5.3 铰链与⻔锁

5.3.1 当成套装置⻔板⾼度≤800 mm时，铰链数量不应少于两个。
5.3.2 当成套装置⻔板⾼度＞800 mm时，铰链数量不应少于三个。
5.3.3 当成套装置⻔板⾼度≤600 mm时，外⻔锁宜采⽤⼀把单点锁，内⻔采⽤⼀把单点锁。
5.3.4 当成套装置⻔板⾼度＞600 mm且≤1 200 mm时，外⻔锁宜采⽤两把单点锁（或⼀把多点锁），
内⻔采⽤两把单点锁。
5.3.5 当成套装置⻔板⾼度＞1 200 mm时，外⻔锁宜采⽤⼀把多点锁，内⻔采⽤两把单点锁。

5.4 箱体结构

5.4.1 对于⽆附加防护设施的户外成套装置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X3。
5.4.2 ⾯板含有指示元器件的户外成套装置宜采⽤双层⻔结构，⾯板指示元器件置于内⻔上（内⻔⼤⼩
满⾜⾯板操作指示元器件安装即可），外⻔宜设置视察窗以便于⽤户观察内⻔⾯板指示器件状态。
5.4.3 防护等级达 IPX2及以上的成套装置宜采⽤焊接⼯艺，外⻔与箱体搭接处应采⽤密封⼯艺处理。
5.4.4 ⼈体可能触及到的⾦属结构零部件，其⾦属断⾯应进⾏去⽑刺⼯艺处理。
5.4.5 成套装置表⾯应⽆划痕、掉漆、明显⾊差、⽣锈、变形等现象，喷塑表⾯涂层厚度宜为 60 µm～
120 µm。
5.4.6 成套装置⻔板宽度≤700 mm时宜采⽤单开⻔，⻔板宽度＞700 mm时采⽤左右双开⻔。
5.4.7 单开⻔成套装置宜采⽤左开⻔⽅向（即正视情况下铰链安装于箱体左侧），对特殊场合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开⻔⽅向（左开⻔、右开⻔或双开⻔等）。
5.4.8 ⻔的开启⻆度应满⾜外⻔≥110°，内⻔≥90°。
5.4.9 嵌⼊式成套装置深度宜≤200mm，悬挂式成套装置⾼度宜≤1200mm，落地式成套装置⾼度宜≥1 600
mm。
5.4.10 成套装置外壳尺⼨优先满⾜表 1～表 3。

表 1 嵌⼊式

序号
宽度

mm

⾼度

mm

深度

mm
备注

1 300 400 150（或 200） ——

2 300 500 150（或 200） ——

3 400 600 150（或 200） ——

4 500 600 150（或 200） ——

5 600 800 150（或 200） ——

注：通常深度采⽤ 150 mm，当成套装置采⽤双层⻔结构或箱内装有塑壳断路器等

元器件时采⽤ 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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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悬挂式

序号
宽度

mm

⾼度

mm

深度

mm
备注

1 400 600 200 ——

2 500 600 200 ——

3 500 800 250 ——

4 600 1000 250 ——

5 700 1200 250 ——

表 3 落地式

序号
宽度

mm

⾼度

mm

深度

mm
备注

1 600 1600 400（或 500） ——

2 700 1700 400（或 500） ——

3 800 1800 400（或 500） 双开⻔

4 800 2000 400（或 500） 双开⻔

5 1000 1800 400（或 500） 双开⻔

6 1000 2000 400（或 500） 双开⻔

注：通常深度采⽤ 400 mm，当成套装置采⽤型材结构或箱内装有变频器、软

启动器等元器件时采⽤ 500 mm。

5.5 防护等级

成套装置外壳结构设计应符合GB/T 4208的防护等级规定，并满⾜GB/T 20641的设计验证要求。

5.6 安装布线

5.6.1 电器元器件和外接导线端⼦的布置宜使其在安装、接线、维修和更换时易于接近。
5.6.2 落地式成套装置中⽤于外部接线的端⼦应安装在成套装置的基础⾯上⽅⾄少 0.2 m（不包括保护
导体端⼦）。
5.6.3 落地式成套装置⻔板上由⼈员操作或观察的元器件宜安装在成套装置的基础⾯上⽅ 0.8m～1.8m
之间。
5.6.4 成套装置应有与外设接地系统连接的接地排，成套装置箱体与⻔板的适当位置应设置接地装置，
接地装置附近及接地排上应设有接地标识。
5.6.5 箱内操作开关处宜采⽤防护板将铜⺟线隔开，旨在维护时防⽌直接与危险带电部分接触。
5.6.6 箱内汇流排选⽤的铜⺟线应符合GB/T 5585.1的规定。

5.7 信息

5.7.1 成套装置外表⾯可⻅处应安装永久性的产品铭牌，铭牌需坚固、耐久且安装位置易于发现。
5.7.2 铭牌内容应符合标准GB/T 7251.12-2013第6章的规定，智能型成套装置铭牌内容应符合标准GB/T
7251.8-2020第 6章的规定。
5.7.3 铭牌内容应符合标准且与成套装置性能参数及其内部元器件⽅案配置等信息相符合。



T/CEEIA 621—2022

5

6 ⼀次回路设计

6.1 元器件的选择

6.1.1 成套装置所选⽤的元器件应符合国家现⾏的元器件产品相关标准。
6.1.2 元器件的额定⼯作电压、额定绝缘电压、机械寿命及额定短路耐受强度等技术参数应与成套装置
标称参数相适应。
6.1.3 ⽤于断开短路电流的元器件应满⾜成套装置安装处短路条件下的接通能⼒和分断能⼒。
6.1.4 成套装置的维护、测试和检修点上端应具备符合GB/T 14048.3的隔离电器，此隔离电器可根据
配电系统要求设置于成套装置内部或外部。

6.2 导体的选择

6.2.1 导体宜采⽤阻燃型聚氯⼄烯绝缘铜芯电线（电缆）或采⽤符合GB/T 5585.1的规定的铜⺟线。
6.2.2 消防通道及⼈员密集场所宜采⽤交联聚⼄烯绝缘电线（电缆）。
6.2.3 导体载流量应不⼩于回路负载的计算电流。
6.2.4 导体的选择应满⾜安装机械强度及其电动⼒的要求。
6.2.5 过⻔接地线宜采⽤⻩绿双⾊绝缘多股软铜线、铜编织线或带护套铜编织线。
6.2.6 铜编织带截⾯积应不⼩于 4 mm²，带护套铜编织带截⾯积不应⼩于 2.5 mm²。
6.2.7 成套装置中保护导体应与相导体采⽤相同材质，其最⼩截⾯积应符合表 4。

表 4 保护导体最⼩截⾯积

相导体截⾯积

S/mm²

相应保护导体（PE、PEN）最⼩截⾯积

S/mm²

S≤16 S

16＜S≤35 16

35＜S≤400 S/2

400＜S≤800 200

注：成套装置⻔板与箱体钣⾦相连接的PE线宜为截⾯积不⼩于2.5 mm²的⻩绿双⾊绝缘多股软铜线。

6.3 元器件端⼦与导体标识

元器件端⼦与导体标识按照GB/T 4026的标准要求，元器件已有端⼦标识的按元器件原有标识，未
明确标识的宜符合表5。

表 5 元器件端⼦与导体标识

类别 相别 元器件端⼦标识 导体标识

交流导体

A相 A、U、L1、L11、1、2 A、U、L1、L11

B相 B、V、L2、L12、3、4 B、V、L2、L12

C相 C、W、L3、L13、5、6 C、W、L3、L13

中性线 N、N1、N2 N、N1、N2

保护线 PE PE

直流导体

正极 +、C L+

负极 -、D L-

中间点导体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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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导体颜⾊

导体的颜⾊宜符合表6。

表 6 导体颜⾊

类别 相别 ⼀次导线颜⾊ ⼆次导线颜⾊

交流导体

A相 棕⾊、⻩⾊、⿊⾊ 棕⾊、⻩⾊、⿊⾊

B相 ⿊⾊、绿⾊ ⿊⾊、绿⾊

C相 灰⾊、红⾊、⿊⾊ 灰⾊、红⾊、⿊⾊

中性线 N 蓝⾊、⿊⾊ 蓝⾊、⿊⾊

保护线 PE ⻩绿双⾊ ⻩绿双⾊

直流导体

正极 红⾊、棕⾊、⿊⾊ 红⾊、棕⾊、⿊⾊

负极 ⽩⾊、蓝⾊、⿊⾊ ⽩⾊、蓝⾊、⿊⾊

中间点导体 蓝⾊ 蓝⾊、⿊⾊

注 1：交流导体三相五线导体颜⾊分⾊ A、B、C、N和 PE优先按照 GB/T 4026定义的导体

颜

⾊要求分别采⽤棕⾊、⿊⾊、灰⾊、蓝⾊和⻩绿双⾊，次之分别采⽤⻩⾊、绿⾊、红

⾊、蓝⾊和⻩绿双⾊，不要求分⾊则除地线采⽤⻩绿双⾊导线外其他全部采⽤⿊⾊导

线。

注 2：直流导体颜⾊分⾊正极和负极优先分别采⽤红⾊和⽩⾊，次之采⽤棕⾊和蓝⾊，不要

求分⾊则全部采⽤⿊⾊。

注 3：单相电路相导体的优选颜⾊是棕⾊或⿊⾊，从三相电路中引出的单相电路的相导体的

标识颜⾊应和三相电路中与其电⽓连接的相导体的标识颜⾊⼀致。

注 4：蓝⾊推荐使⽤不饱和的蓝⾊，通常称为淡蓝⾊。

7 ⼆次控制回路设计

7.1 导线规格

7.1.1 导线采⽤铜芯聚氯⼄烯绝缘电线（电缆）,⽆特殊要求情况下优先采⽤阻燃型软导线。
7.1.2 电流测量回路采⽤ 2.5 mm²⿊⾊导线。
7.1.3 电压测量回路采⽤ 1.5 mm²⿊⾊导线。
7.1.4 控制回路采⽤ 1.5 mm²⿊⾊导线。
7.1.5 通讯回路采⽤ 0.75 mm²屏蔽双绞线。
7.1.6 弱电回路采⽤不⼩于 0.5 mm²⿊⾊导线。
7.1.7 专业计量回路宜采⽤单股铜芯硬导线，其中电流回路采⽤ 4 mm²导线，电压回路采⽤ 2.5 mm²
导线，均按相序分⾊。
7.1.8 ⾮专业计量回路可按成套装置制造商与⽤户协商达成的参照电流和电压导线规格协议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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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常⽤元器件⽂字代号

常⽤元器件⽂字代号参⻅附录A。

7.3 导线标识

7.3.1 所有⼆次导线均应设置线号标识，线号宜印在线号管上,字迹要求清晰且不褪⾊。
7.3.2 导线的线号及其对应端⼦类型宜按回路功能特性编制，⻅表 7。



T/CEEIA 621—2022

8

表 7 导线回路编号及端⼦类型

序号 回路功能 端⼦类型 线号

1 电流测量回路 电流型端⼦

A相 A401～A409、A411～A419、……、A491～A499

B相 B401～B409、B411～B419、……、B491～B499

C相 C401～C409、C411～C419、……、C491～C499

N相 N401～N409、N411～N419、……、N491～N499

2 电压测量回路 普通端⼦

A相 A601～A609、A611～A619、……、A691～A699

B相 B601～B609、B611～B619、……、B691～B699

C相 C601～C609、C611～C619、……、C691～C699

N相 N601～N609、N611～N619、……、N691～N699

3 电压取电回路 普通端⼦

A相 L1、L11、Ua、Ua1、Ua2、U、A

B相 L2、L12、Ub、Ub1、Ub2、V、B

C相 L3、L13、Uc、Uc1、Uc2、W、C

N相 N、N1、N2、02N、Un、Un1、Un2

4 控制回路 普通端⼦

01、03、05、……；

接⾄零排的导线线号采⽤ 02N；

接⾄直流线圈的导线线号采⽤ DC12V+、DC12V-、DC24V+、

DC24V-、DC110V+、DC110V-；

5 通讯回路 普通端⼦ A+、B-、G、A1+、B1-、G1、A2+、B2-、G2；

注1：多回路时，上述线号需加前缀“*”，其中“*”为回路序号，例如：“*01、*03、*05……”⽤于第1回
路则表示为“101、103、105……”。

注2：对于特殊功能性回路的元器件⽂字代号和导线的线号可采⽤字⺟作为前缀，例如：“*01、*03、
*05……”⽤于某个特殊功能性回路可表示为“A01、A03、A05……”。

7.3.3 导线两端均应配置线号管。
7.3.4 线号管上宜体现导线线号、导线此端和另外⼀端所接元器件的⽂字代号及其端⼦标识，⼆者之间
采⽤短横杠隔开，例如：*01-*FU:2（*QF:1）表示为线号*01，导线此端接元器件*FU的 2号端点，另外
⼀端连接的是元器件*QF的 1号端点。
7.3.5 线号管⽂字视读⽅向⻅图 2。

图 2 线号管⽂字视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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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元器件的选择与应⽤

7.4.1 电流互感器⼆次电流宜采⽤ 5 A，若需远距离传输的外引电流信号则⼆次电流宜采⽤ 1 A。
7.4.2 测量⽤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 0.5级，计量⽤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应不低于 0.5S级。
7.4.3 采⽤指针式仪表时，电流互感器电流值的选择宜满⾜回路额定值条件运⾏时，仪表指针在标度尺
的 70%位置。
7.4.4 对有可能过负荷运⾏或出现短时冲击电流的电机回路，电流互感器电流值及仪表的测量范围宜留
有适当的过负荷裕度。
7.4.5 根据项⽬需求，需监测电流的回路或 55 kW及以上的电动机回路宜配置电流测量元器件。
7.4.6 电流回路应装设试验端⼦，并且电流互感器⼆次侧经端⼦接地。
7.4.7 端⼦排中各回路⼆次中性导线均应分别独⾃引⾄中性线⺟线。
7.4.8 多只测量仪表原则上不共⽤电流互感器的⼆次回路，当必须共⽤时，则测量仪表之间采⽤试验端
⼦过渡连接。
7.4.9 所有元器件宜配置⽂字代号标贴并粘贴于元器件附近，旨在拆除某⼀元器件后仍能标识出该元器
件所在的安装位置。
7.4.10 导线不应贴近发热带电部件或穿越尖锐边缘的结构部件，必要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7.5 按钮和指示的灯颜⾊

按钮和指示灯的颜⾊按照GB/T 4025的标准要求，按钮的颜⾊标识⻅表8。

表 8 按钮的颜⾊标识

名称 颜⾊标识

启动按钮
绿⾊（GN）

合闸按钮

停⽌按钮

红⾊（RD）分闸按钮

急停（蘑菇头）按钮

储能按钮 蓝⾊（BU）

启停按钮
⿊⾊（BK）

点动按钮

复位按钮 ⽩⾊（WH）

旋钮 ⿊⾊（BK）

指示灯的颜⾊标识⻅表9。

表 9 指示灯的颜⾊标识

名称 颜⾊标识

运⾏指示
红⾊（RD）

合闸指示

停⽌指示
绿⾊（GN）

分闸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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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名称 颜⾊标识

储能指示 ⽩⾊（WH）

故障指示 ⻩⾊（YE）

警示指示 ⻩⾊（YE）

电源指示 ⽩⾊（WH）

注：三相电源指示时，A相、B相和 C相的电源指示

灯颜⾊宜分别按⻩⾊（YE）、绿⾊（GN）、红⾊（RD）。

带灯按钮颜⾊宜参照指示灯颜⾊标识。

7.6 ⾯板元器件的布置规则

7.6.1 按钮和指示灯需配置相应的按钮指示灯标牌，原则上⾯板正视情况下，按钮指示灯的排布顺序宜
按图 3所示。

图 3 按钮和指示灯的排布顺序

7.6.2 原则上⾯板正视情况下，同⼀回路不同功能类型的⾯板元器件布置规则宜按图 4所示。

图 4 同⼀回路不同功能类型的⾯板元器件布置规则

7.6.3 原则上⾯板正视情况下，多回路⾯板元器件布置规则宜按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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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多回路⾯板元器件布置规则

7.6.4 原则上⾯板正视情况下，进线回路或公共回路⾯板元器件与各出线回路⾯板元器件之间的布置
规则宜按图 6所示。

图 6 进线回路或公共回路⾯板元器件与各出线回路⾯板元器件之间的布置规则

8 电⽓制图

8.1 常⽤元器件图形符号

常⽤元器件图形符号参⻅附录B。

8.2 常⽤电参数⽂字符号及其单位

常⽤电参数⽂字符号及其单位参⻅附录C。

8.3 系统图

8.3.1 系统图宜标识出成套装置的名称代号、数量、外形尺⼨和安装⽅式等。
8.3.2 系统图宜标识出主要组成元器件具体型号规格、进出线连接信息以及回路名称等。
8.3.3 系统图宜采⽤单线图形式，⽤元器件图形符号绘制。
8.3.4 系统图宜体现出回路⼆次控制⽅式对应的原理图图号。

8.4 原理图

8.4.1 原理图宜标识出原理图图号、元器件的图形符号、元器件的⽂字代号、连接导线和导线线号等。
8.4.2 原理图宜展示出⼆次回路控制的原理逻辑，体现图中涉及的元器件型号的明细清单。
8.4.3 原理图宜便于理解电路的控制原理及其功能，可不受元器件实际物理尺⼨和形状的限制。
8.4.4 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可采⽤集中表示法和分开表示法表示。
8.4.5 同⼀个项⽬中，⼀个元器件代号应只表示同⼀个元器件。
8.4.6 原理图中的常⽤元器件⽂字代号、常⽤元器件图形符号宜按本⽂件执⾏。

8.5 接线图

8.5.1 接线图宜标识出元器件的⽂字代号、接线图章、端号接线信息以及端⼦图等。
8.5.2 元器件图章标识出元器件端⼦标识，宜体现图章内部逻辑信息。
8.5.3 接线图中元器件图章宜采⽤正⽅形、矩形或圆形等简单图形标识。
8.5.4 端⼦图需体现连接导线接线信息，电流端⼦和普通端⼦应具有相应的特征标识。
8.5.5 端⼦图中客户接线端宜放置于易于接线的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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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端⼦图中客户接线端⼦宜标识出去向⽂字注释及引线。
8.5.7 端⼦图中宜预留 20%的空端⼦。
8.5.8 接线图中的常⽤元器件⽂字代号、常⽤元器件图形符号宜按本⽂件执⾏。

9 验证检验

9.1 试验验证检验项⽬和⽅法

成套装置试验验证检验项⽬和⽅法⻅表10。

表 10 成套装置试验验证检验项⽬和⽅法

序号 验证检验项⽬ 验证检验⽅法 试验验证 例⾏检验

1 标志 GB/T 7251.1-2013中 10.2.7 √ √

2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 GB/T 7251.1-2013中 11.10 √ √

3 提升 GB/T 7251.1-2013中 10.2.5 √ ×

4 机械操作 GB/T 7251.12-2013中 10.13 √ √

5 机械碰撞试验 GB/T 7251.12-2013中 10.2.6 √ ×

6 成套设备的防护等级 GB/T 7251.12-2013中 10.3 √ √

7 电⽓间隙和爬电距离 GB/T 7251.1-2013中 10.4 √ √

8 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 GB/T 7251.1-2013中 10.5 √ √

9 介电性能 GB/T 7251.12-2013中 10.9 √ √

10 温升验证 GB/T 7251.1-2013中 10.10 √ ×

11 电磁兼容性（EMC） GB/T 7251.1-2013中 10.12 √ ×

12 耐腐蚀性 1 GB/T 7251.1-2013中 10.2.2.2 √ ×

13 耐腐蚀性 2 GB/T 7251.1-2013中 10.2.2.3 √ ×

14 耐紫外线（UV）辐射验证 GB/T 7251.1-2013中 10.2.4 √ ×

15 外壳热稳定性验证 GB/T 7251.1-2013国 10.2.3.1 √ ×

16
绝缘材料耐受内部电效应引起的⾮正常

发热和着⽕的验证
GB/T 7251.1-2013中 10.2.3.2 √ ×

17 短路耐受强度 GB/T 7251.1-2013中 10.11 √ ×

18 功能试验
⼀般检查 GB/T 7251.8-2020中 10.2.1 √ √

功能测试 GB/T 7251.8-2020中 10.2.2 √ √

注1：试验验证和例⾏检验中“√”表示应做的试验项⽬，“×”表示可不做的试验项⽬。
注2：表中序号5的试验需根据制造商与客户协商定义的实验参数及要求进⾏试验验证，通常可不进⾏此项验

证。

注3：表中序号12~14的试验可选择制造商提供的与样品⼀致的样块或直接从样品本体上取样进⾏验证。
注4：表中序号12的试验不适⽤于户外安装的成套装置，序号13和14的试验不适⽤于户内安装的成套装置。
注5：常规成套装置可不做功能试验，仅智能型成套装置需增加此项试验。
注6：智能型成套装置的例⾏检验时，其功能测试可根据产品宣称具备的功能进⾏相应功能性验证即可。
注7：例⾏检验前需进⾏成套装置基本检查。
注8：超出本标准使⽤条件的成套装置试验⽅法要求需与⽤户协商制定。



T/CEEIA 621—2022

13

9.2 试验验证

试验验证参照9.1要求，验证内容、⽅法、判定等活动按GB/T 7251.1-2013、GB/T 7251.12-2013、GB/T
7251.8-2020及相关标准执⾏。

9.3 例⾏检验

9.3.1 每台成套装置出⼚前必须进⾏例⾏验证，验证合格后⽅可发放产品合格证。
9.3.2 布线、操作性能和功能验证前需认真检查装置内部接线，确认接线符合设计图纸后⽅可接相应电
压的电源进⾏通电检查，各回路控制逻辑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9.3.3 成套装置基本检查包括：

a) 外形尺⼨、安装⽅式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b) 外壳加⼯后的不平度符合 5.2.4要求；
c) 结构外观、表⾯处理、焊接及搭配处均⽆明显缺陷；
d) 元器件型号、规格及参数符合设计图纸要求；
e) 铭牌符合 5.7要求；
f) 元器件安装符合元器件的安装使⽤说明书中规定要求；
g) 元器件安装牢固，布置美观，标识清晰；
h) 导线连接牢固、接触良好、相序正确。

9.3.4 例⾏检验按照 9.1要求，验证内容、⽅法、判定等活动参照GB/T 7251.1-2013、GB/T 7251.12-2013、
GB/T 7251.8-2020及相关标准执⾏。其中：

a) 机械操作验证的操作次数为五次；
b) 介电性能验证的⼯频交流耐压试验持续时间为 1 s；
c) 防护等级、电⽓间隙和爬电距离、电击防护和保护电路完整性可通过⽬测检查和随机抽样的⽅
式进⾏检测，不合格则通过相应试验验证⽅法进⾏测试检验；

d) 智能型成套装置功能测试需验证遥信、遥测、遥控及遥调功能，例⾏检验时应根据产品宣称具
备的功能进⾏相应的功能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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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常⽤元器件⽂字代号

常⽤元器件⽂字代号参⻅表A.1。

A.1 常⽤元器件⽂字代号

序号 名称 ⽂字代号 备注 序号 名称 ⽂字代号 备注

1 双电源 ATS —— 18 多功能仪表 PM

2 断路器 QF 19 电流表 PA

3 ⼑开关 QS 20 电压表 PV

4 ⼑熔开关 QSA 21 电度表 PJ

5 接触器 KM 22 温控器 WK

6 热继电器 KH 23 ⻛机 FJ

7 电机保护器 MB 24 加热器 JR

8 变频器 VFD 25 按钮 SB

9 软启动 SSR 26 按钮 SF 启动按钮

10 中间继电器 KA 27 按钮 SS 停⽌按钮

11 时间继电器 KT 28 旋钮 XF

12 蜂鸣器 FM 29 转换开关 SA

13 控制变压器 TC 30 指示灯 HW ⽩⾊

14 电流互感器 TAa A相 31 指示灯 HY ⻩⾊

15 电流互感器 TAb B相 32 指示灯 HG 绿⾊

16 电流互感器 TAc C相 33 指示灯 HR 红⾊

17 熔断器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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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常⽤元器件图形符号

常⽤元器件图形符合参⻅表B.1。

B.1 常⽤元器件图形符号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1 断路器 10
电流互感

器（⼀次符

号）

19 电压表

2
漏电断路

器
11 电容器 20 功率因数表

3 隔离开关 12 电抗器 21 频率表

4 负荷开关 13 避雷器 22 功率表

5
熔断器式

开关
14 接地 23 ⽆功功率表

6
熔断器式

隔离开关
15 变压器 24 转速表

7
熔断器式

负荷开关
16 交流电机 25 电度表

8
接触器动

合主触点
17 直流电机 26 ⽆功电度表

9
接触器动

断主触点
18

电流互感

器（⼆次符

号）

27
继电器或接

触器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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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序号 常⽤图形符号 说明

28
热继电器

（⼀次符

号）

38 电流表 48
电流动作

线圈

29
电压动作

线圈
39

位置开关

动断触点
49 动断触点

30 缓放线圈 40
液位开关

动断触点
50

热继电器

动合触点

31 缓吸线圈 41
液位开关

动合触点
51

热继电器

动断触点

32 熔断器 42
接通的连

接⽚
52

延时闭合

的动合触

点

33 电阻器 43
断开的连

接⽚
53

延时闭合

的动断触

点

34 可变电阻 44 指示灯 54
延时开启

的动合触

点

35
动合按钮

开关
45 蜂鸣器 55

延时开启

的动断触

点

36
动断按钮

开关
46 电铃 56 动合触点

37 旋钮开关 47 电喇叭 57
位置开关

动合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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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常⽤电参数⽂字符号及其单位

常⽤电参数⽂字符号及其单位参⻅表C.1。

C.1 常⽤电参数⽂字符号及其单位

序号 符号 名称 单位

1 Un 额定电压 V

2 Ue 额定⼯作电压 V

3 Ui 额定绝缘电压 V

4 Uimp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V

5 In 额定电流 A

6 Ist 启动电流 A

7 Is 整定电流 A

8 Ic 短路电流 kA

9 Icc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kA

10 Icp 预期短路电流 kA

11 Icw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kA

12 InA 成套设备额定电流 A

13 Inc ⼀条电路的额定电流 A

14 Ipk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kA

15 Pn 设备安装功率 kW

16 P 有功功率 kW

17 Q ⽆功功率 kvar

18 S 视在功率 kVA

19 cosφ 功率因数 -

20 Kd 需要系数 -

21 fn 额定频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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