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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昌

本标准按照 GB/T l. 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

*标准代替 GB/Z 6829-2008((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要求 )) ，与 GB/Z 6829-2008 相 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

一一范围中增加"任何只能完成上述三个功能中一个或两个，或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的所有部分的

附件、装置或设备的标准不能称为 RCD标准.……"一段(见第 1 意h

一一增加了 F 型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类型(见 4 . 7) ; 

一一增加了 F 型 RCD 的特性描述(见 5 . 2 . 9 . 3) ; 

一一修改了 B 型 RCD 的特性描述(见 5.2 . 9.4 ， 2008 年版的 5 . 2 . 9 . 3) ; 

一一增加了标志中 F 型 RCD标志并修改 B 型 RCD标志 (见第 6 章h

一一修改了 ..交流或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平滑直流". 分别给出 F 型 RCD 和I B 型 RCD 的要求

(见 8. 3. l. 3 ， 8 . 3 . 1. 4 ， 2008 年版的 8 . 3 . 1. 3 ， 8 . 3 . 1. 4) ; 

一一修改了复合频率剩余电流的要求并增加表 11 试验电流中不同频率的分量值和稳定增加剩余

电流时验证正确动作的初始值(JD.)和表 12 复合剩余电流的动作电流范围(见 8 . 3 . 1. 5 ， 2008 年

版的 8 . 3 . 1. 5) ; 

一一表 14 中平滑直流对应的极数栏增加 2 极(见表 14 ) ;

一一修改了附录 B 中可能的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采用 IEC 60755 最新草案中 13 个波形)(见附录

B ， 2008 年版的附录 B) ; 

一一删去了附录 C'" 自动重合闸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补充要求" 。

本标准采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 IEC/TR 60755 : 2008<<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与 IEC/TR 60755 : 2008 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

白位置的垂直单线( 1 )进行了标示，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一一关于规拖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 . 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具体调整如下 :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156-2007 代替了 IEC 60038(见 5 . 3) ;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16895 . 2 1-2011 代替了 IEC 6036'~-4-4l(见 5 . 3) ;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16895 .4-1997 代替了 IEC 60364-5-53 (见第 1 章) ;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13140 . 1-2008 代替了 IEC 60998-1 (见第 3 章 、 8 . 5) ;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 17045-2008 代替了 IEC 611ibO(见第 1 章) 。

一-IEC/TR 60755 : 2008 规定可作为指导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1 000 V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本

标准规定可用来指导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 1 200 V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部 ;

一一范围中增加..任何只能完成上述三个功能中一个或两个，或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的所有部分的

附件、装置或设备的标准不能称为 RCD 标准， ……"一段(见第 1 意) ; 

一一增加了根据动作方式分类， IEC/TR 60755 : 2008 规定按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见 4. 1. 1);

一一增加 F 型剩余电流保护器的类型(见 '1. 7) ;

一一进一步细化了有延时的分类[见 4. 9b汀，

一一增加了根据有无自动重合闸分类(见 4. 1 1) ; 

一一增加了 F 型 RCD 的特性描述(见 5 . 2 . 9 . 3) ; 

一一对额定电压优先值增加了 220 V 和 380 V 等级，额定电流优先值增加了 800 A 等级(见 5 .'1 . 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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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4 . 2) ; 

一一本标准在 5.4.1 2 . 2 中，明确规定延时型仅适用于 1ðo>0.03 A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因而在其

他有关的部分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

一一增加了 F 型 RCD 的分类、要求和标志并修改了 B 型 RCD 的要求和标志(见第 6 章) ; 

一一修改了"交流或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平滑直流"，分别给出 F 型 RCD 和1 8 型 RCD 的要求

(见 8. 3 . 1. 3 ， 8 . 3 . 1.4) ; 

一一修改了复合频率剩余电流的要求并增加表 11 试验电流中不同频率的分量值和稳定增加剩余

电流时验证正确动作的初始值(lð)和表 12 复合剩余电流的动作电流范围(见 8. 3 . 1. 5) ; 

一一本标准增加了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 RCD 的附加要求，并规定了对于家用和类似用途

1 ðn ~三0 . 03 A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电源电压降低到 50 V(相对地电压)时，如出现大于或等

于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剩余电流应能自动动作(见 8. 3 . 3) ; 

一一修改了附录 B 可能的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见附录盼。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9) 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上淘·电器科学研究院、浙主[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中山市开普电器有限公司、环宇集团

浙江高科有限公司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泰电器(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百事宝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三信国际电器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市良辉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诺雅克电气有限公司、上海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北京 ABB 低压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宏发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伊顿电气有

限公司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周积刚、刘金吸 、李人杰 、 司莺歌 、周磊、范建国 、 熊厚链 、 邹建华 、 X1J 国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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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主要用来对危险的另-且可能致命的电击提供防护，以及对持续接地故障电

流引起的火灾危险提供防护 。

本标准规定了这类电器的动作特性。在 GB 16895 系列标准《低压电气装置》的各个部分中详细规

定了应如何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以便达到要求的保护水平 。

本标准主要给技术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在起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标准时使用。本标准不作为一

个独立的标准使用，例如单独作为认证标准用 。

本标准是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导向功能来起草。

电击危险保护有两种基本状况 :故障保护(间接接触)和基本保护(直接接触) 。

故障保护是指该电器用来防止电气装置可触及的金属部件上持续的危险电压，这些金属部件是接

地的，但在接地故障情况下会变成带电 。

在这种情况下，危险不是来自于使用者与带电的导电部件直接接触，而是来自于与接地的金属部件

接触，而接地金属部件本身与带电的导电部件接触 。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主要功能或基本功能是提供故障防护，但具有足够灵敏度的电器(例如 :

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 30 mA 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还有一 附加的好处:即使其他防护措施失效，

该电器对与带电的导电部件直接接触的使用者能提供保护。

因此在本标准中给出的动作恃性是基于这样的要求，该要求本身是依据国家标准 GB/T 13870{{ 电

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中包含的资料 。

这些电器也能对过电流保护电器不动作而长期持续的接地故障电流产生的火灾危险提供保护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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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RCD)的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交流<140 V. 主要用于电击危险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以下

称为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简称 Rcm 。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作为技术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起草产品标准时

使用，并且只有在与相关标准组合时或在相关标准中引用时才适用 。 本标准不作为一个独立标准使用，

例如单独作为认证标准用 。

注 1 ，本标准也可用来指导额定电压不跑过交流 1200 V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起黯相关产品标准时其性能主要求

自制造厂利用户协商确定 。

本标准适用于 :

一一检测剩余电流(见 3.3.2) ;将其同基准值〈见 3.3. 3)相 比较 ;以及当剩余电流超过该基准值断开

被保护电路(见 3. 3 .4) 的单一电器 。

一一组合电器，其每个部分分别执行上述一个或两个功能，但是一起作用以完成所有三个功能 。 对

预期仅完成上述三个功能中一个或两个功能的电器，司能需要特妹的技术要求 。

任何只能完成上述三个功能中一个或两个，或不能完全符合本标准的所有部分的附件、装置或设备

的标准不能称为 RCD 标准，或引用"RCD'.' .无论是缩写或金称"剩余电流装置"。 这些附件、装置或设

备在其产品上或技术文件中均不能标志"RCD" 。

本标准适用于第 7 章规定的条件。对于其他条件，可能需要补充技术要求。

根据 GB/T 1 7045-2008 和 GB/T 16895 . 2 1-201 1，剩余电流保护电器通过自动切断电源来防止

人和牲畜由于触及外露的导电部件而产生的电击的有害影响 。

注 2: 上述..有窑影响"包报发生心脏纤维位颤动的危险 。

根据 GB/T 16895A一1997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 300 mA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据也可以对持续

接地故障电流引起的火灾危险提供防护 。

根据 GB/T 16895 . 2 1-201 1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 30 mA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也可以在基本

保护措施失效或者电气装置或设备使用者疏忽的情况下.提供附加保护 。

对于能够执行附加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本标准与包含附加功能的相关标准一起适用，例如 .

当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与断路器组合时，应符合相应的断路器标准 。

对下列情况可能需要补充的或者特定的技术要求，例如 :

一一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一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组合的插座、插头、适配器和连接器 。

本标准规定 .

一一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使用的术语和l定义(第 3 掌) ; 

一一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分类(第 4 Jì主) ; 

一一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特性(第 5 jl主 ) ; 

一一动作值和影响量的优选值(5 .4 ) ; 

一一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标志和信息(第 6 章) ;

一一使用时安装和工作的标准条件(第 7 掌) ; 

一一结构和操作的要求〈第 8 意);

一一最少试验要求明细表(第 9 Jì主)。

注 3: 除了上述提及的以夕|、 .用于特定场合(例如 : 电动机保护}的具有剩余电流功能的电器不包括在本标准内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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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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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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56-2007 标准电压(lEC 60038 : 2002 , MOm 

GB/ T 2900.8- 2009 电工术语 绝缘子(lEC 60050-471 : 2007 , IDT) 

GB/ T 2900.25- 2008 电工术语旋转电机OEC 60050-411: 1996 ,1DT) 

GB/ T 2900.35- 2008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IEC 60050-426 : 2008 , IDT) 

GB/ T 2900.70- 2008 电工术语 电器附件OEC 60050-442 : 1998 , IDT) 

GB/ T 13140.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低压电路用的连接器件 第 1 部分 :通用要求(lEC 60998唰

1 : 2002 , IDT) 

GB/ T 1689 5 .4-1997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 5 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 53 章 : 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lEC 60364-5-53 : 1994 , IDT) 

GB/ T 16895.21- 2011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4-41 部分 :安全防护电击防护 ( IEC 60364-4-41 : 

2005 . IDT) 

GB/ T 17045- 2008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OEC 61140 : 2001, lDT) 

IEC 60050-441 : 1984 国际电工词汇 第 441 部分 : 开关设备、控制设备和熔断器(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Yocabulary- Part 441 : Switchgear . controlgear and fuses) 

3 术语和定义

GB/ T 2900. 8-2009 、 GB/T 2900 . 25-2008 、 GB/T 2900. 35-2008 、 GB/T 2900. 70-2008 和

IEC 60050-t141 : 198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3.1 关于从带电部件流入大地电流的定义

3. 1. 1 

接地故障电流 earth fault current 

由于绝缘故障而流入大地的电流 。

3. 1.2 

对地泄漏电流 earth leakage current 

无绝缘故障 ，从设备的带电部件流入大地的电流 。

3.1.3 

脉动直流电流 pulsating direct current 

在每一个额定工频周期内 ，用电角度表示至少为 150。的一段时间间隔内电流值为 0 或不超过直流

0.006 A 的脉动披形电流 。

3.1.4 

电流滞后角 current delay angle 

α 

通过相位控制，使电流导通的起始时刻滞后的用电角度表示的时间 。

3. 1.5 

2 

平i骨直流电流 smooth direct current 

没有波纹的直流电流 。

注:当波纹系数小于 10%时 .可以认为电流没有波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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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激励的定义

3.2.1 

剩余电流 residual current 

I ~ 

流过剩余也流保护电器主回路的电流瞬时值的矢量和(剧有效应农示 ) • 

3.2.2 

剩余动作电流 J'esidual operating current 

使剩余电流保护也揣在规定条件下动作的剩余电流值。

3.2.3 

剩余不动作电流 rcsidual non-opcrating current 

在谈 l也流Jll(;低于 i京电流FH .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条件下不动作的剩余电流值。

3.3 关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动作和功能的定义

3.3.1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 RCD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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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rl! i点达到规定值时能使触头

断开的机械开关电器或组合电器 。

3.3.2 

检测 dctcction 

感知剩余电流存在的功能。

3.3.3 

判别 cvaluation 

主与检测的剩余电流超过规定的基准值时 ，使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可能动作的功能。

3.3.4 

断开 interruption 

使得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主触头从闭合位置转换到断刑二位吭，从而切断其流过的电流的功能 。

3.3.5 

开关电器 switching device 

川j 以接涵和分昕一个或儿个电气回路中电流的装置。

3.3.6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自由脱扣机构 trip-frcc mcchanism or a rcsidual currcnt dcvicc 

闭什操作开始后 .若进行断开操作时，即使保持闭合指令 . J{动触头能运回 J1二保持在断开'位置的

机构 。

注: 为 f确保正省分断可能已经产生的电流 .可能需要使触头瞬时地到这闭合{'t! 岱.

3.3.7 

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residuaJ current dcvice 呐thout int咿al overcurrent prot创on

不能用米执行过载和/或短路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3.3.8 

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residual current dcvicc with integnll overcurrent protection 

能用来执行过载和/或短路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j惰 。

注: 小;定义包在1· 与断路1*组合的剩余电流保护电报 (r. c. .!'(!元 ，见 3 . 3 . 9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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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剩余电流单元 (r.c.单元 ) r.c. unit 

r . c .单元是一个能同时 执行检测剩余电流 、将该电流值与剩余动作电流值相比较的功能，以及具有

操作与其组装或组合的断路器脱扣机构的器件的装置 。

3.3.10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分断时间 break time of a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从达到剩余动作电流瞬间起至所有极电弧熄灭瞬间为止所经过的时间间隔 。

3.3.11 

极限不驱动时间 limiting non-actuating time 

能对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施加一个剩余动作电流而不使其动作的最长时间 。

3.3.12 

延时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time-delay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专门设判 的对应于一个给定的剩余电流值，能达到一个预定的极限不驱动时间的剩余电流保护

电器。

3.3.13 

复位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reset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若能重新闭合并再次操作 ，在重新闭合前必须用一个操作件之外的器件人为复位的剩余电流保护

电器 。

3.3.14 

试验装置 test device 

组装在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中的模拟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条件下动作的剩余电流条件的装置 。

3.4 与激励量值和范围有关的定义

3.4 .1 

不动作的过电流 non-operating overcurrents 

3.4. 1. 1 

在单相负载时不动作过电流的限值 Iimiting value of the non-operating over-current in the case of 

a single-phase load 

在没有剩余电流时，能够流过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不论极数〉而不导致其动作的最大单相过电流值 。

注 1 ，在主咆路过电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也流时. 由于检测器件本身存在的不对称可能发生误脱扣 。

注 2 ， 在剩余电流保护电然有?过电流保护时，不动作电流的限值可以由过电流保护装置来确定 。

3.4 . 1.2 

在平衡负载时不动作咆流的限值 Iimiting value of the non-operating current in the case of a bal

anced load 

在没有剩余电流时，能够流过带平衡负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不论极数)而不导致其动作的最大

电流值 。

注 1 ， 在主电路过电流的情况下，没有剩余电流时，由于检测器件本身存在的不对称可能发生误脱扣 。

注 2: 在剩余电流保护电然带过电流保护肘，不动作电流的限值可以自过电流保护装置来确定 。

3.4 .2 

剩余短路耐受电流 residual short-circuit withstand current 

在规定的条件下能够确保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运行的剩余电流最大值，超过该值时，该装置可能遭受

不可逆转的变化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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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 

短时电流极限发热值 Iimitil1g thermal vallle 0 1' the short- time Cllrrel1 t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能够承载一个特定的短时间，并且在规定条件不会因热效应而使其特性产生永

久性劣化的最大电流值(有效值) 。

3.4.4 

预期电流 prospecti刊 ClIrrel1t

当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和过电流保护装置(如果有的话〉的每个主电流回路用一个阻抗可忽略不计的

导体代替时 ，在电路中流过的电流 。

注: 预期电流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实际电i疵，例如 :预期分断电流，预期峰值电流，预期剩余电流等。

3.4 .5 

接通能力 maki l1g capacity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使用和l工作条件下以及在规定的电压下能够接通的预期电流的交流分

量值。

3.4.6 

分断能力 breaking capacity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使用和工作条件下以及在规定的电压下能够分断的预期电流的交流分

量值。

3.4 .7 

剩余接通和分断能力 residllal makil1g a l1d breakil1g capacity 

在规定的使用和工作条件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能够接通、承载其断开时间以及能够分断的剩余预

期电流的交流分量值 。

3.4 .8 

限制短路电流 conditional short-circlIit ClIrrel1 t 

本身不带过电流保护 .但用一个合适的串联的短路保护装置(以下简称 SCPD)保护的剩余电流保

护电器在规定的使用和工作条件下能够承受的预期电流的交流分量值 。

3.4.9 

限制剩余短路电流 conditional residual short-circuit currel1 t 

本身不带过电流保护，但用一个合适的串联的 SCPD 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使用和工

作条件下能够承受的剩余预期电流的交流分量值。

3.4 .10 

12 t (焦耳积分) 1 2 t (.J oule integraJ) 

电流的平方在给定的时间间隔(/0 ' [1) 内的积分。

3.4 . 11 

恢复电压 recovery voltage 

分断电流后 ，在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电源接线端子之间出现的电压 。

注: 此电压可以认为有两个连续的时间问隔组成，第一个时间问照出现瞬态电压，接着的第二个时间间隔只出现工

Jij!恢复电压。

3.4 . 12 

瞬态恢复电压 transient recovery voltage 

在具有显著|瞬态特征的时间 内的恢复电压 。

注 1 根据电路和剩余电流保护电低的特性，瞬态电压司以是振荡的. !j\Z ~I二振荡的或阅者兼有 。 此电压包括多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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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i'.. U.i位移的电压.

注 2: 除|七另外规定 . 三相电路巾的瞬态恢复电压是首先断开阪出现的电JI~ .闪卫" i亥叶1压通常高于其余二极断开时

出现的 It!. J巨 .

3.4.13 

工频恢复电压 power-frequency recovery voltage 

在瞬态电JK现象消失后的恢复电庄 。

3.5 与影响量值和范围有关的定义

3.5.1 

影晌量 inflllencing qllantity 

可能改坐剩余 111流保护电器的规定动作的任何量 。

3.5.2 

影晌量的基准值 reference vallle of an inflllencing qllantity 

与制造商规定的特性有关的影 H向量值 。

3.5.3 

影晌量的基准条件 rcfcrcnce conditions of influencing quantitics 

所有的影响址仰是基准值。

3.5.4 

影响量的范围 range of an influencing quantity 

在这个影响挝恼范罔内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条件下满足规定的技术要求。

3.5.5 

影晌量的极限范围 extreme range of an influencing qllantity 

在这个影响iB但也国内.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仅受到自友的可逆的变化 .{且不必符合本标准的技术

要求 .

3.5.6 
周围空气温度 ambient air temperatllre 

在~~定条件下确定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周围的空气的调度 。

注:对于封闭的剩余也流保护电器.该温度是指外究外的~l飞洲l览 。

3.6 操伟条件

3.6.1 

操作 opcration 

动触头从断开位传到闭合位置的转换或相反的转换。

注: 如1*;苟 '层加以 l豆分 .贝IJ 电气含义上的操作〈即拨通和分断}称为开μ1操作 .而机械含义上的操作(~p 闭合和断开〉

称为机械操作.

3.6.2 

闭合操作 c10sing operation 

剩余电流~护电器从断开位置转换到闭合位置的操作 。

3.6.3 
断开操作 opcning opcration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从闭合位置转换到断开位置的操作。

3.6.4 

操作循环 opcl'ating cyclc 

从一个位ivf转换到另一个位置再返回至起始位置的连续操作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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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操作顺序 sequence of operations 

具有规定时间间隔的规定的连续操作。

3.6.6 
电气间隐 clearance 

两个导电部件之间在空气中的最短距离。

注: 为确定对材血~必 i~il f'I:的电气 l司隙 .绝缘外壳的易触及表而?:1·视为导也的 .好象该外究能被手或 GB/T 4208一

2008 的标准试指创l.&的农而覆盖在-层金属销-样。

3.6.7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两个导电邮件之间沿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距离 。

注: 为 lifO .m对材 fn~! 及 部件的JIIl:l I包距离 ，绝缘外壳的易触及表团宜视为导 l也 的 . Þ.f. ~良该外于己能被手或 Gß/丁 4208-

2008 的标准试拍触放的农 I([j被盖一层金属销一样 。

3.7 试验

3.7.1 
型式试验 tYI>C tcst 

对按某一设计制造的一个或几个电器所进行的试验 . 以表明该设计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

3.7.2 
常规试验 routine tests 

对每个正在制造的和/或制造完毕的电器进行的试验 ， 以确定其是杏符合某些标准 .

3.8 
短路保护电器 shor t-circuit protective device; SCPD 
制毡'的j规定的11世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一起串联安装在电路小仅对其进行短路电流保护的电器。

4 分类

ïE确蚀.用今;如分类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符合安装规程(例如I :根据 GB 1 6895 系列标准) 。

4. 1 根据动伟方式分

4. 1. 1 动作功能与电视电压无关的 RCD。

4. 1.2 动作功能与电视Il\ 电压有关的 RCD。

4.1.2. 1 电视电m故障时 ，有延时或无延时自动动作 。

4.1.2.2 电源电压故障时不能自动动作 :

a) 在电源也压故障时不能自动动作，但发生剩余电流故障时能按 fJíi期坚求动作 ;

b) 在电源电斥故障时不能自动动作 ， 即使发生剩余电流故障时也不能动作.

4.2 根据安装型式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罔定装设和罔定接线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移动设置和hlj.川j 电缆将装置本身连接到电掘的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

4.3 根据极散和电流回路蚊分

主旦有.以下几项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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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ß饭二网路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一一二极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

二极 士气回路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一一二极剩余也流保护电能 ;

一一二极阳回跻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一一阿极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

4.4 根据过电流保护分

屯35有以下几项 :

的 不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i

b) 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c) 仅带过辑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d ) 仅带短i阶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4.5 根据调节剩余动作电流的可能性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有一个问定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一顿定剩余动作电流分级可调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额定剩余功作电流连续可调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4.6 根据冲击电压产生的浪涌电流作用下耐误脱扣的能力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一一正常耐误脱111 ; 
一一增强耐说脱扣 .

4.7 在剩余电流含有直流分量时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根据动作特性分

主要有以 F儿项 :

AC :1!国剩余 l也流保护电器;

A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F 型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一-B 型剩余也流保护电器 。

4.8 根据周围空气温度范围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a) 预期在-5 .C-+40 .C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b) 预期在-25 .C-+40 .C环境温度下使用的剩余电流保护咆拇;
c) 预期在规定的更严酷的条件下使用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4.9 根据剩余电流大于 1 60时的延时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自) 无延时 .例如 :用于一般用途 ;

b) 有延时，例如I : JIJ 于选择性保护:

一一延时不可调节 ;

8 



一一延时可以调节 。

4.10 根据结构型式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一一由制造商装配成一个完整单元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GB/T 6829-2017 

一一在现场由断路器和 r. c.单元装配组成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对这类器件的要求应在相关产品

标准中规定 。

注: f.也流检ì~! ll装资和/军民信号处理部件司与也流分院rr装置分开安装 。

4. 11 根据有无自动重合闸分

主要有以下几项 .

一一无自动重合闸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一一具有自动重合闸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相应的技术要求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

5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特性

5. 1 特性概要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特性应 äl下列项目规定(适用时 ) : 

a) 安装型式(4 . 2) ; 

b) 极数和电流回路数(4 . 3) ; 

c) 额定电流 1 ，、 (5 . 2 . 1) ; 

d ) 剩余电流含有直流分量时，根据动作特性确定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型式 (5 . 2 . 9) ; 

的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1 <">0 (5.2 .2) ; 
f) 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 1 ð,n() ，如果与优选值不同时(5 . 2 . 3) ; 
g) 额定电压 (5 . 2 .4) ; 

h ) 额定频率 ( 5 . 2 . 5 ) ; 
i) 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 1 m (5.2.6) ; 

j ) 额定剩余接通和分断能力 1 ð m (5 .2.7); 

k) 延时(如果适用时) ( 5 . 2 .的;

1)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5 . 3 . 2) ; 

m) 额定限制剩余短路电流 1 ':'0 (5 . 3 . 3) 。

5.2 所有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共同的特性

5.2.1 额定电流 ([n )

制造商规定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能在适用于开关电指(见 3. 3 .旧的相关国家标准规定的不间断工

作制下承载的电流值 。

5.2.2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l ð.n ) 

制造商对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规定的额定频率下正弦剩余动作电流的有效值(见 3 . 2 .2 ) . 在该电流值

时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在规定的条件下动作。

5.2.3 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 ([ ð.oo )

制造商对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规定的剩余不动作电流值(见 3 . 2 . 3) . 在该电流值时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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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条件下不动作 。

5.2 .4 额定电压(Un )

由制造商规定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电压有效值.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与该值有关(尤其是短

路性能) 。

5.2.5 额定频率

RCD 的额定频率是对 RCD 规定的以及其他特性值与之相应的电源频率 。

5.2.6 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Jm)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的条件下能够接通 、承载其断开时间和分断的，并不产生影响其功能变化

的预期电流有效值(见 3.4 . 5 和 3 .4 . 6 ) 。

5.2.7 额定剩余接通和分断能力 (1 ðm)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条件下能够接通、承载其断开时间和分断的，并不产生影响其功能变化的

预期剩余电流(见 3.4 . 7 年~ I 3 .4 . 9) 的有效值 。

5.2.8 有或无延时

无延时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和有延时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5.2.9 剩余电流含有直流分量的动作特性

5.2.9.1 AC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在正弦交流剩余电流下，无论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确保其脱扣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5.2.9.2 A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在下列条件下确保其脱扣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一同 AC 型;

一一脉动直流剩余电流 ;

一一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 6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 。

有或没有相位角控制，与极性无关 ，无论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

5.2.9.3 F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在下列条件下确保其脱扣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一同 A 型;

一一由相线和中性钱或者相线和接地的中间导体供电的电路产生的复合剩余电流;

一一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 10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 。

上述规定的剩余电流可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

5.2.9.4 8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在下列条件下确保其脱扣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一一同 F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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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000 Hz 及以下的正弦交流剩余电流 ;

一一交流剩余电流叠加 0.4倍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n )或 1 0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两者取较大值) ; 

一一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 0 . 4 倍额定剩余动作电流(J" n ) 或 10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两者取较

大值) ;

一一下列整流线路产生的直流剩余电流 :

a) 二极、三板和四极剩余电流装置的连接至相与相的双脉冲桥式整流电路 ;

b ) 三板和四极剩余电流装置的三脉冲星形连接或六脉冲桥式连接的整流电路。

一一平滑直流剩余电流 。

与极性无关，无论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 。

5.3 不带过电流保护 (见 4.4a) )和仅带过载保护(见 4.4ι))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特定特性

5.3.1 与短路保护电器 (见 3 . 4 . 8 ) 的配合

短路保护电器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组合是用来确保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免受短路电流的影响。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制造商应规定短路保护电器的下列特性 :

a) 最大允通 1 2 / ; 

b) 最大允通电流峰值 Ipo

任何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且 上述 a)和 b)项的特性值低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制造商规定值的短路

保护电器CSCPD)司用于保护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只要其不影响正常工作 。 SCPD 的额定值和型号应与

5 . 3 . 2 和 5 . 3 . 3 相同 。

5.3.2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cl n,) 

制造商规定的由短路保护电器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在规定条件下能承受而不使其发生影响功

能变化的预期电流有效值 。

注 1 . 注意 ， 自规定的短路保护电器控制的特定短路电流施加到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上的应力实际上是可变的 .这取

决于短路保护电器的个别特性{尽管其包括在相关的标准动作区域内) ，也与拨通瞬间相对于短路电流波形上

的点有关(接通点是随机的) 。

注 2: 制造商宜注意确保在相应于剩余 l也流保护电部最严础的应力条件下配合的有效性。

注 3:对一个与给定的短路保护 l包指配合的剩余电流保护电部规定额定限制短路电流 .表示这种组合能承受至规定

他的任何短路电流 。

5.3.3 额定限制剩余短路电流 ( l /l' )

制造商规定的 改l短路保护电器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部在规定条件下能承受而不使其发生影响功

能变化的预期剩余电流值 。

注 : 如果对一个与给定的短路保护电器配合的剩余电流保护电然规定额定限制剩余短路电流，911J 认为这种组合能

承受'至规定值的任何剩余短路电流 。

5.4 优选值或标准值

5.4.1 额定电压优选值

根据 GB/T 156-2007 ，额定电压的优选值是 110 V , 120 V , 220 V(230 V) , 380 V(400 V) 。

5.4.2 额定电流优选僵 ( 1" ) 

额定电流的优选值是 6 A , l O A , 13 A , 16 A . 20 A , 25 A , 32 A , 40 A , 50 A . 63 A , 80 A . 100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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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 , 160 A . 200 A . 250 A . 400 A , 630 A ， 800A。

5. 4.3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标准值(1 1\n )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优选值是 0.006 A . O.Ol A . 0.03 A . O. J A . 0.2 A . 0.3 A . 0.5 A . J A . 2 A . 3 A . 

5 A . 10 A . 20 A . 30 A 0 

5.4.4 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标准值(16no )

顿ii: 剩余不动作也流优选值是 0. 5 I .ln 0 

注: 0 .5 T .l怕 也仅指工颇交流剩余电流。

5.4.5 在多相线路中不平衡负载时不动作电流优选的最小值

在多非|斗钱i降 ， l '不平衡负载时 .不动作电流优选的最小值是 6 [ n 。

注: 对于带过 l也说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苦苦.该最小值可能更低 .

5.4.6 在平衡负载中不动作电流优选的最小值

在平衡负载中不动作电流的优选最小值是 6 人 。

注: 对于1If .il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该最小值可能更低.

5.4 .7 额定频率的优选值

额定频率的优远值是 50 Hz 和/或 60 Hz 。

5.4.8 额定接通和分断能力值(1m )

适用下不带短路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最小ftL院为 10 1 " 或 500 A I> ，两者取较大值 。

与这些值有犬的功率囚数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给 ;11 。

5.4.9 额定剩余接通和分断能力的优选值(1 "，，，， )

额定剩余接迪和1分|新能力的优选值是 500 N门 1 000 A , l 500 A. 3 000 A .4 500 A.6 000 A ,10 000 A. 

20 000 A , 50 000 A 。

最小{且应为 10 1 " 或 500 A I> ，两者取较大值 。

与这些电流倘有关的功率因数在相关的产品标准巾给 l i l 。

5.4. 10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的优选值

不带短路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额定限制短路电流的优选也是 1 500 A . 3 000 A . 4 500 A , 

6 000 A . 10 000 A . 20 000 A . 50 000 A。

与这些电流值相天的功率因数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给 ll1 .

5.4 .1 1 额定限制剩余短路电流的优选值(1 ðç) 

不'tll短路保护的剩余也流保护电器的额定限制剩余短路也流 [ ~c 的优选值是 1 500 A , 3 000 A , 

'[ ) )(.J 移动式剩余也jfir: :夜监(PRCD) 和1'1ll'剩余电流保护的l古|定安装桶l也(SRCD)为 2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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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00 A , 6 000 A , lO 000 A , 20 000 A , 50 000 A . 

与这些电流有关的功率因数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给出。

5.4.12 动作时间的标准值

5 .4 .12.1 无延时型 RCD 的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无延时型 RCD 的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在表 1 、表 2 、表 3 和表 4 中规定 。

表 1 无延时型 RCD 对于交流剩余电流的最大分断时闽标准值

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I主n

s 
A 

1 ~n 21 !>n 51 An' >51 An L 

任何值 0.3 0. 15 0.04 0.04 

8 对于 1"n~0 .030 A 的 RCD，可用 0. 25 A 代替 5 1"n ，

b 在 才智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表 2 无延时型 RCD 对于半波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的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催

1 "n A s 

1.4 1 An 2 1 An 2.8 1 An 4 1 A" 7 I bo 101An
b > 7 1 ~n < > 10 1 "n < 

骂王0 . 0 10 0.3 0.15 O.Otl 0.04 

0.030 0.3 。 1 5 。 . 04 0.04 

>0.030 0.3 0.15 0.04 0.04 

a 对于["， = 0 .030 A 的 RCD .司以用 0.35 A 代替 7 1"， 。

b 对于 1"n~O .OlO A 的 RCD，可以使用 0.5 A 代替 10 [ "罚。

g 在E 才智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表 3 无延时型 RCD 对整流线路产生的直流剩余电流和/~平滑直流剩余电流的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I主n

s 
A 

2 1.n 4 1 ~n 10 1 An > 10 1 An' 

任何值 0.3 0. 15 0.04 0.04 

饲 相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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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对预期在 120 V 帮中性点的两相系统中使用的额定剩余电流为 6 mA 的无延时型 RCD 的最大

分断时闽可替代的标准值

最大分断时间标准值

s 
A 

1 1 An 2 1 i>.n 

0.006 5 2 

徊 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

5 .4 .12.2 延时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分断时闽和不驱动时闽的标准值

延时型仅适用于 1 " ,, > 0.03 A 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 。

5 1 An > 5 [ " ,, ' 

0.04 0.04 

延时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分断时间和不驱动时间的标准值在表 5 、表 6 和表 7 中规定 。 对于其

他锁定延时的延时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由制造商规定 2 I !l的 的不驱动时间 。

2 J 1:>1\ 时 的最小不驱动时间的优选值是 0. 065 ， 0 . 1 5 ,0. 2 s. 0 .3 5 ,0 .4 5 ,0 .5 5 , 1 5。

表 5 延时型 RCD 对于交流剩余电流的分断时间标准值

分路rr时间标准·值和不驱动时间
领定延时

动作时间 s 
S 

1 6 11 2 1 缸' 5 I ' n >5 1 A，、

最大分断时间 0.5 0.2 0.15 0.15 
0.06 

章主小不驱动时间 b 0.06 b b 

最大分断时间 . 1, b b 

其他额定延时
最小不驱动时间 飞" 额定延时 b 

为确保放院保护 .最大动作时间应校 GB/T 16895 . 2 1-2011 。

b 由相关的产品标准或制造商规定 。

表 6 延时型 RCD 对于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的分断时间标准值

分断时 间标准值和不驱动时间
额定延时

i).J作时间 S 

2当

1A 1 "" 2.8 1 ω 7 1 A^ > 7 1"" 

最大分断时间 0.5 0.2 0.15 0.15 
0.06 

是小不驱动H才问 1, 0.06 b b 

是大分断时间 fI 1:0 b b b 

其他领定延时
章主小不驱动时间 领定延时 b 

为确保故防保护 ，最大动作时间应按 GB/T 16895 . 2 1-20 11 。

b E~I相关的产品标准或制造商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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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延时型 RCO 对于平滑直流剩余电流的分断时间标准值

分居fr时间标准值和不驱动时间
领定延时

动作时间
s 

2 1 i>" <1 1 i>n 

最大分断时间 0.5 0.2 
0.06 

最小不驱动时间 0.06 

最大分断时间 1. 

其他每ii定延时
最小不驱动时间 b 额定延时

" 为确保故~保护，最大动作时间应按 GB/T 16895.21-2011 . 

b 白相关的产品标准-EE制造商规定 .

6 标志和其他产品资料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上的信息和标志应按相关的产品标准。

应提供下列信息 :

a)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

b ) 型号或序列号 ;

c) 额定电压;

d) 额定频率(如果不是 50 Hz 或 60 H z) ; 

e) 额定电流 ;

f) 剩余电流含有直流分量时的动作特性 :

一-AC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标志符号 I "V 1; 

一-A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标志符号 I ;xL

s 

-F型剩余叫护电器应标志符号I~I

一-B 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标志符号

回或国
目或国

g) 额定剩余动作电流(或范围 ，如果适用) ; 

h) 额定延时(如果适用) ; 

i) 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如果不是优选值时) ; 

j) 额定剩余接通和分断能力 ;

10 1邮

0.15 

b 

b 

G B/T 6829-2017 

> 10 1 An 

0.15 

k) 额定限制短路电流(如果适用时) ，在这种情况下还应根据 5 . 3 . 1 标志组合的短路保护电器的

恃性;

1) 防护等级(如果不是 IP20 时) ; 

m) 使用位置(如果适用时) ; 

11) 工作根度范围 ;

。) 试验装置的识别字母 T 或相应的文字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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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应提供指示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断开和闭合状态的器件;

q) 接线图(如果适用时)(该要求通常对大于二极或带有不可开闭中性线的电部是必需的 ) ; 

r) 如果有必要区分电源、端和负载端，则应清晰地标明(例如:在相应的端子旁边标明..电源"和..负

载" ) ;

s) 专门用于连接中性线的端子应标志符号 N 。

此外，对于r.c.单元 :

一一应标志能与其装配或组装的断路器的最大额定电流 ;

一一应标志其可与哪种断路器装配或组装 。

应提供所有关于产品正确装配(如果有的话) 、安装和使用的信息 。

7 使用和安装的标准工作条件

7.1 影响量/因素优选的使用范围、基准值及其相关试验允差

影响最/因素优选的使用范围 、基准值及其相关试验允差在表 8 中规定 。

7.2 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的极端温度范围限值

注: 在 电部设计时建议考虑下列储藏、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的极端温度值

一一按 4.8a)分类的时哥 : 一 20 'c 辛11十 60 'C ; 

一一按 4 .3b)分类的电器 : - 35 'c和 +60 .C ; 

一一按 4.8c )分类的电器:在更严酷的气候条件下 .可能主要求超过上述混度范围值。

表 8 影晌量值

影响最 优选的使用范围 基准值

-5 'C-+40 'c 
周围:2气温度 一 25 'C-十40 'c 自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见注 1 汗1] ìì 2) 

海拔 不越过 2 000 m 

相对湿度 : 40 'c 时最大值 50.% (见注 3 )

外部磁场 任何方向不超过 5 倍的地球磁场 地球磁场

位宜
按制造商规定

IÍI 制造商规定
任何方向上允盖章为 5。

频率 基准值土5.% E8 制造商规定的每il定频率

iE弦波回奇变 不超过 5.% 。

直流交流分起;
。

(对于外部辅助电源〉

注 1 :日平均温度的最大值+35 'C 。

注 2 在更严酷的气候条件下 ，可能会跑过范围值 。

注 3:在较低的温度下允许较高的相对湿度(例如I :在 20 .C ，相对湿度为 90.% ) , 

注 4.剩余电流保护电器JS!i. 固定而不发生影响其功能的变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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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品标准中试

验要求的允许他

任何方向 2。

〈见注 4)

士 2.%

5.% 

3% 



8 结构和操作的要求

8.1 信息和标志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上的信息和标志应根据相关的产品标准(见第 6 章) 。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上的标志应不易擦|徐并且容易辨认 。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上提供信息的标签应不易被移除。

通过直观检查和/或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2 机械设计

8.2. 1 概述

GB/T 6829-2017 

材料应适用于特定的使用，并能够通过适当的试验 。 固定连接上的接触压力不应通过除了陶瓷或

性能不亚于陶皆以外的绝缘材料来传递，除非在金属部件中具有足够的弹性以补偿绝缘材料任何可能

的收缩或变形 。

通过直观检查和/或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2.2 机构

RCD所有极的动触头在机械上应使所有极基本上 同时接通 和分断 ， 不管是手动操作还是自动

操作 。

四极 RCD 的中性极不应比其他极后闭合先断开 。

应提供区别剩余电流保护电器断开和l闭合状态的器件 。

机构应该是自由脱扣 .并且其结构应使得~J触头只能停止在闭合位置或断开位置，即使当操作件手

动释放在一个中间位置时也是如此 。

当使用操作件来指示触头的位置时，释放时，操作件应自动占据和动触头相应的位置 。 在这种情况

下，操作件应有两个与触头位置相对应的明显的停止位置 .但对于自动断开，允许操作件有第三个明显

的位置 。

如果使用符号 ，应用 " I "和 .， 0"来分别指示闭合和l断开位置。

如果使用颜色，红色应指示闭合位置，绿色应指示断开位置 。

也可采用"合" ，.分"等文字符号来说明 。

通过直观检查和相关产品标准中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2.3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考虑到 RCD 预期使用的电气装置的过电压类别和污染等级，RCD 应具有能够耐受其预期寿命中

电压应力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没有产品标准可 以参考 GB/T 16935 系列标准 。

8.2.4 螺钉 、载流部件和连接

蝶钉、载流部件和l连接 . 不管是电气还是机械的 . 应耐受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机械应力和l热

应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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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连接不应产生过度老化 。

通过相关的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2.5 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连接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应确保其导线的连接可持续地保持必需的接触压力。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2.6 现场与断路器组装的 r.C.单元

在相关的产品标准中可以给出安全装配和正确运行的技术要求 。

8.3 动作特性

8.3.1 与剩余电流形式相应的动作特性

8.3. 1. 1 交流剩余电流

在额定频率的交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时，AC 型、A 型 、F 型和 B 型 RCD 应在表 9 规定的额定剩余

不动作电流 1 "'"'0和锁定剩余动作电流 l !!.的范围内动作 。

表 9 交流剩余电流脱拍电流限值

脱扣电流
r~CD 的型式 咆流形式

下限 上限

AC , A. F. B 交流 0.5 1"" 1 ". 

注· 对于给定的咆流形式，下限值对应于领定剩余不动作电流 .上限{且对应子锁定剩余动作电流。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3. 1.2 脉动直流剩余电流

在额定频率的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时 ， A 型、F 型和 B 型 RCD 应在表 10 规定的不动作电流

值和动作电流值范围内动作 。

表 10 脉动直流剩余电流脱扣电流限值

脱苦口电流

RCD型式 电流形式 上限
下限值

1. ,, <30 mA 1 Ûn 二月o mA 

单个脉动直流

O. 0.35 1." 2 1 邮 1.4 1." 
A. F, ß 

90。 0.25 1阳 2 1." 1.4 1." 

135 。 0.11 1 .. 2 I .n 1.4 [ .n 

注. 对于给定的电流形式 .下限值对应子不动作电流值，上限值对应于动作电流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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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扣范围应与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的极性无关。

注: 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的被形可以参见附录 8。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3.1.3 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平滑直流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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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额定频率的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并叠加一个 6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时， A 型 RCD 也应在

表 10 规定的不动作电流和动作电流范围内动作 。

在额定频率的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并叠加一个 10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时 .F 型 RCD 应在

表 10(适用时〉规定的不动作电流和动作电流范围内动作 。

即使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和平滑直流电流的极性相同时，脉动直流电流的脱扣范围也应保持不变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3. 1.4 交流或脉动直流剩余咆流叠加平滑直流电流

在额定频率的交流或脉动直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并叠加一个 0 . 4 1 ðo 或 10 mA 的平滑直流电流时

(两者取较大值) ， B 型 RCD也应在表 9 或 10(适用时〉规定的不动作电流和l动作电流泡围内动作 。

注 : 对于 I..为 10 mA 的 B 型 RCD，叠加1 的平滑直 流电流取 5 mA :对于 I ..为 6 mA 的 B 型 RCD，毅力11的平滑直流

电流取 3 mA . 

即使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和平滑直流电流的极性相同时，脉动直流电流的脱扣范围也应保持不变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3. 1.5 单相复合剩余电流

在复合剩余电流稳定增加时，B 型和 F 型 RCD 应正确动作。

表 11 给出了用于校准的频率分量值以及稳定增加剩余电流时验证 RCD 正确动作的复合剩余电流

初始值 L 。 表 12 给出了复合剩余电流的极限动作值 。 试验频率允许误差为土 2% 。

为了验证复合电流出现时 RCD 的动作值 .表 11 中给出的复合剩余电流初始值应按线性比例增加 。

RCD应在表 12 限值内脱扣 。 无论任何情况下.从初始值到动作值不同频率的比率应保持不变 。

表门 试验电流中不同频率的分量值和稳定增加剩余电流时验证正确动作的复合剩余电流初始值([4)

用于校准的试验电流不同频率的分量值<RMS) 复合剩余电流初始值(RMS)

I砸在镰也 I ) kH事 I r咆功饥( 10 H~) I . 

0.138 1 •• 0.138 Tω、 0.035 1 ~n 0.2 1.0 

注， : I."值为 RCD领定频率下的额定剩余动作 I毡流 。

注 2 :对本试验而言 ， 1 0 Hz 和 l kI七的值分别代表最严酷条件下的输出和时钟频率 .

表 12 复合剩余电流的动作电流范围

动作电流值(RMS)

下限值 上限值

0.5 I .. 1.4 I .. 

注 ': I ."值为 RCD 锁定频率下的锁定剩余动作电流 .

注 2: 袋 11 纷出了动作电流各频率分量的 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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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剩余不动作电流 剩余动作也流

Hz 

150 0.5 1 ûn 2.4 J An ' 

400 0.5 J ûn 6J",," 

1 000 14 I h a b 

注.给定频率的波形是正弦波 。

这些值按 GB/T 13870 . 1 -2008 的心室纤维激动防护结合 GB/T 13870 . 2-2016 的心窒纤维颤动的频率困数

4导 出 。

" GB/ T 13870 没有给出频率超过 1 kH乙的因数。

在平滑直流剩余电流稳定增加时， ß 型 RCD 应在表 14 规定的不动作咆流和剩余动作电流范围

动作 。

脱扣范围应与平滑直流剩余电流的极性无关。

注: 平滑:自:流剩余电流的波形可以参见附录巴。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表 14 平滑直流剩余电流脱扣电流限值

RCD 型式 极数 电流形式
下限

2 ,3 .4 双脉冲直流

一脉冲直流
已 3 ,4 0.5 [ "" 

六脉冲直流

2 ,3 , 4 平滑直 流

洼. 对于给定的也流形式，下限值对应子不动作电流，上限值对应于动作也流 .

8.3.2 剩余电流大于等于 l lln 时 ，在捆应时间内的动作

8.3.2.1 无延时 RCD

脱扣]1毡流

上限

2 1 An 

| AC 型、A 型、F 型和 B 型 RCD对于突然施加剩余电流的动作时间应符合表 1 、表 2 和表 3 的要求

(适用时) .且与极性无关(如果适用时)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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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延时型 RCD

AC 型 、A 型、F 型和 B 型 RCD 对于突然施加的剩余电流的分断时间和不驱动时 间应符合表 5 、表 6 I 
和表 7 的要求(适用时) .而与极性无关(如果适用时)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3.3 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 RCD 的附加要求

8.3.3.1 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 RCD应能在额定电源电压的 0. 85 倍~1. 1 倍之间正常运行。

8.3.3.2 符合 4 . 1. 2 . 1 分类的动作功能与电源电压有关的 RCD，当电源故障时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必须

自动动作，其动作时间应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8.3.3.3 符合 4. 1. 2 . 2a) 分类的电源电压故障时不能自动断开的，但发生剩余电流故障时能按预期要求

动作的 RCD，其预期动作要求由相关产品标准规定 。 对于家用和1类似用途的 16O\~0 . 03 A 的剩余电流

保护电器，在电源电压降低到 50 V(相对地电压〉时，如出现大于或等于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的剩余电流

应能自动动作。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4 试验装置

RCD应具有一个试验装置，模拟在额定电压下对检测装置通以一个剩余电流，其产生的安臣数不

超过 RCD 一个极通 1 60\的剩余电流产生的安臣数的 2 . 5 倍，以便定期地检验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动作

能力 。

如果 RCD有多个 16.\额定值(见 IL5) .应仅在最小 1""整定值下验证 2. 5 1 6的值 。

注 1 : 如果认为必要时 ，技术委员会可以使用大于 2. 5 T "'"的电流值(例如，具有多个额定电庄的 Rcm 。

注 2:试验装置是用来检验脱扣功能，而不是评价与锁定剩余动作电流和分断时间有关的功能的有效性。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当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处于断开位置并如正常使用接线时 .应不可能通过操作试验装置使负载侧电

路带电 。

对于具有隔离功能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试验接置不应是唯一的执行断开操作的器件 。

通过直观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操作试验装置时，不应使电气装置的保护导体带电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5 温升

考虑到其预期使用的周围温度，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不应遭受影响其功能和安全使用的损坏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没有相关的产品标准，对接线端子的调升可

以参照 GB/T 13140 . 1-2008 。

8.6 耐潮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具有足够的耐受湿皮条件的机械性能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7 介电性能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有足够的介电性能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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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在平衡负载和不平衡负载时不动作电流的极限值

在规定的过咆流条件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不应脱扣。

通过相夫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9 EMC 及误脱扣要求

8.9.1 EMC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符合有关的 EMC 要求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注: 11 f 以Jl1 GB/ T 18499-2008 作为指南。

8.9.2 在脉冲电压引起的浪涌电流下耐误脱扣

剩余电流保护 fl:!.然应能足够地耐受电气设施的电容负载引起的划地浪汹 l也流 。

注: 这种浪涌咆流可以 IlJ电气设施的电容、浪涌保护器<SPD)或闪 tí斗产Jli.

通过相夫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0 在过电流条件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在过载旦旦短路条件下 (例如 .1 m 、 I .>m 、 1 ""等 ) ，剩余电流保护 器应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 11 绝缘耐受冲击电压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绝缘应具有足够的耐受冲击电斥的能力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2 机械和电气耐久性

剩余也流保扩1 I-f:!. .部liii能执行规定的闭合和断开操作及应通和|分断操作协;敛 。

通过相关产品际准的试骗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13 耐机械冲击

剩余也流保护 1也指应具有足够的机械性能.以便耐受安装斗:1~使用过程小施川的应力 。

通过相朵卢，ih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4 可靠性

考虑到在可能的工作条件下的老化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在其整个预期使用寿命中提供防护。

通过相关产品际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15 重新闭合复位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条件(3.3.13 )

在脱1ll后不预先手动复位 .应不可能重新闭合复位到剩余电流保护电拙 。

通过立现检奇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

8. 16 电击防护

剩余也流保护电器应这样设计.当其按正常使用安装和1接钱而不能制!此带电部件 。

注:~说， .. l | : 常使用"足·指 RCDt安制造商说明书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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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操作部件应与带电部俐'绝缘，其可导电部件(或也可称为"外露的可导电部俐; "')应该覆盖绝缘

材料 ，除了连接各极绝缘操作件的器件以外。

机构的金属部件应是不可触及的 。

就本条款而言，认为清漆和瓷漆不能提供足够的绝缘。

通过直观检查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7 耐热性

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有足够的耐热性。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8 耐异常发热和耐燃

如果邻近的载流部件在故障或过载情况下达到一个高的泪度时 ， RCD 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外部部件

应不容易点燃或蔓延火焰。其他用绝缘材料制戚的部件的耐异常发热和耐燃性可认为已由本标准的其

他试验检验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19 在周围温度范围内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4.8a) 分类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在一5 .C~+40 .C酒度范围内正确地工作 。

4. 8b) 分类的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在一25 .C~+40 .C温度范围内正确地工作 。

通过相关产品标准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8.20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暴露在极端温度之后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剩余电流保护电器应能耐受极端温度值(见 7 . 2) ，而不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

极端泪度值和试验按制造商和用户之间协议。

9 型式试验指南

在相关标准~~I ，应按第 82主结出 的技术要求规定试验 。 表 15 规定了最少应进行的检查或试验的技

术要求概要 。

试验程序、样品数量和合格判别标准应在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

表 15 最少应检查或试验的技术要求列表

条 号 技术要求

8.1 信息和l标志

8.2 机械设计

8.3 动作特性

8.4 试验装置

8.5 温升

8.6 耐潮

8.7 介电性能

8.8 在平衡负载和不平衡负载时不动作电流的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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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续)

条 号 技术要求

8.9 符合 EMC 和误脱扣要求

8.10 在过电流条件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8.11 绝缘耐受冲击电压

8.12 机械和电气耐久性

8.13 耐J机械冲击

8.14 可靠性

8.15 重新闭合复位型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条件(3 . 3.13)

8.16 电击防护

8.17 ifií;t热性

8.18 ifií;t异常发热和1耐燃

8.19 在周围温度范围内剩余电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8.20 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森露在极端温度之后剩余咆流保护电器的性能

24 



GB/T 6829-2017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短路试验的推荐电路图

图 A. l 和图 A.2 给出了下?lJ RCD 短路试验使用的电路图 :

一一单极二个电流回路的 RCD ;

一一二极 RCD(带一个或二个过电流保护极) ; 

一一三极 RCD;

一一三极四个电流回路的 RCD ;

一一一四极 RCD。

阻扰 Z 和 Z 1 (图 A. 2) 的电阻和电抗应可调节以满足规定的试验条件。 电抗器推荐采用空心线圃，

电抗器应始终与电阻串联并且其电感值应由单个电抗器串联获得。当电抗器的时间常数基本上相同

时，允许电抗器并联连接 。

因为包括大空心电抗器的试验电路的瞬态恢复电压并不能代表正常的使用条件，每相的空心电抗

器应并联一个电阻器 Rl 通过电阻器的电流约为通过电抗器的 0 .6% 。

如果使用铁心电抗器，这些电抗器的铁心损耗功率不应超过与空心电抗器并联的电阻所吸收的

功耗 。

在每个验证额定短路能力的试验线路中，阻扰 Z 接入电源 S 和被试断路器之间 。

当试验的电流低于额定短路能力时 .应在断路器的负载端接入一个附加阻抗 Z I 。

阻值约为 0 . 5 n 的电阻器 R2 与铜导线 F 串联，如图 A.l 所示 。

单极 RCD 在图 A. l 所示的电路图中进行试验 。

二极 RCD 在图 A.l 所示的电路图中进行试验，二个极均接入电路中而与过电流保护极的数量

无关。

三极 RCD 和带三个过电流保护极的四极 RCD 在如医I A. l 所示的电路中进行试验。

栅格电路应连接至 B 点和 C 点(见图 A.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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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一可洲版Hc用来调节低于领定短路电流的电流;

p 短路保护电.;m (SCPD> ，它可以连接在被试也 l?tf l ìíj 封ì，) (I (川11 也峭的任和j位'卢fi

D 一被试削ìL

Framc tJ! m A.I 正常接地的所有导电部件 z

Gl 用于洲节的 l临时连接 ;

Cz 月于拟定限制短路电流试验的连接;

r j鸣.ìllí短路的电器 . 它可连接在相电路的任何位益;

1, .1 , .1 , 电流传感器 . 它可聋子被试电器"D"前揣或后捕;

U., .U rt .U., 电压传感器 ;

F -一俭测故障电流的苦苦件;

R, 一一根据制造商的主要求每相分流 10 A 电流的电网111苦;

R! -一限制器件 F 中电流的电阻苦苦;

氏I -一则于调节 1 ~ 的可调咆阻苦苦 ;

S, 辅助ff夫 :

B 有I C(或 C' ) 检测也弧喷射的栅格的连接点 ， 只有平Elft极电报或栩饭J)fI 'I' 1'1，饭也派试验时 " c" 在中性线上。

注 1 :闭合也?~ T 也可位于被试电器的负载端和l电流传感器 1 ， .1 " .1 ， 之 rflJ ( .ìili:川时) • 

注 2: 也 JI~ 传ru!i~苦 U叫 . U.Z . U，.1 也可连接在栩线和中性线之líiJ.

图 A.1 所有短路试验的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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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说明 :

1 分流约 O.6% cl! 流的电阳都 ;

L 可加l 宇:心 也!il?< ; 

R 可训 Lb!. 1111.l!~ • 

注 : 可调负旅 L、 R 和 r 可位于供电线路的高压侧(适用日们 .

圈 A.2 阻抗 Z 或凡的详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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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可能的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

可能的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见图 8.1 。

序号 带故障位置的电路图 负载电流 1， 的波'1~ 接地故障咆流 1 F 的波形
RCD 

动作特性

将|位控制l
Il k 

a AC, A , F , B 1 

L J _ 

1.11 J, 
Lá 

N 

P• --------
' 

脉冲控制

LJ,=;;::, 
ιE ι 
ι， 

4、 1. 

" 

协『 AC, A . F,B 2 

rf一-一-一-一一一

被

-
t

d
ψ
T

悟
，
"•• 

四
a

ω
wt
t
t
 

单
4 自

N 
PF--- -____: 

r I A,F,B 3 

双脉冲桥式

1"" 

A 

z t 
A , F. B 4 

I'E - --一

双脉冲桥式，半波栩位控制

N 

Il A 

5 A ,F . B 

f"L一-一一一--一

固 8.1 备种不同的电子线路可能出现的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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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带故障位置的电路图 负载电流 1， 的波]也 接地放 |雄也流 1 F 的波形
RCD 

动作特性

t啤

采用双j脉冲桥式的变频器 , 

6 
h , F. B 

h 

正在相半f皮带滤波

LL2 I 
，、s f L I If 

f , L3 
7 ...L 

1飞
L.l 8 

T 
, , 

N 

PE 

i咀

r 
采用双脉冲桥式带 PFC 的变

顿然 ι 

8 

N 
υ
H阳《
同

f 1f1. 
B 

n f , 

相间双脉冲桥武

U
N

阳

f f 

9 t t 
B 

1" 

相间采用双脉冲桥式的变

频然 4 I 

L2 

f B 10 

1,2 

N 

PE-一 - I 

固 B.1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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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2 
L3 

N 

PE-- 唰

t , B 

g 
t
俨

I 

采用六脉冲桥式的变赖然
g 

13 

h 

N 
PE -

r 
B 

I>~ 

, 

图 8.1 (续)

图 B. l 说明了电子设备和开关电漉常用的电拥侧电路配置中剩余电流的波形，以及在哪种接地放

障情况下剩余电流中可能出现直流分量 。

| 注 1 . 在编号为 7 的电路中的单相整流器和l电容可能产生危险的直流故障电流。 这种电路不大可能使用但如果使

用时，宜采用能够检测平滑直流咆流的 B 型 RCD.

注 2: 对于编号为 2 的电路，每个脉冲序列时间通常比 0. 5 s 大得多 ，因此可采用 AC 挝 、A 型 、 F 型和IB 型的 R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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