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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4943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4943《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目前拟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1部分:远程馈电 ;
———第22部分:室外安装设备;
———第23部分:大型数据存储设备。
本部分为GB4943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EC60950-1:2005《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第1部分:通

用要求》第二版(英文版)。
本部分与IEC60950-1:2005的技术性差异:

a) 电源容差

IEC60950-1:2005的1.4.5中规定额定电压的容差为+6%和-10%,根据我国电网电源电压

的实际情况,GB4943.1—2011规定为+10%和-10%。删除第一个破折号的内容。

b) 电源额定值的标示

IEC60950-1:2005的1.7.1中对额定电压和频率的标示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数值,仅以示例来

表述,而示例中的电压未包含中国的电网电源电压,根据我国的电网电源要求,供电电压为

220V,50Hz或三相380V,50Hz,因此对电源的额定值作了明确规定:对于单一的额定电

压,应标示220V或三相380V;对于额定电压范围,应包含220V或三相380V;对于多个额

定电压,其中之一必须是220V或三相380V,并在出厂时设定为220V或三相380V;对于多

个额定电压范围,应当包含220V或三相380V,并在出厂时设定为包含220V或三相380V
的电压范围。
额定频率或额定频率范围应为50Hz或包含50Hz。

c) 安全说明

对安全说明文字作了明确规定,在1.7增加一段:如无其他规定,所要求的标记和说明中的文

字应当使用规范中文。
在1.7.2.1中增加了关于海拔高度和热带气候使用条件的安全警告要求和警告标识。
对于仅适用于在海拔2000m以下地区使用的设备应在设备明显位置上标注“仅适用于海拔

2000m 以下地区安全使用”或类似的警告语句,或标识符号。
对于仅适用于在非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应在设备明显位置上标注“仅适用于非热带气

候条件下安全使用”或类似的警告语句,或标识符号。
如果单独使用标识,应当在说明书中给出标识的含义解释。
安全警告语句(例如,海拔2000m以下和非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警告语句)应当使用设备

预定销售地所能接受的语言。
增加规范性附录DD,给出了新增加的安全警告标识的说明。增加资料性附录EE,给出了标

准中与安全相关的说明示例的汉文、藏文、蒙古文、壮文和维文5种文字的对照表。

d) 电源插头

根据我国专用的电源插头标准,在GB4943.1—2011的3.2.1.1中增加“设备与交流电网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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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的插头应当符合GB1002或GB1003或GB/T11918的要求。”

e) 适用范围

IEC60950-1:2005适用于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下和在非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在

1.1.2规定对于要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或在海拔2000m以上高原使用的设备需要有附加要求。
由于我国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特殊性,以及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在对IEC60950-1:

2005的部分条款修改后,本部分适用于在海拔5000m以下(包括5000m)使用的设备和在

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对于预定仅在海拔2000m以下使用的设备,和预定不在热带

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可以采用相应降低的要求,但要进行警告说明。

GB4943.1—2011的1.1.2中第三项改为:
———预定要在车辆、船舶或飞机上使用的设备,在海拔5000m以上高原使用的设备;

f) 电气间隙的要求值

在不同海拔高度,对电气间隙的要求值不同。对适用于在海拔5000m以下使用的设备,电气

间隙的要求值应对应海拔5000m的要求,即乘以GB/T16935.1中对应海拔高度5000m的

倍增系数1.48,也即将标准中的要求值乘以1.48;对预定仅在海拔2000m以下使用的设备,
电气间隙的要求值应对应海拔2000m 的要求,即乘以 GB/T16935.1中对应海拔高度

2000m 的倍增系数1,也即直接采用标准中的要求值。

2.10.3.1第3段改为:
这些要求适用于在海拔不超过2000m的情况下使用的设备。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上至

5000m 使用的设备,其最小电气间隙应当乘以GB/T16935.1*的表A.2给出的对应海拔高

度5000m的倍增系数1.48。预定在海拔5000m以上使用的设备,其最小电气间隙应当乘

以GB/T16935.1的表A.2给出的倍增系数,允许在表 A.2最邻近的两点间使用线性内插

法。使用倍增系数计算得到的电气间隙值应当进位到小数点后一位。

* 本部分中引用其他标准的具体条款时,若所引用的标准的年代号未列出,均指本部分附录P的采标信息和

附录CC中所列该标准的年代号。

在表2K的上面和2.10.3.4各增加一段:按照上述规则确定的最小电气间隙/(表中)的数值

适用于预定仅在海拔2000m及以下使用的设备。预定在海拔2000m~5000m使用的设

备,其最小电气间隙应当是上述数值乘以 GB/T16935.1的表 A.2给出的对应海拔高度

5000m的倍增系数1.48后的数值。预定在海拔5000m以上使用的设备,其最小电气间隙

应当乘以GB/T16935.1的表A.2给出的倍增系数。
表2K、表2L和表2M的表头增加“(适用于海拔2000m以下)”。

G.6第二段改为: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上至5000m使用的设备,其最小电气间隙应当乘以

GB/T16935.1的表 A.2给出的对应海拔高度5000m 的倍增系数1.48。预定在海拔

5000m以上使用的设备,其最小电气间隙应当乘以GB/T16935.1的表A.2给出的倍增系

数,允许在表A.2最邻近的两点间使用线性内插法。使用倍增系数计算得到的电气间隙值应

当进位到小数点后一位。
当元器件已被证实符合与有关的元器件国家、行业标准时,该元器件还应当作为设备的一个

组成部分承受本部分规定的有关试验。在1.5.2第一个破折段后面增加注:元器件的使用要

符合海拔5000m的相关要求。

g) 湿热处理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湿热处理条件按热带气候条件处理。对预定不

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其湿热处理条件按CTL决议(决议单号:624/07)的规定。

2.9.2第一段修改为2段:如果2.9.1、2.10.8.3、2.10.10或2.10.11有要求,湿热处理应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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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3±3)%的湿热箱或室内进行120h。在湿热处理期间,
元器件或组件不通电。
对预定不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如果2.9.1、2.10.8.3、2.10.10或2.10.11有要求,
湿热处理应当在空气相对湿度为(93±3)%的湿热箱或室内进行48h。在能放置样品的所有

位置上,空气温度应当保持在20℃~30℃之间不会产生凝露的任一方便的温度值(t±2)℃
范围内。
由于高海拔地区设备,考核其绝缘性能的预处理应当是承受温度冲击的湿热预处理条件,具体

要求还在考虑中。在2.9.2最后增加注: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上至5000m使用的设备,考
核其绝缘材料特性所需要进行的预处理的条件和要求正在考虑中。

h) 温度限值

本部分适用于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温升限值对温带是以最高环境温度25℃为基

准,对热带是以35℃为基准作出的。1.4.12.1中的Tma修改为:Tma:制造厂商技术规范允许

的最高环境温度或35℃,两者中取较高者。并增加注1:对预定不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

设备,Tma为制造厂商技术规范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或25℃,两者中取较高者。
附录E最后一段修改为“为了将本附录电阻法确定的绕组温度与表4B的温度限值进行比较,
应当把计算的温升值加上35℃。”并增加注:对预定不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把计算

的温升值加上25℃与表4B的温度限值进行比较。
由于高海拔地区设备的发热特性会有所不同,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上至5000m使用的设

备,其发热试验的条件还在考虑中。在1.4.12.1增加注2:高海拔地区温度测量条件和温度

限值的要求,正在考虑中。

i) 过流保护装置

由于我国供电条件的特殊性,建筑设施中的保护装置不能对用电设备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不

采用依赖建筑设施中的保护装置提供保护的方式。2.7.1改为:为了对一次电路的过电流、短
路和接地故障进行保护,应当提供保护装置。必须满足5.3要求的保护装置,除特定的以外,
必须作为设备的一部分而包括在设备中。删除2.7.1的注。

j) 阴极射线管的机械强度要求

4.2.8阴极射线管的机械强度条款引用GB8898—2011第18章的要求,并在注中说明了IEC
标准的要求,由于在GB8898—2011的第18章加入了与IEC标准的技术性差异内容,所以将

4.2.8的注删除。

k) 引用标准和参考文献

IEC60950-1:2005的附录P和参考文献中引用和参考其他标准的引用原则是: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物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

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面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由于我国的国标或行标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比较多样,为了便于操作,在 GB/T1.1和

GB/T20000.2的要求的基础上,规定本部分附录P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中,如果是

对整个国际标准的引用,采取的引用原则为:
———如果引用的国际标准没有被等同或修改采用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则引用该国际标准;
———如果引用的国际标准已被等同采用或修改采用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则引用这些标准;
———在引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不注日期引用,其最新版本适用;
———在所列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后面的括号中标识当前最新版本的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编号、对应的国际标准编号和一致性程度代号。
对于仅引用国际标准的部分章条或条款的引用原则为:如果有对应该版本国际标准的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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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行业标准,则引用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如果没有对应该版本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或行

业标准,则引用该国际标准。
同时为了保留国际标准的相关信息,增加资料性附录CC,其中给出了IEC60950-1:2005中的

规范性引用文件、参考文献与本部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参考文献的对照表。

l) 附录BB内容的差异

IEC60950-1:2005的附录BB是IEC60950-1:2005与IEC60950-1:2001版的差异对照,由于

我国没有与IEC60950-1:2001对应的国标,因此在附录BB中给出了GB4943.1—2011与

GB4943—2001的差异对照。

m) 增加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增加了规范性附录DD,给出了新增加的安全警告标识的说明。

n) 其他修改

根据相关CTL决议和IEC60950-1标准的修订单,本部分对IEC标准中的个别要求或错误进

行了更正或编辑性修改。涉及条款1.7,2.1.1.7,2.9.2,表2H,图2H,图F.8,图F.9,
图 M.3,附录U。

上述技术性差异已编入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
国际标准IEC60950-1:2005于2006年发布了勘误,对2.3.4、7.3、第 G.6章、M.2b)、图 V.7、

附录AA的内容进行勘误。本部分将这些勘误直接纳入正文,并在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

双线标识。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c) 删除IEC60950-1:2005的前言;

d) 删除索引部分;

e) 增加资料性附录CC和附录EE。
本部分是对GB4943—2001《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的修订。本部分与GB4943—2001的主要技术

差异在附录BB中给出。
本部分代替GB4943—2001。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部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四研究院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四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上海市质量

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北京泰瑞特检测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莹、胡京平、李正、罗祖蔚、张力立、郭建宇、张跃亭、张宏图、王忠义、王贵虎、

俞毅敏、王守源、刘莹。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4943—1990,GB4943—1995,GB494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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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 安全的原则

GB4943的本部分制定时采用了以下原则。
这些原则不涉及设备的性能及功能特性。

0.1 安全的总则

为了设计出安全的设备,设计者必须了解安全要求的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不能代替本部分的详细要求,只是让设计者了解这些要求所依据的原则。如果设备涉及

的技术、材料或结构方式未明确规定,那么设备的设计应当至少达到本安全原则所述的安全等级。
设计者不仅要考虑设备的正常工作条件,还要考虑可能的故障条件以及随之引起的故障,可预见的

误用以及诸如温度、海拔、污染、湿度、电网电源的过电压和通信网络或电缆分配系统的过电压等外界影

响。还应当考虑由于制造误差或在制造、运输和正常使用中由于搬运、冲击和震动引起的变形而可能发

生的绝缘间距的减小。
在确定采用何种设计方案时,应当遵守以下的优先次序:
———如果可能,规定能消除、减小危险或对危险进行防护的设计原则;
———如果实行以上原则将削弱设备的功能,那么应当使用独立于设备的保护措施,如人身保护设备

(本部分未作规定);
———如果上述方案和其他的措施均不切实可行,那么应当对残留的危险采取标识和说明的措施。
需要考虑两类人员的安全,一类是使用人员(或操作人员),另一类是维修人员。
使用人员是指除维修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员。安全保护要求是假定使用人员未经过如何识别危险的

培训,但不会故意制造危险状况而提出的。因而,这些要求除了为指定的使用人员提供保护外,也为卫

生清扫人员和临时来访人员提供保护。通常,应当限制使用人员接触危险零部件,为此,此类零部件应

当仅位于维修人员接触区域内或位于受限制接触区内的设备内。
如果允许使用人员进入受限制接触区,则应当予以适当指导。
维修人员是指当设备中的维修接触区域或处在受限制接触区内的设备存在明显危险时,可以运用

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技能避免可能的、对自己或他人伤害的专业人员。但是,应当对维修人员就意外危险

进行防护,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例如,把维修时需要接触的零部件的安置远离电气和机械危险,设置

屏蔽以避免意外接触危险零部件,用标牌或警告说明以提醒维修人员有残留的危险。
潜在危险的信息可以根据其造成伤害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在设备上标示或随设备一起提供,或者

使维修人员能得到。通常,使用人员不应处于可能造成伤害的危险中,因此提供给用户的信息主要在于

避免误用和可能造成危险的状况,例如错误连接电源和用型号不正确的熔断器进行替换。
对移动式设备,由于其电源线可能会承受额外的应力,从而导致保护接地导体断裂,故会增加电击

的危险。对手持式设备,其电源线受磨损的机会较多,这种危险性更大,假如设备跌落过,可能会产生更

严重的危险。可携带式设备因为其可能在任何方向使用和携带,所以又增加了危险系数;如果一个小金

属物进入外壳上的开孔,它可能在设备内活动,很可能导致危险。

0.2 危险

应用安全标准的目的在于减少由于下列各种危险造成伤害或危害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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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击;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着火;
———与热有关的危险;
———机械危险;
———辐射;
———化学危险。

0.2.1 电击

电击是由于电流通过人体而造成的,其引起的生理反应取决于电流值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及其通过

人体的路径。电流值取决于施加的电压以及电源的阻抗和人体的阻抗。人体的阻抗依次取决于接触面

积、接触区域的湿度及施加的电压和频率。大约0.5mA的电流就能在健康的人体内产生反应,而且这

种不知不觉的反应可能会导致间接的伤害。电流再大些,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烧伤、肌肉痉挛导

致无法摆脱或心室的纤维性颤动。
在干燥条件下,相当于人的一只手的接触面积上,峰值电压高达42.4V或直流电压高达60V的稳

态电压,一般不认为是危险电压。但是,对使用时必须接触的或用手操作的裸露零部件,则应当使其处

于地电位,或者对其采取适当的隔离。
有些设备预定要与电话和其他外部网络连接,而有些通信网络工作时信号(如声音或振铃)叠加在

稳定的直流电源电压上,其总和将超过上述的稳态电压值;而电话公司的维修人员经常直接用手操作这

种电路的零部件,但并未导致严重伤害,这是因为使用的是有节奏的振铃信号,而且由维修人员用手操

作的裸露导体的接触区域通常是有限的。但是,使用人员可接触零部件的区域和接触零部件的可能性

应当进一步限制(例如通过零部件的形状和安装位置)。
为了防止使用人员遭到电击,通常要具有两级保护。因此,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单一故障

(包括随之引起的其他故障)状态下运行都不会引起电击危险。然而,附加的保护措施(如保护接地或附

加绝缘)不能用来取代设计完好的基本绝缘,或降低对基本绝缘的要求。

可能造成伤害的原因 减小危险的方法示例

  接触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

部件。
  用固定的或锁紧的盖、安全联锁装置等防

止使用人员接触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使可触

及的带危险电压的电容器放电。

 
  正常情况下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和可触及

的导电零部件间的绝缘被击穿。
  采用基本绝缘并把可触及的导电零部件和

电路接地,这样,由于过流保护装置在规定时间

内断开发生低阻抗故障的零部件,使接触危险

电压的可接触性受到限制;或者在零部件间安

装一个与保护地相连的金属屏蔽,或者在零部

件间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以便使可触及

零部件间的绝缘不会被击穿。

 
  接触与峰值电压超过42.4V或直流电压

超过60V的通信网络连接的电路。
  限制这种电路的可触及性和接触区域,把
它们与未接地的、接触不受限制的零部件隔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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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人员可触及绝缘被击穿。   使用人员可触及的绝缘应当有足够的机械

强度和电气强度以减少与危险电压接触的可

能性。

 
  从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流向可触及零部件

的接触电流(泄漏电流),或保护接地连接失效。
接触电流可包括接在一次电路和可触及零部件

之间的电磁兼容(EMC)滤波组件所产生的

电流。

  把接触电流限制在规定值内,或提供更可

靠的保护接地连接。

0.2.2 与能量有关的危险

大电流电源或大电容电路的相邻电极间短路时可能导致伤害或着火,其原因是:
———燃烧;
———起弧;
———溢出熔融金属。
就此而论,甚至接触带安全电压的电路也可能是危险的。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隔离;
———屏蔽;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0.2.3 着火

正常工作条件下、过载、元器件失效、绝缘击穿或连接松动都可能产生导致着火危险的过高温度。
但是,应当保证设备内着火点产生的火焰不会蔓延到火源近区以外,也不会对设备的周围造成损害。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提供过流保护装置;
———使用符合要求的适当燃烧特性的结构材料;
———选择的零部件、元器件和消耗材料能避免产生可能引起着火的高温;
———限制易燃材料的用量;
———把易燃材料与可能的点燃源屏蔽或隔离;
———使用防护外壳或挡板,以限制火焰只在设备内部蔓延;
———使用合适的材料制作外壳,以减小火焰向设备外蔓延的可能性。

0.2.4 与热有关的危险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高温可能造成伤害,其原因是:
———接触烫热的可触及零部件引起灼伤;
———绝缘等级下降和安全元器件性能降低;
———引燃可燃液体。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采取措施避免可触及零部件产生高温;
———避免使温度高于液体的引燃点;
———如果不可避免接触烫热的零部件,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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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机械危险

可能导致伤害的原因是:
———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可能潜在地引起危害的运动零部件;
———设备的不稳定性;
———内爆的阴极射线管和爆裂的高压灯产生的碎片。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倒圆尖锐的棱缘和拐角;
———配备防护装置;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使落地式设备有足够的稳定性;
———选择能抗内爆的阴极射线管和耐爆裂的高压灯;
———在不可避免接触时,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0.2.6 辐射

设备产生的某种形式的辐射会对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造成伤害,辐射的示例可以是声波(音频)辐
射,射频辐射,红外线、紫外线和电离辐射,以及高强度可见光和相干光(激光)辐射。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限制潜在辐射源的能量等级;
———屏蔽辐射源;
———使用安全联锁装置;
———如果不可避免暴露于辐射危险中,要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

0.2.7 化学危险

接触某些化学物品或吸入它们的气体和烟雾可能会造成伤害。
减小这种危险的方法包括:
———避免使用在预定的和正常条件下使用设备时由于接触或吸入可能造成伤害的堆积的和消耗性

的材料;
———避免可能产生泄漏或气化的条件;
———提供警告标识以告诫使用人员危险。

0.3 材料和元器件

设备结构所使用的材料和元器件应当适当选择和合理配置,以便使设备在预定寿命期间安全可靠

地运行,不会产生危险,而且在出现严重着火危险时,不会加剧火焰的蔓延。选择的元器件应当在正常

工作条件下保持在制造厂商设定的额定值内,在故障条件下也不会产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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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1 总则

1.1 范围

1.1.1 本部分适用的设备

GB4943的本部分适用于电网电源供电的或电池供电的、额定电压不超过600V的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气事务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设备。

本部分也适用于如下的信息技术设备:
———设计用来作为通信终端设备和通信网络基础设备,不考虑供电的方式;
———设计和预定直接连接到或作为基础设备用在电缆分配系统的设备,不考虑供电的方式;
———设计使用交流电网电源作为信息传输媒介(见第6章的注4和7.1的注4)。
本部分也适用于预定安装在信息技术设备内部的元器件和组件。如果安装有这些元器件和组件的

完整的信息技术设备符合本部分的要求,那么不要求这些元器件或组件符合本部分的所有要求。
注1:有关未安装的元器件和组件可以不符合的示例包括电源铭牌和接触危险零部件的标识。
注2:如果设备不完全在本部分范围内,例如大型空调系统,火情探测系统和灭火系统,但设备的电气部分可适用

于本部分。对某些场合,必须有不同的要求。

本部分规定的一系列要求是为了减小操作人员和可能与设备接触的外行人员遭受着火、电击或伤

害的危险。当特殊说明时,也包括维修人员。
本部分旨在减小被安装的设备在按制造厂商所规定的方法进行安装、操作和维修时的危险。被安

装的设备可以是由若干设备单元互连而成的系统,也可以是由若干独立的设备组成的系统。
属于本部分范围内的设备示例如下:

普通的产品类别 各类别产品的详细示例

 银行设备  货币处理机,包括自动出纳(现金分发)机(ATM)

 数据和文本处理机及相关设备
 数据预处理设备,数据处理设备,数据存储设备,个人计算机,绘图仪,打
印机,扫描仪,文本处理设备,直观显示装置

 数据网络设备  网桥,数据电路终端设备,数据终端设备,路由器

 电子和电气零售设备  现金出纳机,销售点终端机(包括相关的电子秤)

 电子和电气办公机器

 计算器,复印机,听写设备,碎纸机,复制机,消磁器,显微办公设备,电动

文卷输送机,文件修整机(包括打孔机、切割机、分类机),文件整理机,削铅

笔器,订书机,打字机

 其他信息技术设备  照片打印设备,公共信息终端,多媒体设备

 邮资设备  邮件处理机,邮资机

 通信网络基础设备
 票据设备,多路调制(转换)器,网络供电设备,网络终端设备,无线基站,
转发器(中继站),传输设备,通信转换设备

 通信终端设备
 传真机,按键电话系统,调制解调器,自动用户交换机(PABXs),寻呼机,
电话应答机,电话机(有线的和无线的)

  注3:GB8898中的要求可能也用来作为多媒体设备需要满足的安全要求。参见IEC指南112:多媒体设备的安全

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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