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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1711《基础机电继电器》的第1部分。GB/T2171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
本文件 代 替 GB/T21711.1—2008《基 础 机 电 继 电 器  第 1 部 分:总 则 与 安 全 要 求》,与

GB/T21711.1—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用减小线圈功率的方法使继电器动作情况下的线圈激励要求(见5.3.3);
———增加了过程检验项目的优先试验项目(见表4);
———增加了单个安装条件下的试验(见表5、表6、8.2、表11、表12、表15);
———增加了对定型检验每个检验批的试验样品数量要求(见第6章和表5);
———要求的继电器信息中,删除了线圈额定功率项目,增加了绝缘数据与标准尺寸的偏离、定型检

验采用的试验程序的项目(见表6,2008年版的表4);
———增加了附加信息要求(见7.2);
———增加了基本安全要求的规定(见第8章~第15章、附录F);
———温升要求增加了球压试验的可选项(见8.1);
———增加了温升试验装置要求(见8.2);
———增加了试验程序B,与原有试验程序A构成本文件的两个主要试验程序(见8.2、表13、表14、

10.3、11.4);
———对引出端增加了使用插座的要求(8.4.6);
———增加了利用PWM和其他动作方法的基本工作功能要求(见9.2.2);
———增加了在试验程序B的特殊情况下介质耐电压的要求(见10.3);
———更改了电耐久性(见第11章,2008年版的第14章);
———更改了符合基本安全标准IEC60664-3、IEC60664-4和IEC60664-5规定的绝缘配合(见第13

章);
———将附录B“触点感性负载”由“规范性”更改为“资料性”(见附录B,2008年版的附录K);
———增加了试验装置(见附录C)。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61810-1:2015《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纳入了IEC61810-1:2015/COR1:2017和IEC61810-1:2015/COR2:2018的技术勘误内容,

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双线(‖)进行了标示;
———纳入了IEC61810-1:2015/AMD1:2019修正内容,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双线(‖)进行了标示;
———更改了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
———更正了3.7.1“功能绝缘”术语来源所引用文件的版本号及相应条款编号(由1.3.17.1更正为

3.17.1);
———表14中增加了对脚注编号“k”进行说明的注;
———根据正文中的提及方式,更正了附录A、附录O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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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英文对应词索引。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有或无电气继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宏发电声有限公司、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

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惠萍、林伟霖、张德胜、王珏。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于2008年首次发布为GB/T21711.1—200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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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我国继电器产品开发、检测试验、质量评定及使用,促进继电器产业稳步、协调发展。

GB/T21711《基础机电继电器》是各类基础机电继电器的产品基础规范,拟由七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目的在于确定电气或电子工程各领域用基础机电继电器的基本

功能和安全要求及安全的相关特性。
———第2部分:可靠性。目的在于规范对基础机电继电器进行可靠性考核的要求。
———第2-1部分:可靠性B10值验证程序。目的在于规范对基础机电继电器进行可靠性指标考核和

可靠性增长要求考核的要求。
———第3部分:强制定位(机械联锁)触点继电器。目的在于在第1部分通用要求基础上,增加了适

用于强制定位(机械联锁)触点继电器的特殊要求。
———第4部分:舌簧继电器 总则与安全要求。目的在于为适用于通用控制电路中的舌簧继电器

制定基本功能和安全要求。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目的在于规范适用于基础机电继电器的试验和测量程序。
———第10部分:大容量继电器附加功能特性和安全要求。目的在于在第1部分通用要求基础上,

增加适用于大容量继电器附加功能特性和安全要求。

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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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低压(最大1000V交流或1500V直流电路)设备用基础机电继电器(非定时有或

无继电器),规定了电气或电子工程各领域用基础机电继电器的基本功能和安全要求及安全的相关特

性。这些应用领域如:
———一般工业设备;
———电气设施;
———电气机械;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信息技术和商务设备;
———建筑自动化设备;
———自动化设备;
———电气安装设备;
———医疗设备;
———控制设备;
———电信设备;
———运载工具;
———交通运输工具(例如,铁路)。
本文件要求的符合性由规定的型式试验进行验证。
如果由于继电器的用途而规定了超出本文件范围的要求,则继电器应根据用途按相应的IEC标准

(如IEC60730-1、IEC60335-1、IEC60950-1)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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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900.63—2003 电工术语 基础继电器(IEC60050-444:2002,IDT)
GB/T16935.1—2008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IEC60664-1:

2007,IDT)
GB/T21711.7—2018 基础机电继电器 第7部分:试验和测量程序(IEC61810-7:2006,IDT)
IEC60038 IEC标准电压(IECstandardvoltages)
注:GB/T156—2017 标准电压(IEC60038:2009,MOD)

IEC60068-2-2 环境试验 第2-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干热(Environmentaltesting—
Part2-2:Tests—TestB:Dryheat)
  注: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高温(IEC60068-2-2:2007,IDT)

IEC60068-2-17 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2-17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Q:密封(Basicenvironmental
testingprocedures—Part2-17:Tests—TestQ:Sealing)
  注:GB/T2423.23—201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Q:密封(IEC60068-2-17:1994,IDT)

IEC60068-2-20:2008 环境试验 第2-20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T:有引线元器件的可焊性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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