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35.020
CCSL09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4943.1—2022

代替GB4943.1—2011,GB8898—2011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Audio/vide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equipment—
Part1:Safetyrequirements

(IEC62368-1:2018,MOD)

2022-07-19发布 2023-08-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ⅩⅩⅠ………………………………………………………………………………………………………

引言 ⅩⅩⅤ………………………………………………………………………………………………………

 0.1 目的 ⅩⅩⅤ………………………………………………………………………………………………

 0.2 人员 ⅩⅩⅤ………………………………………………………………………………………………

  0.2.1 基本要求 ⅩⅩⅤ……………………………………………………………………………………

  0.2.2 一般人员 ⅩⅩⅤ……………………………………………………………………………………

  0.2.3 受过培训的人员 ⅩⅩⅤ……………………………………………………………………………

  0.2.4 熟练技术人员 ⅩⅩⅤ………………………………………………………………………………

 0.3 疼痛和伤害的模型 ⅩⅩⅥ………………………………………………………………………………

 0.4 能量源 ⅩⅩⅥ……………………………………………………………………………………………

 0.5 安全防护 ⅩⅩⅦ…………………………………………………………………………………………

  0.5.1 基本要求 ⅩⅩⅦ……………………………………………………………………………………

  0.5.2 设备级安全防护 ⅩⅩⅧ……………………………………………………………………………

  0.5.3 安装性安全防护 ⅩⅩⅧ……………………………………………………………………………

  0.5.4 个人安全防护 ⅩⅩⅧ………………………………………………………………………………

  0.5.5 行为性安全防护 ⅩⅩⅧ……………………………………………………………………………

  0.5.6 一般人员或受过培训的人员在维修状态期间的安全防护 ⅩⅩⅨ………………………………

  0.5.7 熟练技术人员维修状态期间的设备级安全防护 ⅩⅩⅨ…………………………………………

  0.5.8 安全防护特性的示例 ⅩⅩⅨ………………………………………………………………………

 0.6 电引起的疼痛或伤害(电击) ⅩⅩⅩ……………………………………………………………………

  0.6.1 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

  0.6.2 防止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Ⅰ…………………………………………………………

 0.7 电引起的着火 ⅩⅩⅩⅡ…………………………………………………………………………………

  0.7.1 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ⅩⅩⅩⅡ………………………………………………………………………

  0.7.2 防止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ⅩⅩⅩⅡ…………………………………………………………………

 0.8 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 ⅩⅩⅩⅢ…………………………………………………………………………

 0.9 机械引起的伤害 ⅩⅩⅩⅢ………………………………………………………………………………

 0.10 热引起的伤害(皮肤灼伤) ⅩⅩⅩⅣ……………………………………………………………………

  0.10.1 热引起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Ⅳ………………………………………………………………………

  0.10.2 防止热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Ⅴ…………………………………………………………

 0.11 辐射引起的伤害 ⅩⅩⅩⅥ………………………………………………………………………………

 0.12 相关信息说明 ⅩⅩⅩⅥ…………………………………………………………………………………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

3 缩略语、术语和定义 9………………………………………………………………………………………

 3.1 能量源缩略语 9………………………………………………………………………………………

 3.2 其他缩略语 9…………………………………………………………………………………………
Ⅰ

GB4943.1—2022



 3.3 术语和定义 11…………………………………………………………………………………………

  3.3.1 电路术语 15………………………………………………………………………………………

  3.3.2 外壳术语 15………………………………………………………………………………………

  3.3.3 设备术语 16………………………………………………………………………………………

  3.3.4 可燃性术语 17……………………………………………………………………………………

  3.3.5 绝缘 18……………………………………………………………………………………………

  3.3.6 其他 19……………………………………………………………………………………………

  3.3.7 工作条件和故障条件 20…………………………………………………………………………

  3.3.8 人员 21……………………………………………………………………………………………

  3.3.9 潜在引燃源 22……………………………………………………………………………………

  3.3.10 额定值 22………………………………………………………………………………………

  3.3.11 安全防护 22……………………………………………………………………………………

  3.3.12 间距 24…………………………………………………………………………………………

  3.3.13 温度控制器 24…………………………………………………………………………………

  3.3.14 电压和电流 25…………………………………………………………………………………

  3.3.15 设备关于防电击保护的分类 25………………………………………………………………

  3.3.16 化学术语 26……………………………………………………………………………………

  3.3.17 电池组 26………………………………………………………………………………………

  3.3.18 FIW术语 27……………………………………………………………………………………

  3.3.19 声暴露 27………………………………………………………………………………………

4 通用要求 28…………………………………………………………………………………………………

 4.1 基本要求 28……………………………………………………………………………………………

  4.1.1 各项要求的应用以及各种材料、元器件和组件的验收 28……………………………………

  4.1.2 元器件的使用 28…………………………………………………………………………………

  4.1.3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 29……………………………………………………………………………

  4.1.4 设备的安装 29……………………………………………………………………………………

  4.1.5 未明确覆盖的结构和元器件 29…………………………………………………………………

  4.1.6 运输和使用时的方向 29…………………………………………………………………………

  4.1.7 判据的选择 29……………………………………………………………………………………

  4.1.8 液体和充液的元器件(LFC) 29…………………………………………………………………

  4.1.9 电气测量仪器 30…………………………………………………………………………………

  4.1.10 温度测量 30……………………………………………………………………………………

  4.1.11 稳态条件 30……………………………………………………………………………………

  4.1.12 安全防护的层次 30……………………………………………………………………………

  4.1.13 本文件中提及的示例 30………………………………………………………………………

  4.1.14 零部件或样品与最终产品分开进行的试验 30………………………………………………

  4.1.15 标记和说明 30…………………………………………………………………………………

 4.2 能量源的分级 31………………………………………………………………………………………

  4.2.1 1级能量源 31……………………………………………………………………………………

  4.2.2 2级能量源 31……………………………………………………………………………………

  4.2.3 3级能量源 31……………………………………………………………………………………

  4.2.4 声称的能量源级别 31……………………………………………………………………………

 4.3 能量源防护 31…………………………………………………………………………………………
Ⅱ

GB4943.1—2022



  4.3.1 基本要求 31………………………………………………………………………………………

  4.3.2 对一般人员的安全防护 31………………………………………………………………………

  4.3.3 对受过培训的人员的安全防护 32………………………………………………………………

  4.3.4 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安全防护 33…………………………………………………………………

  4.3.5 受限制接触区的安全防护 34……………………………………………………………………

 4.4 安全防护 34……………………………………………………………………………………………

  4.4.1 等效材料或元器件 34……………………………………………………………………………

  4.4.2 安全防护的构成 34………………………………………………………………………………

  4.4.3 安全防护的强度 34………………………………………………………………………………

  4.4.4 用绝缘液体代替安全防护 36……………………………………………………………………

  4.4.5 安全联锁 37………………………………………………………………………………………

 4.5 爆炸 37…………………………………………………………………………………………………

  4.5.1 基本要求 37………………………………………………………………………………………

  4.5.2 要求 37……………………………………………………………………………………………

 4.6 导体的固定 37…………………………………………………………………………………………

  4.6.1 要求 37……………………………………………………………………………………………

  4.6.2 合格判据 37………………………………………………………………………………………

 4.7 直接插入电网电源输出插座的设备 38………………………………………………………………

  4.7.1 基本要求 38………………………………………………………………………………………

  4.7.2 要求 38……………………………………………………………………………………………

  4.7.3 合格判据 38………………………………………………………………………………………

 4.8 包含纽扣电池的设备 38………………………………………………………………………………

  4.8.1 基本要求 38………………………………………………………………………………………

  4.8.2 指示性安全防护 38………………………………………………………………………………

  4.8.3 结构 39……………………………………………………………………………………………

  4.8.4 试验 39……………………………………………………………………………………………

  4.8.5 合格判据 40………………………………………………………………………………………

 4.9 由于导电物进入导致着火或电击的可能性 40………………………………………………………

 4.10 元器件要求 40………………………………………………………………………………………

  4.10.1 断开装置 40……………………………………………………………………………………

  4.10.2 开关和继电器 40………………………………………………………………………………

 4.11 过流保护装置 40……………………………………………………………………………………

5 电引起的伤害 41……………………………………………………………………………………………

 5.1 基本要求 41……………………………………………………………………………………………

 5.2 电能量源的分级和限值 41……………………………………………………………………………

  5.2.1 电能量源的分级 41………………………………………………………………………………

  5.2.2 电能量源ES1和ES2的限值 41………………………………………………………………

 5.3 电能量源的防护 46……………………………………………………………………………………

  5.3.1 基本要求 46………………………………………………………………………………………

  5.3.2 电能量源的可触及性和安全防护 46……………………………………………………………

 5.4 绝缘材料和要求 48……………………………………………………………………………………

  5.4.1 基本要求 48………………………………………………………………………………………

  5.4.2 电气间隙 53………………………………………………………………………………………
Ⅲ

GB4943.1—2022



  5.4.3 爬电距离 62………………………………………………………………………………………

  5.4.4 固体绝缘 66………………………………………………………………………………………

  5.4.5 天线端子绝缘 74…………………………………………………………………………………

  5.4.6 作为附加安全防护一部分的内部导线的绝缘 75………………………………………………

  5.4.7 半导体元器件和黏合接缝的试验 75……………………………………………………………

  5.4.8 湿热处理 76………………………………………………………………………………………

  5.4.9 抗电强度试验 76…………………………………………………………………………………

  5.4.10 来自外部电路的瞬态电压的安全防护 78……………………………………………………

  5.4.11 外部电路和地之间的隔离 80…………………………………………………………………

  5.4.12 绝缘液体 81……………………………………………………………………………………

 5.5 用作安全防护的元器件 82……………………………………………………………………………

  5.5.1 基本要求 82………………………………………………………………………………………

  5.5.2 电容器和RC单元 82……………………………………………………………………………

  5.5.3 变压器 83…………………………………………………………………………………………

  5.5.4 光电耦合器 83……………………………………………………………………………………

  5.5.5 继电器 83…………………………………………………………………………………………

  5.5.6 电阻器 83…………………………………………………………………………………………

  5.5.7 SPD 84……………………………………………………………………………………………

  5.5.8 电网电源和由同轴电缆构成的外部电路之间的绝缘 85………………………………………

  5.5.9 室外设备的输出插座的安全防护 85……………………………………………………………

 5.6 保护导体 85……………………………………………………………………………………………

  5.6.1 基本要求 85………………………………………………………………………………………

  5.6.2 保护导体的要求 85………………………………………………………………………………

  5.6.3 保护接地导体的要求 86…………………………………………………………………………

  5.6.4 保护连接导体的要求 87…………………………………………………………………………

  5.6.5 保护导体的端子 88………………………………………………………………………………

  5.6.6 保护连接系统的电阻 89…………………………………………………………………………

  5.6.7 保护接地导体的可靠连接 91……………………………………………………………………

  5.6.8 功能接地 91………………………………………………………………………………………

 5.7 预期的接触电压、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 91……………………………………………………

  5.7.1 基本要求 91………………………………………………………………………………………

  5.7.2 测量装置和网络 91………………………………………………………………………………

  5.7.3 设备配置、电源连接和接地连接 91……………………………………………………………

  5.7.4 未接地的可触及零部件 92………………………………………………………………………

  5.7.5 接地的可触及导电零部件 92……………………………………………………………………

  5.7.6 接触电流超过ES2限值时的要求 92……………………………………………………………

  5.7.7 与外部电路相关的预期接触电压和接触电流 93………………………………………………

  5.7.8 来自外部电路的接触电流的总和 94……………………………………………………………

 5.8 电池后备电源的反向馈电安全防护 95………………………………………………………………

6 电引起的着火 96……………………………………………………………………………………………

 6.1 基本要求 96……………………………………………………………………………………………

 6.2 功率源(PS)和潜在引燃源(PIS)的分级 96…………………………………………………………

  6.2.1 基本要求 96………………………………………………………………………………………
Ⅳ

GB4943.1—2022



  6.2.2 功率源电路的分级 96……………………………………………………………………………

  6.2.3 潜在引燃源的分级 99……………………………………………………………………………

 6.3 在正常工作条件和异常工作条件下着火的安全防护 100…………………………………………

  6.3.1 要求 100…………………………………………………………………………………………

  6.3.2 合格判据 100……………………………………………………………………………………

 6.4 单一故障条件下着火的安全防护 101………………………………………………………………

  6.4.1 基本要求 101……………………………………………………………………………………

  6.4.2 减小单一故障条件下PS1电路中引燃的可能性 101…………………………………………

  6.4.3 减小PS2电路和PS3电路在单一故障条件下引燃的可能性 101……………………………

  6.4.4 控制PS1电路中的火焰蔓延 102………………………………………………………………

  6.4.5 控制PS2电路中的火焰蔓延 102………………………………………………………………

  6.4.6 控制PS3电路中的火焰蔓延 103………………………………………………………………

  6.4.7 可燃材料与PIS的隔离 103……………………………………………………………………

  6.4.8 防火防护外壳和防火挡板 106…………………………………………………………………

  6.4.9 绝缘液体的可燃性 111…………………………………………………………………………

 6.5 内部和外部布线 111…………………………………………………………………………………

  6.5.1 基本要求 111……………………………………………………………………………………

  6.5.2 与建筑物布线互连的要求 112…………………………………………………………………

  6.5.3 输出插座的内部布线 112………………………………………………………………………

 6.6 连接附加设备引起着火的安全防护 112……………………………………………………………

7 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 112…………………………………………………………………………………

 7.1 基本要求 112…………………………………………………………………………………………

 7.2 减少在有害物质中的暴露 112………………………………………………………………………

 7.3 臭氧中的暴露 112……………………………………………………………………………………

 7.4 使用个人安全防护或个人防护器具(PPE) 113……………………………………………………

 7.5 使用指示性安全防护和说明 113……………………………………………………………………

 7.6 电池组及其保护电路 113……………………………………………………………………………

8 机械引起的伤害 113………………………………………………………………………………………

 8.1 基本要求 113…………………………………………………………………………………………

 8.2 机械能量源的分级 113………………………………………………………………………………

  8.2.1 基本分级 113……………………………………………………………………………………

  8.2.2 MS1 115…………………………………………………………………………………………

  8.2.3 MS2 115…………………………………………………………………………………………

  8.2.4 MS3 115…………………………………………………………………………………………

 8.3 机械能量源的安全防护 115…………………………………………………………………………

 8.4 有锐边锐角零部件的安全防护 116…………………………………………………………………

  8.4.1 要求 116…………………………………………………………………………………………

  8.4.2 合格判据 116……………………………………………………………………………………

 8.5 运动零部件的安全防护 116…………………………………………………………………………

  8.5.1 要求 116…………………………………………………………………………………………

  8.5.2 指示性安全防护 117……………………………………………………………………………

  8.5.3 合格判据 117……………………………………………………………………………………
Ⅴ

GB4943.1—2022



  8.5.4 包含运动零部件的特殊类别设备 117…………………………………………………………

  8.5.5 高压灯 121………………………………………………………………………………………

 8.6 设备稳定性 122………………………………………………………………………………………

  8.6.1 要求 122…………………………………………………………………………………………

  8.6.2 静态稳定性 123…………………………………………………………………………………

  8.6.3 更换位置的稳定性 124…………………………………………………………………………

  8.6.4 玻璃滑动试验 124………………………………………………………………………………

  8.6.5 水平力试验和合格判据 124……………………………………………………………………

 8.7 安装在墙壁、天花板或其他结构上的设备 125………………………………………………………

  8.7.1 要求 125…………………………………………………………………………………………

  8.7.2 试验方法 125……………………………………………………………………………………

  8.7.3 合格判据 126……………………………………………………………………………………

 8.8 提手强度 126…………………………………………………………………………………………

  8.8.1 基本要求 126……………………………………………………………………………………

  8.8.2 试验方法 126……………………………………………………………………………………

 8.9 对附件(轮子或脚轮)的要求 127……………………………………………………………………

  8.9.1 基本要求 127……………………………………………………………………………………

  8.9.2 试验方法 127……………………………………………………………………………………

 8.10 手推车、架子和类似搬运装置 127…………………………………………………………………

  8.10.1 基本要求 127……………………………………………………………………………………

  8.10.2 标志和说明 127…………………………………………………………………………………

  8.10.3 手推车、架子或搬运装置的加载试验和合格判据 128………………………………………

  8.10.4 手推车、架子或搬运装置的冲击试验 128……………………………………………………

  8.10.5 机械稳定性 128…………………………………………………………………………………

  8.10.6 热塑性材料的温度稳定性 128…………………………………………………………………

 8.11 滑轨安装设备的安装方式 128………………………………………………………………………

  8.11.1 基本要求 128……………………………………………………………………………………

  8.11.2 要求 129…………………………………………………………………………………………

  8.11.3 机械强度试验 129………………………………………………………………………………

  8.11.4 合格判据 130……………………………………………………………………………………

 8.12 伸缩天线或拉杆天线 130……………………………………………………………………………

9 热灼伤 130…………………………………………………………………………………………………

 9.1 基本要求 130…………………………………………………………………………………………

 9.2 热能量源分级 130……………………………………………………………………………………

  9.2.1 TS1 130…………………………………………………………………………………………

  9.2.2 TS2 131…………………………………………………………………………………………

  9.2.3 TS3 131…………………………………………………………………………………………

 9.3 接触温度限值 131……………………………………………………………………………………

  9.3.1 基本要求 131……………………………………………………………………………………

  9.3.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131………………………………………………………………………

 9.4 热能量源的安全防护 132……………………………………………………………………………

 9.5 安全防护的要求 133…………………………………………………………………………………

  9.5.1 设备级安全防护 133……………………………………………………………………………
Ⅵ

GB4943.1—2022



  9.5.2 指示性安全防护 133……………………………………………………………………………

 9.6 无线功率发射器的要求 133…………………………………………………………………………

  9.6.1 基本要求 133……………………………………………………………………………………

  9.6.2 异物的规格 133…………………………………………………………………………………

  9.6.3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136………………………………………………………………………

10 辐射 136……………………………………………………………………………………………………

 10.1 基本要求 136…………………………………………………………………………………………

 10.2 辐射能量源分级 137…………………………………………………………………………………

  10.2.1 基本分级 137……………………………………………………………………………………

  10.2.2 RS1 138…………………………………………………………………………………………

  10.2.3 RS2 138…………………………………………………………………………………………

  10.2.4 RS3 138…………………………………………………………………………………………

 10.3 激光辐射的安全防护 139……………………………………………………………………………

 10.4 来自灯和灯系统(包括LED)的光辐射的安全防护 139…………………………………………

  10.4.1 基本要求 139……………………………………………………………………………………

  10.4.2 外壳的要求 140…………………………………………………………………………………

  10.4.3 指示性安全防护 140……………………………………………………………………………

  10.4.4 合格判据 141……………………………………………………………………………………

 10.5 X射线辐射的安全防护 141…………………………………………………………………………

  10.5.1 要求 141…………………………………………………………………………………………

  10.5.2 合格判据 142……………………………………………………………………………………

  10.5.3 试验方法 142……………………………………………………………………………………

 10.6 声能量源的安全防护 142……………………………………………………………………………

  10.6.1 基本要求 142……………………………………………………………………………………

  10.6.2 分级 143…………………………………………………………………………………………

  10.6.3 剂量系统的要求 143……………………………………………………………………………

  10.6.4 测量方法 144……………………………………………………………………………………

  10.6.5 对人员的保护 144………………………………………………………………………………

  10.6.6 对收听装置(头戴式耳机、耳塞式耳机等)的要求 145………………………………………

附录A(资料性) 属于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的示例 146…………………………………………………

附录B(规范性) 正常工作条件试验、异常工作条件试验和单一故障条件试验 147……………………

 B.1 基本要求 147…………………………………………………………………………………………

  B.1.1 试验的适用性 147………………………………………………………………………………

  B.1.2 试验的形式 147…………………………………………………………………………………

  B.1.3 试验样品 147……………………………………………………………………………………

  B.1.4 检查相关数据的符合性 147……………………………………………………………………

  B.1.5 温度测量条件 147………………………………………………………………………………

 B.2 正常工作条件 147……………………………………………………………………………………

  B.2.1 基本要求 147……………………………………………………………………………………

  B.2.2 电源频率 148……………………………………………………………………………………

  B.2.3 电源电压 148……………………………………………………………………………………

  B.2.4 正常工作电压 148………………………………………………………………………………
Ⅶ

GB4943.1—2022



  B.2.5 输入试验 148……………………………………………………………………………………

  B.2.6 工作温度测量条件 149…………………………………………………………………………

  B.2.7 正常工作条件下电池的充放电 149……………………………………………………………

 B.3 模拟的异常工作条件 150……………………………………………………………………………

  B.3.1 基本要求 150……………………………………………………………………………………

  B.3.2 覆盖通风孔 150…………………………………………………………………………………

  B.3.3 直流电网电源的极性试验 150…………………………………………………………………

  B.3.4 电压选择器的调节 151…………………………………………………………………………

  B.3.5 输出端子的最大负载 151………………………………………………………………………

  B.3.6 电池极性反转 151………………………………………………………………………………

  B.3.7 音频放大器异常工作条件 151…………………………………………………………………

  B.3.8 异常工作条件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合格判据 151……………………………………………

 B.4 模拟的单一故障条件 151……………………………………………………………………………

  B.4.1 基本要求 151……………………………………………………………………………………

  B.4.2 温度控制装置 151………………………………………………………………………………

  B.4.3 电动机试验 152…………………………………………………………………………………

  B.4.4 功能绝缘 152……………………………………………………………………………………

  B.4.5 短路和断开电子管和半导体的各极 152………………………………………………………

  B.4.6 短路或断开无源元器件 152……………………………………………………………………

  B.4.7 元器件连续工作 153……………………………………………………………………………

  B.4.8 单一故障条件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合格判据 153……………………………………………

  B.4.9 单一故障条件下的电池充放电 153……………………………………………………………

附录C(规范性) 紫外线辐射 154…………………………………………………………………………

 C.1 设备材料的防紫外线辐射 154………………………………………………………………………

  C.1.1 基本要求 154……………………………………………………………………………………

  C.1.2 要求 154…………………………………………………………………………………………

  C.1.3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154………………………………………………………………………

 C.2 紫外线处理试验 155…………………………………………………………………………………

  C.2.1 试验装置 155……………………………………………………………………………………

  C.2.2 试验样品的放置 155……………………………………………………………………………

  C.2.3 碳弧光辐照试验 155……………………………………………………………………………

  C.2.4 氙弧光辐照装置 155……………………………………………………………………………

附录D(规范性) 试验发生器 156…………………………………………………………………………

 D.1 脉冲试验发生器 156…………………………………………………………………………………

 D.2 天线接口试验发生器 156……………………………………………………………………………

 D.3 电子脉冲发生器 157…………………………………………………………………………………

附录E(规范性) 含有音频放大器的设备的试验条件 158………………………………………………

 E.1 音频信号的电能量源分级 158………………………………………………………………………

 E.2 音频放大器正常工作条件 158………………………………………………………………………

 E.3 音频放大器异常工作条件 159………………………………………………………………………

附录F(规范性) 设备标志、说明和指示性安全防护 160…………………………………………………

 F.1 基本要求 160…………………………………………………………………………………………
Ⅷ

GB4943.1—2022



 F.2 字母符号和图形符号 160……………………………………………………………………………

  F.2.1 字母符号 160……………………………………………………………………………………

  F.2.2 图形符号 160……………………………………………………………………………………

  F.2.3 合格判据 160……………………………………………………………………………………

 F.3 设备标志 161…………………………………………………………………………………………

  F.3.1 设备标志的位置 161……………………………………………………………………………

  F.3.2 设备的识别标志 161……………………………………………………………………………

  F.3.3 设备额定值的标志 161…………………………………………………………………………

  F.3.4 电压设定装置 163………………………………………………………………………………

  F.3.5 端子和操作装置上的标志 163…………………………………………………………………

  F.3.6 与设备类别有关的设备标志 164………………………………………………………………

  F.3.7 设备的IP额定值标志 165………………………………………………………………………

  F.3.8 外部电源输出标志 165…………………………………………………………………………

  F.3.9 标志的耐久性、清晰性和持久性 165……………………………………………………………

  F.3.10 标志持久性试验 165……………………………………………………………………………

 F.4 说明书 166……………………………………………………………………………………………

 F.5 指示性安全防护 166…………………………………………………………………………………

附录G(规范性) 元器件 169………………………………………………………………………………

 G.1 开关 169………………………………………………………………………………………………

  G.1.1 基本要求 169……………………………………………………………………………………

  G.1.2 要求 169…………………………………………………………………………………………

  G.1.3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170………………………………………………………………………

 G.2 继电器 170……………………………………………………………………………………………

  G.2.1 要求 170…………………………………………………………………………………………

  G.2.2 过载试验 171……………………………………………………………………………………

  G.2.3 控制向其他设备供电的端子的继电器 171……………………………………………………

  G.2.4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171………………………………………………………………………

 G.3 保护装置 171…………………………………………………………………………………………

  G.3.1 热切断器 171……………………………………………………………………………………

  G.3.2 热熔断体 172……………………………………………………………………………………

  G.3.3 PTC热敏电阻器 173……………………………………………………………………………

  G.3.4 过流保护装置 173………………………………………………………………………………

  G.3.5 G.3.1~G.3.4未提到的安全防护元器件 173…………………………………………………

 G.4 连接器 173……………………………………………………………………………………………

  G.4.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 173…………………………………………………………………

  G.4.2 电网电源的连接装置 174………………………………………………………………………

  G.4.3 电网电源连接装置以外的连接装置 174………………………………………………………

 G.5 绕组组件 174…………………………………………………………………………………………

  G.5.1 绕组组件中的导线绝缘 174……………………………………………………………………

  G.5.2 耐久性试验 174…………………………………………………………………………………

  G.5.3 变压器 176………………………………………………………………………………………

  G.5.4 电动机 183………………………………………………………………………………………

 G.6 导线绝缘 186…………………………………………………………………………………………
Ⅸ

GB4943.1—2022



  G.6.1 基本要求 186……………………………………………………………………………………

  G.6.2 漆包绕组线绝缘 187……………………………………………………………………………

 G.7 电源软线 187…………………………………………………………………………………………

  G.7.1 基本要求 187……………………………………………………………………………………

  G.7.2 横截面积 188……………………………………………………………………………………

  G.7.3 不可拆卸电源软线的软线固定装置和应力消除 189…………………………………………

  G.7.4 软线入口 190……………………………………………………………………………………

  G.7.5 不可拆卸软线的弯曲保护 191…………………………………………………………………

  G.7.6 电源线布线空间 191……………………………………………………………………………

 G.8 压敏电阻器 192………………………………………………………………………………………

  G.8.1 基本要求 192……………………………………………………………………………………

  G.8.2 着火的安全防护 193……………………………………………………………………………

 G.9 IC限流器 195…………………………………………………………………………………………

  G.9.1 要求 195…………………………………………………………………………………………

  G.9.2 试验程序 195……………………………………………………………………………………

  G.9.3 合格判据 196……………………………………………………………………………………

 G.10 电阻器 196…………………………………………………………………………………………

  G.10.1 基本要求 196……………………………………………………………………………………

  G.10.2 预处理 196………………………………………………………………………………………

  G.10.3 电阻器试验 196…………………………………………………………………………………

  G.10.4 电压浪涌试验 197………………………………………………………………………………

  G.10.5 脉冲试验 197……………………………………………………………………………………

  G.10.6 过载试验 197……………………………………………………………………………………

 G.11 电容器和RC单元 197………………………………………………………………………………

  G.11.1 基本要求 197……………………………………………………………………………………

  G.11.2 电容器和RC单元的预处理 197………………………………………………………………

  G.11.3 电容器的选用规则 197…………………………………………………………………………

 G.12 光电耦合器 198……………………………………………………………………………………

 G.13 印制板 198…………………………………………………………………………………………

  G.13.1 基本要求 198……………………………………………………………………………………

  G.13.2 未涂覆的印制板 198……………………………………………………………………………

  G.13.3 涂覆的印制板 199………………………………………………………………………………

  G.13.4 在印制板相同内表面上的导体间的绝缘 200…………………………………………………

  G.13.5 在印制板不同表面上的导体间的绝缘 200……………………………………………………

  G.13.6 涂覆印制板的试验 201…………………………………………………………………………

 G.14 元器件端子的涂覆 202……………………………………………………………………………

  G.14.1 要求 202…………………………………………………………………………………………

  G.14.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02………………………………………………………………………

 G.15 加压充液的元器件 202……………………………………………………………………………

  G.15.1 要求 202…………………………………………………………………………………………

  G.15.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03………………………………………………………………………

  G.15.3 合格判据 204……………………………………………………………………………………

 G.16 含有电容器放电功能的IC(ICX) 204……………………………………………………………
Ⅹ

GB4943.1—2022



  G.16.1 要求 204…………………………………………………………………………………………

  G.16.2 试验 204…………………………………………………………………………………………

  G.16.3 合格判据 204……………………………………………………………………………………

附录H (规范性) 电话振铃信号准则 205…………………………………………………………………

 H.1 基本要求 205…………………………………………………………………………………………

 H.2 方法A 205……………………………………………………………………………………………

 H.3 方法B 207……………………………………………………………………………………………

  H.3.1 振铃信号 207……………………………………………………………………………………

  H.3.2 脱开装置和监视电压 207………………………………………………………………………

附录I(资料性) 过电压类别(见GB/T16895.10—2010) 209……………………………………………

附录J(规范性) 无需使用隔层绝缘的绝缘绕组线 210……………………………………………………

 J.1 基本要求 210…………………………………………………………………………………………

 J.2 型式试验 210…………………………………………………………………………………………

  J.2.1 基本要求 210……………………………………………………………………………………

  J.2.2 抗电强度 210……………………………………………………………………………………

  J.2.3 柔韧性和附着性 211……………………………………………………………………………

  J.2.4 热冲击 211………………………………………………………………………………………

  J.2.5 弯曲后抗电强度的保持 212……………………………………………………………………

 J.3 制造期间的试验 212…………………………………………………………………………………

  J.3.1 基本要求 212……………………………………………………………………………………

  J.3.2 火花试验 212……………………………………………………………………………………

  J.3.3 抽样试验 212……………………………………………………………………………………

附录K(规范性) 安全联锁 213……………………………………………………………………………

 K.1 概述 213………………………………………………………………………………………………

  K.1.1 基本要求 213……………………………………………………………………………………

  K.1.2 试验方法及判定 213……………………………………………………………………………

 K.2 安全联锁的安全防护机构的元器件 213……………………………………………………………

 K.3 操作方式的意外改变 213……………………………………………………………………………

 K.4 联锁安全防护的取消 214……………………………………………………………………………

 K.5 失效保护 214…………………………………………………………………………………………

  K.5.1 要求 214…………………………………………………………………………………………

  K.5.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14………………………………………………………………………

 K.6 机械动作的安全联锁 214……………………………………………………………………………

  K.6.1 耐久性要求 214…………………………………………………………………………………

  K.6.2 试验方法及判定 214……………………………………………………………………………

 K.7 联锁电路的隔离 214…………………………………………………………………………………

  K.7.1 触点间隙和联锁电路零件的分开距离 214……………………………………………………

  K.7.2 过载试验 215……………………………………………………………………………………

  K.7.3 耐久性试验 215…………………………………………………………………………………

  K.7.4 抗电强度试验 215………………………………………………………………………………

附录L(规范性) 断开装置 216……………………………………………………………………………
Ⅺ

GB4943.1—2022



 L.1 基本要求 216…………………………………………………………………………………………

 L.2 永久连接式设备 216…………………………………………………………………………………

 L.3 持续带电的零部件 216………………………………………………………………………………

 L.4 单相设备 216…………………………………………………………………………………………

 L.5 三相设备 217…………………………………………………………………………………………

 L.6 作为断开装置的开关 217……………………………………………………………………………

 L.7 作为断开装置的插头 217……………………………………………………………………………

 L.8 多个电源 217…………………………………………………………………………………………

 L.9 合格判据 217…………………………………………………………………………………………

附录 M (规范性) 带电池组及其保护电路的设备 218……………………………………………………

 M.1 基本要求 218…………………………………………………………………………………………

 M.2 电池组及其电池的安全 218…………………………………………………………………………

  M.2.1 要求 218…………………………………………………………………………………………

  M.2.2 合格判据 218……………………………………………………………………………………

 M.3 设备内提供的电池组保护电路 218…………………………………………………………………

  M.3.1 要求 218…………………………………………………………………………………………

  M.3.2 试验方法 218……………………………………………………………………………………

  M.3.3 合格判据 219……………………………………………………………………………………

 M.4 包含便携式二次锂电池组的设备的附加安全防护 219……………………………………………

  M.4.1 基本要求 219……………………………………………………………………………………

  M.4.2 充电的安全防护 220……………………………………………………………………………

  M.4.3 防火防护外壳 220………………………………………………………………………………

  M.4.4 含有二次锂电池组的设备的跌落试验 220……………………………………………………

 M.5 携带期间短路导致灼伤的危险 221…………………………………………………………………

  M.5.1 要求 221…………………………………………………………………………………………

  M.5.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21………………………………………………………………………

 M.6 短路的安全防护 222…………………………………………………………………………………

  M.6.1 基本要求 222……………………………………………………………………………………

  M.6.2 合格判据 222……………………………………………………………………………………

 M.7 铅酸和NiCd电池组的爆炸风险 222………………………………………………………………

  M.7.1 防止爆炸气体聚集的通风 222…………………………………………………………………

  M.7.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23………………………………………………………………………

  M.7.3 通风试验 225……………………………………………………………………………………

  M.7.4 标志要求 226……………………………………………………………………………………

 M.8 外部火花源导致具有电解质溶液的电池内部引燃的防护 226……………………………………

  M.8.1 基本要求 226……………………………………………………………………………………

  M.8.2 试验方法 226……………………………………………………………………………………

 M.9 防止电解液泄漏 228…………………………………………………………………………………

  M.9.1 电解液泄漏的保护 228…………………………………………………………………………

  M.9.2 防止电解液泄漏的托盘 228……………………………………………………………………

 M.10 防止可合理预见的误使用的说明 228……………………………………………………………

附录N(规范性) 电化学电位表 230………………………………………………………………………
Ⅻ

GB4943.1—2022



附录O(规范性)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测量 231………………………………………………………

附录P(规范性) 导电物体的安全防护 237………………………………………………………………

 P.1 基本要求 237…………………………………………………………………………………………

 P.2 防止异物进入或进入后引发后果的安全防护 237…………………………………………………

  P.2.1 基本要求 237……………………………………………………………………………………

  P.2.2 防止异物进入的安全防护 237…………………………………………………………………

  P.2.3 防止异物进入产生的后果的安全防护 238……………………………………………………

 P.3 防止内部液体泄漏的安全防护 240…………………………………………………………………

  P.3.1 基本要求 240……………………………………………………………………………………

  P.3.2 漏液后果的确定 240……………………………………………………………………………

  P.3.3 漏液的安全防护 240……………………………………………………………………………

  P.3.4 合格判据 240……………………………………………………………………………………

 P.4 金属涂层和黏合剂固定的零部件 240………………………………………………………………

  P.4.1 基本要求 240……………………………………………………………………………………

  P.4.2 试验 241…………………………………………………………………………………………

附录Q(规范性) 预定与建筑物配线互连的电路 243……………………………………………………

 Q.1 受限制电源 243………………………………………………………………………………………

  Q.1.1 基本要求 243……………………………………………………………………………………

  Q.1.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43………………………………………………………………………

 Q.2 外部电路———双导线电缆的试验 244………………………………………………………………

附录R(规范性) 受限制短路试验 245……………………………………………………………………

 R.1 基本要求 245…………………………………………………………………………………………

 R.2 试验设置 245…………………………………………………………………………………………

 R.3 试验方法 245…………………………………………………………………………………………

 R.4 合格判据 245…………………………………………………………………………………………

附录S(规范性) 耐热和耐燃试验 247……………………………………………………………………

 S.1 稳定功率不超过4000W的设备防火防护外壳和防火挡板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247……………

 S.2 防火防护外壳和防火挡板的完整性的可燃性试验 247……………………………………………

 S.3 防火防护外壳底部的可燃性试验 249………………………………………………………………

  S.3.1 样品的安装 249…………………………………………………………………………………

  S.3.2 试验方法和合格判据 249………………………………………………………………………

 S.4 材料的可燃性分级 249………………………………………………………………………………

 S.5 稳态功率超过4000W的设备防火防护外壳材料的可燃性试验 250……………………………

附录T(规范性) 机械强度试验 251………………………………………………………………………

 T.1 基本要求 251…………………………………………………………………………………………

 T.2 10N恒定力试验 251…………………………………………………………………………………

 T.3 30N恒定力试验 251…………………………………………………………………………………

 T.4 100N恒定力试验 251………………………………………………………………………………

 T.5 250N恒定力试验 251………………………………………………………………………………

 T.6 外壳冲击试验 251……………………………………………………………………………………

 T.7 跌落试验 252…………………………………………………………………………………………


GB4943.1—2022



 T.8 应力消除试验 252……………………………………………………………………………………

 T.9 玻璃冲击试验 252……………………………………………………………………………………

 T.10 玻璃破碎试验 253…………………………………………………………………………………

 T.11 伸缩或拉杆天线试验 253…………………………………………………………………………

附录U(规范性) 阴极射线管(CRT)的机械强度和防爆炸影响 254……………………………………

 U.1 基本要求 254…………………………………………………………………………………………

 U.2 自身不防爆的CRT的测试方法和合格判据 254…………………………………………………

 U.3 保护屏 254……………………………………………………………………………………………

附录V(规范性) 可触及零部件的确定 255………………………………………………………………

 V.1 设备的可触及零部件 255……………………………………………………………………………

  V.1.1 基本要求 255……………………………………………………………………………………

  V.1.2 试验方法1———用铰接式试具试验表面和开孔 255…………………………………………

  V.1.3 试验方法2———用直的非铰接式试具试验开孔 255…………………………………………

  V.1.4 试验方法3———插头、插孔、连接器 257………………………………………………………

  V.1.5 试验方法4———狭槽开孔 258…………………………………………………………………

  V.1.6 试验方法5———预定要由一般人员使用的端子 259…………………………………………

 V.2 可触及零部件的判定 259……………………………………………………………………………

附录 W (资料性) 本文件引入的术语的比较 260…………………………………………………………

 W.1 基本要求 260…………………………………………………………………………………………

 W.2 术语的比较 260………………………………………………………………………………………

附录X(规范性) 确定与不超过420V峰值(300V有效值)的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电路中的绝缘

的电气间隙的替代方法 270……………………………………………………………

附录Y(规范性) 室外外壳的结构要求 272………………………………………………………………

 Y.1 基本要求 272…………………………………………………………………………………………

 Y.2 防UV辐射 272………………………………………………………………………………………

 Y.3 防腐蚀 272……………………………………………………………………………………………

  Y.3.1 基本要求 272……………………………………………………………………………………

  Y.3.2 试验设备 272……………………………………………………………………………………

  Y.3.3 水饱和二氧化硫气体 272………………………………………………………………………

  Y.3.4 试验程序 273……………………………………………………………………………………

  Y.3.5 合格判据 273……………………………………………………………………………………

 Y.4 密封垫 273……………………………………………………………………………………………

  Y.4.1 基本要求 273……………………………………………………………………………………

  Y.4.2 密封垫试验 274…………………………………………………………………………………

  Y.4.3 拉伸强度和伸长率试验 274……………………………………………………………………

  Y.4.4 压缩试验 274……………………………………………………………………………………

  Y.4.5 防油 275…………………………………………………………………………………………

  Y.4.6 保护措施 275……………………………………………………………………………………

 Y.5 室外外壳内部设备的保护 275………………………………………………………………………

  Y.5.1 基本要求 275……………………………………………………………………………………

  Y.5.2 潮湿防护 276……………………………………………………………………………………


GB4943.1—2022



  Y.5.3 喷水试验 277……………………………………………………………………………………

  Y.5.4 对植物和虫害的防护 279………………………………………………………………………

  Y.5.5 对过量灰尘的防护 279…………………………………………………………………………

 Y.6 外壳的机械强度 280…………………………………………………………………………………

  Y.6.1 基本要求 280……………………………………………………………………………………

  Y.6.2 冲击试验 280……………………………………………………………………………………

附录Z(规范性) 本文件新增加的安全警告标识的说明 281……………………………………………

 Z.1 关于海拔的安全警告标识 281………………………………………………………………………

 Z.2 关于气候条件的安全警告标识 281…………………………………………………………………

附录AA(资料性)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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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附录BB(资料性) IEC62368-1:2018和本文件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参考文献的对照 296…………

参考文献 306……………………………………………………………………………………………………

图1 疼痛和伤害的三框图模型 ⅩⅩⅥ………………………………………………………………………

图2 安全的三框图模型 ⅩⅩⅦ………………………………………………………………………………

图3 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原理图和模型 ⅩⅩⅩⅠ……………………………………………………………

图4 防止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Ⅰ…………………………………………………………………

图5 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ⅩⅩⅩⅡ………………………………………………………………………………

图6 防止着火的模型 ⅩⅩⅩⅢ…………………………………………………………………………………

图7 热引起伤害的原理图和模型 ⅩⅩⅩⅤ……………………………………………………………………

图8 防止热引起伤害的模型 ⅩⅩⅩⅤ…………………………………………………………………………

图9 防止1级能量源伤害一般人员的保护模型 31………………………………………………………

图10 防止2级能量源伤害一般人员的保护模型 32………………………………………………………

图11 在一般人员维修状态期间防止2级能量源伤害一般人员的保护模型 32…………………………

图12 防止3级能量源伤害一般人员的保护模型 32………………………………………………………

图13 防止1级能量源伤害受过培训的人员的保护模型 33………………………………………………

图14 防止2级能量源伤害受过培训的人员的保护模型 33………………………………………………

图15 防止3级能量源伤害受过培训的人员的保护模型 33………………………………………………

图16 防止1级能量源伤害熟练技术人员的保护模型 33…………………………………………………

图17 防止2级能量源伤害熟练技术人员的保护模型 34…………………………………………………

图18 防止3级能量源伤害熟练技术人员的保护模型 34…………………………………………………

图19 在设备维修状态期间防止3级能量源伤害熟练技术人员的保护模型 34…………………………

图20 试验钩 40………………………………………………………………………………………………

图21 ES电压和电流限值示意图 42………………………………………………………………………

图22 合成的交流电流和直流电流的最大值 43……………………………………………………………

图23 合成的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的最大值 44……………………………………………………………

图24 裸露的内部导电零部件的接触要求 47………………………………………………………………


GB4943.1—2022



图25 卷轴 69…………………………………………………………………………………………………

图26 卷轴的起始位置 69……………………………………………………………………………………

图27 卷轴的最终位置 70……………………………………………………………………………………

图28 金属箔在绝缘材料上的位置 70………………………………………………………………………

图29 固体绝缘抗电强度试验装置示例 78…………………………………………………………………

图30 试验电压的施加点 79…………………………………………………………………………………

图31 外部电路和地之间的隔离试验 81……………………………………………………………………

图32 单相设备接触电流测试电路 94………………………………………………………………………

图33 三相设备接触电流测试电路 94………………………………………………………………………

图34 最不利故障的功率测量 97……………………………………………………………………………

图35 最不利功率源故障的功率测量 98……………………………………………………………………

图36 功率源分级示意图 99…………………………………………………………………………………

图37 最低限度的与PIS的隔离要求 104…………………………………………………………………

图38 扩大的与PIS的隔离要求 104………………………………………………………………………

图39 使用防火挡板时与PIS偏转的隔离要求 105………………………………………………………

图40 顶部、侧面和底部开孔的确认 107……………………………………………………………………

图41 顶部开孔 108…………………………………………………………………………………………

图42 底部开孔 109…………………………………………………………………………………………

图43 挡板结构 109…………………………………………………………………………………………

图44 PIS向下的轨迹 110…………………………………………………………………………………

图45 非塑料材料制成的运动风扇叶片的限值 114………………………………………………………

图46 塑料材料制成的运动风扇叶片的限值 115…………………………………………………………

图47 钢片 134………………………………………………………………………………………………

图48 铝环 135………………………………………………………………………………………………

图49 铝箔 136………………………………………………………………………………………………

图50 具有多个危害光谱波段灯的警告标识示例 141……………………………………………………

图D.1 1.2/50μs和10/700μs电压脉冲发生器 156………………………………………………………

图D.2 天线接口试验发生器电路 156………………………………………………………………………

图D.3 电子脉冲发生器的例子 157…………………………………………………………………………

图E.1 宽带噪声测量用带通滤波器 159……………………………………………………………………

图F.1 指示性安全防护的示例 167…………………………………………………………………………

图G.1 算术平均值温度的确定 178…………………………………………………………………………

图G.2 试验电压 183…………………………………………………………………………………………

图G.3 热老化时间 201………………………………………………………………………………………

图G.4 涂层耐划痕试验 202…………………………………………………………………………………

图H.1 振铃期间和韵律周期的定义 206……………………………………………………………………


GB4943.1—2022



ⅩⅦ

图H.2 韵律振铃信号的ITS1限值曲线 206…………………………………………………………………

图H.3 峰值和峰-峰值电流 207……………………………………………………………………………

图H.4 振铃电压脱开特性 208………………………………………………………………………………

图 M.1 对应不同的充电电流I[mA/(A·h)]距离d 与额定容量的关系曲线 228……………………

图O.1 窄沟槽 231……………………………………………………………………………………………

图O.2 宽沟槽 231……………………………………………………………………………………………

图O.3 V形沟槽 232…………………………………………………………………………………………

图O.4 插入的不连接的导电零部件 232……………………………………………………………………

图O.5 肋条 232………………………………………………………………………………………………

图O.6 带窄沟槽的未黏合接缝 232…………………………………………………………………………

图O.7 带宽沟槽的未黏合接缝 233…………………………………………………………………………

图O.8 带窄沟槽和宽沟槽的未黏合接缝 233………………………………………………………………

图O.9 窄凹槽 233……………………………………………………………………………………………

图O.10 宽凹槽 234…………………………………………………………………………………………

图O.11 端子周围的涂层 234………………………………………………………………………………

图O.12 印制线路上的涂层 235……………………………………………………………………………

图O.13 绝缘材料外壳内的测量的例子 235………………………………………………………………

图O.14 多层印制板中的黏合接缝 236……………………………………………………………………

图O.15 填充绝缘化合物的组件 236………………………………………………………………………

图O.16 带隔板的骨架 236…………………………………………………………………………………

图P.1 防止垂直进入的顶部开孔设计的横截面的示例 237………………………………………………

图P.2 防止垂直进入的侧面开孔百叶窗设计的横截面的示例 238………………………………………

图P.3 异物进入的内部空间 239……………………………………………………………………………

图S.1 顶部开孔/防火防护外壳或防火挡板 248…………………………………………………………

图T.1 钢球冲击试验 252……………………………………………………………………………………

图V.1 对儿童可能会接触到的设备用的铰接式试验试具 256……………………………………………

图V.2 对儿童不可能接触到的设备用的铰接式试验试具 257……………………………………………

图V.3 钝头试具 258…………………………………………………………………………………………

图V.4 楔形试具 258…………………………………………………………………………………………

图V.5 端子试具 259…………………………………………………………………………………………

图Y.1 密封垫试验 275………………………………………………………………………………………

图Y.2 喷水试验喷头管路 278………………………………………………………………………………

图Y.3 喷水试验用喷头 279…………………………………………………………………………………

图Z.1 海拔的安全警告标识 281……………………………………………………………………………

图Z.2 气候条件的安全警告标识 281………………………………………………………………………

表1 各级别能量所引起的反应 ⅩⅩⅥ………………………………………………………………………

GB4943.1—2022



 ⅩⅧ

表2 有关能量源引起的人体反应或造成的财产损失的示例 ⅩⅩⅦ………………………………………

表3 安全防护特点的示例 ⅩⅩⅩ……………………………………………………………………………

表4 稳态ES1和ES2电能量源的限值 42…………………………………………………………………

表5 充电的电容器的电能量源限值 44……………………………………………………………………

表6 单个脉冲的电压限值 45………………………………………………………………………………

表7 单个脉冲的电流限值 45………………………………………………………………………………

表8 最小空气间隙距离 47…………………………………………………………………………………

表9 材料、元器件和系统的温度限值 50……………………………………………………………………

表10 电压频率不超过30kHz对应的最小电气间隙 54…………………………………………………

表11 电压频率超过30kHz对应的最小电气间隙 55……………………………………………………

表12 电网电源瞬态电压 56…………………………………………………………………………………

表13 外部电路瞬态电压 57…………………………………………………………………………………

表14 使用要求的耐压的最小电气间隙 59…………………………………………………………………

表15 抗电强度试验电压 60…………………………………………………………………………………

表16 电气间隙和试验电压的倍增系数 61…………………………………………………………………

表17 基本绝缘和附加绝缘的最小爬电距离 63……………………………………………………………

表18 频率大于30kHz且小于或等于400kHz时爬电距离的最小值 65………………………………

表19 不可分离的绝缘层的试验 68…………………………………………………………………………

表20 一些常用材料的击穿电场强度EP 72………………………………………………………………

表21 在较高频率下击穿电场强度EP 值的减小系数 73…………………………………………………

表22 在较高频率下薄片材料击穿电场强度EP 值的减小系数 73………………………………………

表23 绝缘电阻值 75…………………………………………………………………………………………

表24 内部导线的绝缘穿透距离 75…………………………………………………………………………

表25 基于瞬态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电压 77………………………………………………………………

表26 基于工作电压的峰值和重复性峰值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电压 77…………………………………

表27 基于暂态过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电压 78……………………………………………………………

表28 抗电强度试验的试验值 80……………………………………………………………………………

表29 电阻器应用的试验概况 84……………………………………………………………………………

表30 用作永久连接式设备加强安全防护的保护接地导体尺寸 86………………………………………

表31 铜质保护连接导体的最小尺寸 87……………………………………………………………………

表32 保护导体用端子的尺寸 89……………………………………………………………………………

表33 与电网电源连接的设备的试验持续时间 90…………………………………………………………

表34 绝缘液体相关的适用的标准清单 111………………………………………………………………

表35 各种类别机械能量源的分级 113……………………………………………………………………

表36 要求和试验一览表 122………………………………………………………………………………

表37 施加在螺钉上的力矩 126……………………………………………………………………………

表38 可触及零部件的接触温度限值 131…………………………………………………………………

GB4943.1—2022



ⅩⅨ

表39 辐射能量源的分级 137………………………………………………………………………………

表40 依据IEC62471(所有部分)每种危害类型允许的辐射等级 139……………………………………

表41 危害有关的危险等级设备标识 140…………………………………………………………………

表42 标识信息的解释和控制措施指南 141………………………………………………………………

表A.1 属于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的示例 146………………………………………………………………

表C.1 紫外线暴露后最低性能保持力限值 154……………………………………………………………

表D.1 图D.1和图D.2的元器件值 157……………………………………………………………………

表E.1 音频信号电能量源分级和安全防护 158……………………………………………………………

表F.1 指示性安全防护要素的说明和示例 167……………………………………………………………

表F.2 标志、说明和指示性安全防护的示例 168…………………………………………………………

表G.1 峰值浪涌电流 170……………………………………………………………………………………

表G.2 每次循环的试验温度和试验时间 175………………………………………………………………

表G.3 变压器绕组和电动机绕组的温度限值(电动机运行过载试验除外) 178…………………………

表G.4 基于工作电压的峰值的抗电强度试验的试验电压 179……………………………………………

表G.5 根据釉质增加,最小外径和最小试验电压的FIW线的值 181……………………………………

表G.6 运转过载试验的温度限值 184………………………………………………………………………

表G.7 导体的尺寸 188………………………………………………………………………………………

表G.8 应力消除试验的力 190………………………………………………………………………………

表G.9 接线端子能连接的导线的规格范围 192……………………………………………………………

表G.10 压敏电阻器的过载和瞬时过电压试验 194………………………………………………………

表G.11 IC限流器性能试验程序 195………………………………………………………………………

表G.12 GB/T6346.14中电容器的额定值 198……………………………………………………………

表G.13 涂覆印制板的最小间隔距离 199…………………………………………………………………

表G.14 印制板的绝缘 200…………………………………………………………………………………

表I.1 过电压类别 209………………………………………………………………………………………

表J.1 卷轴直径 211…………………………………………………………………………………………

表J.2 烘箱温度 211…………………………………………………………………………………………

表 M.1 电流Ifloat和Iboost,系数fg 和fs,电压Ufloat和Uboost的值 224……………………………………

表N.1 电化学电位(V) 230…………………………………………………………………………………

表O.1 X 的数值 231…………………………………………………………………………………………

表P.1 预处理数据汇总 241…………………………………………………………………………………

表Q.1 内在受限制电源的限值 243…………………………………………………………………………

表Q.2 非内在受限制电源的限值(需要过流保护装置) 244………………………………………………

表S.1 泡沫材料 249…………………………………………………………………………………………

表S.2 硬质材料 249…………………………………………………………………………………………

表S.3 极薄材料 250…………………………………………………………………………………………

GB4943.1—2022



 ⅩⅩ

表T.1 冲击力 253……………………………………………………………………………………………

表T.2 末端拉件试验的力矩值 253…………………………………………………………………………

表 W.1 GB/T16935.1—2008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0……………………………………

表 W.2 GB/T17045—2020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1………………………………………

表 W.3 上一版(GB4943.1—2011)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4………………………………

表 W.4 IEC60728-11:2016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6………………………………………

表 W.5 GB38189—2019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7…………………………………………

表 W.6 上一版(GB8898—2011)与本文件中的术语和定义的比较 268…………………………………

表X.1 与不超过420V峰值(300V有效值)的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电路中的绝缘的替代最小电气

间隙 270………………………………………………………………………………………………

表X.2 与不超过420V峰值(300V有效值)的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电路中的绝缘的附加电气

间隙 270………………………………………………………………………………………………

表Y.1 环境污染等级的规定示例 276………………………………………………………………………

表AA.1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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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表BB.1 IEC62368-1:2018和本文件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对照 296…………………………………

表BB.2 IEC62368-1:2018和本文件中的参考文献的对照 303…………………………………………

GB4943.1—2022



ⅩⅩ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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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4943的第1部分。GB4943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安全要求。
本文件代替GB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GB8898—2011《音

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本文件与GB4943.1—2011和GB8898—2011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能量源分级测试,规定不同的限值和安全防护要求(见5.2、6.2、8.2、9.2、10.2);
———删除了TNV电路的定义(见GB4943.1—2011的1.2.8.11,GB8898—2011的附录B);
———增加了绝缘液体的定义和要求(见3.3.5.4、4.4.4、5.4.12、6.4.9);
———增加和更改了对含液体设备的要求(见4.1.8、B.3.1、F.4、G.15、P.3、GB4943.1—2011的

4.3.10、4.3.11、4.3.12);
———增加了包含纽扣电池的设备的要求(见4.8);
———更改了部分安全要求的测试要求或限值(见表4、5.4.2、5.4.9、5.5.2.2、表38等,GB4943.1—2011

的5.1、2.10.3、5.2、2.1.1.7、表4C等,GB8898—2011的9.1.1.1、13.3、10.3、9.1.6、表3等);
———增加了反向馈电的要求(见5.8);
———增加了功率源电路的测试要求(见6.2);
———更改了可燃材料的要求和测试方法(见6.4、附录 S,GB4943.1—2011的4.7、附录 A,

GB8898—2011的第20章、附录G);
———更改了外壳的开孔要求(见6.4.8.3、P.2,GB4943.1—2011的4.6,GB8898—2011的9.1.3);
———增加了大型设备的要求(见8.5.4);
———更改了墙 壁 安 装 或 天 花 板 安 装 设 备 的 试 验 方 法(见8.7,GB4943.1—2011的4.2.10,

GB8898—2011的19.6);
———增加了滑轨安装设备的要求(见8.11);
———增加了无线发射器的要求(见9.6);
———更改了光辐射的要求(见表39、10.3、10.4、GB4943.1—2011的4.3.13.5,GB8898—2011的

6.2);
———增加了声辐射的要求(见10.6);
———增加了显示设备输入信号的要求(见B.2.5);
———增加了带有功能接地的Ⅱ类设备的新标识符号(见F.3.6.2);
———增加了使用完全绝缘绕组线的变压器的要求(见G.5.3.4);
———增加了充液的元器件的要求(见G.15);
———增加了集成电路、具有X电容放电功能的集成电路的要求(见G.16);
———增加和更改了带电池组及其保护电路的设备的要求(见附录 M);
———增加了受限制短路试验(见附录R);
———删除了弹簧冲击锤试验(见GB8898—2011的12.1.3);
———增加了儿童试验试具和楔形试具(见附录V);
———增加了对室外设备的要求(见附录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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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368-1:2018《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本文件与IEC62368-1:2018相比,存在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单

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a) 适用范围

IEC62368-1:2018适用于预定在海拔2000m及以下地区使用的设备。由于我国地理条件的

特殊性,以及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在对IEC62368-1:2018的部分条款修改后,本文件适

用于在海拔5000m及以下地区使用的设备。对于预定仅在海拔2000m及以下使用的设

备,可以采用相应降低的要求,但要进行警告说明。
本文件第1章第6段更改为:除制造商另有规定外,本文件假定最高海拔为5000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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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件增加:

4.11 过流保护装置

对一次电路的过流、短路和接地故障进行保护的保护装置,应作为设备的一部分包含在设备

中,除非满足故障条件下的所有要求。
如果B型可插式设备或永久性连接式设备依靠设备外的保护装置来进行保护,则应在设备的

安装说明书中说明,并且对短路保护或过流保护,或者必要时对两者提出要求。

c) 电气间隙的要求值

———在不同海拔,对电气间隙和抗电强度试验电压的要求值要乘以相应的倍增系数,本文件对

IEC62368-1:2018中倍增系数的选取要求做了调整。
表8条文内容的第二段改为:
对预定在海拔2000m~5000m使用的设备,表中的数值乘以对应海拔5000m的倍增

系数。

5.4.2.5第1段改为:
预定在海拔2000m以上至5000m使用的设备,表10、表11和表14的最小电气间隙,
以及表15的抗电强度试验电压,应符合海拔5000m的要求,即乘以表16规定的对应海

拔5000m的倍增系数。对预定仅在海拔2000m及以下使用的设备,表10、表11和表

14的最小电气间隙,以及表15的抗电强度试验电压,应符合海拔2000m的要求,即乘以

表16规定的对应海拔2000m的倍增系数。
删除5.4.2.5原注2:海拔2000m以上时,中国对倍增系数的选取有特殊要求。

———元器件应作为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承受本文件规定的有关试验。

4.1.2增加一段:元器件的使用应符合设备的相应海拔的要求。

d) 电视分配系统的地与设备保护地的隔离

考虑到我国供电以及接地的特殊性,与建筑设施的保护地连接的设备如果与使用同轴电缆的

电视分配系统连接,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产生着火危害。因此要求使用同轴电缆的电视分配系

统的屏蔽层与设备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有隔离措施。
删除IEC62368-1:2018中5.4.5.1的第二段:“本试验不适用于设备上的一个天线端子按5.6.7
的规定接地的设备。”

5.4.5.1增加两段:
使用同轴电缆的有线网络天线同轴插座与设备保护接地电路之间应满足基本绝缘的绝缘电

阻要求。如果带有有线网络天线同轴插座的Ⅱ类设备可以通过其他端子与Ⅰ类设备上的地

连接,则该天线同轴插座与任何其他连接端子之间也应满足基本绝缘的绝缘电阻要求。
如果有线网络天线在接入到设备前已经与设备的保护接地隔离,那么设备的有线网络天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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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插座与设备保护接地电路之间没有绝缘要求,但应满足F.4的相关要求。

F.4说明书内容增加一个列项:
———带有未经隔离的有线网络天线插座的设备,在说明书中必须给出“接入本设备的有线网

络天线必须与设备的保护地隔离,否则可能会引起着火等危险!”或类似文字的警告说明。
删除5.4.5.1的注。

e) 湿热处理条件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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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湿热处理条件按非热带气候条件处理。

  5.4.8修改为:

  湿热处理应在空气温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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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处理应在空气相对湿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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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高海拔地区设备,考核其绝缘性能的预处理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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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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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得到另外的数据之前,可以使用2000m以下的预

处理的条件和要求。

f) 绝缘材料的工作温度限值

温度限值对温带是以最高环境温度25℃为基准、对热带是以35℃为基准做出的。本文件适

用于在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B.2.6.1中的Tma修改为“Tma为制造商规定的最高环境温

度或35℃,取其中较高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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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规定的最高环境温度或25℃,取其中较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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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热试验的条件和温度限值还在考虑中。在B.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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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得到另外的数据之前,可以使用2000m以下的发热

试验条件和温度限值。

g) 安全说明

对安全说明文字做了明确规定,F.1第二段修改为:除非使用符号或另有说明,否则与安全有

关的设备标志、说明和指示性安全防护应使用规范中文。
在F.2.2第一段后增加了关于海拔和热带气候使用条件的安全警告要求和警告标识。
增加规范性附录Z,给出了新增加的安全警告标识的说明。

h) 电源额定值的标示

IEC62368-1:2018的F.3.3.4和F.3.3.5中对额定电压和频率的标示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数值,
根据我国的电网电源要求,供电电压为220V,50Hz或三相380V,50Hz。因此在本文件的

F.3.3.4和F.3.3.5对电源的额定值做出明确规定。
在F.3.3.4中增加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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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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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3.3.5中增加一段:额定频率或额定

频率范围应为50Hz或包含5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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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中的额定交流电压和额定三相电压的示例中,将230V和400Y/230V3Φ改为220V和

380Y/220V3Φ。

i) 电源插头

根据我国专用的电源插头标准,本文件的G.4.2第一段修改为:设备与交流电网电源连接的插

头应按适用情况符合GB/T1002、GB/T1003、GB/T2099.1或GB/T11918(所有部分)的要

求,器具耦合器应符合GB/T17465系列或GB/T11918(所有部分)的要求。

j) 引用其他国家的标准

删除了IEC62368-1:2018中6.5.1的注:“符合 UL2556VW-1的布线被认为符合这些要

求。”;删除了其他引用ASTM、NEMA的内容。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a) 增加了0.12“相关信息说明”;

b)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A“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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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BB“IEC62368-1:2018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参考文献与本文件中的规范

性引用文件、参考文献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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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0年首次发布为GB4943—1990,1995年第一次修订,2001年第二次修订,2011年第三次

修订为GB4943.1—2011;
———1988年首次发布为GB8898—1988,1997年第一次修订,2001年第二次修订,2011年第三次

修订;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对GB4943.1—2011和GB8898—2011范围内的产品的要求进行了统一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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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目的

本文件是产品安全标准,对能量源进行了分级,并规定了针对那些能量源的安全防护,同时提供了

应用安全防护的指导以及针对安全防护的要求。
所规定的安全防护预定用来减小疼痛、伤害以及着火情况下财产损失的可能性。
本引言的目的是要帮助设计人员了解安全的基本原则,以便设计安全的设备。这些基本原则是资

料性的,不能代替本文件的详细要求。

0.2 人员

0.2.1 基本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保护三类人员的安全防护,即一般人员、受过培训的人员和熟练技术人员的安全防

护。除非另有说明,对一般人员的要求适用。本文件假定人员不会去故意制造可能会导致疼痛或伤害

的条件或状况。
  注1:在澳大利亚,受过培训的人员或熟练技术人员所进行的工作可能需要取得管理当局正式颁发的许可证。

注2:在德国,很多情况下只有满足特定法律要求的人员才能被视为是受过培训的人员或熟练技术人员。

0.2.2 一般人员

一般人员是指除了受过培训的人员和熟练技术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员。一般人员不仅包括设备的使

用人员,而且还包括可能会触及设备的或可能会处于设备附近的所有人员。在正常工作条件或异常工

作条件下,一般人员不得暴露在含有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源的零部件中。在单一故障条件下,一般

人员不得暴露在含有能引起伤害的能量源的零部件中。

0.2.3 受过培训的人员

受过培训的人员是指,经过熟练技术人员指导和培训的,或受熟练技术人员监督、能识别可能引起

疼痛的能量源(见表1),并能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无意接触到那些能量源或暴露在那些能量源下的人

员。在正常工作条件、异常工作条件或单一故障条件下,受过培训的人员不得暴露在含有能引起伤害的

能量源的零部件中。

0.2.4 熟练技术人员

熟练技术人员是指,在设备的技术方面经过培训或具有经验,特别是知晓设备中使用的各种能量源

和能量大小的人员。熟练技术人员预期能应用他们所获得的培训知识和经验来识别可能引起疼痛或伤

害的能量源,并能采取保护措施防止受到那些能量源的伤害。熟练技术人员也要受到防护以避免无意

接触或暴露在能引起伤害的能量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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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疼痛和伤害的模型

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源是对人体部位或由人体部位传递某种形式的能量,从而引起疼痛或

伤害。
这一概念用三框图模型来表示(见图1)。

图1 疼痛和伤害的三框图模型

本文件规定了三个级别的能量源,这是根据人体对那些电气和热能量源有反应的相关参数的大小

和持续时间来确定的(见表1)。根据经验和基础安全标准,来确定对可燃材料、机械能量源和辐射能量

源的反应有关的能量源参数。

表1 各级别能量所引起的反应

能量源 对人体的影响 对可燃材料的影响

1级 不疼痛,但可以感觉到 不可能点燃

2级 疼痛,但不引起伤害 可能点燃,但火焰的增长和蔓延有限

3级 引起伤害 可能点燃,火焰迅速增长和蔓延

  本文件在图中或表格中,如果使用颜色,则:
———绿色表示1级能量源;
———黄色表示2级能量源;
———红色表示3级能量源。
由能量源引起人的疼痛或伤害的阈值对整个人群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对某些能量源,疼痛或伤

害的阈值与人体的体重有关,体重越小,阈值越小;反之亦然。其他的人体可变因素还包括年龄、健康状

况、情绪状态、药物影响、皮肤特征等。此外,即使外表看上去都相同,个体对同一个能量源的敏感度阈

值也是各不相同的。
能量传递持续时间的影响与特定的能量形式有关。例如,热能所引起的疼痛或伤害,对于高皮肤温

度在很短的时间(1s)就能形成,对于低皮肤温度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几小时)才能形成。
此外,在能量传递到人体部位后,有可能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会引起疼痛或伤害。例如,某些

化学或生理反应引起的疼痛或伤害也许并不是几天、几周、几个月或几年就会出现的。

0.4 能量源

本文件中列出了各种能量源,以及能量传递到人体导致的疼痛或伤害,还包括因火焰蔓延到设备外

部而导致财产损失的可能性。
电气产品是和电能量源(例如,电网电源)、外部电源或电池相连的。电气产品使用这类电能来完成

其预定的功能。
电气产品在使用电能的过程中,将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例如热能、动能、光能、声能、电磁能

等)。有些能量转换可能是事先考虑好的产品功能的一部分(例如,打印机的运动部件、可视显示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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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扬声器发出的声音等)。有些能量转换则可能是产品功能的副产品(例如,功能电路耗散的热量、
阴极射线管发出的X射线等)。

有些产品使用的能量源可能是非电能量源,例如运动部件或化学品。这些能量源中的能量可以对

人体部位或经由人体部位传递,或可以转换成其他能量形式(例如,化学能可以通过电池转换成电能,或
运动的人体部位将其动能传递到锐边)。

各种能量形式和本文件提到的有关伤害和财产损失的示例列举在表2中。

表2 有关能量源引起的人体反应或造成的财产损失的示例

能量形式 人体反应或财产损失的示例 章编号

电能

(例如,带电的导电零部件)
疼痛、纤维性颤动、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皮肤灼伤;或内部器官烧伤 5

热能

(例如,电气引燃和火焰蔓延)
电引起的着火导致灼伤相关的疼痛或伤害;或财产损失 6

化学反应

(例如,电解,中毒)
皮肤受损、器官受损;或中毒 7

动能

(例如,设备的运动零部件,或运

动的人体部位碰到设备部件)
划破、刺破、磨损、擦伤、压碎、截断;或失去肢体、眼睛、耳朵等 8

热能

(例如,烫热的可触及的零部件)
皮肤灼伤 9

辐射能

(例如,电磁能,光能,声能)
视力损伤、皮肤灼伤或听力损伤 10

0.5 安全防护

0.5.1 基本要求

许多产品需要使用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产品的设计又无法避免使用这种能量。因此,这些

产品宜采用能减小这种能量传递到人体部位的可能性的方案。能减小这种能量传递到人体部位的可能

性的方案就是安全防护(见图2)。

图2 安全的三框图模型

安全防护就是如下所述的一种装置、设计方案或系统:
———加在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和
———减小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传递到人体部位的可能性。

  注:防止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传递的安全防护机理包括:
———衰减能量(减小能量的量值),或
———阻止能量(降低能量传递速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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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能量(改变能量的方向),或
———断开、切断或阻塞能量源,或
———封挡能量源(减小能量泄漏的可能性),或
———在人体部位和能量源之间加入阻隔物。

安全防护可以用于设备、场地安装、人员,或者是一种能学习或受指导的行为(例如,由指示性安全

防护指示要采取的行为),目的就是要减小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传递的可能性。安全防护可以由单

一要素组成,也可以由一组要素组成。
总体而言,本文件基于GB/T20002.4的要求用于提供安全防护的优先顺序如下:
———设备级安全防护通常都是要使用的,因为不需要接触设备的人员具备任何知识或采取任何

行动;
———安装性安全防护在设备安装后才能提供安全特性的情况下是有用的(例如,设备必须用螺栓固

定在地面上来提供稳定性);
———在设备需要的能量源可触及时,需要使用行为性安全防护。
在实践中,选择安全防护要考虑能量源的性质、预定的使用人员、设备的功能要求以及类似的

因素。

0.5.2 设备级安全防护

设备级安全防护可以是基本安全防护、附加安全防护、双重安全防护或加强安全防护。

0.5.3 安装性安全防护

安装性安全防护并不由设备制造商来控制,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安装性安全防护可以在设备安装说

明书中做出规定。
通常就设备而言,安装性安全防护是附加安全防护。

  注:例如,提供保护接地的附加安全防护一部分位于设备内,一部分位于安装设施上。提供保护接地的附加安全防

护直到设备与安装设施连接好后才会生效。

在本文件中并未规定安装性安全防护的要求。但是,本文件假定了某些安装性安全防护,例如保护

接地,是在位的和有效的。

0.5.4 个人安全防护

个人安全防护可以是基本安全防护、附加安全防护或加强安全防护。
在本文件中并未规定个人安全防护的要求。但是,本文件假定了个人安全防护是按制造商的规定

可以获得并使用的。

0.5.5 行为性安全防护

0.5.5.1 行为性安全防护的介绍

在没有设备级安全防护、安装性安全防护或个人安全防护时,人员可以使用特定的行为作为安全防

护以避免能量传输和后续伤害。行为性安全防护是一种主动的或受过指导的行为,以减小能量传递到

人体部位的可能性。
本文件中规定了三种行为性安全防护。每种行为性安全防护与特定类别的人员相关。指示性安全

防护通常针对一般人员,但也可以针对受过培训的人员或熟练技术人员。预防性安全防护是由受过培

训的人员使用的,技能性安全防护由熟练技术人员使用。

0.5.5.2 指示性安全防护

指示性安全防护是一种提供信息的方式,描述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源的存在及其位置,以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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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采取特定行为以减小能量传递到人体部位的可能性(见附录F)。
按产品的预期使用情况,指示性安全防护可以是直观指示(符号、文字或两者兼有)或可听信息。
当进入需要将设备通上电才能开展维修工作的区域且设备级安全防护失效时,可以接受使用指示

性安全防护使人员知道如何避免接触2级或3级能量源。
如果设备级安全防护会妨碍或阻止设备的功能,则可以用指示性安全防护代替设备级安全

防护。
如果设备的正常运行需要人员暴露在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能量源下,可以使用指示性安全防护代

替其他安全防护以确保对人员的保护。宜考虑指示性安全防护是否需要使用个人安全防护。
指示性安全防护措施并不能使一般人员成为受过培训的人员(见0.5.5.3)。

0.5.5.3 预防性安全防护(由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预防性安全防护是由熟练技术人员对受过培训的人员进行培训、经验传授或监督来使用预防措施,
以便防止2级能量源对受过培训的人员的伤害。在本文件中并未专门规定预防性安全防护,但是,在使

用受过培训的人员这一术语时,假定预防性安全防护是有效的。
在设备维修期间,受过培训的人员可能需要去掉或消除设备级安全防护。在这种情况下,受过培训

的人员就可以使用预防措施作为避免暴露在2级能量源下的安全防护。

0.5.5.4 技能性安全防护(由熟练技术人员使用)

技能性安全防护是熟练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知识和经验背景,可以用来防止2级或3级能量源

对熟练技术人员的伤害。在本文件中并未专门规定技能性安全防护,但是,在使用熟练技术人员这一术

语时,假定技能性安全防护是有效的。
在设备维修期间,熟练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去掉或消除设备级安全防护。在这种情况下,熟练技术人

员就可以使用技能性安全防护作为避免伤害的安全防护。

0.5.6 一般人员或受过培训的人员在维修状态期间的安全防护

在维修状态期间,对一般人员或受过培训的人员的安全防护可能是必需的。这些安全防护可以是

设备级安全防护、个人安全防护或指示性安全防护。

0.5.7 熟练技术人员维修状态期间的设备级安全防护

熟练技术人员在维修状态期间,宜提供设备级安全防护,防止由于人体不自主反应(例如,惊吓)导
致意外接触位于熟练技术人员视线以外的3级能量源。
  注:在大型设备中,熟练技术人员在维修期间需要局部或全部进入到两个或多个3级能量源所在区域之间,这种设

备级安全防护就是在大型设备中常用的安全防护。

0.5.8 安全防护特性的示例

表3列出了安全防护特性的一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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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安全防护特点的示例

安全防护 基本安全防护 附加安全防护 加强安全防护

设备级安全防护:

设备的有形部分

在正 常 工 作 条 件 下

有效
在基本安全防护一旦失效时有效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设备中其他

地方一旦出现单一故障条件时有效

示例:基本绝缘 示例:附加绝缘 示例:加强绝缘

示例:正常温度低于

起燃温度
示例:防火防护外壳 不适用

安装性安全防护:

人工安装的有形部分

在正 常 工 作 条 件 下

有效

在设备基本安全防护一旦失效时

有效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设备中其他

地方一旦出现单一故障条件时有效

示例:导线规格 示例:过流保护装置 示例:输出插座

个人安全防护:

穿戴在人体身上的

有形装置

在没有任何设备级安

全防护时,在正常工

作条件下有效

在设备基本安全防护一旦失效时

有效

在没有任何设备级安全防护时,在
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在设备中其他地

方一旦出现单一故障条件时有效

示例:手套 示例:绝缘地垫
示例:处理带电导体用的电气绝缘

手套

指示性安全防护:

自主的或受指示的

行为,以减小能量传递

到人体部位的可能性

在没有任何设备级安

全防护时,在正常工

作条件下有效

在设备基本安全防护一旦失效时

有效

只在基于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有效:

当提供的所有相应的安全防护都会

妨碍设备的预定功能时

示例:在开盖前需断

开通信电缆的指示性

安全防护

示例:在开门后需防止热零部件

烫伤的指示性安全防护

示例:需注意办公影印机的热零部

件,或商用印刷机的连续滚动切纸

刀的指示性安全防护

0.6 电引起的疼痛或伤害(电击)

0.6.1 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当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电能传递到人体部位时,电引起的疼痛或伤害就可能出现(见图3)。
当在人体上有两个或多个电气接触点时,电能的传递就会出现:
———第一个电气接触点是在人体的一个部分和设备的导电零部件之间;
———第二个电气接触点是在人体的另一个部分和下列部位之间:

● 地;或
● 设备的另一个导电零部件。

GB4943.1—2022



ⅩⅩⅩⅠ

图3 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原理图和模型

根据电流的大小、持续时间、波形和频率,对人体的影响从不能感觉、能感觉、疼痛到伤害各不相同。

0.6.2 防止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在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电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加入一个或多个安全防护来防止电引起的疼痛或

伤害(见图4)。

图4 防止电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在正常工作条件和异常工作条件下要提供防止电引起疼痛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在正常工作条件和

异常工作条件下,在能引起疼痛的电能量源和一般人员之间加入基本安全防护。
对能引起疼痛的电能量源所采取的最常用的基本安全防护就是在电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加入电

气绝缘(又称为基本绝缘)。
在正常工作条件、异常工作条件和单一故障条件下要提供防止电引起伤害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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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工作条件和异常工作条件下,在能引起伤害的电能量源和一般人员(见4.3.2.4)或受过培训的人员

(见4.3.3.3)之间加入基本安全防护和附加安全防护。一旦其中一个安全防护出现失效,另一个安全防

护就变成有效。对能引起伤害的电能量源所采取的附加安全防护要加入在基本安全防护和人体部位之

间。附加安全防护可以是附加的电气绝缘(附加绝缘),或做了保护接地的导电屏蔽层,或能实现同样功

能的其他结构。
对能引起伤害的电能量源所采取的另一种安全防护就是在电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加入电气绝缘

(又称为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同样,在能引起伤害的电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也可以加入加强安全防护。

0.7 电引起的着火

0.7.1 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电引起的着火是由于电能转换成热能(见图5),此时,热能使可燃材料发热,随后起燃并燃烧。

图5 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电能在电阻或电弧内转换成热能,并通过传导、对流或辐射传递到可燃材料。由于可燃材料发热而

化学分解出气体、液体和固体。当该气体的温度达到起燃温度时,气体就会被引燃源引燃。当该气体温

度达到其自起燃温度时,该气体就会自燃。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引起着火。

0.7.2 防止电引起着火的模型

防止电引起着火的基本安全防护(见图6)就是使材料温度在正常工作条件和异常工作条件下,不
足以使该材料起燃。

防止电引起着火的附加安全防护就是减小起燃的可能性,或在起燃的情况下,减小火焰蔓延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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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防止着火的模型

0.8 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

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是由于其与人体部位产生化学反应引起的。一种给定的物质所引起伤害的程

度取决于暴露物质的量和持续时间,以及人体对该物质的敏感度。
防止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的基本安全防护是包容该物质。
防止有害物质引起的伤害的附加安全防护可以包括:
———附加容器或防溢洒容器;
———容器托盘;
———防止未经许可而去接触的防旋动螺钉;
———指示性安全防护。
我国采用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条例来管理用于设备中的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暴露。由于这些管理条例

未能用本文件对其他能量源的分级方法对有害物质进行实际的分级,因此,在第7章中不再进行能量源

的分级。

0.9 机械引起的伤害

机械引起的伤害是由于人体部位与设备零部件发生碰撞时,动能传递到人体部位而引起的。该动

能和人体部位与设备可触及零部件之间的相对运动有关,包括从设备中抛射出的零部件与人体部位的

碰撞。
动能源的示例有:
———人体相对于锐边锐角的运动;
———由于旋转部件或其他运动部件(包括夹挤点)引起的零部件的运动;
———零部件松脱、爆裂,或内爆引起的零部件的运动;
———不稳定引起的设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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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天花板或机架安装件失效引起的设备的运动;
———把手失效引起的设备的运动;
———电池爆炸引起的零部件的运动;
———手推车或支撑脚不稳定或失效引起的设备的运动。
对机械引起的伤害所采取的基本安全防护和特定的能量源有关。基本安全防护可以包括:
———倒圆的边缘和棱角;
———防止运动零部件可触及的外壳;
———防止抛射出运动零部件的外壳;
———控制接触其他运动零部件的安全联锁;
———使运动零部件停止运动的装置;
———使设备稳定的装置;
———牢固的把手;
———牢固的安装装置;
———将爆炸或内爆时抛射出的零部件围封的装置。
对机械引起的伤害所采取的附加安全防护和特定的能量源有关。附加安全防护可以包括:
———指示性安全防护;
———指导和培训;
———附加外壳或挡板;
———安全联锁。
对机械引起的伤害所采取的加强安全防护和特定的能量源有关。加强安全防护可以包括:
———CRT正面加厚的玻璃;
———机架滑轨和支撑装置;
———安全联锁。

0.10 热引起的伤害(皮肤灼伤)

0.10.1 热引起伤害的模型

当能引起伤害的热能传递到人体部位时就可能发生热引起的伤害(见图7)。
当人体接触热的设备零部件时就发生热能的传递。引起伤害的程度取决于温度差、物体的热质量、

热能对皮肤传递的速率,以及接触的持续时间。
在本文件的要求中,只规定防止传导方式传递热能的安全防护。本文件没有规定防止对流或辐射

方式传递热能的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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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热引起伤害的原理图和模型

根据温度、接触持续时间、材料性质和材料质量的不同,人体对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灼伤)的温热、过
热的感知是不同的。

0.10.2 防止热引起疼痛或伤害的模型

在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热能量源和一般人员之间加入一个或多个安全防护(见图8)。

图8 防止热引起伤害的模型

在正常工作条件和异常工作条件下使用防止热引起疼痛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在能引起疼痛的热能

量源和一般人员之间加入基本安全防护。
在正常工作条件、异常工作条件和单一故障条件下使用防止热引起伤害的保护。这种保护是在能

引起伤害的热能量源和一般人员之间加入基本安全防护和附加安全防护。
对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热能量源采取的基本安全防护就是加入在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的热绝

缘。在有些情况下,对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热能量源采取的基本安全防护可以是指示性安全防护,指示

GB4943.1—2022



 ⅩⅩⅩⅥ

识别热零部件和如何减小可能引起的伤害。在有些情况下,基本安全防护能减小非伤害性的热能量源

变成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热能量源的可能性。
这种基本安全防护的示例有:
———控制电能转换成热能(例如恒温器);
———散热器等。
对能引起伤害的热能量源采取的附加安全防护就是加入在能量源和人体部位之间的热绝缘。在有

些情况下,对能引起疼痛或伤害的热能量源采取的附加安全防护可以是指示性安全防护,指示识别热零

部件和如何减小可能引起的伤害。

0.11 辐射引起的伤害

本文件范围内的辐射引起的伤害通常是下列能量传递机理之一:
———暴露在非电离辐射中引起人体器官的发热,例如激光的高度局部化能量照射在视网膜上;或
———由于过尖的声音或持续的大音量,使耳朵受到超强刺激,引起听觉的损坏,导致肌体或神经损

伤;或
———X射线;或
———UV辐射。
波的发射冲击到人体部位就转换成辐射能。
防止辐射引起的伤害的基本安全防护就是把辐射能封闭在不会透过辐射能的外壳内。
防止辐射引起的伤害有若干种附加安全防护。附加安全防护可以包括断开发生器电源的安全联

锁,防止未经许可而去接触的防旋动螺钉等。
防止听觉伤害的基本安全防护就是限制个人音乐播放器及其附属的头戴式耳机或耳塞式耳机的音

量输出。
防止听觉疼痛和伤害的附加安全防护的示例是提供警告和提醒使用人员如何正确使用设备的

信息。

0.12 相关信息说明

GB4943《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是基于各类危险的安全工程原则制定的标准,目的是

规定对音视频设备、信息技术设备和通信技术设备的安全要求,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安全要求。目的在于确定音视频设备、信息技术设备和通信技术设备的能量源类

型、分级以及安全防护要求和应用。
———第2部分:与GB4943.1—2022相关的解释信息。目的在于提供与第1部分相关的解释信息。
———第3部分:通过通信电缆和端口进行直流电传输的安全。目的在于对能通过通用通信电缆提

供直流电源的设备提出附加要求。
目前已发布的GB4943.22—2019、GB4943.23—2012分别采用IEC60950-22:2005和IEC60950-23:

2005,其内容已经完全包含在本文件中。
本文件的10.6.2和10.6.3互为替代方法,但预计将来仅使用10.6.3的剂量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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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对音频、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商务和办公机器领域内的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安

全要求。不包括设备的性能或功能特性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电压不超过600V的上述电气和电子设备。

  注1: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的示例在附录A中给出。

注2:认为额定电压600V包括设备额定值400/690V。

本文件也适用于:
———预定要安装在本设备中的元器件和组件。如果装有这种元器件和组件的完整设备符合本文件

的要求,则这种元器件和组件就不需要符合本文件中每一条的要求。
———预定给本文件范围内的其他设备供电的外部电源单元。
———预定与本文件范围内的设备共同使用的附件。
———安装在受限制接触区内的大型设备。对具有大型机械部件的设备,可能需要附加要求。
———在热带地区使用的设备。
本文件还适用于预定安装在室外场所的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对室外设备的要求在

相关时,也适用于直接安装在户外用来为要安装在户外场所的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提供壳

体的室外外壳。具体结构要求见附录Y。
每种安装形式可能有特殊要求。另外,本文件不包含对室外设备防直击雷影响的保护要求。

  注3:有关这方面的信息见GB/T21714.1。

除制造商另有规定外,本文件假定最高海拔为5000m。

IEC62368-3中给出了对能通过通用通信电缆,例如USB或以太网(PoE)提供直流电源的设备的

附加要求。IEC62368-3不适用于:
———使用专有连接器供电的设备;或
———使用专有协议供电的设备。
本文件说明了对一般人员、受过培训的人员和熟练技术人员的安全防护。对于明显为儿童设计或

预定为儿童使用或对儿童特别有吸引力的设备可能需要采用附加要求。
  注4:在澳大利亚,受过培训的人员或熟练技术人员所进行的工作可能需要取得管理当局正式颁发的许可证。

  注5:在德国,很多情况下只有满足特定法律要求的人员才能被视为是受过培训的人员或熟练技术人员。

本文件不适用于:
———具有非自含危险运动部件的设备,例如机器人设备。和

  注6:工业环境中的机器人设备的相关标准见GB/T5226.1、GB5226.3、GB11291.1和GB11291.2。

———个人护理机器人,包括移动服务机器人、物理助理机器人和个人运载机器人;和
  注7:个人护理机器人相关的标准见GB/T36530。

———不与设备构成整体的电源系统,例如电动机发电机组、电池备用系统和配电用变压器。
本文件未涉及:
———除例行试验外的制造过程;
———热分解或燃烧所释放的气体的伤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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