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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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802的第12部分。GB/T18802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31部分:用于光伏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32部分:用于光伏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11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性能要求和测试回路;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12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21部分:雪崩击穿二极管(ABD)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31部分: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41部分:电涌抑制晶闸管(TSS)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5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隔离变压器(SIT)的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5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隔离变压器(SIT)的选择和使用

导则。
本文件代替GB/T18802.12—2014《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

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本文件与GB/T18802.12—2014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4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耐冲击电压额定值”“过电压类别”“有效电压保护水平”“短路型SPD”“状

态指示器”“开路电压”“复合波发生器的短路电流”“(告警)输出端子”“多模式SPD”“总放电

电流”“参考试验电压”“短路型SPD的额定转换电涌电流”“确定电气间隙电压”“压敏电压”
(见3.1.43、3.1.44、3.1.46、3.1.47、3.1.48、3.1.49、3.1.50、3.1.51、3.1.52、3.1.53、3.1.54、3.1.55、

3.1.56、3.1.57);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电压保护水平”“复合波”“SPD的脱离器”“型式试验”“额定短路电流”“过

电流保护”(见3.1.4、3.1.11、3.1.15、3.1.16、3.1.20、3.1.45,2014年版的3.1.4、3.1.11、3.1.16、

3.1.17、3.1.24、3.1.38);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热崩溃”“常规试验”“验收试验”“插入损耗”(见2014年版的3.1.14、

3.1.18、3.1.19、3.1.22);
———增加了缩写术语和缩略词“复合波发生器的短路电流ICW”“额定短路电流ISCCR”“多模式SPD

的总放电电流ITotal”“短路型SPD的额定转换电涌电流Itrans”“试验时TOV施加的时间tT”
“设备损坏概率PSPD”“有效电压保护水平Up/f”“比能量W/R”“压敏电压Vv”“双馈感应发电

机DFIG”“被试设备DUT”“等电位连接带EB”“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雷电电磁冲击

LEMP”“脉宽调制PWM”“电涌保护元件SPC”“SPD专用保护装置SSD”(见3.2);
———删除了缩写术语和缩略词“冲击电流峰值Ipeak”“CWG的短路电流Isc”“限制电压Um”“高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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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压,<50kV)HVA”“氧化锌ZnO”(见2014年版的3.2);
———增加了保护需求(见第4章);
———删除了依据 GB/T16895.10—2010,UTOV的最大值图(见2014年版的图4);
———更改了SPD参数的选择、暂时过电压特性、Iimp的优选值表、ISCCR:额定短路电流,Ifi:额定断开

续流(见6.4.2、6.5.1.2、表4、6.5.5,2014年版的5.4.2、5.5.1.2、表2、5.5.5);
———删除UP、U0、UC、UCS之间关系图(见2014年版的图6);
———更改了SPD应用的流程图、选择SPD的流程图(见图7、图13,2014年版的图9、图14);
———删除了故障状态(见2014年版6.2.4.2);
———增加了装置内部感应电压、电压保护水平的影响、SPD与安装位置预期短路电流的配合、脱离

器的信息(见7.4.3、7.4.5、7.5.2.4、7.6.1)。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1643-12:2020《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12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本文件与IEC61643-12:2020相比,存在结构调整,在附录 A中列出了本文件与IEC61643-12:

2020章条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本文件与IEC61643-12:2020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

一览表。
本文件做了以下编辑性改动:
———删除了与我国使用情况无关的E.7、E.8.2、E.8.3、附录L、附录Q;
———I.2中增加了建筑物的接地的注解;
———图I.3、图L.11进行了修正;
———图L.1至图L.4的标引序号F中,在后备保护器示例中增加了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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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避雷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大学、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四川中光防

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普泰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施耐德万高(天津)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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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述

GB/T18802旨在确立低压电涌保护器及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的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和选用,拟由

十三个部分构成: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1部分:低压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31部分:用于光伏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32部分:用于光伏系统的电涌保护器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11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性能要求和测试回路;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12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选择和使用导则;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21部分:雪崩击穿二极管(ABD)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31部分: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41部分:电涌抑制晶闸管(TSS)规范;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5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隔离变压器(SIT)的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52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隔离变压器(SIT)的选择和使用

导则。
电涌保护器(SPD)是在规定条件下,用来保护电源系统和设备免受如雷电电涌和操作电涌等各种

过电压和冲击电流损坏的一种保护电器。
依据环境条件及设备和SPD可接受的失效率来选择SPD。
本文件向用户提供有关SPD选择和使用的资料。
本文件参照GB/T21714.1~21714.4和GB/T16895(所有部分),提供用来评估在低压系统使用

SPD必要性的资料。这些标准提供SPD选择和配合的资料,同时考虑它们使用的所有环境条件。例

如:被保护的设备和系统性能、绝缘水平、过电压、安装方法、SPD的安装位置、SPD的配合、失效模式和

设备损坏后果。

GB/T21714.2提供了一种评估电涌和雷击风险的通用方法。GB/T16895.10—2021提供了一种

评估电气装置风险的简化方法。

GB/T16935(所有部分)提供了产品绝缘配合的指导要求。GB/T16895(所有部分)提供安全

(火,过电流和电击)和安装要求。

GB/T16895(所有部分)对SPD安装者提供直接资料。IECTR62066提供了更多有关电涌保护

的科学背景资料。

0.2 理解本文件内容的说明

下面给出本文件的内容结构,并且提供了每一章和附录所含资料的摘要,主要章节提供了选择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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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PD要素的基本资料。对第4章~第7章所提供的资料有更详细了解需求的读者,可查阅相应的

附录。
第1章规定了本文件的范围。
第2章列出了本文件可以找到附加信息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提供了理解本文件所用的定义。
第4章是对风险分析的简介(考虑何时使用SPD是有益的)。
第5章介绍了与SPD选择有关的系统和设备的参数,另外还介绍了由雷电产生的电应力,以及由

电网本身产生的暂时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应力。
第6章列举了选择SPD所使用的电气参数及其相关说明,这些参数涉及的数据在GB/T18802.11—

2020中给出。
第7章是本文件的核心,讲述了来自电网的电应力(在第5章论述)和SPD特性(在第6章论述)之

间的关系。它描述了SPD的安装模式如何影响其保护性能,给出了选择SPD的不同步骤,包括在一个

装置中使用多个SPD之间的配合问题。
附录A给出了本文件与IEC61643-12:2020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附录B给出了本文件与IEC61643-12:2020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附录C给出了查询的资料并解释了GB/T18802.11—2020中采用的试验程序。
附录D提供了金属氧化物(MOV)型SPD两个重要参数UC 和UP 之间的关系示例,同时还列举了

UC 和电网标称电压之间关系的示例。
附录E补充了第5章给出的低压系统中电涌电压的资料。
附录F描述了用于确定不同接地系统之间的直击雷电流分配。
附录G描述了由高压系统故障引起的暂时过电压。
附录H补充了第7章中关于一个系统中使用多个SPD时的配合原则的资料。
附录I补充了使用本文件的具体示例。
附录J补充了第4章中风险分析应用的具体示例。
附录K补充了第5章中有关系统电应力的资料。
附录L补充了第7章中关于在各种低压系统中SPD应用的资料。
附录 M讨论了电气设备抗扰度水平与绝缘耐受之间的差异。
附录N讨论了当设备具有信号端口和电源端口时的配合问题。
附录O补充了在电涌条件下熔断器耐受能力的资料。
附录P提供了测试系统级抗扰度的实用方法。
附录Q提供了包含多个元件的SPD的试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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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2部分:低压

电源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选择和使用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SPD的选择、运行、安装位置和配合原则。
本文件适用于连接到交流额定电压不超过1000V(有效值)、50/60Hz的电路和设备的SPD。这

些SPD至少包含一个用于限制电涌电压和泄放电涌电流的非线性元件。
  注:本文件仅涉及SPD,而不涉及集成在设备内部的电涌保护元件(S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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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T4208—2017,IEC60529:2013,IDT)
GB/T7251(所有部分)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注:GB/T7251.1—202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IEC61439-1:2020,IDT)

GB/T7251.2—2023 低 压 成 套 开 关 设 备 和 控 制 设 备  第 2 部 分:成 套 电 力 开 关 和 控 制 设 备

(IEC61439-2:2020,IDT)

GB/T7251.3—2017 低 压 成 套 开 关 设 备 和 控 制 设 备 第3部 分:由 一 般 人 员 操 作 的 配 电 板(DBO)
(IEC61439-3:2012,IDT)

GB/T7251.4—2023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4部分:对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ACS)的特殊要求

(IEC61439-4:2012,IDT)

GB/T7251.5—201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部分:公用电网电力配电成套设备(IEC61439-5:

2014,IDT)

GB/T7251.6—2015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6部分:母线干线系统(母线槽)

GB/T7251.7—2015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7部分:特定应用的成套设备———如码头、露营地、
市集广场、电动车辆充电站(IEC/TS61439-7:2014,IDT)

GB/T7251.8—202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8部分: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GB/T7251.10—2014 低 压 成 套 开 关 设 备 和 控 制 设 备  第 10 部 分:规 定 成 套 设 备 的 指 南

(IEC/TR61439-0:2013,IDT)

GB/T10963.1 电气附件 家用及类似场所用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第1部分:用于交流的断路器

(GB/T10963.1—2020,IEC60898-1:2015,IDT)
GB/T13539(所有部分) 低压熔断器

注:GB/T13539.1—2015 低压熔断器 第1部分:基本要求(IEC60269-1:2009,IDT)

GB/T13539.2—2015 低压熔断器 第2部分:专职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主要用于工业的熔断器)
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A至K(IEC60269-2:2013,IDT)

GB/T13539.3—2017 低压熔断器 第3部分:非熟练人员使用的熔断器的补充要求 (主要用于家用和类似

用途的熔断器)标准化熔断器系统示例A至F(IEC60269-3:2013,IDT)

GB/T13539.4—2016 低压熔断器 第4部分:半导体设备保护用熔断体的补充要求(IEC60269-4:2012,

IDT)

GB/T13539.5—2020 低压熔断器 第5部分:低压熔断器应用指南(IEC/TR60269-5:2014,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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