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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GB/T 5169.3是GB/T 5169《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标准的第3部分。

    GB/T 5169已发布实施的部分有：

    —     GB/T 5169.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着火试验术语（idtIEC 60695-4:1993)

    —     GB/T 5169. 2-2002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着火危险评定导则（idt IEC

          60695-1一1：1999)

    —     GB/T 5169. 3-200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要求和试验

        规范制定导则（IEC 60695-1-2 ;1982 , IDT)

    —     GB/T 5169. 5-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第2篇：针焰试验

          (idt IEC 60695-2-2：1991)

    —     GB/T 5169. 6-198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用发热器的不良接触试验方法（eqv IEC

          60695-2-3：1984)

    —     GB/T 5169. 7-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扩散型和预混合型火焰试验

        方法（idtIEC 60695-2-4/0;1991)

    —     GB/T 5169. 8-1985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评定试验规程举例和试验结果解释 燃

        烧特性及其试验方法的评述（idtIEC 60695-3-1;1984)

    —     GB/T 5169. 9-1993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着火危险评定技术要求和试验规范制订

        导则 预选规程使用导则（eqv IEC 60695-1-3;1986)

    —     GB/T 5169.10-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灼热丝试验方法 总则

          (idt IEC 60695-2-1/0：1994)

    —     GB/T 5169. 11-199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成品的灼热丝试验和导则

          (idt IEC 60695-2-1/1：1994)

    —     GB/T 5169. 12-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可燃性试验

          (idt IEC 60695-2-1/2：1994)

    —     GB/T 5169. 13-1999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材料的灼热丝起燃性试验

          (idt IEC 60695-2-1/3：1994)

    —     GB/T 5169.14-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1 kW标称预混合型试验火

        焰和导则（idtIEC 60695-2-4/1:1991)

    —     GB/Z 5169.15-2001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试验方法 500 W标称预混合型试验

        火焰和导则（idtIEC 60695-2-4/2:1994)

    —     GB/T 5169.16-2002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16部分：50 W水平与垂直火焰试验

        方法（idtIEC 60695-11-10:1999)

    —     GB/T 5169.17-2002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 17部分：500 W火焰试验方法

          (idtIEC 60695-11-20：1999)

    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695-1-2:1982《着火危险试验 第 1部分：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评定技术

要求和试验规范制定导则 电子元件导则））（英文版），但按GB/T 20000. 2-2001《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的4. 2b)和5.2的规定作了小量编辑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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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代替GB/T 5169.3-1985《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要求

和试验规范制定导则》的相应内容。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灵、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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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3部分：电子元件着火危险评定技术

                    要求和试验规范制定导则

1 引言和范围

    电子元件的着火危险试验，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

    — 电子元件是由不同材料制成，较紧密地排列在复杂的结构中，其协同效应可能是多样的，而且

        通常是不可预见的。

    — 电子元件使用电能进行工作；正常运行时热耗散通常很小，但可能产生火花（例如继电器）。然

        而在故障或非正常条件下运行时，电子元件可能会释放出大量的热能。

    — 通常设备中大量使用各种类型、不同用途的电子元件，因此每种元件要用于广泛的场合，故不

        能限定其一个典型的应用场合。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某些元件可能特别危险或易燃，则考虑

        其实际使用环境可能是有益的，具体的要求可能是必要的。

2 着火危险概念

2.1 当电子元件由于内部故障或因外部故障而造成过载时，会产生过量的热，从而可能引起着火。

    下述任何一种情况都可能引起着火：

    a) 元件的自燃；

    b) 元件的外表面发热足以点燃与之相接触或相邻的其他部件；

    c） 元件的爆炸和／或滴落的颗粒或滴落的燃烧材料导致其他部件起燃；

    山 元件散发出的可燃气体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时，会自燃或被邻近的火花点燃，从而使该元

        件或其他部件起燃。

    注：元件也可以由其他途径起火，例如飞弧或漏电起痕。

2.2 在上述情况下燃起的火势的蔓延，由以下因素决定：

    a) 燃烧着的元件所含有的可用的总能量；

    b） 该能量被释放的速率；

    c) 燃烧的持续时间；

    d) 邻近元件起燃的难易程度；

    e） 产品内部元件安装的设计特点，即元件间的距离、通风条件等。

3 主要 目的

3.1 设备制造者应首先注意到，通过合理的设计，使设备在存在内部故障或过载的条件下，不至于增加

着火危险。可采取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

    a) 选用符合以下要求的元件：

        — 额定功率（特别是电阻）高于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要求；

        — 在过载条件下通过断开线路而失效；

        — 具有根据电路最大故障功率所确定的自燃特性。

    b) 利用散热器保护关键性元件。

    c） 增加例如电压或电流限制装置、熔断器等附件来保护临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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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使元件之间具有足够大的距离，能够散掉过多的热量，或使用隔热罩。

3.2 在不能采用上述措施的特殊情况下，处于危险中的元件应满足规定的着火危险要求。

    为此必须获得两个单独的特性的资料，以此确定电子元件着火危险的可能性。

    a) 自燃试验：确定失效或过载的元件是否会自燃，以及在可能发生火焰蔓延的时间内火焰燃烧的

        速率。

    b) 引燃试验：确定元件可能由于明火或邻近热源起燃的难易程度，以及在可能发生火焰蔓延的

        时间内元件自身可能燃烧的速率。

4 着火试验的类型

    自燃试验和引燃试验各自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a) 首先，提供基本元件设计性能的燃烧特性数据，以便于设备设计者可获得真实的背景资料，以

        及必要时获得着火危险评定试验规范的真实的判断准则。

        燃烧特性试验并不打算得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而是供制造商、用户或制定元件规范的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使用，以提供评定元件着火危险可能性可以依据的资料。

    b) 其次，在需要技术要求的情况下，为元件型式试验提供合格或不合格的验收检验。检验的严

        酷程度和验收标准的选择，应能够对元件在其具体应用中的着火危险评定构成真实的条件。

5 着火危险的评价

    着火危险评定的详细方法因不同的元件而有所不同。但可遵循本章给出的指导示例制定具体元件

的评价方法。

5.1 自燃

5.1.1 燃烧特性

    应使用逐步递增的电过载至元件失效的试验。试验应持续进行，直到元件完全被破坏或失效，以便

于有效地去除过载源或达到实际极限的过载水平（但其后应保持恒定达一段时间，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

热稳定状态）。应记录过载的性质和程度以及达到失效的时间。

    观察元件特性并记录补充信息，例如：

    — 不起燃的试验样品的表面温度；

    — 起燃的试验样品的火焰高度；

    — 起燃的试验样品的火焰持续时间；

    — 是否有逸出的材料和火焰存在；

    — 方位的影响。

5. 1.2 自然着火危险的评定

    由上述试验获得的燃烧特性应作为确定是否通过自燃着火危险试验评定的的依据。

    试验应在规定的失效／最大过载／最大耗散功率条件下的元件上进行，以确定是否符合规定的起燃

温度标准／表面温度标准。

5.2 引燃

5.2. 1 燃烧特性

    着火危险的等级与元件易起燃的程度、燃烧速率和有助于火焰蔓延的燃烧物质的总量有关。

    因此，与引燃有关的危险，应按以下项目进行评定：

    — 元件易被引燃的程度；

    — 起燃元件对火势的蔓延所起的作用大小；

    — 起燃试样的火焰高度。

    依次考虑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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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易被引燃的程度：试验方法应确定引燃元件所需的热量输入和时间的综合情况。试图仅仅用

        最小的实际热源引燃是不够的。元件的设计、元件的热量聚集和热量耗散的特性，将确定形成

          引燃的最小热量输人（在给定的面积上）。

    试样被置于规定的热源下达到起燃所需要的时间是燃烧特性之一。

    — 对火势的蔓延所起的作用大小：取决于有效燃烧物质总量和将其释放所需要的总能量。试验

        方法应测定在规定的热源施加一段时间后的效果，即燃烧的性质和持续时间。要燃尽所有可

        用燃料，或燃尽其应达到的最大量。

    为获得移去热源后试样最长的燃烧时间，而将试样置于规定的热源下的时间是燃烧特性之一。

5.2.2 引燃穆火危险评定

    由本试验获得的燃烧特性应作为确定元件在规定的热能方向和热能施加条件下测试是否通过引燃

着火危险评定的依据，以确定施加规定的热源时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

    注：施加热能的各种方法可以按严酷程度及其他试验条件加以区分。

5.3 其他效应

    在用这些试验确定自燃和引燃的燃烧特性期间，应观察和记录其他效应，例如：熔化了的燃烧材料

和／或灼热微粒的逸出，爆炸，烟雾和腐蚀性和／或毒性气体的放出，在某些应用场合这些情况可能是很

重要的，并且可能是比着火更为严重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