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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降低电击事故、减少电气火灾、提高供电可靠性，规范智

能安全配电装置的应用，按照以人为本、安全可靠、经济实用的原

则，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交流、工频

1000V及以下的低压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

维护。

1.0.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用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

河北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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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 intelligent and saf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由低压进线电源柜（箱）、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出线配电柜（箱）、

配电线路等组成，向特定区域内用电设备安全输送电能的系统。

2.0.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intelligent and safe distribution device

通过改变低压电源的接地形式，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智能监控，

提供安全供电的智能型成套设备。

2.0.3 智能安全配电监控系统 intelligent and safe power distribution

monitoring system

由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监控主机及远控装置组成，对智能安全

配电装置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的系统。

2.0.4 剩余电流 residual current

电气回路给定点处的所有带电体电流值的矢量和。

2.0.5 接地故障 earth fault

带电导体和大地之间意外出现导电通路。

2.0.6 短路 short orc

不同电位的导电部分之间的低阻性短接，相当于电源未经过负

载而直接由导线接通成闭合回路。

2.0.7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 current

发生短路故障时流经短路回路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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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计

3.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

3.1.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设计应根据配电区域的负荷性质、用电

容量、工程特点以及工程供电条件，合理确定设计方案。

3.1.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正常运行时，输出端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

形式为 IT 系统。

3.1.3 当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故障时，可转换至旁路运行模式，输出

端接地形式与电源端保持一致。

3.1.4 进线电源柜（箱）、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出线配电柜（箱）

柜（箱）应同室相邻设置，并应有“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标识”。

3.1.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连接的出线配电柜（箱）宜为最末一级配

电柜（箱）。

3.1.6 出线配电柜（箱）进线开关应具有隔离功能。

3.1.7 出线配电柜（箱）的出线开关应选用带隔离功能断路器，开

关动作时能同时断开所有带电导体。

3.1.8 出线配电柜（箱）出线开关应具有过载、短路、剩余电流保

护功能。

3.1.9 当系统有多台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时，宜设智能安全配电监控

系统。

3.1.10 智能安全配电监控系统应预留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接口。

3.2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

3.2.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电源端的接地形式应与工程低压配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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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形式一致。

3.2.2 进线电源柜（箱）、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出线配电柜（箱）

可导电的金属外壳应做等电位联结。

3.2.3 室内安装的出线配电柜（箱）内保护导体应做辅助等电位联

结；室外独立安装的出线配电柜（箱）内保护导体应做重复接地，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10Ω。

3.2.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出线配电柜（箱）的保护导体应分别与

电源柜保护导体可靠联结。

3.3 应用场所

3.3.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应由熟练技术人员或受过培训人员维护管

理，可供授权人员或一般人员操作使用。

3.3.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可用于用电安全要求较高的下列场所：

1 触电风险较高的场所；

2 人员行为受限的场所；

3 其他需要提高用电安全性的场所。

3.3.3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可用于电气火灾危险性较大的下列场所：

1 单位面积用电量较大的场所；

2 电器分散、通过插座供电较多的场所；

3 临时用电较多的场所；

4 人员密集的场所。

3.3.4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可用于对供电连续性要求较高的下列场所：

1 中断供电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场所；

2 中断供电会造成较高经济损失的场所；

3 中断供电会造成人员混乱的场所；

4 中断供电后不允许人员自主离开的特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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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4.1 一般规定

4.1.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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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7251.5、《建筑物电气装

置 第 5-51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通用规则》GB/T 16895.18

等现行国家标准的要求；装置内智能化系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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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251.8的要求。

4.1.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规格应根据电力负荷计算结果选择，持续

运行负载率不宜大于 80%并留有冗余。

4.1.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外壳防护级别、柜内电气元件参数应满

足安装环境要求。

4.1.4 单相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容量不应大于 25kVA，三相智能安

全配电装置的容量不应大于 40kVA。

4.1.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电磁

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的有关规定。

4.1.6 220V单相用电设备接入 220V/380V三相系统时，宜使三相

负荷平衡。

4.1.7 配电系统中的谐波电压和在公共连接点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

限值，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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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装置构成

4.2.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包含一次系统、保护系统、智能化系统

等，并宜预留功能扩展空间。

4.2.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一次系统应包含电源引入单元、系统转换

单元、应急旁路单元等。

4.2.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保护系统应包括电流及电压采集、绝缘检

测、温度测量、保护模块等元件。

4.2.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智能化系统应包含智能控制器、运算及存

储设备、通信模块等装置。

4.2.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一次系统各单元应布局合理，一次系统、

保护系统应分区布置，智能化系统元件应安装于独立隔室中。

4.3 装置功能

4.3.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除应具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电压

及欠电压保护、接地故障保护、温度保护等功能外，宜具有防电击

事故、防电气火灾、持续供电、监测报警及保护功能。

4.3.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负载线路一次接地故障时，对地电流计算

值不应大于 300mA。
4.3.3 当人体误触负载线路的带电导体时，一次接地故障时通过人

体的电流不应大于 30mA。
4.3.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在发生一次接地故障时，可带故障运行，

保持负载线路安全、可靠、连续供电和负载设备的正常稳定运行。

4.3.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对负载线路中出现的对地绝缘值下降、

过压、欠压、过流、断相、短路应实时监测，根据保护设定值报警

或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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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配电线路中，故障回路的最长切断时间不

应大于表 4.3.6的规定。

表 4.3.6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最长切断时间

相对低标称电压（V） 切断时间（s）

220 0.4

380 0.2

＞380 0.1

4.3.7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声光报警功能，报警后可手动解除

声报警信号；当故障消除后，自动解除光报警信号。

4.3.8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应装设温度传感器，超温时启动机械降

温装置，高温时自动切断电源。

4.3.9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旁路功能，当系统转换单元故障时,

可手动旁路至进线电源直接供电。

4.3.10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本地历史数据存储功能，数据采集

间隔不大于 5min，各类数据存储时间不小于 180d，宜具有数据上

传功能。

4.3.1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本地报警信息存储功能，最大报警

条数 1000条。

4.3.1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应至少留有两个总线或其他数字通信

连接端口。

4.4 智能控制

4.4.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下列安全监测、保护、管理等智能

控制功能：

1 自动报警功能；



8

2 自动断电功能；

3 事件发生过程记录功能；

4 设有计算机网络接口设施；

5 与远动和遥控装置组成自控系统。

4.4.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具有对运行和故障发生时的数据实时采

样、记录、储存和传输的功能。

4.5 装置参数

4.5.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根据安装场所分为户内和户外型产品。户

内型产品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3X；户外型产品一般按三级污染

等级设计，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42，壳体使用寿命不应低于 8
年。

4.5.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具有防凝露和自动降温功能。户内使用型

产品运行环境温度为-5℃、＋40℃；户外使用型产品运行环境温度

为-25℃、＋45℃。

4.5.3 系统转换单元内隔离变压器应满足国家标准《变压器、电抗

器、电源装置及其组合的安全》GB/T 19212的要求。

4.5.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一般安装于 2000m及以下海拔高度。

4.5.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电磁兼容性满足 B类环境抗干扰要求。

4.5.6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在额定工作电压的情况下，空载损耗不得

超过额定容量的 1％；在额定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单相装置负载载

损耗不得超过额定容量的 3％，三相装置负载损耗不得超过额定容

量的 2％。

4.5.7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额定运行频率为 50Hz。
4.5.8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单相过、欠压保护报警值应为±10%，

动作值宜为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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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验收

5.1 一般规定

5.1.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

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

收规范 》GB 50254、《低压电气装置第 7-704部分：特殊装置或

场所的要求施工和拆除场所的电气装置》GB 16895.7及相关标准的

要求。

5.1.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施工应按照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和施工

技术标准进行。

5.1.3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做好施工和设计变更记录。

5.2 设备进场

5.2.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进入施工现场应有清单、使用说明书、质

量合格证明文件、国家法定质检机构的检验报告、认证证书和认证

标识等文件。

5.2.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到达现场后应及时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包装和密封应完好；

2 技术文件应齐全，并有装箱清单；

3 按装箱清单检查清点，型号、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附件、

备件应齐全；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815/2824593.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815/2824593.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2299/1239330.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2299/1239330.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736/551931.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736/551931.shtml
https://www.so.com/link?m=b9z79tV1vw17CZM3qPQDpDbmx3GeWU7js4QC0qSKfYF9GfU3w3v7CeHmGnnYROxGVU5QhVOq+3i9lwO+3J0h7wMqeMCHFT6SxPe/WGLL5zHV+K1B/sfkGOqxEVBNlQFWRlB/Qgu0JM4DsW1poJlblXD4NybWMKRIxyekaI5lEoFB90D0Y5lUo3R+lVUCPOiYKAiHmLeH+34c0Aaeet1WGmb0dSosn1cdtw7YnKNBR7gg9+Wu4dPGB7LPeyKVI7vr3/rcB624dc1C2K0ti6gJwybfg7neWXRpMLgefeKmgxIJKcuTzMorcKjtirbFbaAZy5jjCZrY3Mz+57YFo0exLtvP5IcD2SJbcVChlcJ5R+RX9J5WXPcfGx5ShLOitou/58zytZ8fSV8vN6WsfdtMWovQSXB9tlYGYVRNUoTsKyF+PFVh0joXX7SuQ/KZZYaRLssFLCUjdGlFCG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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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观应完好，无破损、变形等现象。

5.2.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计量仪表、与电气保护有关的仪表应检

定合格，预期投入运行时，应在检定有效期内。

5.3 设备安装

5.3.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位于室内时，应安装设备用房内且正上方

不应设置水管道；安装在室外或潮湿场所时，其接线口或接线盒应

采取防水防潮措施。

5.3.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在混凝土(砖)台、型钢底座上安装。

5.3.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金属框架及基础型钢应与保护导体可靠

连接。

5.3.4 热镀锌钢材焊接时，在焊痕外 100mm范围内应采取可靠的

防腐处理。

5.3.5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按照设计图纸和制造厂编号顺序安装，柜

内设备与各构件间连接应牢固。

5.3.6 进出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导线安装时，进出箱体部分应采用

绝缘材料进行包扎，进出导线与敲落孔之间的缝隙应能满足设备防

护等级的要求。

5.3.7 严禁利用金属软管、管道保温层的金属外皮或金属网、低压

照明网络的导线铅皮以及电缆金属护层作为保护导体。

5.3.8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上的接地线，应采用热镀锌螺栓连接。

5.4 系统调试

5.4.1 建设单位应根据设计文件和本章的规定，组织施工单位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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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制造企业编制调试方案，对智能安全配电系统进行调试。

5.4.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调试前，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对系统部

件的规格、型号、数量、备品备件等进行查验。

5.4.3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绝缘监测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4.4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空载试运行和负荷试运行前，设备制造

企业及系统施工方应根据电气设备及相关建筑设备的种类、特性和

技术参数等编制试运行方案或作业指导书，并应经施工单位审核同

意、经监理单位确认后执行。

5.4.5 系统调试结束后，应编写调试报告；施工单位、设备制造企

业应向建设单位提交系统竣工图、材料、系统部件及配件进场检查

记录，调试记录及产品检验报告，合格证明材料等相关材料。

5.4.6 智能安全配电监控系统调试应由专业设备供应商完成。

5.5 交接验收

5.5.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安装调试完毕后，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系统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使用。

5.5.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部应有电气一次电路图。箱体内各电气

设备、接线头均应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规范进行标识。

5.5.3 竣工验收时应检查下列工程质量控制记录：

1 设计文件和图纸会审记录及设计变更与工程洽商记录；

2 主要设备、器具、材料的合格证和进场验收记录；

3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检验记录；

4 接地电阻测试记录；

5 绝缘电阻测试记录；

6 泄漏电流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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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测试记录。

5.5.4 竣工验收应抽测下列工程安全和功能检验项目，抽测结果应

符合本标准及国家行业标准的规定：

1 保护、控制电器动作情况；

2 电源手动旁路动作情况；

3 配电线路的绝缘电阻；

4 系统正常运行的泄漏电流；

5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动作电流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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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行维护

6.0.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投入运行前，应建立、健全用电管理机构，

设立运行、维修专业人员并明确职责及管理范围；

2 应根据用电情况制订用电、运行、维修等管理制度以及安全

操作规程。运行、维护专业人员应熟悉有关规章制度；

3 应建立用电安全岗位责任制，明确用电安全负责人。

6.0.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运行、维护工器具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值班室内应配备合格的安全工具及防护设施；

2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运行及维护，应按有关规定配备安全工

器具及防护设施，并定期检验。电气绝缘工具不得挪作他用。

6.0.3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建立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巡视制度及巡视记录台账；

2 每班应巡视检查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1次；

3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的接地装置应每半年检测 1次；

4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每月检测 1次；

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保护导体（PE）的导通情况应每月检

测 1次；

6 根据线路负荷情况进行调整，宜使线路三相保持平衡；

7 为室外用电设备供电的智能安全配电系统，除经常维护外，

遇大风、暴雨、冰雹、雪、霜、雾等恶劣天气时，应加强巡视和检

查；

8 新投入运行或大修后投入运行的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在 72h

内应加强巡视，无异常情况后，方可按正常周期进行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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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清扫和检修，每年不宜少于 2次，其时

间应安排在雨季和冬季到来之前。

6.0.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箱柜门上应设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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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

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

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

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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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2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3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

4 《机械工业工程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T 51218

5 《电工术语 接地与电击防护》GB/T 2900.73

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 4706.1

8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总则》GB/T 725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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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251.12

10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4部分：建筑工地用成套

设备》GB/T 7251.4

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5部分：公用电网动力配

电成套设备》GB/T 725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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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251.1

1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1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15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54

16 《低压电气装置第 7-704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施工和

拆除场所的电气装置》 GB16895.7

17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51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通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63/70124.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63/70124.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815/2824593.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2299/1239330.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736/551931.shtml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0736/551931.shtml
https://www.so.com/link?m=b9z79tV1vw17CZM3qPQDpDbmx3GeWU7js4QC0qSKfYF9GfU3w3v7CeHmGnnYROxGVU5QhVOq+3i9lwO+3J0h7wMqeMCHFT6SxPe/WGLL5zHV+K1B/sfkGOqxEVBNlQFWRlB/Qgu0JM4DsW1poJlblXD4NybWMKRIxyekaI5lEoFB90D0Y5lUo3R+lVUCPOiYKAiHmLeH+34c0Aaeet1WGmb0dSosn1cdtw7YnKNBR7gg9+Wu4dPGB7LPeyKVI7vr3/rcB624dc1C2K0ti6gJwybfg7neWXRpMLgefeKmgxIJKcuTzMorcKjtirbFbaAZy5jjCZrY3Mz+57YFo0exLtvP5IcD2SJbcVChlcJ5R+RX9J5WXPcfGx5ShLOitou/58zytZ8fSV8vN6WsfdtMWovQSXB9tlYGYVRNUoTsKyF+PFVh0joXX7SuQ/KZZYaRLssFLCUjdGlFCG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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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则》GBT 16895.18

18 《交流1000V和直流1500V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防护设

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8部分：IT系统中绝缘监控装置》

GB/T 18216.8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户外配电箱通用技术条件》

DL/T 375-2010
20 《建筑电气工程电磁兼容技术规范》GB 5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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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应用技术标准》DB13(J)/T 8531-2023， 经河

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3年8月11日以第 93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有关条文规定，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条文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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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交流、工频 1000V 及以下

本标准不适用于低压直流配电系统、特低电压配电系统以及电

气分隔保护场所的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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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各部分组成关系见图 1。

图 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框图

2.0.3 智能安全配电监控系统构成见图 2。

图 2 智能安全配电监控系统框图

2.0.4 本术语引自《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的第

2.1.12条。

2.0.5 本术语引自《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的第2.0.24条。

2.0.6 本术语引自《机械工业工程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T 51218
-2017 的第 20.1.11条。

2.0.7 本术语引自《机械工业工程设计基本术语标准》GB/T 51218
-2017的第 20.1.12条。

http://www.jianbiaoku.com/webarbs/book/163/70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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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计

3.1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

3.1.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故障时，须确保无线路故障时，方可由专

业运维人员手动转换至旁路运行模式，配电系统由 IT系统转换为

TN-S或 TT系统，见图 3。

图 3 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旁路运行框图

3.2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

3.2.1 本条为保证同一项目低压配电系统主要接地形式的一致性，

将智能安全配电系统改变的接地形式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3.2.2 为防止电气故障导致相邻设备之间的电位差，要求相邻布置

的设备做等电位联结。

3.2.3 出线配电柜（箱）内保护导体应做接地及等电位联结，可有

效防止因保护导体故障带来的电击隐患，确保人身安全。

3.2.4 为防止智能安全配电装置故障检修时保护导体断开，规定保

护导体应分别与电源柜保护导体可靠联结，参见图 1保护导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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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3.3 应用场所

3.3.1 由于智能安全配电系统专业性较强，应由熟练技术人员或受

过培训人员维护管理。

3.3.2 对用电安全要求较高的场所中，触电风险较高的场所例如室

外用电、积水潮湿场所；人员行为受限的场所例如残疾人、老年人、

婴幼儿、病人等无完全自主行为能力的场所以及设备内部、井道空

间狭小场所;需要提高用电安全性的场所例如爆炸危险场所。

3.3.3 电气火灾危险性、危害性较大的场所中，单位面积用电量较

大的场所例如商业厨房、电火锅餐厅等；电器分散、利用插座供电

较多的场所例如计算机教室、自助餐厅取餐区；临时用电较多的场

所例如建筑工地、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等

3.3.4 对供电连续性要求较高，中断供电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场所

例如医疗急救护场所、游泳馆、室内水上乐园；中断供电会造成较

大经济损失的场所例如计算机房、文物建筑、档案库、珍品图书馆；

中断供电会造成混乱的场所例如临时展览、集会、婚礼现场等中断

供电会引发混乱的临时大型人员聚集场所；中断供电后不允许人员

自主离开的特定场所例如避难空间、人防空间、火灾时持续有人工

作房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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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4.2 装置构成

4.2.1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除包含本体需要的一次系统、保护系统、

智能化系统外，宜预留一定空间用于扩展智慧配电、能耗监控、电

气火灾监控、应急电源、电能质量控制等功能。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组成框图见图 4。

图 4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系统框图

4.2.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除基本单元外，根据需要可加装应急电源、

无功补偿、滤波等装置。

4.3 装置功能

4.3.2 本条旨在防电击事故，保障设备供电范围内使用人员的安全。

4.3.3 本条旨在降低设备供电范围内的电气火灾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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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当发生带电导体对外露可导电部分或对地的单一故障时，由

于故障电流小，如能满足第 4.2.3条规定的条件，可带故障运行，提

高供电可靠性。

4.3.6 由于智能安全配电装置配出后系统形式不定，发生第一次故

障后在不同带电导体又发生第二次故障时，自动切断电源时间应同

时满足 IT系统和 TN系统的要求。

4.3.9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的旁路功能仅在系统转换单元故障时启

用，不可频繁动作，由运行、维护专业人员手动操作。

4.4 智能控制

4.4.2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具备以下安全监测、报警、保护功能：

1 对负载线路中出现的对地绝缘值下降、过压、欠压、过流、

短路应实时监测；

2 对负载线路中出现的对地绝缘值下降、过压、欠压、过流应

发出声光报警，待对地绝缘值、过压、欠压、过流恢复正常后，声

光报警应自动取消；

3 对负载线路中出现的过压、过流、短路应自动保护跳闸。

4.5 装置参数

4.5.1 系列国家标准 GB 7251，对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使

用条件、结构要求、技术特性和验证做出要求，智能安全配电装置

整体性能应满足GB 7251以下部分的要求：

1 第 1部分：总则；

2 第 2部分：成套电力开关和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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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4部分：建筑工地用成套设备；

4 第 5部分：公用电网动力配电成套设备；

5 第 8部分: 智能型成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

4.5.2 本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户外配电箱通用

技术条件》DL/T 375-2010第 6.2.7条和第 6.2.10条，对智能安全配

电装置的污染、外壳防护等级、壳体使用寿命做出规定。

4.5.3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具有防凝露和自动降温功能，装置内温度

在 t≤5℃时开启加热装置；5℃＜t≤40℃正常供电；40℃＜t≤80℃

正常供电，排风扇开启；温度＞80℃降容供电，排风扇开启；装置

内湿度＞85%时，开启防凝露装置，湿度≤50%时，防凝露装置自

动关闭。

4.5.3 系列国家标准 GB/T 19212，对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交流

1000V；额定电源频率不超过 500Hz的变压器提出要求和试验方法，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内变压器应满足 GB/T 19212以下部分的要求：

1 第 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2 第 5部分:隔离变压器和内装隔离变压器的电源装置的特殊

要求和试验；

3 第 16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和试验；

4 第 24部分:建筑工地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5 第 27部分:节能和其他目的用变压器和电源装置的特殊要

求和试验。

4.5.5 智能安全配电装置用于在更高海拔处使用时，应考虑介电强

度的降低、器件的分断能力和空气冷却效果的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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