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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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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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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城市工业品贸易中心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安迅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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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居系统用继电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家居系统用继电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和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家居系统用继电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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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62055-31：2005 电能测量 付费系统 第 31 部分：特殊要求 静止式付费有功电能表（1

和 2 级）

UL 508A 工业控制柜安全标准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6145—2010 锰铜、康铜精密电阻合金线、片及带

JB/T 10923—2020 电能表用磁保持继电器

3 术语和定义

JB/T 10923—202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号命名和分类

4.1 型号命名规则

智能家居系统用继电器的型号命名由九部分组成，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部分：继电器代号，由英文大写字母“NRL”组成；

第二部分：继电器型号，由“708A”组成；

第三部分：负载类型，由“16A”和“20A”两类组成；

第四部分：触点引出端子间距，由“WX1”和“WX2”两类组成，“WX1”为3.5mm，“WX2”为5.0mm；

第五部分：线圈电压，由“3”、“5”、“9”和“12”四类组成；

第六部分：线圈类型，由“D”和“S”两类组成，“D”代表双线圈，“S”代表单线圈；

第七部分：触点形式，由“1A”和“1B”两类组成，“1A”代表1组常开，“1B”代表1组常闭；

第八部分：极性特点，由“P”和“R”两类组成，“P”代表正极性，“R”代表反极性；

第九部分：特殊特性号，具体为客户特殊要求。

4.2 分类

4.2.1 按触点型式分：常开单组继电器、常闭单组继电器。

4.2.2 按激励线圈分：单线圈继电器、双线圈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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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环境性能

5.1.1 温度范围

继电器的工作范围为-45℃～90℃。

5.1.2 湿度要求

继电器应满足≤75%的相对湿度要求。

5.1.3 环境适应性

继电器应进行高温运行试验、低温运行试验、温度冲击试验和交变湿热试验。

试验后，绝缘电阻应大于100MΩ，动作电压应5.4.4的要求，接触电阻应满足5.4.6的要求。

5.1.4 大气压力

86Kpa～106Kpa（海拔2000m及以下）。

5.2 外形结构

5.2.1 标识

继电器标识信息必须正确、齐全、醒目，应包含:制造厂识别标识、产品型号、主电路额定工作电

压、触点额定电流、线圈额定电压、线圈结构、触点型式等内容。

5.2.2 尺寸

继电器及其附件的外形尺寸、安装尺寸由用户和制造厂协商确定。

5.2.3 外观

引出端表面光洁无异物，无变形、松动等现象；主电路引出端与塑料件装配良好，无目视可见的配

合缝隙；引线胶皮表面光滑无异常，引线端子压接牢固；结构外形、标识与用户和制造厂协商确定的一

致，字迹无模糊、脱落、残缺等现象。

5.3 材料

5.3.1 继电器塑料件应使用阻燃、耐高温的环保型材料制作，外壳应耐腐蚀、抗老化，并有足够的硬

度。

5.3.2 主电路导电金属应采用纯铜或铜合金制作，表面应进行防氧化处理。

5.3.3 带分流器的继电器，其分流器材质推荐采用锰铜合金或更优的材料，锰铜合金应符合 GB/T 6145

—2010 的要求。

5.4 电气性能

在无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主电路额定工作电压默认为AC 220V。

5.4.1 线圈参数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线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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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 VDC 动作电压 VDC 脉冲宽度 ms 线圈电阻Ω

单线圈

5 ≤3.75 ≥50 50±10%

6 ≤4.5 ≥50 72±10%

9 ≤6.75 ≥50 162±10%

12 ≤9.0 ≥50 288±10%

双线圈

5 ≤3.75 ≥50 2×25±10%

6 ≤4.5 ≥50 2×36±10%

9 ≤6.75 ≥50 2×81±10%

12 ≤9.0 ≥50 2×144±10%

5.4.2 动作时间

继电器动作时间应少于10ms。

5.4.3 接触电阻

继电器接触电阻应小于20mΩ

5.5 机械性能

5.5.1 机械振动

继电器触点处于闭合位置，按JB/T 10923—2020中6.4.1的要求进行试验，试验中及试验后应满足：

触点状态不改变，机械结构无松动，动作电压应符合5.4.1的要求，接触电阻应符合中5.4.3的要求。

5.5.2 机械冲击

继电器触点处于闭合位置，按照JB/T 10923—2020中6.4.2的要求进行试验，试验及试验后应满足：

触点状态不改变，机械结构无松动，动作电压应符合5.4.1的要求，接触电阻应符合5.4.3的要求。

5.5.3 引出端强度

继电器控制电路引出端、主电路引出端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按照JB/T 10923—2020中6.4.3的

要求进行试验后，无脱落、折断等机械损伤。

5.6 安全性

5.6.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继电器能满足污染等级为2的环境要求，控制电路、主电路引出端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

合：

——电气间隙≥5.5mm；

——爬电距离≥6.3mm。

当继电器在海拔2000 m以上的条件下使用时，其电气间隙应满足表2的倍增系数要求。

表 2 海拔 5000 m 内的电气间隙倍增系数

额定工作海拔/m 倍增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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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1.00

2001～3000 1.14

3001～4000 1.29

4001～5000 1.48

5.6.2 介质耐电压

继电器能经受表3规定的介质耐电压试验，不允许有闪络、破坏性放电或击穿现象，漏电流不得大

于1 mA。

经环境、安全性及寿命试验后，介质耐电压的试验电压值，允许降低为规定值的75%。

表 3 试验电压

试验电压施加点 触点额定电流/A 试验电压有效值/V

触点（组）与线圈（组）引出端之间 — 4000

不同触点组（闭合状态）引出端之间 —

同组触点（断开状态）引出端之间 ≤30 1000

30～50 1500

＞50 2000

注：施加电压持续时间：型式试验为1min；出厂试验允许为1s，但试验电压值须增加到10%。

5.6.3 绝缘电阻

同组断开触点之间、不同触点组之间，以及主电路与控制电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大于1000MΩ。

5.6.4 耐热和阻燃性能

继电器及其附件应具备合适的安全性以防止火蔓延，不应因与之接触的带电部件的热过载而着火。

5.6.5 温升

在环境温度保持40℃±5℃的条件下，继电器主电路通以触点额定电流，其引出端子及外壳表面温

升应满足表4的规定。

表 4 温升极限值

序号 继电器部件 温升极限值/K

1 主电路引出端（根部） 55

2 外壳表面 35

5.6.6 冲击电压

继电器额定冲击电压的推荐值为6KV、8KV、12KV；推荐波形为1.2/50μs标准雷电波形。

试验过程中，继电器不允许有飞弧、闪络或绝缘击穿等现象；试验后，继电器外观无损伤，控制电

路施加线圈额定电压应能可靠动作。

5.6.7 短路及过载性能

5.6.7.1 短路电流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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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器应经受IEC 62055-31：2005中C.6的UC2试验。

4.5kA试验时，继电器不应爆炸，试验后无外观无损伤。

2.5kA试验后，控制电路施加线圈额定电压，继电器应能可靠动作，介质耐电压满足本标准5.6.2

的要求。

5.6.7.2 故障电流接通能力

继电器应经受IEC 62055-31：2005中C.5的UC2试验。

试验后，控制电路施加线圈额定电压，继电器应能可靠动作，介质耐电压满足本标准5.6.2的要求。

5.6.7.3 过负载耐受能力

继电器应经受1.5倍额定电流的过负载试验。

试验后，继电器外观无损伤，控制电路施加线圈额定电压，继电器应能可靠动作，接触电阻应满足

5.4.6的要求，介质耐电压应满足5.6.2的要求。

5.7 寿命

5.7.1 电寿命

继电器电寿命应满足IEC 62055-31：2005中C.3试验要求，有载操作循环次数不应低于10000次（其

中功率因素为1.0和0.5时各5000次）。

试验后继电器外观无损坏、功能无失效，介质耐电压不应低于本标准5.6.2规定要求的75%，绝缘电

阻不应低于本标准5.6.3规定要求的10%，接触电阻≤10mΩ。

5.7.2 机械寿命

继电器应具有一定的抗机械磨损能力，空载操作循环次数不应低于100000次。

试验后，继电器外观无损坏、功能无失效，介质耐电压满足5.6.2的要求，接触电阻满足5.4.3的要

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

按JB/T 10923—2020中6.1的规定进行。

6.2 环境性能试验

按JB/T 10923—2020中6.5的规定进行。

6.3 外形结构

按JB/T 10923—2020中6.2的规定进行。

6.4 电气性能试验

按UL 508A的规定进行。

6.5 机械性能试验

按JB/T 10923—2020中6.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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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安全性试验

按JB/T 10923—2020中6.6的规定进行。

6.7 寿命试验

按JB/T 10923—2020中6.7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详见本标准附录A，按照GB/T2828.1—2012的规定，采取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抽样检验，

抽样水平为一般检查Ⅱ。检验合格后，产品准予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目、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开展检测，以确定继电器规定的特性并证明

其与本标准要求的符合性，试验项目按照附录 A 分组进行检验。

7.3.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批量生产前；

b) 产品结构、工艺或主要部件有所变更，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 停止生产一年及以上，再恢复生产的产品；

d) 订货单位认为有必要；

e) 产品质量认证需要的定期确认试验。

7.3.3 试验抽样方法:从检验合格的待出货品中随机抽取试验样品，试验分为十六组(一组～十六组)，

每组的试验样品数量为 1 只。

7.4 判定规则

试验项目分为 A、B 两类，A类为否决项，B 类为非否决项。样品出现任一项 A 类不合格即判定该批

样品不合格，出现 B 类不合格经整改后重新抽样并试验通过，可判定该批样品为合格。

8 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包装

继电器出厂应进行合适的包装，以满足正常装卸、运输过程中产品性能不受影响的要求。

包装箱上应张贴或印刷相应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至少包括:制造厂名称、产品型号、生产日期、

包装数量、收货单位信息，以及“小心轻放”“怕湿”等运输标志。

包装箱内应放置装箱清单、产品合格证。

8.2 运输

继电器装卸过程中应轻拿轻放，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淋、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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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贮存

贮存场所应清洁，环境温度为 0℃～4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空气中不应含有足以引起继电器

腐蚀的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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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项目

继电器件箱项目见表A.1。

表 A.1 检验项目

序

号

分组 检验内容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AQL 不合格类别

1 一组 标识、尺寸及外观 5.2 6.2 △ △ 0.25 A

2 动作电压 5.4.1 6.4 △ △ 0.25 A

3 动作时间 5.4.2 6.4 △ △ 0.25 A

4 接触电阻 5.4.3 6.4 △ △ 0.25 A

5 线圈电阻 5.4.1 6.4 △ △ 0.25 A

6 介质耐电压 5.6.2 6.6 △ △ 0.25 A

7 绝缘电阻 5.6.3 6.6 △ △ 0.25 A

8 二组 机械振动 5.5.1 6.5 △ — B

9 三组 机械冲击 5.5.2 6.5 △ — B

10 四组 引出端强度 5.5.3 6.5 △ — B

11 五组 高温运行 5.1.3 6.2 △ — A

12 六组 低温运行 5.1.3 6.2 △ — A

13 七组 温度冲击 5.1.3 6.2 △ — A

14 八组 交变湿热 5.1.3 6.2 △ — A

15 九组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5.6.1 6.6 △ — A

16 耐热和阻燃性能 5.6.4 6.6 △ — B

17 十组 温升 5.6.5 6.6 △ — A

18 冲击电压 5.6.6 6.6 △ — A

19 十一组 短路电流承载能力试

验 1

5.6.7.1 6.6 △ — A

20 十二组 短路电流承载能力试

验 2

△ — A

21 十三组 故障电流接通能力 5.6.7.2 6.6 △ — A

22 十四组 过负载耐受能力 5.6.7.3 6.6 △ — A

23 十五组 电寿命 5.7.1 6.7 △ — B

24 十六组 机械寿命 5.7.2 6.7 △ — B

注：“△”为必须检验项目，“—”为可以不检验项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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