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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68-2-63《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g:撞击 弹

簧锤)1991年第一版制定的.并等效采用。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电子仪表标准计量测试所、机械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卢兆明、何锦康、于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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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 言

    1)国际电工委员会(Q EC)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该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

代表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它们尽可能表达了国际上对该问题的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在这种意义上为各国委员会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统一，国际电工委员会希望所有会员国在制定国家标准时，只要国家具休条

件许可，应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推荐标准的内容作为他们的国家标准。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推荐标准和

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应尽可能地在国家标准中明确地指出。

    本国际标准是由国际电工委员会50技术委员会(环境试验)50 A分技术委员会(冲击与振动)制定

的。

    本标准是根据下列文件制定的。

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50A (CO )188 50A (CO) 207

更详细的全部表决资料可在上表指明的表决报告中找到。

按lEC 104导则的规定，本标准为基本安全出版物。

附录A 是标准的附录。

附录B 是提示的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2423.44-1995

eyv IEC 68-2-63:1991

试验Eg:撞击 弹簧锤
Environmental testing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Part 2: Test method

Test Eg:Impact, spring hammer

1 目的

    本标准提供了一种确定电工电子产品经受规定严酷等级撞击能力的标准方法。在评定产品的安全

性时，用以论证可接受的强度等级。

    本试验规定了用手持弹簧锤对家用及类似用途电工电子设备及其附件以及类似设备(以下简称“样

品”)按规定方向、能量和次数进行撞击的试验方法。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298-91机械振动与冲击术语
    GB 2421-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

    GB/T 2422-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术语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GB 2421,GB/T 2422以及GB/T 2298中规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试验装置

4.1 弹簧锤装置描述

    图1所示的由弹簧驱动的弹簧锤撞击试验装置。该装置主要由主体、撞击元件和弹性负载释放机构

三个部分组成。

    主体由撞击元件、释放机构和安装在主体上的所有零件组成。整个装置的质量为1 2509士109

    撞击元件由锤头、锤杆和操作手柄组成。该活动部分的质量为250 g士1 go

    锤头有一个半径为10 mm的尼龙半球面。其洛氏硬度为HRI00,锤头固定在锤杆上。在撞击元件

释放前，锤头顶端到撞击面的距离应基本符合表1给出的撞击前动能与弹簧压缩量的对应值。

国家技术监督局飞995一oa一29批准 1996一08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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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撞击元件动能

撞击前动能E 弹性常数为2.75X 10' N /m

  的弹簧压缩量近似值

0. 20十0. 02

0.35干0.03 {:
0.50土0.04

0.70+0.05 ::
1. 00+ 0.05

注:撞击前，动能的近似值(ll可用下列算式计算

                                                  E = 0.5FC X 10“

    式中:F- 弹簧完全压缩时所产生的弹力，N;

        c一 弹簧的压缩量，mm

    锤头质量约609。当释放键处于将要释放撞击元件时，锤头弹簧应能产生约5N的力。通过调整释

放机构弹簧，使其有足够压力保持释放键处在啮合位置，释放撞击元件所需的压力不应超过10 N.

    锤杆、锤头的结构及锤弹簧的调节方法应能使锤弹簧在锤头顶端离撞击平面约1 mm时释放掉所

有贮存的能量，撞击元件在撞击前最后1 mm旅程中，除了摩擦以外，应是一个只有动能而无储存能的

自由运动体。而在锤头顶端通过了撞击平面后，撞击元件可以无干扰地自由移动，继续至少应能向前移

动 8 mm.

    附录A给出了弹簧锤试验装置的校准方法。在装置处于水平位置时，使撞击元件在撞击前具有表1

规定的动能值。为了避免频繁、重复地设定与调整，建议对每个不同的动能值分别用不同的试验装置进

行校准。

锤头弹谈

睡弹蕊 操作钮

尺寸单位 mm

                                          图 1 弹簧锤

4.2 安装

    有关规范应规定按下列方法之一安装:

    a)用常规方法将样品安装在刚性的支撑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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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将样品依靠在刚性的支撑面上。

    为了保证刚性地支撑样品，试验时有必要把样品稳固地靠在坚固平整的固体墙上，例如混凝土墙

墙上覆盖一层尼龙板，尼龙板应牢固地粘着在墙上，并保证与墙之间没有气隙。尼龙板的洛氏硬度为

HR 100，其厚度至少应为8 mm，且尼龙板的面积应能使样品任何部分都不会因支撑面积不够大而承受

过大的机械应力。

    对于小型样品，可用15 kg质量的混凝土块作为刚性支撑

5 严酷等级

    严酷等级包括撞击能量以及撞击次数。撞击能量值在5.1中选取，撞击次数在5.2中规定。

5.1 撞击能量

    有关规范应规定表2数值之一的撞击能量

                                        表2 撞击能量

撞击能量

    J

容 差

    1

0. 20

0. 35

0. 50

0. 70

1.00

士0. 02

士0. 03

士0. 04

士(》.05

士 0.05

5.2 撞击次数

    除有关规范另有规定外，撞击总次数应为五次。

6 预处理

有关规范可提出预处理要求，并应规定条件。

7 初始检测

应按有关规范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查。

8 试验

8.1 撞击位置

    有关规范应规定样品承受撞击的位置。撞击应施加于实际上最容易发生损伤的部位。

8.2 样品的准备

    样品撞击前，有关规范应指出底座、盖子及类似元件的紧固要求。

    注:可能需要考虑功能监测要求(见8.46).

83 试验装置的操作

    拉回操作钮，直至释放键嵌入锤杆的凹槽。使弹簧锤处于击发状态，将弹簧锤垂直于样品受试面.释

放锥头对准并接触样品的规定位置。缓慢地增加压力，使锥形释放头缩回体内，直至与释放杆接触，推动

释放杆驱动释放机构，使锤头撞击样品。

8.4 试验方式和功能监测

    有关规范应规定:

    a)在撞击时是否要求样品处于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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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在撞击时是否要求对样品进行功能监测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有关规范应规定接收或拒收样品的判据。

9 恢复

    有关规范可提出恢复要求，并应规定条件

10 最后检测

    应按有关规范规定，对样品进行外观、尺寸和功能检查。

    有关规范应规定接收或拒收样品的判据。

11 有关规范应给出的内容

    有关规范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只要适用，应规定下列详细内容。特别要注意带“，”的项目，这些信息

任何时候都需要。

    a)安装方法二(4. 2);

    b)撞击能量*(5.1)，

    c)撞击次数，五次除外((5. 2);

    d)预处理(6章);

    e)初次检测，(7章);

    f)撞击位置，(8. 1);

    B)底座、盖子及类似元件的紧固，(8.2);

    h)操作方法和功能检测，(8.4);

    i)接收和拒收的判据，(8.4和10章);

    j)恢复条件(9章);

    k)最后检测，(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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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试验装置的校准

A1 校准装置的结构

    校准装置的主要部件是指示摆(见图A1)。其下部牢牢地固定着一个钢质弹簧片(图A2) ,弹簧片

不需要特殊处理，用弹簧钢直接制成，并牢固地安装在摆上

    装配完整的校准装置结构如图A3所示。除r支架座外，主要部件包括一组轴承“。”;·个指示摆和

指针，"b";释放基座，’c”和释放机构"d"o这些部件的结构尺寸见图A4。刻度盘“。”的刻度见图A6

    在指针与轴承金属表面之间放入一片粗呢织品。通过弯曲的钢琴丝与粗呢织品间产生很小的作用

力使指针得到适当的摩擦特性

    因为用校准装置进行校准时必须将释放机构从基座上移开，所以，释放机构是用镶钉固定在基座卜

校准装置的校准方法

校准前将校准装置上的释放机构从基座上拆下 从弹簧锤撞击装置巨将拆下可活动的撞击元件(包

能

A2

括锤头、锤杆和操作钮)。按图As所示组成一个撞击摆“。”来完成佼准装置的校准。

    撞击元件用四条亚麻线‘̀b"悬挂在四个悬挂点上，悬挂点设置在弹簧片“。”和撞击元件接点卜方的

水平面上 当撞击元件处于静正状态时，该平面高于接触点2 000 mm。摆动悬挂着的撞击元件去撞击

弹簧片。弹簧片与撞击元件的动态接触点相对静态位置下移不应大于1 aim o可通过升高悬挂点进行调

整，升高的距离等于动、静两个接触点的距离。

    调整悬吊系统时，应使撞击元件的轴线垂直于弹簧片表面。而且在撞击时，撞击元件应处在水平状
大之

    当撞击元件处于静态位置时，校准装置应设置得在校准弹簧撞击试验时正好就是撞击元件头部撞

击的位置。
    注:垂直方向Lmm的误差将形成约0.8写的校准误差

    也叮用两条亚麻线悬吊撞击元件作为替代方法。用这种方法不仅要保证撞击元件的轴线与弹簧片

表面垂直。而且要调整好悬吊系统，使撞击元件沿撞击前所走的相同路线返回。此外，还应注意靠近撞

击元件头部的线离撞击元件顶部要有足够距离，以免干扰被测的摆和指针。

    为获得可靠的结果，校准装置要牢固地固定在大而重的支架上。例如固定在建筑物的结构件_}之

    用于校准的能量为170用408 mm土1 mm的高度跌落可获得该能量

    迭落高度在撞击元件的重心处测量，可用液体水平仪方便地进行测定。水平仪山用 一条软管连接的

两根玻璃管‘̀d”组成 其中一根玻璃管是固定的，并设有标尺“。”。

    用一条细线“f”将调整好高度的撞击元件固定在最高位置。剪断细线即可释放撞击)C牛

    为了制作刻度盘 在刻度盘平面上需要画一个圆。圆形刻度盘的圆心与摆的轴心#I1 :Ti q o It -T-径使

圆延伸到指针。当摆处于静止位置时，指针与被测摆接触的点标为零点。J位置(见图A6)

    到相对于撞击摆的悬吊高度为408 mm士1 mm时，指针在刻度盘上的指示相当于l.!点。操作应全

少重复十次。将指针指示点的平均值即作为1丁点

    刻度盘上其他刻度值确定的方法如下:

    。)通过刻度圆心一与01点画 条直线;

    b) 1 J点对此线的垂直投彭点示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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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把。J点和P点之间的距离为十等分;
d>通过每个分点，作与。J-P线的垂线;

e)这些线和圆的交点分别相当于撞击能量为。. 1 J ,o. 2 J, o.3 J... 0. 9 J

可用同样原理使刻度延伸超过1J点。

校准装置的使用

把被校准的弹簧锤放进释放基座内。用校准装置的释放机构操作三次 不能直接手动使弹簧锤释

A3

放
    每次操作后都应把撞击元件转向不同的位置。在校准装置上三次读数的平均值可作为被测弹簧锤

撞击能量的实际值。

、
一

1

/
声

尺寸单位:mm

图 A1 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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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mm

图A2 弹簧片

之二_ 一」

a-轴承山 指针，。一释放基座,d--释放装置;。一刻度盘

              图A3 校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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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

轴承

释放基座

钢琴丝

    a

释放装毋

指乍卜
尺寸单位:m m

图A4 校准装置详细图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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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mm

a 撞击摆;b一亚麻线;。一弹簧片;d一玻璃管;e一刻度汀 细线

            图A5 校准装置校准布局

图A5 刻度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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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导 则

    本试验提供了一种确定样品机械强度的试验方法。通过本试验也可评定样品所具备的安全程度。该

试验是用于手持试验装置对样品施加撞击。对于大型样品，进行摆锤撞击试验(试验Ef)因样品太大而

不方便时，这种用手动弹簧锤测试仪进行试验特别适用。

    表B1举例列出了对各种不同类型样品使用弹簧锤进行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时，撞击元件的质量(每

种情况都是250 g),释放力和撞击能量的数值。
                                    表Bl 释放力和动能

标 准 测试样品种类
撞击元件质量

        g

标准释放力

      N

近似撞击能量

        I

GB 8898

IEC 65

电网电镰供电的家用和类似一般用途的电

子及有关设备的安全要求
250 20 D.5

GB 9393

IEC 320
电子测量仪器用连接器 250 20 0.5

GB 4706. 1

IEC 335-1
家用和类似电器设备 250 2O 0.5

GB 4793

IEC 348
电子测量设备 250 20 0.5

GB9316

IEC 491
摄影用电子闪光装置 250 20 0.5

GB 5959. 1

IEC 519-1
电热设备的安全要求 250 20 0.5

G13 7000

IEC 598-1
灯具通用安全要求与试脸 250 20

0. 2;0. 35

0.5;D.7

GII 10495

IEC 598-1

铁路信号技术中采用电子元器件时应遵循

的主要安全要求
250 20 0.5

GB 7248

IEC 598-1
电光源的安全要求 250 20 0.5

G(3 9706. 1

I1-:C 601一I
医用电器设备 250 2O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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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I(完)

标 准 测试样品种类
撞击元件质量

        9

标准释放力

      N

近似撞击能量

      J

GB 3883. l

IEC 745-1
手持电动工具 250 20 0.5

GB4943

IEC 950
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的安全 250 20 0.5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