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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等同采用IEC 92-201号出版物（1994)《船舶电气设备— 系统设计— 总则》。

本标准代替GB 7358-87((船舶电气设备系统设计原则》。

在本标准的“IEC前言”和“l. 1引用标准”中所列的IEC标准，其中下列标准的版本已更新：

IEC 92-101(1980）已更新为IEC 92-101(1994);

IEC 92-202(1980）已更新为IEC 92-202(1994);

IEC 92-353(1988）已更新为 IEC 92-353(1995);

IEC 92-502(1980）已更新为IEC 92-502(1994);

IEC 92-504(1974）已更新为IEC 92-504(1994)0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O四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O八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林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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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所有的国家电工委员会（GEC国家委员会）所组成的世界范围的标准

化组织。IEC的宗旨是促进在电气和电子领域内与标准化有关各方面问题的国际合作。为实现这一目的

以及开展其他活动，IEC出版了国际标准。这些标准是由各技术委员会制订的；对于所涉题目感兴趣的

任何IEC国家委员会可以参加此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可参加此

制定工作。IEC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按照两组织间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开展密切合作。

    2）各技术委员会，代表了对有关技术问题有兴趣的所有国家委员会，制定的IEC关于技术问题的

正式决议或协议尽可能地表达了国际上对这些问题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形式供国际上使用，以标准、技术报告或指导性文件的形式出版，并在此

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承认。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IEC国家委员会同意在最大程度的许可范围内应采用IEC标准作

为其相应的国家和地区标准。对于在IEC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不一致处，应在国

家或地区标准中明确指出。

    IEC 92国际标准的这一篇由IEC第 18技术委员会：船舶及移动式和固定式近海装置的电气设备

制定。

    本标准是IEC 92-201的第4版，它取代已于1980年出版的第3版以及其第5号修正案（1990年）；

它与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相一致。

    标准的文本根据下列文件 ：

国际标准草案（DIS)

18A（中央办公室）74

表决报告

18A（中央办公室）83

有关批准该标准的表决的所有情况可查找上表中所列的表决报告。

在总的标题“船舶电气设备”之下，IEC 92由下列各篇所组成：

    IEC 92-101(1980):101部分：定义和一般规定

    IEC 92-201(1994):201部分：系统设计— 总则

    IEC 92-202(1980):202部分：系统设计— 保护

    IEC 92-203(1985):203部分：系统设计— 声光信号

    IEC 92-204(1987):204部分：系统设计— 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

    IEC 92-301(1980):301部分：设备— 发电机和电动机

    IEC 92-302(1980):302部分：设备一一开关装置和控制装置组件

    IEC 92-303(1980):303部分：设备— 电力和照明变压器

    IEC 92-304(1980):304部分：设备— 半导体变流器

    IEC 92-305(1980):305部分：设备— 蓄电池

    IEC 92-306(1980):306部分：设备— 照明设备和附具

    IEC 92-307(1980):307部分：设备— 电暖器和电炊具

    IEC 92-350(1988):350部分：低压船用电力电缆一－一一般的结构和试验要求

    IEC 92-351(1983):351部分：船用电力电缆用绝缘材料



GB/T 7358-1998

IEC 92-352(1979):352部分：低压电力系统电缆的选择和敷设

IEC 92-353(1988);353部分：额定电压0. 6/1 kV具有挤压固态绝缘的单芯和多芯电缆

IEC 92-359(1987);359部分：船用电力和通信电缆的护套材料

IEC 92-373(1977) :373部分：船用通信电缆和射频电缆— 船用同轴软电缆

IEC 92-374(1977):374部分：船用通信电缆和射频电缆— 非重要通信用电话电缆

IEC 92-375(1977):375部分：船用通信电缆和射频电缆— 通用仪表、控制和通信电缆

IEC 92-376(1983):376部分：控制电路用船用多芯电缆

IEC 92-401(1980):401部分：安装和完工试验

IEC 92-501(1984):501部分：专辑— 电力推进装置

IEC 92-502(1980):502部分：专辑— 油船

IEC 92-503(1975):503部分：专辑— 电压大于1 kV至11 kV的交流供电系统

IEC 92-504(1974):504部分：专辑— 控制和测量仪表

IEC 92-505(1984):505部分：专辑— 移动式近海石油钻探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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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 92号出版物：《船舶电气设备》是一套远洋船舶电气设备的国际标准，它结合了良好的实践，并

尽可能与现行规范相一致。

    这些标准是对《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条款的实际解释和详细说明的法规，是将来可能编制的规

则的指南，也是船主、船厂和有关单位的实践准则。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家 标 准

船舶电气设备

系统设计 总则

  GB/T 7358
idt IEC 92-201

    代替 GB 7358

一1998
：1994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in ships-

    System design-General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船舶上所用电气设备的系统设计的要求。

1.1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文件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IEC 92之本篇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文件都会被修订，鼓励参与IEC 92的本篇的各方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文件

最新版本的可能性。IEC及ISO各成员国都保存有最新有效国际标准的登记本。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EC 79-0:1983 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的电气设备— 0部分：一般要求

    第2号修正案(1991)

    IEC 92-101:1980 船舶电气设备— 101部分：定义和一般规定

    第2号修正案（1987)

    IEC 92 401:1980 船舶电气设备— 401部分：安装和完工试验

    第1号修正案（1987)

    IEC 92-502:1980 船舶电气设备— 502部分：专辑一一油船

    IEC 92-503:1975 船舶电气设备— 503部分：专辑－－一 电压大于 1 kV至11 kV的交流供电系

                        统

    IEC 331:1970 电缆的耐火性能

    IEC 332-1:1992 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试验

第一篇 定 义

2 定义

2.1 综合

2.1.1成束电缆 bunched cables

    敷设在单根导管、管道或槽内的，或者虽不围闭，但相互并不分离的两根或多根电缆。

2.1.2 分路 branch

    把用电设备接至配电网络的电气线路。

2.1.3分路系统 branch system
    若干分路的组合。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1998一07一24批准 1999一05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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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4 网状网络或环形干线 meshed network or ring-main
    连接馈电点（节点）并构成一闭合回路的一组导线。

2.1.5 同时使用系数（需用系数） diversity factor (demand factor)

    一组用电设备在它们正常工况下所估计的总负载与它们的额定负载的和之比。

2.1.6 一次配电系统 primary distribution system
    与发电机有电气连接的系统。

2.1.7 二次配电系统 secondary distribution system

    与发电机无电气连接的系统，例如用双绕组变压器或电动发电机组隔离的系统。

2.1.8 船体回路系统 hull-return system

    用绝缘导线连接电源的一极或一相，而用船体或其他永久性接地的结构有效地连接另一极或另一

相的系统。

2.1.9 瘫船状态 dead ship condition

    由于失去动力，主推进装置、锅炉和辅助设备都不能运行的状态。

2.2 直流配电系统

2.2.1 直流双线系统 two-wire D. C. system

    仅由负载接于其间的两根导线组成的直流系统。

2.2.2 直流三线系统 three-wire D. C. system

    由两根导线和一根中线组成的，由此两外侧导线或由中线与任一外侧导线供电的，且此中线仅承载

差额电流的直流系统。

2.3 交流配电系统

2.3.1 交流单相双线系统 single-phase two-wire A. C. system

    仅由负载接于其间的两根导线组成的交流单相系统。

2.3.2 交流单相三线系统 single-phase three-wire A. C. system
    由两根导线和一根中性线组成的，由此两外侧导线或由此中性线与任一外侧导线供电的，且此中性

线仅承载差额电流的交流单相系统。

2.3.3 三相三线系统 three-phase three-wire system

    由连接于三相电源的三根线所组成的系统。

2.3.4 三相四线系统 three-phase four-wire system

    其三根导线连接于三相电源，而其第四根导线连接于电源中性点的由四根导线组成的系统。

2.4 电源

2.4.1 主电源 main source of electrical power

    用于向主配电板供电，以便给为使船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和生活条件所必需之所有用途配电的电

源。

2.4.2 应急电源 emergency source of electrical power

    在主电源的供电一旦发生故障时，用于向应急配电板供电的电源。

第二篇 安 全

3 一般要求

船舶电气设备应能：

— 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保持为安全所必需的服务

— 确保旅客、船员和船舶的安全，免遭电气危险；

— 考虑到本标准中有关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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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能地满足《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可适用条款的要求。

第三篇 配电系统

4 宜流配电系统

4.1 直流配电系统

    下列系统可看作标准的配电系统；

    — 双线绝缘系统；

    — 以船体为回路的单线系统；

    — 一极接地的双线系统；

    — 中线接地但不以船体为回路的三线系统；

    — 中线接地并以船体为回路的三线系统。

4.2 电压（直流）

    船舶供电系统的额定电压推荐值和允许的最高电压列于表1,

                                  表 1 船舶供电系统的直流电压

用途 额定电压 最高电压

    动力

炊具、电热

照明和插座

  110;220

  1103220

24;110;220

500

250

250

5 交流配电系统

5.1 交流一次配电系统

    下列系统可看作标准的一次配电系统：

    —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 中点接地的三相三线系统。

    对于500 V及其以下的所有电压，补充下列系统；

    — 中点接地但不以船体为回路的三相四线系统；

    — 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 一极接地的单相双线系统。

    注：对于油船，见IEC 92-502：专辑— 油船。

5.2 交流二次配电系统

    下列系统可看作标准的二次配电系统：

    — 三相三线绝缘系统；

    — 中点接地的三相三线系统。

    对于500 V及其以下的所有电压，补充下列系统：

    — 中点接地但不以船体为回路的三相四线系统；

    — 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 一极接地的单相双线系统；

    — 对照明和插座供电用的中线接地的单相双线系统；

    — 中线接地但不以船体为回路的单相三线系统。

5.3 交流电压和频率

    在选择船舶系统的电压和频率时，应适当考虑可能与该系统连接的岸电电源的电压和频率，并且还

应考虑不同电压和（或）频率可能对电气设备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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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供电系统允许的最高电压和额定电压与频率的推荐值列于表20

5.4 控制电压

    电压超过500 V的配电系统，其控制电压应不超过250 V，但如所有的控制设备均封闭在有关的控

制装置内，且配电电压不超过1 000 V，则可例外。

                              表 2 船舶供电系统的交流电压和频率

用 途
额定电压

    V

额定频率

    Hz

最高电压

    V

1．可靠固定和永久连接的动力、电热和炊具设备。

    由插座供电的，以其本身的固定而永久接地的

或以含有一 一（其尺寸符合 IEC 92-401号出版物：
“安装和完工试验”表 1的）连续接地导线的专用接

线接地的设备。

      三相

        120

      220｛

      240｛

  ：：：｛2）
        440

      660"“

3 000’/3 300

6 000" /6 600'

10 000*/11 ooo*

      单相

        120

      220）

      240）

三相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单相

  50

  50

  50

三相

  60

  60

  60

  60

  60

  60

  60

单相

  60

  60

三相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 000

11 000

11 000

单相

  500

  500

  500

2．固定照明，包括插座。这些插座用于项 1和 3未

  述及的用途，但拟用于具有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的设备或以含有— （其尺寸符合IEC 92-401
  号出版物表 1的）连续接地导线的软线或电缆相

  连接的设备。

  单相

  120

220｛1）
240）

单相

  50

  50

  50

单相

  60

  60

单相

250

250

250

3．用于需特别当心触电处的插座：

  a）用或不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b）用一台安全隔离变压器仅对一个用电器具供

      电的场合。

      这些系统的两根导线均应对地绝缘。

  单相

    24

  120

220｛1)
240）

单相

  50

  50

  50

  50

单相

  60

  60

  60

      一

        单相

            55

            250

            250

1 250
1）将来仅用 230 V a

2）将来仅用400 V,

3）将来仅用 690 Va

，仅适用于动力。

注

1 对超过 1000 V的有限配电，见 IEC 92-503出版物：专辑— 电压大于 1 kV-11 kV的交流供电系统。

2 也可见 IEC 92-502出版物的 3. 1 a

3 电压超过 500 V的配电系统的控制电压见 5. 4 0

第四篇 电 源

6 辅助设备用电源

6.1 一般要求

    电气装置应考虑下列要求。

6.1.1 确保为使船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和生活条件，以及为保藏货物所必需的所有辅助电气设备之运

行，而不必求助于应急电源。

6.1.2 在各种应急状态下，仍能确保为安全所必需之电气设备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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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当其包括交流发电机时，应注意接至该系统的鼠笼电动机的起动，特别要考虑由最大起动电流

和功率因数而引起的瞬态电压变化的幅值和持续时间的影响。由此起动电流而引起的电压降不应导致

已运行之任何电动机的停转或者对使用中的其他设备产生任何有害的影响。

    注：要注意到：

        IEC 92-101：定义和一般规定，第2节，第11条；

        IEC 92-201：系统设计 一总则，第8节，第 36条；

        IEC 92-301：设备一 发电机和电动机，第4条。

    这些内容均涉及电压和频率的稳定。

6.2 主电源

6.2.1 每艘船舶均应备有足够容量的主电源，以供电给6.1.1中所述的所有设备。这一主电源应至少

包括两套发电机组。

6.2.2 这些发电机组的容量，应是当其中任一发电机停止供电时，仍能确保对那些必需设备的供电，以

提供

    a）推进和安全的正常运行状态；

    b）最低的舒适生活条件；

    c）货物的保藏。

    最低的舒适生活条件应至少包括用于照明、烹调、加热、生活冷藏、机械通风、清洁卫生用水和淡水

的适当设施。

6.2.3 船舶主电源应设置成不管主推进机器或轴系的转速和转向如何，均能保持6.1.1中所述之设备

的供电。

    如在所有的航行和机动状态，包括推进器”停转时，其布置使得由推进装置所驱动的发电机的发电

容量足以按6. 2. 2的要求提供电能，且满足所有更进一步的要求，特别是 6. 2. 4的要求，那么这些发电

机可接受用作组成主电源的发电机。这些发电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应不低于独立的发电机组。

    不符合本条要求的由推进装置所驱动的发电机可以用作附加电源，以求电力平衡，但应注意在电源

中断之后（例如由于推进装置的突然停止），迅速恢复为保持船舶处于运行和安全状态所必须的所有辅

机之供电。用于恢复上述用途的时间应不超过455。

6.2.4 此外，发电装置应当确保在任何一台发电机或其原动机停止运行时，其余的发电机能对瘫船状

态下起动主推进装置所必需的电气设备供电。如果应急电源的容量，或者其与任何其他电源合在一起的

容量，足以同时对有关主管机关所要求的应急设备供电，则应急电源可用f从瘫船状态下起动之目的。

    如用于从瘫船状态下起动的设施完全是电气的，且应急电源不能用于此目的，则对于从瘫船状态下

起动所用的发电机组的起动设施，至少应提供相当于起动应急发电机组所要求的起动装置。

6.2. 5 如果变压器、变流器或类似的设备为6. 2所要求的供电系统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那么该系

统的布置应确保其具有与6. 2所述相同的供电连续性。

6.3 应急电源— 一般要求

6.3.1 应按有关主管机关的要求，备有一独立的应急电源。只要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在所有情况下应

急工作的独立性，应急电源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和短时间地用来向非应急电路供电。

6.3.2 在应急时可用的电力、供电持续时间以及为安全而需供电的设备，应当符合有关主管机关的要

求。

6.4 客船应急电源

6.4.1 如果应急电源为发电机，则该发电机应

    a)由适当的具有独立燃油供应的原动机驱动。

    b)在从主电源至应急配电板的供电发生故障时，能自动起动，且应自动接至应急配电板；随后，

根据第4号修正案（1988年），词汇“ship"（船舶）已经被“propeller"（推进器）所代替”。



Gs/T 7358-1998

6.4.3中所提到的那些设备应自动地转换到由应急发电机供电。该自动起动系统和原动机的特性应允许

应急发电机在安全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能在最多为45 s的时间内尽快地承载全部额定负荷。除非备

有第二个独立的应急发电机起动设施，否则此单一的储备能源应加以保护，以防该储备能源被该自动起

动系统完全耗尽。

    c）设有6.4-3所要求的临时J叔急电源

    注：应对影响应急发电机之原动机的其他条件，诸如环境条件等，作进一步的考虑。

6.4.2 如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则该蓄电池组应能

    a)承载应急负荷而无需再充电，且在整个放电周期内，保持蓄电池的电压在其额定值士12％范围

内；

    b）在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自动接至应急配电板；

    c）立即对至少如6. 4. 3中要求临时应急电源的那些用途供电。

6.4.3 6. 4. lc）中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应由设置在适于应急时使用处的蓄电池组组成，该蓄电池组

在整个放电期间应能无需再充电地保持蓄电池的电压在其额定值士12％范围内，且应布置得不论主电

源或应急电源一旦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地向有关主管机关所要求的设备供电。其容量应足以供电至少

30 min。

6.4.4 应采取措施，对整个应急供电系统每隔一定时间进行试验，且应包括自动起动装置的试验在内。

6.5 货船应急电源

6.5.1 如果应急电源为发电机，则该发电机应

    a)由适当的具有独立燃油供应的原动机驱动。

    b）除非按本条c)设有一临时应急电源，否则在从主电源至应急配电板的供电发生故障时，应能自

动起动。若应急发电机是自动起动的，则应自动接至应急配电板；随后，6. 5. 3中所提到的那些设备应自

动地接至应急发电机。除非备有第二个独立的应急发电机起动设施，否则此单一的储备能源应加以保

护，以防其为该自动起动系统所完全耗尽。

    c）除非设有一个能对6. 5. 3中所述用途供电，且在安全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在最多为45 s的时

间内尽快地自动起动并对所要求负荷供电的应急发电机，否则应设有一个 6.5.3中所规定的临时应急

电源。

6. 5.2 如果应急电源为蓄电池组，则该蓄电池组应能

    a)承载应急负荷而无需再充电，且在整个放电周期内，保持蓄电池的电压在其额定值士12％范围

内；

    b>在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自动接至应急配电板；

    c）立即对至少如6. 5. 3中要求临时应急电源的那些用途供电。

6.5.3 6.5.1c）项中所要求的临时应急电源，应由设置在适于应急时使用处的蓄电池组组成，该蓄电池

组在整个放电期间应能无需再充电地保持蓄电池的电压在其额定值士12％范围内，且应布置得不论主

电源或应急电源一旦发生故障时，能自动地向有关主管机关所要求的设备供电。其容量应足以供电至少

30 min.

6. 5.4 应采取措施，对整个应急供电系统每隔一定时间进行试验，且应包括自动起动装置的试验在内。

6.6 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附加要求

6.6.1 拟按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运行的船舶，不管该周期的长短如何，均应符合6. 6. 2一  6. 6. 8所述

的要求。

6.6.2 如果6.1.1中述及的那些设备平常只由1台船用发电机组供电，则应作出诸如卸载之类的安

排，以保证船舶在所有航行条件下，包括船舶机动条件下，至少具有与有人值班机器处所船舶等同的安

全性。

6.6.3 一旦运行中的发电机组发生故障，应有设施来自动起动1台有足够容量以供电给所必需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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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备用发电机，且将它自动与主配电板相接通，以保证船舶在所有航行条件下，包括船舶机动条件下，至

少具有与有人值班机器处所船舶等同的安全性。

6.6.4 这些安排应容许所有重要的辅助设备自动再起动。如果必要，可以顺序起动。

6．6.5 该自动起动系统和备用发电机组的特性应容许该备用发电机在安全和实际可行的范围内，在最

长为45 s的时间内能尽快地承载其全部额定负荷。

6.6.6 应作出安排，以防止在短路条件下，给定发电机断路器的多次自动闭合。

6.6.7 如果平常由1台以上的发电机并联供电，则应通过采用诸如卸载或适当地分隔配电板汇流排之

类的措施，来保证一旦失去1台发电机组时，其余的发电机组仍能维持推进和操舵运行而无超负载，以

确保该船的安全。

6.6.8 有关安全和报替系统的要求已在IEC 92-504 A中予以规定。

    注：对于客船，除本篇中所规定者外，有关主管机关可以要求作出附加的安排。

第五篇 配电系统的要求

7 一般要求

7.1 接地配电系统

7.1.1 系统接地应采用与非载流部件的任何接地装置无关的设施来实现。

7.1.2 在每台发电机的中点接地连接中应设有切断设施，以便可以断开发电机进行维修。

7.1.3 在中点接地的配电系统中和各发电机拟互连中点进行运行时，应通知制造厂，使之能适当地设

计发电机，以免环流过大，如果发电机的容量和结构不同，则这一点特别重要。

    注：除非所有相应的发电机中点均与系统断开（例如在岸电供电期间），否则变压器的中点不应接地。

了.2 绝缘配电系统

7.2.1 如果采用一不接地的用于动力、照明或加热的配电系统，则无论该配电系统是一次的还是二次

的，均应设有一能连续地监视其对地绝缘电阻，且对低绝缘电阻值发出一声或光指示的装置。

    对于油船，另见IEC 92-502中3.7.10

7.3 温控式集装箱的配电系统

    如果船舶拟用于载运大量的冷藏集装箱，应考虑设置防止集装箱上的接地故障影响主配电系统的

适当设施。

8 配电方式

8.1 船用发电机的输出可以用下列的任何一种方式供电给用电设备：

    a）分枝状的系统；

    b）网状网络或环形干线。

8.2 环形干线或其他闭合回路（例如，区配电板互连成一连续回路）的电缆应由对任何可能的负载和供

电布置均具有足够的载流容量和短路容量的导体构成。

9 负载平衡

9门 直流三线系统的负载平衡

    接在外侧导线和中线间的用电设备，应组合得在正常情况下，在各分配电板和区配电板以及主配电

板上此系统两半边的负载尽可能平衡，使不平衡负载在它们各自负载的15％之内。

9.2 交流三线或四线系统的负载平衡

    对于交流三线或四线系统，最后分路上的用电设备，应组合得在正常情况下在各分配电板和区配

电板以及主配电板上的各相负载尽可能平衡，使不平衡负载在它们各自负载的15％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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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以船体为回路的单线系统

10.1 如果允许以船体为回路的系统，则该系统所有的最后分路均应由两根绝缘线组成，将引出两根绝

缘线的分配电板的母线之一接至船体，形成船体回路。

    接地线应装在可接近的位置，以便于检查，且可把接地线断开，以进行绝缘测试。

    在以船体为回路的直流系统中，磁罗经区域内的所有电缆应按双极性方式布置。依据相应电路的电

流，此布置应适用于磁罗经周围的下列球面半径内，但不适用于由钢质舱壁或甲板隔开的处所。出线和

回线应布置在一根电缆内或者直接并排布置。

电 流，A 球面半径，m

簇10

10̂ -50

  ＞ 50

J

7

9

  对无线电发报装置或包括测向仪在内的其他重要的无线电设备，可采用制造厂的数据。

2 在油船上不应采用以船体为回路的系统，对油船，IEC 92-502是适用的。

最后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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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门 一般要求

    每台重要用途电动机和每台额定功率为1 kW或以上的电动机，均应由单独的最后分路供电。额定

电流超过16 A的最后分路应只供电给一个用电器具。

11.2 照明最后分路

    照明最后分路不应供电给电热和动力器具，但小型的厨房设备（例如烤面包器、搅拌机、咖啡壶）、各

种小电动机（例如台扇和舱室风扇、冰箱）、衣橱加热器和类似器具可例外地由照明最后分路供电。

    对额定电流不超过 16 A的最后分路，其所接总负载不应超过此最后分路保护装置整定电流的

800o。

    额定电流不超过16 A的最后分路所供电的照明点数不应超过下列最大值：

电 压，V

    ＜二万5

  55 120

> 120--250

照明点数最大值

；｛
    对于灯头组合得相互非常接近，且以固定导线接至最后分路的檐板照明、面板照明和灯光标志，只

要该最后分路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10 A，则接至最后分路的照明点数可以超过上述规定。

11.2. 1 在缺乏关于最后分路照明负载的准确数据时，可以假定每个灯座需要的电流相当于可能被连

接的最大负载，且假定此最大负载应至少为60 W；但如果灯座结构仅能装额定功率小于60 W的灯泡，

则其额定电流可以例外地按此灯泡作相应估算。

11.2.2 居住处所中的照明最后分路可以尽其实际可行地包括插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插座按两个照

明点计算。

11.3 电热最后分路

    每个电热器应接至一单独的最后分路，但总额定电流不超过16 A的数量不超过10个的小型电热

器可以例外地接至一单独的最后分路。

11.4 控制电路

    另见IEC 92-504：专辑－— 控制和测量仪表，以及IEC 201-1：工业机械的电气设备，第1部分：一般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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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供 电系统和额定 电压

    由于控制电路的延伸和复杂性是可变的，因此不可能对供电的类型和电压作详细的建议，但是应考

虑选取具有表1和表2中所列额定电压的交流或直流系统。

    如把外部的控制系统组装在控制台中，则除非单独地对偶然的触及提供保护，且适当地予以标记，

否则其控制电压不应超过250 V e

11-4.2 电路设计

    应尽其实际可行地把控制电路设计得在这些电路中的故障不会损坏系统的安全。

    特别是控制电路的设计、布置和保护，应限制由在控制电路与易于引起受控电器误动作（例如无意

的操作）的其他导电部件之间的故障所导致的危险。

      注

    1对于油船（见工EC 92-502：专辑— 油船），可以认为在安全区域中的局部接地的控制电路是IEC 92-502中3.5.2

      的例外。

    2应注意到控制电路的分隔，以在设备之外的控制电路中出现故障时，保持重要用电设备的可用性。例如即便在有

      关的发电机开关板组件之外的欠压电路的这一部分中出现故瘴时，仍应可手动闭合发电机的断路器。

11-4.3 电动机控制

    如果起动电动机容易导致危险，那么除非要求自动再起动，否则电动机控制电路的设计，应能防止

任何电动机在由于电压跌落或丧失而停转后的无意的自动再起动。

    如果设有电动机逆流制动，且该电动机的反转可能导致危险，则应采取措施以避免在制动结束后电

动机反向旋转。

    如果电动机的转向与安全有关，例如对于升降机装置，则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其（例如）由于一相失电

或相位反接而引起的反向运行。

11.4.4 保护

    对于控制电路（包括信号灯），应设有短路保护。

    如果信号灯中的故障会影响重要用电设备的运行，则这些灯应单独予以保护。

11.4.5 电路的布置

    对于重要的负载，应考虑对相联用的控制电路进行监视，以尽其实际可行地确保这些电路易于投人

使用。

插座

供可携灯和小型家用电器用的插座，可以按11. 2中所述组合在一起。

250 V以上系统用的插座，其额定电流不应低于16 A,

如果采用由不同的配电系统供电的插座，则这些插座与插头应设计成不可能被错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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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机器处所、居住处所、货物处所等处所中的照明电路

13.1 在诸如下列处所：

    一一主要和大的机器处所；

    — 大厨房；
    ＿一走廊；

    — 通向艇甲板的楼梯；

    — 公共处所。

    应有一路以上的照明最后分路，其中一路可由应急配电板供电。这样，任一电路发生故障都不会使

照明降到亮度不足的程度。

13.2 货物处所的固定照明电路应由装在该货物处所外的多极联动开关加以控制。应设有指示这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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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带电的装置。

14 岸电连接

14.1 如果拟由岸电或别处电源供电，为了便于接纳由外部电源来的软电缆，应在船上装设一适当的岸

电箱，在此岸电箱与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之间应设有足够定额的固定敷设电缆。

14.2 应设有将船体适当接地的接地端子。

14.3 在主配电板或应急配带板上应设有岸电连接指示器，用于指示此电缆已通电。

14.4 应设有检查外来电源的极性（对直流）或相序（对三相交流）是否与船舶系统相符的装置。

14. 5 在岸电箱上应标出供电系统的全部数据、船舶系统的额定电压（若为交流还应包括频率）和进行

连接的程序。

14.6 应采取措施将下垂的电缆固定在构架上，以免电缆接线端承受机械应力。

14.7 任何用于岸电连接的变压器应为双绕组式。

15 航行灯

15.1 桅灯、舷灯和舰灯应分别接至置于驾驶室内可接近部位的航行灯专用的配电板上，航行灯配电板

直接或通过变压器接至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驾驶室里应设有能把航行灯转换至另一可替换电源的

装置。

15.2 每一航行灯应在每一绝缘极上用一熔断器加以保护，且应装设双极开关，或者用另一种办法，以

上面提到的航行灯配电板上装设的双极断路器来加以保护。

15.3 每一航行灯均应设有在灯光一旦熄灭时发出声和（或）光报警的自动指示器。如果采用声报警装

置，则该装置应接至一独立电源，例如接至一原电池或蓄电池上。如果采用与航行灯串联连接的光信号

装置，则应有防止由于此光信号装置故障而导致航行灯熄灭的设施。

16 无线电装置

应设有自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引出，供电给无线电装置的专用电路。

固定安装的潜水式舱底泵

固定安装的潜水式舱底泵电动机应接至应急配电板（如果有的话）。

固定安装的潜水式舱底泵的电缆及其接头应能在水头等于隔舱 甲板到泵之间的距离的水压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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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电缆应有不透水的护套和恺装，且应从此隔舱甲板以上连续敷设到电动机的接线端，电缆应从底部

进人空气罩。

17.3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能从隔舱甲板以上的某一方便位置处起动固定安装的潜水式舱底泵。

17.4 如果在电动机处设有一附加的机旁起动装置，则应在与甲板上安装的起动器相邻近的位置设置

一用以切断来自那里的所有控制线的电路。

18 电动机电路

18.1 电动机起动

    每台电动机均应设有能确保该电动机满意起动的控制装置。根据电站容量或电网容量，在某些情况

下可能必须限制起动电流至某一可接受值。

    电动机控制装置辅助电路的供电或该设备的设计，应使其固有的功能不受起动期间主电路电压降

的影响。

18.2 隔离设施

    额定功率等于或大于0. 5 kW 的每台电动机及其控制装置，应装设从电源的所有带电极隔离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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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设施。如果控制装置在主配电板或辅助配电板上或其附近，则配电板内的隔离开关可兼作此用。否

则，应在控制装置外壳内设一个隔离开关或者单独设一个封闭隔离开关。

18.3 远离电动机的起动器

    当起动器或隔离电动机用的任何其他电器远离此电动机时，建议采用下列任一措施：

    — 把隔离电路锁定在“分断”位置，或

    — 在邻近此电动机处设置附加的隔离开关，或

    — 每一带电极或相上的熔断器布置得易于由被指定可接近此电动机的专职人员取下并保管。

18.4 共用起动器系统

    如采用一单独的共用起动器系统（即用一台起动器来依次控制多台电动机起动），则对每台电动机

而言，共用起动器应配备欠电压保护和过流保护以及隔离设施，其有效程度不低于对每台电动机单独使

用 一个起动器的系统的要求。

    如果此共用起动器为自动型，则应配备供手动操作用的适当的替换或应急设施。

    如果起动器用来起动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则该起动器应为双套的，并应采取措施，使其中一个起动

器万一发生故障时，完全相同的另一个就能投人运行。

灯具

  电压超过250 v的放电灯灯具

每一放电灯灯具或装置应在可接近的位置上设有多极（所有极）隔离开关。

这种开关应清晰地加以标记，且在开关附近应设置警告标志。

开关或其他分断电流的装置不应装在变压器的二次回路里。

  探照灯和弧光灯

应使用多极（所有极）隔离开关来切断每只探照灯和弧光灯。

如果电阻与弧光灯串联使用，则电源电路中隔离开关的设置应使得开关处于“分断”位置时串联电

O
J

八U
J

月
1

月

．
．

19．2

阻与弧光灯两者均被切断。

20 船内通信电路

20.1 由电力或照明电路供电

    如果船内通信电路直接由电力或照明电路供电，或者如果供电电压超过55 V，则其所有设备均应

符合电力及照明电路的要求。

20.2 由单独电源供电

    如果电压低于55 V的船内通信系统由电动发电机组、原电池或蓄电池、或者变压器以及半导体变

流器供电，且在电气上与照明和电力电路完全隔离，则开关、电阻、配电板、附件、仪表和其他电器的结构

应牢固，且应安装得确保其对于系统电压和安装位置具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20.3 机舱传令钟或类似装置

    机舱传令钟或类似装置的供电一旦发生故障时，应在驾驶室内有指示。

第六篇 同时使用（需用）系数

21 最后分路

最后分路电缆应按其所接负载确定参数。

22 除最后分路外的其他电路

供电给两个或两个以上最后分路的电路，应按其所接总负载确定参数，如果合理，应按23和2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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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使用（需用）系数。

    如果在区配电板或分配电板上留有备用电路，则在采用任一同时使用系数之前，应把为将来增添负

载所留余量加到所接总负载中去。计算余量时应假定，每一备用电路需要的负载不小于有相应定额的每

个使用电路的平均负载。

23 同时使用（需用）系数的采用

    只要装置的某一特定部分中的已知或预期的条件适于分散使用，就可以采用同时使用（需用）系数

来计算导体的横截面和开关装置的定额。

24 动力电路— 一般要求

    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同时使用系数。应按照电动机的铭牌额定值确定其正常满载，如果得不到铭牌

额定值，则应采用表3给出的额定值。

    在估计交流动力电路的同时使用系数时，应考虑到带部分负载的电动机所消耗的电流会略有减小。

                        表3 直流和三相交流电动机满载电流的近似值

                                            （见注 1和注 2)

电动机的

机械输出

  功率

    kW

满载电流近似值，A

直流 三相交流

110 V 220 V

380 V,50 Hz 440 V,60 Hz

  750

r/min

1 000

r/min

1 500

r/min

3 000

r/min

  900

r/min

1 200

r/min

1 800

r/min

3 600

r/min

0.25

0. 37

0.55

0. 75

1.1

1.5

2.2

  3

  4

5.5

7.5

  11

  15

18.5

  22

  30

  37

  45

  55

  75

  90

110

132

4.2

5.8

8.4

10.4

14. 8

  19

  26

  36

  46

  62

  82

118

160

196

230

310

382

462

562

764

914

1 114

2. 1

2. 9

4. 2

5. 2

7. 4

9. 5

13

18

23

31

41

59

80

98

115

155

191

231

281

382

457

557

667

注 2

3. 4

4. 3

  6

7. 7

10

13

18

25

32

40

47

62

76

91

110

147

174

213

253

  3

3. 9

5 5

7. 2

9. 5

12. 5

  17

  24

  31

  39

  46

  60

  74

  88

106

142

171

210

248

2. 7

3. 6

5. 1

6. 8

  9

12

16

23

31

38

45

59

73

87

105

140

169

205

243

2．5

3.4

4. 9

6．5

8.2

11. 5

  15

  22

  30

  37

  44

  58

  72

  84

103

136

166

200

238

2.7

3. 6

5. 2

  7

8. 9

12

15

21

27

33

38

52

63

76

93

125

150

182

217

2. 54

3. 3

5.0

6. 6

8. 5

  11

  14

  20

  26

  32

  37

  50

  61

  74

  90

121

145

176

211

  2

3.1

4. 6

6. 3

8.1

11

14

20

26

32

37

49

60

72

88

119

142

173

208

1. 9

  3

4.2

5.8

7. 2

10

13

19

25

30

35

48

59

71

87

118

141

172

208

注

1 显然，本表中的数字未必是特定电动机的电流值，而是平均值，特定电动机的电流值将受速度、效率和功率
    因数的影响，例如，相同输出定额的转速较低（且较大）电机的效率必定略低于转速较高（且较小）电机的效

    率。

    但这些数字可以作为供第24章用的各电动机电流的足够的近似值。
2 列出输出功率小于1 kW的三相交流电动机的电流值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此范围内电流值变化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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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货物装卸绞车和吊车电路

    货物装卸纹车和吊车的同时使用系数可根据从制造厂取得的并经制造厂与买主商定的资料来确

定。若得不到资料，则可采用表4的同时使用系数。

                          表 4 货物装卸纹车和吊车电路的同时使用系数

电动机数t

    台

所提供的电流

相同规格电动机 不同规格电动机

2 电动机总满载的10000

3 电动机总满载的670o 最大电动机满载的100％

加上其余每台电动机满

        载的500o

4 电动机总满载的620o

5 电动机总满载的60％

）6 电动机总满载的5000

第七篇 防护等级

26 一般要求

电气设备应按其安装位置至少具有表5所列的防护等级，表5与GB 4208是一致的。

                            表5 防护等级的最低要求

                                      （符合GB 4208)

1 2 3 4

安装位置举例
安装位置

  的状况

按防护等

级的设计

        设备

符号“X”表示同第3栏

符号“一”表示不推荐

配电板

控制装

置电动

机起动

  器

发电机 电动机

变压器

半导体

变流器

灯其 电热器 电炊具

附具

（例如

开关、

接线

盒）

油船（见注1)

氨制冷机房

蓄电池室

灯室

油漆贮藏室

气焊瓶贮藏室

具有危险的货舱

含有闪点为60℃或60'C

以下油的管路的管隧

有爆炸

危险

有爆炸

危险

合格安全

型见注 2

合格安

全型见

  注 2

X

X

x

x

X

X

x

注 4

  X

  X

  X

  X

  X

  X

  x

干燥的控制室

仅有接触

带电部件

  的危险

IP20 X X X X X X X

控制室（驾驶室）

花铁板以上的机炉舱

舵机舱

有滴液和

（或）中等

机械损伤

IP2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P44

I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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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完）

1 2 3 4

安装位置举例
安装位置

  的状况

按防护等

级的设计

          设备

符号“X”表示同第 3栏

符号“一”表示不推荐

配电板

控制装

置电动

机起动

  器

发电机 电动机

变压器

半导体

变流器

灯具 电热器 电炊具

附具

（例如

开关、

接线

  盒）

制冷机室（氨装置除外）

应急发电机室

一般贮藏室

配餐室

供应室

危险

IP2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P44

IP44

  X

IP44

  X

盆浴室和淋浴室

花铁板以下的机炉舱

闭式燃油分离器室

闭式滑油分离器室

增加了滴

液和（或）

机械损伤

  危险

IP34 IP44

IP44

IP44

IP44

IP44

X

X

X

X

IP44

IP44

IP44

IP44

IP55

IP55

IP55

IP55

压载泵舱

冷藏舱

厨房和洗衣室

增加了滴

液和机械

损伤危险

IP44

X

X

X

X

X

X

X

IP34

IP34

IP34

X

X

X X

IP55

IP55

  X

双层底中的轴隧或管隧

一般货舱

有液体喷

射危险，

有货尘，

有严重的

机械损伤，

有腐蚀性

  烟雾

IP55 X X X X

X

X

X

IP56

  X

露天甲板
有大量液

体的危险
IP56 X X IP55 X X

1 油船见IEC 92-502，附录 Ao

2 在IEC 79:“用于爆炸气体环境中的电气设备”中提到的合格安全型设备用于露天甲板上或其他可能潮湿

    的处所时，可以提出附加的外壳要求。上述示例可作为指南。

3 如果设备本身达不到防护要求，则应采取其他措施或选择安装位置来保证达到本表规定的防护等级。

4 花铁板以下的机器处所、封闭的燃油和滑油分离器室或要求安装合格安全型设备的处所中不应安装电源插

    座。

5 对于危险性尘埃，合适的防护等级是IP66或合格安全型。

第八篇 电 缆

27 电缆的选择

    本篇全部适用于电压等于或小于1 000 V的电力系统用电缆。

    注：本标准也述及矿物绝缘电缆，有关要求为目前通常的实践所接受。如果IEC 20B分技术委员会正在考虑的有关



GB/T 7358-1998

矿物绝缘电缆的标准颁布，则应核对现行标准是否须相应予以修改。

28 绝缘的选择

28.1 任何电缆的额定电压不应低于它所在电路的额定电压。

28.2 绝缘材料的额定运行温度应至少比电缆敷设处所可能存在的或者产生的最高环境温度高10'C.

29 防护攫盖层的选择

29.1 装于露天甲板、阴湿和潮湿位置（例如浴室）、货物处所、冷藏处所、机器处所和通常可能出现凝结

水或有害蒸气（包括油蒸气）处的电缆，均应具有不透性护套。

    注：虽然聚抓乙烯(P. V. C. ),氛磺化聚乙烯(G. S. P.）和抓丁橡胶(P. C. P.）护套不适宜长期浸人液体中J，但在此认

        为它们是不透性的。

29.2 在选择不同类型的防护覆盖层时，应适当考虑每根电缆在敷设和使用时可能会受到的机械作用。

    如果认为防护覆盖层的机械强度不够，则应将电缆装人管子或导管内，或者以其他方法防护。

29.3 电缆应具有符合IEC 332-1《电缆在火焰条件下的试验》中第1篇“单根垂直绝缘电线或电缆的试

验”的阻燃性能。

29.4

30

要求具有耐火性能的电缆，应同时符合IEC 331《电缆的耐火性能》的试验要求。

  用于交流电路的单芯电缆，还须参见IEC 92-401的45.2,

失火报替、探火和应急灭火设备用电缆

30.1 在失火报警、探火、应急灭火设备、失火通信和遥控停机用电路，以及类似的保安控制电路中，应

考虑采用耐火电缆，但下列情况除外：

    — 系统为自检型或故障安全型；

    — 系统为双套。

31 导体截面积的确定

    每根导体的截面积应大到足以满足下列条件。

31.1 电缆可能承受的最大负载应根据由该电缆供电的电路、电机等的负载需要和同时使用系数来计

算（另见11)0

    每根电缆经修正的电流定额应不小于该电缆可能承载的最大电流值。

    把列于表6的连续使用的电流定额（见32)，采用有关的修正系数（见33,34和35)，就可计算出经

修正的电流定额。

31.2 电路承载最大负载时的电压降不应超过对该电路所规定的限值（见36)0

31. 3 对按上述计算确定后的截面积，还应考虑到短路（见39)和电动机起动电流（见35)所引起的温

升，并加以校核。

31.4 导体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以满足敷设和工作条件。

31.5 接地导体的截面积应遵照IEC 92-401的5. 2的规定。

    注：本标准表格中列出的额定电流和修正系数仅为平均值，它们并不能精确地适用于实际上现有的全部电缆结构

        和全部敷设条件。但考虑到此误差〔在估计运行温度时为摄氏几度）与具有一个用于估计额定电流的单一的国

        际标准的优点相比较并不重要，因而仍然推荐供一般应用。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应允许根据所有感兴趣的部门

        都能接受的实验或计算数据作更精确的计算。

32 连续工作的额定电流

32.1 就本标准而言，应认为电缆的连续工作是带有恒定负载的载流持续时间长于三倍电缆发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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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即长于临界持续时间（见图2)者。

32.2 表6列出了不同绝缘材料的单芯电缆在连续工作时推荐的额定电流。

    不论覆盖层为何种类型（例如，有恺装的还是无恺装的），这些额定电流均相近似地适用。

    注：所有的计算值是对于 45 C环境温度，并假定在四根电缆束集在一起，且置于大气中（另见34. 1)的情况下，导体

        的温度达到并连续保持其绝缘的最高额定温度而算得的。对于不同的情况，见下列内容。

32.3 对于双芯、三芯和四芯电缆，表6列出的额定电流应乘以下列（近似）的修正系数：

    对双芯电缆为0. 85;

    对三芯和四芯电缆为0. 700

                              表 6 单芯电缆连续工作的额定电流

                                          （环境温度45̀C)

1 2 3 4 5 6

标称截面积

    mm2

普通用途的

聚抓乙烯

  耐热

聚氯乙烯

丁基橡胶 乙丙橡胶和

交聚抓乙烯

  硅橡胶和

矿物绝缘“‘

60一 C’ 75'C ’ 80〔‘ 85C ‘ 95'C‘

A

  1

1. 5

2. 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8

12

17

22

29

40

54

71

87

105

135

165

190

220

250

290

335

13

17

24

32

41

57

76

100

125

150

190

230

270

310

350

415

475

15

19

26

35

45

63

84

110

140

165

215

260

300

340

390

460

530

16

20

28

38

48

67

90

120

145

180

225

275

32

365

415

490

560

20

24

32

42

55

  l5

100

135

165

200

255

310

356

410

470

  二 导体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

“ 见 27的注。

注

1 对于每一标称截面积S (mm')，表 6的额定电流 RA）已按以下公式计算：

                                                    I＝a又So. 6s

    式中：a是与导体的最高允许工作温度有关的系数，其值如下：

片儡 mi< 2. 5 m,2.5 m行｛75 C      80 C13. 5     15. 013.0      15.01日
2 若敷设矿物绝缘电缆”的位置有可能使它的铜护套在使用中被人手触及时，则第6栏中的额定电流应乘

    以修正系数 0.70，以使护套的温度不超过 70'C }

“ 见 27的注。

导体的最高允许温度 60C ［75C SOC 85C 95C

a值
对标称

截面积

妻2．smmZ
＜2．smmZ

9．5

8。0

13．5

13．0

15．0

15.0

16.0

16.0

18.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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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环境空气温度时的修正系数

    表6的额定电流系基于45℃环境温度，该环境温度可看作冷却空气温度的标准值，一般适用于各

类船舶和在任何气候条件下的航行。

    然而，如果考虑到特殊用途船舶（例如，沿海船舶、渡船、港口船）的环境温度永远低于45'C，则可以

增加表6的额定电流值（但决不应认为环境温度可低于35"C)o

    另一方面，如果预计到电缆周围的空气温度可能高于45'C（例如，当电缆全部或部分地敷设在产生

高热的或者由于热传导而使电缆达到较高温度的处所或舱室内时），则应降低表6的额定电流值。

    在这些情况下的修正系数列于表70

                              表 7 各种环境空气温度的修正系数

导体最高

  温度

                                    环境空气温度的修正系数

35 C一｛40'C一二℃｛50℃一55'C.「    60'C｝“℃｝一70℃一75 0C1    80-C｛叔40℃ 45 ̀C 50 C 55℃ 60℃ 65 'C to 0c 75℃ 80℃ 85̀C

60C

650C

toC

75（〕

80〔、

85 C

90C

95C

1．29

1．22

1. 18

1．15

1. 13

l. 12

l．10

1。10

1. 15

1. 12

1. 10

1. 08

1. 07

1．06

1．05

1. 0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82

    0.87

    0.89

    0.91

    0.93

    0.94

， 0.94

一0.95

0. 71

0.77

0.82

0.85

0. 87

0.88

0. 89

0.63

0.71

0.76

0.79

0.82

0.84

0. 58

0.65

0.71

0.74

0.77

0. 53

0. 61

0.67

0.71

0.50

0.58

0.63

0.47

0.55 0.45

34 成束电缆的修正系数

34.1 对于成束敷设在电缆架上、电缆导管、管道或线槽内的电缆，可以认为表6列出的电流定额（和由

此导出的数据）是适用的，无须采用修正系数，但当有可能同时以满载额定容量运行的六根以上的电缆

成束紧靠敷设，使其周围没有自然空气循环时应例外地采用0.85的修正系数。

    注：敷设在单根导管或管道内，或者虽不封闭在管内，但彼此并不分离的两根或多根电缆称为成束电缆。

35 不连续工作的修正系数

35.1 如果电缆用来供电给运行周期为0. 5 h的电动机或设备，则可以用图1所示的有关修正系数来

增加其列于表6的额定电流。图1的修正系数仅适用于中间的停止周期长于临界持续时间，即长于二倍

电缆时间常数的情况。电缆时间常数列于图2，它为电缆直径的函数。

    注：图1列出的修正系数是近似值，它主要取决于电缆的直径。通常，0. 5 h运行周期适用于绞缆机、起锚机、重型起

        货机和循推力器。对于自动恒张力绞缆机和特种船舶的舷推力器，0. 5 h可能是不够的。

35.2 如电缆用来供电给间歇运行的单台电动机或其他设备，例如通常的起货机（重型起货机除外）、机

舱起重机和类似装置，则可以用图3所示的修正系数来增加其列于表6的额定电流。

    图3所示的修正系数是按4 min带恒定负载和6 min不带负载的10 min周期进行近似计算而得到

的。

36 电压降

36.1 导体截面积的确定，应使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导体承载最大电流时从主配电板或应急配电板的汇

流排至每一个安装点的电压降不超过额定电压的60o。对于电压不超过55 V的蓄电池供电，这个数字

可以增加到10％0

    对于航行灯，为了保持所要求的亮度和颜色，可能必须把电压降限制到较小的数值。

    上述的数值适用于正常的稳态。在短时特殊情况下，如电动机起动，可以接受较大的电压降，只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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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能够经受得住较大电压降的影响。

｝ 一
｛ ！ 川

一修正系数一俘 。12

/    t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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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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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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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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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5 h和1h运行周期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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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电缆的并联

    如果并联的电缆具有相同的阻抗、相同的截面积和相同的导体额定温度，则它们的载流量为所有并

联导体电流定额之和。只有截面积等于或大于10 mm,的电缆才允许并联。

38 电路的分隔

38门 要求单独的短路／过流保护的所有电路均应采用分开的电缆，但下述电路除外。

    a）如果主电路和辅助控制电路由一公用的隔离开关控制，则从主电路分出的控制电路（例如对电

动机而言）可以并人主电路电缆。

    b)电压不超过安全电压的非重要电路。安全电压的定义见IEC 92-101《定义和一般规定》的2.190

38.2 至少必须有两路供电的重要电气设备，例如操舵装置，其电源电缆和任何有关的控制电缆都应沿

着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均尽其实际可行地相互远离的不同路径敷设。

38. 3 具有不同的导体最高额定温度（见表 6）的绝缘材料的各电缆不应成束敷设在一公共的电缆夹、

填料函或导管中。如果这并不切实可行，则这些电缆的选择应使得没有一根电缆的温度会高于其本身的

额定值。

38.4 如果要求把船舶划分成防火区（例如通常在客船上的情况），则电缆线路的敷设应使得任一主竖

防火区内的失火不会影响到任一其他主竖防火区内重要设备的正常达行。如果穿过任何区域的主电缆

和应急电缆，不论在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均尽其实际可行地相互远离，则应认为它们满足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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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短路容，

1 电缆及其绝缘导体应能承受可能流经电缆所在电路任何部分的最大短路电流的机械效应和热效

，不但要考虑到电路保护装置的时间／电流特性；而且要考虑到第一个半周内预期短路电流的峰值。

39

应

40 冷藏处所内的电缆

40.1 敷设在冷藏处所内的电缆应具有水密或不透性护套，并应对机械损伤予以防护。

    除非有关的聚氧乙烯复合物适用于预期的低温，否则冷藏处所内不应使用具有聚氯乙烯绝缘或护

套的电缆。如果电缆恺装由非耐蚀材料制成，则应采用耐潮和耐低温的外覆盖物来防lh腐蚀。

40.2 敷设在冷藏处所内的电缆不应以绝热材料覆盖。这些电缆应固定在多孔托板（例如由镀锌钢材制

成）或其他合适的支承上，托板背面和冷藏舱室的壁面之间应留有空间。如果电缆具有热塑性塑料或合

成橡胶的挤出护套，则可以直接敷设在冷藏舱室的壁面。电缆周围应设有防护设施，以免无意中将电缆

当悬挂设施使用。在使用铝覆盖层时应特别注意电化腐蚀作用。

40.3 如果电缆必须贯穿舱室的热绝缘，则电缆应敷设在管内并垂直地穿过，＿且管的入「！应以防氧化材

料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