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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3870《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分为以下5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部分;
———第2部分:特殊情况;
———第3部分:电流通过家畜躯体的效应;
———第4部分:雷电流通过人体和家畜躯体的效应;
———第5部分:生理效应的接触电压阈值。
本部分是GB/T13870的第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和GB/T20000.2—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GB/T13870.2—1997《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2部分:特殊情况》,本部分与

GB/T13870.2—199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进一步完善如下技术内容:通过人体的频率范围在15Hz~100Hz之间的具有直流分量的交

流电流、具有相位控制的交流电流以及具有多周波控制的交流电流的效应(见第5章、第6章、
第7章);

———增加了混合频率下等效电流阈值的估算(见第8章);
———增加了重复脉冲电流对心室纤维性颤动阈值的影响(见第9章);
———增加了电流通过浸入水中人体的效应(见第10章)。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TS60479-2:2007(第3版)《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2部分:

特殊情况》。本部分与IEC/TS60479-2:2007(第3版)相比,章条编号完全一致,技术内容完全相同,但
做了以下编辑性修改:

———用小数点符号“.”代替小数点符号“,”;
———删去了IEC标准的“前言”。
本部分由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5)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中机中电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牛犇、逯霞、张琪、王颖、刘叶语、丁杰、王厚余。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修订情况为:
———GB/T13870.2—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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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2部分:特殊情况

1 范围

GB/T13870的本部分阐述了频率在100Hz以上的正弦交流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
本部分还给出了具有直流分量、具有相位控制和具有多周波控制的交流电流通过人体的效应,但这

些结论仅适用于频率在15Hz~100Hz之间的交流电流。
注1:其他波形电流的效应正在研究中。

本部分进一步阐述了单个单向波形的矩形脉冲、正弦脉冲和电容器放电引起的脉冲形式的电流通

过人体的效应。
注2:连续脉冲电流的效应正在研究中。

所给出的数据适用于持续时间在0.1ms~10ms(包含10ms)之间的脉冲电流。对于持续时间在

10ms以上的脉冲电流,应参照GB/T13870.1—2008图20中的数据。
本部分仅考虑了躯体接触电气装置而产生的传导电流,这一点与 GB/T13870.1—2008和

GB/T13870.3相同。并未涉及暴露在外部电磁场下而产生的躯体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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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3870.1—2008 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1部分:通用部分

GB/T13870.3 电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3部分:电流通过家畜躯体的效应

GB/T12113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3870.1—200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部分术语的定义摘自GB/T2900《电工术语》(国际电工辞典IEV,这些引用已在参考文献[27][28]中列出)。

3.1
频率系数 frequencyfactor
Ff

频率为f 时产生相应生理效应的阈电流值与50Hz/60Hz时的阈电流值之比。
注:对于感知、摆脱和心室纤维性颤动,其频率系数是各不相同的。

3.2
相位控制 phasecontrol
改变电子阀器件或阀臂在周期内导电开始时刻的过程。
[GB/T2900.33—2004,551-16-23]

3.3
相位控制角(电流延迟角) phasecontrolangle(currentdelayangle)
电流导通的起始瞬间由于相位控制而延迟的时间间隔,以电角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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