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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818-2003

前 盲

本标准代替TB/T 2918-1998(铁道客车用电子镇流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TB/T 2918-199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环境温度修改为一10℃一+70 C;
— 提出了泄漏电流指标;

— 增加了电磁兼容的要求;

— 振动和冲击改为按TB/T 3058-2002的规定执行;
— 取消了耐久性的要求;

— 增加了与技术条件相对应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北车集团四方车辆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北车集团四方车辆研究所、铁道部产品质f监份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颜纯、李大鹅、田永平。

本标准于1998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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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18- 200

铁道客车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220 V交流电源供电的铁道客车管形荧光灯(以下简称荧火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以下简称镇流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由220 V交流电源供电的铁道客车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423.4-1993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eqv IEC
68-2-30:1980)

    GB 7000.1-2002 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O EC 60598-1:1999 IDT)

    GB/T 10682-2002双端荧光灯性能要求
    GB 15143-1994 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一般要求和安全要求(idt IEC 928:1990)

    GB/T 15144-1994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的性能要求(eqv IEC 929:1990)
    GB 17743-1999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idt CISPR 15:

1996)

    TB/T 3034-2002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

    TB/T 3058-2002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冲击和振动试验(idt IEC61373:1999)

3 米语和定义

    GB 15143-1994,GB/T 15144-1994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技术要求

4.1环境条件
4，，海拔:G2 500 m.

4.1.2 温度:-10℃一十70C o

4.1.3 相对湿度: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r-)a

4.1.4振动和冲击:应能在车辆运行时的振动、冲击等条件下正常工作。
4.1.6镇流器应与符合GB/T 10682-2002规定的荧光灯配套使用。
4.2 电派电压

    镇流器额定翰人电压为交流220 V,频率50 Hz。电源供电电压范围应为187V-253V,
4.3 工作须率

    镇流器的工作频率应在20 kHz--50 kHz范围内。

4.4 翻定容f

    镇流器额定容量由荧光灯管决定，分别为40w,20w,15w或者由其他可工作于高频荧光灯的容
量(瓦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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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18- 2003

4.5 结构与尺寸
    镇流器应采用六芯接擂件结构，对接插件的要求见附录A口

4.6 配恋灯管
    15W镇流器配15W灯管，20W镇流器配1a W,20 W灯管，4O W镇流器配36 W,40 W灯管。

4.7 启 动

    采用预热方式启动。预热时间应为0.4s-3s.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镇流器应使无辅助启动装置的荧光灯顺利启动，且不应对灯管性能造成损害。

4.8 流明系数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与荧光灯配套工作时，镇流器的流明系数(川应不低于0.90
4.9 践路功率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与基准灯配套工作时，线路功率应不大于标称值的110%.

4.10 电斌电流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与荧光灯配套工作时，电源电流与镇流器的电流标称值相差应不超过
士10%0

4.” 灯 电 流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与基准灯配套工作时提供给该灯的电流应不大于基准镇流器与该灯配

套工作时灯电流值的115%.
4.12 导入阴极电流

    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导人荧光灯管阴极任一端的电流应不超过荧光灯管的规定值。

4.，3 电流波形

4.怕 ， 电源电流波形

    应采用低畸变型镇流器，电源电流谐波含量不应超过表1的规定值。

                            衰， 镇流器电膝电流中谐波含t

谐波 x
最大值(用镇流器基波电流的百分比表示)

                        %

2 2

3 30,i

5 7

7 4

9 3
                                                                                                                        气

11《n簇39 2

4.13.2 灯电流波形

    电流峰值与有效值之比不应超过1.7,
    在电源电压相位过零的相同时间内，相邻连续两个包络波形相差不应超过4%0

4.14 线路功率因数

    在额定电源电压和额定频率下，镇流器与荧光灯配套工作时，线路功率因数应不低于0.900
4.15 通 升

    镇流器在1.1倍栩定电压、70℃环境温度下，外壳表面温升应不超过201C,

4.16磁 屏蔽
    镇流器应有有效的磁屏蔽，防止周围铁磁性材料制成的部件对镇流器产生不良影响。

4.17 瞬时过电压

    镇流器不应因电源中的瞬时过电压影响性能或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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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1日一2003

4.18异常状态
    镇流器处于下述异常状态时，不应受损:

    a)荧光灯开路;

    6)荧光灯不启动。
4怕 开关寿命

    在额定电源电压下和环境沮度251r 1 5℃时，按点然时间10 s,熄灭时间30。为一次循环，三组镇
流器一荧光灯组件的平均开关寿命应达到3万次，其中任一镇流器一荧光灯组件寿命应不小于2万次。

4.20 湿热性能

    镇流器不通电，温度为55'C，镇流器应能承受GB/T 2423.4-1993规定的48h交变湿热试脸而不

损坏。

4.2， 绝缘电阻

    用500 V级绝缘电阻计测得的翰人端和输出端连接成的整体与金属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
于20Mn，湿热试验后不应小于2 MD.

4.22 介电强度

    输人端和愉出端连接成的整体与金属外壳之间应能承受1500 V,50 Hz交流电1 min，无击穿或闪
络现象。

423 泄漏电流

    正常工作时，镇流器泄漏电流应不大于0.75 mAo

4.24 电磁兼容

    镇流器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 17743-1999的4.3.1中表2a“电源端子骚扰电压限值”,4.4中表

3"辐射电磁骚扰，，的规定和TB/T 3034-2002第8章中表7“交流辅助电源翰入端口”的规定。

4.25附火性能
    镇流器耐热和耐火性能应符合GB 15143-1994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5.1试验一般要求
61.1试验环境

    除特殊规定外，各项试验应在无对流气流、环境温度为23℃一27 C、相对湿度不大于65%的室内
进行，且在试验期间的温度变化应不大于1C.
5.1.2 电 诬

5.，.2.，电源电压和频率
    电源电压和频率允差应保持在额定电压和频率的土0.5%以内。

6.1.2.2 电源电压波形

    电源电压的谐波总含t不应大于3%0
    注:此处谐波含盘的意义是各次谐波分f均方根值的总和，VA A波为100%.

5.1.3 磁 效 应

    基准镇流器或被测镇流器周围25 mm范围内不应有磁性物体。

5.1.4 基 准 灯

5.1.4.，基准灯应符合GB/T 15144-1994中附录C的规定。为保证基准灯重复提供的电参数具有
最大的一致性，应将灯水平安装并始终保持在试验灯座内。在镇流器接线端子可以识别的条件下，基准

灯连接到线路内时各连线的极性应保持与老炼时相同。

5.1.4.2测量前，灯应处于稳定工作状态，无闪烁现象。
5.1.4.3 在每个系列的试验前后，应立即按GB/T 15144-1994中附录C的规定检验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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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61日一2003

5.16 阴极摸拟电限

    阴极模拟电阻应按GB 15143-1494中第14章的规定选取。
6，6仪衰特性

5.1.6.，所用电工仪表的准确度应不低于0.5级。
5.1.6.2与灯并联的仪表上流过的电流不应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的3%,
5.1.6.3与灯申联的仪表的阻抗应足够低，其电压降不应大于实际灯电压的2%,
5.1.6.4仪表应和工作频率相匹配。
62启动试脸

    启动试骏按图1线路原理图进行。预热时间应为预热电流从通电开始，变化到最大值所经历的时

元件:

B--待侧镇流器;

11- 配套灯。

凤

曰

5:4

  流明系傲测定

流明系数按下式计算: 11-价:/价
式中:

产一-镇流器流明系数;
笋- 灯与基准镇流器配套工作时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 Irn) ;

内-一灯与被测镇流器配套工作时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hn),

  钱路功率翻定

线路功率的测定按图2线路原理图进行。

  元件:

人- 电流表;
、一 -电压表;

W— 功率表;
B一一待侧钱流器;

工卜一一墓准灯。
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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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818-2003

6.5 电斌电流侧定

    电源电流侧定按图2线路原理图进行。

5.6 灯电流目定

    灯电流测定按图3线路原理图进行。

元件:

R- 电流采样电阻;

任一一待侧镇流器;

I)一一基准灯。

圈 3

5.7 导入阴极电流侧定

    导人阴极电流测定按图3线路原理图进行。

5.8 电流波形侧定

    电源电流波形和灯电流波形按图3线路原理图测量。

    电源电流中的谐波含盆采用波形分析仪测量。采样电阻应符合5.1.6的规定。

5.8 线路功率因致翻定

    线路功率因数的测定按图2线路原理图进行。

    线路功率因数按下式计算:

                                      孟=W/(U.I)

    式中:

    A- 线路功率因数;
    W— 线路功率，单位为瓦(w);
    U— 物人电压，单位为伏(V);
    I- 物人电流，单位为安(A).

5.10 磁屏蔽试脸

    镇流器与灯配套工作于额定电压下，达到稳定状态后，将一块厚Imm、长度与宽度分别大于待侧镇

流器相应尺寸的钢片相继置于与镇流器底面相接触，与其他各面相距l mm间隔的位x上。在此过程
中，测定灯电流，灯电流值不应因俐片的存在而造成2%以上的误差。

5.” 异常状态试脸

5.11.，灯开路的试脸
    在1.1倍的额定电源电压下，镇流器与相应的灯配套工作。先将灯与镇流器断开而不关电薄，历时

1 h,然后再接上灯，该灯应能正常启动并工作。
5.11.2 灯不启动的试脸

    在1.1倍的额定电薄电压下，镇流器不接灯，在与灯阴极连接的位. 卜接人适当的模拟阴极电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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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T 2918-2003

作lh，然后去掉电阻接上灯，该灯应能正常地启动和工作，至少在再次开灯时应能正常启动并工作。
5.12 低遥试脸

    镇流器一灯管组件在一lot、不通电条件下放置2h后，在187 V,253 V电压下分别连续启动三次，
每次间隔20s，检查能否顺利启动，然后在额定电压下连续工作1 h,应保持正常状态。
5.13 离通试脸
    镇流器在701v、灯管在常温下，施以1.1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6h,检查能否正常工作。最后，在

187 V,253 V电压下分别连续启动三次，每次间隔20s,检查能否顺利启动。
6.14 通升试脸

    镇流器在7010、灯管在常温下工作，施以1.1倍额定电压，采用温度计法测it镇流器外壳表面的温
度。浏量时，感温头或传感器应紧贴在镇流器外壳上，无任何松动。间隔1h两次测得的温度之差不超
过1C，则认为发热稳定，此时侧得的温度值减去环境温度值(70 1C)即为镇流器温升。
5.15 开关寿命试验

    按4.19规定进行。

6.16 振动和冲击试脸

    镇流器与灯配套工作于额定电源电压下，按照TB/T 3058-2002的1类B级规定进行功能性随机

振动和冲击试验。其中功能性随机振动在三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各持续15 min,
6，7 沮热性能试验

    按4.20的规定进行。湿热试验为型式试脸内容，如果镇流器进行型式试验，则5.18规定的绝缘电
阻侧试和5.19规定的介电强度试验应在湿热试验后立即进行。

5.18 绝级电阻侧试

    按4.21的规定进行。

5.19介电强度试验
    按4.22的规定进行。

5.20 泄瀚电流测定

    泄诵电流按图4线路原理图进行测量。

元件:

mA~一 电流表;

  1i--待侧镇流器。

圈 4

6.2， 电磁兼容试验

    按GB 17743-1999和TB/T 3034-2002的规定进行。

6.22 附火性能试验

    按GB 15143-1994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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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918- 2003

6 检验规则

6.， 型式试验

8.1.，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一次;

    c)当设计、工艺、材料或主要元件更改，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d)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6.，.2 型式试验的内容为第4章、第5章的全部内容。

6.2出厂检脸
    产品出厂前，产品质量检验部门应依照本标准和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定相关检验细

则进行检验。

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 标 志

    镇流器上应有清晰、耐久的如下标志:

    a) 制造厂名称;

    b)型号及产品编号;

    c)线路功率;

    d)额定电源电压、电源频率和电源电流(电源电流也可以在说明书中给出);
    e) 接线图(标明接线端的位置);若镇流器没有接线端子，则应在线路图上标出接线编号的含义;

    f)线路功率因数x;

    9)启动类型;
    h) 流明系数;

    1) 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

7.2 包 装

7.2.1镇流器应单独包装，并有检验部门颁发的合格证。
7.2.2每箱镇流器应标明产品数量、装箱日期或生产批号，并附有产品说明书。

7，3 运 翰

    运输时应防雨雪淋袭和强烈振动。

了.4 贮 存

    镇流器应放在湿度不超过85%的通风室内，空气中不应有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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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2818-2003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六芯连接服连接方式和技术要求

A，连搜.连接方式

A.1.，连接器连接方式见图A.1,图中11 =120 mm,1Z>-200 nvn。保险管座采用外接方式时，应接人
镇流器与插座中间的2号线。

                                                  圈 A ，

A.1.2连接器的插头、插座、阳端子、阴端子结构分别见图A.2a),图A.2b)、图A.2c),图A. 2d).

AZ 技术要求

A.2‘， 连接挂

AZ，.，导线截面积不小于0.5=&
A21.2阻姗、耐热性能应符合有关规定。
AZ.2 连接姗

A.22.，插人力和拔出力

    除去插座锁扣后，连接器的初始插人力应不大于70 N,拔出力应不小于12N。连续插拔10次后拔
出力应不小于7N,

A.2.2.2 抗张强度

    每一端子与导线压接的抗张强度及每一端子与擂座(头)间的抗张强度应不小于64 N,
A.2.23 接触电阻

    连接器的每一接触对间的初始接触电阻应不大于7 ma,插拔50次后的接触电阻应不大于10 rnfl,
A.2.2.4 绝缘电阻

    用500V兆欧表测量六芯连接器插头(座)外表面与端子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0 mG,
A.2.2.5 绝缘耐压

    连接器插头(座)外表面与端子之间及任意两相邻端子之间应能承受AC 1500 V/50liz,1 min的试
验，无击穿或闪络现象。

A.2.26 盐雾试验

    连接器的金属端子经盐水浓度为596、温度为35 C、时间为16h的盐雾试验后，六芯连接器的连接
器的每一接触对间的接触电阻应不大于10 ma,
A.2.2.7 耐热、耐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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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器插头和插座的耐热应符合GB 7000.1-2002中13.2.1的规定，耐火应符合GB 7000.1-

2002中13.3的规定。

飞一一川
一一“为已

1. ’一

丁一一州
  气屯夕沪

24.6

e) b)

1，7

1.1.1.2. 2 7 5 3 自

5互雪

                      c)

1— 蓝色灯具线;

2— 红色电源火线;

3— 黄色灯具线;

心- 蓝色灯具线;
5— 黑色电源零线;

6一 黄色灯具线。

d)

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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