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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编制中修改采用国际电信联盟ITU-T K.51 (02/2000) 《电信设备的安全准则)建议。本标

准的附录A, B修改采用】TU一 K.50 (02/2000)《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统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安全

限值》建议的内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与K.50保持一致，部分章条顺序作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A, B是规范性附录，附录C是资料性附录。

    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应注意电信主管部门对设备的附加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通信计量中心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冰松 王振英 孙向前 带晓刚



丫DN 127-2005

电信设备的安全准则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由电网供电、电池供电或由远端供电的电信网络设备。

    本标准旨在降低由于操作人员和可能与设备接触的非专业人员遭受着火、电击或其它伤害的危险。当

特殊说明时，也适用于维修人员。
    本标准旨在降低按照设备说明书或技术文件所规定的方法进行安装、操作和维修时的危险。设备可以

是若干设备单元互连而成的系统，也可以是若干独立的设备组成的系统。

    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的设备可以应用在电信网络上。

    本标准不包括对设备的性能或功能的要求。

    对于下列设备，可能需要在本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以外附加其它要求:

    — 在极高或极低温度、过量粉尘、高湿度或有剧烈振动、可嫩性气体、腐蚀或易爆等特殊环境下

工作的设备;
    — 在车辆、船舶或飞机上使用的设备，在热带地区或在海拔2000m以上高原地区使用的设备;

    — 在可能会进水的场合使用的设备。

    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统是使用网络中的对缆或者特定的馈电电缆向远端设备供电的系统，维修人员

在不使用绝缘手套或者工具的情况下有可能触及这些设备和承载电流的电缆。对于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

统，本标准规定了通过该系统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安全限值。这种系统不是安装在用户端的部分，而

且网络的使用人员也无法接触到该系统。这种系统位于不同的电信中心之间的网络上及电信中心和公网的

接口之间。图1显示的是这种系统位于不同的电信中心之间的情况，图2显示的是这种系统应用在接人网

的情况。如果在本地交换机和用户端设备之间没有接人网设备，则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统工作电压和工

作电流的安全限值不适用。

    对于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统，本标准只包括使用连续直流源供电的系统。
      注 I:应该注意国家主管部门对设备的附加要求。

    注2:例如ISDN基本速率网络适配器(NT1):如果NTI是操作人员拥有的，它是接人网中的一个设备，则通过网络供

电的电信系统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安全限值适用;如果 NTI是用户拥有的，它是用户端设备，则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

系统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的安全限值不适用。

交换机 RfT-V 交换 机

圈1 本标准在.干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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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本标准在接入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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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4943-200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IEC/-I，R2 60479-1 (1994) 电流流经人体和家畜产生的效应，第1部分:一般方面

ITU-T K.12 (2000)

ITU-T K.28 (1993)

防护电信装置用气体放电管的特性

电信装置中的半导体避雷器的特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维修人员 Service Personnel

    指经过相应的技术培训而且具有必要经验的人员，他们能意识到在进行某些操作时可能给他们带来

危险，并能采取措施对他们自身或其他人员的危险减至最低。

      注 3: 在本标准中，维修人员必须经过网络操作人员授权。

3.2

    使用人员 user

    除维修人员以外的任何人员。

3.3

    SELV电路SELV  (Safety Extra-Low Voltage)  circuit
    作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的二次电路，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它的电压值均不会

超过安全值。

3.4

    TNV电路TNV 仃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Voltage)  circuit
    可触及接触区域受到限制的设备中的电路，该电路做了适当的设计和保护，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

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它的电压均不会超过规定的限值。

    TNV电路分为TNV-1, TNV-2, TNV-3电路。

3.5

    TNV-1电路 TNV-1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不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

    — 在其电路上可能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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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TNV-2 电路 TNV-2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

    — 不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3.7

    TNV-3电路 TNV-3 circuit

    —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其正常工作电压超过SELV电路的限值;

    — 在其电路上可能承受来自通信网络的过电压的TNV电路。
3.8

    RFT电路 RFT  (remote feeding telecommunication)  circuit
    RFC电路不同于SELV电路和TNV电路，它是通过网络中的对缆向设备供电的电路，该电路做了适

当的设计和保护，使得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它的电压或电流均不会超过规定的限值。

设备中从RFr电路接收能量的电路也是RFC电路。

3.9

    RFT-C电路 RFT-C circuit

    电流型RFC电路。RFT-C电路的详细描述见附录Bo

3.10

    RFT-V电路 RFT-V circuit

    电压型RFC电路。RFC-V电路的详细描述见附录Ao

3.11

    公共网络接口public network interface
    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的划分点。许多情况下，公共网络接口是连接网络供应者的设备和用户端电缆

之间的点 。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PNI 公共网络接口

RFr 远端馈电电信电路

RFT-C 电流型远端馈电电信电路

RFC-V 电压型远端馈电电信电路

SELV 安全特低压电路

SPD 浪涌保护装置

TNV 电信网络电压

5    RFT电路 的电压和电流 限值

5.1 一般要 求

    本标准定义了通过网络供电的电信系统安全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规定了电压的限值，以保证人

体的绝缘或电阻限制流经人体的电流到可以承受的大小;第二种方法规定了远端馈电电路的电流限值，

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更高的电压。

5.2 方法1:限制电压型的RFT电路

    见附录A中RFT-V电路定义的方法。

5.3 方法2:限制电流型的RFT电路

    见附录B中RFf-C电路定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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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信 网络设备的 安全准则

6.1 一般要求

    电信网络设备应该符合GB4943的相关要求。

6.2 特殊要求

    对于RFI'电路，目前GB4943未将此类电路列人标准。对于RFF电路，需要满足本标准的要求。附

录C中列出了本标准与GB4943的对照。

6.2.1 电击和能f危险的防护

6.2.1.1 接触带电零部件

    设备在结构上应该有足够的防护，以防止在操作人员接触区接触RFr电路的裸露零部件。

6.2.1.2 维修人员接触区的防护

    除RFr电路之外，在维修人员接触区，应该合理地安排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或对其提供足够的

防护，以使得在设备的其它零部件进行维修操作期间，不能无意识触及带危险电压的零部件。

    在维修人员接触区，包括RFr电路中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应该合理安排或者提供足够的防护，

以使得在对设备的其它零部件进行维修操作期间，不能造成与SELV电路或者TNV电路的偶然短接，例

如维修用的工具或者测试的探头不能无意识之间接触到这些带危险电压的裸露零部件。

    如果维修人员可以同时触及多个连接RFT-C电路的终端，那么这些终端上应该有合适的标签或者标

记以警告维修人员。

6.2.1.3 受限制接触区的防护

    安装在受限制接触区的设备，使用GB4943中图2A定义的试验指触及RFr电路中的裸露零部件是允

许的。然而，应该合理安排或提供足够的防护以使得不能无意识触及这些裸露零部件。

6.2.2 设备的互连

6.2.2.1 一般要求

    如果设备需要和其它设备电气连接，在连接之后，互连的电路必须使连接的整体都能够满足RFr电

路的要求。

      注 4:这一般是通过 RFf-C电路连接RFP-C电路或者通过RFT-V电路连接 RFI'-V电路来实现的。

      注 5:互连电缆连接多种类型的电路 (如SELV电路、限流电路、TNV电路、ELV电路、RFr电路或危险电压电路)，

如果这些电路单独都能够满足本标准及GB4943的要求，那么是允许的。

6.2.2.2 互连电路的类型

    RFr电路可以作为互连电路。

6.2.2.3  RFf电路之间的互连

    一个RFF-V电路和另一个RFT-V电路互连之后不能超过附录A中规定的限值。一个RFF-C电路和

另一个RFF-C电路互连之后不能超过附录B中规定的限值。

6.2.3 电信网络维修人员和其它连接到网络上的设备的使用人员对来自设备的危险的防护

6.2.3.1 危险电压的防护

    设计直接连接到电信网络的电路应该符合SELV电路、TNV电路或者REF 电路的要求。

6.2.4 与其它电路和零部件的隔离

    REF电路应该和以下的电路隔离:

    — 和其它的RFT电路通过功能绝缘隔离;如果这个隔离被短路，两个电路都不会超过RFF电路

的限值。否则，应该按照其中的一个电路是带有危险电压的电路来隔离。

    — 通过附加绝缘与ELV电路隔离。

    — 通过基本绝缘与接地的可触及零部件、接地的SELV电路和接地的TNV电路隔离。

    — 没有接地的可触及零部件，没有接地的SELV电路，没有接地的TNV电路以及带危险电压的电

路通过下面的一种方法或两个方法来实现与RFT电路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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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实现隔离;

.采用基本绝缘和与电源保护接地端子相连的金属外壳实现隔离。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62石 安装说明

    通过RFF电路和其它设备互连的设备，应该包括以下安装说明: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间的等效电容;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的连接点和地之间的等效电容;

    — 包括设备的电容在内的整个系统的等效电容不能超过图3中规定的电容值;

    — 正常的RFT电路的电压，即使叠加其它瞬态响应，通信网络的额定电压也必须是满足要求的;

    — RFT电路的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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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RFT电路或者整个系统的电容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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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RFT-V 电路

A.1 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限值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RFT-V电路应该满足下面的所有要求:

    a)电信网络电缆中每一根供电电缆的对地开路稳态电压不能超过:

    — 直流140V，或者

    — 直流200V (如果短路电流小于直流l OmA) a

    b)可以传递到任何连接到电信网络负载的最大功率不能超过100VA (Is之后，达到稳定操作的条
件 )0

    c)稳定状态下流人电信网络的电流应该符合GB4943-2001 6.3的要求。 (通过电信配线系统为远端
设备供电的设备，应限制输出电流使电信配线系统在任何外部负载条件下不会由于过热而受到损坏。设

备给出的最大持续电流值不应超过设备安装说明书规定的最小线规能承载的电流值，如果没有规定，则

电流限值为13A)

    上述限值应对每根电缆在下述条件下进行测量:

    — 其它电缆开路;

    — 任何单独的RFT-V电路的电缆接地。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A.2 单一故阵条件下的限值

    连接到RFT-V电路的设备，在单一故障条件下应该满足下面的要求:

    a)最初的200ms，每根电缆的对地输出电压或者两根电缆之间的电压都不应该超过图A.1中的限
值 。

      注6; 图A.1出自GB4943-2001的图2D,

    b) 2OOms之后，应该满足A.1的限值要求。

    上述限值应对每根电缆在下述条件下进行测量:

    — 其它电缆开路;

    — 任何单独的RFT-V电路的电缆接地。

    注7:  RFT-V电路的任何一根电统接地不属于单一故障条件的情况，属于正常操作条件的情况。

    在模拟设备中在元器件和绝缘可能失效时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A.2.a)通过使用一个
5000x (112%)n的电阻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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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 u

u:以v为单位

T:以砒 为单位

孔 =1me

400V峰值或直流值

f/ \、

正常工作条件下

2.3.11)的限值

10        14 15 205 时间T (me)

圈A.， 单一故阵条件下允许的.大电压

A.3 与浪涌保 护装f共 同使用

    浪涌保护装置 (SPD)，例如可能安装在承载RFC-V电压的一对电缆上的气体放电管或者固态避雷

器。这些SPD的特性可以参见ITU-T K.12和CCU-T K.28o

    当SPD被激活后，电缆和地之间处于低阻抗状态。一个RFC-V供电设备有可能提供足够大的电流，

在瞬态的过电压消失后，阻止SPD回到原来的高阻抗状态。

    所以RFC-V供电设备可适当地控制供电电流，使得满足ITU-T K.12和ITU-T K.28要求的SPD，在

瞬态的过电压消失后可自动恢复其高阻抗状态。

A.4 安装说明

当一个设备使用RFC-V电路和其它设备互连时，必须包括下面的所有安装说明: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间的等效电容;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的连接点和地之间的等效电容;

— 包括设备的电容在内的整个系统的等效电容不能超过图3中规定的电容值;

— 正常的RFT-V电路的电压，即使叠加其它瞬态响应，通信网络的额定电压也必须是满足要求的;

— RFC-V电路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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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日

(规范性附录)

RFT一C 电路

B.，正常工作条件下的限值

    正常工作条件下，RF’r一C电路应该满足下面的所有要求:

    a)任何负载条件下，从RFrweC电路流人电信网络的稳态电流不能超过直流6OmA。

    b)电信网络供电的R曰七C电路中任意一电缆对地的稳态电流不能超过直流ZmA。
    c)如果电信网络的配线规定了额定电压，供电的电压应该符合该限值，但最大不能超过1500V;或

者，如果电信网络的配线没有规定额定电压，电信网络的电缆之间的供电电压应该限制在8的V以内。

    注 8: 实际使用中，电信网络中的浪涌保护装置的工作电压可能强制规定使用更低的值。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

    B.1.b)通过使用2‘X旧x(1土2%)n的电阻来检查。

氏2 单一故阵条件下的限值

    RFTesC电路供电设备中的绝缘或者元器件 (使用双重绝缘或者加强绝缘的元器件除外)的失效，或者

电信网络中的一根电缆和地之间的绝缘失效，RFT一C电路中的电流不能超过图B.1中相应的限值。
    在模拟设备中元器件和绝缘可能失效以及通信网络的电缆和地之间绝缘可能失效时通过检查和测量

来检验其是否合格。电缆之间使用一个35Ox(1土2%)n的电阻，电缆和地之间使用2斌洲洲)x(1士2%)n的

电阻来检查。在图Bl中，从故障开始的时刻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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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3 一根电缆接地的限值

    如果RFF-C电路中连接电信网络的一根电缆是接地的:

    — 在任何外部负载的条件下，另外一根电缆对地的电流不能超过图B.1中相应的线对地的限值。

    — 另外一根电缆的对地开路电压不能超过B.1 c)的项中定义的RFT-C电路的最大电压。至少在2s
之后进行测 量。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其是否合格。另一根电缆和地之间使用2000x (1t2%) fl的电阻来检查。从
电缆和地接触的时刻开始计时。

    注9: 除非肯定能满足B.1, B.2和B.3的电流限值，RFf一 电路应该有一个监视和控制设备 (如平衡控制)，使电流

在限值要求的范 围以内。

B.4 安装说明

当一个设备使用RFF-C电路和其它设备互连时，必须包括下面的所有安装说明: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间的等效电容;

— 设备连接到电信网络的连接点和地之间的等效电容;

— 包括设备的电容在内的整个系统的等效电容不能超过图3中规定的电容值;

— 正常的RFF-C电路的电压，即使叠加其它瞬态响应，通信网络的额定电压也必须是满足要求的;

— RFT-C电路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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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和GB4943的对照

为了方便，本附录提供了本标准和GB4943中类似要求的对照(表C.1),

衰C.1 本标准和GB4943的对照

本标准 中章节 号 GB4943-2001中的章节号

621.1 2.1.1

6.2.1.2 2.1.2

62J3 2.13

6之2 3.5

6.2.2.1 3.5.1

6.2.2.2 3.5.2

6.2.2.3 3.5.4

6.23 6注

623通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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