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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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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通信、信号、电力电子系统防雷设备 浪涌保护器

1 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浪涌保护器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的要求。工厂检查适用于需要验证工厂专业

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工装、监视测量设备、零部件和材料等要求的检查。产品抽样检验适用于行政许

可、产品认证、监督抽查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的检验检测，包括抽样、检验、结果判定、

报告出具等。其他目的或用途的工厂检查和产品抽样检验可参照本细则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细则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细则；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细则。

TB/T 2311-2017 铁路通信、信号、电力电子系统防雷设备

GB/T 10193 电子设备用压敏电阻器 第 1 部分：总规范

GB/T 18802.311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 311 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性能要求和测试回路

3 工厂检查

3.1 专业技术人员

3.1.1 具备可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应人员培训、人员资质等需满足产品质量保证需

求。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 1 生产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序号 专业类别 人员要求 备注

1 专业技术工程师
防雷、电气、通

信或信号类
5 人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且 5年及

以上专业工作经历，或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3名

—

2 关键岗位人员 — — — —

3.1.2 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应与企业委托产品范围相一致。专业要求中，可以是所学专业并获得相应技

术职称，或者所从事专业并获得相关技术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适龄的注册在职

人员，由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

3.1.3 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人员是指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



GTJ 0083—2025

2

满 5 年、大专毕业工作满 7 年以及取得初级职称工作满 4 年的技术人员，高级人员是指具有高级技术

职称或博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2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满 7年、大学本科毕业工作满 10 年以及取得

中级职称工作满 5 年的技术人员。关键岗位人员包含检查人员、无损检测人员等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

的操作人员。

3.1.4 允许高级人员代中级人员。

3.2 生产设备工装和监视测量设备

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必备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生产设备和检验检测设备

序号 工艺类别 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生产设备

元器件自动测试筛选设备 — — —

2 自动焊接设备 —
焊接自动控温，

控温精度±2 ℃
—

3 自动灌封（工序需要时） — — —

4 成品检验自动测试设备 — — —

5
移印机或专用激光打印机

或电子喷码机
— — —

6 控温电烙铁 — 控温精度±5 ℃ —

7

试验仪器

设备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试验设

备（含高温试验箱）

-45 ℃～+120 ℃，

可调电源范围应满足申证产品

的要求

±2 ℃
适用于电源浪涌保

护器、铁路信号设

备浪涌保护器
8 热稳定测试设备

电源：电压足够高以满足电流

要求，具有短路电流能力。

温度测量：≥120 ℃

±2 ℃

9
网络分析仪/相应测试

设备
满足检测要求 满足检测要求

适用于数据传输通

道浪涌保护器、天

馈同轴浪涌保护器

10 防雷元件测试仪 电压：0～1999 V
电压：±1.0 %

漏电流：±2%
—

11 冲击电压发生器 1 kV/μs 冲击电压波 斜率±10% —

12 冲击电流发生器 8/20 μs 电流波

8/20 μs：

±20％

峰值：±10%

—

13 示波器 带宽≥25 MHz — —

14 游标卡尺 ≥150 mm 分辨率 0.02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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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零部件和材料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 3 关键零部件和材料

产品名称 序号 零部件/材料名称 对应标准编号 控制项目

浪涌保护器

1 压敏电阻 TB/T 2312、GB/T 10193 牌号、制造企业

2 气体放电管 TB/T 2310、GB/T 18802.311 牌号、制造企业

3 瞬态二极管 TB/T 2311-2017 牌号、制造企业

说明：

1.控制项目发生变化时委托人需提出认证变更委托并备案。

2.项目 1、2、3变更时需对电源浪涌保护器进行的检测项目电压限制型 SPD 中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和直流

漏电流 ILd、复合型 SPD 使用的 GDT 和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复合型电源 SPD 的冲击放电电压 Uimp、基础

限制电压 UB、直流电源 SPD 的标称放电电流 In、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耐热试验、电压降、额定负载电流 IL、有脱离器 SPD 的热稳定试验。抽样数量按照表 4的要求进行。

3.项目 1、2、3变更时需对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进行的检测项目电压限制型 SPD 中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和直流漏电流 ILd、复合型 SPD 的 GDT 和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电压限制型 SPD 的基础限制电压 UB、复

合型 SPD 的冲击放电电压 Uimp、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电压限制型 SPD

的热稳定性。抽样数量按照表 4的要求进行。

4.项目 1、2、3变更时需对数据传输通道浪涌保护器进行的检测项目标称放电电流 In、基础限制电压 UB、标

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绝缘电阻、插入损耗αe、误码率 BER、特殊条件试验。抽样数量按照表 4

的要求进行。。

5.项目 1、2、3变更时需对天馈同轴浪涌保护器进行的检测项目允许承受功率 Pmax、标称放电电流 In、基础

限制电压 UB、插入损耗αe、电压驻波比 VSWR。抽样数量按照表 4的要求进行。

4 产品抽样检验

4.1 检验依据

TB/T 2311-2017 铁路通信、信号、电力电子系统防雷设备

4.2 产品抽样

4.2.1 抽样方案

4.2.1.1 产品抽样方案应满足表 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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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电源浪涌保护器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4台 ≥20台

监督检测 3台 ≥15台

监督抽查 4台 ≥20台

说明：

1.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3.申请特殊条件使用时另抽取 1只新产品进行试验，试验工装由生产企业提供。

4.样品抽样后选取 2只由生产企业制定预留中间引接线，以便于标称导通电压测试和热稳定试验，标称导通电压

Un试验时单独测量压敏电阻器的压敏电压和放电管的直流点火电压，生产企业需声明放电管的点火电压 UG和压

敏电阻器的压敏电压 UV。

5.若申请两端口和有脱离器的 SPD 时另抽取 1只新产品进行试验。

表4-2 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4 台 ≥20 台

监督检测 3台 ≥15 台

监督抽查 4台 ≥20 台

说明：

1.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3.如果在特殊条件使用，多抽取 1只新产品进行试验，试验工装由生产企业提供。

4.样品抽样后选取 2只由生产企业制定预留中间引接线，以便于标称导通电压测试和热稳定试验，标称导通电压

Un试验时单独测量压敏电阻器的压敏电压和放电管的直流点火电压，生产企业需声明放电管的点火电压 UG和压

敏电阻器的压敏电压 UV。

表4-3 通道浪涌保护器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4 台 ≥20 台

监督检测 2台 ≥10 台

监督抽查 4台 ≥2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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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通道浪涌保护器产品抽样方案（续）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说明：

1.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3.如果在特殊条件使用，多抽取 1只新产品进行试验，试验工装由生产企业提供。

表4-4 天馈同轴浪涌保护器产品抽样方案

抽样方案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型式检验 2 台 ≥10 台

监督检测 1台 ≥5台

监督抽查 2台 ≥10 台

说明：

1.产品监督抽查时，抽取与抽样型号规格、数量相同的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抽样生产企业或抽样用户；具

体抽样数量可根据检验项目进行调整。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在监督抽查时，生产企业抽样少于抽样基数要求时，以实际库存数量为基数抽

取样品；其他情况按抽样基数要求抽样。

3.如果在特殊条件使用，多抽取 1只新产品进行试验，试验工装由生产企业提供。

4.2.1.2 产品认证抽样除满足 4.2.1.1 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a）初次认证时，抽取所申请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检测。多个规格型号产品的结构、性能工艺、

原材料完全相同时，选取1种产品进行初次检测，其他规格型号进行监督检测。

b）复评时，认证单元内抽取具有代表性或广泛应用的规格型号进行认证检测。

c）监督检测时，认证单元内抽取任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检测或与扩项检测相结合进行。

d）认证检测可采信1年内国家铁路局产品监督抽查检测结果。

4.2.2 抽样地点

生产企业或用户（产品认证时，由认证机构确认用户现场）。

4.2.3 抽样要求

4.2.3.1 抽样人员应当按照抽样方案进行抽样，并记录抽样信息，抽样人员不少于 2 名（产品认证时，

抽样工作由认证机构或其委托的检验检测机构的人员进行）。

4.2.3.2 样本应是抽样前一年内生产的并经过检验合格、未经使用的产品。



GTJ 0083—2025

6

4.2.3.3 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样品进行封样，保证样品真实、完整、有效。样品应按约定的

时间和方式送至指定的检验检测地点。

4.3 检验条件

4.3.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TB/T 2311-2017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3.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应满足表5的要求。

表 5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设备名称
规格

备注
量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防雷元件测试仪
电压：0～1999 V

漏电流：≥80 μA

电压：±1.0 %

漏电流：±2%
—

2 冲击击穿电压发生器 1 kV/μs 冲击电压波 斜率±10% —

3 冲击电流发生器
8/20 μs 电流波

峰值：≥80 kA

8/20 μs：±20％

峰值：±10%
—

4 网络分析仪/相应测试设备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适用于通道浪涌保

护器、天馈同轴浪

涌保护器

5 示波器 带宽≥25 MHz — —

6 数字多用表
AC:200 mV～750 V

0～10 A
0.5 级 —

7 热稳定测试设备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满足标准检验要求

适用于电源浪涌保

护器、铁路信号设

备浪涌保护器

8 灼热丝试验设备 0～1200 ℃ ±5 ℃ —

9 外壳防护试验设备 满足 GB/T 4208 IP23 的要求 — —

10 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箱
温度：-45～90 ℃，

湿度：10～98 %RH。

温度：±2 ℃，

湿度：+2/-3 %RH
—

11 低气压试验箱 从常压到 54 kPa ±5 kPa —

12 电动振动试验系统
频率范围：10～200 Hz

加速度：≥20 m/s
2

— —

13 游标卡尺 ≥150 mm 分辨率 0.02 mm —

14 深度尺 ≥150 mm 分辨率 0.02 mm —

15 扭矩扳手/螺丝刀 ≥10 N·m ±10％ —

16 推拉力计 ≥100 N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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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使用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4.4 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4.4.1 行政许可、产品认证（初次/复评）等需要验证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时，按型式检验项目检验。

监督抽查可在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检验项目或按照特定的监督抽查要求选取检验项目。产品认证的日

常监督检测按监督检测项目进行。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应满足表 6 的要求。

表6-1 电源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标识和标志
TB/T 2311-2017

第 6.1.1 条

TB/T 2311-2017

第7.2.1条
√ √ √ —

2 外观质量

TB/T 2311-2017

第 2 号修改单

第 6.1.2.1 条

TB/T 2311-2017

第7.2.2条
√ — √ —

3 插拔式SPD的鉴别销

TB/T 2311-2017

第 1 号修改单

第 6.1.3 条

TB/T 2311-2017

第7.2.3条
√ — √ —

4
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

（螺钉接线端子的 SPD）

TB/T 2311-2017

第6.1.6条

TB/T 2311-2017

第7.2.4.2条
√ — — —

5 防直接接触试验
TB/T 2311-2017

第6.3.1条

TB/T 2311-2017

第7.4.1条
√ — — —

6 外壳防护等级
TB/T 2311-2017

第6.3.3条

TB/T 2311-2017

第 7.4.3 条
√ — — —

7 保护接地（二端口SPD）
TB/T 2311-2017

第6.3.8条

TB/T 2311-2017

第7.4.7条
√ — √ —

8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

TB/T 2311-2017

第6.2.1.1条

TB/T 2311-2017

第7.3.1.6条
√ √ √ —

9

电压限制型SPD中MOV的标

称导通电压Un和直流漏电流

ILd

TB/T 2311-2017

第 6.2.1.2.2 条

TB/T 2311-2017

第 7.3.1.1 条
√ √ √ —

10
复合型SPD使用的GDT和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Un

TB/T 2311-2017

第6.2.1.2.1条
— √ √ √ —

11
复合型电源SPD的冲击放电

电压Uimp

TB/T 2311-2017

第6.2.1.3条

TB/T 2311-2017

第7.3.1.2条
√ √ — —

12 基础限制电压UB

TB/T 2311-2017

第6.2.1.5.1条

TB/T 2311-2017

第7.3.1.3.2条
√ √ √ —

13
标称放电电流In时的限制电

压UIn

TB/T 2311-2017

第6.2.1.6条

TB/T 2311-2017

第7.3.1.3.3条
√ √ — —

14
直流电源SPD的标称放电电

流In

TB/T 2311-2017

第6.2.1.4.1条

表3

TB/T 2311-2017

第7.3.1.5.2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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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电源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5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TB/T 2311-2017

第6.3.5条

TB/T 2311-2017

第 7.4.5 条
√ — — —

16 耐热试验
TB/T 2311-2017

第6.3.2条

TB/T 2311-2017

第 7.4.2 条
√ — — —

17 阻燃试验（绝缘零件）
TB/T 2311-2017

第6.3.4条

TB/T 2311-2017

第 7.4.4 条
√ — — —

18 有脱离器SPD的热稳定试验
TB/T 2311-2017

第6.3.9条

TB/T 2311-2017

第7.4.8条
√ — — —

19 电压降（两端口SPD）
TB/T 2311-2017

第6.2.1.7条

TB/T 2311-2017

第7.3.1.7条
√ — — —

20
额定负载电流IL（两端口

SPD）

TB/T 2311-2017

第6.2.1.8条

TB/T 2311-2017

第7.3.1.9条
√ — — —

21

特

殊

条

件

振动试验（用于轨旁

的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1条

TB/T 2311-2017

第7.5.1条
√ — — —

22
高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2条

TB/T 2311-2017

第7.5.2条
√ — — —

23
低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3条

TB/T 2311-2017

第7.5.3条
√ — — —

24
交变湿热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4条

TB/T 2311-2017

第7.5.4条
√ — — —

25
低气压试验（海拔

3000 m以上）

TB/T 2311-2017

第6.4.5条

TB/T 2311-2017

第7.5.5条
√ — — —

26 使用环境
TB/T 2311-2017

第 4 条
— — — — √

27 防雷元件的选择
TB/T 2311-2017

第 6.1.4 条
— — — — √

28
载流部件和连接件、接地

导体的材料

TB/T 2311-2017

第 6.1.6.3 条
— — — — √

29
连接外部导体的螺旋式接

线端子

TB/T 2311-2017

第 6.1.6.4 条
— — — — √

30 夹紧件
TB/T 2311-2017

第 6.1.6.5 条
— — — — √

31 包装、运输和储存
TB/T 2311-2017

第 9 条
— — — — √

说明：

“√”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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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标识和标志
TB/T 2311-2017

第 6.1.1 条

TB/T 2311-2017

第7.2.1条
√ √ √ —

2 外观质量

TB/T 2311-2017

第 2 号修改单

第 6.1.2.1 条

TB/T 2311-2017

第7.2.2条
√ — √ —

3 插拔式SPD的鉴别销

TB/T 2311-2017

第 1 号修改单

第 6.1.3 条

TB/T 2311-2017

第7.2.3条
√ — √ —

4
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

（螺钉接线端子的 SPD）

TB/T 2311-2017

第6.1.6条

TB/T 2311-2017

第7.2.4.2条
√ — — —

5 防直接接触试验
TB/T 2311-2017

第6.3.1条

TB/T 2311-2017

第7.4.1条
√ — — —

6 外壳防护等级
TB/T 2311-2017

第6.3.3条

TB/T 2311-2017

第 7.4.3 条
√ — — —

7 保护接地（二端口SPD）
TB/T 2311-2017

第6.3.8条

TB/T 2311-2017

第7.4.7条
√ — √ —

8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TB/T 2311-2017

第6.3.5条

TB/T 2311-2017

第 7.4.5 条
√ — — —

9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

（Uc≥110 V）

TB/T 2311-2017

第6.2.3.1条

TB/T 2311-2017

第7.3.2.5条
√ √ √ —

10

电压限制型SPD中MOV的标

称导通电压Un和直流漏电流

ILd

TB/T 2311-2017

第 6.2.3.2.2 条

TB/T 2311-2017

第 7.3.2.1 条
√ √ √ —

11
复合型SPD的GDT和MOV的标

称导通电压Un

TB/T 2311-2017

第6.2.3.2.1条
— √ √ √ —

12
复合型SPD的冲击放电电压

Uimp

TB/T 2311-2017

第6.2.3.3条

TB/T 2311-2017

第7.3.2.2条
√ √ — —

13
电压限制型SPD的基础限制

电压UB

TB/T 2311-2017

第6.2.3.5.1条

TB/T 2311-2017

第7.3.2.3.1条
√ √ √ —

14
标称放电电流In时的限制电

压UIn

TB/T 2311-2017

第6.2.3.5.2条

TB/T 2311-2017

第7.3.2.3.2条
√ √ — —

15 标称放电电流In

TB/T 2311-2017

第6.2.3.4.1条

表5

TB/T 2311-2017

第7.3.2.4条
√ √ — —

16
有脱离器SPD的最大放电电

流

TB/T 2311-2017

第6.2.3.7条

TB/T 2311-2017

第7.4.9条
√ √ — —

17 电压限制型SPD的热稳定性
TB/T 2311-2017

第6.3.9条

TB/T 2311-2017

第 7.4.8 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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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8 阻燃试验（绝缘零件）
TB/T 2311-2017

第6.3.4条

TB/T 2311-2017

第7.4.4条
√ — — —

19

特

殊

条

件

振动试验（用于轨旁

的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1条

TB/T 2311-2017

第7.5.1条
√ — — —

20
高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2条

TB/T 2311-2017

第7.5.2条
√ — — —

21
低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3条

TB/T 2311-2017

第7.5.3条
√ — — —

22
交变湿热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4条

TB/T 2311-2017

第7.5.4条
√ — — —

23 使用环境
TB/T 2311-2017

第 4 条
— — — — √

24 防雷元件的选择
TB/T 2311-2017

第 6.1.4 条
— — — — √

25
载流部件和连接件、接地

导体的材料

TB/T 2311-2017

第 6.1.6.3 条
— — — — √

26
连接外部导体的螺旋式接

线端子

TB/T 2311-2017

第 6.1.6.4 条
— — — — √

27 夹紧件
TB/T 2311-2017

第 6.1.6.5 条
— — — — √

28 包装、运输和储存
TB/T 2311-2017

第 9 条
— — — — √

说明：

“√”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表6-3 通道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标识和标志
TB/T 2311-2017

第 6.1.1 条

TB/T 2311-2017

第7.2.1条
√ √ √ —

2 外观质量

TB/T 2311-2017

第 2 号修改单

第 6.1.2.1 条

TB/T 2311-2017

第7.2.2条
√ — √ —

3
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

（螺钉接线端子的 SPD）

TB/T 2311-2017

第 6.1.6 条

TB/T 2311-2017

第7.2.4.3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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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通道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4 外壳防护等级
TB/T 2311-2017

第6.3.3条

TB/T 2311-2017

第 7.4.3 条
√ — — —

5 保护接地
TB/T 2311-2017

第6.3.8条

TB/T 2311-2017

第7.4.7条
√ — √ —

6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

TB/T 2311-2017

第6.2.4.2条

TB/T 2311-2017

第 7.3.3.5 条
√ — √ —

7 标称放电电流 In

TB/T 2311-2017

第6.2.4.5条

表6、表7

TB/T 2311-2017

第7.3.3.2条
√ √ — —

8 基础限制电压 UB

TB/T 2311-2017

第6.2.4.3.2条

TB/T 2311-2017

第 7.3.3.1.1 条
√ √ √ —

9
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

电压 UIn

TB/T 2311-2017

第6.2.4.3.2条

TB/T 2311-2017

第7.3.3.1.2条
√ √ — —

10 插入损耗αe

TB/T 2311-2017

第 6.2.4.7.1 条

TB/T 2311-2017

第 7.3.3.6.1 条
√ √ √ —

11 误码率 BER
TB/T 2311-2017

第 6.2.4.7.2 条

TB/T 2311-2017

第 7.3.3.6.2 条
√ √ √ —

12 阻燃试验（绝缘零件）
TB/T 2311-2017

第6.3.4条

TB/T 2311-2017

第7.4.4条
√ — — —

13

特

殊

条

件

振动试验（用于轨旁

的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1条

TB/T 2311-2017

第7.5.1条
√ — — —

14
高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2条

TB/T 2311-2017

第7.5.2条
√ — — —

15
低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3条

TB/T 2311-2017

第7.5.3条
√ — — —

16
交变湿热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4条

TB/T 2311-2017

第7.5.4条
√ — — —

17 使用环境
TB/T 2311-2017

第 4 条
— — — — √

18 防雷元件的选择
TB/T 2311-2017

第 6.1.4 条
— — — — √

19
载流部件和连接件、接地

导体的材料

TB/T 2311-2017

第 6.1.6.3 条
— — — — √

20
连接外部导体的螺旋式接

线端子

TB/T 2311-2017

第 6.1.6.4 条
— — — — √

21 夹紧件
TB/T 2311-2017

第 6.1.6.5 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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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通道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22 通道SPD的盲点
TB/T 2311-2017

第 6.2.4.6 条
— — — — √

23 电容值
TB/T 2311-2017

第 6.2.4.7.4 条

TB/T 2311-2017

第 7.3.3.4 条
— — — √

24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bit/s或

最大传输频率fG

TB/T 2311-2017

第 6.2.4.7.5 条
— — — — √

25 包装、运输和储存
TB/T 2311-2017

第 9 条
— — — — √

说明：

“√”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表6-4 天馈线同轴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 标识和标志
TB/T 2311-2017

第 6.1.1 条

TB/T 2311-2017

第7.2.1条
√ √ √ —

2 外观质量

TB/T 2311-2017

第 2 号修改单

第 6.1.2.1 条

TB/T 2311-2017

第7.2.2条
√ — √ —

3
仅含放电管的SPD可承受功

率Pmax

TB/T 2311-2017

第 6.2.5.1.1 条

TB/T 2311-2017

第7.3.4.1条
√ √ √ —

4 标称放电电流In

TB/T 2311-2017

第6.2.5.1.2条

表8

TB/T 2311-2017

第 7.3.4.2 条
√ √ — —

5 基础限制电压UB

TB/T 2311-2017

第6.2.5.1.3条

TB/T 2311-2017

第7.3.4.3条
√ √ √ —

6 插入损耗αe
TB/T 2311-2017

第6.2.5.2.2条

TB/T 2311-2017

第 7.3.3.3 条
√ √ √ —

7 电压驻波比 VSWR
TB/T 2311-2017

第6.2.5.2.3条

TB/T 2311-2017

第7.3.3.2条
√ √ √ —

8

特殊

条件

振动试验（用于轨

旁的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1条

TB/T 2311-2017

第7.5.1条
√ — — —

9
高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2条

TB/T 2311-2017

第7.5.2条
√ — — —

10
低温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3条

TB/T 2311-2017

第7.5.3条
√ — — —

11
交变湿热试验

（室外型SPD）

TB/T 2311-2017

第6.4.4条

TB/T 2311-2017

第7.5.4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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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天馈线同轴浪涌保护器检验内容、要求及方法（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型式

检验

重要性

能项目

监督

检测

现场

检查

12 使用环境
TB/T 2311-2017

第 4 条
— — — — √

13 防雷元件的选择
TB/T 2311-2017

第 6.1.4 条
— — — — √

14
载流部件和连接件、接地

导体的材料

TB/T 2311-2017

第 6.1.6.3 条
— — — — √

15
连接外部导体的螺旋式接

线端子

TB/T 2311-2017

第 6.1.6.4 条
— — — — √

16 连接器接头
TB/T 2311-2017

第 6.1.6.6 条
— — — — √

17 最大传输频率fG

TB/T 2311-2017

第 6.2.5.2.1 条
— — — — √

18 特性阻抗
TB/T 2311-2017

第 6.2.5.4 条
— — — — √

19 包装、运输和储存
TB/T 2311-2017

第 9 条
— — — — √

说明：

“√”表示应进行的检测项目。

4.4.2 重要性能项目是指该项点检验不合格时，可导致产品出现预期功能缺失、性能严重下降，可能

影响产品配合和行车安全，是产品检验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和控制的项点。

4.4.3 监督检测是指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的检测，一般在两次型式检验之间进行。

4.4.4 现场检查是指无法进行检测的技术条款，进行现场检查确认，逐条确认企业提供的证据满足标

准和标准性技术文件的要求。现场检查时，检验员应对被抽样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据进行确认，记录

并收集支持性证据，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现场遵守相同要求。检验过程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

存证据。

4.5 结果判定

4.5.1 型式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检验结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5.2 监督抽查时，检测项目优先从表 6“重要性能项目”中选取，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

格，否则为不合格。

4.5.3 监督检测时，所检项目均合格，检验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4.6 检验程序

4.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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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1 检验检测机构在收到检验样品后，应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储存，应核查样品的封条、封签完

好情况，检查样品，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

影响的情况，对样品分别登记上册、编号，及时分配检验任务，进行检验测试。样品的封条、封签不

完好的、签字被模仿或更改的，按相应的规定进行处理。

4.6.1.2 检验人员应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检验。产品检验的仪器设备应满足有关规定要

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正常运行。

4.6.1.3 检验人员如需要使用外部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应查验其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满足要求的计量器具或测量仪器方可使用。

4.6.1.4 样品开始检验前应当经生产企业确认样品良好。

4.6.2 项目检验顺序

4.6.2.1 产品型式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1）电源浪涌保护器

样品 1：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保护接地、插拔式 SPD 的鉴别销→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

防直接接触试验→外壳防护等级

样品 2：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电压限制型 SPD 中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和直流漏电流 ILd、复

合型 SPD 使用的 GDT 和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复合型电源 SPD 的冲击放电电压 Uimp→基础限制电压 UB

→直流电源 SPD 的标称放电电流 In

样品 3：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

样品 4：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耐热试验→阻燃试验

样品 5（适用时）：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电压降、额定负载电流 IL、有脱离器 SPD 的热稳定

试验

样品 6（适用时）：外观质量→基础限制电压UB→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验

→低气压试验

2）铁路信号设备浪涌保护器

样品 1：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保护接地、插拔式 SPD 的鉴别销→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接线

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防直接接触试验→外壳防护等级

样品 2：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电压限制型 SPD 中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和直流漏电流 ILd、复

合型 SPD 的 GDT 和 MOV 的标称导通电压 Un→电压限制型 SPD 的基础限制电压 UB、复合型 SPD 的冲击放

电电压 Uimp→标称放电电流 In→有脱离器 SPD 的最大放电电流

样品 3：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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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样品 4：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电压限制型 SPD 的热稳定性

样品 5（适用时）：外观质量→基础限制电压UB→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验

3）通道浪涌保护器

样品 1：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保护接地→接线端子连接导线的能力→外壳防护等级

样品 2：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基础限制电压 UB→标称放电电流 In

样品 3：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标称放电电流 In时的限制电压 UIn→阻燃试验

样品 4：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插入损耗αe→误码率 BER

样品 5（适用时）：外观质量→基础限制电压 UB→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

验

4）天馈线同轴浪涌保护器

样品 1：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仅含放电管的 SPD 可承受功率→基础限制电压 UB→标称放电电

流 In

样品 2：标识和标志、外观质量→插入损耗αe→电压驻波比 VSWR

样品3（适用时）：外观质量→基础限制电压UB→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振动试验

4.6.2.2 监督抽查、监督检测检验项目顺序参照型式检验中对应项目顺序进行。

4.6.3 检验操作程序

4.6.3.1 检验操作严格按规范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周期较长的检验项目，应当保持对设定值的控制，

并注意观察试件安装状况，必要时及时调整。

4.6.3.2 检验过程中，发生停电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导致测试条件不能满足要求的，待故障

排除后，采用备用样品重新进行检测。

4.6.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如实记录即时

情况，并有充分的证实材料。

4.6.3.4 检验过程中检验人员应如实填写检验原始记录，保证真实、准确、清晰，不得随意涂改，并

妥善保留备查。检验过程中可采取拍照或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4.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4.6.4.1 检验结束后应对被检样品状况、仪器设备状态进行认真检查，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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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2 检验后的样品，应标注样品“已检”状态标识。检验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

4.7 检验报告

4.7.1 检验报告应当注明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地址、依据标准，应进行单项和综合判定、明确检验结

论。

4.7.2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性质（分为定型产品、新产品）、样品来源（均为抽样）、检验类别（分

为行政许可检测、监督抽查检测、认证检测等）、检验性质（分为新产品鉴定试验（行政许可使用）、

型式检验、部分项目试验）。

4.7.3 检验报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编号、生产日期、抽样日期以及其他必要的产品溯源信息。

4.7.4 各项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截取的规定应满足表 7 的要求。

表 7 检验记录的读数值与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读数值位数
检验结果

备注
有效值位数 单位

1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 □.□ mm —

2 电压 □.□□ □.□ mv/V/kV

3 电流 □.□□ □.□ mA/A —

4 插入损耗 □.□□ □.□ dB —

5 电压驻波比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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