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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芯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前 言

本标准译自国际电工委员会建筑物电气装置第五部分的第 523

节载流量，标准号为 IEC 60364-5-523 1983 年。

改革开放以后，公共事业和住宅建设发展迅速，家用电气设备和

其它用电设备日渐增多。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每年发生的火灾中，电气

火灾也呈上升趋势。在短短的几年中，电气火灾比例增长一倍以上，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电缆电线的绝缘损坏、过热自燃、接触不良、电

缆单相接地和相间短路等故障引起的。因此，如何科学的合理的使用

电缆电线，准确地选择电缆电线的载流量，合乎规范的进行管理维护 ，

至为关键。

由于目前尚无 1000V 以下的电缆电线载流量的国家标准，而此部

分电缆电线的使用最为量大面广，有鉴于此，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提出编制标准计划，上报国家技术监督局，将国

际电工委员会 IEC 60364-5-523标准等同采用为国家标准（我国电缆

电线符合 IEC 电缆电线制造标准）。

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会同国际铜业协会现将

IEC 60364-5-523标准有关铜芯电缆电线载流量的标准先行成文，提

供设计、生产、施工安装、质检、运行和管理等各界参考。



国际电工委员会已于 95 年开始对 1983 年版载流量标准进行修

订，现已进入最后批准阶段。经过对二者的详细比较，有以下这些情

况和变化告知读者：

1. 适用的电压范围更改为交流 1KV 和直流 1.5KV。

2. 删除了铜芯 1.0mm2 和铝芯 1.0mm2、1.5mm2 的电缆电线载流

量。

3. 载流量基本没有变化，个别变化不超过 7%。

4. 电缆电线的品种和温升限值没有变化。

5. 增加了土壤热阻率不为 2.5K.m/W 时的修正系数。

6. 表中的电缆电线敷设方式原用文字说明的部分改为示图。

7. 表 52-E4、E5 中取消无孔托盘的载流量数据。

8. 对 523.5 条作了以下修改：

(1). 仅仅三相导体有负荷电流且平衡时，4 芯、5芯电缆可

有较大的载流量；

(2). 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中性线电流引起的温升将被相

线电流减少的发热所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导体截面应

按最大相线电流选择；

(3). 在中性线有负荷电流，而相线电流不作相应减少时，

当中性线谐波电流大于 10%，中性线截面不应小于相线

截面。较大的谐波电流校正系数见附录 C。

9. 增加并联导体达到负荷电流分配平衡的一些要求。

国际铜业协会(中国)

全国建筑物电气装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998 年 12 月



国际铜业协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推广和促进铜使用的非赢利性

国际组织。现有正式会员二十九个，代表着世界精铜产量的 80％ ，

其协作成员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和铜合金加工企业。国际铜业协会负

责制定方针政策、长远规划和资金分配方案，使得促进铜使用项目在

世界范围内开展。除了在美国纽约的总部外，国际铜业协会在伦敦、

圣地亚哥、北京、新加坡、孟买和上海设有地区代表处。国际铜业协

会的项目是通过地区代表处和 21 个独立的铜发展中心以及一些生产

厂家来具体实施的。项目的重点集中在主要的铜最终使用上：用于电

力和信息传输的电线电缆，用于供水的管道系统，用于建筑内外设计

和装修的产品以及工业应用和汽车应用等。国际铜业协会支持有关铜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科学研究。国际铜业协会向各国的政府部门

提供制定有关铜和铜合金的政策及法规的相关依据和建议。

国际铜业协会在北京和上海设有代表处。在电能效益、建筑导线 、

铜水管的应用、新型汽车散热器等方面进行着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

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参与。

国际铜业协会北京代表处愿同各界人士合作，更好地为铜工业和

整个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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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五篇：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52章：布线系统

第523节：载流量



52.布线系统

523.载流量

523.0 引言

本节规定的要求是用来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以电流持续期间产生

的热效应为条件，提供导体和绝缘的合理寿命。其它方面的考虑也影

响导体截面积的选择，诸如电击保护（见第 41 章）、热效应保护（见

第 42 章）、过电流保护（见第 43 章）、电压降（见第 52…节）及导

体所连设备的端子温度限值等方面的要求。

目前，本节只涉及标称电压不超过 0.6/1kV 的非铠装电缆。

523.1 一般要求

523.1.1

正常运行时任何导体电流持续期间承载的电流必须使表 52-A 中

所列的相应温度限值不被超过。电流值必须按照分条款 523.1.2 选

择，或按照分条款 523.1.3 确定。



注: 1.表 52-A 中列出的导体最大允许温度取自有关的 IEC出版物。表 52-C1 至

52-C4 及 52-C9 至 52-C12 中的数值均据此温度得出，并在这些表上注明

该温度。

2.对于矿物绝缘电缆，根据电缆的额定温度、电缆端头、环境条件及其它

外界影响条件，允许采用较高的连续运行温度。

523.1.2

如果非铠装电缆的电流不超过选自表 52-B1、52-B2 及 52-C1 至

52-C12 的相当值，并按照表 52-D1、52-D2 及 52-E1 至 52-E5 的系数

加以校正，则可认为满足了分条款 523.1.1 的要求。

注: 1.考虑到各国家委员会可能希望将本节各表改写成简化形式，供其国家规

程使用。一种可行的简化方法举例示于附录 A。

2.适用于较小装置经常使用的和适用于按回路设计电流及按过电流保护电

器的类型及其标称电流进行电缆规格选择的简化表在考虑中。

3.本节各表所列数值适用于非铠装电缆，是根据 IEC 出版物 287：《电缆的

持续额定电流的计算（负荷率 100%）》所述方法推导出来的，并使用了 IEC

出版物 502：《额定电压 1kV 至 30kV 挤压型固体介质绝缘电力电缆》中规



定的量值，采用的电缆电压为 1kV以下，导体电阻为 IEC出版物 228：《 绝

缘电缆的导体》中所列数值。电缆构造（例如导体截面的形状）上已知的

实际变化和制造公差导致合理的电缆尺寸的离散，从而导致每种标称导体

规格载流量的离散。表列载流量的选用已安全地计入这种数值的离散,当

于导体截面积绘制截流量曲线时，诸点均位于一平滑曲线上。

4.对于导体截面等于或大于 25mm2 的多芯电缆，不论是圆形导体或是异形

导体都是容许的。表列数值是按异形导体的尺寸推导出来的。

523.1.3

载流量的合理值可按IEC出版物287中所述确定，或由试验确定 。

不论哪一种情况，都需计及负荷的特性，而对于埋设的电缆，还需计

及土壤的有效热阻。

523.2 环境温度

523.2.1

所采用的环境温度值是考虑中的电缆或导体未带负荷时的周围

介质的温度。

523.2.2

按照本节各表选定载流量值时，采取如下参考环境温度：

——对于空气中的电缆，不论其敷设方式： 30℃

——对于埋设的电缆，不论是直埋在土壤中或是在地中导管内：20℃



523.2.3

使用本节各表时，如导线或电缆敷设地点的环境温度与上列参考

环境温度不同时，必须将表 52-C1 至 52-C12 中所列的载流量值乘以

表 52-D1 和 52-D2 中规定的相应系数，但对于埋地的电缆，如果土壤

温度每年只有几个星期超过 23℃，则不需校正。

注： 对于空气中的电缆和导线，在环境温度偶尔超过参考环境温度的地方，无

需校正所采用表列载流量的可能性在考虑中。

523.2.4

表52-D1和52-D2所列的校正系数没有计入可能出现的日光或其

它红外线辐射引起的温度上升。在电缆或导线遭受这种辐射的地方，

载流量必须按 IEC 出版物 287 所规定的方法予以推导。

523.3 土壤热阻率

523.3.1

对于在地中埋设的电缆，本节表列载流量是按土壤热阻率为

2.5K.m/W 确定的。当土壤种类和地区位置不明时，采用此值作为全

球性使用的谨慎的数据，被认为是必要的（见 IEC 出版物 287 的附录

A）。

在实际土壤热阻率高于 2.5K.m/W 的地方，必须适当地降低载流

量或者将紧靠电缆周围的土壤以较合适的物料替换。这些情况通常见

于很干燥的土地环境。



注： 对于在地中埋设的电缆，本节表列载流量只用在建筑物内和建筑物周围的

线段。对于其它装置，经调查研究能确定相应于所载负荷的较精确的土壤

热阻率时，载流量值可用 IEC 出版物 287 中的计算方法推导。

523.4 多回路成组

523.4.1

表 52-B1 内的敷设方式 A至 D

表 52-C1至 52-C6所列载流量指的是由下列根数导线组成的单回

路：

——两根绝缘导线或两根单芯电缆，或一根双芯电缆；

——三根绝缘导线或三根单芯电缆，或一根三芯电缆；

同组安装更多的导线或电缆时，必须乘以表 52-E1至 52-E3 中规

定的校正系数。

注： 成组校正系数是在所有带电导线在负荷率 100%时持续稳态运行的基础上计

算出来的。如果装置运行条件导致负荷率小于 100%，可采用较高的校正

系数。

523.4.2

表 52-B2 内的敷设方式 E和 F

表 52-C7 至 52-C12 所列的载流量与敷设参考方式有关。

当原回路或成组回路敷设在托盘、线夹及类似物上时，单回路和

成组回路的载流量应按表 52-C7 至 52-C12 中所示的电缆在自由空气



中的不同排列方式，乘以表 52-E4 和 52-E5 所列的敷设和成组校正系

数。

分条款 523.4.1 和 523.4.2 的注：

1.成组降低系数是依各种导体规格、电缆类型和采用的敷设条件的平均值计算出

来的。注意每一表下面的附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更精确的计算。

2.成组校正系数是假定该组各回路电缆负载相同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当成组内

包含不同规格的电缆时，应注意较小电缆的电流负载。如果根据已知的运行条

件，某一电缆的预计承载的电流大大小于其成组的额定值，为了取得成组内其

余电缆的计算系数，此电缆可以忽略不计。

523.5 有载导线根数

523.5.1

一个回路内要考虑的导线根数是那些承载负荷电流的导线根数。

在可以假定多相回路中导线承载平衡电流时，就不需考虑其中性线。

因此，表列三根导线的载流量适用于带中性线的三相平衡回路的导

线；在此等情况下，四芯电缆的载流量和每相导体截面积与之相同的

三芯电缆一样。

523.5.2

在中性线承载电流，而相线负荷不作相应降低时，回路电流额定

值的确定应考虑中性线。

注： 例如，这类电流可能由三相回路内大量的谐波电流引起。

523.5.3



只作为保护线（PE 线）的导线不应被考虑。PEN 线应按中性线一

样考虑。

523.6 并联导线

在系统的同一相或同一极内并联两根或更多导线时，应采取措施

以保证并联导线平均分担负荷电流。

523.7 沿路线敷设条件的变化

布线路径中各部分冷却条件不相同时，载流量的确定应适合路径

中条件最不利的部分。

各表总注解：

1. 表列载流量适用于固定的电气装置通常使用的绝缘导线和电缆的类型以

及敷设方式。表列载流量系指持续稳态运行（负荷率 100%）的直流电流或标

称频率 50Hz 或 60Hz 的交流电流。

2. 表 52-B1 分项列举与载流量对应的参考敷设方式。其它敷设方式被并入

这些参考方式，因这些敷设方式被认为也能安全地使用同样的载流量。这并

不意味着所有国家的国家规程都需采纳所有这些规定。

3. 表 52-B2 列出了按参考敷设方式选择载流量的表号，以及参考方式与参

考敷设方式不一致时查阅的表号。

4. 为了方便，在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地方，表 52-C1 至 52-C12 中的载流

量可用简单公式根据导体规格算出。这些公式及相应系数见附录 B。



表 52-B1 敷设方式 A至 D一览表

敷设方式 A至 D一览表

参 考 敷 设

方 式

具有相同载流

量的其它敷设

方 式

表 号 及 栏 号

P V C 绝 缘 XLPE/EPR 绝缘 矿 物

成

组

降

低

系

数

单回路额

定 值

环

境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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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境

温

度

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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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及

三

芯

环

境

温

度

系

数

两

芯

三

芯

两

芯

三

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绝缘导线穿

管敷设在绝

缘墙内

A

—多芯电缆

直敷在绝缘墙

内

—绝缘导线

穿管敷设在封

闭地沟内

—多芯电缆

穿管敷设在绝

缘墙内

52
-
C
1

A
栏

52
-
C
3

A
栏

52
-
D
1

52
-
C
2

A
栏

52
-
C
4

A
栏

52
-
D
1

— — 52
-
E1

绝缘导线穿

管敷设在墙

上

B

—绝缘导线

敷设在墙上槽

盒内

—绝缘导线

穿管敷设在通

风的楼板地沟

内

—绝缘导线、

单芯或多芯电

缆穿管或穿导

管敷设在砌体

内

52
-
C
1

B
栏

52
-
C
3

B
栏

52
-
D
1

52
-
C
2

B
栏

52
-
C
4

B
栏

52
-
D
1

— — 52
-
E1



表 52-B1（续）

注： 1. 当电缆穿过不长于 1m 的作机械保护的线管或槽盒，且此线管或槽盒是在空气中或与砌体接

触时，不需要降低载流量。在线管或槽盒与较大热阻率材料接触处，长度不应大于 0.2m。术

语“砌体”不是指隔热材料。电缆在隔热建筑材料内的载流量在考虑中。

2. 当土壤热阻率的量级为 2.5K·m/W 时，本项对直埋电缆也能适用。当土壤热阻率低于

2.5K·m/W 时，直埋电缆的载流量明显地大于敷设在导管内电缆的载流量。

参 考 敷 设

方 式

具有相同载流

量的其它敷设

方 式

表 号 及 栏 号

P V C 绝 缘 XLPE/EPR 绝缘 矿 物

成

组

降

低

系

数

单回路额

定 值

环

境

温

度

系

数

单回路额

定 值

环

境

温

度

系

数

一

、

二

及

三

芯

环

境

温

度

系

数

两

芯

三

芯

两

芯

三

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多芯电缆敷

设在墙上 C

—单芯电缆

敷设在墙、楼板

或天花板上

—多芯电缆

直敷在砌体内

—多芯电缆

敷设楼板上

—单芯电缆

或多芯电缆敷

设在开启或通

风的地沟内

—多芯电缆

在槽盒内或穿

管敷设在空气

中或触及砌体

敷设[数值乘以

0.8(注 1)]

52
-
C
1

C
栏

52
-
C
3

C
栏

52
-
D
1

52
-
C
2

C
栏

52
-
C
4

C
栏

52
-
D
1

52
-
C
5

70
℃

52
-
C
6

10
5℃

52
-
D
1

52
-
E1

多芯电缆敷

设在地中导

管内

D

—单芯电缆

敷设在地中导

管内

—单芯或多

芯电缆直埋在

地中(注 2) 52
-
C
1

D
栏

52
-
C
3

D
栏

52
-
D
2

52
-
C
2

D
栏

52
-
C
4

D
栏

52
-
D
2

— —

52
-
E2

及
52
-
E3



表 52-B2敷设方式 E、F及 G一览表

敷设方式 E、F及 G一览表

参 考 敷 设 方 式

表 号 及 栏 号

P V C 绝 缘
X L P E 和

E P R 绝 缘
矿 物 绝 缘

成 组 校 正 系 数 和 其 它

敷 设 方 式

单回

路额

定值

环境

温度

系数

单回

路额

定值

环境

温度

系数

单回

路额

定值

环境

温度

系数

敷设条件

其它

敷设

方式

校正

系数

两芯或多芯

电缆敷设在

自由空气中

与墙的间隙

不小于电缆

直径的 0.3倍

E

铜
52
-
C
9

52
-
D
1

铜
52
-
C
11

52
-
D
1

70
℃
护
套

52
-
C
7

10
5℃

护
套

52
-
C
8

52
-
D
1

无孔托盘 H

52
-
E4

有孔托盘
J或
K

—梯架

—线 夹 、

挂钩

—悬挂在

吊索上

L

单芯电缆多

根紧靠敷设

在自由空气

中

与墙的间隙

不小于一根

电缆直径

F 铜
52
-
C
9

52
-
D
1

铜
52
-
C
11

52
-
D
1

70
℃

护
套

52
-
C
7

10
5℃

护
套

52
-
C
8

52
-
D
1

无孔托盘 M

52
-
E4

有孔托盘
N或

P

—回路成

组在自由空

气中

—梯架

—线 夹 、

挂钩

—悬挂在

吊索上

Q



表 52-B1 和表 52-B2 中电缆敷设的注解：

1. 电缆穿管敷设在绝缘墙内：

该墙由防风雨的外强皮、保温层和具有 10W/m2K 传热系数的木料或类似木料

方式 A 的内墙皮组成。线管靠近内墙皮固定，但不一定触及。设想电缆的热量只

通过内墙皮逸散。线管可以是金属的或是塑料的。

2. 电缆直敷在绝缘墙内：

与项 1 相似，只是以多芯电缆代替线管。

方式 B 3. 线管敷设在墙面上：

固定线管，使线管与墙面之间的空隙小于线管直径的 0.3 倍。

4. 电缆敷设在墙面上：

电缆的固定使电缆与墙面之间的空隙小于电缆直径的 0.3 倍。

方式 C 5. 电缆敷设在楼板或天花板面上：

与项 4 相似。电缆敷设在天花板上的额定值略小于（见表 52-E1）敷设在墙

上或楼板上的数值。

6. 电缆直埋在地中：

电缆触及土壤敷设。表列载流量是指土壤热阻率为 2 . 5K·m/W 和埋深为

0.7m。

方式 D 7. 电缆敷设在导管内：

电缆穿在与土壤直接接触的非金属导管内。表列载流量对应于土壤热阻率

为 2.5K·m/W 和埋深为 0.7m。对于多芯电缆，如果电缆穿在金属管内，也

可以使用这些额定值。

8. 电缆在自由空气中敷设：

方式 E、 在此方式中电缆的支持方式不阻碍全部热量的逸散。宜计入来自太阳及其

F 及 G 它热源的热量。并注意不要阻碍自然的空气对流。实际上，电缆与任何邻

近表面之间的间隙只要达到 0.3 倍电缆外径，就足以允许采用适合于自由

空气条件的载流量。

方式 H、 9. 电缆托盘：

J、K、M、 有孔托盘具有按规则布置的洞孔，以便于使用电缆固定螺丝。如果洞孔所

N 及 P 占面积小于表面积的 30%，则该托盘应被视作是无孔托盘。

10.梯架：

该结构对电缆周围的气流产生最小的阻力，也就是说，电缆下面的支持金

方式 L 属件所占的面积小于平面面积的 10%。

单芯电缆敷

设在自由空

气中，电缆之

间有间隙

至少一根电

缆直径

G 铜
52
-
C
9

52
-
D
1

铜
52
-
C
11

52
-
D
1

70
℃
护
套

52
-
C
7

10
5℃

护
套

52
-
C
8

52
-
D
1

— — —



及 Q 11.线夹、挂钩：

电缆支持件，它们沿电缆全长每隔一段距离支持住电缆，并且基本上容许

电缆四周的空气完全自由流通。

表 52-C1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PVC绝缘/两根有载导体/铜

导体温度：70℃/ 环境温度：在空气中 30℃，在地中 20℃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的 敷 设 方 式

A B C D

铜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11

14.5

19.5

26

34

46

61

80

99

119

151

182

210

240

273

320

367

13.5

17.5

24

32

41

57

76

101

125

151

192

232

269

-

-

-

-

15

19.5

26

35

46

63

85

112

138

168

213

258

299

344

392

461

530

17.5

22

29

38

47

63

81

104

125

148

183

216

246

278

312

360

407



表 52-C2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XLPE 或 EPR 绝缘/两根有载导体/铜

导体温度：90℃/ 环境温度：在空气中 30℃，在地中 20℃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的 敷 设 方 式

A B C D

铜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15

19

26

35

45

61

81

106

131

158

200

241

278

318

362

424

486

18

23

31

42

54

74

100

133

164

198

254

306

354

-

-

-

-

19

24

33

45

58

80

107

138

171

210

269

328

382

441

506

599

693

21

26

34

44

56

73

95

121

146

173

213

252

287

324

363

419

474



表 52-C3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PVC绝缘/三根有载导体/铜

导体温度：70℃/ 环境温度：在空气中 30℃，在地中 20℃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的 敷 设 方 式

A B C D

铜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10.5

13

18

24

31

42

56

73

89

108

136

164

188

216

248

286

328

12

15.5

21

28

36

50

68

89

111

134

171

207

239

-

-

-

-

13.5

17.5

24

32

41

57

76

96

119

144

184

223

259

294

341

403

464

14.5

18

24

31

39

52

67

86

103

122

151

179

203

230

257

297

336



表 52-C4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中敷设方式的载流量（A）
XLPE 或 EPR 绝缘/三根有载导体/铜

导体温度：90℃/ 环境温度：在空气中 30℃，在地中 20℃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的 敷 设 方 式

A B C D

铜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13.5

17

23

31

40

54

73

95

117

141

179

216

249

285

324

380

435

16

20

27

37

48

66

89

117

144

175

222

269

312

-

-

-

-

17

22

30

40

52

71

96

119

147

179

229

278

322

371

424

500

576

17.5

22

29

37

46

61

79

101

122

144

178

211

240

271

304

351

396



表 52-C5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 C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 C的载流量（A）
矿物绝缘/铜质线芯和护套/PVC包覆或紧靠的裸电缆（见注 2）

护套温度：70℃/ 环境温度：30℃

注: 1. 对于单芯电缆，回路两端各电缆的护套连接在一起。

2. 对于互相紧靠的裸电缆，表列数值应乘以 0.9。

导 体 标 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中项 C的导体数及排列方式

两 根 导 体

两芯或单芯电缆

三 根 导 体

多芯或单芯电缆

三叶形排列

单芯电缆

平列

500V
1.0
1.5
2.5
4

1 2 3

18.5
23
31
40

15
19
26
35

17
21
29
38

750V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20
25
34
45
57
77
102
133
163
202
247
296
340
388
440
514

16
21
28
37
48
65
86
112
137
169
207
249
286
328
371
434

18
23
31
41
52
70
92
120
147
181
221
264
303
346
392
457



表 52-C6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 C的载流量（A）

按表 52-B1 中敷设方式 C的载流量（A）
矿物绝缘/铜质线芯和护套/不紧靠的裸电缆

护套温度：105℃/ 环境温度：30℃

注: 1. 对于单芯电缆，回路两端各电缆的护套连接在一起。

2. 成组电缆不需要乘校正系数。

导 体 标 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1 中项 C的导体数及排列方式

两 根 导 体

两芯或单芯电缆

三 根 导 体

多芯或单芯电缆

三叶形排列

单芯电缆

平列

500V
1.0
1.5
2.5
4

1 2 3

22
28
38
51

19
24
33
44

21
27
36
47

750V
1.0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24
31
42
55
70
96
127
166
203
260
307
369
424
485
550
643

20
26
35
47
60
81
107
140
171
212
260
312
359
410
465
544

24
30
41
53
67
91
119
154
187
230
280
334
382
435
492
572



表 52-C7按表 52-B2 中敷设方式 E、F及 G 在自由空气中的载流

量（A）

按表 52-B2中敷设方式 E、F及 G在自由空气中电缆的载流量（A）
矿物绝缘/铜质线芯和护套/PVC包覆或紧靠的裸电缆（见注 2）

护套温度：70℃/ 环境温度：30℃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2 中项 E、F及 G的导体数及排列方式

两根导体

两芯或单芯

电缆

方式 E 或 F

三 根 导 体

多芯或单芯

电缆

三叶形排列

方式 E或 F

单芯电缆

紧靠方式 F
单芯电缆

垂直有间隙

方式 G

单芯电缆

水平有间隙

方式 G

500V
1
1.5
2.5
4

1 2 3 4 5

19.5
25
33
44

16.5
21
28
37

18
23
31
41

20
26
34
45

23
29
39
51



注: 1. 对于单芯电缆，回路两端各电缆的护套连接在一起。

2. 对于互相紧靠的裸电缆，表列数值应乘以 0.9。

表 52-C8 按表 52-B2 中敷设方式 E、F 及 G在自由空气中的载流量（A）

按表 52-B2中敷设方式 E、F及 G在自由空气中电缆的载流量（A）
矿物绝缘/铜质线芯和护套/不紧靠的裸电缆

护套温度：105℃/ 环境温度：30℃

750V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21
26
36
47
60
82
109
142
174
215
264
317
364
416
472
552

17.5
22
30
40
51
69
92
120
147
182
223
267
308
352
399
466

20
26
34
45
57
77
102
132
161
198
241
289
331
377
426
496

22
28
37
49
62
84
110
142
173
213
259
309
353
400
448
497

25
32
43
56
71
95
125
162
197
242
294
351
401
455
508
564

导体标称

截 面 积

（mm2）

表 52-B2 中项 E、F及 G的导体数及排列方式

两根导体

两芯或单芯

电缆

方式 E 或 F

三 根 导 体

多芯或单芯

电缆

三叶形排列

方式 E或 F

单芯电缆

紧靠方式 F
单芯电缆

垂直有间隙

方式 G

单芯电缆

水平有间隙

方式 G

500V
1
1.5
2.5
4

1 2 3 4 5

24
31
41
54

21
26
35
46

23
29
39
51

26
33
43
56

29
37
49
64



注: 1. 对于单芯电缆，回路两端各电缆的护套连接在一起。

2. 成组电缆不需要乘校正系数。

表 52-C9 按表 52-B2 中敷设方式 E、F 及 G在自由空气中的载流量（A）

按表 52-B2中敷设方式 E、F及 G在自由空气中电缆的载流量（A）
PVC绝缘/铜芯

导体温度：70℃/ 环境温度：30℃

750V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26
33
45
60
76
104
137
179
220
272
333
400
460
526
596
697

22
28
38
50
64
87
115
150
184
228
279
335
385
441
500
584

25
32
43
56
71
96
127
164
200
247
300
359
411
469
530
617

28
35
47
61
78
105
137
178
216
266
323
385
440
498
557
625

32
40
54
70
89
120
157
204
248
304
370
440
501
566
629
703

导体

标称

截面积

(mm2)

表 52-B2 的 敷 设 方 式

多 芯 电 缆 单 芯 电 缆

两芯有载

E

三芯有载

E

两根单芯

F

三根单芯

三叶形排列

F

三 根 单 芯，平 列

紧 靠

F

有 间 隙

水 平

G

垂 直

G

1.5
2.5

1 2 3 4 5 6 7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表 52-C11 按表 52-B2 中敷设方式 E、F及 G在自由空气中的载流量

（A）

按表 52-B2中敷设方式 E、F及 G在自由空气中电缆的载流量（A）
PVC绝缘/铜芯

导体温度：90℃/ 环境温度：30℃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500
630

22
30
40
51
70
94
119
148
181
232
282
328
379
434
513
594
-

-

-

18.5
25
34
43
60
80
101
126
153
196
238
276
319
364
430
497
-

-

-

-

-

-

-

-

-

131
162
196
251
304
352
406
463
546
629
754
868
1005

-

-

-

-

-

-

110
137
167
216
264
307
356
407
482
556
664
757
856

-

-

-

-

-

-

114
143
174
225
275
320
371
426
504
582
698
797
899

-

-

-

-

-

-

146
181
219
281
341
396
456
521
615
709
852
982
1138

-

-

-

-

-

-

130
162
197
254
311
362
419
480
569
659
795
920
1070

导体

标称

截面积

(mm2)

表 52-B2 的 敷 设 方 式

多 芯 电 缆 单 芯 电 缆

两芯有载

E

三芯有载

E

二根单芯

F

三根单芯

三叶形排列

F

三 根 单 芯，平 列

紧 靠

F

有 间 隙

水 平

G

垂 直

G



注: 16mm2及以下规格是指圆形导体。较大规格的数值是指异型导体，所列载流量值可安全地用于

圆形导体。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500
630

1 2 3 4 5 6 7

26
36
49
63
86
115
149
185
225
289
352
410
473
542
641
741
-

-

-

23
32
42
54
75
100
127
157
192
246
298
346
399
456
538
620
-

-

-

-

-

-

-

-

-

161
200
242
310
377
437
504
575
679
783
940
1083
1254

-

-

-

-

-

-

135
169
207
268
328
382
443
509
604
699
839
958
1077

-

-

-

-

-

-

141
176
215
279
341
399
462
531
631
731
880
1006
1117

-

-

-

-

-

-

182
226
275
353
430
500
577
661
781
902
1085
1253
1454

-

-

-

-

-

-

161
201
246
318
389
454
527
605
719
833
1008
1169
1362



表 52-D1空气中环境温度不等于 30℃时的校正系数

空气中环境温度不等于 30℃时的校正系数

适用于在空气中敷设的电缆的载流量

* 用于更高的环境温度时，需与制造厂协商。

环境温度

（℃）

绝 缘

PVC XLPE 或 EPR

矿 物 *

PVC包覆或

紧靠的裸电缆

70℃

不紧靠的

裸电缆

105℃

10

15

20

25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22

1.17

1.12

1.06

0.94

0.87

0.79

0.71

0.61

0.50

-

-

-

-

-

-

-

1.15

1.12

1.08

1.04

0.96

0.91

0.87

0.82

0.76

0.71

0.65

0.58

0.50

0.41

-

-

-

1.26

1.20

1.14

1.07

0.93

0.87

0.85

0.67

0.57

0.45

-

-

-

-

-

-

-

1.14

1.11

1.07

1.04

0.96

0.92

0.88

0.84

0.80

0.75

0.70

0.65

0.60

0.54

0.47

0.40

0.32



表 52-D2 地下环境温度不等于 20℃时的校正系数

地中环境温度不等于 20℃时的校正系数

适用于在地中敷设的电缆的载流量

地中温度

（℃）

绝 缘

PVC XLPE 或 EPR

10

15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1.10

1.05

0.95

0.89

0.84

0.77

0.71

0.63

0.55

0.45

-

-

-

-

1.07

1.04

0.96

0.93

0.89

0.85

0.80

0.76

0.71

0.65

0.60

0.53

0.46

0.38



表 52-E1 多回路或多根多芯电缆成组校正系数

多回路或多根多芯电缆成组校正系数

适用于线管中和槽盒中的电缆以及贴面敷设的电缆束的参考额定值（表 52-C1至 52-C6）

注: 1. 表列系数适用于相同负载的均匀成组电缆。

2．相邻电缆之间的水平间隙大于二倍电缆总直径时，不需要乘降低系数。

3．电缆之间“有间隙”的含义是，相邻电缆表面之间的间隙为一根电缆直径。

4．上列校正系数同样适用于：

----两根或三根成组的单芯电缆；

----多芯电缆。

5. 如果系数由两芯电缆和三芯电缆两者组成，则电缆的总根数即为回路的数量，而相应的校正

系数，两芯电缆可用两根有载导体的表；三芯电缆可用三根有载导体的表。

6．如果成组电缆由 n 根有载单芯电缆组成，它可认为是具有两根有载导体的 n/2 个回路或三根

有载导体的 n/3 个回路。

7．表列数值为各种导体规格及表 52-B1 中各种敷设方式的平均值。表列数值的总准确度

在正负 7.5%之内。

项 1 2 3 4 5

电缆的排列
贴面成束或封闭

在线管或线槽内

单层电缆在墙面或地板面上 单层电缆在天花板下

紧 靠 有 间 隙 紧 靠 有 间 隙

校

正

系

数

回

路

或

多

芯

电

缆

的

数

量

1 1.00 1.00 1.00 0.95 0.95

2 0.80 0.85 0.95 0.80 0.85

3 0.70 0.80 0.90 0.70 0.85

4 0.65 0.75 0.90 0.70 0.85

5 0.60 0.75 0.90 0.65 0.85

6 0.55 0.70 0.90 0.65 0.85

7 0.55 0.70 0.90 0.65 0.85

8 0.50 0.70 0.90 0.60 0.85

9 0.50 0.70 0.90 0.60 0.85

10 0.50 0.70 0.90 0.60 0.85

12 0.45 0.70 0.90 0.60 0.85

14 0.45 0.70 0.90 0.60 0.85

16 0.40 0.65 0.90 0.55 0.85

18 0.40 0.65 0.90 0.55 0.85

20 0.40 0.65 0.90 0.55 0.85



表 52-E2多回路校正系数，电缆直埋地中

多回路校正系数，电缆直埋地中

表 52-C1至 52-C4中的敷设方式 D
单芯或多芯电缆

* 多芯电缆

单芯电缆

表列数值适用于埋深为 0.7m 及土壤热阻率为 2.5K·m/W 的条件。它们是表 52-C1至 52-C4中各

种电缆规格和类型的平均值。平均值的采用以及四舍五入的取舍，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不大于

正负 10%的误差。如要求较准确的数值，可按 IEC出版物 287给出的方法计算。

回路数

电缆与电缆之间的间隙(a)*

无

(电缆紧靠)

一根电缆

直径
0.125m 0.25m 0.5m

2

3

4

5

6

0.75

0.65

0.60

0.55

0.50

0.80

0.70

0.60

0.55

0.55

0.85

0.75

0.70

0.65

0.60

0.90

0.80

0.75

0.70

0.70

0.90

0.85

0.80

0.80

0.80



表 52-E3多回路校正系数，电缆敷设在地中导管内

多回路校正系数，电缆敷设在地中导管内

表 52-C1至 52-C4中的敷设方式 D

A．多芯电缆在单孔导管中

B. 单芯电缆在单孔导管中

* 多芯电缆

单芯电缆

表列数值适用于埋深为 0.7m 及土壤热阻率为 2.5K·m/W 的条件。它们是表 52-C1至 52-C4中各

种电缆规格和类型的平均值。平均值的采用以及四舍五入的取舍，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不大于

正负 10%的误差。如要求较准确的数值，可按 IEC出版物 287给出的方法计算。

电 缆 数

导管与导管之间的间隙(a)*

无

(导管紧靠)
0.25m 0.5m 1.0m

2

3

4

5

6

0.85

0.75

0.70

0.65

0.60

0.90

0.85

0.80

0.80

0.80

0.95

0.90

0.85

0.85

0.80

0.95

0.95

0.90

0.90

0.90

两根或三根

单芯电缆

组成的回路表

导管与导管之间的间隙(a)* *

无

(导管紧靠)
0.25m 0.5m 1.0m

2

3

4

5

6

0.80

0.70

0.65

0.60

0.60

0.90

0.80

0.75

0.70

0.70

0.90

0.85

0.80

0.80

0.80

0.95

0.90

0.90

0.90

0.90



表 52-E4 多根多芯电缆成组校正系数

多根多芯电缆成组校正系数（注 2）
适用于在自由空气中敷设的多芯电缆的参考额定值

（表 52-C7至 52-C12中的敷设方式 E）

注： 1. 表列数值是表 52-C7 至 52-C12 所列各种电缆类型及各种导体规格的平均值。数值的偏差一

般小于正负 7.5%。

2. 表列系数适用于如上所示的单层成组电缆，不适用于彼此紧靠敷设的多层电缆。这种敷设方

式的载流量值会大大降低，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确定。

3．表列数值适用于托盘之间的垂直间距为 300mm。当垂直间距小于 300mm 时，应将系数减小。

4．表列数值适用于背对背安装的托盘，托盘之间的水平间距为 225mm。当水平间距小于 225mm

时，应将系数减小。

表 52-B2 中的敷设方式
电 缆 数

托盘数 1 2 3 4 6 9

无孔

托盘

(注 3)

H

1

2

3

0.95

0.95

0.95

0.85

0.85

0.85

0.80

0.75

0.75

0.75

0.75

0.70

0.70

0.70

0.65

0.70

0.65

0.60

1

2

3

1.00

0.95

0.95

0.95

0.95

0.95

0.95

0.90

0.90

0.95

0.90

0.90

0.90

0.85

0.85

-

-

-

有孔

托盘

(注 3)

J

1

2

3

1.00

1.00

1.00

0.90

0.85

0.85

0.80

0.80

0.80

0.80

0.75

0.75

0.75

0.75

0.70

0.75

0.70

0.65

1

2

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5

0.95

0.95

0.90

0.90

0.90

0.85

0.85

-

-

-

垂直

的有

孔托

盘

(注 4)

K

1

2

1.00

1.00

0.90

0.90

0.80

0.80

0.75

0.75

0.75

0.70

0.70

0.70

1

2

1.00

1.00

0.90

0.90

0.90

0.90

0.90

0.85

0.85

0.85

-

-

梯架,

线夹

等

(注 3)

L

1

2

3

1.00

1.00

1.00

0.85

0.85

0.85

0.80

0.80

0.80

0.80

0.80

0.75

0.80

0.75

0.75

0.80

0.75

0.70

1

2

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95

1.00

0.95

0.95

1.00

0.95

0.95

-

-

-



表 52-E5单芯电缆多回路成组校正系数

单芯电缆多回路成组校正系数（注 2）
适用于在自由空气中敷设的一回路单芯电缆的参考额定值

（表 52-C7至 52-C12 中的敷设方式 F）

注： 1. 表列数值是表 52-C7 至 52-C12 所列各种电缆类型及各种导体规格的平均值。数值的偏差一

般小于正负 7.5%。

2. 表列系数适用于如表中所示的单层电缆（或三叶形成组），不适用于彼此紧靠敷设的多层电

缆。这种敷设方式的载流量值会大大降低，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确定。

3．表列数值适用于托盘之间的垂直间距为 300mm。当垂直间距小于 300mm 时，应将系数减小。

4．表列数值适用于背对背安装的托盘，托盘之间的水平间距为 225mm。当水平间距小于 225mm

时，应将系数减小。

5．对于每相多根电缆并联的回路，使用本表时，应将每组三根导体作为一回路。

表 52-B2 中的敷设方式
三 相 回 路 数（注 5） 用作以下电缆布置的

载流量额定值的系数托盘数 1 2 3

无孔

托盘

(注 3)

M

1

2

3

0.95

0.92

0.90

0.90

0.85

0.80

0.85

0.80

0.75
三根电缆水平排列

有孔

托盘

(注 3)

N

1

2

3

0.95

0.95

0.90

0.90

0.85

0.85

0.85

0.80

0.80

垂直的有

孔托盘

(注 4)

P

1

2

0.95

0.90

0.85

0.85

-

- 三根电缆垂直排列

梯架、线

夹等

(注 3)

Q

1

2

3

1.00

0.95

0.95

0.95

0.90

0.90

0.95

0.90

0.85

三根电缆水平排列

无孔

托盘

(注 3)

M

1

2

3

1.00

0.95

0.95

0.95

0.90

0.90

0.95

0.85

0.85

三根电缆三叶形排列

有孔

托盘

(注 3)

N

1

2

3

1.00

0.95

0.95

1.00

0.95

0.90

0.95

0.90

0.85

垂直的有

孔托盘

(注 4)

P

1

2

1.00

1.00

0.90

0.90

0.90

0.85

梯架、线

夹等

(注 3)

Q

1

2

3

1.00

0.95

0.95

1.00

0.95

0.95

1.00

0.95

0.90



附录 A 第 523节各表简化方法举例

本附录用来说明一种可行的方法，它可用简化表 52-C1 至 52-C4、52-C9 至 52-C12 及 52-E1 至

52-E5，以便在国家规程中使用。

不排除采用其它合适的方法（见分条款 523.1.2的注 1）。

表 25-X1载流量（A）

表 52-B1 或

52-B2 中的

敷设方式

有载导体的根数及绝缘种类

A
三根

PVC

二根

PVC

三根

XLPE

二根

XLPE

B
三根

PVC

二根

PVC

三根

XLPE

二根

XLPE

C
三根

PVC

二根

PVC

三根

XLPE

二根

XLPE

E、F
三根

PVC

二根

PVC

三根

XLPE

二根

XLPE

截面(mm2)

铜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1 2 3 4 5 6 7 8 9

10.5

13

18

24

31

42

56

73

11

14.5

19.5

26

34

46

61

80

12

15.5

21

28

36

50

68

89

13.5

17

23

31

40

54

73

95

117

141

179

216

249

285

324

380

14.5

18.5

25

34

43

60

80

101

126

153

196

238

276

318

362

424

17

22

30

40

52

71

96

119

147

179

229

278

322

371

424

500

18

23

32

42

54

75

100

127

157

192

246

298

346

399

456

538

19

24

33

45

58

80

107

138

171

210

269

328

382

441

506

599

21

26

36

49

63

86

115

149

185

225

289

352

410

473

542

641



表 25-X2载流量（A）

敷设方式
规格

（mm2）

有载导体的根数及绝缘种类

二根 PVC 三根 PVC 二根 XLPE 三根 XLPE

D

铜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22

26

38

47

63

81

104

125

148

183

216

246

278

312

360

407

18

24

31

39

52

67

86

103

122

151

179

203

130

257

297

336

26

34

44

56

73

95

121

146

173

213

252

287

324

363

419

474

22

29

37

46

61

79

101

122

144

178

211

240

271

304

351

396



表 25-X3 多回路或多根多芯电缆成组校正系数

（与表 52-X1 的载流量配合使用）

项 1 2 3 4 5

敷设方式 埋入或封闭

单层敷设在墙

上、楼板上或

无孔托盘上

单层敷设在天

花板上

单层敷设在有

孔水平托盘上

或垂直托盘上

单层敷设在电

缆梯架上或线

夹上等

回路

数或

多芯

电缆

数

1 1.00 1.00 0.95 1.00 1.00

2 0.80 0.85 0.80 0.90 0.85

3 0.70 0.80 0.70 0.80 0.80

4 0.70 0.75 0.70 0.75 0.80

6 0.55 0.70 0.65 0.75 0.80

9 0.50 0.70 0.60 0.70 0.80

12 0.45 - - - -

15 0.40 - - - -

20 0.40 - - - -



附录 B 表示载流量的公式

表 52-C1至 52-C12 中所列数值均落在表明载流量与导体截面积之间关系的平滑曲线上。这些曲线

可用下列公式推导出来：

I=A·Sm- B·Sn

式中：

I=载流量，A
S=导体的标称截面积，mm2 *
A和 B=系数

视电缆类型和敷设方式而定

m和 n=指数

系数和指数的数值列于附表。不超过 20A的载流量应舍入到最接近的 0.5A，而超过 20A的载流

量应化整到最接近的安倍数。

不必将所得数值的有效位数作为载流量值精确度的衡量标志。

实际上对于所有情况，只需要公式中的第一项。只有在采用大规格单芯电缆时的八种情况下，才

需要第二项。

系数和指数表

* 对于标称截面积为 50mm2的挤压型绝缘电缆，其截面积应采用实际值 47.5mm2。对于所有其它

截面积和矿物绝缘电缆的所有截面积，其标称值是足够精确的。

载流量表 载流量表中的栏号
铜 导 体

A m

52-C1

A
B

C≤16mm2

C≥25mm2

D

11.2
13.5
15
15
17.6

0.612
0.625
0.625
0.625
0.551

52-C2

A
B

C≤16mm2

C≥25mm2

D

14.9
18
19
17.5
20.8

0.611
0.625
0.625
0.650
0.548

52-C3

A
B

C≤16mm2

C≥25mm2

D

10.4
12
13.5
12.4
14.6

0.605
0.625
0.625
0.635
0.550

52-C4

A
B

C≤16mm2

C≥25mm2

D

13.34
16
17
15.4
17.3

0.611
0.625
0.625
0.635
0.549



系 数 和 指 数 表 （续）

载流量表 栏
指 数 和 系 数

A m B n

52-C5

500V 1
2
3

18.5
15.2
16.8

0.56
0.60
0.59

-
-
-

-
-
-

750V 1
2
3

19.6
16.2
18.0

0.596
0.60
0.59

-
-
-

-
-
-

52-C6

500V 1
2
3

22
19
21.2

0.60
0.60
0.58

-
-
-

-
-
-

750V 1
2
3

24
20.3
23.8

0.60
0.60
0.58

-
-
-

-
-
-

52-C7

500V 1
2
3
4
5

19.5
16.5
18
20.2
23

0.58
0.58
0.59
0.58
0.58

-
-
-
-
-

-
-
-
-
-

750V 1
2
3
4
5

20.6
17.4
20.1
22
25

0.60
0.60
0.585
0.580
0.580

-
-
-

2.8x10-13

1x10-12

-
-
-
5.9
5.7

52-C8

500V 1
2
3
4
5

24
20.5
23
26
29

0.590
0.580
0.570
0.550
0.570

-
-
-
-
-

-
-
-
-
-

750V 1
2
3
4
5

26
21.8
25
27.5
31.5

0.600
0.600
0.585
0.580
0.580

-
-
-

1.2x10-9

2.5x10-7

-
-
-
4.4
3.5



系 数 和 指 数 表 （续）

载流量表 栏
指 数 和 系 数

A m B n

52-C9

1 ≤16mm2

1 ≥25mm2

2 ≤16mm2

2 ≥25mm2

3
4
5
6
7

168
149
143
129
171
133
138
18.75
15.8

0.620
0.646
0.620
0.640
0.632
0.656
0.657
0.637
0.654

-
-
-
-
-

5.1x10-8

7.4x10-10

-
-

-
-
-
-
-
3.23
3.88
-
-

52-C11

1 ≤16mm2

1 ≥25mm2

2 ≤16mm2

2 ≥25mm2

3
4
5
6
7

20.5
18.6
17.8
16.4
20.8
16
16.6
22.9
19.1

0.623
0.646
0.623
0.637
0.636
0.663
0.664
0.644
0.662

-
-
-
-
-

1.62x10-10

2.55x10-14

-
-

-
-
-
-
-
4.16
5.54
-
-



国际铜业协会可免费提供的如下资料，欢迎相关人士索取：

一. 电气方面：

1.《电能效益》：本书论证了电动机、变压器和配电系统产生损

耗的原因，改进效率的方法以及通过降低损耗、改进效率给用

户带来的经济效益。

2.《常见电源质量问题及其最实用解决方法》：本书论述了存在

的或潜在的电能质量问题以及几种可行的解决方法。

3.《铜母线》：本书论述了铜母线设计和使用方面的有关问题。

4.《为什么要选择价格高的 S9 系列节能变压器》：本资料从经

济分析的角度比较了 S9 系列和 S7 系列变压器，论述了选择 S9

系列变压器的合理性。

5.《用 S9系列节能变压器替换高损耗变压器》：本资料从经济分

析的角度论述了用 S9系列节能变压器替换正在使用的 SJ、SJL，

SL 及 SL1等高损耗变压器的效益和资金回收期。

6.《电感镇流器与绿色照明》：本资料论述了在“中国绿色照明

工程”中优先发展高效电感镇流器的必要性。

7.《优化电气设计实践指南》：本书论述了电气设计中遇到的常

见问题和解决办法。



8.《住宅建设应满足电气安全和远期负荷增长的要求》：本书通

过对居民用电量增长趋势的分析以及将中国大陆的设计标准与

香港、美国标准的对比，强调了住宅设计应着眼于以人为本，电

气设计在满足电气安全的同时，应考虑远期负荷发展的要求。

9.VCD《电力谐波的基本原理》：本片阐述了谐波的基本情况以

及解决谐波的一些建议和解决谐波所需的测试设备。

二. 铜水管方面：

1.《选用铜管材的十大优点》：本书列举了铜管材的十大优点

以及铜水管在国外的使用情况和同镀锌铁管的相比的价格性能

比。

2.录像带《铜－最广泛应用的管路材料》：本片展示了铜作

为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管路材料的十大优点。

三.其它方面：

《铜与人类发展》：本书是一本知识性的科普图书，主要介绍

了铜及其合金的特性和在人类历史长河和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以

及与人类健康、环境等方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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