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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００６６《电热装置的试验方法》现有１３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部分；

———第２部分：有心感应炉；

———第３部分：无心感应炉；

———第３１部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发生器输出功率的测定；

———第４部分：间接电阻炉；

———第５部分：等离子装置（ＧＢ／Ｔ１３５３５—１９９２《电热用等离子设备试验方法》）；

———第６部分：工业微波加热装置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ＧＢ／Ｔ１８６６２—２００２《工业微波加热设备输

出功率的测定方法》）；

———第７部分：具有电子枪的电热装置；

———第８部分：电渣重熔炉；

———第９部分：高频介质加热装置输出功率的测量方法（ＧＢ／Ｔ１４８０９—２０００《高频介质加热设备输

出功率的测量方法》）；

———第１０部分：直接电弧炉；

———第１１部分：埋弧炉；

———第１２部分：红外加热装置。

注：某些现有电热装置的试验方法未采用分部编号（如括号内所示），在修订时将改为上述规定的分部编号。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００６６的第３１部分，应与第１部分配合使用。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１９２２：２００２《高频感应加热装置———测定发生器输出功率的试验方法》，为便

于使用，对于ＩＥＣ６１９２２：２００２，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改《高频感应加热装置———测定发生器输出功率的试验方法》为《电热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３１

部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发生器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英文名称对应修改；

———“本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为测定工业高频感应加热电源的输出功率提供试验方法。”改为“本部分

规定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的发生器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

———“本国际标准适用于加热用（如表面淬火、焊接、钎焊、熔化、锻造、半导体区域精炼等）的工业射

频或高频感应加热装置。本标准涉及由高频发生器和感应器以及夹持炉料所必需的机械设备

（如淬火机床）组成的，频率高达３００ＭＨｚ，功率等于和大于５００Ｗ 的高频感应加热装置。”两

段改为：“本部分适用于由高频发生器和感应器以及夹持炉料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如淬火机床）

组成的，频率范围最高达３００ＭＨｚ，功率等于和大于５００Ｗ 加热用（如表面（或局部）淬火和透

热、焊接、钎焊、熔化、锻造、半导体区域精炼等）的工业射频或高频感应加热装置。”；

———“２　引用标准”改为“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引用文件对本文件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对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引用的版本适用。对

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改为“下列文件中的条

款通过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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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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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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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定义”标题改为“３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工业电热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电炉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刘西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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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热装置的试验方法

第３１部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发生器

输出功率的测定

１　范围和目的

ＧＢ／Ｔ１００６６的本部分规定了高频感应加热装置的发生器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由高频发生器和感应器以及夹持炉料所必需的机械设备（如淬火机床）组成的，频率

范围高达３００ＭＨｚ，功率等于和大于５００Ｗ加热用（如表面（或局部）淬火和透热、焊接、钎焊、熔化、锻

造、半导体区域精炼等）的工业射频或高频感应加热装置。

本部分所述的负载可用于电磁兼容性是否符合ＣＩＳＰＲ１１的评定。

本部分涉及发生器在由制造厂规定的连续运行额定状态下的功率。

有关以短负荷周期脉冲状态运行（例如使用绝热量热计的情况）的发生器输出功率的测定方法正在

考虑中。

在使用功率测量的电子系统时，必须十分小心，因为其准确度不能保证，特别在较高频率下。这些

仪器在测量输出功率时需要大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这些互感器在较高频率时也有误差。这些测

量方法需要专门知识才能正确应用，因此在本部分中不作详细叙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１００６６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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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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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ＧＢ／Ｔ２９００　电工术语　工业电热装置（ＧＢ／Ｔ２９００．２３—１９９５，ｎｅｑ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４１）：１９８３）

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５９５９．３　电热装置的安全　第３部分：对感应和导电加热装置以及感应熔炼装置的特殊要求

（ＧＢ５９５９．３—１９８８，ＩＥＣ６０５１９３：１９９８，ＭＯＤ）

ＧＢ／Ｔ１４８０９—２０００　高频介质加热设备输出功率的测量方法（ｅｑｖＩＥＣ６１３０８：１９９４）

ＧＢ４８２４—２００４　工业、科学和医疗（ＩＳＭ）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测量方法和限值（ＩＥＣ／ＣＩＳＰＲ１１：

２００３，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在ＧＢ／Ｔ２９００、ＧＢ５９５９．１—２００５和ＧＢ５９５９．３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高频输出功率　犺犻犵犺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狌狋狆狌狋狆狅狑犲狉

在发生器功率输出端测量的，输入本部分规定的试验负载的功率。

注：本定义由图１解释。图的左边为发生器并以其两个输出端子为界。负载与这两输出端子相接。在发生器柜外

所显现的所有功率被定义为该发生器的输出功率。它包括在感应器、电源引线和量热计等中消耗的功率。

３．２

　　量热计　犮犪犾狅狉犻犿犲狋犲狉

用于测量高频功率的由水冷部件组成的装置，其冷却水的流量受控制，进出水的温差被监测。

注：该水冷部件由钢或其他导电材料制成，高频电流在其内被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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