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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０４８《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分为１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金属材料电阻率试验；

———第３部分：半导电橡塑材料体积电阻率试验；

———第４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第５部分：绝缘电阻试验；

———第７部分：耐电痕试验；

———第８部分：交流电压试验；

———第９部分：绝缘线芯火花试验；

———第１０部分：挤出护套火花试验；

———第１１部分：介质损耗角正切试验；

———第１２部分：局部放电试验；

———第１３部分：冲击电压试验；

———第１４部分：直流电压试验；

———第１６部分：表面电阻试验。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０４８的第４部分。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３０４８．４—１９９４《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导体直流电阻试验》。本次修订按

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本部分进行了调整。

本部分与ＧＢ／Ｔ３０４８．４—１９９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的英文名称改为“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ｗｉｒｅｓ—

Ｐａｒｔ４：ＴｅｓｔｏｆＤＣ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本部分的总体结构和编排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进行了修改：

１）　第１章为“范围”（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１章；本版的第１章）；

２）　第２章为“规范性引用文件”（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２章）；

３）　第３章为“试验设备”（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３章；本版的第３章）；

４）　第４章为“试样制备”（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４章；本版的第４章）；

５）　第５章为“试验程序”（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５章；本版的第５章）；

６）　第６章为“试验结果及计算”（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６章；本版的第６章）；

７）　第７章为“试验记录”（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７章）；

———在第１章“范围”中删除了包含要求的部分（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１章；本版的第１章）；

———在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补充了相关标准（１９９４年版的第２章；本版的第２章）；

———在第３章“试验设备”中明确补充了数字式测试仪器（１９９４年版的３．３；本版的３．３）；

———在第４章“试样制备”中作了技术性调整，并补充了阻水型导体试样的制备要求（１９９４年版的

第４章；本版的第４章、４．３）；

———在第５章“试验程序”中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章中对环境温度的规定和４．５纳入５．１（１９９４年版的

第１章、４．５；本版的５．１）；

———在第６章“试验结果及计算”中作了下述修改：

１）　删除了电桥法的计算公式，补充了数字式仪表读数的规定（１９９４年版的６．１、６．２；本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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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６．１．２）；

２）　增加了例行试验时温度校正的计算公式（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６．２．２）；

３）　删除计算结果数值修约的规定（１９９４年版的６．４；本版无）；

———增加第７章“试验记录”，规定了试验记录应记载的具体内容（１９９４年版无；本版的第７章）。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电缆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万树德、夏凯荣、余震明、朱中柱、金标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７６４—１９６５、ＧＢ３０４８．４—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０４８．４—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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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４部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０４８的本部分规定了导体直流电阻试验的试验设备、试样制备、试验程序、试验结果及计算

和试验记录。

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方法适用于测量电线电缆导体的直流电阻，其测量范围为：

———双臂电桥：（２×１０－５～９９．９）Ω；

———单臂电桥：１Ω～１００Ω及以上。

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方法不适用于测量已安装的电线电缆的直流电阻。

本部分应与ＧＢ／Ｔ３０４８．１一起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３０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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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０４８．１　电线电缆电性能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总则

３　试验设备

３．１　电桥的原理图如图１和图２。

　　Ａ———电流表；

Ｅ———直流电源；

Ｇ———检流计；

Ｐ———分流器；

犚Ｖ———变阻器；

犚１，犚２，犚３———电桥桥臂电阻；

犚Ｘ———被测电阻；

Ｓ１———直流电源开关；

Ｓ３———检流计开关。

图１　单臂电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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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电流表；

Ｅ———直流电源；

Ｇ———检流计；

Ｐ———分流器；

犚Ｎ———标准电阻；

狉———跨线电阻；

犚Ｖ———变阻器；

犚１，犚′１，犚２，犚′２———电桥桥臂电阻；

犚Ｘ———被测电阻；

Ｓ１———直流电源开关；

Ｓ３———检流计开关。

图２　双臂电桥

３．２　电桥可以是携带式电桥或试验室专用的固定式电桥，试验室专用固定式电桥及附件的接线与安装

应按仪器技术说明书进行。

３．３　只要测量误差符合５．３规定，也可使用除电桥以外的其他仪器。如根据直流电流电压降直接法

原理，并采用四端测量技术，具有高精度的数字式直流电阻测试仪。

３．４　当被测电阻小于１Ω时，应尽可能采用专用的四端测量夹具进行接线，四端夹具的外侧一对为电

流电极，内侧一对为电位电极，电位接触应由相当锋利的刀刃构成，且互相平行，均垂直于试样。每个电

位接点与相应的电流接点之间的间距应不小于试样断面周长的１．５倍。

４　试样制备

４．１　试样截取

从被试电线电缆上切取长度不小于１ｍ的试样，或以成盘（圈）的电线电缆作为试样。去除试样导

体外表面绝缘、护套或其他覆盖物，也可以只去除试样两端与测量系统相连接部位的覆盖物、露出导体。

去除覆盖物时应小心进行，防止损伤导体。

４．２　试样拉直

如果需要将试样拉直，不应有任何导致试样导体横截面发生变化的扭曲，也不应导致试样导体

伸长。

４．３　试样表面处理

试样在接入测量系统前，应预先清洁其连接部位的导体表面，去除附着物、污秽和油垢。连接处表

面的氧化层应尽可能除尽。如用试剂处理后，必须用水充分清洗以清除试剂的残留液。对于阻水型导

体试样，应采用低熔点合金浇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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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大截面铝导体试样

４．４．１　型式试验的试样长度

推荐采用试样长度：导体截面（９５～１８５）ｍｍ
２，取３ｍ；导体截面２４０ｍｍ２ 及以上，取５ｍ。有争议

时，导体截面１８５ｍｍ２ 及以下，取５ｍ；导体截面２４０ｍｍ２ 及以上，取１０ｍ。

４．４．２　电流端和电位端

铝绞线的电流引入端可采用铝压接头（铝鼻子），并按常规压接方法压接，以使压接后的导体与接头

融为一体。其电位电极可采用直径约１．０ｍｍ的软铜丝在绞线外紧密缠绕１～２圈后打结引出，以防

松动。

５　试验程序

５．１　试验环境温度

５．１．１　型式试验时，试样应在温度为（１５～２５）℃和空气湿度不大于８５％的试验环境中放置足够长的

时间，在试样放置和试验过程中，环境温度的变化应不超过±１℃。

应使用最小刻度为０．１℃的温度计测量环境温度，温度计距离地面应不少于１ｍ，距离墙面应不少

于１０ｃｍ，距离试样应不超过１ｍ，且二者应大致在同一高度，并应避免受到热辐射和空气对流的影响。

５．１．２　例行试验时，试样应在温度为（５～３５）℃的试验环境中放置足够长的时间，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测试结果按６．２．２进行电阻值换算。

５．２　试样连接

５．２．１　采用单臂电桥测量时，用两个专用夹头连接被测试样。

５．２．２　采用双臂电桥或其他电阻测试仪器测量时，用四端测量夹具或四个夹头连接被测试样。

５．２．３　绞合导线的全部单线应可靠地与测量系统的电流夹头相连接。对于两芯及以上成品电线电缆

的导体电阻测量，单臂电桥两夹头或双臂电桥的一对电位夹头应在长度测量的实际标线处与被测试样

相连接。

５．３　电阻测量误差

型式试验时电阻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０．５％；例行试验时电阻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２％。

５．４　试样长度测量

应在单臂电桥的夹头或双臂电桥的一对电位夹头之间的试样上测量试样长度。型式试验时测量误

差应不超过±０．１５％，例行试验时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０．５％。

５．５　小电阻试样的电阻测量

当试样的电阻小于０．１Ω时，应注意消除由于接触电势和热电势引起的测量误差。应采用电流换

向法，读取一个正向读数和一个反向读数，取算术平均值；或采用平衡点法（补偿法），检流计接入电路

后，在电流不闭合的情况下调零，达到闭合电流时检流计上基本观察不到冲击。

５．６　细微导体的电阻测量

对细微导体进行测量时，在满足试验系统灵敏度要求的情况下，应尽量选择最小的测试电流以防止

电流过大而引起导体升温。推荐采用电流密度，铝导体应不大于０．５Ａ／ｍｍ２，铜导体应不大于

１．０Ａ／ｍｍ２，可用比例为“１∶１．４１”的两个测量电流，分别测出试样的电阻值。如两者之差不超过

０．５％，则认为用比例为“１”的电流测量时，试样导体未发生温升变化。

６　试验结果及计算

６．１　电阻试验结果

６．１．１　用电桥测量时，应按电桥说明书给出的公式计算电阻值。

６．１．２　用数字式仪器测量时，应按仪器说明书规定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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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标准温度下单位长度电阻值换算

６．２．１　型式试验时，温度为２０℃时每公里长度电阻值按公式（１）计算：

犚２０＝
犚ｘ

１＋α２０（狋－２０）
·１０００
犔

（１）!!!!!!!!!!!!!

式中：

犚２０———２０℃时每公里长度电阻值，单位为欧每千米（Ω／ｋｍ）；

犚ｘ———狋℃时犔长电缆的实测电阻值，单位为欧（Ω）；

α２０———导体材料２０℃时的电阻温度系数，单位为每摄氏度（１／℃）；

狋———测量时的导体温度（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犔———试样的测量长度（成品电缆的长度，而不是单根绝缘线芯的长度），单位为米（ｍ）。

注：按公式（１）的定义，狋应为导体温度。本部分的试验方法采用环境温度代替导体温度，并规定了相关的要求。

６．２．２　例行试验时，温度为２０℃时每公里长度电阻值应按公式（２）计算：

犚２０＝犚ｘ犓ｔ·
１０００

犔
（２）!!!!!!!!!!!!!!!

式中：

犓ｔ———测量环境温度为狋℃时的电阻温度校正系数。

表１规定了在通常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校正系数犓ｔ值。其值按公式（３）计算：

犓ｔ＝
１

１＋０．００４（狋－２０）
＝
２５０

２３０＋狋
（３）!!!!!!!!!!!!

此式为近似公式，但能计算出足以达到在测量环境温度和电缆长度的准确度范围内的实际值。

表１　在狋℃时测量导体电阻校正到２０℃时的温度校正系数犓狋

测量时环境温度　狋／℃ 校正系数　犓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０６４

１．０５９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０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２

１．０３７

１．０３３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０

测量时环境温度　狋／℃ 校正系数　犓ｔ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２

１．００８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２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０

０．９７７

测量时环境温度　狋／℃ 校正系数　犓ｔ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０．９７３

０．９６９

０．９６５

０．９６２

０．９５８

０．９５４

０．９５１

０．９４７

０．９４３

６．３　标准温度下的导体相当电阻率

温度为２０℃的导体的相当电阻率按公式（４）计算：

ρ２０＝
犚ｘ犃

［１＋α２０（狋－２０）］犔
（４）!!!!!!!!!!!!!!

式中：

ρ２０———２０℃时导体的相当电阻率，单位为欧平方毫米每米（Ω·ｍｍ
２／ｍ）；

犃———导体的标称截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ｍｍ２）。

７　试验记录

试验记录中应详细记录下列内容：

ａ）　试验类型；

４

犌犅／犜３０４８．４—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1
0
3
1
0
4
9
9
8
7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1
0
3
1
-
1
1
2
4
-
5
9
6
6
-
9
1
3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ｂ）　试样编号，试样型号、规格；

ｃ）　试验日期，测试时的温度；

ｄ）　试样的各次电阻测量值，平均值；

ｅ）　测量结果；

ｆ）　测试仪器及校准有效期。

犌犅／犜３０４８．４—２００７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1
0
3
1
0
4
9
9
8
7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1
0
3
1
-
1
1
2
4
-
5
9
6
6
-
9
1
3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书书书

７
０
０
２—

４

８
４
０
３
犜
／
犅
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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