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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1002—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与

GB/T1002—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单相两极双用插座及其对应的量规(见2008年版的图5、图17、图18);
———增加了插头的带电插销可带有绝缘护套的要求(见4.2.2);
———更改了Ⅱ类设备可配用与图3单相两极带接地插头型式、参数和尺寸相同的、无接地功能的插

头(见4.2.3,2008年版的5.6);
———增加了插座的带电插套离插合面的距离应不小于表1规定值的要求(见4.3.1);
———增加了接地插套离插合面的距离应不大于同一个插座(见图4)的带电插套离插合面的距离

(见4.3.2);
———增加了插座量规的使用方法(见5.1.3);
———增加了图5插头边缘示意图、图6插头插销绝缘护套高度示意图、图7插座的带电插套离插合

面的距离示意图(见图5、图6、图7);
———更改了止规为单插销止规(见图12,2008年版的图11、图15);
———合并单相两极带接地插头内量规和外量规为一个新量规(见图9,2008年版的图7、图8);
———更改了不接触规的长度(见图13、图14,2008年版的图12、图16);
———增加了单相两极插座接触规、单相两极带接地插座接触规(见图15、图16);
———删除了表1、表3中的6A栏(见2008年版的表1、表3);
———更改了尺寸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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