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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电源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开关电源是用于将交流电网电压转换为固定的、低压直流或低压交流输出电压的电源，

一般由外壳、变压器、电感、电容、控制IC、PCB板等元器件组成，可以为信息技术设备、

视听设备、通信设备、家用器具和照明灯具及其他多种设备提供电力保障，市场应用极为

广泛。

开关电源除了安全和EMC性能等基本指标外，还有涉及产品电气性能、可靠性等多项技

术指标，缺乏对开关电源质量与性能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深入研究。目前开关电源的认证基

本上是基于安全和EMC性能的认证项目，其认证依据是现行的国家标准：GB4943.1、GB8898、

GB/T9254、GB/T13837等，针对开关电源的整体质量及性能进行评价认证项目的设置上存在

一定的缺失。

编制开关电源质量及性能评价技术规范，可以响应市场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填补

开关电源性能评价的空缺，推动开关电源产业的整体水平。

标准由深圳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提出并批准，正式列入2020年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

项目名称为《开关电源技术规范》。

1.2 主要工作过程

1.2.1 成立起草小组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召集相关机构和企业成立了

标准起草组。起草小组主编单位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深圳市瓦特源检测研究

有限公司、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越绩效促进会。

1.2.2 形成标准草案及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组对开关电源的产品特点、产业现状、深圳地区企业等实际情况进行了研究，

对当前国内外相关的标准进行了调研，多次召开工作组内部研讨会，主要参考了 SJ/T

11530-2015《信息技术开关型电源适配器通用规范》、GB/T 14714-2008《微小型计算机系

统设备用开关电源通用规范》、GB/T 35590-2017《信息技术 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

通用规范》、《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细则 开关电源》以及产品安全、电磁兼容、环保标准，

确定了标准框架并形成了标准草案。

2020 年 4月 23日，第一次工作会议以网络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上邀请了标准化专

家和企业专家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会后，标准起草组对标准内

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2020 年 8月 4日，在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举行了《深圳标准先进性评价细则 开关电源》评审会议，会上邀请了标准化专家和企业

专家对开关电源先进性相关指标进行审议，专家组讨论后形成了开关电源先进性评价细则

评审意见。

1.3 主要参加起草单位及其工作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是国质量认证中心深圳分中心、深圳市瓦特源检测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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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航嘉驰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标准各阶段标准草案的起草编制，主导开展验证

试验，分析试验数据等工作。参加起草单位包括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越绩效促进会。参加起草单位参与了技术资料收集、验证

试验、数据分析等工作。

2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2.1.1 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标准的制定工作对开关电源做了充分的调研和分析，参照

了国内和国际相关的先进标准，编制了标准草案，对产品的全部技术指标项目的验证试验进行

分析和处理，并向企业方面征求意见。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规定编写。

2.1.2 先进性原则

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国

内外同类技术标准的技术水平，在预期可达到的条件下，积极地把国内外先进标准和技术纳入

标准，提高标准技术水平。

2.1.3 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适用性原则，检测方法便于操作和实施。本标准通过产品检测和企业标

准比对等方式，确定相关项目适用于国内先进性开关电源产品。

2.2 主要内容

2.2.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开关电源（以下简称开关电源或电源）的术语和定义、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

本部分适用于信息技术、音视频设备、通信终端设备、家用和类似用途设备、照明设备供

电的开关电源，如：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电子书、数字照（摄）相机、电视机、显示器、手机、

路由器、LED灯具、无人机、电动自行车等设备用开关电源，其它开关型电源也可参考使用本

技术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交流电网电源供电的单路或多路直流输出电压的I类、II类开关电源。

本部分适用于带防护外壳或不带防护外壳的开关电源。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功率5000 W以下单相输入的开关电源。

本部分适用于室内型开关电源，室外型开关电源也可参考使用本技术规范。

本部分不适用于直流电网电源供电的开关电源，不适用于III类开关电源。

2.2.2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使用，标准列出了开关电源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2.2.3 要求

整体性能要求在安全和EMC的基础上，增加开关电源的外观和标识、电气性能、舒适性、环境

适应性、环路稳定性、工艺、电解电容寿命、电子组件降额，8个方面技术要求及其测试方法，全

方位对开关电源的性能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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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外观和标识

电源的外壳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和脏污等；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

及其他机械损伤。电源的外壳接口处缝隙应不大于0.5 mm，段差应不大于0.3 mm。产品包装或

铭牌上说明功能的文字、符号应清晰端正，并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2.2.3.2 安全要求

电源产品的安全要求除了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之外，结合产品特性和实际使用环境，

增加4个异常安全试验：熔断电阻半短路、吸收回路贴片电容半短路、棉被覆盖、接触不良打

火。试验后不得有明火产生，塑胶外壳不可有熔壳现象导致危险带电部件外露产生；如果塑料

外壳有形变，则最大形变区域直径不得超过10mm。

2.2.3.3 电气性能

电气性能是电源最基础的指标，也是系统正常工作的保障，包含输入特性与输出特性。

输入特性指标有：输入电压、频率、电流、冲击电流。输出特性指标有：输出稳压范围、

负载稳定度、电压稳定、纹波噪声、过冲幅度、输出电压上升时间、输出电压保持时间、

输入开关机、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

2.2.3.4 舒适性

舒适性是从消费者感官方面来评估电源产品，主要包含电源空气噪声异响和触摸屏产

品的共模噪声两方面。

在符合GB/T 6882-2016要求的半消声室中，电源工作产生的空气噪声应满足下表要求：

带散热风扇的开关电源的噪声要求

负载

声压级 dB

等级

1级 2级 3级

功率＜500W 功率≥500W 功率＜500W 功率≥500W 功率＜500W 功率≥500W

20%额定负载 30 35 35 40 40 45

50%额定负载 35 40 40 45 45 50

额定负载 40 45 45 50 50 55

注1：声压级对应基准声压为20 μPa。

注2：传声器与待测产品测试距离为50 cm。

注3：没有温控电路的电源产品可听噪声应符合额定负载要求。

无散热风扇开关电源的空气噪声要求

分类

声压级 dB

等级

1级 2级 3级

推荐 符合 推荐 符合 推荐 符合

外置式开关电源 19 22 22 25 25 27

内置式开关电源 25 27 27 30 3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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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声压级对应基准声压为20 μPa。

注2：外置式开关电源测试时，传声器与待测产品测试距离为10 cm；内置式开关电源测试时，传声器

与待测产品测试距离为50 cm。

注3：全负载范围内应符合要求。

参考IEC 62684-2011的共模噪声测试方法，电源产品连接负载正常工作时，共模噪声

峰-峰值应小于2 V。

2.2.3.5 环境适应性

主要依据GB/T 2423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的方法来进行，分别进行工作温度下限试验、

贮存温度下限试验、工作温度上限试验、贮存温度上限试验、工作条件下恒定湿热试验、

贮存条件下恒定湿热试验、快速温度变化试验。

2.2.3.6 环路稳定性

输入电压为额定输入电压，输出额定负载条件下，开关电源的反馈环路稳定性应符合

相位裕度大于30°、增益裕度小于-6dB。

2.2.3.7 电磁兼容性

EMC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静电放电抗扰度按GB/T17626.2所

定义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浪涌测试按GB/T17626.5-2008所定义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参

考GB/T 35590-2017信息技术-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的附录A，开关电源在下

表的近场抗扰度电磁环境下性能应正常。

近场抗扰度试验等级

频段
频带

MHz

步进

MHz

测试严酷等级

W

调制类型等级

1级 2级、3级

1 360～480 5 9.0 4.5 PM，18 Hz，50％

2 600～1000 10 14.0 7.0 PM，217 Hz，12.5％

3 1400～1950 20 3.0 1.5 PM，217 Hz，12.5％

4 1950～2200 20 1.5 0.75 PM，217 Hz，12.5％

5 2400～2500 20 0.2 0.1 PM，1 600 Hz，50％

6 2500～2700 20 0.5 0.25 PM，217 Hz，12.5％

7 3300～4200 20 0.5 0.25 PM，217 Hz，12.5％

8 4400～5000 50 0.5 0.25 PM，217 Hz，12.5％

9 5150-5850 50 0.5 0.25 PM，217 Hz，12.5％

注：具体测试频点可参考待测物靠近的发射源（如手机）工作频率点进行适当调整，更有效的模拟真实场景。

2.2.3.8 工艺

金相切片分析是评估制造工艺很有效的手段，参考IPC TM-650 2.1.1F-2015的切片方

法，选取电源重要部位的样品进行放大观察，检测电子元器件关键位置应无空焊、虚焊、

孔洞、裂纹等缺陷；检测PCB铜箔厚度、绿油厚度以及孔铜质量应满足下表要求。

PCB导线铜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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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厚规格

单面板 双面板及多层板

铜箔厚度最小值
外层铜箔厚度

（铜箔加镀铜）
内层铜箔厚度

1/2 OZ(17 μm) ≥12 μm ≥33 μm ≥12 μm

1 OZ(35 μm) ≥26 μm ≥46 μm ≥25 μm

2 OZ(70 μm) ≥57 μm ≥76 μm ≥56 μm

3 OZ(105 μm) ≥91 μm ≥107 μm ≥91 μm

孔壁内的铜厚 最小值≥20 μm，孔壁光滑均匀。

注：“OZ” 是指盎司单位。

2.2.3.9 电解电容寿命

电源在额定输入电压、输出80%额定负载、试验温度为（25±3）℃的条件下，按以下

公式计算寿命应不少于30000 h。

式中：

��：电解电容器的预估寿命；

��：基准寿命；

��：最高额定工作温度（℃）；

��：电容器表面温度（℃）；

���：施加允许额定纹波电流时的芯子中心发热温升；

��：电容器额定纹波电流；

��：电容器实际工作纹波电流。

2.2.3.10 电子组件降额

元器件降额从电源的可靠性、寿命方面来评估电源产品，如果电路中元器件工作状态

下的应力不超过其本身的额定值，那么产品就能实现全寿命工作。降额使用，可以提高产

品的可靠性。参考IPC-9592A-2010的元器件降额要求，分别制定了电阻器件降额等级、电

容器件降额等级、光电子器件降额等级、晶体管器件降额等级、二极管器件降额等级、微

型集成电路器件降额等级、磁性器件降额等级、熔断器和USB母座器件降额等级。

2.2.3.11 试验方法

该部分规定了产品的一般试验环境条件，及开关电源全部性能指标的详细测试方法、测

试条件、测试过程。

2.2.3.12 试验项目表

该部分规定了开关电源性能指标的试验规则。

3 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在该标准的收集资料、市场调查中，工作组没有发现标准内容涉及有关专利。

4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本标准为开关电源产品深圳标准认证的配套标准。本标准的实施和运用，预期能取得良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符合先进性指标的开关电源向社会推广，促进消费升级。

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

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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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批准发布后1个月内正式实施，标准发布实施后，将通过有关

机构和单位的网站发布标准信息，依托深圳标准认证的推广，及时组织对标准的宣贯和咨询活

动，向企业宣传和讲解标准要求和试验方法等技术内容，推动开关电源深圳标准认证的实施。

10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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