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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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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机械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东成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中认尚动（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启东市电

动工具业商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彭志刚、尹海霞、徐胜明、施春磊。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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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锤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锤的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包装、保修期限

和附件等。 

本文件适用于一般环境条件下，用来对混凝土、岩石、砖墙等类似材料进行钻孔、开槽、凿削等

作业的电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 1002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 2099.1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900.28  电工术语  电动工具 

GB/T 3883.1  手持式、可移动式电动工具和园林工具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883.7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2部分：锤类工具的专用要求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T 4583  电动工具噪声测量方法  工程法 

GB 5013.4  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4部分：软线和软电缆 

GB/T 6335.1  旋转和旋转冲击式硬质合金建工钻  第1部分：尺寸 

GB/T 9088  电动工具型号编制方法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1918.1  工业用插头和耦合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17625.1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 A) 

GB 17625.2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 A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电系统

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值 

3 术语定义 

GB/T 2900.28、GB/T 3883.1、GB/T 3883.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型式和基本参数 

4.1 电锤的型式 

4.1.1 按电源类别分为： 

    a) 单相交流电锤；用 AC表示。 

b) 直流电锤；用 DC表示。 

4.1.2 按电气保护的方式分为：  

a) Ⅰ类电锤：它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而且还包含一个附加安

全措施，即把易触及的导电零件与设施中固定布线的保护接地导线连接起来，使易触及的导电零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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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绝缘损坏时不能变成带电体。具有接地端子或接地触头的双重绝缘和/或加强绝缘的电锤也认为是

Ⅰ类电锤。 

b) Ⅱ类电锤：它的防电击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依靠提供的附加的安全措施，例如双重绝

缘或加强绝缘，没有保护接地措施也不依赖安装条件。 

c) Ⅲ类电锤：它的防电击保护依靠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工具内不产生高于安全特低电压的电压。 

4.2 电锤的型号 

应符合GB/T 9088的规定，其含义如下： 

Z   C—□   — 

 

规格代号（最大钻孔直径，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设计序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设计单位代号（用字母表示） 

电锤(品名代号) 

单相交流 50 Hz（电源类别代号） 

建筑类(大类代号) 
示例：Z1C-FF03-26：建筑类用单相交流电东成设计的第 3 代 26 规格的电锤。 

4.3 电锤的基本参数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电锤的基本参数 

电锤规格/mm 13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8 45 52 

钻削率/(cm³/min)不小于 17 24 25 29 33 42 45 48 50 55 65 80 

交流电锤最佳钻孔范围/mm 4-8 4-12 4-14 4-14 4-16 8-16 8-16 8-22 8-22 20-32 30-40 40-50 

直流电锤最佳钻孔范围/mm 4-8 4-8 4-10 4-12 4-14 8-16 8-16 / / / / / 

注： 电锤规格是指在C30号混凝土（抗压强度30 MPa～35 MPa）上作业时的最大钻孔直径（mm）。 

 

5 技术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电锤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并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5.1.2 电锤额定运行的工作环境： 

a)  海拔不超过 1000 m； 

b)  环境温度不超过 40 ℃； 

c)  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90%(25 ℃)； 

5.1.3 电锤应能在电源电压为实际正弦波形，频率为额定频率值的单相交流电源下额定运行。 

5.1.4 电锤的额定电压为 220 V、42 V、36 V、20 V,额定频率为 50 Hz。 

5.1.5 直流型电锤的电池电量使用时间的要求；单个或 1 组充满电量的电池包能够使机器连续工作 8 

min 以上。 

5.2 外观 

5.2.1 电锤的塑料外壳和手柄不得有气泡、裂痕、明显的糊斑及冷隔等严重缺陷，色泽应均匀，金属

外壳表面应无缺陷，涂层应均匀光洁。 

5.2.2 电锤的铭牌应牢固而无卷曲地置于电锤壳体表面。 

5.3 电锤的安全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JSJXXH 005—2021 

3 

5.3.1 电锤的安全要求,除必须满足本文件中已作补充和提高的规定外,其皆应符合 GB/T 3883.7 的规

定。 

5.3.2 电锤插头的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应符合 GB 1002 或 GB/T 11918.1 的规定。技术条件应符合

GB 2099.1 的规定。 

Ⅱ类电锤的插头应与电源线制成一体，插头体绝缘应能承受 3750 V 历时 1 min 的耐电压试验，不

应发生击穿和闪络。 

5.3.3 电锤的电源线应采用 GB 5013.4 中的 60245 IEC 66 电缆，或性能不低于它的软电缆。 

5.3.4 电锤应设置机械过载保护装置，其脱扣力矩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脱扣力矩 

电锤规格/mm 13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8 45 52 

脱扣力矩/（N·m）不大于 30 40 50 60 70 80 

 

5.3.5 电锤应构造得使其不致出现可能有损于符合本文件的电气的或机械的故障。 

5.3.6 不得因发热、振动等导致绝缘损伤、触头和联接件松动。 

5.3.7 不得有危及正常使用安全的劣化。 

5.3.8 在正常运转情况下，电锤内的过载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5.3.9 应通过 6.9.1 试验进行检验。对于装有离心开关或其他自动启动开关的工具，应通过 6.9.2 试

验进行检验。 

5.3.10 工具应能经受附录 A规定的电气强度试验，试验电压为规定值的 75％。 

5.4 噪声 

电锤按质量在距离其中心1000 mm的球面处测得的电锤负载噪声声功率级(A计权)的平均值不大于

表3规定的限值。 

表3 噪声限值 

质量 M/kg M≤3.5 3.5＜M≤5 5＜M≤7 7＜M≤10 M＞10 

A计权声功率LWA/ dB 102 104 107 109 100+11 lgM 

 

5.5 电磁兼容性 

5.5.1 无线电和电视骚扰电平 

5.5.1.1 频率范围为 0.15 MHz～30 MHz 内测得的相线或中线对地的连续骚扰电压值均不应超过表 4的

规定的限值。 

表4 连续骚扰电压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准峰值 

电动机额定功率≤700 W 
700 W＜电动机额定功率≤

1000 W 
电动机额定功率＞1000 W 

0.15～0.35 
随频率的对数线性   

66～59 70～63 76～69 

0.35～5 59 63 69 

5～30 64 68 74 

 

5.5.1.2 频率范围为 30 MHz～300 MHz 内测得的由电源线辐射、吸收钳所吸收的的连续骚扰功率电平

值应不超过表 5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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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连续骚扰功率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W）准峰值 

电动机额定功率≤700 W 
700 W＜电动机额定功率≤

1000 W 
电动机额定功率＞1000 W 

30～300 
随频率的对数线性增大 

45～55 49～59 55～65 

 

5.5.2 谐波电流 

5.5.2.1 电锤的稳定谐波电流应不超过表 6规定的限值。 

表6 稳定谐波电流限值 

 谐波次数 n 最大允许谐波电流/A 

奇次谐波 

3 3.45 

5 1.71 

7 1.155 

9 0.60 

11 0.495 

13 0.315 

15≤n≤39 0.225×15/n 

偶次谐波 

2 1.62 

4 0.645 

6 0.45 

8≤n≤40 0.345×8/n 

 

5.5.2.2 表 6规定的谐波电流限值的应用见 GB 17625.1 的规定。 

5.5.3 电压波动和闪烁 

电锤在接入低压公用电网运行时，引起的电压波动值和闪烁应符合下列规定： 

Pst值应不大于 1.0； 

Plt值应不大于 0.65； 

在电压变化期间的相对电压变化特性 d(t)值超过 3.3%的时间不大于 500 ms； 

相对稳态电压变化 dc不超过 3.3%； 

最大相对电压变化值 dmax不超过 7%； 

如果电压变化由手动开关引起或发生频率小于每小时一次，则不考核 Pst和 Plt。 

5.6 输入功率和电流 

电锤在额定电压下用电锤铭牌规定的最大直径钻头对 C30 号混凝土钻孔，此时电锤的输入功率应

不大于额定输入功率的 115%。如果电锤铭牌上标有额定电流，此时的电流应不大于额定电流的 115%。 

5.7 温升 

电锤按6.8规定运行，温升应不超过表7的限值。 

表7 温升限值 

单位为开（K） 

零部件 温升 

E级绝缘绕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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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温升限值（续） 

单位为开（K） 

零部件 温升 

B级绝缘绕组 90 

F级绝缘绕组 110 

机壳 55 

塑料手柄 45 

注1：规定的机壳温升限值不适用于冲击机构的外壳。 

注2：使用条件与规定不同时绕组温升限值的修正，试验地点的海拔与使用地点不同时绕组温升限值的修正按GB/T 

755的规定进行。 

 

5.8 电锤的头部结构型式 

电锤头部的结构型式应符合GB/T 6335.1中规定，钻杆应能用手顺利地插入电锤头部，当锁定电锤

的钎卡后，钻杆能轴向移动，但不能将其从电锤中拔出。 

5.9 电源线长度 

电锤的电源线长度应不少于2.5 m。 

5.10 防锈 

电锤中的螺钉、钢制电刷弹簧等零件应进行表面防锈处理。 

5.11 警示安全标志 

电锤的警示安全标志应符合 GB/T 3883.1 中 8.14 的规定。 

5.12 试验一般条件 

电锤的试验一般条件应符合GB/T 3883.1中第5章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检查 

通过观察检查电锤的外观质量。检查结果应符合5.2的规定。 

6.2 噪声试验 

试验按照GB/T 4583的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锤在额定电压下施加负载运行； 

试验结果应符合5.4的规定。 

6.3 基本参数测量 

电锤在额定电压下，用电锤铭牌规定的最大直径钻头对C30号混凝土试块，钻孔1 min。测量其钻

孔深度并换算成钻孔体积，同时测量电锤钻孔时的输入功率、电流、转速等。 

共进行5次操作，取平均值。试验结果应符合4.3和5.6的规定。 
注： 试块的尺寸应不小于700 mm×500 mm×200 mm。 

6.4 脱扣力矩检查 

电锤处于静止状态，并卡住转子，然后用（20～500）N·m测力扳手在电锤钎杆输出轴处加载，直

到过载保护装置脱扣，读取测力扳手上的力矩值。 

共进行6次；测量结果应符合5.3.4的规定。 
注： 允许单独测量过载保护装置的脱扣扭力，然后用传动比进行换算。 

6.5 无线电和电视骚扰电平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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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按GB 4343.1的规定进行。骚扰电压、骚扰功率可以在一台试样上进行测量。 

测量时，电锤允许脱开或拆除冲击机构应在额定电压下连续空载运行。 

测量结果应符合5.5.1的规定。 

6.6 谐波电流测量 

电锤的谐波电流测量按GB 17625.1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锤允许脱开或拆除冲击机构在额定电压

下连续空载运行。 

测量结果应符合5.5.2的规定。 

6.7 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 

电锤的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按GB 17625.2的规定进行。测量时，电锤允许脱开或拆除冲击机构在

额定电压下连续空载运行。 

测量结果应符合5.5.3的规定。 

6.8 温升试验 

工具断续运行30个期间或直至达到热稳定，取首先达到者。每个期间由30 s连续运行期和90 s断电

停歇期组成。运行期间通过测功机调节工具负载使其达到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此时，锤击机构

脱开或拆除，温升在“接通”期结束时进行测量。应制造商选择，工具也可连续运行直至达到热稳定

状态。在电锤各部分温升达到实际稳定状态后，用电阻法测定绕组温升，用温度计法测定机壳和手柄

温升。 

试验结果应符合5.7的规定。 

6.9 耐久性试验 

6.9.1 试验要求 

耐久性试验应符合以下要求。 

—— 锤钻脱开锤击机构在 1.1 倍额定电压下空载运行 12 h，然后在 0.9 倍额定电压下空载运行 12 

h。 

—— 每个运行周期包括一个 100 s“接通”期和一个 20 s“断电停歇”期，断电停歇期包含在规

定的运行时间内。 

—— 试验期间，在每个电压下，以三种不同方位放置工具，每个位置工具的运行时间约 4 h。 
注： 改变位置，以防碳粉在任何特定部位的不正常积聚。三个位置的示例为水平，垂直向上，垂直向下。 

—— 锤类工具应被铅锤地装在试验装置上，且以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平均值，每次运行四个

5 h 运行期，各运行期之间的间隔至少为 30 min。 

—— 在这些试验中，工具断续运行，每个运行周期由 30 s 运行期和 90 s 断电停歇期组成。 

—— 试验时，通过一个弹性体对锤类工具施加一个保证锤击机构稳定运行的轴向力。 

—— 如果工具的任何部分温升超过 6.8 的试验期间确定的温升，可采用强迫冷却或使其停歇。该

停歇时间不包括在规定的运行时间中。 

—— 这些试验期间，过载保护装置不应动作。 

—— 可用不装在工具内的开关来接通和断开工具。 

—— 试验期间，允许更换电刷，并且像在正常使用中那样对工具加润滑油和润滑脂。 

—— 如果试验期间锤击机构出现机械故障，但没有导致易触及零件带电，则允许更换一个新的锤

击机构。 

6.9.2 配备开关的工具的耐久性试验要求 

装有离心开关或其他自动启动的开关的工具，以 0.9 倍额定电压或 0.9 倍额定电压范围的下限，

在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下启动 10000 次，运行周期按 GB/T 3883.7 中 17.2 的规定。 

6.10 Ⅱ类电锤插头的耐电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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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头体外表面的捏手处贴附金属箔，然后在插脚和金属箔之间施加实际正弦波、有效值为3750 

V的试验电压，历时1 min。 

试验结果应符合5.3的规定。 

6.11 其余试验方法 

凡本文件中未作规定的其余试验方法均按GB/T 3883.1中规定的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每台电锤必须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才能出厂，出厂时应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 

7.2 本文件规定的项目为例行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具体按照带“√”标记进行实施，见表 8。 

表8 例行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 

序号 项目 例行检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查 √ √ 5.2 6.1  

2 标志检查 √ √ 5.11 6.11 

3 电击保护检查 ─ √ 5.12 6.11 

4 噪声试验 ─ √ 5.4 6.2 

5 起动试验 ─ √ 5.12 6.11 

6 基本参数测量 ─ √ 5.6 6.3 

7 无线电和电视骚扰电平测量 ─ √ 5.5.1 6.5 

8 谐波电流测量 ─ √ 5.5.2 6.6 

9 电压波动和闪烁测量 ─ √ 5.5.3 6.7 

10 温升试验 ─ √ 5.7 6.8 

11 泄露电流测量 ─ √ 5.12 6.11 

12 防潮试验 ─ √ 5.12 6.11 

13 耐电压试验 √ √ 5.3.2 6.10 

14 耐久性试验 ─ √ 5.12 6.9.1 

15 不正常操作试验 ─ √ 5.12 6.11 

16 机械危险检查 ─ √ 5.12 6.11 

17 机械强度检查 ─ √ 5.12 6.11 

18 电锤头部结构及切换功能检查 √ √ 5.8 6.11 

19 接地装置检查 ─ √ 5.12 6.11 

20 脱扣力矩检查 ─ √ 5.3.4 6.4 

21 结构检查 ─ √ 5.2.1 6.11 

22 内部布线检查 ─ √ 5.3.1 6.11 

23 组件检查及插头耐压试验 ─ √ 5.3.2 6.10 

24 电源线长度检查 ─ √ 5.9 6.11 

25 电源联接检查 ─ √ 5.1.3/5.1.4 6.11 

26 电缆或软线提拉力和扭力试验 ─ √ 5.12 6.11 

27 电缆或软线及护套弯曲试验 ─ √ 5.12 6.11 

28 外接导线接线端子检查 ─ √ 5.12 6.11 

29 螺钉及联接检查 ─ √ 5.12 6.11 

30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绝缘穿通距离

检查 
─ √ 5.12 6.11 

31 耐热性、耐燃性和抗漏电痕迹性检查 ─ √ 5.7 6.8 

32 防锈试验 ─ √ 5.10 6.11 

注： 检查试验中的耐电压试验项目，试验电压和时间可与型式试验时不同。 

 

7.3 除需要提供零件试样（如防锈试验的碳刷弹簧、螺钉及开关和内部布线上的套管等）进行有关试

验外，其余项目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样机及零件试样应通过全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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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拆开样机做有关试验可以另加样机。 

8 标志和包装 

8.1 标志 

电锤的铭牌上应以清晰、耐久的方式标有下列项目： 

a) 产品名称，电锤； 

b) 电锤型号； 

c) 额定电压及电源种类符号，V～； 

d) 额定输入功率，W；或额定电流，A(仅用于 I类或 II类电锤)； 

e) 空载转速，r/min 或/min； 

f) Ⅱ类结构符号（仅用于Ⅱ类电锤）； 

g) 防潮程度符号（仅在有要求时标出）； 

h) 制造商名称和商标； 

i) 出厂批量代号； 

j) 产品执行标准号； 

k) 制造商地址和原产地。 
注： 在不会引起混淆和误解的前提下，允许增加其他标志。 

8.2 出厂文件 

每台电锤出厂时应附有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使用维护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 
注： 使用维护说明书应有独立的章节说明电锤使用的安全技术要求，包括操作必须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危险和相

应的预防措施。 

8.3 包装及贮存 

电锤包装必须牢靠，以防止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的碰伤，并应符合相应的有关规定。 

电锤应贮存在空气干燥、通风良好、无有害气体的库房内，严禁与酸、碱类化学药品存放在一

起。 

9 保修期限和附件 

9.1 保修期限 

用户按电锤制造厂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在正确地运输、存放和使用电锤的情况下,电锤在制造

厂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如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免费为用户修理或调

换。 

9.2 附件 

电锤出厂时，应提供钻杆及其他附件（根据用户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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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气强度试验 

绝缘经受实际正弦波、频率为50 Hz或60 Hz的电压,历时1 min。根据绝缘种类施加的试验电压值见

表A.1所示。 

在绝缘材料的易触及部分覆盖金属箔。 

表A.1 试验电压 

绝 缘 

试验电压V 

工具额定电压和工作电压 

安全特低电压 ≤440 V 

基本绝缘 

500 

1250 

附加绝缘 2500 

加强绝缘 3750 

为区分容抗电流和不可接受的性能,可用一个1.414倍于规定交流电压的直流电压代替。 

开始时,施加不超过规定电压值的一半,然后在5 s内快速升至全值。 

试验期间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 

试验用的高压电源在输出电压调节到相应的试验电压后,应能够为输出端子间提供200 mA的短路电

流。对任何小于脱扣电流的电流,过流脱扣器不动作。脱扣电流不应高于20 mA。 

注意,施加的试验电压有效值在±3%以内。 

注意,金属箔放置得不会在绝缘边缘出现闪络。 

试验绝缘覆盖层时,可用一只压力约为5 KPa(0.5 N/cm
2
)的砂袋将金属箔压在绝缘上。试验可局限

于绝缘可能较薄弱的部位,例如在绝缘下面有金属锐边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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