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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告

第 870号

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矿物绝缘电缆

敷设技术规程》的公告

现批准 《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规程》为行业标准 ： 编号为

JGJ232一 2011， 自2011年 10月 1日起实施 。 其中， 第 3. 1. 7、

4. 1.7、 4. 1. 9、 4. 1. 10、 4. 10. 1条为强制性条文 ， 必须严格

执行 。

本规程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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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 、 修订计划 （第 一 批）＞的通知》 （建标 「2008」102

号）的要求 ， 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

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 ， 制定了本规程 。 、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 1． 总则 ； 2． 术语 ； 3． 设计；

4． 施工 ； 5． 验收 。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 ， 由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 请寄送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44号 ， 邮编 ： 100039）。

本 规 程 主 编 单位：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

本 规 程 参 编 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建筑设计研

究院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州久盛电气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 吴长印 邮树奎 潘春呈 申景阳

刘 寅 赵 刚 ． 刘 伟 叶劲松

王建明 张明伟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 陈 昆 王振生 陈 茂 钱观荣

吴恩远 吴月华 刘文山 周文辉

韩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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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 1 为适应工程建设需要 ， 使矿物绝缘电缆敷设的设计 、 施

工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 经济适用 ， 便于矿物绝缘电缆的检

修维护 ， 制定本规程 。

1.0.2 本规程适用于额定电压为 75oV及以下工业与民用建筑

中矿物绝缘电力电缆 、 矿物绝缘控制电缆敷设的设计 、 施工及

验收 。

1.0.3 矿物绝缘电缆敷设的设计 、 施工及验收 ， 除应符合本规

程外 ，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2 术 语

2.0. 1 矿物绝缘电缆 mineralinsulated。able

用普通退火铜作为导体 ， 氧化镁作为绝缘材料 ， 普通退火铜

或铜合金材料作为护套的电缆 。

2.0.2 终端附件 terminal

安装在矿物绝缘电缆端部 ， 采取封端做防潮处理并将电缆芯

线与电器端子及电缆铜护套与接地端子连接的装置 。

2. 0. 3 中间连接附件 joint

将两根同型号 、 同规格的电缆连接成为一 根电缆的装置 。

2.0.4 封端 Seal

保证导体之间及导体和铜护套之间的绝缘 ， 防止潮气进人的

密封装置 。

2.0.5 辅助等电位联结 supplementaryequipotentialbonding

(SEB)

在伸臂范围内的电缆铜护套与其他可导电部分之间 ， 用导线

直接连通 ， 使其电位相等或接近 。



3 设 计

3. 1 型号规格选择

3. 1. 1 矿物绝缘电缆的选用应根据敷设环境确定电缆工作温度 ，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

择和安装 第 523节 ： 布线系统载流量》GB/T16895. 15选择

载流量 ， 确定电缆型号 、 规格 。

3. 1.2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时 ， 电缆载流量应按工作温度为
70℃选择 ：

1 沿墙 、 支架 、 顶板等明敷；

2 与其他种类电缆共同敷设在同一 桥架、 竖井 、 电缆沟 、

电缆隧道内；

3 敷设在其他由于电缆护套温度过高易引起人员伤害或设

备损坏的场所 。

3. 1.3 单独敷设于桥架 、 电缆沟 、 穿管等无人触及的场所 ， 电

缆载流量宜按工作温度 105℃选择 。

3. 1.4 矿物绝缘电缆的规格应根据线路的实际长度及各种规格

电缆的最大生产长度进行选择 ， 宜将中间接头减至最少 。

3. 1.5 当室外直埋 、 穿混凝土管或石棉混凝土管及敷设环境对

电缆铜护套有腐蚀作用时 ， 电缆应选用有挤塑外护层的电缆 。

3. 1.6 在有爆炸或火灾等危险环境下敷设矿物绝缘电缆选用的

材料及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

设计规范》GB50058的有关规定 。

3. 1.7 有耐火要求的线路 ， 矿物绝缘电缆中间连接附件的耐火

等级不应低于电缆本体的耐火等级。



3.2 电 缆 敷 设

3.2. 1 在矿物绝缘电缆线路敷设设计时 ， 电缆的敷设应避开可

能受到机械外力损伤 、 振动 、 腐蚀及人员易触及的场所 ； 当不能

避开时 ， 应采取保护措施 。

3.2.2 当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采用矿物绝缘电缆时 ， 电缆的敷设

应采用明敷设或在吊顶内敷设 。

3.3 接 地

3. 3. 1 电缆铜护套、 敷设电缆的支 （吊）架 、 金属桥架及金属

保护管应可靠接地 。

3.3.2 当采用无挤塑外护层电缆敷设于人体易触及的部位时 ，

电缆与伸臂范围内的金属物体应做辅助等电位联结 。



4 施 工

4. 1 一 般 规 定

4. 1. 1 电缆敷设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

1 电缆型号 、 规格、 耐压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电缆外观应无损伤；

3 电缆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looMn。

4. 1. 2 在电缆敷设时 ， 电缆端部应及时做好防潮处理 ， 并应做

好标识 。

4. 1.3 电缆弯曲后表面应光滑 、 平整 ， 没有明显皱褶 。 电缆内

侧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表 4. 1. 3的规定 。

表4. 1. 3 电缆内侧最小弯曲半径

电缆外径 D

(mm )
D< 7 7簇D< 12 12镇D< 15 D)15

电缆内侧最小弯曲半径

R (rnln)
2D 3D 4D 6D

4. 1. 4 当穿越建筑物变形缝 、 温度变化较大场所或作为有振动

源的设备布线时 ， 电缆应采取补偿措施 。

4. 1. 5 敷设在有周期性振动场所的电缆应采取补偿措施 ， 在支

撑电缆部位应设置由橡胶等弹性材料制成的衬垫 。

4. 1.6 单芯电缆的敷设应按表 4. 1. 6所列的电缆相序排列方法

进行 ， 且每个回路电缆间距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2倍 。 电缆敷设

应分回路绑扎成束， 绑扎间距不得大于 Zm。



表4. 1. 6 单芯电缆敷设相序排列方式

敷设

形式
三相三线 三相四线

单路

电缆
品
螂

豁
〕

路

行

缆

两

平

电

磁
濒

夯
赫 『

两路

以上

平行

电缆

罄磁 2磁
诞扩场瑟

勿

撒沁
露繁 巍

崛踢飞邃毅髓鲍

4. 1. 7 交流系统单芯电缆敷设应采取下列防涡流措施 ：

1 电缆应分回路进出钢制配电箱 （柜）、 桥架；

2 电缆应采用金属件固定或金属线绑扎 ， 且不得形成闭合

铁磁回路；

3 当电缆穿过钢管 （钢套管）或钢筋混凝土楼板 、 墙体的

预留洞时 ， 电缆应分回路敷设 。

4. 1.8 电缆敷设完毕后应对绝缘电阻进行测试 ， 其绝缘电阻值

不应小于 20Mn。

4. 1. 9 电缆首末端 、 分支处及中间接头处应设标志牌 。

4. 1. 10 当电缆穿越不同防火区时 ， 其洞口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

封堵。

4. 1. 11 电缆应顺直 、 排列整齐 ， 并应减少交叉 ， 固定点间最大

间距应符合表 4. 1. n 的规定 。



表4. 1. 11 电缆固定点间最大间距

电缆外径D (mm ) D< 9 9(D< 15 15镇D< 20 D)20

固定点间最大间距

(mm )

水平 600 900 1500 2000

垂直 800 1200 2000 2500

4. 1. 12 电缆在接续端子前应可靠固定 ， 电气元器件或设备端子

不得承受电缆荷载 。

4. 1.13 当采用无挤塑外护层电缆敷设在潮湿环境时 ， 支 （吊）

架与电缆铜护套直接接触的部位应采取防电化腐蚀措施 ； 在人能

同时接触到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之间应做辅助

等电位联结 。

4.2 材料及附件

4. 2. 1 所选用的电缆及附件应有合格证 、 质量证明文件及产品

标识 。

4. 2. 2 电缆及附件应表面光滑 ， 并应无锈蚀 、 无裂纹 、 无变形 、

无凹凸等明显缺陷 。

4. 2.3 引出电缆终端的导体所使用的绝缘材料的工作温度不应

低于线路工作温度 。

4.2.4 电缆应进行进场检验 ， 电缆的护套厚度 、 护套尺寸、 绝

缘厚度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中的相应规定 ； 导体电阻及护套电

阻的校正值应按式 （4. 2. 4） 计算 ， 其校正值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中的相应规定 。

RZ。 ＝= R，
· K,

.
1000

L
(4. 2. 4)

式中 RZ。�D ZQoC时电阻 （n/km);

Rt�D 温度为 t时L长电缆的实测电阻 （n);

兀t
�D 温度为 t时的电阻温度校正系数 ， 并应按本规程

附录 B采用 ；

L�D 电缆的长度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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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D 测量时的导体温度 （℃）;

4.3 隧道或电缆沟内敷设

4.3. 1 当隧道或电缆沟内有多种电缆敷设时 ， 矿物绝缘电缆宜

敷设于其他电缆上方 。

4.3.2 隧道或电缆沟内支 （吊）架设置及排列间距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电缆线路施工 及验收规范》

GB50168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4.3.3 沿隧道或电缆沟敷设无挤塑外护层电缆时 ， 电缆铜护套

与其直接接触的金属物体间应采取防电化腐蚀措施 。

4.3.4 当无挤塑外护套电缆沿支架敷设时 ， 电缆与支架应做辅

助等电位联结 ， 其间距不应大于 25m。

4.4 沿桥架敷设

4.4. 1 当电缆沿桥架敷设时 ， 电缆在桥架横断面的填充率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电力电缆不应大于 40%;

2 控制电缆不应大于 50％。

4.4.2 当电缆沿桥架敷设时 ， 分支处应单独设置分支箱且安装

位置应便于检修。

4.5 穿管及地面下直埋敷设

4.5. 1 电缆穿管敷设宜穿直通管 ， 长度超过 30m的直通管应增

设检修井或接线箱 。

4.5.2 电缆穿管敷设应有防铜护套损伤的措施 ， 管内径应大于

电缆外径 （包括单芯成束的每路电缆外径之和）二的 1. 5倍， 单芯

电缆成束后应按回路穿管敷设 。

4.5.3 当电缆保护管为混凝土管或石棉混凝土管时 ， 其敷设地

基应坚实、 平整 ， 不应有沉陷； 当电缆保护管为低碱玻璃钢管等

脆性材料时 ， 应在其下部添加混凝土垫层后敷设 。



4.5.4 电缆保护管直埋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缆保护管的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当设计无要求

时 ， 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 7m;

2 电缆保护管应有不小于 0. 1％的排水坡度。

4.5.5 当电缆穿管敷设需接头时 ， 接头部位应设置检修井或接

线箱 。

4.5.6 电缆直埋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缆应敷设于壕沟内， 埋设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当设

计无要求时 ， 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 7m， 并应沿电缆全长的上 、

下紧邻侧铺以厚度不小于 100mm的软土或砂层 ； .

2 沿电缆全长应覆盖宽度不小于电缆两侧各 50～ 的保护

板 ， 保护板宜采用混凝土板 ；

3 室外直埋电缆的接头部位应设置检修井 。

4. 5. 7 直埋及室外穿管敷设的电缆在拐弯 、 接头 、 终端和进出

建筑物等部位， 应设置明显的方位标志 。 直线段上应每 25m设

置标桩 ， 标桩露出地面宜为 150mm。

4.6 沿钢索架空敷设

4.6. 1 钢索架空敷设电缆的钢索及其配件均应采取热镀锌处理 。

电缆沿钢索架空敷设固定间距不得大于 lm， 在遇转弯时 ， 除弯

曲半径应符合本规程表 4. 1. 3的规定外 ， 在其弯曲部位两侧的

IOOmm内尚应做可靠固定 。

’

4. 6. 2 当沿钢索架空敷设的电缆需穿墙时 ， 在穿墙处应预埋直

径大于电缆外径 1. 5倍的穿墙套管 ， 并应做好管口封堵 。

4.6. 3 当电缆沿钢索架空敷设时 ， 电缆在钢索的两端固定处应

做减振膨胀环 。

4.6. 4 电缆沿钢索架空敷设应按回路敷设 ， 并应采用金属电缆

挂钩固定 。

4.6. 5 沿钢索架空敷设的电缆铜护套及钢索两端应可靠接地 。



4.7 沿墙或顶板敷设

4.7. 1 当电缆沿墙或顶板明敷设时 ， 并排敷设的电缆应排列整

齐 、 间距 一 致 。

4.7.2 沿墙或顶板敷设的单芯电缆宜分回路固定 ， 排列方式应

符合本规程表 4. 1. 6的规定 。

4.7.3 当单芯电缆沿墙采用挂钩敷设时 ， 挂钩可使用金属制品 ，

其上开口应大于电缆外径 。

4.8 沿支 （吊）架敷设

4。

4。

8。 1

8。2

1

今
翻

3

4

4。 8。3

沿支 （吊）架敷设的电缆应可靠固定 。

电缆支 （吊）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

电缆支 （吊）架表面应光滑无毛刺 ；

电缆支 （吊）架的固定应稳固 、 耐久 ；

电缆支 （吊）架应具有所需的承载能力 ；

电缆支 （吊）架应符合设计的防火要求 。

电缆支 （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4. 8. 3的规定。

表4. 8. 3 电缆支 （吊）架最大间距

电缆外径 D (? ) D< 9 9成D< 15 15(D< 20 D)20

电缆支 （吊）架

最大间距 （? )

水平 600 900 1500 2000

垂直 800 1200 2000 2500

4. 8.4 电缆支 （吊）架的安装位置应预留电缆敷设 、 固定 、 安

置接头及检修的空间 。

4. 9 附 件 安 装

4. 9. 1 电缆终端与中间接头的安装应由培训合格的人员进行

操作。

4. 9. 2 电缆中间连接应采用压装型 、 压接型 、 螺丝连接型中间

连接端子连接 ； 截面 35mm2以上电缆终端必须采用压装型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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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端子 。

4. 9. 3 中间连接端子应与电缆连接牢固可靠 ， 在全负荷运行时 ，

接头部位的外护套温度不应高于电缆本体温度 。

4.9.4 电缆的中间连接附件安装位置应便于检修 ， 并排敷设电

缆的中间接头位置应相互错开且不得被其他物体遮盖 。

4.9.5 除在水平桥架内敷设外 ， 电缆中间连接附件及其两侧
30Omm内的电缆均应进行可靠固定 ， 并应做好色标 。 水平敷设

在桥架内的电缆应顺直 ， 中间连接附件不得承受外力 。

4.9.6 中间连接附件安装完毕后应设置明显的连接附件位置标

识 ， 并应在竣工 图中标明具体位置 。

4. 9.7 进出分支箱、 盒的电缆铜护套均应可靠连接 。

4.9.8 电缆封端应随电缆敷设及时安装 。 安装封端前应对电缆

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其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 100Mn。

4. 9.9 电缆终端接线端子应采用专用配件 ， 并应与电缆芯线可

靠连接 。

4. 9. 10 电缆封端宜采用专用附件 ， 当采用热缩管作为封端时应

添加专用密封胶 。

4. 10 接 地

4. 10. 1 当电缆铜护套作为保护导体使用时 ， 终端接地铜片的最

小截面积不应小于电缆铜护套截面积 ， 电缆接地连接线允许最小

截面积应符合表 4. 10. 1的规定。

表4. 10. 1 接地连接线允许最小截面积

电缆芯线截面积 S (? 2) 接地连接线允许最小截面积 （～ 劝

S镇16 S

16<S(35 16

35<S成400 S/2

4. 10.2 当电缆铜护套不作为保护导体使用时 ， 铜护套应可靠接

地 。 接地连接线应采用铜绞线或镀锡铜编织线 ， 其截面积不应小



于表 4. 10. 2的规定 。

表4. 10. 2 接地连接线截面积

电缆芯线截面积 S (? ") 接地连接线允许最小截面积 （mmZ)

S毛16 S

,
16<S成120 l6

S)150 25

4. 10. 3 电缆支 （吊）架及电缆桥架应可靠接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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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 收

5. 1 一 般 规 定

5. 1. 1 隐蔽工程应在施工过程中进行验收 ， 并做好记录 。

5. 1.2 在验收时 ， 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和技术文件 ：

1 设计变更的证明文件和竣工 图；

2 合格证 、 质量证明文件 、 产品标识等技术文件 ；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5 电缆绝缘电阻测试记录；

6 全负荷试验中间接头测温记录 。

5.2 质 量 验 收

5.2. 1 矿物绝缘电缆及附件的型号 、 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进

场检验应符合本规程第4. 2. 4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性能检测报告和物资进场检验记录等质量证

明文件 。

5.2.2 电缆排列整齐 ， 无机械损伤 ， 固定可靠 ； 标志牌应装设

齐全 、 正确 、 清晰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施工记录 ， 观察检查 。

5.2.3 电缆的弯曲半径 、 回路敷设间距和单芯电缆的相序排列

方式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施工记录 ， 观察检查 。

5.2.4 电缆终端附件及中间连接附件应安装牢固， 电缆铜护套



应接地可靠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全负荷试验中间接头测温记录 ， 观察检查 。

5. 2.5 电缆支 （吊）架 、 电缆桥架等的金属部件防腐层应完好 ，

接地应可靠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观察检查 。

5. 2.6 防火措施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 且施工质量应合格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施工记录 ， 观察检查 。

5. 2. 7 单芯电缆敷设应符合本规程第 4. 1. 7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施工记录 ， 观察检查 。

5.2. 8 潮湿场所电缆敷设应符合本规程第 4. 1. 13条及第 4. 3. 3

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观察检查 。

5. 2. 9 电缆辅助等电位联结应符合本规程第 3. 3. 2条 、 第

4. 1. 13条及第 4. 3. 4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观察检查 。

5. 2. 10 电缆绝缘电阻值应符合本规程第 4. 1. 8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查方法 ： 查阅电缆绝缘电阻测试记录 。



附录 A 电缆各项参数

A.0. 1 5OOV电缆铜护套厚度应符合表 A. 0. 1的规定 。

表A. 0. 1 500V电缆铜护套厚度

导体标
称截面
(mmZ)

一 “

铜护套平均厚度 （mm )

1芯 2芯 3芯 4芯 7芯

1 0. 31 0。 41 0. 45 0. 48 0宁52

1. 5 0. 32 0. 43 OO庄
‘0 0. 50 0. 54

2. 5 0. 34 0.

'

49 0. 50 0. 54 0. 61

4 0. 38 0. 54

注： 护套上最薄点的厚度不应小于标称值的90％。

A.0.2 75OV电缆铜护套厚度应符合表 A. 0. 2的规定 。

表A. 0. 2 750V电缆铜护套厚度

导体标

称截面

(mmZ)

铜护套平均厚度 （mm )

1芯 2芯 3芯 4芯 7芯 12芯 19芯

1 0. 39 0. 51 0. 53 0. 56 O, 62 0, 73 0. 79

1. 5 0. 41 0. 54 O。 56 0. 59 0. 65 0. 76 0. 84

2. 5 0. 42 0. 57 0. 59 0. 62 0。 69 0. 81

4 0. 45 0. 61 O。 63 0. 68 0. 75

6 0. 48 0. 65 0. 68 0. 71

10 0. 50 0. 71 0. 75 0. 78

l6 0. 54 0. 78 0. 82 0. 86

25 0. 60 0. 85 0.'87 0. 93

35 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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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0. 2'

导体标

称截面

(rn们nZ)

铜护套平均厚度 （mm )

1芯 2芯 3芯 4芯 7芯 12芯 19芯

50 0。 69

70 O。 76

95 0. 80 口口口口口甲～.- 性、八 一

120 0. 85

150. 0. 90

185 0. 94

240 0. 99

300 1。 08

400 1。 17

注： 护套上最薄点的厚度不应小于标称值的90％。

A.0.3 50OV电缆铜护套尺寸应符合表 A. 0. 3的规定 。

表 A. 0. 3 500V电缆铜护套尺寸

绝缘标称厚度（mm ) 铜护套外径（? )

礴
一

7.6
一

8.4

啸
一

6.3
一

7.0

芯
一

8
一

4

八

d

一

｝

匕

一

八

b

件

亡

一

1
几

,
l

一

nJ

导体标

称截面

(mmZ)

鲁等
0. 65 1 0. 75 3。 4

2芯

5. 1

5。 7

2。 5 0。 65 ! 0, 75 3. 8 6. 6 7。 3 9. 7

0。 65 4. 4 7。 7

注： 电缆绝缘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规定标称值的80％一 0. 1)

8. 1

rn们n。

A.0.4 75OV电缆铜护套尺寸应符合表 A. 0. 4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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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0. 4 750V电缆铜护套尺寸

导体标

称截面

(mmZ)

绝缘标

称厚度

铜护套外径 （mm )

19芯

15. 2

16。 6

蜷

一

4.6
一

4.9
一

5.3

幻

一

O
一

O

n

一

nJ

一

no

1
皿

一

1
一

｝

门

．
二

了
．

、

』

工

8. 7 } 9. 3 10. 1

11. 4

12。 7

14。 8

17. 3

20。 1

120
｝

一

（

U

Q
口

一

nj

氏
口

1

工

ld

,

1

一

乃
乙

5. 9 9. 8 } 10. 4 13. 6

6. 4

7. 3

10. 9 } 11. 5

12. 7 } 13. 6

n
〕

1

nU

nJ

工

Q
口

羚偌裸
30
一

30

11
一

11

｝

门
一

一

八
U

自
O

一

O
口

1. 30 13. 7

n
〕

一

nU

nj
一

no

j
工

工

飞
1

4

一

6

一

10
一

16
一

25
一

35

一

50

一

70

一

％
一

120

18. 4

20. 4

O

一

门
｝

no

一

左
‘

23. 3

26.0

30. 0

O

一

n
〕

一

门
〕

1.6

一

1.8
一

2.1

电缆绝缘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规定标称值的80％一 0. 1)

150
一

185
一

240

一

300
一

400

一

生

A. 0.5 SOOV电缆铜护套电阻校正值应符合表 A. 0. 5的规定 。

17



表A. 0. 5 500V电缆铜护套电阻校正值

导体标称截面

(mmZ)

20℃时导体最大电阻（n/km)

1芯 2芯 3芯 4芯 7芯

1 8. 85 3. 95 3. 15 2. 71 2. 06

1. 5 7. 75 3. 35 2. 67 2. 33 1. 78

2. 5 6. 48 2. 53 2. 23 1. 85 1. 36

4 4. 98 1. 96

A. 0.6 75OV电缆铜护套电阻校正值应符合表 A. 0. 6的规定 。

表A. 0. 6 750V电缆铜护套电阻校正值

导体标

称截面

(mmZ)

20℃时铜护套最大电阻（n/km)

1芯 2芯 3芯 4芯 12芯 19芯

njl
月
任
工

门
｝

乙
人

一

滋
任
一

no

。
曰

一

7
矛

一

召
〕

0．
一

0．
一

0.

1. 5

2. 5

4

6

1O

16

25

35

5O

70

95

120

150

185

240

300

400

18

1, 15

0. 959

0. 783

72
一

51

Od
1

Cld

丹

h
｝

一

11

庄
山

一

月
任

沟
一

）4
一

所
一

90
一

33

2
一

。
一

别
一

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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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7 50OV电缆导体电阻校正值应符合表 A. 0. 7的规定 。

表 A. 0. 7 500V电缆导体电阻校正值

导体标称直径（? ) 20℃时导体最大电阻（n/knl)

l 18. 1

l。 5 12. 1

2, 5 7, 41

4 4. 61

A.0.8 75OV电缆导体电阻校正值应符合表 A. 0. 8的规定 。

表A. 0. 8 750V电缆导体电阻校正值

导体标称直径（mm ) 20℃时导体最大电阻（几／km)

l 18. 1

1. 5 12. 1

2. 5 7. 41

4 4. 61

6 3. 08

10 1. 83

l6 1. 15

25 0. 727

35 0. 524

5O 0. 387

70 0. 263

95 0. 193

120 0, 153

150 0. 124

185 0. 0991

240 O, 0754

300 0.0601

400 0.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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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正系数Kt

表B 在 t℃时测量电缆导体电阻 、 电缆铜护套电阻

校正到 20℃时的温度校正系数Kt

测量时电缆
导体温度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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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l） 表示很严格 ，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 表示严格 ，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应
”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

宜
”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4） 表示有选择 ， 在 一 定条件下可 以这样做的 ， 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

应符

合⋯ ⋯ 的规定
”

或
“

应按 ⋯ ⋯ 执行
”

。



引用标准名录

3

第 523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 5部分 ： 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节 ： 布线系统载流量》GB/T 16895.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规程

JGJ232一 2011

条 文 说 明



制 定 说 明

《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规程》JGJ232一 2011， 经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2011年 1月 7日以第870号公告批准 、 发布 。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 总结了

近几年我国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的实践经验 ， 同时参考了国外

先进技术法规 、 技术标准 ， 并做了大量的有关材料性能试验 。

为便于广大设计、 施工 、 科研 、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技术

规程》编制组按章、 节 、 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 ， 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 、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

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作了解释 。 但是 ， 本条文说明

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

规程规定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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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规程的目的 。 矿物绝缘电缆作为最安

全的耐火电缆， 在工业和民用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现行的

《额定电压 75OV．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GB/T 13033-

2007为产品标准 ，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

范》GB50168一 2006也未涉及矿物绝缘电缆的敷设安装。 与传

统电缆相比， 矿物绝缘电缆的敷设具有较大的特殊性 ， 目前工程

安装质量参差不齐， 迫切需要相应的技术规程加以规范。



2 术 语

2.0.2 终端附件包括 ： 1个终端封套 、 1片接地铜片 、 1个终端

封端和 1个接线端子 。 小截面矿物绝缘电缆终端附件可以不带接

线端子 。

2.0.3 中间连接附件包括： 1套中间连接附件、 2套终端密封

罐、 对应电缆芯数的中间连接端子 。

2.0.4 封端 ： 由封套螺母 、 压缩环 、 封套本体和束紧螺母四部

分构成 。



3 设 计

3. 1 型号规格选择

3. 1. 1 矿物绝缘电缆的选择与普通电缆有一 定区别， 根据矿物绝缘

电缆可在高温下正常运行的待点， 在保证人员及周围环境安全的前提

下可选用较高工作温度， 确定相应载流量， 因此规定应先根据敷设环

境确定电缆工作温度， 再合理选用相应载流量确定电缆型号、 规格。

3. 1.2 在本条所述的敷设环境下 ， 电缆易被人员或其他物品接

触 ， 如工作温度过高易造成损害。

3. 1.4 由于矿物绝缘电缆生产工艺及生产原材料受限 ， 生产长

度往往满足不了工程需要 ， 所以设计应根据厂家生产长度及线路

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电缆规格 ， 可选用 2根相等长度 、 相等截面电

缆代替大截面电缆 ， 以避免或减少中间接头 。

3. 1.5 矿物绝缘电缆的挤塑外护层主要起到保护铜护套作用 ，

如 ： 在混凝土管 、 石棉混凝土管敷设时 ， 由于拖拽电缆可能对铜

护套造成损伤； 室外直埋可能由于大地泄漏电流对铜护套造成损

伤 ， 所以要求在上述环境下使用有挤塑外护层的矿物绝缘电缆。

3. 1.7 为避免因火灾造成中间连接附件的损毁 ， 导致线路停电 ，

特此对中间连接附件的耐火等级做出要求 。

3.2 电 缆 敷 设

3.2. 1 矿物绝缘电缆外护套为铜材质 ， 但因其绝缘材料氧化镁

极易吸潮的特性 ， 铜护套 一 旦被破坏将造成氧化镁吸潮 ， 使整根

电缆绝缘下降直至不能正常使用 ， 为保证线路安全 ， 所以规定电

缆线路敷设时宜避开上述场所 。

3.2.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敷设矿物绝缘电缆应符合 ．《民用建筑

电气设计规范》JGJ16的要求 。



4 施 工

4.1
＿

一 般 规 定

4, 1.2 由于电缆铜护套上无任何标识 ， 电缆敷设完毕后应及时

做好回路标识 ， 单芯电缆还应在首 、 末端做好相位标识 。 绝缘填

充材料氧化镁具有极易吸潮的特性 ， 电缆切断后要及时封堵防潮

以防绝缘电阻值下降。

4. 1.4 由于环境条件使电缆振动或伸缩时 ， 为避免电缆承受因

其带来的外力而造成的物理损伤 ， 可将电缆敷设成
“
S'’ 或

“

汀
，

形弯 。

4. 1. 6、 4. 1.7 大截面矿物绝缘电缆多为单芯电缆 ， 在敷设时应

有科学的排布方式以减少因涡流造成的能量损失 。 所以规定电缆

进出钢制配电箱 （柜）、 桥架等开孔及穿金属管道应避免产生

涡流 。

电缆明敷直接固定在混凝土墙体 （顶板）上 ， 由于金属胀栓

接触墙 （顶板）内钢筋会形成闭合磁路 。

混凝土楼板或墙体内有密布钢筋可形成闭合磁路 ， 所以电缆

穿越混凝土楼板或墙体的预留洞可能产生涡流造成电能损耗 。

4. 1. 8 单芯电缆应测试芯线与护套间绝缘电阻 ， 多芯电缆还应

测试各相间 、 相线对中性线 、 相线对地线及中性线对地线绝缘

电阻 。

4. 1.9 由于通常情况下并行敷设的电缆数量较多 ， 为便于区分

及检修方便， 需加设标志牌 。

4. 1. 10为防止在火灾情况下火源穿越不同防火分区 ， 矿物绝缘

电缆穿越的洞口应采用耐火级别最高等级的材料进行严密封堵 。

4. 1. 12 本条主要规定电缆在与设备或电气元器件连接时应可靠

固定 ， 保证电气元器件或设备端子不受电缆外力影响 ， 考虑电缆



弯曲敷设后本身带有 一 定的应力及电缆重量 ， 与电气元器件或设

备连接后 ， 会因电缆应力释放等原因对开关或设备造成损伤， 所

以规定电缆在接续端子前必须可靠固定 。

4. 1. 13 相对湿度长期在 肠 ％以上定义为潮湿环境。 因潮湿环

境下易产生原电池效应 ， 造成铜或金属支架腐蚀 ， 所以规定潮湿

环境下与铜护套直接接触的金属支架之间必须做防电化腐蚀措

施 。 铜护套与支架做绝缘处理后考虑人身安全 ， 要求做辅助等电

位联结 。

4. 2 材料及附件

4.2. 1 选用的矿物绝缘电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额定电压

75OV及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第 1部分： 电缆》GB/T

13033. 1的规定 ；终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额定电压 750V及

以下矿物绝缘电缆及终端 第 2部分 ： 终端》GB/T 13033, 2的

规定 。 进场检验时应参照以上标准相关内容进行检查 。

4.2.2 电缆到达施工现场时应对电缆型号规格及外观进行初步

检查 ， 以保证工程质量 。

4,2. 3 引出终端后 ， 矿物绝缘电缆外护套及氧化镁绝缘层均已

剥离 ， 导体处于裸露状态 ， 考虑线路安全 ， 绝缘材料耐温不应低

于线路工作温度 ， 不因电缆温度升高而影响其绝缘性能 。

4, 3 隧道或电缆沟内敷设

4.3. 4 无挤塑外护套电缆即为铜护套矿物绝缘电缆 ， 电缆外皮

是导体， 支架也是导体 。 为使电缆和支架间的电位相等或更接

近 ， 在伸臂范围内用导线附加连接 。

4.5 穿管及地面下直埋敷设

4.5. 5 电缆如有接头则接头部位成为整个线路质量控制的重点 ，

所以穿管或直埋敷设的电缆如设接头 ， 则必须设置检修井 （接线

箱）以便于接头质量验证及维修 。



4.6 沿钢索架空敷设

4.6.3 矿物绝缘电缆本身有 一 定的机械强度， 采取本条做法可

减少环境对电缆质量的影响 。

4.6.4 沿钢索敷设单芯电缆必须按回路敷设 ， 不得单根悬挂 一

根钢索。 单芯电缆按回路敷设使用同一 金属挂钩可有效减少电能

损耗 。

4. 7 沿墙或顶板敷设

4.7.3 电缆沿墙敷设时可使用任意材质足够强度挂钩 ， 但使用

金属材质特别是导磁金属材质挂钩应特别注意防止涡流产生 。

4.9 附 件 安 装

4.9.3 中间接头为整根线路的质量控制重点 ， 当中间接头连接

质量不好 ， 线路全负荷运行时中间接头会发热 ， 测量中间接头温

度能及时发现中间接头是否连接可靠， 对整根线路质量起到预控

的作用 。

4. 9.4 当电缆设置中间接头后 ， 整根线路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中

间接头的质量 。 所以中间接头设置的位置要便于检修不得覆盖 。

4.9.5 电缆中间连接附件有 一 定自重 ， 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电缆

晃动 （振动）对接头质量产生影响 ， 所以要求电缆中间连接附件

及两端电缆都要可靠固定 。

4.9. 6 中间接头为整根线路的质量控制重点 ， 当线路正常运行

后中间接头仍最可能出现问题 ， 所以线路敷设完毕后应做明显标

记便于以后检修。

4.9. 7 为了保证电缆铜护套的电气连续性 ， 所以要求所有进出

分支箱 、 盒的电缆铜护套应可靠连接 。

4. 9. 8 中间接头安装前 ， 为检测氧化镁材料在施工过程中是否

受潮而影响到电缆绝缘电阻以及对接头封端质量的检验 ， 需进行

绝缘电阻测试 。



4.9. 10 采用的密封材料除电气性能应符合要求外， 尚应与电缆

本体具有相容性 。 两种材料的硬度 、 膨胀系数、 抗张强度和断裂

伸长率等物理性能指标应接近 ， 保证密封可靠。

矿物绝缘电缆本身由不燃材料制成 ， 受环境影响热缩管性能

将发生变化 ， 造成电缆吸潮 ， 导致绝缘电阻下降， 影响线路使用

寿命 ， 所以要求热缩管保护前对电缆的绝缘层使用专用密封胶密

封严密 。

4. 10 接 地

4. 10. 1 电缆铜护套作为接地线， 通过电缆终端接头铜片及接地

连接线与设备或配电设施的保护导体排相连接， 形成 一 根整体的

保护导体 ， 所以要求接地铜片不小于电缆护套截面积 ； 同一 回路

电缆接地连接线可以共用 ， 每根电缆也可单独敷设 一 根相同材质

相同截面的接地连接线 ， 要求接地连接线应符合表 4. 10. 1的要

求 ， 以保证整条线路保护导体截面积不降低 。



5 验 收

5. 2 质 量 验 收

5.2. 1一 5.2. 10 为保证人身及财产安全 ， 验收时应提交的试验

记录为全数检查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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