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9.120.60
K 43

} rj f9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 11022-1999
eqv IEC 60694:1996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

      共 用 技 术 要 求

Common specifications for 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standards

1999一10一10发布 2000一05一01实施

国 家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发布



Ga/T 11022- 1999

目 次

前言 ·····一 ‘，，··············‘·········”············，································“······”··········“·”，·⋯⋯ V

1Ec前言 ，...................................................................····“···························，“二 VE

1 概述 ·························”·······································“···································”·⋯⋯ 1

1.1 范围 ···············”························，··························································”····⋯⋯ 1

1.2 引用标准 ······································································“·············⋯⋯，.·”······一 1

2 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0二，.”··一 2

2.1 正常使用条件 ·.................................................................................................... 2

2.2 特殊使用条件 ·············“”··················································“·“·”·”·····“电··”····⋯⋯ 3

3 定义 ···························“·················································“····························⋯⋯ 4

3.1 通用术语 ···············‘·，，，，······“······························，······”················“············，”⋯ ⋯ 4

3. 2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总装 ····“································“···············“······⋯⋯，，..·.⋯⋯ 5
3. 3 总装的组成部分 ·····································································“·············””····⋯⋯ 6

3.4 开关装置 ··································”·············“·，····················”·············“·“·········一 6

3. 5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部件 ···········，，，···“·“·”·····，····“·······”··············”····.“···.⋯⋯ 6
操作 一

特性参量

4 额定值 ································”····························“·······”·············”·”·············”·”·⋯ 8

4.1 额定电压(U,)··············“·“···················”············”·············“·”·”···············⋯⋯ 9

4.2 额定绝缘水平 ·········””，·········· ·，，··，································⋯⋯”·······“······，·⋯⋯ 9

4. 3 额定频率(fl)····································“················“···············，·················”，···⋯⋯ 9

4.4 额定电流和温升 ···············································································..······⋯⋯ 9

4.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卜·············”·········································“·············-···“·⋯ 13

4.6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 .......................................................................................... 13

4. 7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  ......................................................................................... 13

4.8 合、分闸装置和辅助、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U.) ······“················”··············⋯⋯ 13

4. 9 合、分闸装置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频率··································”·⋯ ‘二‘二’··⋯ ’二‘二14

4. 10绝缘和/或操作用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二’二’···，·’二‘二14
5 设计和结构····f.·介”·“·······“·‘······“，·，.········”·“······”，··，.“·····”·”·“，“ 14

5. 1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液体的要求·....................................................................... 14

5. 2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气体的要求··············“·”··········“··················“··⋯⋯’·’二’二14
5. 3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接地··········”·”·····················”··························“·”···⋯⋯15

5. 4 辅助和控制设备·········”·，，·······““··，，，······“ ···································“·”·，，··，···一 15

5.5 动力操作·······································“·····················“·········”·“····”·············“⋯ 15

5. 6 储能操作·············，.·····································“，··········““·”··”·········“·············⋯⋯ 15

5. 7 不依赖人力的操作”·············································”···············”·········“·“·⋯⋯ 16



Gs/T 11022-1999

5.8 脱扣器的操作“······⋯⋯‘二“””

5.9 低压力和高压力闭锁和监视装置

铭牌 ·····..·..⋯⋯

联锁装置 ······“⋯

位置指示 ···“⋯⋯

外壳的防护等级 二

爬电距离 ···”⋯⋯

气体和真空的密封

液体的密封 “·”⋯

易嫩性 .·......⋯⋯
电磁兼容性(EMC)

5.l0
5.l1
5.l2
5.13
5.l4
515
5.l6
5.17
5.18
6

6.1

6.2

6.3

6.4

6. 5

6. 6

6. 7

6.8

6. 9

型式试验

概述 ···”·······“·······，··“·“····⋯⋯

绝缘试验····””··········”·⋯‘二‘二”’

无线电干扰电压〔r. i. v.)试验 ·⋯

回路电阻的测量···4···一 ’·””二’“‘

温升试验···············“⋯ ⋯’二‘·一

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防护等级检验···“·一””’“”·‘’.“‘
密封试验······““········⋯ ⋯’“‘“

电磁兼容性(EMC)试 验

7

7. 1

7.2

7. 3

7.4

7. 5

8

9

出厂试验

主回路的绝缘试验····⋯ ⋯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主回路电阻的测量·····⋯⋯

密封试验”⋯⋯，’’······.⋯⋯
设计和外观检查········⋯⋯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选用导则

查询、投标和订货 时提供的资料

10

10.1

10.2

10.3

10.4

11

11. 1

11.2

11.3

11.4

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修规则

运输、储存和安装时的条件

安装

运 行 ······”·············”·⋯

维修 ····················⋯⋯

安 全

电气方 面

机械方 面

热的方 面

操 作方 面

附录A(标准的附录) 试品的确认

    1



GB/T 11022-1999

J“

行
口

只

八
曰

，
目

n
吞

庄

‘

乙

吐

J
任

巴
d

匕
J

工
O

la

附录B(标准的附录) 在给定的短路持续时间内、短时电流等效有效值的确定

附录C(标准的附录)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防雨试验方法

附录D(提示的附录) 关于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的资料

附录E(提示的附录) 密封(资料、实例和建议卜·····”·········“·”·······“··一

附录F(提示的附录) 自保护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试验

附录G(提示的附录) 参考资料

附录 H(提示的附录) 利用 电阻变化测 最线圈温升的方法



GB/T 11022-1999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IEC 60694:1996《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对GB/T 11022-

1989"高压开关设备通用技术条件”进行全面修订的。本标准在编写规则、结构编排方面与IEC 60694:

1996一致，技术内容与IEC 60694:1996等效。

    本标准与IEC 60694:1996主要差别体现在:

    — 额定电压:(IEC 60694:1996的4.1.1和4.1.2分别为:范围工，额定电压245 kV及以下:

        系列1 :3.6,7.2,12,17.5,24,36,52,72.5,100,123,145,170,245 kV,

        系列，:(基于北美的实际):4.76,8.25,15,25.8,38,48. 3,72.5 kV,

        范围I，额定电压245 kV以上:300,362,420,550,800 kV);

    — 绝缘水平(IEC 60694:1996表1中的数值主要适用于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由于在3.6-

72.5 kV电压范围内，国内的电力网为中性点不接地(或不直接接地)系统，因此在这一电压范围，本标

准规定的数值(源自GB 311.1)普遍高于IEC 60694:1996);

一毓瓣(IEC 60694:199。中的摊勘16普Hz,25 Hz,50 Hz和60 Hz),
    本标准中各章、条的编排顺序与IEC 60694:1996一致，大部分条文的内容与IEC 60694:1996相

同，不同之处均用“采用说 明”的注加 以说 明。

    本标准增加的条文:附录He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是标准的附录;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是提示的

附录 。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

    —     GB/T 11022-1989

    —     GB/T 2706- 1989

    —     GB/T 763- 1990

    本标准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及成员:

    负责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李鹅、严玉林、田恩文、苏郁复、熊寿春、付朝娃、元复兴。

    参加单位: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开关研究所:王学军

              北京开关 厂:卢 国平

              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杨大馄

              平顶山天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闻关星

              西安高压开关厂:刘星、屈天玉

              上海华通开关厂:叶建强

              天水长城开关 厂:马炳烈

              陕西宝光电工总厂:李春法

              四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马立君

              湖北开关厂:李家兴

              浙江开关厂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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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第一开关厂:周鼎

广州南洋电器厂:黎东升

宁波耐吉集团有限公司:马卫民

宁波兴亚电器集团有限公司:陆国香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规划办:石凤翔



GB/T 11022-1999

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

织。IEC的目的是在电气和电子领域涉及标准化的所有问题上促进国际间的合作。为了这个目的，除了

开展有关的活动外，IEC出版国际标准。这些标准委托各技术委员会起草;任一对此感兴趣的国家委员

会可以参加这项工作。与IEC协作的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参加起草。IEC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按它们间的协议确定的条件进行密切的合作。

    2) IEC关于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所有国家委员会有代表

参加的各个技术委员会提出，它们尽可能表达出对所涉及问题的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形式出版，作为推荐标准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

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各国家委员会同意在它们的国家标准和区域性标准中清楚地、最

大可能限度地采用IEC国际标准。IEC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或区域性标准间的任何歧异应在相应的标准

文本中清楚地指出。

    5) IEC不开展合格标志的颁发工作，它不对声称符合某项IEC标准的设备承担责任.

    6)要注意到本国际标准的某些部分可以是申请专利的对象，IEC将不对确认任一或所有这类专利

负有责任。

    国际标准IEC 694由IEC 17技术委员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下属的17A分技术委员会(高压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和17C分技术委员会(高压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起草。

    本版(第2版)代替1980年出的第1版及其3号修正件(1995)，它是一个技术修订本。本标准还取

代了技术报告IEC 12080992)。本标准的文本基于下述文件:

国际标准草案 表决报告

17A/458/FDIS 17A/479/RVD

    批准本标准的全部投票资料可以在上表指出的表决报告中找到。

    附录A、附录B和附录C是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附录D到附录G仅供参考。

    在某些 国家存在以下差别 :

6.2.11 对所有额定电压的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要求的试验电压为表la或lb和表2a或2b第3栏

列出的电压的100 0/n(加拿大、法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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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

      共 用 技 术 要 求

    GB/T 11022一1999
eqv IEC 60694:1996

代替 GB/T
      GB/丁
GB/T

Common specifications for high-voltage

  switchgear and controlgear standards

概 述

1.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电压3 kV及以上，频率50H:及以下的电力系统中运行的户内和户外的交流高压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1〕。
    除非在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本标准适用于所有的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 。

1.2 引用标准z]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56-1993 标准电压(neq IEC 38:1983)

    GB 311.1-1997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neq IEC 71-1:1993)

    GB/T 311.7-1988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

    GB/T 762-1996 标准电流(eqv IEC 59:1938)

    GB 1984-1989 交流高压断路器(neq IEC 56:1987)

    GB 2536-1991 变压器油

    GB/T 2423.23-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试验Q:密封(neq IEC 68-2-17:1978)

    GB/T 2423.44-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Eg:撞击弹簧锤

                          (eqv IEC 68-2-63:1991)

    GB/T 2900.1-1992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neq IEC 50)

    GB/T 2900. 18-1992 电工术语 低压电器(eqv IEV50-441:1984)

    GB/T 2900.19-1994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neq IEC 71,IEC 60,IEC 50)

    GB/T 2900.20-1994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neq IEC 50)

    GB 4208-1993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eqv IEC 529:1989)

    GB/T 4585.2-1991 交流系统用高压绝缘子人工污秽试验方法 固体层法(eqv IEC 507:1975)

    GB/T 4728.1-1985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总则(neq IEC 617-1:1985)

    GB/T 4796-1984 电工 电子产品环境参数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idt IEC 721-1:1981)

采用说明 :

习 与IEC 60694不同。按我国的电网情况，改为电压 3 kV及以上，频率50 Hz及以下。

2〕 本标准列出的引用标准，均已采用 IEC标准，但采用程度不同。

国家质 f技 术监借局 1999-10-10批准 2000一05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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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4797.4-1989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太阳辐射与温度

    GB/T 4797.5-1992 电I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降水和风(neq IEC 721-2-2:1988)

    GB/T 4798.3-1990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有气候防护场所固定使用

    GB/T 4798.4-199。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无气候防护场所固定使用(neq IEC 721-3-4)

    GB 4824-1996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骚扰特性的侧量方法和限值

                    (neq IEC CISPR 11:1990(第二版))

    GB/T 5465.2-1996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idt IEC 417:1994)

    GB/T 5582-1993 高压电力设备外绝缘污秽等级(neq IEC 815:1986,IEC 507:1991)

    GB/T 7354-1987 局部放电测量(neq IEC 270:1981)

    GB 8287.1-1998 高压支柱瓷绝缘子 第1部分:技术条件(neq IEC 168:1994)

    GB/T 8905-1996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理和检验导则(neq IEC 480:1974)

    GB/T 11021-1989 电气绝缘的耐热性能评定和分级(eqv IEC 85:1984)

    GB/T 11604-1989 高压电器设备无线电千扰测试方法(eqv IEC 18:1983)

    GB 12022-1989 工业六氟化硫(neq IEC 376:1971,376A:1973,376B:1974)

    GB/T 13540-1992 高压开关设备抗地展性能试验

    GB/T 14598.3-1993 电气继电器 第五部分:电气继电器的绝缘试验(eqv IEC 255-5:1977)

    GB/T 16927.1-1997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一般试验要求(eqv IEC 60-1:1989)

    GB/T 17626.4-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idt IEC 61000-4-4:1995)

    GB/T 17626.12-199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最技术 振荡波抗扰度试验

                                (idt IEC 61000-4-12:1996)

    GB/T 17627.1-1998低压电气设备的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定义和试验要求

                            (eqv IEC 1180-1:1994)

    ]B/T 5895-1991 污秽地区绝缘子使用导则(neq IEC 815)

    IEC 816:1984 低压电力线路和信号线路上短时瞬态过程的测量方法导则

    IEC 1634:1995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六氟化硫的使用和处

                          理

    CISPR 16-1:1993 无线电干扰和测量抗扰性的仪器及方法的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无线电干扰

                        和侧量抗扰性的仪器

    本标准参考的其他国际标准列在附录G中。

2 正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除非另有规定，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应在其额定特性和2.1中列出

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

    如果实际使用条件和这些正常使用条件不同，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

应该尽可能地按用户提出的特殊要求来设计，或者应和用户达成适当的协议(见2.2),

      注

      1 此外还应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其他元件，如继电器在此条件下正常工作。

    2 关于环境条件分级的详细资料在 GB/T 4798.3和GB/T 4798.4中规定。

2.1 正常使用条件

2.1.1 户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a)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0C，且在24 h内测得的平均值不超过350C,

    最低周围空气温度对“-5户内”级为一5 *C，对“-15户内”级为一15'C，对“-25户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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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250C,

    b)阳光辐射的影响可以忽略。

    c)海拔不超过1 000 m,

    d)周围空气没有明显地受到尘埃、烟、腐蚀性和/或可燃性气体、蒸气或盐雾的污染。

    e)湿度条件如下:

    — 在24 h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的平均值不超过95%;

    — 在24 h内测得的水燕气压力的平均值不超过2.2 kPa;

    — 月相对湿度平均值不超过90%;

    — 月水蒸气压力平均值不超过1. 8 kPa,

    在这样的条件下偶而会出现凝露。

      注

      1 在高湿度期间温度急砚变化时可能出现凝礴。

      2 为耐受高湿度和凝峪所产生的效应，例如绝缘击穿或金属件腐蚀，应使用为此条件设计和按此条件试验的开关

          设备 。

      3 可用特殊设计的建筑物或小室、变电站内采用适当的通风和加热或使用去湿装R . 6A防形成凝时。

    f)来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部的振动或地动是可以忽略的。

    B)在二次系统中感应的电磁干扰的幅值不超过1.6kVo

2.1.2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a)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0C，且在24 h内测得的温度平均值不超过35'C ,

    最低周围空气温度对“-10户外”级为一10 'C，对“-25户外”级为一25̀C，对“-40户外”级

为一400C。

    应当考虑温度的急骤变化。

    b)应当考虑高达1 000 W/m'(晴天中午)的阳光辐射。

      注

      1 在一定的阳光辐射条件下，为了使温升不超过规定值，必要时，可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加盖屋顶、强迫通风等，或

        者降容

      2 阳光辐射的详细资料见GB/T 4797.4.

    c)海拔不超过 1 000 m,

    d)周围空气可以受到尘埃，烟、腐蚀性气体、蒸气或盐雾的污染。污秽等级不得超过GB/T 5582中

的 I级。

    e)覆冰对 I级不超过 1 mm，对 10级不超过 10 mm，对 20级不超过 20 mm,

    f)风速不超过 34 m/s(相应于 圆柱表面上 的 700 Pa).

    注3:风的特性见 GB/T 4797.5.

    S)应当考虑凝露和降水。

    注4:降水的特性见GB/T 4797.5.

    h)来自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部的振动或地动是可以忽略的。

    i)在二次系统中感应的电磁干扰的幅值不超过1. 6 kV,

2.2 特殊使用条件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以在不同于2.1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这时用户的要求应当

参照以下的标准等级。

2.2.1 海拔

    对于安装在海拔高于1 000 m处的设备，外绝缘在标准参考大气条件下的绝缘水平应该将使用场

所要求的绝缘耐受电压乘以系数K。来决定。系数K。按图1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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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在任一海拔处，内绝缘的绝缘特性是相同的 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关于外绝缘和内绝缘，见GB/T 311.7,

    2 对于低压辅助设备和控制设备，如果海拔低于 2 000 m，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对于更高的海拔.见

          GB 16935.1

2.2.2 污秽

    对于安装在污秽空气中的设备.污秽等级应规定为GB/T 5582中的A级— 重污秽，或N级—

严重污秽。

2.2. 3 温度和湿度

    对于安装在周围空气温度明显地超出2.1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处的设备，优先选用的最低和最

高温度 的范围规定为 :

    — 对严寒气候，一50℃和+40'C;

    — 对酷热气候，一5℃和+500C,

    在暖湿风频繁出现的某些地区，温度的骤变会导致凝露，甚至在户内也会这样。

    在湿热气候环境中的户内条件下，在24 h内测得的相对湿度的平均值能达到98%.

2.2.4 振动

    在可能发生地震的地区，用户应按GB/T 13540来规定设备的抗震等级。

2.2.5 其他参数

    设备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使用时，用户应参照GB/T 4796,GB/丁4797,GB/T 4798来规定这些环

境参数。

定义3〕

    本标准采用的术语定义，除应符合GB/T 2900. 1,GB/T 2900. 18,GB/T 2900. 19,GB/T 2900.20

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为了便于使用，给出的一些定义可能与上述标准有所重复。

3门 通用术语

3.1，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开关及同其相关的控制、测量、保护和调节设备的组合，以及该组合同有关的电气联结、辅件、外壳

和支持构件组成的总装的总称。

3.1.2 外绝缘

    空气间隙及电气设备固体绝缘的外露表面。它们承受电压并受大气、污秽、湿度，小动物等外界条件

的影响。

3.1. 3  IP代码

    一种表示外壳防护等级并给出相关信息的编码系统;这种防护是指防止接近设备的危险部件，以及

防止固体外物和水进人设备。

3门.4 外壳提供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

    为人员提供保 护，以防

    — 触及危险的机械部件;

    — 触及低压带电部件;

    — 在外壳内部低于安全距离处接近危险的高压带电部件。

3.1.5 维修

    所有技术活动和行政活动，包括监督活动的总和，使设备保持在或恢复到能够实现要求功能的状

采用说 明:

3〕 与IEC 60694不同，删除T术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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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计划维修

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预防性维修。

7 检查

在不解 体的情况下对运行 中的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的主要特性进行周期性的检视 。这类检视通 常

针对压力和/或液面、密封性、继电器的位置和绝缘件的脏污程度，也包括对运行中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能够进行的润滑、清扫和清洗等。

    注:检查的结果能够引导作出修配的决定。

3.1.8 诊断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特性参数的比较试验，通过测量这些参数中的一项或多项，来确定它的功能是

正 常的。

    注:诊断试验的结果能够引导作出修配的决定。

3，9 检验

    需要时可进行局部解体的检查，为了可靠地评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状况，检查时可采用测量和

无损试验等方法 。

3.1.10 修配

    为了把元件和/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恢复到可接受的状态而进行的修理或更换超差零件的工作，

超差零件可通过检查、试验、检验或按制造厂维修手册的要求来确定。

3.1.11 停工时间

    装备处于停工状态的时间。

3.1.12 失效

    装备丧失了实现所要求功能的能力。

      注

      I 装备失效后出现故障。

      2 “失效”是一个事件，它不同于“故障”，后者是一个状态。

      3 这样定义的概念不适用于仅由软件组成的装备。

3.1.13 重失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丧失其一项或多项基本功能的失效。

    重失效将导致系统运行状态的立即改变，例如要求后备保护排除故障，或者在30 min之内强行使

其退出运行，进行非计划维修。

3.1.14 轻失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结构元件或部件的失效，它不导致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重失效。

3.1门5 缺陷

    装备在状态方面的不完善(或固有的弱点)。在规定的使用、环境或维修条件下，在预定的时间内这
种不完善能够导致装备本身或另一装备的一项或多项失效。

3.1.16 周围空气温度

    按规定条件测定的围绕整个开关设备的周围空气的平均温度。

    注:对预装式变电站和其他装在外壳内的开关或其他开关元件，其周围空气温度指外壳外的周围空气温度。

3.2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总装

3.2.1 自保护开关设备:装有不可分开的电压限制装置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3.2.2 试品:三极机械联动(即一台操动机构)或型式试验主要是三极型式试验时，试品是整台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如果不是这样，试品是整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一个极.如果相关的产品标准允许的

话 ，试品可 以是 一个 有代表性的分装。



Ga/T 11022一1999

3.3 总装的组成部分

3.3.1 运输单元:不需拆开便可运输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一部分。

3.4 开关装 置

    正在考虑中。4]
3.5 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的部件

3.5.1 外壳:保护设备免受某些外部影响、并防止人员和外物从任何方向直接触及设备的部件。

      注

      此定义在本标准的范围内需作如下说明

      I 外壳用来防止人员和家畜接近危险部件。

      2 挡板、各种孔盖或其他零件— 不论是附装在外壳上的还是由被包容的设备构成的，凡适用于防止或限制规定

        的试具进人的，都作为外壳的一部分。但不用钥匙或工具便能移开的零件除外.

3.5.2 危险部件 :接近或接触时有危险 的部件 。

3.5.3 触头

    两个或两个以上导体，当其接通时可建立起电路的连续性，且其相对运动可分、合电路，在用铰链或

滑动接触 的情况下，仍 能保 持电路的连续 性。

3.5.4 辅助回路

    包含 除开关主回路和控制 回路 以外 的导 电回路 。

    注:某些辅助回路用于完成附加功能，如信号、连锁等等。因此，这些回路也可以是其他开关的一部分

3.5.5 控制回路

    包含控制开关合、分操作回路中的所有导电部分。

3.5.6 辅助开关

    包含 由开关装置进行机械操作的一个或几个控制 和/或辅助触头的开关 。

3.5. 7 控制开关

    用于控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操作(包括信号、电气联锁)的机械开关。

35.8 辅助触头

    包含在开关的辅助回路中且由开关用机械方式操作的触头。

3.5.9 控制触头

    包含在开关的控制回路中且由开关用机械方式操作的触头。

3.5.10 联结(用螺栓的或与其等效的):两个或多个导体用螺钉、螺栓或与其等效的方法连接在一起，

用来保证 回路持 久的连续 性。

3.5.11 位置指示器

    指示开关处于合闸、分闸位置或接地位置的并安装于明显部位的一种部件。

3.5.12 监视装置

    用来 自动监 视装备状 态的装置。

3.5.13 指示 开关

    按执行量的规定条件操作的非人力控制开关。

    注:执行量可以是压力、温度、速度、液面、经过时间等。

3.5.14 低能触头

    设计在低能 回路 中使用 的触头 ，例如用在监测或信息技术 中。

    注:典型的应用是接人端电压不超过 10 v，通过几毫安电流的负载回路。

3.6 操 作

采用说 明:

41  IEC 60694中为‘无特别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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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动力操作

    利用人(手)力以外的其他能源的一种操作，操作的完成取决于动力源(如:电磁铁、电动机或气动机

等)的特性及其供应的连续性。

3.6.2 储能操作

    利用储存在操动机构本身的能量的一种操作，这些能盘应在操作前储存并完成预定条件下的操作。

    注:操作类别可按储能方式划分为弹赞式、重锤式、液压式、气压式等。

3.6.3 正向驱动操作

    按规定要求，用来保证开关装置辅助触头的位置与主触头分闸或合闸位置一致的操动。

3.6.4 关于压力(或密度)的定义

3.6.4.1 绝缘介质的额定充人压力P�(或密度P.. ):在投运或自动补压前充人总装的绝缘和/或灭弧介

质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大气条件(十200C,101. 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

刀丈。

3.6.4.2操作介质的额定充人压力P-(或密度P-):在投运前或自动补压前充人控制装置的操作介质
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大气条件(+200C,101.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

不 .

3.6-4.3绝缘介质的报警压力P..或密度P.. ):绝缘和/或灭弧介质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大气
条件(+20̀C,101.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在该压力下可以给出监视信号，

表示需要在短时间 内进行补 压。

3.6.4.4 操作介质的报替压力P..或密度P.�):操作介质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大气条件
(+200C,101. 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在该压力下可以给出监视信号，表示

需要在短时间内对控制装置进行补压。

3.6-4.5 绝缘介质的最低功能压力P-(或密度P-):绝缘和/或灭弧介质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

大气条件(十20̀C,101.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大于或等于此压力时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保持其额定特性，且在此压力时需要及时补压。

3.6.4.6 操作介质的最低功能压力P-(或密度P-):操作介质的压力((Pa)，把它折算到标准大气条件

(+200C,101.3 kPa)或密度下，可以用相对压力或绝对压力表示，大于或等于此压力时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保持其额定特性，且在此压力时，控制装置需要及时补压。此压力通常称作闭锁压力。

3.6.5 关于气体和真空密封的定义

    这些定义适用于使用真空或使用除大气压力下的空气之外的气体作为绝缘、绝缘和灭弧、或操作用

介质的所有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3.6.5.， 充气隔室: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隔室，隔室内部的气体压力由下列的一种系统保持:

    a)可控 压力系统 ;

    b)封闭压力系统;

    C)密封压力系统。

    注:几个充气隔室相互间可以固定联接成一公共的气体系统(气密性装配)。

3.6.5.2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自动从外部或内部气源补气的空间。

      注

    1 可控压力系统的实例是空气断路器或气动操动机构。

    2 空间可以由几个相互固定连接到一起的充气隔室组成.

3.6.5.3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只能用人工连接到外部气 源定期补气的空间。

封闭压力系统的实例是单压式六氛化硫断路器。

4 密封压力系统:在预定的使用寿命期内不需要对气体或真空作进一步地处理的空间。

密封压力系统的实例是真空断路器的灭弧室或某些六氛化硫断路器。

密封压力系统的组装和试验全部在工厂进行。

注

5.

注

1

2

 
 
 
 

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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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 绝对漏气率，F:单位时间内气体的漏失量，以Pa " m'/s表示。

3.6-5.6 允许漏气率，Fo:制造厂对部件、组件或分装规定的最大允许绝对漏气率，或是使用密封配合

图(TC)对连在一个压力系统上的部件、元件或分装规定的最大允许绝对漏气率。

3.6-5.7 相对漏气率，Fn:在额定充气压力(或密度)的系统中，相对于气体总量的绝对漏气率。以每年

或 每天的百 分率表示。

3.6.5.8 补气间隔时间，T:为补偿漏气率F，当压力(或密度)降至报警值时，用人工或自动进行的两

次补气 的间隔时间。

3.6.5.9 每天补气次数，N:为补偿漏气率F的补气次数。该值适用于可控压力系统。

3.6.5.10 压力降，AP:在不补气的条件下，在给定的时间内由漏气率F引起的压力降落。

3.6.5.11 密封配合图>TC:由制造厂提供的并在试验部件、元件或分装时使用的检测资料，它说明整

个 系统 的密封性 和各个部 件、元件 和/或分装 的密封性之 间的关 系。

3.6.5.12 累计漏气量 的测量

    为了确定漏气率而进行的计及给定总装所有漏气的测量。

3.6.5.13 探漏:围绕总装缓慢移动检漏仪的探头来确定漏气点的位置。

3.66 关于液体密封的定义

    这些定义适用于使用液体作为绝缘、绝缘和灭弧、或操作用介质的所有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这些

介质具有或没有恒定 的压力 。

3.6.6.， 液体的可控压力系统:自动补充液体的空间。

3.6.6.2 液体的封闭压力系统:只能用人工定期补充液体的空间。

3.6-6.3 绝对泄漏率:Fl,:单位时间内液体的泄漏量，以cm'/S,
3.6-6.4 允许泄漏率，Foalq):制造厂对液体压力系统规定的最大允许泄漏率。

3.6.6. 5 每天补液次数，Ni,:为补偿泄漏率F,;，的补液次数。该值适用于可控压力系统。
3.6-6.6 压力降，AP,;q:在不补液的条件下，在给定时间内由泄漏率Fc。引起的压力降低。

3.7 特性参 量

3.7门 隔离断口:符合对隔离开关所规定的安全要求的断开触头间的电气间隙。

3.7.2 防护等级:外壳提供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防止固体外物的进人和/或防止水的浸人，并用标准

的试验方法验证的防护程度 。

3.7. 3 额 定值 :一般 由制造厂对元件 、装置或设备规定的工作条件所指定 的量值 。

4 额定值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通用的额定值应当从下列各项中选取:

a)额定电压(U,)

b)额定绝缘水平

c)额定频率(f})

d)额定 电流 (I,)

e)额定短时耐受电流CI,,)

f、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

9)额定短路持续时间((ak)

h)分 闸、合闸装置和辅助 回路 的额定 电源 电压 (U,)

i)分闸、合闸装置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频率

J)绝缘和/或操作用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注 :可能需要 其他额定值 ，可在相关 的产 品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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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额定电压(U,) 11

    额定电压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在系统的最高电压上限。额定电压的标准值如下:

4.1.1 范围工，额定电压252 kV及以下:

      3.6,7.2,12,24,40.5,72.5,126,252 kV,

4.1.2 范围II，额定电压252 kV以上:

      363,550,800 kV,

4.2 额定绝缘水平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应该从表1和表2给定的数值中选取。

    在这些表中，耐受电压适用于GB 311. 1中规定的标准参考大气(温度、压力和湿度)条件。对于特

殊使用条件，见2.2。

    雷电冲击电压(Up)、操作冲击电压(U,)(适用时)和工频电压(Un)的额定耐受电压值应该在不跨越

有标志的水平线的行中选取。额定绝缘水平用相对地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来表示。

    大多数额定电压都有几个额定绝缘水平，以便应用于性能指标或过电压特性不同的系统。选取时应

当考虑受快波前和缓波前过电压作用的程度、系统中性点接地的方式和过电压限制装置的型式(见

GB/T 311.7).

    若在本标准中无其他规定，表1中的“通用值”适用于相对地、相间和开关断口。“隔离断口”的耐受

电压值仅对某些开关装置有效，这些开关装置的触头开距是按对隔离开关规定的安全要求设计的。

    关于绝缘水平的进一步说明 ，见附录 D。

4.3 额定频率(fl)

  额定频率的标准值为16普Hz,25 Hz,50 Hz,
4.4 额定 电流 和温升

4.4.1 额定电流(L)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流是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能够持

续通过的电流的有效值。

    额定电流应当从GB/T 762规定的R10系列中选取。

      注

    1  R10系列包括数字 1,1.25,1.6,2,2.5,3.15,4,5,6.3,8及其与10。的乘积

    2 对短时工作制和间断工作制，额定电流由制造厂和用户商定。

表 1 额定电压范围工的额定绝缘水平s7

额 定 电 压

        U,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p

      kV(峰值)

通用值 隔离断 口 通用值 隔离断口

(1) (2) (3) (4) (5)

3. 6 :: ;:
20 23

40 46

采用说明 :

5] 根据国内系统的实际.额定电压取值与IEC 60694不同。

幻 本表中的额定绝缘水平与 IEC 60694表 1。中的额定绝缘水平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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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完)

额 定 电 压

        U

  kV(有效值)

额 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e

    kV(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

      kV(峰值 )

通用值 隔离断 口 通用值 隔离断 口

(1) (2) (3) (4) (5)

7.2 :: ::
40 46

60 70

12 2842' 3248'
60 70

75 85

24 50 60

95 110

125 145

40.5 85,95' 110 185 215

72.5 ::: :{: ::: :;:

126

185 210 450 520

230 265 550 630

252

360 415 850 950

395 460 950 1 050

460 530 1 050 1 200

，为设备外绝缘在干燥状态下之耐受电压。

表2 额定电压范围I的额定绝缘水平月

  额定 电压

      U

kV(有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a

    kV(有效值)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U.

      kV(峰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U,

      kV(峰值)

相对地

和相间

(注 3)

开关断 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 3)

相对地和

开关断口

  相间

(注 3和 4)

  隔离断 口

(注 1,2和 3)

相对地

和相间

开关断 口和/

或隔离断 口

(注 2和 3)

(1) (2) (3) (4) (5) (6) (7) (8)

363 ::: :::
850 1 300

850(+295)

1 050 1 050(+205)

950 1 425 1 175 1 175(+205)

550 :;: 800

1 050 1 680

1 050(+450)

1 425 1 425(+ 315)

1 175 1 760 1 550 1 550(+315)

采用说明 :

7〕 本表中的额定绝缘水平与EEC 60694表2a中的额定绝缘水平不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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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定 电压

      U,

kV(有效值)

额定 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Ua

    kV(有效值)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U.

      kV(峰值)

额定雪电冲击耐受电压

          U,

      kV(峰值)

相对地

和相 间

(注 3)

开关 断口和/

或隔离断 口

    (注 3)

相对地 和

开关断 口

    相间

(注 3和 4)

  隔离断口

(注 1,2和 3)

相对地

和相间

开关断 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 2和 3)

(1) (2) (3) 。(4) (5) (6) (7) (8)

800 830 1 150
1 300 2 210

1 100(+650)
1 800 1 800(+455)

1 425 2 420 2 100 2 100(+455)

注

1 栏(6)也适用于某些断路器，见GB 1984,

2栏((6)中，括号内的值是加在对侧端子上的工颇电压峰值U,了万/、厂丁(联合电压试验)。

  栏(8)中，括号内的值是加在对侧端子上的工频电压峰值。. 7 U,厂了/、/万(联合电压试验)。
    见附录 D

3 栏(2)的值适用于:

  a}型式试验，相对地;

    b)出厂试验，相对地 ，相间和开关断 口。

    栏(3).(5),(6)和(8)的值只适用于型式试验。

4 这些值是利用GB 311.1表2中的倍数算出的。

4.4 2 温 升

    在温升试验规定的条件下，当周围空气温度不超过40℃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任何部分的温升

不应该超过表 3规定的温升极 限。

表 3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各种部件 、材料和绝缘介质的温度和温升极限

部件、材料和绝缘介质的类别

  (见说明 1.2和 3)(见注)

最 大 值

温 度

    ℃

周围空气沮度不超

过40℃时的温升

          K

I 触头〔见说明4)

  裸铜或裸钢合金

    — 在空气 中

  — 在SF,(六氟化硫)中(见说明5)

    — 在油 中

  镀银或镀镇〔见说明6)

    — 在空气 中

  — 在SF。中(见说明 5)

    — 在油中

    镀锡(见说明 6)

    — 在空气 中

  — 在SF‘中(见说明 5)

    — 在油中

75

105

80

105

105

90

90

90

90

35

65

40

65

65

SO

5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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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完)

部件、材料和绝缘介质的类别

  (见说明1,2和3)(见注)

最 大 值

温 度

    ℃

周围空气温度不超

过 40'C时的温升

          K

2 用螺栓的或与其等效的联结〔见说明4)

  裸铜、裸铜合金或裸铝合金

    — 在空 气中

    — 在SF。中(见说明5)

    — 在 油中

    镀银 或镀镍

    — 在 空气中

  — 在 SF。中(见说明5)

    — 在 油中

    镀锡

    — 在空气 中

  — 在SF。中(见说明5)

    — 在 油中

90

115

100

115

115

100

105

105

100

50

75

60

75

75

60

65

65

60

3 其他裸金属制成的或有其他镀层的触头或联结 (见说明 7) (见说明 7)

4 用螺钉或螺栓与外部导体连接的端子(见说明8)

    — 裸 的

  — 镀银、镀镍或镀锡

    — 其他镀层

      90

    105

(见说明 7)

      50

      65

〔见说明7)

5 油开关装置用油(见说明9和10) 90 50

6 用作弹簧的金属零件 (见说明 11) (见说 明 11)

? 绝缘材料以及与下列等级的绝缘材料接触的金属部件(见说明12)

    — Y

    - A

    — E

    — B

    - F

    — 瓷漆 油基

              合成

    — H

  - C其他绝缘材料

      90

      105

      120

      130

      155

      100

      120

      180

(见说 明 13)

      60

      65

      80

      90

      115

      60

      80

      140

(见说 明 13)

8 除触头外，与油接触的任何金属或绝缘件 100 60

9 可触及的部件

    — 在正常操作中可触及的

    — 在正常操作中不需 触及的 ;: ::
注:本表的说明见4.4. 3

4.4.3 表 3的说 明

    作为表 3一部分的有关说明如下 :

    说明l:按其功能，同一部件可以属于表3列出的几种类别。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的最高温度和温升

值是相关类别中的最低值。

    说明2:对真空开关装置，温度和温升的极限值不适用于处在真空中的部件。其余部件不应该超过

表3给出的温度和温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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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3:应注意保证周 围的绝缘材料不遭 到损坏 。

    说明4:当接合的零件具有不同的镀层或一个零件是裸露的材料制成的，允许的温度和温升应该

是 :

    a)对触头，表3项1中有最低允许值的表面材料的值;

    b)对联结，表3项2中有最高允许值的表面材料的值。

    说明5:六氟化硫是指纯六氟化硫或六氟化硫与其他无氧气体的混合物。

      注

      1 由于不存在氧气，把六氟化硫开关设备中各种触头和联接的温度极限加以协调看来是合适的。在六氟化硫环境

        下，裸铜和裸铜合金零件的允许温度极限可以等于镀银或镀镍零件的值。在镀锡零件的特殊情况下，由于摩擦

        腐蚀效应，即使在六氟化硫无氧的条件下，提高其允许温度也是不合适的。因此镀锡零件仍取原来的值。

      2 裸铜和镀银触头在六氟化硫 中的温升正在 考虑中。

    说明6:按照设备有关的技术条件:

    a)在关合和开断试验(如果有的话)后;

    b)在短时耐受 电流试验后 ;

    c)在机械耐受试验后;

    有镀层的触头在接触区应该有连续的镀层，不然触头应该被看作是“裸露”的。

    说明7:当使用表3没有给出的材料时，应该研究它们的性能，以便确定最高的允许温升。

    说明8:即使和端子连接的是裸导体，这些温度和温升值仍是有效的。

    说 明 9:在油 的上层 。

    说明10:当采用低闪点的油时，应当特别注意油的气化和氧化。

    说明11:温度不应该达到使材料弹性受损的数值。

    说明12:绝缘材料的分级在GB/T 11021中给出。

    说明13仅以不损害周围的零部件为限。

4.5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7k)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的电流

的有效值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标准值应当从GB 762中规定的R10系列中选取，并应该等于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的短路额定值

    注 :R10系列包括数字 1,1.25,1.6,2,2.5,3.15,4,5,6.3,8及其与 10，的乘积。

4.6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Iv)

    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第一

个大半波的电流峰值 。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应该等于2.5倍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注:按照系统的特性，可能需要高于 2.5倍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数值.

4.7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 e1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合闸位置能够承载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时间间隔 。

    额 定短路持续 时间的标准值为 2 so

    如果需要，可以选取小于或大于2s的值。推荐值为。. 5 s,l s,3 s和4 s,

4.8 合、分闸装置和辅助、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Ua)s1

    合、分闸装置和辅助、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应该理解为:当设备操作时在其回路端子上测得的

采用说 明:

81  IEC 60694的标准值为 is;推荐值为 0.5s,2s和 3 s,

9〕 操作电压范围的取值及表中的数值与IEC 60694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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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如果需要，还包括制造厂提供或要求的与回路串联的辅助电阻或元件。但不包括连接到电源的导

线 。

    额定电源电压应当从表4和表5给出的标准值中选取。

                                            表 4 直流电压

    在额定值的85%和110%间的任一电源电压下，操动机构应该能使开关合闸和分闸。脱扣器的操作

见 5.8.

                                  表5交流电压101

三相、三线或四线制系统

              V

单相三线制系统

          V

单相两线制系统

        V

220/380

230/400

110/220 110

220

230

注

1 第一栏中较低值是对中性点的电压，较高值是相间电压。第二栏中较低值是对中性点的电压，较高值是相间

    电压。

2  230/400 V在将来是唯一的标准值，并推荐在新的系统中采用。现有的220/380 V系统的电压变化应当限制

    在230/400 V士10%的范围内。在下阶段的标准化工作中将考虑缩小这一范围。

3 保护和侧量互感器的二次电压不受本标准的约束

4.9 合、分闸装置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频率

    额定电源频率的标准值为DC,50 Hz,

4.10 绝缘和/或操作 用压缩气 源的额 定压力

    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 ，额定压力 的标 准值 为:

    0. 5,1,1. 6,2,3,4 MPae

5 设计和结构

5.1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液体的要求

    制造厂应该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液体的种类、要求的数量和质量，并为用户提供更新液

体和保持要求的液体数量和质量的必要说明仁见10-4.1项a)],

5.1.1 液位

    应该提供检查液位的装置，最好能在使用时指示出正确工作时允许的液位上、下限。

    注 :这条不适用于缓冲器.

5门.2 液体 的质量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液体应该遵守制造厂说明书的规定。

    对充油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新绝缘油应该遵守GB 2536,

    注 应考虑环境温度变化对缓冲器中液体的掣动特性的影响。�j

5.2 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气体的要求

    制造厂应该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气体的种类、要求的数量、质量和密度，并为用户提供

更新气体和保持要求气体的数量和质量的必要说明仁见10-4.1项a)],密封压力系统除外。

采用说明 :

10] 表5中的数值和IEC 60694并不完全一致。

111    IEC 60694无此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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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充六氟化硫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新的六氟化硫应该遵守GB 12022,

    为了防止凝露，在充气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在额定充气密度(Pn)下充人的用作绝缘的气体，它

在20℃时测得的最大允许含水量应该使它的露点温度不高于一5'C。在其他温度下测量时应该作适当

的修正。露点的测量和确定参见GB 1202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充有压缩气体的部件应该遵守有关标准的要求。

    注:注意要遵守有关压力容器的地方法规

5.3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接地

    每台开关装置的底架上应该设置可靠的适用于规定故障条件的接地端子，该端子有一紧固螺钉或

螺栓用来连接接地导体。紧固螺钉或螺栓的直径应该不小于12 mm。接地连接点应该标以GB/T 5465.2

中规定的“保护接地”符号。和接地系统连接的金属外壳部分可以看作接地导体。

5.4 辅助和控制设备

    a)辅助回路的主要性能应该用下列额定值表示:

    — 额定电流:10 A,温升不超过表3规定的极限;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100 A，持续时间为30 ms;

    — 额定绝缘水平:通过6.2.10规定的试验。

    对特殊的使用场合，可以按第9章向制造厂提出不同的值。

    b)在环境条件(见第2章)、关合和开断能力以及辅助触头操作相对于主设备操作的时间方面，辅

助触头应该适合于它们预定的功能。在直流220 V、回路时间常数不小于20 ms时，辅助触头应该至少

能关合和开断2A,

    对特殊的使用场合，可以按第9章向制造厂提出不同的值。

    C辅助开关应该适合于为开关装置规定的电气和机械操作循环的次数。

    d)应该按第9章向制造厂提出要求供给的空闲辅助触头数和指示开关触头数。

    e)和主触头一起操作 的辅助开关应该在两个方向能正向驱动的。

    f)除了仪用互感器、分闸线圈和辅助触头等的端子上的短导线以外，应该用接地的金属隔板或绝

缘隔板把辅助和控制设备以及它们所在的回路同主回路分隔开来。

    9)在使用中要求巡查的辅助设备，应该是可接近且没有直接接触高压部件的危险。

    h)辅助和控制回路的元件应该遵守适用的产品标准.

5.5 动力操作

    用外部能源操作的开关装置，当操动机构(这里，术语“操动机构”包括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如果有

的话)的动力源的电压或压力处在4.8和4.10规定的下限时，应该能关合和/或开断它的额定短路电流

(如果有的话)。如果制造厂规定了最大合闸和分闸时间，它们不应该被超过。

    除了在维修时的慢操作外，主触头只应该在传动机构的作用下并以设计的方式运动。在合闸装置和

/或分闸装置失去能源或在失去后重新施加能源时，不应该引起主触头合闸或分闸位置的改变。

5.6 储能操作

    储能操作的开关装置，按5.6.1或5.6.2储足能量时，应该能关合和开断它的额定短路电流(如果

有的话)。如果制造厂规定了最大合闸和分闸时间，它们不应该被超过。

    除了在维修时的慢操作外，主触头只应该在传动机构的作用下并以设计的方式运动.在机构失去能

源后重新施加能源时 ，主触 头不应该运动。

5.6.1 储气罐或液压蓄能器中能量的储存

    如果用储气罐或液压蓄能器储能，操作压力处在项a)和项b)规定的极限值之间时，5.6的要求适

用

a)外部气源或液压源

除非制造厂另有规定，操作压力的上、下限分别为额定压力的110%和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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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储气罐内的压缩气体也用来灭弧，上述极限值不适用

    b)与开关装置或操动机构一体 的压缩机或泵

    操作压力的上、下限应由制造厂规定。

5.6.2 弹簧 (或重锤)储能

    如果用弹簧(或重锤)储能，弹簧储能(或重锤升起)后，5.6条的要求适用。如果储能不足以完成合

闸操作，动触头就不应该从分闸位置开始运动。

56.3 人力储能

    如果弹簧(或重锤)是用人力储能的，应该标出手柄运动的方向。在开关装置上应该装设弹簧(或重

锤)已储能的指示器，不依赖人力合闸操作的情形除外。

    用人力给弹簧(或重锤)储能所需的最大操作力不应该超过250 N

    给弹簧(或重锤)储能的或驱动压缩机或泵的电动机及其电气辅助设备，在额定电源电压(见4.8)

的85%到110%之间、交流时在额定频率(见4-9)下应该满意地工作。

    注:上述的电压范围并不意味着采用非标准电动机，而是指选择的电动机在此范围内能提供所需的操作力矩.电动

        机的额定电压不一定和合闸装置的额定电源电压一致

    此外，制造厂应该提供用手力给弹簧或重锤储能的工具(如果列人供货清单的话)，这类工具应符合

5.6.3,

5了 不依赖人力的操作

    如果是不依赖人力操作的负荷开关或接地开关(由制造厂标明)，为了避免在合上短路后电器过早

地再分开，应当利用合适的方法在合闸和分闸操作间引人一定的时延，该时延不应该小于额定短路持续

时间 (见 4.7)e

5.8 脱扣器的操作

    脱扣器的操作极限值应如下所述:

5. 8. 1 并联 合闸脱扣器

    并联合闸脱扣器在合闸装置额定电源电压(见4-8)的85%到110%(交流)或80%到110%(直流)

范围 内应该正确的动作 。

5.8.2 并联分 闸脱扣器

    并联分闸脱扣器在分闸装置额定电源电压(见4.8)的65%(直流)或95环(交流)到120%之间、交

流时在分闸装置的额定电源频率(见4-9)下，在开关装置所有的直到它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操作条

件下都应该正确地运作。

    当电源电压等于或小于额定值的30%时，不应脱扣。

5.8. 3 并联脱扣器的电容储能操作

    当用与开关装置组成一体的整流器一电容器组对并联脱扣器进行储能操作时，电容器由主回路的电

压充电。在电源从整流器一电容器组的输人端子上断开并用导线短接后的55内，电容器保留的电荷应

该足以使脱扣器满意地动作。断开前主回路的电压应该取与开关装置额定电压相关的系统最低电压

(“设备最高电压”和系统电压之间的关系见GB 156).

5.8.4 欠压脱扣器

    当欠压脱扣器端子电压降到(即便是缓慢地和逐渐地降到)它的额定电压的35%以下时，它应该动

作使开关装置分闸。另一方面，当端子电压大于它的额定电压的65%时，它不应使开关装置分闸。

    当欠压脱扣器端子电压等于或大于它的额定电压的85%时，开关装置应能合闸。当端子电压低于

它的额定电压的 35%时，开关装置应不能合 闸。

5.9 低压力和高压力闭锁和监视装置

    如果在操作机构的系统中装有低压力或高压力闭锁装置，按5.6.1和有关的产品标准，它们应该能

整定在制造厂指明的合适的压力极限上(或 内)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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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有作为绝缘和/或操作介质的压缩气体且其最低功能压力高于0. 2 MPa(绝对压力)的封闭压力

系统，应该装设压力(或密度)监视装置;并按有关的产品标准，作为维修计划的一部分，要连续地或至少

是定期地对其进行校核。对于最低功能压力不高于0. 2 MPa绝对压力)的封闭压力系统，是否装设应当

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 。

5.10 铭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应装设铭牌。铭牌上载有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必要的信

息，如制造厂名或商标、制造年月、产品型号、出厂编号和额定参数等。

    对于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铭牌及其安装件应该是不受气候影响的和防腐蚀的。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由带独立操动机构的几个单极组成，每个单极都应装设铭牌。

    对与开关装置组成一体 的操动机构 ，可以只用一个组合的铭牌。

    在铭牌上和/或文件中的技术参数，有许多是各种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通用的。这些参数应该

用相同的符号表示。这些参数和符号如:

    — 额定电压 U.

    —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l) Up

    —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U.

    — 额定工频耐受电压，〕U,

    — 额定电流 I,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Ik

    — 额定峰值耐受电流 Ip
    — 额定频率 f.

    — 额定短路持续时间 tk

    — 额定辅助电压 U.

    — 绝缘介质的额定充人压力(密度) p.. (P.. )

    — 操作介质的额定充人压力(密度) p.. (P-)

    — 绝缘介质的报警压力(密度)P.-(P.,)
    — 操作介质的报警压力(密度) p.彩P.m

— 绝缘介质的最低功能压力(密度) p- (P-)

— 操作介质的最低功能压力(密度) p.. (P-)

    其他专用 的参数(如气体的种类或温度等级)应该用相关标准 中使用 的符号来表示 。

5.11 联锁装置

    为了安全和便于操作 ，设 备的不同元件之间可能需要联锁装置(例 如开关 和相关 的接地 开关 之间)。

    应该按照制造厂和用户的协议提供这些联锁装置。

    不正确的操作能造成损害的或确保形成隔离断口的开关装置，应该装设制造厂规定的锁定装置(例

如加装挂锁)。

5.12 位置指示

    对不可见触头 ，应该提供主回路触头位置的清晰而可靠的指示。在就地操作时 ，应 该能容 易地校核

位置指示器 的状态

    在分闸、合闸或接地(如果有的话)位置，位置指示器的颜色应按IEC 73.

    合闸位置应该有标志，最好用字符“I”或“合”(按GB/T 5465.2),

    分闸位置应该有标志，最好用字符“O”或“分”(按GB/T 5465.2).

    对多功能的开关装置，作为代替，位置可以用GB/T 4728. 1中的图形符号来标志。

1) 铭牌上使用的值是相对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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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外壳的防护等级

    装有主回路(它可以从外部进人外壳)部件的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所有外壳，以及所有高压

开关设备、控制设备和开关装置的低压控制和/或辅助回路和操动机构的外壳，都应该按GB 4208规定

其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适用于设备的使用条件。

    注:对于其他条件，例如维修、试验等，防护等级可以是不同的。

5.13.1 防止人体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和防止固体外物进人设备的防护

    外壳对人体提供的防止接近主回路、控制和/或辅助回路的危险部件和任何危险的运动部件(光滑

的转轴和缓慢运动的连杆除外)的防护等级，应该用表6中规定的符号表示。

    第一位特征数字表示外壳对人体提供的防护等级以及防止固体外物进人外壳内部设备的防护等

级。

    如果只要求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或者如果这种防护比第一位特征数字表示的要高，那么，如

在表6中所示，可以使用一个附加的字母。

    表6给出每一防护等级的外壳会“排斥”的物体的细节.术语“排斥”意味着:固体外物不会完全进人

外壳，人体的一部分或人持有的物体要么不会进人外壳，如果进人，则会保持足够的间隙和不会触及危

险的运动部件。

5.13.2 防止水 浸人的防护

    IP标志的第二位特征数字表示防止有害的水浸人，这一防护不规定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X),

    对于有防雨和防其他气候条件的附加防护性能的户外设备，应该在第二位特征数字后或在附加的

字母后 (如果有的话)用 补充字母 w 来说明。

5.13.3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防止设备受到机械撞击的保护

    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外壳应该有足够的机械强度(相应的试验规定在6. 7.2中)。

    对户 内设备 ，推荐的撞击能量为 ZJ.

    对没有附加机械防护的户外设备，经制造厂和用户协商可以规定较高的撞击能量。

5.14 爬 电距离

    用GB/T 5582给出的一般规则选择绝缘子，它们在污秽条件下应当具有良好的性能。

    位于相和地间、相间、断路器或负荷开关一个极的两个端子间的户外瓷或玻璃绝缘子，其外部的最

小标称爬 电距离用 以下关 系式确定 :

                                      l,= ax I;XU,X kp

式中:I,- 最小标称爬电距离，(mm)见注1);

      a- 按表7选择的与绝缘类型有关的应用系数;

      l,— 最小标称爬电比距，按GB/T 5582的表1(mm/kV )(见注2);

    U,—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

    ko— 直径的校正系数(见JB/T 5895),

      注

    1 对于实际的爬电距离，可以规定制造允差(见GB 8287. 1和GB 772),

    2 相和地间测得的爬电距离与U，的比

    3 户内使用的绝缘子的爬电比距正在考虑中川。

采用说 明:

121  IEC 60694无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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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防止固体异物进人 防止接近危险部件

IP1只B 直径50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手指接近(直径12 mm长 80 mm的试指)

IP2 X 直径12.5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手指接近(直径12 mm长 80 mm的试指)

IP2XC 直径12.5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工具接近(直径2.5 mm长 100 mm的试棒)

IP2xD 直径12. 5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导线接近(直径 1. 0 mm长 100 mm的试验导线)

IP3 X 直径 2.5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工具接近(直径 2.5 mm长 100 mm的试棒)

IP3XD 直径 2.s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导线接近(直径 1. 0 mm长 100 mm的试验导线)

IP4X 直径 1. 0 mm及以上的物体 防止导线接近(直径 1. 0 mm长100 mm的试验导线)

IP5 X

尘埃

不能完全防止尘埃进人，但尘埃的进人量和

位f不得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或危及安全

防止导线接近(直径 1. 0 mm长100 mm的试验导线)

注

1 表示防护等级的符号符合GB 4208,

2 对IP5X,GB 4208的12.4的类别2是适用的。

3 如果只关心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则使用附加字母并把第一位特征数字用X代替.

表 7 爬电距离的应用系数

绝缘应用 的部 位 应用系数 a

相对 地

相 间

断路器或 开关的断 口

1.0

J万

1.0

注

1 可能处在反相条件下的开关装里，其断口需要更长的爬电距离.这时推荐的应用系数a=1. 15,

2 易被溶化的污雪覆盖的非直立安装的绝缘子可能需要更长的爬电距离。

5.15 气体和真空的密封

    以下规定适用于使用真空或除大气压下的空气以外的气体作为绝缘、绝缘和灭弧、或操作介质的所

有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附录E给出关于密封的一些资料、实例和建议。

5.15.1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气体可控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每天的补气次数(N)或用每天的压力降(△尸)来规定。其允许值由制

造厂给 出。

5.15. 2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制造厂规定的封闭压力系统的密封特性应该与维修和检查最少的准则一致。

    气体封闭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每个隔室的相对漏气率(F+j)来规定;标准值是每年1%和3%0

    注:除了在温度或操作频率的极端条件下，相对漏气率能够用来计算补气间隔时间(T)

    要考虑具有不同压力的分装间可能出现的漏气。特别是一个隔室在检修，相邻隔室又充有一定压力

的气体时 ，制造厂还应当规定经过隔板的允许漏气率，而且补气 间隔时间不应该少 于一个月 。

    应该提供在设备运行时，能给气体系统安全补气的手段。

5.15.3 密封压力系统

    密封压力系统的密封性以其预期工作寿命来规定。

    标准值是 20年和 3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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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门6 液体的密封

    以下规定适用于使用液体作为绝缘、绝缘和灭弧，或有恒定压力或无恒定压力操作介质的所有开关

设备 和控制设备 。

5.16.1 液体的可控压力 系统

    液体可控压力系统的密封性用每天补液次数(Nu,)或用不补液时的压力降(AP耐来规定，两者均由

泄漏率(Fr,)引起。

    允许值由制造厂给出。

5门6.2 液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加压的或不加压的液体封闭压力系统的密封性应该由制造厂规定。

5.16.3 液体的密封性

    制造厂应该说明液体的密封性。应该清楚地指出内部密封和外部密封的区别。

    a)绝对密封:检侧不到液体的损耗;

    b)相对密封:在下列条件下，液体少量的损耗是可接受的:

    — 泄漏卑(F动应该低于允许泄漏率CFPn�)];
    — 泄漏率(F,;,)不应该随时间持续地增大，或就开关装置来说，不应随操作次数增加而增大;

    — 液体的泄漏不应该引起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误动作，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也不应对操作者造

成任何伤害。

5.17 易燃性

    应该在材料的选择和零部件的设计上，使得因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事故过热而引发的火焰在

传播时受到阻止 。

5. 18 电磁兼容性(EMC)

    二次系统应该能耐受2.1规定的电磁干扰，不会造成损坏或引起误动作。

    这既适用于正常运行，也适用于开合操作，包括开断主回路中的故障电流。

    二次系统包括:

    — 控制和辅助回路，包括装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的或在其邻近的中央控制柜中的回路;

    — 作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成部分的监视，诊断等设备;

    — 作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组成部分的与仪用互感器二次端子相连的回路。

    在许多情况下，二次系统可以分成几个主要的分系统，如断路器的中央控制柜或在GIS间隔中断

路器的成套控制柜。

      注

    I 实际上 二次系统中设备复杂程度的差别很大。在某些情况下.二次系统只包括一些辅助的双位继电器、信号电

        缆和端子板。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包括整套的保护、控制和测量设备

    2 有关 EMC的一般指导和改善EMC的种种考虑应在二次系统的装设指南中给出，该指南目前正在考虑中。二

        次系统中感应电压幅值既取决于二次系统本身，又取决于主回路的条件，如接地情况和额定电压。

6 型式试 验

6.1 概述

    型式试验是为了验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的性能。

6门.， 试验 的分组

    除非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另有规定 ，型式试验 应该最 多在 四个试 品上进行 。

    注:规定四个试品的合理性在于增强用户的信心，即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是将要交付的设备的代表(在极限

        情况下 ，可要求所有的试验在一 台试 品上进行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每台试品应该确实和图样相符，应该充分代表该型产品，并应该经受一项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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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型式试验 。

    为了便于试验，型式试验可以分成几组。一般的分组实例见表8

                                表8 M式试验分组的实例

组 别 型 式 试 验 条 号

1 主、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无线电干扰电压((r. i. v.)试验 :，:
2 主回路电阻的测量

温升试验 :.:
'3 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关合和开断试验

          6. 6

见有关的产品标准

4 外壳防护等级检验

密封试验

机械试验

环境试验

          6. 7

          6.8

见有关的产品标准

见有关的产品标准

    如果需要附加的型式试验项目，则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规定。

    每项试验原则上应该在完整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如果不是，见3.2.2)，试品处在运行要

求的条件下(在规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充以规定种类和数量的液体或气体)，并配上它的操动机构和辅助

设备。在每项型式试验开始前试品原则上应该处在或恢复到新的和/或清洁的状态。

    按照有关的产品标准，在各组型式试验过程中如果可以进行整修，制造厂应该向试验室提供在试验

中可以更新的零部件的说明 。

6.1.2 确认试 品用 的资料

    制造厂应该 向试验 室送 交图样和其他资料 ，它们包含足 以由型号来 肯定地确认送试 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主要部件和零件的信息。每张图样 和每份资料清单都 应该有单一的编号以便查找 ，并应该包含一

个声明，其大意为:制造厂保证送交的图样和资料确实代表了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确认完毕后，零件图和其他资料应该归还制造厂保存。

    制造厂应该保留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有零部件的详细设计记录，并应该确保这些记录和送

交的图样和资料中包含的信息是一致的 。

    注 生产体系已经符合GB/T 19001或 GB/T 19002认证的制造厂，它们一定要满足上面提到的要求.

    试 验室应该通过查对 ，确认送交的 图样 和资料清单充分地代表 了受 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的部件

和零件 ，但不对这些 资料 的准确性 负责。

    在附录 A 中规定了为确认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的主要零部 件，要求制造厂 向试 验室送交的图样和

资料的清单。

    注:如果制造厂能证明某一结构细节 的改变不会影 响某项型式试验 的结 果，在作出这一改变后 ，这项型式试 验不必

          重复进行。

6.1.3 型式试验报告包括的资料

    所有型式试验的结果应该记人型式试验报告。报告内的数据要足以证明试品符合技术条件。报告

还应该包 括足以确认 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主要部件的资料，特别是 以下 的资料 :

    — 制造 厂;

    — 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型号和出厂编号;

    — 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一般描述(制造厂给出的)，包括极数;

    — 如果适用，主要部件(如操动机构、灭弧室和并联阻抗)的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和额定值;

    — 开关装置或者封闭开关设备(开关装置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支持结构的一般说明;

    — 如果适用，试验中使用的操动机构和其他装置的说明;

    — 说 明开关设备 和控 制设备在试 验前后状 态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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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足以代表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外形图和资料清单;

    — 为确认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主要部件而送交的全部图样的图号;

    — 试验布置的说明(包括试验线路图);

    — 试验过程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表现、试验后的状态以及试验过程中更换和整修过的零部

件的说明;

    — 按有关标准的规定，记录下每项试验或每个试验循环的试验参数。

6.2 绝缘试验

    除非本标准另有规定，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试验应该按GB/T 16927. 1进行。

    在附录D中给出有关绝缘试验的资料。

    注: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装有与它不可分开的电压限制装it,整套设备应当按附录F进行试验。

6.2.1 试验时周围的大气条件

    关于标准参考大气条件和大气条件修正因数应该按GB/T 16927.1,
    当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处于大气中的外绝缘至关重要时，应该使用修正因数K-

    如果处于大气中的外绝缘是至关重要的，且仅在这种情况下干试时，才应该使用湿度修正因数。

    对于额定电压40.5 kV及以下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假定二=1和二=0,

    对于既有内绝缘又有外绝缘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如果修正因数K,的值在0.95和1. 05之间，

应该使用修正因数。然而，为了避免内绝缘受到过高的电压，如果已确认外绝缘性能良好，则可略去修正

因数K。当修正因数处在0.95到1.05的范围之外，绝缘试验的细节应该由制造厂和用户商定。

    对于只有内绝缘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周围的大气条件不产生影响，不应该使用修正因数K-

    对于联合试验，应该按总的试验电压值来计算参数9。

6.2.22 湿试程序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外绝缘应该在GB/T 16927. 1规定的标准湿试程序下承受湿耐受试

验。

6.2. 3 绝缘试验时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状态

    绝缘试验应该在完全装配好的(和使用中一样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绝缘件的外表面应

该处于清洁状态。

    试验用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按制造厂规定的最小电气间隙和高度安装。

    如果受试设备离地面的高度比使用时离地面的安装高度低，认为这样试验过的设备可以满足要求。

    如果在设计上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极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试验用的极间距离应该是制造厂

规定的最小值。然而，为了避免仅为试验而装设大型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人工污秽试验和无线电

干扰试验可以在单极上进行;如果极间最小电气间隙等于或大于GB/T 311.7给出的值，其余所有的绝

缘试验都 可以在单 极上进行 。

    如果制造厂规定在使用中需要采用附加的绝缘(如绝缘包带和绝缘套)，在试验时也应该采用这些

附加的绝缘。

    如果装有保护系统用的弧角或弧环，为了进行试验，可以把它们拆下或增大它们的间距。如果是用

来改善 电场分布 的，试验时它们应该保持在原来的位置 。

    对于采用压缩气体作为绝缘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绝缘试验应该在制造厂规定的最低功能压力

(密度)下进行。在试验的过程中应该记录气体的温度和压力，并将其列人试验报告。

    注:注意 在装有真空开关装置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试验中，应当采取预防措施以保证可能发射出的X射

        线的辐射水平低于安全限值。国家安全规程会影响制定的安全措施。

6.2.4 通过试验的判据

    a)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如果没有发生破坏性放 电，则应 该认为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通过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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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试时如果在外部自恢复绝缘上发生破坏性放电，该试验应该在同一试验状况下重复进行，如果役

有再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该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成功地通过了试验。

    b)冲击试验

    应该采用GB/T 16927.1中的程序B:对每种试验状况和每一极性应该连续施加15次额定雷电冲

击耐受电压或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如果在每组15次冲击中自恢复绝缘上破坏性放电次数不超过两

次，而非自恢复绝缘上不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该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通过了试验。

    可以采用GB/T 16927.1中的程序C作为15次冲击耐受试验的替代方法。这时，对每一极性应该

连续施加3次冲击电压。如果不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该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通过了试验。如果在

自恢复绝缘上发生一次破坏性放电，应该追加9次冲击试验，如果不再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该认为开

关设备 和控制设 备通过了试验。

    如果已经证明某一极性的试验给出最不利的试验结果，则允许只进行这一极性的试验。

    某些绝缘材料在一次冲击试验后仍有残留电荷，在倒换极性时应当小心。为使绝缘材料放电，推荐

采用适当的方法，如在试验前施加三次约80%试验电压的反极性冲击.

    c)简要说明

    当试验大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时，为检查设备后面的其他元件(断路器、隔离开关、其他间隔)的

绝缘性能，往往要通过该设备前面的部分来施加试验电压，这部分可能承受好多组试验。建议从首先连

接的部分开始，对其后各部分依次进行试验。当这部分按上述判据通过了试验，在其后的其他元件的试

验过程中，它们的合格性不应因这部分可能发生的破坏性放电而受到影响。

    注:这种放电可能是电压施加次数增加引起的皿积效应，或是由设备内部远端发生破坏性放电引起的反射电压造

        成。在充气设备中，为了减少这种放电发生的概率，可以提高已经通过试验部分的压力。

6.2.5 试验电压的施加和试验状况

    必须把三个试验电压(相对地.相间和断口间)相同的一般情形同隔离断口和相间绝缘高于相对地

的特殊情形 区别 开来 。

6.2.5.1 一般情形

    参考图2所示的三极开关装置的联结图。试验电压应该按表9的规定施加。

                                    表 9 一般情 形下的试验状况

试验状况 开关装里 加压部位 接地部位

I 合闸 A 和 a BCbcF

2 合闸 B和 b ACacF

3 合闸 C和 c ABabF

4 分闸 A BCabcF

5 分闸 B ACabcF

6 分闸 C ABabcF

7 分闸 a ABCbcF

8 分闸 b ABCacF

9 分闸 C ABCabF

    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相对于中间极和底架是对称的，试验状况3,6和9可以省略。如果每极接线端

子的布置相对于底架是对称的，试验状况7,8和9可以省略.

6.2-5.2 特殊情形

    当开关装置断口间的试验电压高于相对地的耐受电压时，可以采用不同的试验方法。

    a)优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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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本标准另有规定，优先使用联合电压试验的方法(见GB/T 311.7)

    — 工频电压试验

    为了获得规定的试验电压，应该利用处在反相条件下的两个不同的电压源来进行试验 电压的分配

在 6.2-6.1和 6.2-7.1中规定。

    这时，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的试验电压应该按表10的规定施加

                                    表 10 纵绝缘工频试验状况

试验 状况 加压部位 接地部 位

1 A和 a BCbcF

2 B和 b ACacF

3 C和 c ABabF

    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对中间极和底架是对称的，试验状况3可以省略。

    — 冲击 电压试验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相对地)构成试验电压的主要部分，它施加到一个端子上;附加电压由另一个反

极性的电压源提供，并施加到对侧的端子上。这一附加电压可以是另一个冲击电压，或者是一个工频电

压的峰值。其他的极和底架接地。

    由于两个电压回路间的 电容祸合 ，冲击电压波会影响工频电压的波形 。为了计及这一影响 ，应该满

足以下的试验要求:在工频电压波上的电压降应该限制到这样的数值，使得在冲击电压峰值瞬间侧得的

对地的实际试验电压不低于附加电压规定值的95%。为此，可以提高工频电压的幅值，但对雷电冲击试

验不得高于U,、万 八/万，而对操作冲击试验不得高于1. 2 U,、万 八厂万。见D2.3. 1 e

    在工频侧的端子上并联一个容量适当的电容器，能够大大减小这一电压降。

    试验电压应该按表n施加。

                                    表 11 纵绝缘 冲击试验状况

试验状况
加 压 部 位

接地部位
主要 电压 附加电压

1 A a BbCcF

B b AaCcF

3 C c AaBbF

4 a A BbCcF

D b B A.CcF

6 C C AaBbF

    如果外侧两极的布置相对于中间极和底架是对称的，试验状况3和6可以省略。

    如果每极接线端子的布置相对于底架是对称的，试验状况4,5和6可以省略。

    b)替代方法产

    如果只用一个电压源，对于工频电压试验和冲击电压试验，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的绝缘都可以按

下述方法进行试验 :

    — 把总的试验电压 U 施加在一个端子 和地之 间，对侧的端子接地 ;

    — 如果在开关装置支持绝缘子上作用的电压超过额定相对地耐受电压，把底架调整在对地为Uf

的部分电压上，使得U.-v，处在额定相对地耐受电压的90%和100%之间。

6.2.6  U.-<252 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试验。

    试验应该按表1给出的试验电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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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1 工频电压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按GB/T 16927.1承受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对每一试验状况，应该把

试验电压升到试验值并维持1 min,

    应该进行干试，对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还应该进行湿试。

      隔离断 口可 以按下述方法进行试验 :

    — 优选方法:这时加在两侧端子上的两个电压都不应低于额定相对地耐受电压的三分之一;

    — 替代方法:对额定电压低于72.5 kV的金属封闭气体绝缘开关装置和任一额定电压的普通开

关装置，底架的对地电压U,不需准确地调整，甚至可以把底架绝缘。

    注:对于额定电压252 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由于其工频电压湿试的结果有很大的分散性，这些试验可用

        250/2 500 las操作冲击电压湿试来代替，试验电压的峰值等干规定的工频试验电压有效值的 1. 55倍

62.6.2 雷 电冲击 电压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只应该在干燥状态下承受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试验应该按GB/T 16927. 1用

标准雷电冲击波1. 2/50 ps在两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

    如果用替代方法来试验隔离断口，对额定电压低于72.skV的金属封闭气体绝缘开关装置和任一

额定电压的普通开关装置，底架的对地电压U，不需准确地调整，甚至可以把底架绝缘。

6.2.7 U.>252 kV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试验

    在合闸位置，试验应该按表9的试验状况1,2和3进行。在分闸位置，试验应该按下述(如果不是，

见6.2.3)要求进行。此外，相间操作冲击电压试验应该按如下所述的进行。试验电压在表2中给出。

6.2-7.， 工频电压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按GB/T 16927. 1承受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对每一试验状况，应该把

试验电压升到试验值并维持1 min.

    只应该进行干试。

    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应该用 6. 2. 5. 2 a )的优选方法进行试验。经与制造厂协商，也可以用

6. 2. 5. 2 b)的替代方法。无论选用哪种方法，加在一个端子和底架间的电压都不应该高于额定电压U'.

6.2-7.2 操作冲击电压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承受操作冲击电压试验。试验应该按GB/T 16927.1用标准操作冲击波

250/2 500 ps在两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只对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湿试。

    隔离断口应该用6. 2. 5. 2 a )的优选方法进行试验。

    相间绝缘只应该在干状态下，以表2栏5的值作为总的试验电压，用6. 2. 5. 2 a )的优选方法进行试

验，试验时两个电压分量应当等于总的试验电压的一半。

    实际的电压分配应该尽可能平衡。总的试验电压的任何不平衡分配都是更加严格的。如果电压分

量的波形和/或幅值不同，试验应该在倒换连接后重复进行

6.2-7.3 雷电冲击 电压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只应该在干状态下承受雷电冲击电压试验。试验应该按GB/T 16927. 1用标

准雷电冲击波1. 2/50 ps在两种极性的电压下进行。

6.2.8 人 工污秽试验

    如果绝缘子的爬电距离满足5.14的要求，则不需要进行人工污秽试验。

    如果爬电距离不满足5.14的要求，应当按GB/T 4585. 2用额定电压和5.14中给出的应用系数进

行人工污秽试 验。

6.2.9 局部放电试验

    如果有关的产品标准有要求，应该进行局部放电试验，并按GB/T 7354进行测量。

6.2-10 辅助 和控 制回路 的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应该承受短时工频耐受电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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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电压加在连接在一起的辅助和控制回路与开关装置的底架之间;

    b)电压加在辅助和控制回路的每一部分(这部分在正常使用中与其他部分绝缘)与连接在一起并

和底架相连的其他部分之间。

    试验电压应该为2 000 V。试验应该按GB/T 17627.1-1998进行.电压持续1 min。如果在每次试

验中都未发生破坏性放电，则应该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辅助和控制回路通过了试验。

    通常，电动机和在辅助和控制回路中使用的其他装置的试验电压应该与这些回路的试验电压相同。

如果这些电器已按相应的标准做过试验，则在试验时可以隔开。

    注:如果在辅助和控制回路中使用了电子元件，可以按制造厂和用户间的协议采用不同的试验程序和数值。

6.2-11 作 为状态检查的电压试验

    如果在关合、开断和/或机械/电气耐受试验后，开关装置断口间的绝缘性能不能充分可靠地用目测

检查来核实，那么按6.2.6.1和6.2.7.1，在下述工频电压下对开关断口做工频电压千试验可能是合适

的。

    对于额定电压252 kV及以下的设备:

    — 对隔离开关和负荷一隔离开关(有安全要求的设备)为表1栏3值的80%，对其他设备为栏2值

的 80000

    对于额定电压252 kV以上的设备:

    — 对隔离开关和负荷一隔离开关(有安全要求的设备)为表2栏3值的100%:

    — 对其他设备为表2栏3值的80%.

      注

    1 降低试验电压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 是考虑到老化、耗损和其他的正常劣化，额定试验电压留有安全裕度;二是

        由于闪络电压的统计特性。

      2 对某些类型的封闭开关装里，可能需要做对地绝缘的状态枪查试验。这时，应当分别以表 1和表 2栏 2值的

        80 Y,做工频电压试脸

      3 相关的产品标准可能把这些类型设备的状态检查试验规定为强制性的。

6.3 无线电干扰电压((r. i. v)试验
    这项试验仅适用于额定电压126 kV及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且当相关的标准有此规定时

才进行试验。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按6.2.3的规定装配.

    试验电压应该施加如下:

    a)在合闸位置，端子与接地底架之间;

    b)在分闸位置，一个端子与和接地底架相连的其他端子之间，如果开关装置不是对称的，要把连接

倒换后再试。

    箱壳、雄体、底架和其他正常接地的零部件应该接地。应当注意避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邻近的以

及试验回路和测量回路邻近的接地或不接地物体对测量的影响。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是干燥和清洁的，且其温度接近试验室的室温。在试验前的2h内，不应

当承受其他的绝缘试验。

    试验连接线和它们的末端不应该是高于下述数值的无线电干扰电压源.

    测量回路(见图3).测量回路的频率最好应该调谐到。. 5 MHz士10纬的范围内，也可以用。.5-

2 MHz范围内的其他频率，要记录测量的频率。测量结果应该以微伏表示。

    使用的测量阻抗，不应该大于600 dl，也不应小于3011;不论何种情况，相角不应该超过200,除了电

容大的试品外，可假定测量电压正比于电阻，相对于300n的等值无线电干扰电压能够计算出来。对于

电容大的试品，基于上述假定所作的修正可能不准确。因此，对装有接地法兰套管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如落地罐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推荐用300 0的电阻。

    滤波器F在测量频率下应该有一高阻抗，使得从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看过去高压导体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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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之间的阻抗不被明显的旁路。这个滤波器也减小试验回路中的由高压变压器产生的或从外部电源

拾取的射频电流。滤波器在测量频率下的合适阻抗值为10 000 20 000 92.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无线电干扰的背景电平(由外电场和由高压变压器在全试验电压下励磁时

引起的无线电干扰电平)比给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规定的无线电干扰电平至少低6 dB，最好低

10 dB,测量仪器的校正方法和测量回路的校正方法在GB/T 11604中给出。

    由于无线电干扰电平可能受积存在绝缘子上的纤维和灰尘的影响，允许在测量前用千净的布擦拭

绝缘子。试验时的大气条件应该予以记录。目前尚不知道适用于无线电干扰试验的修正因数，但知道试

验对高的相对湿度可能是敏感的;如果相对湿度超过80%，试验的结果可能值得怀疑。

    应该按照下述程 序试验 :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施加1. 1 U,/了万.的电压，至少维持5 min,U，是开关设备的额定电压。随

后应该把电压逐级下降至0.3Udv叮，再逐级上升至初始值，最后逐级下降至。. 3 U,/厂3-。在每级电
压上.应该进行无线电干扰的测量，并应该画出最后一个电压下降系列中记录的无线电干扰电平对外施

电压的曲线;这样得出的曲线就是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无线电干扰特性。电压级差约为0. 1 U./

I/了。

    如果在1.1认八厂了下无线电干扰电平不超过2 500 pV，应该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通过了试
验 。

6.4 回路 电阻的测量

6.4.1 主回路

    为了把做过温升试验(型式试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与所有做过出厂试验的同一型号的开关设

备和控制设备作一比较，应该进行主回路电阻的测量。

    应该用直流来测量每极端子间的电压降或电阻。对于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作特殊的考虑

(见相关的标准)。

    试验电流应该取50 A到额定电流之间的任一方便的值〔推荐值为100 A),"3
    注:经验表明，单凭主回路电阻增大不能看作是接触或联结不好的可命证据。这时，试验应当在更大的(尽可能接近

        额定电流的)电流下重复进行。

    应该在温升试验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处在周围空气温度下测量直流电压降或电阻。还应该在温

升试验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冷却到周围空气温度时测量直流电压降或电阻。在两次试验中测得的电

阻的差别不应该超过20%,

    在型式试验报告中，应该给出直流电压降或电阻的测量值，以及试验时的一般条件(电流、周围空气

温度、测量部位等)。

6.4.2 低能[7路

    应该把每个低能辅助触头接人电阻性负载回路，施加6 V -is%的直流电压时，在回路中流过

10 mA的电流。低能辅助触头接通时的电阻不应该超过 50 S2,

6.5 温升试验

65.1 受试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状态

    除非 在相关标 准中另有 规定，主 回路 的温升试验应该在装有 清洁触 头的新 开关装 置上进行 ;如果适

用的话，在试验前充以用作绝缘的合适的液体或处于最低功能压力(密度)的气体。

6.5.2 设备的布置

    试验应在户内、大体上无空气流动的环境下进行，受试开关装置本身发热引起的气流除外。实际上，

当空气流速不超过0. 5 m/s时，就达到这一条件。

采用说 明:

13〕 根据我国的实际惰况，增加了括号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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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除辅助设备以外的部分的温升试验，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及其附件在所有重要方面都应该安

装得和使用中的一样，包括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各部分在正常工作时的所有外罩，并应防止来自外部的

过度加热和冷却。

    按照制造厂 的说 明书，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可 以安装 在不 同的位 置，温升试验应该在最 不利 的

位置上进行 。

    原则上，这些试验应该在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但若其他极或其他单元的影响可以忽略

的话，试验也可以在单极或单元上进行。这是非封闭开关设备的一般情况。对于额定电流不超过630 A

的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可以把三极串联后进行试验 。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特别是大型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它们的对地绝缘对温升没有明显的

影响，对地绝缘可以明显地降低。

    接到主回路的临时连接线应使得试验时没有明显的热量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散出或向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传人。应该测量主回路端子和离端子1 m处临时连接线的温升，两者温升的差值不应超过5

K。临时连接线的类型和尺寸应该记人，试验报告。

    注1:为了使温升试验更具重现性，临时连接线的类型和尺寸可以在相关标准中予以规定。

    对 于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 ，试验应在 三相回路上进 行。

    应该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流(I,)下进行试验，电源电流应该是近似正弦的。

    除了直流辅助设备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在额定频率下试验，频率的偏差为+z-s o。试验频率

应 该记 人试 验报告。

    注2:对邻近载流部分没有铁质元件的敞开式开关装置在 50 H:下进行温升试验时，如果实侧的温升值不超过最大

          允许值的 95 ，则应当认为该开关装置在 60 Hz下的性能得到了验证。

          如果用 60 Hz试验，其结果应当对额定电流相同的额定频率为 50 H:的同一产品有效。

    试验应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使温升达到稳定。如果在lh内温升的增加不超过1K，就认为达到

这一状态。通常这一判据在试验持续时间达到受试设备热时间常数的五倍时就会满足。

    除 了要求测量热 时间常数的情 况外，可 以用较 大电流预热 回路 的办法来 缩短整个试 验的时间。

6.5.3 温度和温升的测量

    应该采取 预防措施来减 少由于开关 装置的温度和周围空气温度的变化之间的时间滞后引起的变化

和误差 。

    对于线圈，通常利用电阻变化来测量温升的方法(见附录H ]̀)，只在使用电阻法不可行时才允许使

用其他的方法 。

    除线圈以外的各部分的温度(其温度极限已有规定)应该用温度计、热电偶或其他适用的传感器件

来测量，它们应被放在可触及的最热点上。如果需要计算热时间常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按一定时间

间隔记录温升 。

    浸入液体介质中元件的表面温度只应该使用紧贴在元件表面的热电偶来测量。液体介质本身的温

度应该在它 的上层测量 。

    使用温度计或热电偶测量 时，应该采取以下的预防措施 :

    a)温度计的球泡或热电偶应该防止来自外部的冷却(用干燥清洁的羊毛等)。然而，被保护的面积

和受试电器的冷却面积相 比应该是可 以忽略 的;

    b)应该保证温度计 或热电偶 与受试部分的表面之间具有 良好的导热性 ;

    c)如果在变化的磁场中使用球泡形温度计，酒精温度计比水银温度计更为适宜，因为后者更易受

到变化磁 场的影响。

采用说 明:

141  IEC 60694无此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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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周围空气温度

    周围空气温度是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对于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是指外壳)周围空气的平均温

度。它应该在试验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期间，至少使用三只均匀布置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周围、处在载

流部件的平均高度上并距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1 m处的温度计、热电偶或其他温度检侧器件来测量。

应该防止温度计或热电偶受气流以及热的过分影响。

    为了避免温度快速变化造成的读数误差，可以把温度计或热电偶放人装有0-5L油的小瓶中。

    在最后四分之一的试验期间，局围空气温度的变化在1h内不应该超过1K。如果因试验室不利的

温度条件而不可能达到时，可以用在相同条件下但不通过电流的一台相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温

度来代替周围空气温度。这台另加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应该受到过分的热量。

    试验时的周围空气温度应该高于+100C.但低于+40'C。在周围空气温度的这一范围内，不应该进

行温升值的修正。

6.5.5 辅助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温升试验

    试验用规定的电源(交流或直流)进行，对交流电源，用它的额定频率(允差鳍0o),

    注:对邻近载流部分没有铁质元件的敞开式开关装里在50 Hz下进行温升试验时 如果实测的温升值不超过最大

        允许值的 95 ，则应当认为该开关装置在 60 H:下的性能得到了验证.

        如果用 60 Hz试验，其结果应当对额定电流相同的额定频率为50 Hz的同一产品有效.

    辅助设备应该在其额定电源电压或其额定电流下进行试验。交流电源电压应该是近似正弦的。

    连续工作在额定值的线圈的试验应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使温升达到稳定值。如果在1h内温升

的变化不超过 1K，通 常就认 为达 到了这一状 态.

    对于只在开关操作时才通电的回路，应该按下述条件进行试验:

    a)如果开关装置具有在操作终了时切断辅助回路的自动开断装置，该回路应该通电10次，每次is

或者直到自动开断装置动作为止，两次通电之间的间隔时间取10s，如果开关装置的结构不允许，则取

可能的最短间隔时间 ;

    b)如果开关装置不具有在操作终了时切断辅助回路的自动开断装置，试验时回路应该一次通电

15 so

6.5.6 温升试验的解释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或其辅助设备各部分的温升(其温升极限已有规定)不应该超过表3的规定

值 否则，应认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没有通过试验。

    如果弧触头是裸铜触头，它和主触头分离但又并联，主触头的温升和弧触头的温升都不应该超过表

3给出的值。

    如果线圈的绝缘由几种不同的绝缘材料组成，线圈的允许温升应取温升极限最低的绝缘材料的值。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装有各种符合各自标准的设备(例如整流器、电动机、低压开关等)，这些

设备 的温升不应超过在相应标准 中规定 的极 限值。

6.6 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和接地回路(如果适用的话)应该经受试验，来检验它们承载额定峰

值耐受电流和额定短时耐受电流的能力。

    试验应该在额定频率(允差士10 00)和任一合适的电压下进行，并在任一方便的周围温度下开始试

验。

    注:为了便于试验，可能需要更大的额定频率允差。如果偏差显著，即如额定频率 50 H: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

        60 Hz下试验或反之 ，则在解释试验结果时应予以注意 。

6.6.1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以及试验回路的布置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安装在它自身的支架上，或者安装在等效的支架上，并且装上它自身的操

动机构，尽量使试验具有代表性。试品应该处于合闸位置并装上清洁的新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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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试验前，机械开关装置要做一次空载操作，除了接地开关外，还要测量主回路的电阻。

      可以进行 三相试验 或单相试验。单相试验时 ，下列各点应该适 用:

    — 对于三极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在相邻的两极上进行试验;

    — 对于各极分离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既可在相邻的两极上也可在相间距离处装设返回导体

的单极上进行试验。如果在设计上相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按制造厂给出的最短距离进行试验;

    — 额定电压72. 5 kV以上，除非相关标准另有规定，不必考虑返回导体，但决不应该把返回导体

放在比制造厂给出的最短极间中心距离还靠近受试极的位置。

    接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端子上的连接线应该避免端子受到不真实的应力。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的两侧，端子和最近的导体支持件之间的距离应该按制造厂说明书的规定。

    试验的布置应该记人试验报告。

662 试验 电流和持续时间

    试验电流的交流分量原则上应该等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7k)的交流分量。

峰值电流(对于三相回路，在任一边相中的最大值)不应该小于额定峰值耐受电流(up )，未经制造厂同意

不应该超过该值的5%0

    对于三相试验，任一相中的电流与三相电流平均值的差别不应该大于10%。试验电流交流分盘有

效值的平均值不应该小于额定值。

    试验电流I、施加的时间t。原则上应该等于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k o

    如果没有别的用来确定刀t的方法，那么它应该利用附录B给出的计算I，的方法从示波图上确定。

试验的I" t，不应该小于由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k)和额定短路持续时间(t,)算得的I"tk，未经制造厂同意

不应该超过该值的10%0

    然而，如果试验设备的特性使得在规定持续时间的试验中不能得到上面规定的试验电流峰值和有

效值，以下 的变通是允许 的:

    a)如果试验设备短路电流的衰减特性使得在额定持续时间内，不在开始时施加过分大的电流，就

不能得到规定的有效值(按附录B或等效的方法测定)，试验时允许把试验电流的有效值降低到规定值

以下，并把试验的持续时间适当加长，但是，峰值电流不小于规定值和持续时间不大于5 s;

    b)如果为了得到要求的峰值电流，把试验电流增大到超过规定值，可以相应地把试验持续时间缩

短 ;

    c)如果a)和b)都不可行，允许把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和短时耐受电流试验分开。这时要做两项试

验 :

    — 对于峰值耐受电流试验，施加短路电流的时间不应该小于。.35;

    — 对于短时耐受电流试验，施加短路电流的时间应该等于额定持续时间。然而，按照项a)允许有

时间上 的偏差 。

6.6.3 在试验过程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表现

    所有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能承载其额定峰值耐受电流及其额定短时耐受电流，不得引起任

何部件的机械损伤或触头分离。

    通常认为，在试验过程中机械开关装置的载流部分和与其相邻的部件的温升可能超过表3规定的

极限。对于短时电流耐受试验不规定温升极限，但达到的最高温度不足以引起相邻部件明显的损伤。

66.q 试验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状态

    试验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应该有明显的损坏;应该能正常地操作，连续地承载额定电流而不

超过表 3规定的温升极限 ，并 在绝缘试 验时能耐受规定的电压。

    如果机械开关装置具有额定关合和/或开断能力，那么，触头的状况不应该对关合和/或开断直到其

额定值的任一电流的性能有实质上的影响。

    下列各项足以检查这些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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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机械开关装置在试验后应该立即进行空载操作，且触头应该在第一次操作时分开;

    b)其次，应该按6.4. 1测量主回路电阻(接地开关除外)。如果电阻的增加超过20%，同时又不可能

用目测检查证实触头的状况，进行一次附加的温升试验可能是合适的。

6.7 防护等级检验

6. 7.1  1P代码 的检验

    按照GB 4208规定的要求，试验应该在和使用情况一样的、完全装配好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外壳上进行。对于型式试验，通常不安装进人外壳的真实电缆连接线，应该使用一段相应的填充物来模

拟。试验时开关设备的运输单元应该用盖板封闭，盖板能提供和单元间连接同一等级的防护性能。

    然而，试验只在对符合这些要求有怀疑时才应该进行，且在认为有必要的有关部件的各个位置上进

行 。

    当使用附加字母W时，在附录C中给出了推荐的试验方法。

6.7.2 机械撞击试验

    如果制造厂和用户同意，户内设备的外壳应该经受机械撞击试验。在每个外壳的可能是最薄弱的部

位(点)上施加三次撞击。继电器、仪表等器件除外。

    施加撞击的锤头有一半径25 mm、洛氏硬度R 100的钢质半球面。推荐使用在GB/T 2423. 44中规

定的弹簧操作撞击试验装置。

    试验后 ，外壳不 应该损坏 ;外壳 的变形不应该 影响设备 的正常功 能，不降 低绝缘和/或缩短爬 电距

离，也不使规定的防止接近危险部件的防护等级降到允许值以下。表面损伤如油漆脱落，冷却肋或类似

零件 的开裂或小面积 的凹陷可 以忽略 。

    然而，试验只在对符合这些要求有怀疑时才应该进行，且在认为有必要的有关部件的各个位置上进

行 。

    对于户外设备 ，试验应当由制造厂和用户商定 。

6.8 密封试验

    密封试验的目的是证明绝对漏气率F不超过允许漏气率F，的规定值。

    如果可能的话，试验应当在处于p..(或p..)的完整的系统上进行。如果不可行，试验可以在部件、元

件或分装上进行 。这时 ，整个系统的漏气率应该利用密封配合图(见 附录 E)，由各部分漏气率 的总 和来

确定 。压力不同的分装之间可能 的泄漏也应该 考虑 。

    装有机械开关装置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的密封试验应该既在开关 的合 闸位置又在 开关 的分 闸位

置上进行 ，除非漏 气率与主触头的位置无关。

    通常，只允许以累计漏气量的测量来计算漏气率。

    型式试验报告应当包括下面这些资料 :

    — 试品的说明，包括它的内部容积和充人气体的性质;

    — 试品是在合闸位置还是在分闸位置(如果适用的话);

    — 试验开始时和结束时记录的压力和温度，以及补气的次数(如果需要的话);

    — 压力(或 密度 )控制或监视装置的投人和切除压力整定值 ;

    — 用来检测漏气率的仪表的校正值;

    — 测量的结果 ;

    — 如果适用的话，试验气体和评定试验结果用的换算因数。

    密封试验应该与相关标准中要求做的试验一起进行，一般在机械操作试验前和后、或在极端谧度下

的操作试验过程中进行。

    在极端温度下(如果相关标准要求进行这样的试验)，漏气率的增加是可接受的，只要漏气率回复到

不高于在正常的周围空气温度下的最大允许值。暂时增加的漏气率不应该超过表12给出的值。

    通常，为了使用合适的试验方法，参见GB/T 24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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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气体系统的允许暂时漏气率

温度等级，℃ 允许暂时漏气率

      +40和+50

  -5<周围温度<+40

一5/一10/一15/一25/一40

              一50

3F,

F,

3F,

6F,

6.8.1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应该用在一段时间t内测得的压力降△P来检查相对漏气率F-，这段时间要长到足以确定压力降

(在充气和补充压力范围之内)。应当对周围空气温度的变化进行修正。在这段时间内补气装置不应该

工作 。

F,一臀X譬X 100(00 r4Tr)
    △尸

尸。一 尸mX 24t
式 中:t是试验持续 时间(h),

    注:为了保持公式的线性，AP应当和尸一尸，具有同一数量级。可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测量每天的补气次数

6.8.2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由于这些系统的漏气率相对较小，压力降测量法是不适用的。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实例在附录E中

给出)来测量漏气率F，这些方法连同密封配合图TC可以用来计算:

    — 相 对漏气率 F,,,;

    — 补气间隔时间T(不在极端的温度条件或操作频率下)。

    通常，试验Q彩GB/T 2423. 23)是确定气体系统泄漏的合适方法。

    如果充人试品的试验气体不同于运行中使用的气体和/或试验压力不同于正常的工作压力，计算时

应该使用 制造厂 规定的换算因数

    鉴于低温和高温试验过程中测量有困难，可以在低温和高温试验前和后，处在周围温度下进行密封

试验，来确定漏气率是否有变化。

    由于漏气率的测量实际上可能有士50%的误差，如果达到表12规定值的十50%以内，就认为密封

试验结果是 良好 的。在计算补气 间隔时间时，应该计人这一测量误差 。

6.8.3 密封压力系统

    a)使用气体的开关设备

    对这类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密封试验是为了确定密封压力系统的预期工作寿命

    试验应该按6.8.2进行。

    b)真空开关设备

    应该在真空灭弧室没有操作过的条件下，测量两次真空度，两次测量的时间间隔能够正确地评定真

空压力的变化率 。

    这一变化率应该是使在预期工作寿命期内的真空压力不会达到可接受的最大极限。最短的时间间

隔取决于真空灭弧室 的尺寸和试验 方法的灵敏度。

    注:通常认为四周的时间间隔是可接受的。

    选择 的测量真空度 的方法应该对 每种型式 的真空灭弧室进 行校正。这种校正是在样 品密封之前 ，在

应用待校方法的同时，进行常规的真空压力测量。准确度的评定应该由反复的测量来确定‘

6-8.4 液体的密封试验

    密封试验的目的是证明系统总的泄漏率F,;。不超过规定值F,,i

    试品应该装上使用时带有的各种附件和规定的液体，安装得尽可能接近使用情况(框架、固定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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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封试验应该与相关标准中要求做的试验一起进行，一般在机械操作试验前和后、在极端温度下的

操作试验过程中、或在温升试验的前和后进行。

    在极端温度下(如果相关标准要求进行这样的试验)和/或在操作过程中，泄漏率的增加是可以接受

的，只要在温度回复到正常周围空气温度后和/或在操作完成后，泄漏回复到起始的数值‘暂时增加的泄

漏率不应该妨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安全运行。

    对开关设备观测的时间应该足以确定可能有的泄漏或压力降△尸。这时，6. 8.1给出的计算公式是

有效的。

    注:试验时采用和工作时不同的液体或者采用气体，这都是可能的.但要求制造厂证明其合理性。

    试验报告应当包括以下资料:

    — 试品的一般说明;

    — 完成的操作次数;

    — 液体的性质和压力 ;

    — 在试验过程中周围空气的温度;

    — 开关装置在合闸位置或分闸位置测得的试验结果(如果适用的话)。

6.9 电磁兼容性(EMC)试验

    只对二次系统规定了EMC的要求和试验。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在正常运行但不进行开合操作时，辐射电平是用无线电干扰电

压试验来验证的。

    由开合操作(包括开断故障电流)引起的辐射是偶然发生的。

    上述辐射的频率和电平被认为是正常电磁环境的一部分。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二次系统，在本标准中规定的EMC的要求和试验比其他EMC的技术

规范优 先。

6.9.1 二次系统辐射试验

    作为二次系统一部分的电子设备，应该满足GB 4824规定的关于辐射的要求。不再规定其他的试

验 。

6.9.2 二次系统抗扰性试验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二次系统包括电子设备和元件，二次系统应该经受电磁抗扰性试验。对

其他 情形 ，不需要做试验 。

    规定了以下的抗扰性试验:

    — 冲击电压试验(见6.9.4)。该试验是耐受试验，并模拟高能脉冲的效应;

    —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见6.9-5)。该试验模拟在二次回路中开合引起的情况;

    — 振荡波抗扰性试验(见6.9.6)。该试验模拟在主回路中开合引起的情况。

    注:还有其他EMC的抗扰性试验.但在这里不作规定。静电放电((ESD)试验是对电子设备的常规要求，对整个二次

        系统不必重复。辐射场试验和磁场试验只在特殊场合才被认为是恰当的。各种EMC的抗扰性试验汇集在GB/

        T 17626.1-1998中

        特殊场合的例子:

        放在金属封闭开关设备母线附近的电子装里，可能受到磁场的影响，为了确保电磁兼容性，可能要做些附加的

          处理.

69.3 抗扰性试验的准则

    电磁抗扰性试验最好应当在整个二次系统上进行。一般认为在一个有代表性的二次系统上进行的

这些试验，验证了属于同一型式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类似的二次系统的正常功能。也允许在实际结

构中包括电子设备的那些主要分装上，分别进行试验。

    注:即使二次系统只有适度的改动，例如电缆布置的变动.也可能改变对于高频干扰的特性.

    试验电压只应该加在二次系统或者受试分装的外部接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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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外部接口，也就是说，如果二次系统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完全成为一体，试验电压应该

加在二次系统内部合适的端子上。这些端子应该由制造厂来选择。

6.9.4 冲击电压试验

    冲击电压试验应该按照GB/T 14598.3进行。

    冲击电压峰值应该是5 kV。试验电压应按6.2.10(工频电压耐受试验)中述及的相同的方式施加。

6.9.5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应该按照GB/T 17626.4进行。试验电压应该是2 kV,

6.9.6 振荡波抗扰性试验

    振荡波抗扰性试验应该以GB/T 17626.12规定的试验电压波形和持续时间来进行。

    应该按下列频率(容差士30%)进行阻尼振荡波试验。

    — 对于GIS的二次系统:100 kHz, l MHz, 10 MHz, 50 MHz;

    — 其他情况:loo kHz和1 MHz,

    试验应该既对共模又对差模进行。对于共模试验，电压应该为2.5 k V;对于差模试验，电压应该为
1. o kV,

    注:GIS中隔离开关的操作可能产生波前极醉的过电压。这是GIS的试验频率有10 MH:和50 MH:的原因 对这
        些频率的试脸程序，正在考虑中。

6.9.7 在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的表现

    二次系统应该耐受在6.9.4到6-9. 6中规定的各项试验而不发生永久的损坏。各项试验后，它们应

该仍是完全可以工作的。在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和振荡波抗扰性试验时，按表13,部分功能的暂时丧

失是允许的。

6.9.8 电磁兼容性的现场测量

    在主回路中和在二次系统中的操作，都会在二次系统中引起电磁感应电压，这些电压可以在现场测

量时记录。现场测量不是型式试验;然而，进行测量是为了验证系统的正确性能，或者是为了评定它的电

磁环境以便在需要时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

    通常认为对正在研究中的变电站的整个二次系统进行试验是不必要的，应当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

结构 。

    测量感应电压是在和系统不断开的条件下，在二次系统和周围网络间的接口中有代表性的端子(例

如在控制柜的输人端子)上进行。5.18描述了二次系统所及的范围。用来记录感应电压的测量仪器应当

按IEC 816所述的方式连接。

                            表13 瞬态干扰抗扰性试验的评定判据

功 能 判 据

指令和控制 1

测量 2

计数 1

数据传辐 2

信息和数据储存的保护 1

数据处理:在线

          离线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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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完 )

功 能 判 据

监测 2

人一机接 口 3

自诊断 2

按GB/T 17626. 1，推荐的严酷度的判据:

1 在技术条件规定的范围内正常工作.

2 功能或性能的暂时下降或丧失，但能自行恢复.

3 功能或性能的暂时下降或丧失，但需操作者干预或系统重新设置

4 功能下降或丧失由于设备(元件)或软件的损坏而无法恢复，或者丢失数据

    在主回路中和在二次系统中的开合操作都应当在正常工作电压下进行。感应电压会有统计上的变

化，因此，应当选择有代表性的关合和开断次数，而且关合和开断的瞬间都是随机的。

    主回路的开合操作是在空载情况下进行的。这样，试验就包括了开合变电站的某些部分，但不开合

负载电流和故障电流。

    主回路上的关合操作应当在负载侧带有与正常工作电压相应的残留电荷的条件下进行。这一条件

在试验时可能难以实现，作为替代，试验程序如下:

    — 关合操作前将负载侧放电，保证残留电荷为零。

    — 将关合操作中记录到的电压值乘以2，以模拟负载侧有残留电荷的条件。

    一次系统中的开关装置最好应该在额定压力和额定辅助电压下操作。

      注

    1 关于感应电压，通常最严重的情形会在只对变电站的一小部分进行开合时发生.

    2 特别是对于GIS,最严重的电磁干扰预计在隔离开关开合时发生。

    记录到的感应电压峰值不应超过1. 6 kV,

    5.18中的注2给出改善电磁兼容性的准则。

7 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是为了曝露材料和结构中的缺陷。它们不会损坏试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出厂试验应该在

制造厂内任一合适的地方对每台成品进行，以确保产品与已通过型式试验的设备相一致。根据协议，任

一项出厂试验都可在现场进行。

    本标准规定的出厂试验项目包括:

    a)主回路的绝缘试验，按7. 1;

    b)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按7. 2 ;

    c)主回路电阻的测量，按7. 3;

    d)密封试验 ，按 7. 4 ;

    e)设计检查和外观检查，按7.5.

    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附加的出厂试验，这在有关的产品标准中予以规定。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运输前不完成总装，那么应该对所有的运输单元进行单独的试验。在这

种场合，制造厂应该证明这些试验的有效性〔例如:泄漏率，试验电压，部分主回路的电阻)。

    除非制造厂和用户间另有协议，通常出厂试验不需要出试验报告。

7.1 主回路的绝缘试验

    应该进行短时工频电压干试验。试验应按GB/T 16927.1和6.2在新的、清洁的和干燥的完整设

备、单极或运输单元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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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电压应该是表1或表2中栏2的规定值，或是按有关的产品标准，或是这些标准的适用部分。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仅由实心绝缘子和处在大气压力下的空气提供，只要检查了导电

部分之间(相间、断口间以及导电部分和底架间)的尺寸，工频电压耐受试验可以省略。

    尺寸检查的基础是尺寸(外形)图，这些图样是特定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型式试验报告的一部

分(或是在型式试验报告中被引用)。因此，在这些图样中应该给出尺寸检查所需的全部数据(包括允许

的偏差 )。

7.2 辅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试验应该在与6.2.10中所述的相同条件下进行。

    为了便于试验，经制造厂和用户协商同意，试验持续时间通常可以缩短到1 s,

7卜3 主回路电阻的测量

    对于出厂试验，主回路每极直流电压降或电阻的测量，应该尽可能在与相应的型式试验相似的条件

(周围空气温度和测量部位)下进行。试验电流应当在6.4. 1规定的范围内。

    测得的电阻不应超过1.2 R�，这里R。等于温升试验前测得的电阻。

7.4 密封试验

    出厂试验应按制造厂的试验习惯在正常的周围空气温度下，在充以制造厂规定压力(或密度)的装

配上进行。对于充气的系统，可以用探头来试漏。

7.4.1 气体的可控压力系统

    试验程序与6.8.1一致。

7.4.2 气体的封闭压力系统

    试验程序与6.8. 2一致。

    按密封配合图TC，试验可以在制造过程或现场装配的不同阶段，对部件、元件和分装进行。

7.4. 3 密封压力系统

    a)使用气体的开关设备

    试验程序与6.8. 3的项a)一致。

    b)真空开关设备

    每只真空灭弧室应该用它的出厂顺序号来认别。它的真空压力应该由制造厂按6. 8. 3的项b)来检

验 。

    试验结果应该作出书面记录，如有要求，应该出具书面证明。

    开关装置装配完成以后，真空灭弧室的真空度应该在分开的触头间用有明显作用的出厂绝缘试验

来检验。试验电压应由制造厂规定。

    绝缘试验应该在出厂机械试验后进行。

7.4.4 液体密封试验

    出厂试验应该在正常的周围温度下，在完全装配好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进行。分装的试验也是

允许的，这时，最后的检查应该在现场进行

    试验方法和型式试验方法一致(见6.8.4),

75 设 计和外 观检查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 经过检查 ，以证 明它们符合买方 的技术条件 。

8 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 备的选 用导则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有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9 查询、投标和订货时提供的资料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有关产品标准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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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修规则

    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进行运输、储存和安装以及在使用中的运行和维

修，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制造厂应提供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运输、储存、安装、运行和维修说明书。运输和储存说明

书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而安装、运行和维修说明书最迟应在交货时提供。

    本标准不可能详细地列出每种不同类型设备的安装、运行和维修的全部规则，但下面给出的资料，

对制造厂提供的说明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0.1 运输、储存和安装时的条件

    如果在运输、储存和安装时不能保证订货单中规定的使用条件(温度和湿度)，制造厂和用户应当就

此达成专 门的协议 。

    为了在运输、储存和安装中以及在带电前保护绝缘，以防由于雨、雪或凝露等原因而吸潮，采取特殊

的预防措施可能是必要的。运输中的振动也应予以考虑。说明书中对此应给予适当的说明。

10.2 安装

    对于每种型式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制造厂提供的说明书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各项。

10-2.1 开箱和起吊

    应当给出安全开箱和起 吊所 需的资料 ，包括必需使用的专用起 吊和定位 器具的细节。

10-2.2 总装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是完全装成后发运的，所有的运输单元应当清晰地加以标记。应当随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起提供将它们总装起来的图样。

10-2.3 安装就位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操动机构和辅助设备安装就位用的说明书应当包括定位件和基础的详细说

明，以便完成现场的准备工作。

    还应当简要地说明 :

    — 包括灭弧或绝缘液体的设备的总质量;

    — 灭 弧或绝缘液体的质量 ;

    — 单独起吊的设备部件的质量，如果它超过100 kg的话。
10.2.4 连接

    说 明书应当包括的资料 :

    a)导体的连接，包括防止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上产生过热和不必要的变形以及提供适当的电气

间隙所需 的建议 ;

    b)辅助回路的连接;

    c)液体或气体系统 的连 接(如果有的话)，包括管道尺寸和布置 ;

    d)接地连接。

10-2.5 安装竣工检验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安装完毕和完成所有的连接后应当进行检查和试验，应当提供检查和试验

的说 明。

    这些说 明包括 :

    — 为 了正确地运行 ，建议进行的现场试验项 目清单 ;

    — 为 了达到正确的运行 ，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程序 ;

    — 为了帮助作出将来维修的决定，建议进行并记录的有关测量项目;

    — 最终检查和投人使用 的说 明。

10.3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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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应当包括以下资料:

    — 设备的一般说明，要特别注意它的特性和运行的技术说明，使用户充分了解所涉及的主要原

理 ;

    — 设备安全性能以及联锁和挂锁操作的说明;

    — 和运行有关的，为了对设备进行操作、隔离、接地、维修和试验所采取的行动的说明。

10.4 维修

    维修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制造厂编写的说明书的内容和用户贯彻执行说明书的程度。

10.4.1 对制造厂的建议

    a)制造厂应出版包括以下资料的维修手册。

    1)维修的范围和频度，为此应当考虑以下的因素:

    — 开合操作(电流和次数);

    — 总的操作次数;

    — 使用时间(断续的时间间隔);

    — 环境条件 ;

    — 测量和诊断试验(如果有的话)。

    2)维修工作的详细说明:

    — 推荐进行维修工作的场所(户内、户外、工厂、现场等);

    — 检查、诊断试验、检验和修配的程序;

    — 参考图样 ;

    — 参考零件号 ;

    — 使用的专用设备和工具;

    — 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清洁度和有害的电弧分解物的可能影响);

    — 润滑的步骤 。

    3)对维修至关重要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细节的全套图样，图样上要有总装，分装和重要零件的

清晰标志(零件号和说明)。

    注:推荐的图示法是细节的放大图，它表示了总装和分装中元件的相对位里.

    4)极限值和允许偏差，如果超出，要进行必要的校正。

    例如 :

    — 压力 ，密度 ;

    — 电阻器和电容器(主回路的)的数值;

    — 操作时间 ;

    — 主回路电阻 ;

    — 绝缘液体或气体的特性;

    — 液体或气体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六氟化硫见GB/T 8905和IEC 1634);
    — 耐磨零件的允许磨损;

    — 转矩;

    — 主要尺寸。

    5)辅助维修材料的规格，包括对已知的不相容材料的警告:

    — 油脂;

    — 油;

    — 液体;

    — 清洁剂和去油剂。

    6)专用工具、起吊和维修用设备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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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维修后的试验项目。

    8)推荐的备件(说明、代号、数量)和储存建议。

    9)有效计划维修时间的估计。

    10)在设备操作寿命终了时，计及环境的要求，怎样对设备进行处理。

    b)制造厂应当告诉某特定型号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用户，对可能出现的系统缺陷和失效需要进

行 的校正。

    c)备件的供应

    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最后的制造日期算起，在不少于10年的期限内，制造厂应当有责任确保维

修用备件的不断供应。

10-4.2 对用户的建议

    a)如果用户希望自行维修，其工作人员应具有有效的资格证书，以及对相应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的详尽了解。

    b)用户应当记录下列资料: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出厂编号和型号;

    —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投人使用的日期，

    — 所有的测量和试验(包括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寿命期内进行的诊断试验)的结果;

    — 进行维修工作的日期和范围;

    — 使用的历史，操作计数器的定期记录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例如短路操作次数);

    — 所有可参考的失效报告。

    c)如果出现失效和缺陷，用户应当建立一份失效报告，并应向制造厂说明特别的细节和采取的措

施。根据失效的性质，用户应和制造厂一起做出失效分析。

10-4.3 失效报告

    失效报告的目的是使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失效记录标准化，它的目标如下:

    — 采用共同的术语来描述失效 ;

    — 为用户的统计资料提供数据;

    — 向制造厂反馈有意义的信息。

    以下给出如何建立失效报告的指导。

    a)失效开关设备 的确认 :

    — 变 电站的名称 ;

    — 开关设备的确认(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额定值);

    — 开关设备的种类(空气、少油、六氟化硫、真空);

    — 使用场所(户内、户外);

    — 外壳 ;

    — 操动机构(液压、气动、弹簧、电动机、人力)，如果适用的话。

    b)开关设备的历史

    — 设备投运日期;

    — 失效/缺陷出现的日期;

    — 操作循环总数，如果适用的话;

    — 上次维修的 日期 ;

    — 出厂以来对设备进行的任何改动的细节;

    — 上次维修以来操作循环的总数;

    — 发现失效/缺陷时开关设备的状态(运行、维修等);

    c)对最初的失效/缺 陷负责的分装 /元件 的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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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电压作用的元件 ;

— 电气控制和辅助 回路 ;

— 操动机构，如果适用的话;

— 其他元件。

d)推测的促使失效/缺陷发生的因素;

— 环境条件(温度、风、雨、水、污秽、雷击等);

e)失效/缺陷的分类

— 重失效 ;

— 轻失效 ;

— 缺陷。

f>失效/缺 陷的起源和原因

— 起源(机械的、电气的、密封性，如果适用的话);

— 原因(设计，制造，说明书不够详细，不正确的安装就位，不正确的维修，负荷超过规定值等)。

9)失效或缺陷的后果

— 开关设备停工时间;:

— 修理用去的时间 ;

— 劳动力的价格 ;

— 备 件的价格。

失效报告可以包括以下 内容 :

— 图样 ，草图 ;

— 损 坏元件的照片 ;

— 变 电站的单线图;

— 运行情 况和时间顺序 ;

— 记 录和图表;

— 参 考的维修或运行手册。

11 安全

    仅当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按有关的规程安装，并按制造厂的说明书使用和维修时，它才能够安

全地工 作。

    通常只有指派的人员才可以接近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它应该由技术熟练的人员来使用和维

修。如果对接近配电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不加限制，就需要有附加的安全性能。

    本标准的以下规定为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提供了防止各种危险的人身安全措施。

11门 电气方 面

    — 隔离断口的绝缘(见4.2);

    — 接地(间接接触)(见5.3);

    — 高电压回路和低电压回路分离(见5.4);

    —     IP代码(直接接触)(见5.13).

11.2 机械方 面

    — 承压元件(见5-2);

    — 人的操作力(见5.6.3);

    - IP代码(可动部件)(见 5.13.1);

    — 机械撞击的保护(见5.13-3).

11.3 热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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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触及部件的最高温度(见表3);

    — 易燃性(见5. 17) ;

11.4 操作方面

    — 动力操作(见5.5);
    — 人力储能(见5.6.3);

不依赖人力的操作(见5. 7) ;

联锁装置(见5. 11) ;

— 位置指示(见5. 12).

m = 0. s

                1 000     1 Soo      2 000      2 500     3 000

这些因数可用下式计算:

                                            K = '.1 - ramie

式中 H- 海拔，用m表示;

      。— 为 了简单起见 ，取 下述确定值:

        m=1对于工频、雷电冲击和相间操作冲击电压，

        m=09对于纵绝缘操作冲击电压，

        m=0. 75对于相对地操作冲击电压。

                              图 1 海拔修正因数(见 2.2. 1)

3 500 0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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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B       C

}}{一
底架

合闸位Y

图 2 三极 开关装 置的连接图(见 6.2.5

分闸位t

.1)

:二里忿卜~

舀

/

M 的详 圈

F-滤波器;

R, -R:和测量装置的等值电阻并联后再与R,申联的等值电阻;

25一既可以是电容器，也可以是电容器和电抗器串联的电路;

L一用来旁路工频电流和补偿侧量顺率下杂散电容的阻抗。

                      图 3 开关装置无线 电干扰 电压试验 回路图(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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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试 品 的 确 认

对于每台试品，如果适用.制造厂应该向试验室提交下列资料和图样(但不一定要包括在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内包括的资料在6.1.3中给出。

资料

闻

A1

    — 制造厂名称 ;

    — 设备的型号，额定值和出厂编号;

    — 设备的简述(包括极数、联锁系统、母线系统、接地系统和电弧的熄灭过程);

    — 主要部件的制造厂、型号、出厂编号和额定值，如果适用的话(例如操动机构、灭弧室、并联阻

抗、继 电器、熔断件 、绝缘子);

    — 熔断件和保护装置的额定特性;

    — 设备打算是在垂直位置还是在水平位置操作。

A2 图样

提交 的图样 图样内容〔如果适用的话)

主回路的单线图(示意图) 主要元件的型号

总装图

注:对于成套设备，可能需要提供整套设备和各个开关

    装里的图样.

外形尺寸

支持结构

外壳

压力释放装I

主回路的导电部件

接地导体和接地联结

电气 间隙:

— 对地 、断口间

— 极 间

极间隔板的位t和尺寸

接地金属屏蔽、活门或隔板相对于带电部分的位里

绝缘液体的液位

绝缘子的位世和型号

仪用互感器的位里和型号

绝缘子的详图 材料

尺寸(包括剖面 图和爬距 )

电缆箱 的配 里图 电气间隙

主要尺寸

端子

箱内绝缘坟充物的规格、液位或数盆

电缆头的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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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的图样 图样内容(如果适用的话〕

主回路部件和毗连的元件的详图 主要部件的尺寸和材料

通过主触头和弧触头中心线的剖示图

动触头行程曲线

断口间的电气距离

触头刚合点和触头运动终了点间的距离

静触头和动触头装配

端子(尺寸、材料)的详图

弹簧的标志

绝缘部件的材料和爬距

机构(包括联动机构和操动机构)的详图 连接到下列部件的运动链的主要元件的布置和标志

— 主触头

— 辅助开关

— 指示开关

— 位置指示器

扣锁装置

机构的装配

联 锁装置

弹赞的标志

控制和辅助装置

辅助和控制 回路的 电路 图(如果适用 的话 ) 所有元件的型号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在给定的短路持续时间内、短时电流等效有效值的确定

    应当使用图Bl所示的方法来确定短时电流(见6.6-2).

    将试验的总时间t，用垂直线010. 11...11分成 10等分，并在这些垂直线上测量电流交流分量的有

效值。

    这些值用Zo,Z1...Z1。表示。

    这里，Z=X/ ,万 ;而X是电流交流分量的峰值。
    在时间 t，内电流 的等效 有效值 为:

I一丫矗[Z:十4 (Zi+Z3+Zs+Z;+Zg)+2(Z:十Z;十Zs+Za)+Z10
由〔℃，表示的电流的直流分量没有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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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 3 0. 4       0. 5 0. 6        0. 7       0.8       0. 9

AA', BB，一 电流波的包络线;

    (℃‘一在任一瞬间电流的零线对正常零线的偏移;

  Zo...Z}o一在任一瞬间从正常零线测定的电流交流分量的有效值，忽略直流分量;

      X。一短路起始瞬间电流交流分量的峰值;

      BT-短路 持续时间，t

                                图B1 短时电流的确定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防雨试验方法

    受试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完全装好，配齐所有的盖板、屏蔽、套管等，放在有人工淋雨设备的

场所。对于由几个功能单元组成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最少应该用两个单元来试验它们之间的连接的

防雨性能。

    人工琳雨设备应该具有足够数量的喷嘴，以便在受试表面产生均匀的淋雨。如果均匀的淋雨也同时

加到了下列的两个部位，那么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各个部分可以分别试验:

    a)从装在适当高度上的喷嘴产生的淋雨加到设备的顶部表面;

    b)设备置于制造厂规定的离地面的最低高度上，淋雨加到设备受试部分前方距离1 m以内的地面

上

    如果设备的宽度超过3m，可以依次对3m宽的区域淋雨。充压外壳不需要进行防雨试验。

    本试验采用的每个喷嘴，应该产生均匀分布的截面呈正方形的淋雨束;在压力460 kPa士10%和喷

嘴射角60。到800时，应该有30 L/min士10%的流量。在淋雨正对受试表面的情况下，喷嘴的中心线应该

向下倾斜，使得淋雨束的顶部呈水平射出 将喷嘴布置在垂直的立管上，相互间间隔2m左右是合适的

(见图 CI中的试验布置)。

    在流动条件下，喷嘴供水管中的压力应该为460 kPa士1000。加到各受试表面的淋雨率应该约为

5 mm/min，且各受试表面应该经受持续5 min的人工淋雨。喷嘴应该放在离最近的垂直受试表面2.5

m到3m处。

    注:如果采用图C2的喷嘴，当压力为460 kPa士10%时，则认为淋雨量符合本标准。

    试验完成后 ，应该立即检查设备 ，以确定是否满足下列要求:

    1)在主回路和辅助回路的绝缘上应该见不到水迹;

    2)在设备内部的电气元件和机构上应该见不到水迹 ;



GB/T 11022一1999

3)结构件或其他非绝缘部件应该没有 明显 的积水 (以减少腐蚀)。

A 约 2m

B 7m

C 2.5 m 到 3m

D 离地面最低高度

图 CI 防雨试验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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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e

亮体

材料，黄栩

内部叶片

材料:黄切

装配

比例 I

图 C2 防雨试验用的喷嘴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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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提示的附录)

关于绝缘水平和绝缘试验的资料

本附录的 目的是给出本标准 中规定 的关 于绝缘水平 和绝缘试验 的资料。

D1 技术说明

    额定绝缘水平主要是以GB 311. 1的要求为基础。使用导则GB/T 311.7给出关于系统标称电压和

标准绝缘水平之间关系的充分说明。这些标准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设备:绝缘子、电缆、电力变压器等。因

此，将它们用于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需要作某些选择。

D1. 1 相对地

    选用的绝缘水平考虑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最常采用的值。

    除了GB 311.1的要求外，为了检验内绝缘对暂时过电压的耐受能力，对于额定电压高于252 kV

的设备，增加了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D12 相间

    对于极间绝缘，GB 311.1的技术要求不变。

D1. 3 纵绝缘

    因为没有其他的产品标准规定纵绝缘，额定耐受值可从GB 311.1中选取。

D1.1 1 隔离断 口

    除了绝缘配合的要求外，本标准规定了“隔离断口”的绝缘。这是考虑了隔离开关要满足的特殊工况

而提供的附加的安全系数((1.巧)。

    并不意味着要提供“自动配合”，即要求任何破坏性放电会在开关装置的相对地间，而不在它的断口

间发生。通常认为，如果必需在高压导体上进行作业，只有当导体接地时安全才有保障。有关的安全法

规应该适用 。

D1.12 表2的联合电压试验

    联合电压试验是这样的一种试验，在试验中两个独立的能产生对地电压的电源分别连接到试品的

两个端子上(见GB/T 16927. 1),

    对于363 kV及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断口间承受反相工况或用作联络断路器，需要进行这

样的试验。在一些试验中，两个带电部分之间的试验电压规定得高于相对地电压，为了进行这些试验，联

合 电压试验也 可能是有用 的。

    按照下述理 由规定 了联合电压试验的电压分量 :

    — 短 时工频 耐受 电压

    规定的工频耐受电压值对应于满负荷发电机从电网上断开后甩掉满负荷的最严重的情况。开关装

置发电机侧的过电压可以达到1.5倍系统电压，它可以持续3s并带有可能的相位移。在此同时，开关

装置电网侧加有正常的运行电压。两个电压反相时的和是2. 5倍系统电压，这里扩大为2. 5倍额定电

压 。

    — 操作冲击电压

    在表2栏4中规定的相对地操作冲击电压值是用来考虑在开关装置端子上可能出现的最高缓波前

过电压。这是从带有残留电荷的线路的一端快速重合后出现在线路远端的过电压。这个最高过电压与

这一瞬间电网的工频电压极性相同，因此在寻找开关装置断口上的最大电压负荷时，它并不保持下来。

当过电压的极性与系统工频电压的极性相反时，断口上出现最大电压负荷。在这种情况下，最大值是从

线路的一端合闸时出现的，它比重合闸时出现的值低。因此，在栏6中规定的操作冲击值比栏4的值低。



GB/T 11022一1999

    — 雷电冲击

    在作出绝缘配合的过程中，为了选择性能指标，GB 311. 1考虑某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在开关装置一

侧端子上出现最大快波前过电压的瞬间.其对侧端子处在反极性的最高系统电压幅值的可能性是小的。

因此，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规定的雷电冲击不需要和一般情况下的一样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证明

降低5%是非常适当的。为了便于试验，开关断口电压的降低放在工频电压分量上.

D2 试验

D2门 用替代方法试验纵绝缘

    为了和优选方法严格地等效，带电端子和底架间的电压应当等于额定相对地耐受电压。但把这一电

压与纵绝缘的试验电压同时调整好是困难的。确定U,时考虑了以下的事实:

    — 任一端子和底架间的试验电压不能超过了额定相对地耐受电压而不带来危险;

    — 断口间的电场强度主要取决于断口间的电压，对地电压的影响较小;

    — 隔离断口额定耐受电压的确定不是很准确的;

    — 在绝缘配合的过程中(见GB 311. 1)计人了安全系数，来考虑试验上的这些困难。

D2.2 额定电压高于252 kV的相间绝缘试验

D2.2. 1 相间绝缘试验的两个操作冲击电压分量的分配

    在电网上两个分量的实际比例可以有不同的值。为了简化试验,GB 311.1规定了两个平衡的分最

(幅值相同，极性相反)。鉴于这会导致条件不够严格，所以提高了总的试验电压以考虑各种现实的情况

(见GB 311. 7)。这样，如果施加的总试验电压相同，而各分量是非平衡分配时，试验就比要求的更加苛

刻。

    但是没有几个试验室有两台冲击发生器，因此一个分量可以用工频电压的峰值来代替。但这导致工

频电压高于相对地的规定值，而且持续较长的时间。所以需要作些折衷的处理，这取决于开关装置实际

的相对地耐受电压和试验室的设备情况。

D2. 2.2 湿试

    由于以下的理由，相间操作冲击湿试验通常是不需要的:

    — 封闭的绝缘不需湿试验 ;

    — 曝露在雨雪中的相同绝缘只是大气压下的空气，对于额定电压高于252 kV的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相间的耐受电压对此并不敏感。

D2.3 纵绝缘的联合电压试验

D2.3.， 工频电压分量的允差

    按照GB/T 16927. 1，工频电压分量的允差应当保持在规定值的3%以内。这就允许电源电压有些

变化而不需进行持续的调整。但在联合试验过程中，试验室还必须监测冲击电压源的许多其他参数。因

此工频分量有较大的偏差是可以接受的，但把开关断口或隔离断口上实际的总电压看作是试验电压。

D2.3.2 大气校正 因数

    应当按GB/T 16927. 1来计算大气校正因数。在联合电压试验时，应当把大气校正因数用于总的试

验电压 (两个分量之 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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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最 E

      (提示的附录)

密封(资料、实例和建议)

实例: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单相密封的，三相的断路器隔室接到同一个气体系统。

系统漏气率:

隔室A  19 X 10-' Pa，MVS

隔室B  19X10-'Pa·MVS

隔室C  19 X 10-̀  Pa·MVS

控制箱D(包括阀门，表计和监测装置)2. 3 X 10-' Pa·m3/s

管路e  0.2X10-'Pa·m' /s
管路f  0. 2 X 10-0 Pa·MVS

管路g  0. 2 X 10-̀  Pa·MVS
整个系统 59. 9 X 10-Pa " m'/s

充气压力 pn:700 kPa(绝对压力)

报普压)J  p.:640 kPa(绝对压力)

总的内部体积 270 dm'

59.9X10-'X60X60X24X365

      700X103X270X10-'

(700-640) X 10' X 270 X 10-'
59.9X 10-'X60X60 X 24 X 365

X 100=1. 0%每年

=8.5年

F.el

介

图 E1 封闭压 力系统密封配合图 TC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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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提示的附录)

自保护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试验

F1 概述

F1.1

    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包含了避雷器，而它又成为具有耐受电压额定值的设备的一部分且不可

能分开时，需要对正常试验的习惯作法作一些修改。

    首先需要引人“预期耐受电压”，即冲击发生器不受试品影响时能够给出的试验电压。这一电压在试

品接人前进行 测量。

    其次，把失败的判据定义为“不正常”放电，即记录到的电压波形上有突然的下降，或电压波形与电

压限制装置单独试验时的电压波形不同(见图FD.

F1. 2

    短时工频耐受电压也必须予以考虑，对于额定电压252 kV及以下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尤其如

此 。

    对这一电压范围的设备，工频试验电压值取得高，不是因为有这么高的暂时过电压，而是为了考虑

对缓波前过 电压 的耐受能力 。

    把试验电压的波形和持续时间保持在表1和表2规定的水平上，这不代表真实的使用条件，但却会

损坏避雷器。因此，工频试验应该考虑在实际上可能出现的暂时过电压水平上进行，并应加试操作冲击

以检验绝缘耐受缓波前过电压的能力(见GB/T 311.7)

F1. 3

    自保护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电压限制装置应该按有关标准(JB/T 6479)单独进行试验。

    本附录的试验目的是检验电压限制装置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其他元件之间的配合。

F2 工频试验

    工频干试验应该在下述 的试验 电压 (有效值)下进 行 1 min。不应该发生破坏性放电。在下述的公式

中采用1.4作为故障接地系数的通用值。如果实际值是已知的，应当采用实际值

F2. 1 相对地

    — 在有效接地系统中用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l. 4 X 1. 15 U八厅 =1. 6 U./,万试验;

    — 在非有效接地系统中用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1. 15 U.=2以八厅 试验。
F2.2 相间

    — 相间没有接地导电隔板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1.15 U,= 2U,八乓试验。
F2.3 开关断 口

    — 在有效接地系统中用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1.15(1+1. 4)队八厅 =2. 75 U.八厅 试
验 ;

    — 在非有效接地系统中用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1.15(1+,厅 )U./,1-3 =3.15 Ud

I/万试验。

    — 隔离断口应该以1.15倍开关断口的试验电压试验。

    试验应该用两个反 向的电压 源进行 ，一个调整到接近相对地试 验电压 ，而另一个调整到合适的 电压

以便给出总的规定 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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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替代方法，如果将底架对地绝缘起来，可以使用单一的电压源。这时，如同6. 2. 5. 2b)中的替代

方法一样 ，带电端子和底架之 间的电压 应当调 整到接近相对地试验电压 。

F3 操作冲击试验

    额定电压363 kV及以上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表2中的试验电压作为预期电压进行试验。

    额定电压252 kV及以下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在每一极性和每种试验状况下进行15次操作

冲击试验，不应该发生破坏性放电。预期试验电压(峰值)应该分别为表1规定的相对地、相间、开关断口

和隔离断 口(如果有的话)的工频电压(有效值 )的 1.55倍 。

    应该记 录试 品上的实际 电压 ，至少记录相对 地的电压。实际 电压 波形可 以和 预期电压波形很 不相

同 ，这 归因于冲击发生器和电压限制装置相应 的特性 (见图 FD .

F4 雷电冲击试验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该以表1和表2中的试验电压作为预期电压进行试验。

F5 出厂试验

自保护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元件应该进行1 min的工频电压试验，试验电压(有效值)等于

1.15X0.7 U,>U,是操作冲击型式试验时的实测电压的峰值。

/产一一、

/”电压介一、_

泣一口
卜 ul\

\

\

.
‘
1

\

              。 “、沪 份 ~

U,一实测 电压

U 一各种破坏性放 电的波形

                      图 F1 带有电压限制装置时冲击 电压波形 的示例

  附 录 G

  (提示 的附录)

参 考 资 料

在本标准 中参 考了下列标 准。

IEC 73:1991 指示器件和控制器件的色标和辅助标志

neq IEC 99-4:1991(JB/T 6479-1992) 避雷器 第4部分:交流系统用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

                                            器

eqv IEC 129:1984(GB 1985-1989) 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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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q IEC 233:1974(GB 772-1987) 电气设备用空心绝缘子的试验

neq IEC 273:1990(GB 8287. 2-1987) 标称电压1 000 V以上系统中户内和户外支柱绝缘子的

                                          特性

idt IEC 664-1:1992(GB 16935.1-1997) 低压系统中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1部分:原理，要求和

                                            试验

IEC 943:1989 电气设备部件(特别是端子)的允许温度和温升的分类导则
neq IEC 1000-4-1:1992(GB/T 17626. 1-1998) 电磁兼容 第4部分:试验和测量技术 第1

                                                节:抗扰性试验总论

ISO 9001:1994(GB/T 19001-1994) 质量体系 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

ISO 9002:1994(GB/T 19002-1994) 质量体系 生产、安装和服务的质量保证模式

            附 录 H

          (提示 的附录)

利用电阻变化测t线.温升的方法

H1 电阻法是根据导体热电阻和冷电阻的电阻差来确定温升的方法，用来测定已知电阻温度系数的金

属所制成的线圈温度 。

H2 热态和冷态的电阻应以同一方法和同一仪表测量。

H3 测量线圈的电阻时，通过线圈的电流不应超过额定电流的1150o。对于交流线圈，电阻的测量应以

直流进行。线圈电阻也可用电桥直接测最，所用仪器仪表精度不得低于0.2级。

HQ 在测量线圈的冷态电阻前，线圈应在试验室内放置8h以上。

H5 测量冷态与热态电阻时，其导线的连接点应固定不变、接触良好，建议将用作测量线圈电阻(特别

是小电阻)的导线焊接在接线点上。

H6 当用电阻法测量线圈温度时，线圈的温升r由下式确定:

r=0，一B,=
R2一 R,

  R, (告+。)十夕:一。
式 中:氏— 测量线圈热态 电阻时 的周 围空气温度 ，℃ ;

      0,— 线圈在热态下的温度，℃;

      B,— 与周围空气温度相同时的线圈冷态温度，℃;

R- 温度为B,时线圈的电阻,a;

R2- 温度为8:时线圈的电阻, 51;

a-0℃时线畔黝妞撇胧‘”234.5'”     245)0
    对于直流电压线圈，如果试验不是在最高周围空气温度+40℃时进行，则按本条公式得到的线圈温

升数值，可乘以系数K换算到+40℃时的温升。

1.6a+。
攀+40

H7 如果在试验终了前不可能直接测量最高温度时的电阻(如交流线圈中)，则可在试验终了后，经一

定的时间间隔，用电阻法测定冷却曲线(温度与时间的关系)，再根据冷却曲线用外延法(此法仅适用于

连续的指数曲线性质的降温曲线)决定在停止试验时的最高温升。

    冷却曲线的外延法如下:

    用半对数坐标纸在横坐标of轴上取等时间间隔At，得点a,b,c,d，通过a,b,c,d各点作ot轴的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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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试验所得曲线交于a',b',c',d'。通过a',b',c',d'作of轴的平行线，交纵坐标00于1,2,3,4并向左

延伸.使33'等于△色,22，等于A02,11‘等于△B,。通过0,3',2',1‘各点连直线(近似地)。然后过1作21'

的平行线与所连直线交于B点。过B点作Ot轴的平行线与00轴之交点即为所求的温升九。

a

a

山 1山 }do}山

    试验停止后，自然冷却的物体，也可用冷却曲线的外推法推算出线圈最高发热温升。冷却曲线的外

推法如下:

    试品停电后，在自然冷却过程中，始于冷却不久的瞬间t，和t:分别测得的温升为r2和r2，然后根据

下式推算最高温升、。

                                                      r= rM .己一了

    试品最高温升推算公式为:

                          、一己aio.}-}}m.2e
式中:rM— 试品最高温升，即为冷却曲线起始温升，K;

    t7 .t2— 试品停电后不久测得 r,,r2温升值 的时刻 ，S;

:. r2— 试品停电后不久的ti 't:时刻侧得的温升值，K;

  T— 冷却时间常数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