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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电能质鐾系列标准之一 ,目 前已制定颁布的电能质量系列国家标准有 :GB12325—1990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6-2000《 电压波动和闪变》;GB/T14549-1993《 公用电网谐波》;

GB/T15543— 1995《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和 GB/T159姓 5—1995《 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蓥》。
本标准主要根据 GB/T2900.19、 GB156、 GB/T16935.1、GB311.1和 GB/T16927.1等 标准 (见

弓l用标准)制定 ,同时参考了 GB311.7和 DL/T620等标准。

本标准旨在规定电能质量有关暂时和瞬态过电压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电气设备绝缘水平 ,以及过电
压保护方法。有关这方面详细的规定 ,都可以在相关标准中找剩。因此本标准不取代已颁布的标准 ,只

是从电能质量角度对这类过电压特性及相关问题作一扼要描述和国外电能质量标准中过电压内容相
比,已 较为详细。

本标准中引用的国家标准 ,基本上为近年来等同、等效或非等效采用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相 应
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B、 附录 C鄱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娄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蕈单位 :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海雪、杜澍春、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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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质量
′
暂时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   G:/T184si— 200i

p。wer qua【 ityˉ-Temporary and trans丑 ent overvoⅡ tages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电力系统中作用于电气设备的暂时过电压和瞬态过电压要求、电气设备的绝缘

水平 ,以 及过电压保护方法。

1.2 当涉及过电压方面电能质量问题时 ,应根据本标准的规定 ,结合电网、设备特点和使用环境参照相

关的专业杯准执行。

1.3 本标准不适用因静电、触及高压系统以及稳态波形畸变 (谐波 )引 起的过电压。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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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56— 1993 标准电压 (neq IEC60038:1983)

GB3⒒ .1—1997 篙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 (neq1EC6007卜 1:1993)

GB/T2900.19— 1994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 Cneq IEC60060-1)

GB/T16927。 l-1997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一部分 :一般试验要求“qv IEC6006⒍ 1:1989)

GB/T16935。 l-1997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一部分 :原理、要求和试验

(idt IEC6066砝-1:1992)

3 术语及其定义

本林准的术语及其定义基本上引自GB/T2900.19和 GB/T16935.1。

3.1  交韭∶岜￡【  overvo1tage

以σm表示三相系统最高电压 ,则峰值超过系统最高相对地电压峰值 (√勹/否σm)或最高相间电压峰

值 (/2σm)的任何波形的相对地或相间电压分别为相对地或相间过电压。

注:系 统最高电压是指当系统正常运行时,在任何时间、系统上任何一点所出现的电压最高值(不包括系统的暂态

和异常电压。)

3.1.1 暂时过电压 temporary overvoltage

在给定安装点上持续时间较长的不衰减或弱衰减的 (以工频或其一定的倍数、分数 )振荡的过电压。

3.1.2 瞬态过电压 transient overvoltage

持续时间数毫秒或更短 ,通 常带有强阻尼的振荡或非振荡的一种过电压。它可以叠加于暂时过电

压上。

3.】 .3 缓波前过电压 s1ow-front overvoltage;

操作过电压 s诚 tching overvo1tage

一种瞬态过电压 ,通常是单极性的并且峰值时间在 20fts和 5000Fts之 间 ,半峰值时间小于 20ms。

3.1.4 谐振过电压 reasonance over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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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通断操作或故障通断后形成电感、电容元件参数的不利组合而产生谐振时出现的暂时过电压 ,

其持续时间较长 ,且波形有周期性。

3.1.5 快波前过电压 fast~front° vervoltage;

雷电过电压 1ightning overvo1tage

一种瞬态过电压。通常是单极性的 ,其波前时间在 0.1Fts和 20灬 之间 ,半峰值时间小于 300灬 。

3.2 冲击耐受电压 impul∞ 诚thstand vo1tage

在规定条件下 ,不造成绝缘击穿、具有一定波形和极性的冲击电压最高峰值。

3· 3 暂时耐受过电压 ,短时耐受过电压 temporary咖 thsta【ld overvoltage

在规定条件下 ,不造成绝缘击穿的暂时过电压的最大有效值。

3.4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制造厂对元件、电器或设各规定的电压值 ,它与运行 (包括操作 )和性能等特性有关。

注:设备可有一个以上的额定电压或可具有额定电压范围。

3.4.1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rated impulse诫 thstand voltage

制造厂对设备或其部件规定的冲击耐受电压值 ,以表征其绝缘规定的抗瞬态过电压的耐受能力。

3· 4· 2 标准操作 E雷 电]冲击耐受电压 standard s诫 thing Elightingl impulse withstand voltage

在耐压试验时 ,设各绝缘能耐受的操作 E雷 电彐冲击电压的标准值。

3.4.3 标准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standard short durauon p。 wer-frequency诚 tllstand voltage

按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进行试验时 ,设各耐受的工频电压标准值 (有效值 )。

3· 5 过电压类另刂 overvoltage category

用数字表示瞬态过电压条件。此概念仅适用于直接由低压电网供电的设备。

注:用 I、 I、 Ⅲ和Ⅳ表示过电压类别。
——过电压类别Ⅳ是指使用在配电装置电源端的设各(此类设备包含如电表和前级过电流保护设备)上所承受

的过电压 ;

——过电压类别 Ⅲ是指安装在配电装置中的设备 ,以 及设各的使用安全 (工作可靠 )性和适用性必需符合特殊

要求者 (此类设备包含如安装在配电装置中的开关电器和永久连接至g,L电装置的工业用设各 )上所承受的

过电泺 ;

——过电压类别 Ⅱ是指由配电装置供电的耗能设备 (此类设备包含如器具 ,可 移动式工具及其他家用和类似用

途负载〉上所承受的过电压。如果此类设备的安全 (可靠)性和适用性具有特强要求时 ,则 采用过电压类别

ll;

——过电压类别 I是指连接至具有限制瞬态过电压至相当低水平措施的电路的设备 (例如 ,具有过电压保护的

电子电路)上所承受的过电压。

3.6  乡色缘 翟己合  insulation coordinati° n

考虑所采用电压保护措施后 ,根据可能作用的过电压、设备的绝缘特性及可能影响绝缘特性的因

素 ,合理地确定设各绝缘水平的过程◇

3.7 额定绝缘水平 rated insulaJon level

足以证明满足所需绝缘耐受能力的一组标准耐受电压。

a)对设各最高电压等于或小于 252kV的设备 ,额定绝缘水平用标准雷电冲击和标准短时工颓耐

受电压表示。

b)对设各最高电压大于 252kⅤ 的设备 ,额定绝缘水平用标准雷电冲击和操作冲击或短时工频耐

受电压表示。

3· 8  朽禾抑良绝缘,K月F  standard insulation1evel

与最高电压标准值 σm相应的额定绝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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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备)按最高电压 IJm的划分

σm≤ 1kV的系统 (设备)称为低压系统 (设各);

E/m>1kV的 系统 (设各)称为高压系统(设备)。

高压系统 (设备)还可以分为两个范围

范围 I:1kV<σm≤252kV

范围 Ⅲ:Um》 252kV
泣:设各最高电压等于所在系统的系统最高电压,各级系统(设备)的最高龟压在GB156中规定。

5 电气设备上作用的过电压及英要求

5.1 交流电力系统中的电气设各 ,在运行中除了作用有持续工频电压 (其值不超过系统最高电压 σm,

持续时间等于设计的运行寿命 )夕卜,还受到过电压的作用。按照作用过电压的幅值、波形及持续时间,可

分为 :

——暂时过电压 ,包括工频过电压、谐振过电压 ;

——瞬态过电压 ,包括操作 (缓波前)过电压、雷电(快波前)过 电压。

各类过电压的典型波形如表 1所示◇

表 1 各类过电压的典型波形

5· 2 暂时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的标么值如下 :

a)工频过电压的 1.Op.u。 =ym//3;

b)谐振过电压和操作过电压的 1.0p.u。 =/2u狃//30
泣:此处σm指系统最高电压。

5.3 暂时过电压 (工 频过电压、谐振过电压 )及其要求

5.3.日  暂时过电压与电力系统结构、容量、参数、运行方式、故障条件以及各种安全 自动装置的特性

有关。

5.3.2 工频过电压一般由线路空载、接地故障和甩负荷等引起 。系统中工频过电压的限值如下 :

a)对于范围 Ⅲ的高压系统 ,工频过电压-股不宜超过下列数值 :

线路断路器的变电所侧 1.3p。 u。

分  类 暂时过电压
瞬态过电压

缓波前 怏波前 陡波前

电压

波形

1,0
o.9

0.5

0.3

范 围
10Hz(r<500Hz

o。 03s<<Td<<3600s

20us((T1(5000us

T2<(20ms

1us《 T1《⒓0us

T2<《 300us

3ns((1`((100ns

o.3MHz《 Fl<100MHz
3o kHz(几 <3o0kHz

Td≤3ms

注 :陡波前的标准试验波形及耐受试验在考虑中,本标准中暂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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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断路器的线路侧 1.4p,u。

b)对于范围 I中的 110kV及 220kV系统 ,工频过电压不超过 1.3p。 u。 。

c)3kV~10kV和 35kV~66kV系统分另刂不趱过 1.1/3p.u。 和 沔 ,。 u。 。

5.3.3 谐振过电压包捂线性谐振和非线性(铁磁)谐振过电压,-般因操作或故障引起系统元件参数出

现不利组合而产生。系统中应采取防止措施 ,避免出现谐振过电压的条件 ;或用保护装置限制其幅值和

持续时间。系统中可能出现的谐搌过电压有 :

a)发电机与空载线路连接时 ,因 前者周期性变化的电感与后者电容引起的发电机自励磁 (参数)谐

振过电压。

b)转子上未装设阻尼绕组的水轮发电机 ,因 不对称短路或负荷严重不平衡时产犯的谐振过电压。

c)范围 Ⅲ的系统当空载线路上 零序电抗小于线路零序容抗时 ,如发生非全

相运行状态 (分相操动的断路 电容的影晌,断开相上可能发生谐

振过电压。

d)范围 Ⅲ的系 器断路器禽闸、重合问或

由只带有空载线 列等情况下 ,如 由

这骢搡作引起 感在 2倍工频下的

电抗与 2倍 过 电压 。

e)范

1)1 的空载母线 ,

可能产

2)

器的励

两恻电

篙的过

3)

期时可

断时 ,如变压

间时 ,由 于

则会出现更

或严重不同

大的同步电动

视 ,也类

4)3k 接有中性点接地

接地故障消除等的电磁式电

原因的激发 ,使

5)3kV~66 地短蹯或送电线路一相

断线且一端接地或不

6)有消弧线圈的系统 ; 谐振 ;无消弧线圈的较低电压系

统可能因零序电压遘过电容 (如变 的电容耦合),由 较高电压系统传递到

中性点不接地的较低电压系统 ,或 曲较低电压系统传递到较高电媵系统 ,或 回路参数形成串联谐振条

件 ,产生高幅值的转移过电压。

5.3.4 低压系统暂时过电压的限值 ,正在考虑中。

5.4 瞬态过电压(操作过电压、雷电过电压)及其要求

5.4.1 操作过电压一般由以下原因引起 :

a)线路切、合与重合 ;

b)故障与切除故障 ;

c)开断容性电流和开断较小或中等的感性电流 ;

d)负载突变。

影响操作过电压的阏素除 5.3.1中所述外 ,还和断路器(或熔断器)性能 ,电 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

4

l

)

采用单相重合闸时),

翱
夕
泗
蹋

脚
挽
‰
r
Ⅰ

眼

酬

路 (或其上接有空载变压器

压侧禽闸、带电线路米端的空载变压器

的激发使变压器铁心饱和、电感作周期憔变化 ,

人口容抗接近相等时 ,可能产生以 2次谐波为主的高

饱和RlJ可 能产生铁磁谐振过电压。

弧线圈接地系统 ,会 因配电变压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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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由于许多随机因素的影响 ,操作过电压波形参数、幅值都是随机的(其结果不能预先确知)变

数 ,但曲大量的计算、模拟试验或在系统中实测可以给出它们位于一定范围内的概率。

在以下条款中除统计操作过电压(等于或大于该值的概率为 0.02)专 门说明外 ,凡未说明的操作过

电压限值均指最大操作过电压 (等于或大于该值的概率为 0.0014)。

5.4.2 线路合闸和重合闸过电压的要求

a)系统最高电压范围 I的空载线路合闸、单相重合闸和成功的三相重合闸(如 运行中使用时),在

线路上产生的相对地统计过电压 ,对 330kV和 500kV系统分别不大于 2.2p。 u。 和 2。 Op。 u。 。

b)系统最高电压范围 I的线路合闸和重合闸过电压不超过 3。 Op。 u。 。

5.4.3 空载线路分闸过电压的限值

a)范围 1,线路断路器在电源对地曦 下开断空载线路不发生重击穿 ,即不应产

生过电压。

b)范 围 I

c)范围 I

,110kV和 2

p。 u。 ;低 电阻接地系

统不超过 3.2p。 u。 。

5.4.4 范围 1线 范围 I不 超过

5.4.2b)的 相应

5.⒋ 5 3kV

容器极间过

注 :σ⒋c

,66kV

;电

5.4.6 用

的 110kV
片铁心

载变压

器和并联

5.4.7高
5.4.8 大 而异 :

不接地

消弧线圈

电阻接地

5.4.9 低压系

5.⒋ 10 雷电过电

a)作用于输配电 击导线而产生的过

电压以及雷击于线路及其 的感应过电压。作用于

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设备上的雷 鬻电波。

b)架空线路上的雷电过电压

D距架空线路 s>65m处 ,篝击对地放电时 ,线路上产生的感应过电压最大值为

已1^ˇ 25;吉华 ⋯···⋯··⋯·⋯·⋯·⋯·⋯·⋯·̈●(1)

式中:σi—一雷击大地时感应过电压最大值,kV;

r——雷电流幅值(-般不超过 100),kA;

尼c——导线平均高度,m;

s——雷击点与线路的距离 ,姒。

线路上的感应过电压为随机变墅 ,其最大值可达 300kV~4oo kV,一般仅对 35kV及以下线路的

绝缘有一定威胁。

2)雷击架空线路导线产生的直击雷过电压为

地系统开断空载线路过

障分闸和振荡解列过电压不超过 5。 4。 ⒛)

V变压

偿装置

的限值 ,正在考虑中。

电压有雷直击于导线、雷击于塔

),曲 于电、

地

,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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矾 ≈ 100r     ¨¨ ··◆....· ⋯ ········⋯(2)

式中:σs—
—雷击点过电压最大值 ,kV。

3)因 雷击架空线路避雷线、杆顶形成作用于线路绝缘的甯电反击过电压 ,与雷电参数、杆塔型式、

高度和接地电阻等有关。     ˉ

5.5 为监测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工频过电压、谐振过电压、搡作过电压和雷电过电压 ,宜安装过电压波形

或幅值的自动记录装置 ,并要为收集实测结果。

5.6 电气波备 (装置)在过电压作用下运行的安全性 ,不仅取决于过电压的限值 ,还取决于设备的绝缘

水平 (见附录 A)。 设各的绝缘水平由制造和绝缘监督来保证。有关过电压保护见附录 B。 本标准参考资

料见附录 C。



GB/T18481-—2001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
    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

A1 低压设备的绝缘水平

瞬态过电压可作为确定设备绝缘额定冲击电压的基础。设备的额定冲击电压根据不同的过电压类
别按 GB/T16935.1来选定。暂时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的关系仍在考虑中,但规定其基本固体绝缘和附加
固体绝缘应能承受下列暂时过电压 :

——
l。 5叽+750V短期篱时过电压时间至 5s;

——1.5σⅡ长期暂时过电压时间大于 5s(但不超过 24h)。

(σn为中性点接地的低压电网的标称线对中性点的电压)。

过电压类别的划分取决于被控过电压的条仵。主要有下面两种控制 :

a)内 在 (固 有)控制 :电气系统内的条件要求该系统的特性能使预期瞬态过电压限制在规定水平 ;

b)保护控制 :电气系统内的条件要求以特定的过电压裘减措施可使预期瞬态过电压限制在规定的
水平(特定的过电压衰减措施可以是具有储能和耗能措施的器件 ,并在规定的条件下能无害地消耗预期
位置上过电压能量)。

A2 高压设备的绝缘水平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含见 GB311.1,有关绝缘水平规定如下 :

A2· 1 范围 I的设备的绝缘水平列于表 A1。 在此范圃内选取设备的绝缘水平时 ,首先应考虑雷电冲击
作用电压 ,和每-设备最高电压相对应 ,给 出了设备绝缘水平的两个耐受电压 ,即 :

a)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

b)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A2· 2 范围 Ⅲ的设备的绝缘水平列于表 A2。 在此电压范围内,选取设备的绝缘水平时 ,要考虑操作冲
击和雷电冲击作用电压 ,和每一设备最高电压相对应 ,给 出了设备绝缘水平的两个耐受电压 ,即 :

a)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

b)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A2.3 绝缘试验的规定

表 A1、 表 A2所 列 的耐受 电压值对 应 于标 准 参考 大气 条件 ,如 大气 条件不 同,则 应按
GB/T16927。 l中规定进行校正。

表 A1 电压范围 置(1kV(己 rm≤⒛2kV)的设备的标准绝缘水平     kV
系统标称电压

(有效值 )

设各最高电压

(有效值〉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有效值 )系列 I 系列 I

3

6

75

95

30/423);35

95

105

座0;钅 5

125 50;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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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标称电压

(有效值 )

设备最高电压

(有效值 )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 )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系列 1 系列 Ⅱ (有效值 )

40.5 185/2001) 80/95少 ;85

72.5

450/4801’ 185;200

252

(750)2〉 (325)”

395

(1050)2) (460)z〉

1)该栏斜线下之数据仅用于变压器类设备的内绝缘。

2)220kV设备 ,括号内的数据不推荐使用。

3)为设备外绝缘在干爆状态下之耐受电压。

注 :系统标称电压 3~15kV所对应设各的系列 1的绝缘水平 ,在我国仅用于中性点低电阻接地系统 (单相接地

故障跳闸时间≤10s)。

裘 A1(完 )

表 A2 电压范围 Ⅲ(I/r皿 》252kV)的 设备的标准绝缘水平

kV

kⅤ

系统标称

电压

(有效值 )

设各最高

电压

(有效值 )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 )

额定雷电冲

击耐受电压

(峰值 )

额定短时工

频耐受电压

(有效值 )

相对地 相 间
相间与相

对地之比
纵绝缘

纱 相对地 纵绝缘 相对地

1 2 3 7 8

1300 1.50
950

850

(+295〉 1)

1 050 (钅 60〉

1425 1.50 1 175 (510〉

1050 1675 1,60

1 175
1050

(+450)D

1425 (630)

1175 1800 1.50 1 550 (680〉

1 675 (740)

D栏 ?括号中数值是加在同一极对应相端子上的反极性工频电压的峰值。

2)纵绝缘的操作冲击耐受电压选取栏 6或栏 7之数值 ,决定于设备的工作条件 ,在有关设备标准中规定。

3)栏 10括号内之短时工频耐受电压值 ,仅供参考。

4)开关设备纵绝缘的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由两个分蠹组成 ,-为相对地的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另 一为反

极性工频电压 ,其幅值为Ω 7~⒈ ω
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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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

为了保证电力系统发、输、供、配、用电设备的安全 ,对 于系统中出现的暂时和瞬态过电压应采取相
应的保护 ,使其和设备的绝缘水平相配合。本附录提供了交流电气装置过电压保护的-些基本方法。

B1 暂时过电压的保护    ^

B1· 日 工频过电压的保护

a)系统中的工频过电压一般由线路空载、接地故障和甩负荷等引起。对范围 Ⅱ的工频过电压 ,在设
计时应结合实际条件加以预测。根据这类系统的特点 ,有时需考虑几种因素的影响。

通常可取正常送电状态下甩负荷和在线路受端有单相接地故障情况下甩负荷作为确定系统工频过
电压的条件。

对于工频过电压应采取措施予以降低。一般主要采用在线路上安装并联电抗器的措施限制工频过
电压。在线路上架设良导体避罱线降低工频过电压时,宜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加以确定。

b)范围 I的工频过电压通常无需采取专门措施加以限制 ,即可达到本标准规定的限值。但应避免
在 110kV及 220kV有效接地系统中偶然形成局部不接地系统 ,并产生较高的工频过电压。对可能形
成这种局部系统 ,低压侧有电源的 110kV及 220kV变压器不接地的中性点应装设间隙。因接地故障
形成局部不接地系统时该间隙应动作 ;系统以有效接搀方式运行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间隙不应动作。间
隙距离的选择除应满是这两项要求外 ,还应兼顾雷电过电压下保护变压器中性点标准分级绝缘的要求。
B1· 2 谐振过电压的保护

a)防止发电机自励磁 (参数谐振)过电压的方法 :

D使发电机的容量大于被投人空载线路的充电功率 ;

2)避免发电机带空载线路启动或避免以全电压向空载线路合闸 ;

3)快速励磁自动调节器限制发电机同步自励过电压。对于发电机舁步自励过电压 ,仅能用速动过
电压继电保护切机来限制其作用时间。

b)为了防止水轮发电机不对称短路或负猗严重不平衡时产生的谐振过电压 ,应在水轮发咆机转子
上装设阻尼绕组。

c)为 防止 5.3.3c)所述谐振过电压需在并联电抗器的中性点与大地之间串接一接地电抗器。该接
地电抗器的电抗值宜按补偿并联电抗器所接线路的相间电容选择 ,同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1)并联电抗器、接地电抗器的电抗及线路容抗的实际值与设计值的变异范围 ;

2)限铟潜供电流的要求 ;

3)连接接地电抗器的并联电抗器中憷点绝缘水平。
d)为防止 5.3。 3d)所述谐振过电压 ,应尽量避免产生 2次谐波谐振的运行方式、操作方式以及防止

在故障时出现该种谐振的连线 ;确 实无法避免时 ,可在变电所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内增设过电压速断保
护 ,以缩短该过电压的持续时间。

e)为防止 5.3。 铷)1)所述谐振过电压 ,运行中应尽量避免引起此种谐振的操作方式。对新建工程可
考虑采用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f)为防止 5.3。 3e)3)所 述谐振过电压 ,宜裰变压器中性点上装设间隙。对该间隙的要求与 B1.1b)
相同。

g)为防止 5.3。 3d〉所述谐振过电压 ,可选取下列措施 :

1)选用励磁特性饱和点较高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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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同一系统中电压互感器中性点接地的数量 ,除电源侧电压互感器高压绕组中性点接地外 ,

其他电压互感器中惟点尽可能不接地 ;

3)个别情况下 ,在 10kV及以下的母线上装设中性点接地的星形接线电容器组或用一段电缆代替

架空线路以减少 XcO,使 Xc。 《0.01Xm;

注:Xm为电压互感器在线电压作用下单相绕组的励磁电抗;Xc°为每相对地的容抗。

4)在互感器的开口三角形绕组装设 RΔ《0。 4(Xm/Κ子3)的 电阻 (Κ13为互感器一次绕组与开口三角

形绕组的变比)或装设其他专门消除此类铁磁谐振的装置。

5)10kV及 以下互感器高压绕组屮性点经 Rp^》 0。 06Xm(容 蠹大于 600W)的 电阻接地。

B2 操作过电压的保护

B2.1 范围 I线路合闸和重含闸过电压的保护

限制这类过电压的最有效措施是在断路器上安装合间电阻。当系统的工频过电压符合 5.3.1a)要

求且符合以下参考条件时 ,可仅用安装于线路两端 (线路断路器的线路侧 )上 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MOA)将这类操作引起的线路的相对地统计过电压限制到要求值以下。这些参考条件是 :

a)发电机一变压器一线路单元接线时的参考条件见表 B1

表 B1 仅用 MOA限制合闸、重合阀过电压的条件

系统标称 电压

kV
发电机容量

MW
线路长度

km
系统标称电压

kV
发电机容量

MW
线路长度

km

200

300

<(100

((200

200

300

≥500

((100

(<150

((200

b)系统中变电所出线时的参考条件

330kV    (200km

5oo kV    (200km

在其他条件下 ,可否仅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限制合闸和重合闸过电压 ,需经校验确定。

B2.2 范围 1空载线路分闸过电压的保护

110kV及 220kV架空线路宜采用不簋击穿断路器 ,对 电缆线路应采用不重击穿断路器 ,以 将操作

过电压限制到本标准要求的限值 ;

对 66kV及 以下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及高电阻接地系统 ,在单相接地条件下需开断空载线路的

情况 ,应采用具有专门防止在此工况下重击穿措施的断路器。

B2.3 开断并联电容器补偿装置过吨压的保护

3kV~66kV系统开断并联电容补偿装置如断路器发生单相重击穿时 ,电 容器高压端对地过电压

可能超过 4.Op.u。 。开断前电源侧宥单相接地故障时 ,该过电压将更篙。开断时如发生两相重击穿 ,电

容器极间过电压可能超过 2.5/2σ n,c。

操作并联电容补偿装置 ,应采用开断时不重击穿的断路器。对于需频繁投切的补偿装置 ,宜按

图B1a)装 设并联电容补偿装置金属氧化物避雷器C1或 F2),作为限制单相重击穿过电压的后各保护

装置 ,图 中Cc和 Lc分别为并联电容器及其串联的电抗器。在电源侧有单相接地故障不要求进行补偿装

置开断操作的条件下 ,宜采用 Fl。 断路器操作频繁且开断时可能发生重击穿或者合闸过程中触头有弹

跳现象时 ,宜按图 B1b)装设并联电容补偿装置金属氧化物避雷器CF1及 F3或 F4)。 F3或 F4用 以限制

两相重击穿时在电容器或电抗器极间出现的过电压。当并联电容补偿装置电抗器的电抗率不低于 12%

时 ,宜采用 F4。



GB/T1848⒈-2001

↓

\

B2· 4 采用 的高幅值

侧或低压过电压 ,可在

侧。但高

B2· 5 在 过电压
(后两种仅 等有关。

开断起动 重击穿

之间装过电压可能

设旋转电机

保护揩施。

可不采取

B2.6 6kV )时 ,为 防止

单相接地间歇性

B3 雷电过电压的

系统中出现的雷电 出现和影响从技术一

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禽蹑的: 以接受的水平。

B3· 1 设计和运行中应考虑直接 装置的危害。

B3· 2 对各电压等级线路可适当选择线路 线、设蟹杆塔接地装置以及采用线路避

雷器来减少绝缘子雷击闪络的概率。

B3· 3 发电厂和变电所内的雷电过电压来自雷电对配电装暨的直接篝击、反击和架空进线上出现的雷

电侵人波。

a)应该采用避雷针或避雷线对高压配电装置进行直击雷倮护并采取措施防止反击。

b)应该采取揩施防止或减少发电厂和变电所近区线路的雷击闪络并在厂、所内适当配置阀式避雷

器以减少雷电侵人波过电压的危害。

c)需要对采用的雷电侵人波过电压保护方案校验时 ,校验条件为保护线路一般应该保证 2km外
线路导线上出现雷电侵人波过电压时 ,不引起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设备绝缘损坏。

击和感应雷电

电压的保护接线 b)单、两相重击

物避雷 操

均具有随机憔质。试图

操

器 开 断

过 电 与断 弧性

压可压和≡ 时开

过电压 ,可采用篙电阻接地方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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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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