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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电
磁 兼 容 性

(EMC)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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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2 关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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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Os 短
路 关 合 和 开 断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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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Ⅱ  短 路 试 验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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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  基 本 短 路 试 验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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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电 流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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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OS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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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13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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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6,I14 外
壳 的 验 证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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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 厂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7.l 主 回 路 的 绝 缘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5

7.2 辅 助 和 控 制 回 路 的 绝 缘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7.3 主 回 路 电 阻 测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7.4 密 封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5

7,5 设 计 和 外 观 检 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7.101 机
械 操 作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5

7.l⒆  六 氟 化 硫 气 体 湿 度 的 测 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7.1O~s 外
壳 的 压 力 试 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8 断
路 器 运 行 的 选 用 导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5

9 与 询 问 单
、

标 书 和 订 单

一

起 提 供 的 资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5

10 包
装

、 运 输
、

贮 存 、 安 装
、 运 行 和 维 护 规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0.1 包
装 、 运 输 和 贮 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10.2 安
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0.3 运
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0.4 维 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ll 安 全 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图 l 压
力 配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表
1 额

定 电 压 范 围 I的 额 定 绝 缘 水 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表 2 额
定 电 压 范 围 Ⅱ 的 额 定 绝 缘 水 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表 3 用 于自动重合闸方式的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电寿命试验的操作顺序,⋯⋯⋯⋯⋯⋯⋯¨⋯⋯⋯10

表 4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替代的试验程序 ⋯⋯⋯⋯⋯⋯⋯⋯⋯⋯⋯⋯⋯⋯⋯⋯△1

表 5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试验程序和判据 ,⋯⋯⋯⋯⋯⋯⋯⋯⋯⋯⋯⋯⋯⋯⋯⋯12

表 6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试验条件 ,⋯⋯⋯⋯⋯⋯⋯⋯⋯⋯⋯⋯¨⋯⋯⋯⋯⋯⋯ 12

表 7 开 断操作的等效次数。⋯¨⋯⋯⋯⋯⋯⋯⋯⋯⋯⋯⋯⋯⋯⋯⋯⋯⋯⋯⋯⋯⋯⋯⋯⋯¨⋯⋯⋯⋯ 13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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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 JB/T%%— 19∞ 《六氟化硫断路器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与 JB/T%94— 19∞ 相比,主 要变化如下:
——第 3章  术 语和定义 补 充了与六氟化硫断路器相关的术语 (如外壳的设计压力等)。
——第 4章  根 据我国百万级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发展规划,在 表 2中 加入了 1000kV等 级的高压

开关设各的额定绝缘水平。
——第 5章  设 计与结构 补 充了对六氟化硫断路器的相关技术要求:

I)低 压力和高压力闭锁装置;

2)压 力配合;

3)对 承压外壳的要求。
——第 6章  型 式试验:

1)根 据我国的具体实际,增 加了型式试验周期和型式试验报告有效期的要求;

2)明 确了主回路绝缘试验的雷电冲击试验的总次数不得超过 笏 次;

3)增 加了额定电压 40.5kV及 以下 E2级 断路器电寿命的试验方法;

4)增 加了额定电压 ”。5kV及 以上 E2级 断路器电寿命的试验方法;

5)鉴 于 GB19gzI-2ClCl3为 强制性标准,对 额定电压 碉.5kV及 以下产品,将 “
开合电缆充电

电流试验
”
由协商试验改为强制性试验;

6)增 加了外壳的验证试验。
——增加了第 8章  断 路器的选用导则、第 9章  随 询问单、标书和订单提供的资料、第 11章  安

全性。
——增加了第 10章  安 装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中各章、条的编排顺序与 GB19gz+-2003一 致。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g~s)归 口。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负责单位:西 安高压电器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单位: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开关研究所、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开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开高压电气股份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天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正泰电气高压开关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常州森源开关有限公司、江苏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

司、湖北永鼎红旗电气有限公司、汕头正超电气有限公司、湖南天鹰高压开关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华仪

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 鸿雁、张文兵、田恩文、严玉林。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ˉ̄ ˉ̄ ZB KzI3001— —1988;

-̄̄ -JB̀ Γ 9694-̄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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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交流六氟化硫断路器

1 概 述

勹     1.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3,孤V及 以上、额定频率sOHz的 高压交流六氟化硫断路器 (以下简称六氟化

硫断路器)的 使用环境、额定参数、设计与结构、型式试验、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等方面的通用要

求。

1,2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 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 而,鼓 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l1.1 高 压 输 变 电 设 各 的 绝 缘 配 合 (GB311.1-19叨 ,ncq EC ω 07⒈ l:19叨 )

GB19gzI— ⒛ O3 高 压 交 流 断 路 器 (IEC⒍ 刃 ⒈100:⒛ 01,MOD)

GB/T⒆ ∞
—

19% 六 氟 化 硫 电 气 设 备 中 气 体 管 理 和 检 测 导 则 (lleq EC ω 480:1” 4)

GB/Tl10” -19∞
 高 压 开 关 设 各 和 控 制 设 各 标 准 的 共 同 技 术 要 求 (cqv EC ω ⒆ 4:19%)

GB/T110⒛ —19⒂ 高 压开关设各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方法

JB/T"44-19% 气 压瓷套通用技术条件

EC∞ 480:I叨 4 从 电气设备中取出的六氟化硫的检查导则

EC61“ ⒋ 1∞5 高 压交流断路器一一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各中六氟化硫的使用与处理

Ⅱ C/TR6” 71名 10:2OO4 高 压 开 关 没 备 和 控 制 设 备  第 310部 分 :额 定 电 压 ” 。5kV及 以 上 的 断 路

器的电寿命试验

2 正 常和特殊使用条件

GB/T11m2— 19∞ 的 第 2章 适 用 。 并 做 如 下 补 充 :

应考虑低温使用环境对六氟化硫气体的影响,六 氟化硫气体液化对绝缘和开断性能的影响。

在任何海拔下,六 氟化硫断路器的内部绝缘的绝缘特性和海平面上测得的相同,因 而对六氟化硫断

路器的内部绝缘不需进行海拔的修正。

断路器的某些部件如压力释放装置、压力和密度监测装置可能会受到海拔的影响。如果需要,制 造

厂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3 术 语和定义

|        GB19“
—⒛03的 第3章中确立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    3,1
落 地 罐 式 (金 属 外 壳 式 )(六 氟 化 硫 断 路 器 ) dead tank ciⅡ uit̄ breaker

GB19Sz1— 2003的 3.4.104适 用 。

3,2

外 壳 带 电 的 (绝 缘 外 壳 式 )(六 氟 化 硫 断 路 器 ) Ⅱ 犯 tank orcuit̄ breaker

GB19弘

—

⒛ O3的 3.4。 105适 用 。

33

具 有 延 长 电 寿 命 的 断 路 器 (E2级 ) orcuit~breaker崩 th extended electⅡ cal end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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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断路器,在 其预期的使用寿命期间,主 回路中开断用的零件不需维修,其 他零件只需很少的维

修。

注:很 少的维修是指润滑,如 果适用时,补 充气体以及清洁外表面。

3.101

夕卜壳 的 设 计 J玉 力   design pressure of enclosures

用于确定外壳设计的相对压力 。

注1:它 至少应等于在规定的最严酷使用条件下绝缘气体所能达到的最高温度时外壳内部的最高压力。

注2:确 定设计压力时不考虑断路器开断操作过程中或随后出现的瞬态压力。

4 额 定值

4.1 额 定 电 压 (〃
r)

GB/T11∞ 2-19” 的 4.l适 用 。

4.2 额 定绝缘水平

GB/T110” -19∞ 的4.2适用,对 于Tz.~skV及以上的六氟化硫断路器本标准中表1、表2是优选值。

表 丬 额 定电压范围 I的 额定绝缘水平

设备的额定电压

饼

kv(有 效值 丿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 (有效值 )

%

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

%

kV

极对地、极间、开关装置断口间 隔离断口间 极对地、极间、开关装置断口间 隔离断口间

〈1) (2) (4) (5)

72,5 140 160 325

126 230 265 550 630

252 460 530 1050 1200

注:栏 (2〉中的值适用于

——对于型式试验,极 对地和极闾:

——对于出厂试验,极 对地、极间和开关装置断口间。

栏 (3)、栏 (4)和 栏 (5)中 的值仅适用于型式试验,栏 (3)和 栏 (5)中 的值仅适用于当六氟化硫断路器

断口作为隔离断口时。

表 2 额 定电压范围Ⅱ的额定绝缘水平

额定电压

弭

kV(有 效值 )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

电压 (有效值)%

kV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饥

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

电压 (峰值)%

kV

极对地

和极间

(注3)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 3)

极对地和

开关断口

极间

(注 3和注4)

隔离断口

(注 1、注2

和注3)

地

间

对

极

极

和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2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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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520 675 950 1425
800 (-+295)

1175(+205)

850 (-+295)

550 710 925 1760
900 (+450)

1550 1550(+315)
105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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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频率 哇 )

GB19泓

-2003的

4.3适 用 。

额定电流 (Ιr)和 温升

GB19弘
-2003的

4.4适 用 。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注:对 于外壳可触及的六氟化硫断路器,其 外壳的温升应符合GB/T11∞ 2-1999中 表3的规定。如果外壳的部分温

升等于或高于s~sK,应 采取措施保证不会引起周围绝缘材料的劣化c

4.5 额 定短时耐受电流 (rk)

GB19gZI-2003的 4,5适 用 。

4.6 额 定峰值耐受电流 (rp)

GB19szI-2003的 4.6适 用 。

4.7 额 定短路持续时间 (rk)

GB19弘

-2003的

4.7适 用 。

4,8 操 动机构和辅助及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 (Ua)

GB/T11022— 19” 的 4.8适
用 。

4.9 操 动机构和辅助回路的额定电源频率

GB/T11Ⅱ 2— 1999的 4.9适 用 。

4.10 操 作用流体的额定压力

4.10.1 操 作用压缩气源的额定压力

4.3

4.4

表 2(续 )

额定电压

姊

kV(有 效值)

额定短时工频耐受

电压 (有效值)%

kV

额定操作冲击耐受电压 (峰值)氓

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

电压 (峰值)%

kV

极对地

和极间

(注3)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3)

极对地和

开关断口

极间

(注 3和注4)

隔离断口

(注 1、注2

和注3)

极对地

和极间

开关断口和

/或隔离断口

(注2和 注3)

(1) (2) (3) (4) (5〉 (6) (7)

800

830 1150 1300 2210 Ⅱ100 (△-650) 1800 1800(+455)

900 1150 1425 2420 1175 (-←650) 1950 1950〈 -+455)

960a 1270 1550 2480 1300 (-←650) 2100 2100(+455)

1100
1100 1300

1675

1800
1675 1675-← (900) 2250 2250-卜 (670)

1100a 1100+635 1950 1950× 1,5 1675-←900 2400 2400-卜 900

注1:栏 (6)的 值仅适用于当六氟化硫断路器断口作为隔离断口时。

注2:栏 (6)中 括号内的数值是施加在对侧端子上工频电压的峰值弭×顶`雨 (联合电压)。栏 (8)中 括号内的

数值是施加在对侧端子上工频电压的峰值07姊 ×扼/雨 (联合电压),见 GB/Tl1∞ 2-19” 的附录D。

注⒊ 栏 (2)中 的值适用于

——对于型式试验,极 对地和极间;

——对于出厂试验,极 对地、极间和开关装置断口间。

栏 (3)、 栏 (5)、栏 (6)和 栏 (8)中 的值仅适用于型式试验。

注4:这 些数值是用GB311,1的 表2中规定的倍数导出的。

注5:根 据CIGRE的 研究,标 准试验的耐受电压的特征比值,对 于六氟化硫气体绝缘,已ly%=0· 弱,W%=0乃 °

表2中给出的%值 就是根据该系数计算的。

此行的数据仅适用于GIs中用的六氟化硫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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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非 制 造 厂 另 有 规 定 ,额 定 压 力 的 标 准 值 (MPa):0.5,1,0,1.6,2,0,3.0,4.0。

在产品的技术条件及安装使用说明书中还应明确规定报警压力及最低功能压力 (即闭锁压力)。

4.10.2 操 作用液体的额定压力

在产品的技术条件及安装使用说明书中还应明确规定其额定值、报警压力及最低功能压力 (即闭锁

压力)c

4.,i 绝 缘和/或开断用六氟化硫气体的额定压力

六氟化硫气体的额定压力 (相应于⒛℃时)优 先选用下列数值rMPa(相 对压力值)⒈ 0.3O,0.5,

0.40, 0.45, O。50, O.55, O.60, 0.65, 0.70。

此外,在 产品的技术条件及安装使用说明书中还应明确规定报警压力及最低功能压力。

4.101 额 定短路开断电流 (几c)

GB19“

-2OO3的

4,101适 用 。

4.10⒈ 1 额 定短路开断电流的交流分量

GB19gz【
-20O3的

4,101,1适 用 。

4.101.2 额 定短路开断电流的直流分量

GB19“

-20∞

的 4.101.2适 用 。

4,102 与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相关的瞬态恢复电压

GB19“

—

200珀 狃 .1Ⅱ 适 用 。

4.103 额 定短路关合电流

GB1984— 2003的 4,103适 用 。

4.104 额 定操作顺序

GB19“

—

⒛ 03的 4,1∝ 适 用 。

4.105 近 区故障特性

GB19szI-2003的 4,105适 用 。

4.106 额 定失步关合和开断电流

GB1984— 2003的 4.10d适 用 。

4,107 额 定容性开合电流

GB19sz+-20O3的 4,107适 用 。

4.108 小 感性开断电流

GB19“

-2003的

4.108适 用 。

4.109 额 定时间参量

GB1984— 2003的 4.109适 用 。

4.110 机 械操作的次数

GB19szI— ⒛ ∞ 的 4,110适 用 。 划 分 为 M1级 、 M2级 。

4.111 六 氟化硫断路器的电寿命

GB19SZI-2003的 4.111适 用 。 划 分 为 El级 、 E2级 。

5 设 计与结构

六氟化硫断路器应设计成能安全地进行下述各项工作:正 常运行、安装、检查和维护。

5,1 六 氟化硫断路器中液体的要求

GB/TI1022— 1999的 5。 l适 用 。

5.2 对 六氟化硫气体的要求

GB/rl1o”
—

19∞ 的 5.2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5.2.1 断 路器充入六氟化硫气体⒉h后 ,六 氟化硫气体湿度应不大于150× 10咱u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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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运 行中的断路器内的六氟化硫气体湿度应不大于3O0× 10“IlL/L°

5.2.3 用 过的六氟化硫气体应符合GB/TB9Os的 规定。

5.3 六 氟化硫断路器的接地

GB/TI1∞ 2— 19∞ 的 5.3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对金属外壳六氟化硫断路器,可 触及的主回路的所有部件应能够接地。如果采用单极外壳,其 环路

即三极外壳之间的内部连接应该防止产生感应电流。每个环路应尽可能直接地通过能够承载短路电流的

导体连接到总的接地网上。

5.4 辅 助设备

GB19s/I-2003的 5.4适 用 。

5.5 动 力合闸

GB19⒏

-2003的

5.5适 用 。

5,6 储 能合闸

GB19SzI— ⒛ 03的 5.6适 用 。

5,7 不 依赖人力的操作

GB19gzI-2003的 5.7适 用 。

5.8 脱 扣器操作

GB1984— 2003的 5.8适 用 。

5.9 低 压力和高压力闭锁装置

GB I9“
-20O3的

5.9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气体密度和温度补偿的气体压力应能连续监控。监控装置至少应能提供两组压力

或密度的报警水平 (报警和最低功能压力或密度)。

注1:监 控装置的偏差,以 及监控装置和受监控气体的体积对温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应 予以考虑。

高压设各运行时,应 能对气体监控装置进行检查。

注2:气 体监控装置的检查可能会诱发错误的报警,继 雨可能引发或阻止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操作。

当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液 (气 )压 动力操作压力或六氟化硫气体压力降至最低功能压力时,应 使六氟

化硫断路器报警并闭锁;当 升至最高功能压力时,应 使断路器报警。

除3.孤v~12kV柱 上六氟化硫断路器外,对 运行中的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气体压力需要进行监控,当

六氟化硫气体压力降至报警压力时应发出信号。

5,10 铭 牌

GB1984— 2003的 5.10适 用 。

5.11 联 锁装置

GB19泓

-2003的

5,H适 用 。

5.12 位 置指示

GB1984— 2003自 勺 5.1丬 适 用 。

5.13 外 壳的防护等级

GB19泓

-2003自

勺 5.13适 用 。

5.14 爬 电距离

GB1984— 2003的 5。 ⒕ 适 用 。

5.15 密 封性

GB19泓
一

⒛ O3的 5.15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六氟化硫断路器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用 于GIS的 六氟化硫断路器年漏气率应不大于0,5%;其 他场

合使用的六氟化硫断路器年漏气率应不大于0.5%或 1%。

5.16 液 体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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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9“

—

⒛ 03的 5.16适 用 。

5,17 易 燃性

GB1984— ⒓ 003的 5.ll适 用 。

5,18 电 磁兼容性 (EMC)

GB19SzI— 2003的 5。 18适 用 。

5.101 极 间同期性的要求

GB19gzI— ⒛ ∞ 的 5。 I01适 用 。

5.102 操 作的一般要求

GB19弘

-2003的

5.102适 用 。

5.103 操 作用流体的压力极限

GB19gzJ— ⒛ ∞ 的 5.103适 用 。

5104 排 逸了L

GB19SZ【
-20O3的

5.104适 用 。

5,105 对 六氟化硫气体压力 (密度)监 控

除终生密封的断路器,对 运行中的六氟化硫断路器的气体压力 (或密度)需 进行监控。为了对六氟

化硫气体的压力 (密度 )进 行监控,应 装设具有高、低温度补偿功能的压力装置 (或称密度继电器 )。

注:对 于额定电压40,5kV及以下的户内六氟化硫断路器,也 可以采用具有闭锁接点的压力表,但应给出温度与压力

变化的关系曲线。

5,106 吸 附剂

六氟化硫断路器应在适当的位置装设适量的吸附剂,用以吸附在电弧作用下产生的气体分解物以及

容器中的水分。

5.107 对 运输单元的要求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运输单元应设计成储运时可以在内部充有低压力六氟化硫气体或高纯氮的组装

形式。

5.108 压 力酉己合

由于不同的使用条件,六 氟化硫断路器内部压力可以不同于额定充人压力。应考虑由于温度导致的

压力升高可能产生附加的机械应力的影响,以 及因泄漏导致的压力降低可能会降低绝缘性能c图 1给出

了各种压力水平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最高压力

|温
升引起的压力上升允许范围

型式试验压力

出厂试验压力

设计压力

额定充入压力线

报瞀压力P父

最低功能压力 m̀t

|泄
漏引起的压力损失允许范囿

|动
作引起的压力损失幅度允许范围

最低压力

图 1 压 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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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厂应给出绝缘和操作的最低功能压力 r̀lF。额定充人压力`Ⅱ、报警压力j,ae与泄漏率有关,应 具

有足够的再充气时间。

报警压力pae和最低功能压力 ǹle之间的时间应允许足够的响应时间来动作。应考虑到气体监控装置

的偏差。

在使用状态下,机 械应力与气体温度决定的内部压力相关。因此,设 计压力对应于在气体能够达到

的最高温度时的额定充人压力。

考虑到材料和制造工艺因素,例 行试验压力和型式试验压力基于设计压力。

5,109 外 壳的要求

1    5·
1℃

⒒匍罗嘉乙耐受运行中出现的正常和瞬时压力。

5109.2 外 壳的设计

外壳的设计应按照充气压力外壳、装有惰性的、非腐蚀性的、低压力气体的相关标准进行。

计算焊接或铸造外壳厚度和结构的方法应基于3.101中 定义的设计压力。

外壳结构中使用的材料应是基于计算和/或验证试验证明是熟知的且具有最小物理特性。制造厂应

基于材料供应商的认证,或 制造厂进行的试验,或 者两者,负 责选择材料和其最小特性的维护。

对于非金属材料 (如瓷、环氧树脂等)外 壳的设计:
— —

瓷 绝 缘 外 壳 ,按 JB/T"44-19%中 第 4章 的 要 求 ;

——环氧树脂材料的绝缘外壳,按 产品技术条件的有关规定。

注:设 计外壳时还应考虑下述因素:

——正常充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真空;
——出现内部故障的可能性。

确定设计压力时,气 体温度应取外壳温度上限和主回路流过额定电流时主回路导体温度的平均值,

否则可根据已有的温升试验记录确定设计压力。

对于外壳及其部件的强度不能完全通过计算确定,应 进行验证试验 (见6.114)来 证明其满足该要

求c

6 型 式试验

6.1 概 述

GB/TI1⒆ 2— 1999的 第 6章 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型式试验项目见GB I9“ —⒛O~s的表7。

| 、   霹 琵莛薯赢 旒
早 性 曲 线 (见 GB19g0-2∞ 3的 6。 101.1.1)变 化 时 ,应 进 行 全

∶
原来的操动机构布置方式发生改变,但符合GB19弘 一⒛O3

豆路试验方式T lOOs、峰值耐受电流试验、机械试验。

∈键材料 (如触头材料、绝缘材料)、关键零件 (如灭弧室)

改变而影响到产品性能时,应 进行相应项目的型式试验。

c)正 常生产的产品,每 隔八年应进行一次温升试验、常温下的机械操作试验以及基本短路试验方

式T100s,其 他试验项目必要时也可进行。

6.1.2 型 式试验的试品

GB19“
-2003的

6.1.1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机械试验、温升试验、辅助回路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应在一台试品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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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回路绝缘试验、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基本短路试验方式应在一台试品上完

成,对 用于自动重合闸方式的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电寿命试验允许用一台新的试品进行;
——对于其他项目试验的试品不作规定。

6.2 绝 缘试验

6.2.1 试 验时的周围大气条件

GB/r11o22-△ 999的 6.2.1适 用 。

6.2.2 湿 试程序

GB1984-2003的 6.2.2适 用 。

6.2,3 绝 缘试验时断路器的状态

GB19“ —⒛O3的6.2.3适用。绝缘试验应在六氟化硫气体的最低功能压力 (⒛℃时的压力值)下 进

行,试 验时的周围空气温度及压力值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2.4 通 过试验的判据

GBrr11m2— 19∞ 的 6.2.4适 用 。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冲击试验应满足下列条件:

a)非 自恢复绝缘上不应发生破坏性放电。

b)对 每一个试验系列的15次冲击试验,破 坏性放电应不超过两次,且 最后五次冲击中破坏性放电

应不超过一次。如果最后五次冲击试验中有一次破坏性放电,则 应施加附加的五次试验验证且

不应出现击穿。只要整个试验过程中放电、总次数不超过两次,可 以重复增加五次试验。这会导

致每系列试验的次数最多达到笏次。

6.2.5 试 验电压的施加和试验条件

GB/T1102⒉

-1999的

6.2.引 匿 丿甲 。

6.2.6 弭 ≤252kV的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试验

GB1984— 2003的 6,2.6元 荭 用 。

6.2.7 叱 )252kV的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试验

GB1984一 ⒓003的 6,2。△适 用 。

6.2.8 人 工污秽试验

GB/T11022— 1999的 6.2.8适 用 。

6.2.9 局 部放电试验

GB1984— 2003的 6,2.9适 用 。

6.2.10 辅 助和控制回路的试验

GB/T1102⒉

-1999的

6,2.1⑴ 置 用 。

6.2,11 作 为状态检查的电压试验

GB1984— 2003的 6.2.11适 用 。

6.3 无 线电干扰电压 (Li凡 )试 验

GB19“

-2003的

6.3适 用 。

6.4 主 回路电阻测量

GB/T11022△ 999的 6彳 适 用 。

6,5 温 升试验

按GB/T110” -19” 的6.5规定,试 验时断路器内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不大于最低功能压力 (⒛
°
C

时的压力值),也 可在不充六氟化硫气体的状态下进行温升试验。

对于辅助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温升试验,GB/T11∞ 2—19∞的6.55适 用。

6.6 额 定短时耐受电流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GB I9SzI— ⒛ 03的 6.6适 用 。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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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主 回路试验
——试验可以在不充六氟化硫气体的条件下进行;
——对于三极六氟化硫断路器,应 该在三极上进行;
——对于由三个独立的单极 (即三极三个操动机构)开 合装置组成的三极六氟化硫断路器,可 进行

单相试验。制造厂应提供试验证据表明符合GB19“ -2003的 5.IOl。
——对于额定电压72,5kV及 以上的三极六氟化硫断路器,由 于受试验场地或试验设备的限制,可 进

行单相试验。单相试验时,应 满足下列要求:

a)对 于三极六氟化硫断路器,应 该在相邻的两相上进行试验。

b)对 于各极分离的六氟化硫断路器,既 可在相邻的两极上也可在极间距离处装设返回导体的单相

上进行试验。如果在设计上极间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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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对 于额定电压”。5kV及 以上的六氟化硫断路器,除 非相关标准另有规定,不 必考虑返回导体,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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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 接 地回路试验

对于金属外壳的六氟化硫断路器,制造厂应通过试验来验证接地回路接地系统的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和峰值耐受电流的能力。

6.7 防 护等级验证

GB19gz】
-2003的

6.7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6.7.1 防 雨试验

户外六氟化硫断路器及其操动机构应按GB/T11Ⅱ 2-19∞ 的附录C进 行防雨试验。

6.8 密 封试验

GB/TH022— 19” 的 6.8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型式试验时,密 封试验应与其他试验一起进行,一 般在机械操作试验前、后或在极端温度下 (如果

适用)的 操作试验过程中进行;出 厂试验时,机 械操作试验后应进行密封试验。

6.8,1 操 动机构的密封试验

液压机构、气动机构的密封试验按GB/T110z2— 1999的 6,8的规定。

6.8.2 六 氟化硫气室的密封试验

密封试验原则上可以在整台六氟化硫断路器上进行。如果受试验条件限制,对 126kV及 以上的六氟

化硫断路器也可以在其中一极或各密封单元上进行,试 验结果应换算到整台六氟化硫断路器的相应值。

试 验 方 法 按 GB/Tl10z3。

6.9 电 磁兼容性 (EMC)试 验

GB/T11Oz2— 19” 的 6,9适 用 。

6.101 机 械试验和环境试验

GB1984— 2003的 6.101适 用 。

丨
 引 0箩滗霞卖鬣 掣 舻

按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甑

丨       G:19gzI— ⒛ O3的 6.1陇 适 用 。

6.103 短 路关合和开断试验

GB1984— 2003的 6,10㈤ 匿 用 。

6.104 短 路试验参数

GB1984— 2003的 6.104适 用 。

6.105 短 路试验程序

GB1984-2003的 6,105适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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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6 基 本短路试验方式

GB1984— 2003的 6.106适 用 c

6.107 临 界电流试验

GB I9szI—⒛03的6.I07适用。试验时,试 品中的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为最低功能压力 (20℃时的压

力值 )。

6,108 单 相和异相接地故障试验

GB19“ —⒛O3的6.108适用。试验时,试 品中的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为最低功能压力 (20℃时的压

力值)。

6,109 近 区故障试验

GB19泓 —⒛O3的6.109适用。试验时,试 品中的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为最低功能压力 (⒛℃时的压

力值)。

6,110 失 步关合和开断试验

GB19“ —⒛∞的6.110适用。试验时,试 品中的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为最低功能压力 (⒛
°
C时 的压

力值)。

6.111 容 性电流开合试验

GB19弘

一

⒛ O~s的 6,111适 用 。

6.112 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关合和开断试验的特殊要求

6.112.1 用 于无自动重合问方式的 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

是通过不进行中间检修完成GB I9g0-2003的 6。I06规定的基本短路试验方式来验证。不要求进行附

加的试验。

6.112.2 用 于自动重合闸方式的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

GB19gzI-2003的 6.112.2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电寿命试验的试品应符合6。1.2的要求,且 试验程序期间不得进行维护。试品可在绝缘和/或操作用

的额定压力、合问和分间装置以及辅助和控制回路的额定电源电压下进行试验。试验操作顺序间的最小

时间间隔应由制造厂规定。试验后六氟化硫断路器的状态应满足GB19B/I— ⒛O3的6.102.9.2和6,102.9.3

的要求。

6.112.2.1 额 定 电 压 3.6kⅤ
~40.5kV的

六 氟 化 硫 路 器 的 电 寿 命 试 验

额定电压3。狄V~碉 。5kV的 六氟化硫断路器电寿命试验的次数和操作顺序按表3的规定。

表3 用 于自动重合闸方式的E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电寿命试验的操作顺序

试验电流 (额定短路

操作"顷序

操作顺序的次数

开断电流百分比)

(丐‰)
序列1a 序列犭 序列3a 序列酽

10

o 84

o 03s-Co 14 6

o 0,3s-<X>-间 o 4b lb lb

30

o 84

o 【 l.3s-Co 6

o— ⒑,3s-Co-忄 一Co 6b 4b lb lb

60

o 2

oHl,3s-Co一 寸一Co 2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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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2,2 额 定电压 72.5kV及 以上的六氟化硫断路器的电寿命试验

实施延长电寿命试验程序有多种可能的方案。为了降低成本,额定电压”.5kV及 以上的六氟化硫断

路器的电寿命试验,可 采用和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替代的试验程序,按下列两种试验方

式,即 试验方式A(见 表4)或 试验方式B(见 表5和表6)的 任一种试验方式进行。表5和表6的试验程序

分为:磨 损阶段和随后的验收试验,磨 损试验可不施加TRV。 试验应不问断。允许降低六氟化硫断路器

的压力。

表 4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替代的试验程序

序号
开断电流百分比

(%)
操作顺序

操作顺序的个数

序列1 序列2 序列3

l

100

o O.3⒊ —Co-△ 80s Co la 1a 1a

2 o 4

3 Co 3 7

4 o 03s-Co l l l

注⒈ 序列1、序列2、序列3的试验次数,可 按下列推荐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几对应的试验次数选择,表 中数值为

优选值。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Ι∞≥50kA,选 用序列1;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廴≥31,5kA,选 用序列2;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f∝≤ⅡkA,选 用序列3◇

注⒉ 开断试验的燃弧时间按GB19g0— ⒛∞的6102,10的 规定,且 应呈现出全部燃弧窗口 (燃弧区间)。

注⒊ 原则上,所 有的开断试验都应该施加规定的πⅣ,但 由于偶然原因,合 成试验时电压回路未能正确投人,只

要本次开断的燃弧时间符合预定要求,则 可以计入电寿命的次数中;但 是,最 后一次开断应该是具有规定

πⅣ的成功开断;电 寿命试验的燃弧时间应该在T10Os燃 弧区间范围内随机分布,但 平均燃弧时间不应小于

中燃弧时间。

当经过GB19gZI-20∞ 中6106的 基本短路试验顺序后,六 氟化硫断路器未经修整时,为 满足本表的要求,确 定

附加的操作循环次数时,应 考虑已进行过的试验。事实上,这 就意味着标有
a的

数字减去1。

表 3(续 )

试验电流 (额定短路

操作顺序

操作顺序的次数

开断电流百分比)

(%)
序列1n 序列' 序列3n 序歹刂4a

I00

(对称 〉

系列1 系列2 系列3 系列4

o 【 l.3⒊-Co-寸 ˉC0 4b lb 1b 1b 1b

0 1 4 6 8

Co l 2 4 6

0-0.3s-Co-十 -Co
l 1 1 1

注h序 列Zl9刂出了四个系列试验次数,可 按下列推荐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廴对应的试验次数选择。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廴≥0OkA,选 用系列⒈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廴≥31。skA,选 用系列2、3;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廴≤犭kA,选 用系列3、4。

注⒉ 对于10%和 ~sO%的开断试验,燃 弧时间应是随机的:对 于∞%和 1∞%的 开断试验,燃 弧时间应按GB19sZ+—

⒛ ∞ 的 6.lO2.10进 行 调 整 。

a 序
列1是优选。序列2是适用于中性点接地系统中所用的替代值。序列3、序列4是序列1或序列2的候选值,目 的

是减少试验的次数。
b 当

经过GB19g/I— ⒛O3中6.106的基本短路试验顺序后,六 氟化硫断路器未经修整时,为 满足表3的要求,确 定

附加的操作循环次数时,应 考虑已进行过的试验。事实上,这 就意味着标有
b的

数字减去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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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后 六 氟 化 硫 断 路 器 的 状 态 应 满 足 GB19gzI~⒛ 03的 6.102.9,2和 6。 I02.9.3的 要 求 。

注⒈ 对设计涵盖多个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六氟化硫断路器,仅 需要对最高的额定短路开断电流进行试验。

注2:作 为背景,下 述条款中规定的试验程序背后的数据和假定条件见IEC̀ Iκ m” 1J1o:2o04的 附录A。

表 5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试验程序和判据

试验类型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40kA    |     50kA     }     63kA     |     80kA

空载试验 按 GB1984-2003的 6。I02,6。

磨损试验 (见注2)

Tω开断操作 21个单分   丨    】 5个单分   |   10个 单分   |   7个 单分

T10开 断操作 9个单分

验收试验

T10 按 GB19“
-2003的

6,106,1,作 如 下 变 更 :允 许 单 分 操 作

L75 按 GB19g0— zO∞ 的 6.109,4,作 如 下 变 更 :允 许 单 分 操 作

LC1

——对于C1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单相和三相试验:z个 合分无重击穿或zIg个合分一次重击穿

——对于C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单相试验:胡 个合分无重击穿或96个合分一次重击穿

——对于C2级 六氟化硫断路器的三相试验:24个 合分无重击穿或/】g个合分—次重击穿

状态检查 按
GB1984-2003的 6.2.1l

注 l T60的 操作次数是假定L75的 三次操作确定的。如果L75的 开断次数多于三次,例 如进行合成试验,则 应在

T60和 L9s试 验合并至少等效于本表中给出的T∞ 和L75的 开断后进行LC1试 验。为了不增加总的电磨损次数,

预先进行的附加的操作可以相应地减少预先电磨损试验的次数。无论如何,在 验收阶段必须对经过电磨损试

验的六氟化硫断路器验证L9~s,意 味着验收阶段的所有附加试验必须施加ηⅣ。

对于不同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磨损试验次数的原因,见 IEC/Iκ m” l-31o:20“ 的附录A84。注 ⒉

表 6 和 型式试验分开的延长的电寿命试验的试验条件

试验类型 试验相数
操作和开断

的压力

分合闸线圈

的电压
试验电压 试验电流 燃弧时间

空载试验 按 GB1984— 2003自 勺 6102,6。

磨损试验

T60
按 GB1984-2003

旮 旬 6.102,3

额定压力 额定电压
按 GB 1984— 2003自 勺6,1063

规定的T60型 式试验而无πW

按 T60型 式试

验规定的平均燃

弧时间

T10
按 GB19阴 -2003

旮旬6102.3
额定压力 额定电压

按GB 1984-2003自 勺6,1061

规定的T10型 式试验而无πⅣ

按T10型 式试

验规定的平均燃

弧时间

验收试验

T10
按 GB1984— 2003

旮g61023
额定压力

按GB19泓 -2∞ 3的T10型 式试验的标准试验程

序,并 作如下变更:合 分操作,合 为空载
见注1

L75 单相 额定压力
按L邛 型式试验的标准试验程序,但 仅进行一个

单分操作

燃弧时间应不

小于型式试验时

中燃弧时间

LC1 肩争本目 额定压力

按LC1型 式试验的标准试验程序,并 作如下变

更:

合分操作,合 为空载

试验电压应为型式试验规定的试验电压的gO%

和相应于电压系数为112的 电压值之间的最大值

每隔15°

注:因 操作或开断的压力不同,或 者断路器的状态劣化,燃 弧时间可能不同于型式试验中表现的数值。但是,应

表现出全部的燃弧窗口 (燃弧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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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本验证试验,表 7给出了型式试验期间开断操作的等效关系。

表 7 开 断操作的等效次数

6.113 六 氟化硫气体湿度的测量

试验时,试 品内的六氟化硫气体压力应为额定压力,充 人试品内的新六氟化硫气体的质量应满足有

关标准的规定。

试品在充入六氟化硫气体前,应 按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抽真空处理。

试品中的六氟化硫气体湿度的检测应在充气γh后进行,并 将测量时的周围空气温度和气体压力记

录在试验报告中。

6.114 外 壳的验证试验

如果外壳或其部件的强度没有经过计算,则 应进行验证试验。它们应在内部元件装人之前试验条件

基于设计压力的独立的外壳上进行。

根据所采用材料的适用性,对 于金属外壳,验 证试验可以是型式试验的压力试验或者非破坏性压力

试验。对于非金属外壳,验 证试验可分为逐个试验、抽样试验和型式试验

6.1141 金 属外壳的试验

6,114.1.1 型 式试验的压力试验

在型式试验的压力试验情况下,压 力上升速度不应超过碉0kP〃血n。

型式试验的压力试验要求应至少如下:

铸铝和铝合金外壳:
——型式试验压力=[3.5/0,7]× 设计压力

注:数 值0,7是考虑了涵盖铸造可能存在的分散性。如果经过专门的材料试验证明,允 许将该系数提高到1,0,

焊接的铝外壳和焊接的钢外壳:
— —

型 式 试 验 压 力
=⒓ .3/叼 × (cFt/%)× 设 计 压 力

式中:

I-焊 接效应系数 (10%焊 接段经过超声波或无线电检查时为1;外 观检查时为0.阝);

α
——在试验温度时的允许设计应力;

%—
—在设计温度时的允许设计应力。

这些系数基于所用材料最小验证过的性能。

考虑到构造的方法,可 以要求附加的系数。

经过这些压力仍然保持完好的所有外壳都不应用于正常运行。

6.丬14.1.2 非 破坏性压力试验

在采用了应变指示技术的非破坏性压力试验的情况下,应 该采用下述程序:

试验前,能 够指示5×10 ·̄sW11m应
变的应变仪应该附着在外壳的表面。应变仪的数量、位置以及

方向的选择应使得在对外壳完整性重要的所有点上能够确定主要的应变和应力。

在平均燃弧时间时一个开断操作且电流值为 等效于T60开断操作的次数

T10 o Ol

oP2 o,15

T30 025

T60 l

L75

L90 2

T100s 24

注:在 型式试验期间,没 有任何特别的原因,也 会出现一些附加的开断操作。在这种情况下,考 虑到实际的燃弧

时间 (假定在同一电流下磨损正比于燃弧时间),也 应进行磨损的等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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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应以大约10%的 步长逐步施加至对应于预期的设计压力的标准试验压力或外壳的任何部分出

现明显变形为止。

如果达到任一点,则 压力不应进一步提高。

在压力上升期间应读取应变的数值,并 在卸载期间重新读取。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外壳变形,相 关的地方法规可以不予考虑。

如果应变/压力关系曲线是非线性的,可 以重复施加压力不应超过五次。直到相应于连续两个循环

的加载和卸载曲线本质上一致。如果不能获得一致,应 从最后卸载期间相应于应变/压力关系曲线的线

性部分外壳最大应力的压力范围。

如果在应变/应力关系曲线的线性部分达到了标准的试验压力,则 应认为可以确认预期的设计压力。

如果相应于应变/压力关系的线性部分墩终的试验压力或者压力范围小于标准的试验压力,设 计压

力应根据下述公式计算:

式中:

冖 设计压力;

J,I,—
—存在明显变形时的压力或者在最终卸载阶段相应于应变`压力关系线性部分的外壳最大应变

部分的压力范围;

冖 标准的试验压力系数;

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潴 ,系 数庀为:
— —

对 于 焊 接 夕 卜 壳 ,七
=1.3:

— —

对 于 铸 造 外 壳 ,七
=2.0。

σ——试验温度时允许的设计应力:

%—
—设计温度时允许的设计应力。

可以采用非破坏性压力试验的替代程序。

6.114.2 非 金属外壳的试验

6.114.2.1 瓷 外壳的试验

瓷外壳的试验应由制造厂进行。其试验包含逐个试验、抽样试验和型式试验,见 JB/T7“ 4—19%

的第5章和第6章。

6.114.2.2 环 氧树脂材料外壳的试验

环氧树脂材料的绝缘外壳,可 参考6.114.2.1的规定,或 按产品技术条件的有关规定进行。

7 出 厂试验

每台六氟化硫断路器都应进行出厂试验。试验一般应在整台断,0+上 进行,对于分极操作的断路器,

可以在断路器的一极上进行。试验项目如下:

a)主 回路的绝缘试验;

b)辅 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c)主 回路电阻测量;

d)密 封试验;

e)设 计和外观检查;

f)机 械操作试验;

g)六 氟化硫气体湿度的测量;

h)外 壳的压力试验。

7.1 主 回路的绝缘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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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氟化硫断路器充以最低功能压力的六氟化硫气体,试验电压按照GB19“ -2∞ 3中7。l的规定值进

行1而nェ频耐压试验。

72 辅 助和控制回路的绝缘试验

GB/T11022— 1999的 7.2适 用 。

7.3 主 回路电阻测量

按6.4的规定进行。

7.4 密 封试验

按6.8的规定进行。

7.5 设 计和外观检查

GB19阴
-2003的

7.5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按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的主要装配尺寸及控制线路图进行检查,以 保证产品正确装配和接线。

7.101 机 械操作试验

对于六氟化硫断路器应充以额定压力的六氟化硫气体或高纯氮气体,但充氮气时的机械特性与充六

氟化硫气体时的机械特性应等价。试验目的、要求和方法按照GB19g0-2003的 规定。

7,102 六 氟化硫气体湿度的测Ⅱ

按6。H3的 规定进行。

7.103 外 壳的压力试验

7,103.1 金 属承压外壳的压力试验

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潴 ,系 数矽“。1⒕。1,2,试 验压力至少应持续1血n。试验中不应出现破裂

和永久变形。

7,103.2 非 金属承压外壳的压力试验

瓷承压外壳的压力试验按JB/r78“ -19%的 4.8.1的规定进行。对于其他承压壳体按产品技术条件

的规定进行c

8 断 路器运行的选用导则

GB19“

一

⒛ O3的 第 8章 适 用 。

9 与 询问单、标书和订单一起提供的资料

GB19“

一

⒛ 03的 第 9章 适 用 。

1O 包 装、运输、贮存、安装、运行和维护规则

GB/T1l022— 1999的 第 10章 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101 包 装、运输和贮存

10.1.1 六 氟化硫断路器在包装前,各 密封气室应充以低压力的干燥气体 (六氟化硫或氮气)。按产品

包装规范进行包装。推荐采用的充气压力为 (0.m~o.Os)R/IPa(相 对压力)。

10.1,2 六 氟化硫断路器的包装应牢固,使 断路器各零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变形及受潮。

10.1,3 户 内六氟化硫断路器应保存在通风、干燥的室内。保存期间的环境温度应在产品的使用温度范

围之内,各 密封气室的压力不低于0.01MPa。

10,1.4 包 装箱上应有运输贮存过程中必须注意事项的明显标志和符号 (如上部位置、防潮、防雨、防

振、起吊位置、质量等)。

10,1,5 出 厂的每台断路器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包括出厂试验报告)。装箱单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10.2 安 装

GB19泓
一

⒛ 03的 10.2适 用 ,并 作 如 下 补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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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收试验项目外,还 应进行:

人外壳因而妨碍六氟化硫断路器正确动作的风险,六

定期检查或压力试验。无论如何,应参考制造厂的说

议。

验 。

定性的密封试验。可以使用泄漏探测器。

应在最终充入气体至少γh后进行检查。六氟化硫气

在用于确定气体湿度的检查装置输出阀的收集器〉期间应使

的下列资料:

路器能完成的操作次数。
—

⒛ O3的 10.2.102。 1.3中 对 六 氟 化 硫 气 体 的 检 查 适

补 充 :

册或使用说明书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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