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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TR62271-307:2015《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07部

分:额定电压1kV以上52kV及以下的交流金属封闭和固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型式试验

有效性延伸导则》。
本标准与IEC/TR62271-307:2015相比存在结构的调整。将IEC/TR62271-307:2015的1.1改

为“1范围”,1.2改为“2规范性引用文件”,致使其后条款号顺延。
本标准与IEC/TR62271-307:2015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900.20—2016代替了IEC60050-441:1984及IEC60050-
441:1984/AMD1:2000;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906—2020代替了IEC62271—200:201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1022—2011代替了IEC62271-1:2007及IEC62271-1:

2007/AMD1:2011;
● 删除了IEC62271—201:2014。

———删除了IEC/TR62271-307:2015第5章中我国不存在的固体绝缘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的相关延伸内容。
———删除了IEC/TR62271-307:2015表7第5条关于导体的横截面积的延伸判据。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我国技术标准体系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导则》;
———对参考文献进行调整。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平高天

灵开关有限公司、ABB(中国)有限公司、库柏(宁波)电气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电试验中心有限公

司、施耐德电气(厦门)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川开电气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辽宁高压电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江苏华冠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检修试验中心、广东正超电气有限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杭州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临安恒信成套电气制

造分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日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泰开成套电器有

限公司、山东泰开真空开关有限公司、伊顿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伊顿电气有限公司、河南省高压电器研究

所有限公司、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北京北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天仑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安奕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开关有限

公司、陕西正泰智能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光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博联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四
川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有限公司、厦门市恒源新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西电电气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压开关技术(无锡)有限公司、河
南华盛隆源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开关厂有限公司、浙江省开化七一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金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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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晋波、田恩文、元复兴、冯英、张子骁、冯武俊、孙梅、张艳、贾一凡、胡晶、谭燕、

范广伟、陈国春、刘浩军、沈忠威、谢瑞涛、刘成学、王培人、李玲、杨涛、冯秀鸽、宋葆春、胡晓斌、雷小强、
姬广辉、陈义龙、王增彬、赵靖波、张献高、张长虹、陈炎亮、杨为、杨鼎革、牛博、王万亭、王向克、骆祥华、
曹为正、邓爱月、刘慧科、郑维霞、秦成伟、王腊洪、陈洪飞、邢文奇、侯银顺、王成全、乔众、孔国威、
欧建军、吴春晖、朱壬辰、王俊庄、汪令生、赵富国、王建文、池海燕、刘伟、吴崇文、刘志远、付鲁军、
寇政理、薛忠、张伟强、周庆清、薛娜娜、陈弼栋、彭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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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的应用和

判据,以及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的一般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GB/T3906—2020规定的额定电压3.6kV~40.5kV的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以及其他处于同一外壳中有可能互相影响的设备。
本标准适用于将在具有一组确定额定值中的一个样品上进行的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至同族中

具有不同额定值或不同元件布置的其他成套开关设备。
注:为了进行一致的符合性评估,实现型式试验的最优化,本标准支持对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功能单元组成

的典型试品的选择。本标准将成熟的技术性和物理原理、制造商和用户经验与计算相结合,建立了型式试验有

效性的延伸导则,以涵盖多种设计和额定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00.20—2016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0050-441:1984,MOD)

GB/T3906—2020 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2271—200:2011,

MOD)

GB/T11022—2011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IEC62271-1:2007,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20—2016、GB/T3906—2020和GB/T11022—2011界定的以及下述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2900.20—2016和GB/T3906—2020的某些术语和

定义。

3.101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开关装置及与其相关的控制、测量、保护和调节设备的组合,以及这些装置和设备同相关的电气连

接、辅件、外壳和支撑件的总装的总称。
[GB/T2900.20—2016,定义3.1]

3.102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总装 assembly(of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开关设备和/或控制设备及其所有内部的电气和机械连接的组合。
注1:总装由一个或多个功能单元组成。

注2:改写GB/T2900.20—2016,定义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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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总装的)功能单元 functionalunit(ofanassembly)
总装的一个部分,由满足单一功能的主回路和辅助回路的所有元件组成。
注:可能根据预定的功能来区分功能单元,例如进线单元,出线单元。

[GB/T2900.20—2016,定义5.5]

3.104 
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familyofswitchgearandcontrolgear
物理组合在总装内的功能单元,并能提供一系列额定值及特性。
注:例如电流、电压、防护等级。

3.105 
同类组 homogeneousgroup
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的一组具有设计参数的功能单元,允许根据具体特性,将施加在组内一

个功能单元上的某个特性的型式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延伸至组内其他功能单元。

3.106 
(有效性的)延伸判据 extension(ofvalidity)criterion
基于设计参数的判据,对于具体特性,可根据在另一总装上施加的试验的实际结果验证未试总装的

性能。

3.107 
试品 testobject
需要在特定型式试验中代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设备及其所有附件(除非另有规定)。

3.108 
元件 component
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高压回路或者接地回路中,具有特定功能的基本部件。
注1:元件包含但不限于:断路器、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熔断器、互感器、套管、母线等。
注2:改写GB/T3906—2020,定义3.113。

3.109 
主回路 maincircuit
包括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所有高压导电部件,用于承载额定电流的回路。
注:改写GB/T3906—2020,定义3.115。

3.110 
电气间隙 clearance
具有电位差的两个导电部件之间的最短距离。
[GB/T2900.20—2016,定义9.28]

3.111 
极间电气间隙 clearancebetweenpoles
相邻两极的导电部件间的电气间隙。
[GB/T2900.20—2016,定义9.29]

3.112 
对地电气间隙 clearancetoearth
任何导电部件和任意接地部件或用作接地部件之间的电气间隙。
[GB/T2900.20—2016,定义9.30]

3.113 
相间中心距离 centredistancebetweenphases
相邻相导体中心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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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延伸判据的说明

4.1 概述

由于功能单元类型、额定值以及元件组合的多样性,对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所有可能的总

装进行型式试验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可能需要参考同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其他总装的

型式试验报告,来评估特定总装的性能。对于每种型式(或性能)试验,5.1~5.6提供了设计参数的非穷

举清单,以便于有效性延伸的分析。
该分析应基于成熟的技术性和物理原理,适用时,可由计算支撑。

5.1~5.6的表格相关栏中列出了总装需要评估的每个设计参数,应将其与已经过型式试验的总装

的设计参数按照同一表格中的验收准则进行比较。每个延伸判据确认后,可以允许将在具有特定性能

的总装上进行的试验,应用于同族的具有不同特性的其他总装(例如某些额定值或尺寸)。例如表2中

项(1):被评估总装的极间电气间隙大于或等于试验过的总装的极间电气间隙。
如果任一延伸判据无法确定,则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例如通过技术论证、计算/仿真或特殊试验。计

算的结果仅能用于4.3所示的比较情况中。
附录A中给出了延伸判据的基本原理。附录B中给出了型式试验延伸有效性的示例。

4.2 延伸判据的参数

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判据取决于一定数量的设计参数,如表1所示。
每个总装具有的特性由其设计参数决定。

元件参数是指设计和运行参数,会影响与其自身额定值相关的元件性能。这些参数由元件制造商

控制和规定。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元件的所有应用应满足制造商对于元件参数公差的规定。与

元件标准相符的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不在本标准范围内。
某些开关装置,例如接地开关,根据相关元件标准,可能需要在总装内进行试验而对独立元件不

适用。

表1 设计参数示例

设计参数 关联性

开关装置中的触头原材料 元件

开关装置中触头的几何形状 元件

开关装置的分、合闸速度 元件

开关装置的允许弹跳时间 元件

极间电气间隙 元件/总装

对地电气间隙 元件/总装

隔室中绝缘气体压力 元件/总装

所有与导体相连的绝缘部件的绝缘等级 元件/总装

无支撑母线段的长度 总装

元件的布置 总装

  注:本表仅包含示例,并不意求完整。

  总装参数受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总装设计的直接影响,然而,也可能取决于元件参数。总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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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在本标准考虑范围之内。

4.3 计算的运用

4.3.1 概述

在本标准中,计算和仿真仅用于经过型式试验的总装获得的有效计算结果,与研究其他总装所得的

结果之间的比较。比较结果通常取决于表2~表7中的设计参数和有效性判据。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设计的复杂性,不能用单一的设计参数值来评估与某一特殊型式试验相关的总

装的性能。例如电流路径上的导体极间电气间隙可能发生显著变化。计算可采用多维度的方案比较各

个设计参数,为比对技术论证和专家意见提供支撑。
根据型式试验和特定的设计参数,有时用一个解析公式或经验公式就可以表示一个与开关设备相

关的简单模型,而有时需要用一个可重复仿真结果的数值工具来建立一个完整的三维仿真模型。
软件工具和计算方法自身的有效性不在本标准的范围内。下面简要论述了与特性相关的一些计算

方法。

4.3.2 温升计算

GB/T24276提供了低压总装的温升计算流程,在考虑了这些计算方法的特殊限制后,也可以将其

用于高压开关设备总装温升计算中。计算是依据内部产生的总功率、外壳面积以及装配情况、水平隔板

的数量和通风口的面积完成的。受试隔室内部的气体温度也是用作比较的参数。
对于复杂的几何形状,可以用热能网络进行比较,即按照发热电阻、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元件将

包括所有元件的整个开关设备分成独立单元。另外,需要开关设备完整的三维模型时,可使用更加复杂

的CFD(计算流体力学)工具。

4.3.3 电场计算

对两个总装的绝缘耐受性能,可通过电场仿真比较两种设计产生的电场强度来进行评估。有限元

(FE)或有限体(FV)仿真工具,能模拟复杂的三维几何模型。
注:CIGRE出版物给出了有关电场计算的结论:“仿真是一个卓越和有指导性的工具……来预期性能,该性能通过

在相似设计上的试验来证明(插入法)”。

应注意本标准没有提供外推法信息,仅提供了特性的内插法信息,例如无法覆盖更高电场强度的延

伸有效性。

4.3.4 机械应力计算

操动机构仿真软件可给出操动机构各部件的机械应力信息。但是用这些程序评估机械寿命是不可

行的。因此,按照目前可用的仿真软件的情况,不应使用仿真进行机械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然而,
可以用这种计算方法评估单一部件或机械支撑件的强度。

4.3.5 短时耐受电流计算

关于短时电流耐受性能,母线设计的导则和计算公式可参考低压总装的短路耐受导则[5、6、7]。其中

包括确定各极导体间的相互电磁力,以及导致母线导体弯曲并且破坏绝缘子的机械应力。当使用计算

出的电磁力时,母线上的机械应力以及支撑件上的力可通过应力分析程序进行评估。此外,当评估比已

通过试验的产品具有更低的Ik(额定短时耐受电流)和更高的tk(额定短路持续时间)时,可以使用I2ktk
计算热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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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内部故障压力上升计算

通过研究计算隔室的压力上升,来获得比较两个总装设备压力耐受性能的依据[8]。该计算能在考

虑压力释放装置打开的情况下提供隔室中的压力升高情况。对于简单的几何体可用计算公式对外壳壁

在压力下的强度进行评估,否则,采用有限元进行机械应力分析。
隔室排出的热气流可通过CFD程序仿真,指示器是否被点燃是型式试验的重要判据,但是到目前

为止,还是无法对此进行仿真。因此,该程序在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方面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

4.4 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所需信息

应按照GB/T11022—2011中6.1.3对型式试验试品的要求,收集所要评估的总装的信息,以进行

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此外,应采用第5章的表格提供经过试验的产品和被评估功能单元的、与型式

试验相关的设计参数信息。仅需使用那些与所要评估特性有关的表格。
应用试验过的总装的型式试验报告进行两个总装的比较。
制造商宜提供第4章列表中被试产品设计参数的相关信息,除了产品标准要求的信息之外,这些信

息也应包括在所有型式试验报告中。
通常用单一的设计参数值进行评估是不充分的。这种情况下,需要两者的相关图纸。
如果通过计算、数据资料或公式进行比较,那么应给出所用软件的类型,计算报告的参考数值以及

结果的概要。
应建立能够提供可溯源的分析文件。此文件应是将已进行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到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整个族或部分族的有效性延伸报告的一部分。

5 延伸判据的应用

5.1 绝缘试验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装的所有部分应考虑表2中列出的判据。评估适用于绝缘试验的有效

性从一个功能单元或总装,向属于同族的具有相同或较低的额定绝缘水平的其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延伸。
如果必要,依据GB/T3906—2020中7.2.4,已通过绝缘型式试验的试品中可能包括绝缘挡板和辅

助绝缘,因此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仅可以用在具有相同布置和设计的功能单元或总装上。试品应包

含适当的元件或模拟品,用来在最不利的试验情况下,再现如互感器或熔断器的高压连接的电场结构

(见GB/T3906—2020中7.2.7.2和7.2.7.3)。这允许将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至使用不同技术规格、
但具有相同外部电场结构的元件。对于其他的高压和低压附件(像避雷器和加热器)要进行同样的

考虑。

表2 绝缘性能的延伸判据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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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电气间隙 ≥

2 对地电气间隙 ≥

3 爬电距离 ≥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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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4 绝缘材料的电气性能 ≥
可能要求两种材料之间的比较结果(例如根据GB/

T4207,比较漏电起痕指数)

5 带电部件的表面粗糙度 ≤

6 导电部件的半径 ≥

不仅是带电部件的半径,也要考虑面对带电部件的

所有导电部件(接地装置、外壳、低压线、支持部件)

的半径

注2

7 触头开距 ≥ 如果受开关设备总装的影响

8 隔离距离 ≥ 如果受开关设备总装的影响

9 绝缘用最低功能压力 ≥ 相同的流体,对于流体绝缘开关设备

  注1:沿着绝缘表面的电场分布也有很大影响。

注2:绝缘材料的几何形状同样可改变电场。

5.2 温升试验

额定电流等于或小于经过型式试验的功能单元时,其温升性能延伸判据在表3中进行了概述。该

表中未考虑强制通风。
功能单元的载流能力取决于母线连接的设计以及相邻功能单元的电流分布。由于标准(例如

GB/T11022—2011中6.5)要求温升试验应在最严酷的条件下进行,所以应假设周围功能单元对温升

性能的影响等于或小于型式试验中的影响。
如果功能单元包括一族元件的不同成员,例如互感器或熔断器,为了将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至整

族元件,这些元件应逐一比较功耗。
额定频率由50Hz延伸至60Hz时,见GB/T11022—2011中6.5.2。
应根据其自身的元件标准对电流互感器进行试验及验证。如果安装在一个功能单元上的电流互感

器的一次和二次绕组在额定电流下的功耗等于或小于安装在经过型式试验的功能单元上的功耗,则认

为是可接受的。具有较低额定电流、较高一次电阻的电流互感器仅可用于具有相同或较低的一次和二

次功耗条件下的、低额定电流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对于其他元件,如为辅助控制回路供电的变压

器,应考虑相同的情况。

表3 温升性能的延伸判据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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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间中心距离 ≥

2 相对地距离 ≥

仅当周围元件由于电流产生的影响(如涡流和励磁

电流)不能排除时需要确认

注1

3
外 壳/隔 室 尺 寸 (L、H、W)和
体积

≥
外壳和隔室具有相同的结构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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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续)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4 绝缘气体的最低功能压力 ≥ 相同的气体,对于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5 导体的电流密度 ≤ 导体具有相同的物理布置

6 导体单位长度的电阻 ≤
比较导体材料和截面积

注2

7 连接/接头处的接触面积 ≥ 相同或更好的接触材料

8 连接/接头处的接触压力 ≥ 相同或更好的接触材料

9
连接/接 头 处 接 触 材 料 的 许 可

温度
≥ 包括具有相同或较低电阻率的金属涂层

10 隔板和外壳的有效通风面积 ≥ 注3

11 元件的功耗 ≤
考虑到主开关设备、熔断器和电流互感器

注4

12 绝缘挡板的面积 ≤ 隔板具有相同的物理布置

13 导体绝缘涂层的厚度 ≤
涂层的热导率和发散系数应相同

注5

14 外壳材质的涡流发热效应 ≤ 注6

15
外壳 上 用 于 热 传 递 的 涂 层 表

面积
≥ 涂层的发散系数应相同

16
与导体接触的绝缘材料的温度

等级
≥

  注1:当导体穿过时,相比于低碳钢等材料,外壳和隔板使用非铁磁性材料会降低由交变磁场产生的热量。

注2:假设电导率和热导率是成比例的。

注3:考虑防护等级(IP代码)。

注4:需考虑电流互感器一次和二次绕组的功耗。

注5:母线涂层(如油漆)可以改善与周围介质的热交换。油漆的颜色对于热辐射没有重要影响。

注6:外壳材质主要考虑材质本身的涡流发热效应对于产品温升造成的影响。

注7:有必要考虑散热器的散热效果。

5.3 机械试验

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使用的开关装置应根据其相关的元件标准进行有关功能和机械寿命的

型式试验。元件标准适用于开关装置的操动机构,以及人力或动力操作的轴或接口,也适用于开关装置

的机械位置指示器。
开关设备总装中接受评估的机械部件,未包含在专用元件标准中的有:
———活门系统;
———可移开部分的触头;
———联锁和操作连杆的传动链。
功能单元设计的任何改变都影响开关设备的安装/固定,应仔细检查上述部分对机械特性的影响。

当元件布置在同样或者更苛刻的情况下经过型式试验时,才能进行有效性延伸。表4提供了不包括在

元件标准中的部分的延伸判据,认为相关部件规定的操作次数等于或小于型式试验过的总装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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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机械性能的延伸判据

项目 部件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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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门系统

1)联锁的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

包括活门

2)活门的重量

≥

≤

活门系统的设计原理相同,但尺寸可能

不同

见注

2 可移开部件的触头

1)触点数量

2)各触头的接触力

3)接触面的粗糙度

≤

≤

≤

接触件的设计,包括底座和涂层材料,以
及动触头和静触头的支撑件是相同的

3
在机 械 链 上 直 接 操

作的联锁系统

1)联锁的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

2)试操作中施加的扭矩

≥

≤

联锁系统的设计原理相同,但尺寸可能不同

见注

4
防止 触 及 操 作 装 置

的联锁系统

1)联锁的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

2)正常操作力

≥

≤

联锁系统的设计原理相同,但尺寸可能不同

见注

  注:如果涉及联锁和操作轴的固定和安装,有必要对隔室/外壳的强度进行评估。

5.4 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根据GB/T3906—2020在功能单元的总装上进行主回路和接地回路的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的型

式试验,当将其试验的有效性延伸到同族内其他具有相同或较小短路电流额定值(Ik 和Ip)的总装时,
可用表5给出的判据,而不用考虑频率值(50Hz/60Hz)。短路持续时间tk 可能会增加直到满足

GB/T11022—2011中6.6.3中I2ktk 的条件。表5考虑了经过型式试验的开关装置的交换。本标准涉

及范围不包括这些开关装置的内部调整。
为了将在母线室进行的型式试验进行有效性延伸,假设型式试验在至少有两段截面相同的母线串

联的情况下进行。允许按照表5中的项目对不同的母线连接进行评估。

表5 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性能的延伸判据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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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间中心距离 ≥

2 电流路径引起的电动力 ≤
导体具有相同的物理布置

注1

3 导体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度 ≥ 注2和注3

4 无支撑导体的长度 ≤

5 导体的横截面 ≥
导体的连接,具有相同或更大的夹紧力和接触面积

注4和注5

6 导体的原材料 相同 注4和注5

7
与导体接触的绝缘材料的温度

等级
≥

8 外壳/隔板/套管的机械强度 ≥ 注2和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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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9 可移开部件的触头 相同
考虑触头配件的完整设计以及可移开部件的固定/

安装

  注1:不同路径的影响可通过电动力计算进行评估。

注2:强度包括机械抗压力、牵引力和弯曲负荷。

注3:外壳可作为机械支撑的基础。

注4:接地回路:在某些设计中,导体可能包含部分金属外壳作为接地回路。

注5:导体包括主回路的连接以及接地回路直到接地端子的连接。

5.5 关合和开断试验

根据GB/T3906—2020在功能单元的总装上进行关合和开断试验,当将其试验的有效性延伸到同

族内其他具有相同或较小额定参数(如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的总装时,可用表6给出的判据。
组成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主回路和接地回路一部分的开关装置,应根据相关元件标准

验证其具有的额定的关合和开断能力。GB/T3906—2020中7.101中对开断和关合试验的有效性延伸

规则进行了描述,并在7.101.1中提出“如果开关装置安装在条件相同或更加严酷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中进行了关合和开断试验,则不需要进行这些试验”,并给出了可能影响开关装置性能的因素

的注解,例如短路引起的电动力、燃弧产物的排放、可能的破坏性放电等,同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影

响可以忽略。
表6列出了相关设计参数并以此明确相同或欠严酷条件。表6中的所有参数为总装的参数。

表6 关合和开断性能的延伸判据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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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电气间隙 ≥ 见注1

2 对地电气间隙 ≥

3 外壳/隔室容积 ≥
仅当容积中的流体(气体或液体)涉及开断和关合

过程时有效

4 绝缘气体最低功能压力 ≥ 机械特性曲线在允许公差内

5 导体的横截面积 ≥ 见注2

6
开关装置中连接路径的电流引

起的电动力
≤ 仅当电流路径对关合、开断性能有影响时有效

7 导体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度 ≥
这里应考虑相导体的支撑件

见注3

8 外壳/隔板/套管的机械强度 ≥ 见注3

9 无支撑导体的长度 ≤ 见注3

  注1:至于开关装置内部的相间中心距离,型式试验有效性的延伸可能按照相关元件标准进行处理。

注2:可移开部件的触头不影响相关开关装置的关合和开断能力,因此不必考虑。

注3:假设机械强度已经通过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得到了验证。对于容性或其他任何负荷电流开合不

适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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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内部故障试验

5.6.1 概述

规定内部电弧等级(IAC)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依据GB/T3906—2020验证内部故障试验。
试验可延伸的判据应考虑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设计参数或额定值和安装条件,或两者兼有。

5.6.2 有关设计的延伸判据

由于内部故障试验是在独立的隔室上进行的,因此表7提供的延伸判据应用于每个高压隔室。一

个功能单元或总装的完整评估可在所有相关的高压隔室评估后得到。经过调查研究,可以合并不同功

能单元中隔室的不同内部故障试验,将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到总装。表7给出了对于内部故障电流和

持续时间等于或小于型式试验过的隔室的设计参数和有效性判据的细节。

表7 关于设计的内部故障等级的延伸判据

项目 设计参数 接受准则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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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电气间隙 ≤

2 对地电气间隙 相同 这里关注的是起弧的部位

3 隔室净容积 ≥

4
绝缘 气 体 的 额 定 压 力,如 果 适

用,见注1
≤

5
导体的原材料(Al或Cu或其合

金)
相同 这里关注的是起弧的部位

6 起弧点的位置 相同 GB/T3906—2020适用

7 暴露于电弧中的绝缘材料 相同 见注2

8 泄压口面积 ≥
隔室中泄压口的位置和气体流过的路径相同

如果使用泄压通道,仅接受更大的横截面积

9 泄压口打开压力 ≤ 适用于流体密封隔室

10
打开释放装置(闸门)的元件的

机械强度
≤

适用于未密封的隔室

释放装置和保持元件具有相同的设计

11 外壳和隔室的机械强度 ≥
也包括隔板、套管和观察窗的强度

见注2和注3

12 外壳的壁厚 ≥
相同的材料

见注3

13 门和盖板的机械强度 ≥ 见注3

14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 与指示器点燃判据有关

  注1:对于 SF6 绝 缘 的 开 关 设 备,充 入 与 SF6 额 定 充 入 压 力 相 同 的 空 气 进 行 试 验(见 GB/T3906—2020
的7.106.3)。

注2:细节参考GB/T3906—2020的7.106.2的第一段。

注3:强度的评估可能要求计算或有限元应力分析。评估要考虑到位置、强度和所有固定点(螺栓、铰链和插销)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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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有关额定值和安装条件的延伸判据

如GB/T3906—2020附录B中定义的,制造商给出的安装说明书是实验室试验条件的选择基础。
这些试验条件包含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模拟空间中的布置,天花板高度的确定以及可触及侧或不可

触及侧的位置。可以对一个此前经过型式试验的安装情况的近似评估,来考虑是否接受安装说明中的

变化。为此,可能考虑附加规定,以便于将规定安装条件下的开关设备总装进行的内部故障试验的有效

性延伸到相同总装在相同或欠严酷条件等不同安装条件下的性能。表8给出了试验额定值、安装条件

和延伸判据的细节。表8中给出的大部分信息包含在GB/T3906—2020中。为方便使用,该表罗列了

所有相关信息。

表8 关于额定值和安装条件的内部故障等级的延伸判据

项目 IAC试验的额定值及安装条件 接受准则 条件(见GB/T390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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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额定电弧故障电流 ≤ B.4.1

2 额定电弧故障持续时间 ≤ B.4.1

3 额定电压 ≤
B.4.2
见注1

4 频率

在50Hz或60Hz下

进行的型式试验

可以检验两个频率

B.4.4和B.4.3.2考虑到电流峰值

5 总装到天花板的距离 ≥
B.1,如果试验在至少200mm的间距下

进行

见注2

6 总装到侧壁的距离 ≥ B.1,如果热气体不指向墙

7 总装到后壁的距离 根据可触及性 B.1中规定的有效性判据

8 户内/户外条件

具有相同可触

及性的户内的型式

试验涵盖了户外应用

B.1.2

9 可触及的类型(A、B或C)
可触及类型B的型式

试验涵盖了可触及类型A

10 可触及的侧面(F、L、R)
FLR类涵盖了F、FR、FL
(和理论上的LR、L、R)

适用于可触及的类型 A和B,如果到所

有墙 壁 的 距 离 分 别 大 于 300 mm 和

100mm

  注1:根据GB/T3906—2020中B.4.2,试验电压可以是等于或低于额定电压的任意电压。为了接受在低于额定

电压时进行的试验,B.4.3规定了实际试验电流需要满足的条件。

注2:在排气管道将热气体排出房间的情况下判据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试品和天花板之间的距离无关,仅与

排气管道和天花板之间的距离有关。

6 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

6.1 概述

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的导则可以应用于但不限于下述情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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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个试品针对功能单元(FU)的一项特性进行的有效型式试验,延伸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一

族内的其他功能单元时(图1);

b) 为每一个特性选择试品,用最少的试品和型式试验使其试验结果对整个该族的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有效时(图2);

c) 对同一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进行分析,确定试验结果对于未进行试验

的总装具体特性是否有效时(图3);

d) 通过型式试验的总装,其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至设计变更时。

6.2 试验报告有效性延伸到其他功能单元(情况a)

图1给出了如何按照下述步骤对给定的型式试验报告进行有效性延伸:
———第1步:检查报告中关于试品的描述(功能单元或几个功能单元的组合),并收集附加信息(例

如参考图纸);
———第2步:通过技术论证、计算或模拟,将试品的相关设计参数与第4章中提及的适用于所考虑

的型式试验的延伸判据进行比较(例如工频电压耐受试验的极间电气间隙);
———第3步:检查一族开关设备的各种功能单元或多个功能单元的组合,确定它们共享相同的设计

参数,或认为具有试验过的试品能够覆盖的设计参数(例如极间电气间隙等于或大于试验过的

试品)。应检查相矛盾的设计参数,考虑到其他特性时可能会限制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延伸。

图1 一份试验报告的有效性延伸(情况a)

  如果可以明确地检查族中一个功能单元或者多个功能单元组合的相关判据,那么不要求进一步的

试验,且对此功能单元获得的试验报告是可以接受的。

6.3 通过选择试品确认一族(情况b)

6.3.1 概述

图2给出了如何选择一个试品使验证整族的试验数量减到最少。对于一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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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特性都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1步:对给定的特性(例如绝缘耐受),按照表2~表7分析关联的设计参数(例如极间电气

间隙)并且通过技术论证、计算或模拟确定族中哪些成员组成同类组;
———第2步:在每个同类组中,选择具有关联特性可以覆盖整组的试品(即从该试品得到的试验结

果允许将有效性延伸到整组);
———第3步:进行型式试验。

图2 通过选择适当的试品确认一族(情况b)

6.3.2 族的映射

考虑到要进行的型式试验和有关条款提及的相关设计参数的有效性判据,应通过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的族的映射来准备情况b中第1步。这个分析包括:
———对于各个特征,在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确定设计参数的变化;
———对于一种或多种型式试验,确定满足设计参数有效性判据的同类组。
这种映射不同于所考虑的型式试验,因为试验结果可能的有效性延伸判据和参数的相关设置是不

同的,因此需要对每种试验都进行分析。
由于一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有很多尺寸与所考虑的型式试验对应的设计参数相关,因此,分析结

果的表述将很复杂。本标准给出了一些表格,或着罗列了对于不同型式试验项目的数据表。宜包含对

可追溯性原因和未来适用的说明。

6.3.3 试品的规格

在映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将型式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延伸到族内其他功能单元的方法选择试品。
大多数情况下,仅确定一个综合所有严酷条件使整族有效的试品(族内的一个功能单元)是不可能的。
通常可能需要一个以上的试品。

可提供一些提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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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技术特性的同类组通常被设计参数的最低或最高值,或额定参数的最高值所覆盖;
———当考虑数值数据,如设计参数(额定值、截面积、电气间隙……),更易于建立有效性延伸;
———同类组的识别可能需要熟练的工程师进行分析;
———应对所有在型式试验表格中列出的延伸判据进行评估。

6.4 通过现有试验报告确认总装(情况c)

图3给出了基于一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如何检查所给总装型式试验报告的有效性。
———第1步:确定总装中使用的不同功能单元(FU);
———第2步:对于各功能单元和各个特性,通过表2~表7给出的设计参数以及技术论证、计算或

模拟来确定其隶属的同类组(同族中的这些功能单元的试验结果的有效性可以延伸);
———第3步:检查获得的试验报告,如果适当,在评估的支撑文件中合并试验报告。
如果适当的试验报告无法获得,那么不能进行有效性延伸。

图3 用现有试验报告确认实际总装(情况c)

6.5 设计修改的确认(情况d)

情况d可用情况c描述的相同方法进行评估,从修改的功能单元开始,例如图3第2步中的F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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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延伸判据的基本原理

A.1 概述

表2~表7列出的各设计参数有效性判据的定义,是基于成熟的技术和物理原理以及制造商和用

户的经验给出的。普遍意见是根据判据进行评价时,宜假设制造商根据作为判据基础的相同技术和物

理原理来设计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如果对有效性判据有怀疑,则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支撑有效性的延

伸,如计算。下面将根据这些技术和物理原理,并依此选择延伸判据,如表2~表7中的设计参数和相

应有效性判据。

A.2 绝缘试验

A.2.1 概述

在评估绝缘耐受试验的有效性延伸时,设计参数如相间电气间隙、对地电气间隙和相关有效性判据

等宜予以考虑。下面给出了表2所示的各延伸判据(项目)的原理。

A.2.2 电气间隙(项目1和项目2)

极间和对地的电气间隙与绝缘耐受直接相关。如果表2中列出的所有其他设计参数没有改变或在

绝缘性能方面有所增强,那么与经过型式试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比,较大的电气间隙增加了绝缘

耐受能力。
对于每相具有更多并联导体来满足较大额定电流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极间和对地的电气间隙

会变小,即使导体以相同方式布置(例如垂直、水平或三角形对齐),相比经过型式试验的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其绝缘耐受能力将会降低。对于有更少的并联导体,则情况正好相反,可以进行绝缘型式试验

的有效性延伸。如果导体的布置明显不同,即使有相同或更大的电气间隙,相较于经过型式试验的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绝缘耐受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技术分析来证明。
安装附加的接地装置或试验点可能减小相对地的电气间隙,因此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相比绝缘耐受能力有所降低。

A.2.3 绝缘支撑件和材料(项目3和项目4)

对于使用相同介电性能材料的绝缘支撑件,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比,爬电距离的

增加提高了绝缘耐受能力。然而,绝缘耐受能力可能受到沿绝缘表面的电场分布的影响。因此分布不

宜明显改变,例如处于悬浮电位的部件或引入的附加元件(如分压器)。
绝缘材料宜具有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同或改进的电气性能。如果从可获得的规

范中不能确定这些性能,那么项目4条件下的性能试验可能是必要的。
绝缘挡板以及附加绝缘对电压耐受的影响难以评估,这种绝缘部分的设计变更通常将使绝缘型式

试验无效,除非能说明此设计变更不重要。

A.2.4 带电部件(项目5和项目6)

具有较低表面粗糙度的带电部件具有较均匀的电场分布,避免了较高的局部电场强度,因此绝缘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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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能力有所增加。
具有较大半径的导体,包括路径的弯曲和拐角,具有较低的局部电场强度,因此也增加了绝缘耐受

能力。该延伸判据也适用于其他处于高电势的导体部件甚至接地部件。当其与带电部件位置相对时,
有必要评估接地部件的影响,它可能影响绝缘耐受能力。

A.2.5 触头开距和隔离距离(项目7和项目8)

如果开关装置的触头开距或隔离距离由总装设计决定,那么与通过型式试验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相比,较大的间距将增加绝缘耐受能力。例如具有动、静触头独立支撑的接地开关或隔离负荷开关。
如果触头间隙包含在开关装置中,虽然来自总装的绝缘耐受影响较小,然而也宜予以考虑。例如影

响可能来自邻近的接地外壳或隔板。

A.2.6 绝缘用最低功能压力(项目9)

绝缘用的气体压力或相应的密度对绝缘耐受具有直接的影响,在制造商规定的绝缘用最低功能压

力下已经进行了试验。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比,更高的压力或密度增加了绝缘耐受

性能。由于不同气体具有不同的绝缘性能,该延伸判据仅适用于相同气体。

A.3 温升试验

A.3.1 概述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流值取决于那些当电流流经主回路时具有最大温升的部件。这些部

件可能包含开关装置的触头、导体的螺栓连接(或等效的连接)、端子以及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可触及

部件,例如外壳。
这些部件的温升可能受到很多设计参数的影响,例如导体间的中心距、导体的材料类型、触头压力、

外壳尺寸和体积、通风口面积以及元件和/或装置的功耗。
下面详细列出了表3所列的影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温升的延伸判据(项目)以及相应有效性判据

的基本原理。

A.3.2 各相导体的中心距(项目1)

在三相回路中,导体中电流产生的交变磁场将会在相同和相邻导体中感应涡流,这将改变所有导体

中的总体电流分布,例如当电流为同方向时,导体中的电流密度在远离相邻导体的地方较高。这就是已

知的邻近效应,它会增加功耗,并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部产生更高的温度,因此当确认温升判据时,
从导体几何中心测量的导体间的中心距很重要。这些距离可能受到隔室内导体布置的影响。

以相同的方式布置导体(例如横向、纵向或三角形对齐),每相导体的数量相同且有较大相间中心距

离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认为功耗较低,且有助于降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温升。如果导体的布置

与已经试验过的总装相比有明显的不同时,较大的中心距不能保证较低的功耗和温升。在这种情况下

就要求进一步的技术分析。

A.3.3 相对地距离(项目2)

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非载流金属部件也可感应涡流。由于钢的导电率较低且外壳厚度小,通常

忽略外壳的这种效应。然而,由于材料中磁域的反转,交变磁场在垂直于电流通路的铁磁钢外壳中产生

了热损耗。这可能引起附加的热功率损耗从而导致较高温升。与此有关的相对地距离不是电气间隙或

中心距离,它是由上述作用决定的距离。
如果不能排除这些电流热效应,宜评估相对地距离。认为具有较大或相同相对地距离的开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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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设备产生较低或相同的热损耗。如果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接地部件附近的导体布置显著不同,
那么不能保证较低的温升。

A.3.4 外壳和隔室的体积(项目3)

开关设备隔室中的温升直接受外壳通过传导和/或对流和热辐射散热到周围环境中的能力的影响。
该效应取决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壳的表面积(体积)以及使用材料的类型。对于相同功耗,外壳的

表面积较大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将扩散较多的热量并且因此使得内部部件的温升较低。相似的,具
有较低热阻的材料将扩散较多的热。使用非铁磁性材料的外壳可通过消除磁化电流效应避免热量的

产生。
开关设备隔室中气体的对流特性原则上受到隔室体积和表面积的影响。该效应难以评估且在有些

情况下可能影响散热。GB/T24276给出了进一步的参考以得到外壳/隔室尺寸对温升影响的理解。

A.3.5 绝缘气体(项目4)

高压隔室内绝缘用的气体压力或相应的密度对载流导体到外壳再到周围环境的散热能力有直接的

影响。最低功能压力或密度的增加加强了气体的热传导能力,导致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部部件温升

的降低。由于不同气体具有不同的热性能,该延伸判据仅适用于相同气体。

A.3.6 导体(项目5和项目6)

流经主回路导体的电流产生的功率损耗I2R 取决于电流强度I和导体电阻R。主回路的功率损耗

I2R 占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总功率损耗的绝大部分。假设导体具有相同类型的材料,增加导体横

截面积,同时保持恒定的电流强度,将会降低电流密度且因此降低导体的功率损耗。该效应降低了内部

部件的温升。
对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给定的导体布置,单位长度具有较低电阻率和热阻系数的导体系统,会

改善热点的散热且降低这些热点的温度。

A.3.7 导体接头和连接(项目7、项目8和项目9)

接头和连接提高了功率损耗,因为电流流过接头或连接电阻造成损耗,而温升取决于I2R。接头和

连接处的电阻,也叫作接触电阻,取决于原材料和金属涂层类型,接触压力(或力)和接触表面积。假设

接触材料类型相同(无涂层表面的导体材料或涂层表面的涂层材料),接触压力(或力)和/或接触表面积

的增加会降低通过接头或连接的电阻,这导致较低的功率损耗并且降低了此处的温升。
由于厚度小,涂层材料的电阻率对整个电阻的影响有限,但是对GB/T11022—2011中定义的涂层

的最大允许温度有影响。延伸只能从较低的最大允许温度材料到具有较高最大允许温度规定值的

材料。

GB/T25840中有更进一步的参考以增加触头电阻对温升影响的理解,并且能够找到有关连接和

接头处使用相同或不同材料和金属涂层后的接触电阻的信息。当暴露在氧气中时,铜相对于铝被认为

是“更好”的接触材料,例如若不采取其他措施,形成的铝氧化物具有低的电导率。

A.3.8 隔室和外壳的通风面积(项目10)

为了能够通过空气对流有效散热,有些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在隔室和/或外壳上设计了通风口。对

于具有较大通风口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对于流入和流出的气流、净散热会更大且因此降低了内部元

件的温升。
排风口的位置也很重要。隔室或外壳内这种开口位置的明显改变,可能妨碍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

备的空气流通,并降低了散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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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通风口的网眼或网格防护等级(IP代码)的修改也可对散热造成影响。较高的防护等级可导

致通风口的有效面积减少,从而减少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空气流通。

GB/T24276给出了进一步的参考以增强通风对温升影响的理解。

A.3.9 元件的功耗(项目11)

采用的元件(例如开关装置、熔断器和电流互感器)可能对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的温升有显著的

影响。这些元件具有有限电阻且会耐受流经他们的电流引起的I2R 的热损耗。具有较低I2R 功耗的

开关设备元件会降低总体温升,特别是在这些元件的关键部件上。
电流互感器一次和二次绕组的功耗取决于一次和二次侧电流,因此二者都宜予以考虑。电流互感

器参数表可以提供在高温时的二次绕组电阻。

A.3.10 绝缘挡板(项目12)

导体相间或导体与外壳壁之间增加绝缘挡板可能增加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绝缘耐受能力,但也

可妨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的空气流动以及降低对外壳的热传递。这对散热具有负面影响且因此增

加了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的温度。因为这种挡板的增加,通常需要重复温升型式试验。
绝缘挡板的表面积很重要,表面积的增加将导致对气流的限制,反之,表面积的减小将产生相反的

作用。对于垂直挡板该作用不重要,但是水平挡板可能有巨大的影响。

A.3.11 导体和外壳的绝缘涂层(项目13、项目14和项目15)

由于热阻的存在,导体和/或外壳使用的固体绝缘将会限制其向周围介质散热的能力。在另一方

面,它可能会有助于辐射散热,这取决于绝缘材料的热传递性能和外表面的发射系数。
导体和外壳上的油漆或特殊涂层通过热辐射增加向周围的热传递并能够降低温升。涂层的热阻系

数和发射系数宜相同。油漆的颜色对热辐射没有大的影响,因为发射系数主要由油漆的聚合性能决定。
相反的,有些用于增加绝缘耐受性能的涂层或覆盖物可能会减少热传递。

对于特殊材料,减少这种材料的厚度通常会改善热传递能力并有助于降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部

元件(如导体连接)的温升。但宜注意到,固体绝缘材料厚度的降低也将导致涂层绝缘耐受能力的降低。

A.3.12 与导体接触的绝缘材料(项目16)

当改变绝缘支撑件的绝缘材料时,例如材料的温度等级宜达到相同或更大值,以避免材料在额定电

流情况下降级的风险。

A.4 机械试验

A.4.1 概述

对于机械试验来说延伸判据着眼于机械部件强度、结构以及产生的或施加的力的比较。宜特别关

注安全方面尤其是联锁系统。
因为安全的原因(涉及接近操作界面以及插入或抽出可移开部件)可能要求设备不同元件之间的

联锁。
相比较的机械部件有:
———活门系统;
———可移开部件的触头;
———联锁和传动链。
根据GB/T3906—2020的7.102.2,认为联锁是满意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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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装置不能操作;
———防止进入联锁隔室;
———防止插入和抽出可移开部件;
———开关装置、可移开部件和联锁仍然有效,且试验前和试验后试操作他们的力与最大手动操作力

(人力操作)没有不同,或不超过峰值能量消耗(电动操作)的50%。
除了在型式试验中检查正确的联锁功能外,标准要求在寿命试验后证明其功能性和实用性。
下面给出了更加详细的包含在表4中各延伸判据(项目)的基本原理。

A.4.2 活门系统(项目1)

考虑到活门的总质量以及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具有相同技术原理(例如活门驱动或与开关装置的

相互作用)的两个不同的活门系统可以进行比较:

a) 对于机械联动装置,可以从较弱的系统向较强的系统延伸。设计的强度可以通过考虑使用的

材料、部件的尺寸、连接轴的强度等来确定,例如机械联动装置中轴的长度和直径。由于活门

系统的复杂性,有效性只能延伸至使用相同设计原理的活门系统。

b) 通常,较轻的质量易于挪动且在机械元件上作用的应力较低。较轻的质量可以通过减小与机

械联动无关的可移动部件的尺寸来获得,例如改变材料。

A.4.3 可移开部件的触头(项目2)

就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可移开部件的触头而言,重点关注连接和断开操作过程中的机械行为。
比较包括触点数量,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力以及接触面粗糙度。也宜考虑触头涂层可能的磨损,因为

标准要求机械寿命后仍然为连续的涂层。
在触头系统的设计相同或直接可比的条件下,宜对下述几点进行评估,例如触指的形状以及材料的

种类和硬度。

a) 每个触头在插入时引起摩擦:每个触头上具有相同作用力时,更多数量的触头导致可移动装置

操作力的增加。因此对于延伸判据,触点的数量宜小于或等于试验过的系统。宜注意到,如果

触头力随触点的数量而变化(例如常见的弹簧触头系统),此时宜给出进一步的延伸证据。

b) 可移开部件插入时的摩擦随着每个触点接触力的降低而减小。除了这种作用,降低的接触力

也导致了接触面的磨损减少,因此允许有效性延伸。注意,接触力降低可能阻碍关于短时和峰

值耐受电流性能的有效性延伸。

c) 动、静触头之间的摩擦也取决于参与表面的粗糙度:越粗糙,操作可移开部件的力越大,并且增

加了触头磨损。

A.4.4 联锁系统(项目3和项目4)

联锁系统与操作者安全相关。要求对机械联锁装置的功能性和强度进行评估。考虑两类联锁系统:
———联锁系统直接在开关装置的传动链上操作,它会和人力操作力或任何电动驱动力产生相互作

用。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在人力操作推和/或旋转接入点或轴时,或者在非电动联锁操作装

置驱动时,在标准规定的限值下,对锁定的联锁系统进行试验。
———联锁系统防止接近开关装置的操作链,通常其设计成可用手指驱动。这些接近系统避免了可

能破坏装置元件的作用力。
仅在对比系统基于相同技术原理时可尝试联锁系统的有效性延伸。锁定的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

(也就是违反联锁条件的情况下)宜相同或更高。与项目1所述相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评估。
如果施加的力矩或力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值(例如通过限制拉紧装置或不同的手柄和通过较小的

防止接近装置的操作力),也允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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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

A.5.1 概述

短路电流在各相导体之间产生电动力,该电磁力取决于电流路径,包括弯曲和转角。对于几何结构

简单的导体,这些相互作用力可以通过解析公式进行计算,然而对于复杂的几何结构则需要有限元仿真

工具。导体间的中心距越小,相互作用力越大。考虑到电流的稳态和暂态分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应

对这些力的设计能力是由所有支撑件的强度决定的。此外,对于所有动触头和固定连接也是重要的。
设计参数评估时宜考虑所有这些影响。

另外,当依据GB/T11022—2011中6.6.2,评估比试验过的产品具有更低的Ik和更高的tk时,可以

用Ik
2tk计算热应力。
表5对主回路和接地回路都适用。接地回路宜考虑的主要是项目5和项目6。由于接地回路通常

设计成仅耐受单次短路故障后就需要维护,其他项目中的要求可以去掉。
下面给出了更加详细的包含在表5中各延伸判据(项目)的基本原理。

A.5.2 各相导体的中心距(项目1)

如果导体间的中心距大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导体间的中心距,那么相间的相互

作用力较小。因此,进行评估的设计宜耐受与型式试验中相同的短路电流,假设电流路径中的所有连接

和触头具有相同的设计(见项目5的条件),且导体路径不产生高于经过型式试验验证的电动力的设计

值(见项目2)。

A.5.3 导体(项目2、项目5和项目6)

由于导体路径的弯曲和转角而产生的电磁力可能超过相间的相互作用力。当导体的所有弯曲角度

具有与初始形状相同或更大的値,那么延伸有效性是有可能的。如果电流路径与型式试验过的设计相

差太多,那么通过对导体布置完整的三维建模,且后续用适当的程序对电磁力进行计算才可能延伸。
两个导体之间的相互电磁力不是由导体的横截面而是由它们的中心距决定。然而,由于电流的热

效应以及可能的电流密度效应,宜确保导体的横截面与原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同或更大。类似的连

接,例如母线之间,宜就局部热效应进行评估。
导体的材料首先由于材料的电阻率确定了热损耗,其次确定了导体的机械稳定性,再次确定了连接

承载电流的能力。因为这些连接可能包含复杂的特性,所以未通过型式试验无法允许与原材料偏差。
对于接地回路,对地故障电流可能不仅流过特别为此设计的导体,还有可能流过金属外壳。主要依

靠这种作用的总装很难比较。导体包括接地回路到接地终端的连接。

A.5.4 导体绝缘支撑件(项目3和项目4)

施加短路电流时,支撑导体的所有绝缘部件的机械反作用力可能导致支撑件的损毁,这会导致型式

试验无效。因此,假设根据相同的原理设计支撑件且其与型式试验过的设计相比具有相同或更高的强

度。对于复杂的支撑结构,以上假设的结果可能不明显,此时可能要求计算机械应力。
对于由一排绝缘子支撑的导体,设计的强度不仅取决于支撑件本身,也取决于支撑件的布置。作为

最低要求,两个支撑件之间的距离宜相同或更小以保证相同的机械强度。对于所有导体的所有支撑件,
都宜依据本判据进行评估。

A.5.5 与导体接触的绝缘材料(项目7)

在短时电流期间短路电流会加热导体。所有与导体接触的支撑件或元件在它们相接触的地方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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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与导体相同的温度。对于不同的材料,只有它们具有与型式试验过的总装所用绝缘材料相同或更高

的温度耐受等级,并且提供相同或更高机械强度(见项目3)时才可能使用它们。

A.5.6 外壳、隔板或套管(项目8)

任意导体的支撑件的机械耐受程度也由其安装基座的强度确定的。因此外壳可能对短路电流耐受

能力造成影响。例如外壳的壁厚宜相同或更厚,且使用相似的外壳加筋元件。该项目还考虑了隔板和

套管的强度,这两者都难以通过外形进行简单评估。如果使用不同的隔板和套管,那么宜通过对新设计

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元件的布置进行仿真,或通在对其他功能单元上已实施的型式试验来验证。

A.5.7 可移开部件的触头(项目9)

在电流路径上的可移开触头的任何设计修改都可能削减短路电流耐受能力,即使很小的修改造成

的影响也难以评估,不同的触头形状宜在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进行型式试验,或在相似的触头布局

中进行验证。

A.6 关合和开断试验

A.6.1 概述

元件的关合和开断性能是根据相关标准进行型式试验的。本标准的范围限制在总装参数对关合和

开断试验的影响上。
总装开关设备中装置的关合和开断性能可能取决于关合和开断触头附近的电磁力,取决于附近影

响绝缘性能的电位以及关合和开断期间产生的热气体流。下面对表6中给出的各设计参数造成的影响

进行了检查。操作机构的机械链也可能对开关装置(如接地开关)的性能造成影响,宜根据相关元件标

准考虑这种影响。
下面给出了表6中各延伸判据(项目)更加详细的基本原理。

A.6.2 极间电气间隙和对地电气间隙(项目1和项目2)

如果导体的极间电气间隙大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极间电气间隙,那么新设计的

绝缘耐受水平更高,开断部件(例如喷口)排出的热气体桥接各相并引发短路的机会更小。
作用在导体间且可能影响开断性能的电动力会随着相间中心距离的增大而减小。如果改变中心距

离,那么开关装置宜根据其自身的元件标准验证关合和开断性能。
如果由于更大的相间距离增加了操作轴的长度,导致操作点和最远极之间传动链的强度降低,极间

距离可能会影响关合和开断性能。
如果导体和地之间的电气间隙变大,那么绝缘耐受能力会增加。结果是排放的电弧产物或气体对

关合和开断性能可能的影响减少了。

A.6.3 外壳和隔室体积(项目3)

如果总装的外壳或隔室中包含的空气、气体或液体涉及关合和开断的过程中,那么电弧产物和气体

的排出将对开关设备的性能有负面影响。对于更大的体积,可以假设这种影响更小。

A.6.4 绝缘气体(项目4)

如果绝缘气体有更高的压力或密度,那么在开关装置能正确机械操作的压力限值内,关合和开断能

力会有所改善。
然而,气体密度可能影响开关设备的行程特性。例如对于真空灭弧室置于气体绝缘的开关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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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波纹管上绝缘气体的不同压力影响驱动机械装置的分合速度。这与开关设备的关合和开断能力以

及寿命有关。如果驱动机械装置的分合速度在厂家规定的公差内,那么气体压力的影响可以忽略。

A.6.5 导体(项目5和项目6)

连接导体中电流的热效应通常不会对关合和开断过程造成影响。然而,如果不能排除这种影响,那
么宜保证导体的横截面积等于或大于型式试验过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开关装置的连接路径中的电流引起的电动力可能会削弱关合和开断性能。例如在开断操作时有些

开关装置使用局部磁场来控制燃弧。在这种情况下,宜仔细考虑新的电流路径布局的影响,可进行计算

仿真或在不同功能单元相似的布局下进行验证。

A.6.6 绝缘支撑件(项目7、项目8和项目9)

如果关合和开断性能受到动触头或静触头机械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些触头支撑件的机械稳定性

可能影响装置的性能。典型的例子是空气绝缘高压隔室中的接地开关。虽然这种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

度已经通过短时和峰值耐受电流试验进行了验证,但在关合和开断过程中会造成影响。

A.7 内部故障试验

A.7.1 概述

通过满足GB/T3906—2020中7.106.5所规定的有效性判据,验证了金属外壳的开关设备和控制

设备的IAC等级。这些判据考虑了若干问题,例如门和盖板的打开、外壳破裂和烧穿、点燃模拟人员衣

服的指示器以及接地连接的完整性等。满足所有的有效性判据为发生内部故障时保证人员安全。宜注

意这些有效性判据不能和表7中的有效性判据混合使用。
压力升高、热气和材料的加热是内部电弧效应,且对隔室施加机械和热应力。影响的严重程度与电

弧产生的总能量,储存电弧能量的容积以及排出热气用的压力释放装置的功效有关。另一方面,隔室以

及它的门和盖板的结构越强,越能提高耐受这种应力的能力。最后,排出热气体的总量和方向结合安装

条件决定了指示器点燃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考虑,确定了表7中给出的延伸判据。其评估宜产生更有利的情况来满足GB/T3906—

2020的有效性判据。表7中所列所有延伸判据(项目)的基本原理在下述给出,这些原理用于一族开关

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单个高压隔室的设计修改。

A.7.2 极间和极对地电气间隙(项目1和项目2)

内部电弧产生的能量随弧压增加,弧压与电弧的长度成正比。当电弧在相间燃烧时,导体间较小的

电气间隙导致更短的电弧,且因此减少电弧能量并降低试验的严酷程度。
同样的原理可以用在极对地之间的电气间隙。然而,当电弧对着外壳壁燃烧时(这是最通常的情

况),宜考虑整个电弧持续期间的起弧点和电弧停留处。原则上,不允许较短的距离,因为距离较短时烧

穿隔室壁的可能性较高。当烧穿的区域不对GB/T3906—2020中7.106.5的第3和第4有效性判据造

成影响时,该影响可以忽略。例如外壳的不可触及面可能烧穿。

A.7.3 隔室净容积(项目3)

高压隔室的净容积越大,单位体积上承受的电弧能量越小,隔室承受的热应力和机械应力越小。压

力上升的速率降低,减小了压力释放装置打开后的过冲压力。然而,宜考虑隔室包括门和盖板的机械耐

受(见项目12和项目14)。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最小和最大隔室下进行的试验可以覆盖中间尺寸的

隔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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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4 绝缘气体的额定压力(项目4)

由额定压力决定的初始压力或密度越小,隔室中的气体数量越小,尽管气压上升率相同,但释放装

置打开后的过冲压力将变小。因此隔室上的应力也不十分严重。尽管这种情况下气体温度更高,通过

压力释放装置释放出来的热量相同。热量由密度和温度的乘积决定,同时也决定了压力。因此不希望

有来自隔室外部的影响。

A.7.5 起弧部位的材料(项目5、项目6和项目7)

通常型式试验时的起弧部位和方式按照GB/T3906—2020中B.5.2规定进行。内部电弧性能基本

上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受到电弧起始条件的影响。因此当元件布置要求不同的起弧点时,不可能延伸在

特定隔室上实施的型式试验结果。部位意味着空间和起弧点周围的金属或绝缘件,这些决定了弧压和

电弧等离子体的构成。
内部电弧的根部熔化导体表面并且消耗材料直到最坏的情况即整个导体熔化。当导体的截面积较

大时,这种效应基本上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导体材料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众所周知,因为气体和材

料反应时释放热量,空气和SF6 在不同的材料上燃烧时的性能不同。因此导体的材料宜和型式试验过

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相同。
材料类型也可能影响排出热气体的构成,即点燃指示器的可能性。暴露于电弧中的绝缘件的外部

材料也可能在燃弧试验时蒸发或燃烧。对气体压力上升以及排出热气体的影响很难预知。因此仅当材

料相同时才可考虑有效性的延伸。也要注意材料可能影响起弧点的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度。

A.7.6 压力释放开启装置(项目8、项目9和项目10)

压力释放(排出)的打开压力越小且打开的面积越大,热气体排出隔室的效率越高,这减小了过冲压

力且因此降低了开关设备外壳、门和盖板上的机械应力。因此通过GB/T3906—2020的有效性判据1、
有效性判据2和有效性判据3的可能性越大。然而,较大的打开面积可能显著改变热气的流出且可能

影响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周围指示器的点燃(有效性判据4)。因此表7中项目8宜限于判断安装了泄

压通道的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指示器对通过泄压通道的热气体无效。
气体绝缘开关装置通常使用气体密封爆破隔膜,开启压力可以静态试验且可靠性高,因此可以使用

项目9的有效性判据。对于空气绝缘开关设备,通常使用翻板,当电弧故障产生过压力时,它的开启压

力通过所有打开泄压翻板的元件(例如螺丝钉)的强度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项目10进行评估,
例如根据这种螺丝的材料到尺寸。当然,保持元件不飞出它宜具有相同或更高的强度。

A.7.7 外壳和隔室(项目11、项目12、项目13和项目14)

提高隔室、外壳门和盖板的强度会使其满足GB/T3906—2020有效性判据的可能性更大。可通过

对简单形状进行验证或复杂形状进行数值计算评估其机械强度。表7的注2将目标放在所有固定点

(螺栓、铰链和门闩)之间的距离上。外壳壳壁的材料厚度影响隔室的强度,也可能导致烧穿。较厚的壳

壁与薄壁相比减少了烧穿的可能。考虑到如果外壳的刚度显著增加,宜注意确保外壳的整个影响与试

品中的相似。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是外壳上可能的小孔的尺寸。热气可从孔和缝隙中逸出且可能点燃放置

在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外的指示器。从那个观点来看外壳宜“更紧”,即把洞、间隙、开口的面积控制得

更小,也就是相等或更高的IP代码。假设隔室内的压力峰值由释放装置的区域决定。如果外壳内与

IP代码有关的任何小孔对内部故障有影响,两个隔室的有效性延伸是不可比。
很明显更高的IP代码有必要考虑排气口的截面积,即项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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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与内部故障额定值和安装条件有关的延伸判据的基本原理

A.8.1 概述

下面给出了表8中列出的每个延伸判据(项目)的解释,它们适用于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装的额

定值和安装条件。

A.8.2 内部故障额定电流和持续时间(项目1和项目2)

试验电流的幅值越低和/或电弧持续时间越短,内部电弧产生的能量越低。较低的能量降低了隔室

中的热应力且减少了压力升高和过冲,因此降低了隔室上的机械应力。

A.8.3 额定电压(项目3)

通常额定电压不是内部电弧试验的基本试验参数,但是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额定电压与相对地

最小电气间隙有关联,这反过来决定了电弧长度、弧压和电弧能量。对于给定几何形状的隔室,假如电

流峰值不能小于预期值的90%,电弧能量不依赖于额定电压。通过GB/T3906—2020中B.4.2中的对

实际试验电流的规定(也可见表8的注1),以确保满足该条件。
原则上,遵循以下原理时可以延伸到更高的额定电压。然而,GB/T3906—2020中B.4.2中规定

100%预期电流峰值和电弧过早熄灭的要求宜确保得到满足。

A.8.4 额定频率(项目4)

当频率在48Hz到62Hz的范围内时,内部故障试验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A.8.5 总装的布置(项目5、项目6和项目7)

GB/T3906—2020中B.1规定了到天花板的最小距离,总装开关设备和天花板(等效与侧墙和后

墙)的距离越大,天花板向指示器反射的热气体的温度和密度越低,点燃指示器的可能性就越低。如果

排气管道安装在总装开关设备的顶部,天花板高度不考虑。然而,实验室在试验中需要保证到天花板最

小100mm的间距,以便证明泄压通道的永久形变。

A.8.6 户内或户外安装(项目8)

为了模拟户外条件所有面的可触及性,不要求安装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喷

出的热气自由流入环境中而不会被周围的墙壁反射,这使得户内安装的试验更加严酷。

A.8.7 可触及类型(项目9)

对于要求可触及类型B时的试验布置,较轻的指示器(需要较少的能量就可点燃)放置在比要求可

触及类型A的试验更靠近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地方。就关心的GB/T3906—2020的第4个有效性

判据(指示器的点燃)而言,可触及类型B的试验装备覆盖可触及类型A。

A.8.8 可触及的面(项目10)

对于可触及类型A和B,根据等级FLR进行的试验包含等级F、FR和FL,因此也包含它们只要开

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与后面墙壁的距离符合GB/T3906—2020中B.1:“后侧的可触及性”的要求。理论

上,FLR也覆盖等级LR、L和R,因为该等级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开关设备前面(F)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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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型式试验延伸有效性的示例

B.1 概述

下述的前三个示例证明了当一个功能单元的设计进行修改后,使用本标准给出的表格作为清单来

支持一个型式试验过的功能单元的有效性延伸。首先,简要描述设计修改。其次,如果可能,用列出的

设计参数和有效性判据制作典型表格评估总装的一个特征。当没有明显的比较时,给出解释。设计修

改可能分别影响其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型式试验,此时需要进一步分析。其他两个示例考虑到在

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其他成员进行过的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

B.2 空气绝缘开关设备(AIS)中电缆终端的设计修改

对于用户的特殊要求,空气绝缘开关设备的连接隔室中的电缆终端的铜排被延长,用其他具有两个

孔的电缆接头替代一个孔的标准接头(图B.1)。

图B.1 空气绝缘开关设备的连接隔室中的电缆接头

  相间中心距离和极间电气间隙以及相间爬电距离保持不变,因为电缆终端间绝缘隔板的长度也增

加了(见表B.1中的项目1和项目3)。靠外的电缆终端和隔室壁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变。电缆终端和功

能单元底板之间的距离减小了,但仍然满足GB/T311.1—2012中表 A.1要求的最小绝缘距离(见表

B.1的项目2)。考虑到这些改变,取决于绝缘耐受性能的所有延伸判据都可以确认。
最初布置的温升试验可用于新的设计,因为增加的电缆终端比同条件的电缆电阻更低。
假如连接的电缆和以前一样物理固定在连接隔室的同一个位置,那么电流路径引起的电动力和之

前相同。如果之前已经对用两个螺栓安装的终端电缆接头进行了试验,那么短时和峰值电流耐受试验

不需要重复。如果未在相似的元件布置下对电缆连接进行试验,那么宜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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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关于功能单元绝缘耐受性能的延伸判据确认

项目 电缆隔室的设计参数 接收准则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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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电气间隙 ≥ 相同 Y

2 对地电气间隙 ≥ 不适用a

3 爬电距离 ≥ 更大 Y

4 绝缘材料电气特性 ≥ 相同 Y

5 带电部件的表面粗糙度 ≤ 相同 Y

6 导电部件的半径 ≥ 相同 Y

7 触头分闸间隙 ≥ 不适用

8 隔离距离 ≥ 不适用

9 绝缘用最低功能压力 ≥ 不适用

  a 此项不适用延伸判据,但仍比对地电气间隙的最低要求要高。

B.3 增加电流互感器的AIS立柱母线功能单元的设计修改

在开发了一族空气绝缘开关设备后,要求在立柱母线功能单元(FU)中嵌入电流互感器。通常,这
些电流互感器安装在输入馈线FU中。为了实施,立柱母线FU的垂直铜排被切掉且嵌入电流互感器

(图B.2)。原先的立柱母线FU进行了完整的型式试验。新设计的型式试验有效性延伸用短时电流试

验证明。

图B.2 空气绝缘开关设备的立柱母线功能单元中增加的块式电流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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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功能单元的短时电流耐受性能的延伸判据的确认

项目 立柱母线功能单元的设计参数 接收准则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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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中心距 ≥ 相同 Y

2 电流通过产生的电动力 ≤ 相同 Y

3 绝缘支持件的强度 ≥ CT作为附加的支撑件 Y

4 无支撑导体的长度 ≤ 更小 Y

5 导体截面积 ≥ 相同 Y

6 导体材料 相同 相同 Y

7 与导体相接触的绝缘材料的温度等级 ≥ CT材料的温度等级 Y

8 外壳/隔板/套管的强度 ≥ 相同 Y

9 可移动部件的触头 相同 不适用

  如果能证明电流互感器悬臂强度超过替代的绝缘支撑,或者如果之前在开关设备总装内,用相同的与

母线连接的方式,电流互感器进行了短时电流耐受试验(见表B.2的项目2和项目7),那么立柱母线FU原

先的型式试验不需要重复且可被延伸至新的设计。所有的设计修改标示了适当的短时电流性能。
宜分别对绝缘试验、温升试验和内部故障试验的有效性延伸进行检查。

B.4 AIS的功能单元门上钥匙锁的设计修改

在开发了一族空气绝缘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所有功能单元后,用户通常要求附加的特殊联锁或钥

匙锁。图B.3的示例中,用户要求用特殊类型的钥匙锁替换装配于断路器隔室门上的标准钥匙锁系统。

图B.3 用特殊类型钥匙锁代替空气绝缘开关设备门上的标准钥匙锁

  钥匙锁是作为防止接近运行界面的联锁系统来操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接近可移开式断路器。
根据表4的项目4,锁定的机械联动装置的强度宜等于或高于经过型式试验的试品中的强度。因为强

度未知,所以该延伸判据不能确认且宜依据GB/T3906—2020进行25次重复操作的试验。因为新的

钥匙锁是以类似的方式固定在门上的,门的强度不低于之前的,例如内部故障试验不必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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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环网单元(RMU)向较大宽度功能单元的延伸

对于已有的完整地型式试验过的,具有两个电缆连接功能单元和一个变压器保护功能单元的环网

单元(SF6 绝缘),在两个电缆连接隔室中的电缆终端间的距离变化了45mm。这两个功能单元的宽度

从315mm增加到500mm(见图B.4)。新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所有其他设计参数等于已有的RMU
(例如额定值、负荷开关、接地开关、材料、充入气体压力、母线横截面及连接)。变压器保护功能单元无

变化。主要不同是功能单元之间的母线长度增加了。
对于型式试验的有效性延伸,宜考虑本标准中包含的所有表格,但是,在下面只对涉及温升试验的

表3进行了评估。
单位为毫米

a) 正常版本              b) 较大宽度版本

图B.4 组成环网单元的功能单元的组合的前视图和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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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母线单位长度电阻与之前相同,因此可确认此判据。然而,由于长度增加母线系统的总电阻增

加了,这会使得开关设备内部的功耗变大。由于同时外壳体积相应的增加,可以断定温度将等于或小于

之前在较小开关装置中测量的。从表B.3容易看出只要它们适用就可以确认延伸判据,因此温升试验

的有效性可以延伸。

表B.3 环网单元温升性能的延伸判据确认

项目 RMU的设计参数 接收准则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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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中心距 ≥ 更大 Y

2 相对地距离 ≥ 相等或更大 Y

3 外壳/隔室的尺寸(长、宽、高)和体积 ≥ 更大 Y

4 绝缘气体的最小压力 ≥ 相等 Y

5 导体的载流密度 ≤ 相等 Y

6 导体每单位长度上的电阻 ≤ 相等 Y

7 连接/接头的接触面积 ≥ 相等 Y

8 连接/接头的接触压力 ≥ 相等 Y

9 连接/接头的触头材料的允许温度 ≥ 相等 Y

10 隔板和外壳的有效通风面积 ≥ 不适用

11 元件的功耗 ≤ 所用的同样元件 Y

12 绝缘挡板的面积 ≤ 不适用

13 导体绝缘涂层的厚度 ≤ 相等 Y

14 外壳用于热传递的涂层总面积 ≥ 不适用

15 与导体接触的绝缘材料的温度等级 ≥ 相等 Y

B.6 功能单元对气体绝缘开关设备(GIS)族的延伸

本标准的一个实际应用就是将装配有最大数量可能装置的特定功能单元进行的型式试验有效性延

伸至同族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中装配有另外或较少装置的其他功能单元。图B.5a)和B.5b)显示了这

两个功能单元的横截面,它们使用相同的断路器,具有相同的外壳宽度和相间中心距离。根据图B.5a)
的功能单元的型式试验未带散热器板,因此这两个单元在额定电流方面是可以比较的。试品包含一个

断路器隔室和两个组成双母线馈线单元的隔室。根据图B.5b)的功能单元是使用母线隔室之一的母联

部分,断路器隔室包含相同的母线套管且作为联接元件与相邻隔室连接。
由于两个功能单元的决定电动力的电流路径形状和支撑件不同,表5中项目2不能简单确认。这

需要电动力计算和随后评估或重新进行短时耐受能力试验。
关于关合和开断试验,除项目6的所有项目在表6中可以确认。考虑到相互的电动力的影响,如果

可以说明图B.5中的一个几何形状在真空灭弧室上造成更严酷的情况,只有这种几何形状需要进行型

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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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型式试验过的功能单元(无散热器版)           b) 母联功能单元    

图B.5 GIS两种不同功能单元的横截面

  对于内部故障等级,原型式试验的有效性不能延伸至新的功能单元。主要原因是起弧点的不同(见
表B.4),该点位于型式试验过的断路器隔室电缆插头附近。引弧丝现在位于断路器隔室的套管处或在

断路器上部接线端,这取决于试验中的进线方向。两个位置都和原先的型式试验过的试品不同。此外,
在有些位置的相对地的电气间隙增大,这可能增加了电弧电压和电弧能量。

表B.4 关于GIS断路器隔室内部故障等级的延伸判据的确认

项目 断路器隔室的设计参数 接收准则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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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极间电气间隙 ≤ 相同 Y

2 对地电气间隙 相同 更大 N

3 隔室净体积 ≥ 相同 Y

4 绝缘气体的额定压力,如果适用 ≤ 相同 Y

5 导体横截面 ≥ 相同 Y

6 导体原材料(AI或Cu或其他合金) 相同 相同 Y

7 起弧点位置 相同 不同 N

8 暴露在电弧中的绝缘材料 相同 不同 N

9 排气口横截面积 ≥ 相同 Y

10 排气口打开压力 ≤ 相同 Y

11
打开 泄 压 装 置 的 固 定 元 件(翻 板)的 机 械

强度
≤ 不适用

12 外壳和隔室的机械强度 ≥ 相同 Y

13 外壳壁厚 ≥ 相同 Y

14 门和盖板的机械强度 ≥ 不适用

15 外壳防护等级 相同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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