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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前 言

参照 ＩＥＣ燉ＴＣ１１的有关标准，并结合我 国 具 体 情 况，全 国 架 空 输 电 线 路（电 力 金 具）标 委 会 将 原

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１９８５分别修订为：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１、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２、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３和 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４，本标准对

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２的有关内容做了修订。本标准非等效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 ＩＥＣ６１２８４：１９９７《架空线配件

要求和试验 第 １４部分：电晕和无线电干扰试验》。在本标准的修订中，吸取 ＩＥＣ６１２８４中有关名词定

义、试验方法、、接受判据，以及试品布置的部分内容。主要内容有：
１本标准仅适用于三相交流系统，直流输电系统不包括在内。
２在术语中，对交流电压正、负半周的电晕特性作了描述，给出明确的定义。并把产品的“可见电

晕”的定义留给用户和厂家来确定。
３试品布置和试验电压：规定了以单相导线代替三相导线的布置。给出了确定试验电压的方法。
４规定可见电晕试验的观测工具有望远镜、照相机和映像增强器；规定了无线电干扰试验的测试

回路。
５规定了电晕和无线电干扰试验程序、判据，其中可见电晕的定义由用户和厂家共同确定；在无线

电干扰试验的判据中，仅规定“在规定试验电压下，试品的无线电干扰值不大于规定值”即为通过。
本标准和 ＩＥＣ有着以下区别：① 试验中只采用电压法，而未用梯度法；② 试品布置未采用映射面

的金属墙和塔身构架；③ 规定了确定试验电压的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经贸委电力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架空线路（电力金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高压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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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２３１７—１９８５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 ３３０ｋＶ及以上交流高压架空线路和变电站所使用的金具。

 引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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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３１１１—１９９７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ｎｅｑＩＥＣ７１１：１９９３）
ＧＢ燉Ｔ２９００１９—１９９４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ｎｅｑＩＥＣ６０１）
ＧＢ燉Ｔ６１１３１—１９９５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规范

ＪＢ燉Ｔ３５６７—１９９９ 高压绝缘子无线电干扰试验方法

 定义

除本标准规定的定义外，其他的定义应符合 ＧＢ燉Ｔ２９００１９的规定。
 可见电晕

一种气体放电现象，它包括两个阶段，分别称为负极性电晕和正极性电晕。
 负极性电晕

电晕放电的起始阶段，发生在交流电压的负半波，伴随有蓝光或紫光和咝咝声；可用肉眼、望远镜或

夜视仪观察到。
 正极性电晕

当电压继续升高时发生正极性电晕，放电强烈，伴随低频的啪啪声和明亮的光柱。将对环境造成可

听噪声和无线电干扰。无线电干扰水平和可听噪音主要决定于工频电压正半波的电晕，参见图 １。
 电晕起始电压

在试品上施加的电压逐渐升高直至试品上发生可见电晕时的电压。
 电晕熄灭电压

当试品上发生可见电晕后，逐步降低所施加的电压直至可见电晕消失时的电压。
 无线电干扰电压

试品产生电晕时对周围无线电接收设备造成的干扰，干扰信号的强弱以无线电干扰电压衡量，单位

为 μＶ。
在通讯领域，通常用无线电干扰电平来衡量无线电干扰的强度，单位为 ｄＢ（分贝）。干扰电平和干扰

电压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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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 ２０ｌｇ爺
爺０

式中：爛——分贝值；

爺——实测的干扰电压，μＶ；

爺０——基准电压，１μＶ。

负极性起
始电晕

正极性起
始电晕

施加电压

无
线

电
干

扰
电

压

背景干扰水平

负极性电晕

（蓝光）

正极性电晕

（白光）

图 １ 可见电晕和无线电干扰水平之间的典型关系

 可见电晕和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

 试品布置

布置试品时应了解安装被试金具的架空线路几何尺寸、布置和最高运行电压。在本试验中是以单相

导线来模拟三相输电线路导线上的场强。因此，试品组装和布置时应尽可能与实际线路相同。对绝缘子

的金具试验，应把绝缘子元件和金具组成完整的绝缘子（串）装置，线路金具应安置在导线或子导线上。
导线或子导线可以用直径相同的光滑金属棒或金属管来模拟。导线的两端应安装屏蔽环或球以屏蔽端

部电晕。
可 见 电 晕 和 无 线 电 干 扰 试 验 的 试 品 布 置 相 同，二 者 可 同 时 试 验，也 可 分 别 试 验。试 品 布 置 参 见

图 ２～图 ４。图 ２、图 ３和图 ４的布置分别适用于悬垂串、耐张串和档中的金具。

金具

参照地平面

天花板
模拟横担

爧

爟

牎

模拟导线
屏蔽环或球

图 ２ 悬垂装配试品的典型布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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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横担 金具
模拟导线

屏蔽环或环

参照地平面

爧

爟

图 ３ 耐张金具的典型布置

模拟导线

金具

参照地平面

２爧

牎

图 ４ 档中金具的典型布置

图中各有关参数如表 １所示：
表 １ 试品布置的有关尺寸

爺Ｎ

ｋＶ

牎±５％

ｍ

爧±１０％

ｍ

单导线 分裂导线

爧１

ｍ

爧２

ｍ

３３０ ４ — ８爟 ３爟 ３爟

５００ ６ — ８爟 ３爟 ３爟

注：爟为屏蔽环或球的直径（ｍ），爟≥０００１爺ｍ（系统最高运行线电压，ｋＶ），对分裂导线：爟≥１２倍分裂导线间

距；对单导线：爟≤０１爧（爧＝模拟导线的长度）。

平行于导线的墙面与试品间的距离 爳应满足：２牎≤爳≤４牎。
试验时，一般应将试品逐个安装试验。也可以三只试品（不包括均压环之类的金具）一起试验，但试

品的布置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爧１是金具与均压环之间的距离；爧２是金具之间的距离。试验中若有一只试

品在规定电压下发生可见电晕或 ＲＩＶ不满足要求，则应重新对试品进行逐个试验。
 试验回路和仪器设备

无 线 电 干 扰 试 验 回 路 应 符 合 ＪＢ燉Ｔ ３５６７的 要 求，回 路 如 附 录 Ａ 所 示，所 用 仪 器 应 符 合

ＧＢ燉Ｔ６１１３１的有关规定。
观测电晕可用肉眼和望远镜，并以望远镜观测为主，望远镜的放大倍数不小于 ７×５０；记录电晕可

用照相机或映像增强器。摄影用的相机光圈 Ａ≤２８，胶片感光灵敏度应大于 ＡＳＡ４００；映像增强器的放

大倍数应不小于 ４００００。
 试品数量

型式试验、抽样试验各抽 ４只。试品应清洁干净。试前可用无毛干布将试品擦拭干净。
 背景干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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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干扰试验之前，应进行背景干扰测量。背景干扰应在无试品或试品没有干扰的条件下对试验

回路进行测量，原则上，背景干扰电压应不大于试品干扰电压的 ３０％。在一般情况下，背景干扰电压应

不大于 ５０μＶ。
 试验程序

 可见电晕试验

试验应在全黑条件下进行，观测者需在全黑条件下停留 １５ｍｉｎ以上，以适应全黑条件下的观测。试

验时逐步升高施加在试品上的电压，直至观察到试品电晕的产生，维持 ５ｍｉｎ，并记录该电压作为电晕

起始电压；然后逐步降低施加在试品上的电压，直至试品上的电晕消失为止，维持 ５ｍｉｎ，并记录该电压

作为电晕熄 灭 电 压。上 述 试 验 重 复 三 次，分 别 取 其 平 均 值 作 为 该 试 品 的 电 晕 起 始 电 压 和 电 晕 熄 灭

电压。
在用望远镜观测电晕的同时，用相机对试品的起始电晕电压和电晕熄灭电压分别进行摄影，曝光时

间不小于 ５ｍｉｎ。此外，还应当在同一位置下各摄制一张全黑条件零电压和有正常光线时的试品照片，
以便进行比较。
 无线电干扰试验

首先在试品上施加规定电压的 １２０％，并维持 ５ｍｉｎ，然后降到规定电压的 ３０％，再逐级升高电压，
直到规定电压的 １２０％。而后再逐级降低电压至规定电压的 ３０％。在第二次降压过程中同时记录施加

电压和无线电干扰电压值，由此可作出一条干扰电压和施加电压的关系曲线。通常每级电压为规定电压

值的 １０％。
 试验电压

试验电压的有效值应以电压的峰值除以 槡２来表示。本标准规定的试验电压适用于海拔 １０００ｍ
以下的地区：

爺０＝ １１× 牑１× 牑２× 牑３× 爺Ｍ 槡燉 ３
式中：爺Ｍ——系统最高运行电压，ｋＶ；

牑１——试品位置修正系数，档中金具取 １００，塔窗附近金具取 １０５；

牑２—— 气象修正系数，在环境温度为 １０℃～４０℃、相对湿度为 ２０％～７０％的条件下，只作空气

密度修正：

牑２＝
牘１

牘０
燈２７３＋ 牠０
２７３＋ 牠１

式中：牘１——试验时的大气压强，ｋＰａ；
牘０——标准大气压强，ｋＰａ；

牠０——标准温度 ２０℃；

牠１——试验时的温度，℃；

牑３——试品悬挂高度修正系数，如表 ２所示：
表 ２ 悬挂高度修正系数 牑３

爺Ｎ

ｋＶ

牎
ｍ

４ ６ ８ １０

５００ ０９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５０ １０７５

３３０ 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７５ —

注：牎—— 试品悬挂高度；

爺Ｎ——系统额定电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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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金 具 用 于 海 拔 高 于 １０００ｍ 地 区 时，位 于 低 海 拔 地 区 的 试 验 室 应 将 试 验 电 压 乘 以 海 拔 修 正

系数 牑爣：
爺爣 ＝ 牑爣 × 爺０

牑爣 ＝ １
１１－ ０１爣

式中：爣——海拔高度，ｋｍ。
 接收判据

型 式 试 验：在 规 定 的 试 验 电 压 下，试 品 应 无 可 见 电 晕；无 线 电 干 扰 电 压 不 大 于 规 定 值（通 常 为

１０００μＶ），则为合格。
抽 查 试 验：在 规 定 的 试 验 电 压 下，试 品 应 无 可 见 电 晕；无 线 电 干 扰 电 压 不 大 于 规 定 值（通 常 为

１０００μＶ），则为合格。试验中，若有 ２只及以上试品不满足上述任何一项要求，则判为未通过本项试验；
若仅有 １只试品不满足上述试验的任何一项要求，则应加倍试验；加倍试验中，若所有试品均满足上述

要求，则为合格。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试品名称；
ｂ）试验时的气象条件；
ｃ）试品布置和试验回路；
ｄ）测试仪器的型号和准确度；
ｅ）测量频率；
ｆ）背景干扰水平；
ｇ）施加电压程序；
ｈ）试验结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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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无线电干扰试验回路

无线电干扰试验回路如图 Ａ１所示，按照 ＪＢ３５８７和 ＩＥＣ４３７的规定，主要参数如下：
ａ）测量频率：牊＝（１±０．１）ＭＨｚ；
ｂ）等效电阻：爲Ｌ＝（爲１＋爲２燏燏爲ｍ）＝３００Ω，其中 爲ｍ 为仪器内阻；
ｃ）调谐阻抗：牂Ｓ，在测量频率下（牂Ｓ＋爲Ｌ）＝（３００±４０）Ω，相角不超过 ２０°。

～

Ｆ

Ｔ

ａ

ｂ

ｓ

试品

爞Ｓ

爧Ｓ

爲１

２爲
爧

爞１

爞２ Ｍ２

Ｍ１

Ｔ—试验变压器；Ｆ—滤波器；Ｍ１，Ｍ２—测量仪器；爲１—满足被

试品跨接 ３００Ω要求的电阻；爲２—匹配电阻；牂Ｓ—由电感器 爧Ｓ

和电容器 爞Ｓ组成的串联调谐回路；爧—并联电感

图 Ａ１ 无线电干扰试验回路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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