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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1984—2014《高压交流断路器》,与GB/T1984—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具有预定的极间不同期性的断路器、作为旁路开关的断路器的标准指向;删除了单极断

路器、双极断路器应遵从的要求;增加了“本文件所述关合和开断试验方法仅包括直接试验方

法”的说明;增加了电气化铁道供配电系统的断路器的标准指向(见第1章,见2014年版的

第1章);
———增加了“截流、带绝缘电缆、分相屏蔽电缆、短路开断电流的直流时间常数、终身密封断路器、电

阻器开关、真空灭弧室、开合、(分闸电阻器的)接入时间、(分闸或合闸)操作起始时刻、总燃弧

时间、端子故障、单相接地故障、异相接地故障”等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户内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户外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接地故障系数、自恢复绝缘、非

自恢复绝缘、电缆系统、线路系统”等术语和定义(见2014年版的第3章);
———更改了“额定短路开断电流相关的瞬态恢复电压”“近区故障特性”“额定时间参量”“机械操作

的次数”“按照电寿命的分级”在文中的位置(见7.105、7.109、6.105、7.101、6.107,2014年版的

4.102、4.105、4.109、4.110、4.111);
———删除了“额定单个电容器组关合涌流、感性负载开合”、额定操作顺序中的“CO—t—CO”(见

2014年版的4.107.5、4.108、4.104);
———增加了“额定首开极系数”(见5.1);
———删除了辅助设备中列项2,3,4,7,10的要求(见2014年版的5.4);
———增加了“人力操作的驱动器”“时间参量”“机械负荷”“断路器的分级”的要求(见6.8、6.105、

6.106和6.107);
———删除了型式试验产品数量、试验的分组等要求(见2014年版的6.1.1);
———增加了“绝缘试验”[见7.1.1c)];
———删除了“端子静负载试验”(见2014年版的表11及6.101.6)、“并联电抗器和电动机的开合试

验”(见2014年版的表11);
———增加了“X射线试验”“噪声水平试验”(见表5);
———增加了“在替代的操动机构的断路器上重复的型式试验”(见7.1.102);
———增加了“GIS断路器和外壳不带电断路器”局部放电试验的要求(见7.2.10);
———更改了机械或环境试验后及关合和开断试验后的状态检查要求(见7.2.12.101、7.2.12.102、

表8,2014年版的6.2.11、6.101.1.4、6.102.9);
———删除了“温升试验的解释”(见2014年版的6.5.6);
———删除了装有直接过电流脱扣器的断路器及自脱扣断路器的相应要求(见2014年版的6.6.1),“断

路器在试验中的性能”(见2014年版的6.6.3);
———增加了“对绝缘和/或开合用的流体不作强制要求。空气或氮气可用来替代可能造成全球变暖

的气体。对于充入流体的最低压力也不作要求”的要求(见7.6.2);
———增加了需要进行高低温试验产品的使用温度要求(见7.101.3.1);
———增加了“户外金属封闭断路器的附加要求”(见7.1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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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按照S2级进行的关合和开断试验涵盖S1级的关合和开断试验”(见7.102.1);
———增加了当同时要求50Hz和60Hz进行试验时,验证试验的合并要求(见7.102.4.1);
———增加了“在开断后1/4工频周期以内,任何一个极的工频电流的重现应由断路器开断。在所有

极的短路第一次开断后,超过1/4工频周期后工频电流的重现是开断失败。”(见7.102.8);
———更改了“试验后断路器的状态”的要求(见7.102.9,2014年版的6.102.9);
———增加了对终身密封断路器承载连续电流能力的检查方法及要求(见7.102.9.4);

———更改了工频恢复电压可降低到Ur/3的时间[见7.103.4b),2014年版的6.104.7b)];
———更改了对燃弧时间的规定(见7.104,2014年版的6.102.10);
———更改了与T100a相关的“最短开断时间”区间范围和其他相关参量及试验程序的要求 (见
7.104.2.2,2014年版的6.102.10.1.2);

———更改了试验方式T100a的有效判据,将I×Δt“乘积在要求值的81%至121%之间”改为“I×
Δt“乘积在要求值的90%至110%之间”(见7.104.2.2、7.104.3.3,2014年版的6.102.10);

———增加并更改了表11,代替表15~表19(见表11,2014年版的表15~表19);
———增加了三相试验的“涵盖kpp=1.3和kpp=1.5条件的试验”(见7.104.2.3);
———更改了S1级断路器的预期TRV中T10、T30的振幅系数(见表16,2014年版的表21);
———增加了3.6kV,7.2kV,12kV三个额定电压等级S2级断路器的预期TRV(见表17,2014年版的

表22);
———更改了对于额定电压大于800kV,T100和T10的振幅系数;对于试验方式T100,t2由“t2=
4t1”更改为“t2=3t1”;对于试验方式T60,t2由“t2=6t1”更改为“t2=4.5t1”;OP1和 OP2的

TRV由四参数更改为两参数法表示[见7.105.5.1c),2014年版的表23];
———更改了开断操作时的燃弧时间等内容(见7.108.2.3,2014年版的6.108.3);
———更改了近区故障试验额定电压大于800kV的波阻抗及RRRV系数(见表25,2014年版的表8);
———更改了表26近区故障电源侧回路预期TRV标准值中额定电压24kV,40.5kV,72.5kV,

1100kV部分参数(见表26,2014年版的表2~表5);
———更改了容性电流试验中C1和C2级的要求(见7.111,2014年版的6.111);
———增加了额定电压大于800kV断路器,容性电压系数kc=1.3(见7.111.7);
———更改了容性电流开合试验的步长(见7.111.9,2014年版的6.111.9);
———增加了容性电流开合试验试验方式中每个试验方式最多的试验次数(见7.111.9);
———删除了C1级中,最长燃弧时间的试验次数要求,优选的试验顺序;删除了C2级中,线路和电

缆开合试验的优选的试验顺序(见2014年版的6.111.9.1、6.111.9.2);
———更改了“存在单相或两相接地故障时容性电流开断的验证”在文中的位置(见附录J,2014年版

的6.111.9.3);
———删除了电寿命试验试验“次序”的相关描述(见2014年版的6.112.2);
———增加了序列4的注入能量百分比(见表30);
———增加了使用混合气体的断路器主回路绝缘试验时如果采用纯SF6气体时,等效气体压力的计

算(见8.2);
———增加了“局部放电测量”(见8.2.101);
———增加了60Hz时额定短路关合电流的参数(见9.103.4);
———删除了短路功率因数的确定(见2014年版的附录D);
———删除了非对称故障条件下(T100a)TRV参数的计算(见2014年版的附录P);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存在单相或两相接地故障时容性电流开断的验证”(见附录J)。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271-100:2021《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00部分:交流断路器》。
本文件与IEC62271-100:2021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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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B;
———附录B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C;
———附录C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G;
———附录D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H;
———附录E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I;
———附录F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D;
———附录G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E;
———附录H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F;
———附录I对应IEC62271-100:2021的附录A。
本文件与IEC62271-100:2021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根据我国的电网情况,适用的频率范围由“50Hz和/或60Hz”修改为“50Hz”,删除了

IEC62271-100:2021中的额定频率60Hz的部分内容(见第1章);
———适用的电压范围,根据我国的电网情况,额定电压由1000V改为3kV,全文删除了与额定电

压1200kV相关的参数;增加了“本文件也适用于断路器的操动机构及其辅助设备”“断路器

的感性负载开合包含在GB/T29489中”“电气化铁道供配电系统的断路器,这类断路器包含

在GB/T32580.1中”(见第1章);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具体调整

如下:
· 用GB/T762代替IEC60059(见5.101.2);
· 用GB2536代替IEC60296(见11.3.102.1.4);
· 用 GB/T4473代替IEC62271-101、GB/T8905代替IEC60480(见7.102.5、7.103.4、

7.107.5.2~7.107.5.4);
· 用GB/T21413(所有部分)代替IEC60077(所有部分)(见第1章);
· 用GB/T29489代替IEC62271-110(见第1章和9.101);
· 用GB/T30846代替IEC/TR62271-302(见7.111.2);
· 增 加 了 GB/T28534,GB/T32580.1,JB/T3855,JB/T9694(见 第1章、9.104和

11.3.102.1.4);
———删除了“关合和开断试验”“3.8定义索引”;
———增加了“短路开断电流的直流时间常数”“故障类型”(见3.1.129,3.8);
———增加了“5.12绝缘和/或开合用的额定充入压力/水平”,与GB/T11022—2020一致(见5.12);
———删除了全文中首开极系数kpp=1.2的相关内容;
———删除了表2中“近区故障开断电流”(见表2);
———更改了表3中的252kV~363kV的纵向水平力,550kV~800kV的纵向水平力和横向水平

力,1100kV的纵向水平力和横向水平力(见表3);
———删除了“与架空线的直接连接”术语,其内容移到6.107.3(见6.107.3);
———增加了对于转厂及异地生产的产品的验证要求、型式试验周期的要求(见7.1.1),以适应我国

具体情况;
———删除了363kV以上GIS断路器按照GB/T7674进行的要求,统一为按照GB/T11022取值

(见7.2.12.103);
———增加了气动和液压操动机构的要求(见7.102.6);
———更改了在开断后工频电流重现的时间(见7.102.8);
———增加了功率因数要求(见7.103.2);
———删除了S1及S2级断路器首开极系数kpp=1.3的TRV参数,更改了额定电压为1100kV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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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开极系数(见7.105.5.1);
———更改了单相接地故障和异相接地故障试验的试验方式、燃弧时间等内容(见7.108.2);
———更改了额定电压800kV以上的断路器容性电压系数(见7.111.7);
———增加了合并试验时的电压要求(见7.111.9.1);
———增加了序列4及序列4的注入能量百分比(见表30);
———增加了“噪声水平试验”(见7.113);
———更改了额定短路持续时间(见9.103.6),与GB/T11022—2020的5.8协调一致;
———增加了“电源侧有时延,线路侧无时延”近区故障的计算示例(见表7.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输配

电试验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辽宁高压电器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ABB(中国)
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库柏(宁波)电气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厦门

华电开关有限公司、中国启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日升集团

有限公司、许继德理施尔电气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正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电器集团中低压智能配电有限公司、福建森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泰开真空开关有限公

司、宁波奥克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新东北电气集团高压开

关有限公司、伊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西电宝鸡电气有限公司、江苏思源中压开关有限公司、上海思源

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电力科研院、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重庆大学、江苏省如高高压电器有限公司、中国振华电子集团宇光电工有限公司(国营

第七七一厂)、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库柏爱迪生(平顶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特变电工中发上海高压开关

有限公司、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理工学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广东正超电气有限公司、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川开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天安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耐森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西电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高压开关

有限公司、施耐德(陕西)宝光电器有限公司、施耐德电气(厦门)开关设备有限公司、深圳电气科学研究

院、四川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正超电气有限公司、国网新疆电力有

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湖南长高电气有限公司、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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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科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圳金奇辉电气有限公司、绍兴建元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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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国网电科院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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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辉、杨勇、危军、马占峰、邢娜、姜子元、秦成伟、刘国振、石维坚、王伟、吴文海、赵峰、冯仁斌、邬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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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0年首次发布为GB1984—1980,1989年第一次修订;
———2003年 第 二 次 修 订 时,并 入 了 GB/T4474—1992《交 流 高 压 断 路 器 的 近 区 故 障 试 验》

(GB/T4474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4474—1984)和GB/T7675—1987《交流高压断路器

的开合电容器组试验》的内容;
———2014年第三次修订;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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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压 交 流 断 路 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压交流断路器的使用条件、额定值、设计与结构、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设计安装在户内或户外且运行在电压3kV及以上、频率50Hz的三相电力系统中

的三极高压交流断路器,也适用于断路器的操动机构及其辅助设备。
本文件所述关合和开断试验方法仅包括直接试验方法,合成试验方法见GB/T4473。
注:直接试验方法是指在关合和开断试验期间使用单一电源来提供电压和电流。

断路器的感性负载开合包含在GB/T29489中。
本文件不适用于:
———依靠人力操动合闸机构的断路器;
———用于电力牵引设备的移动电源的断路器,这类断路器包含在GB/T21413(所有部分)中;
———电气化铁道供配电系统的断路器,这类断路器包含在GB/T32580.1中;
———安装在发电机和升压变压器之间的发电机断路器,这类断路器包含在GB/T14824中;
———试验时无法使脱扣装置失效的自脱扣断路器。自动重合器的试验由GB/T25284规定;
———未在本文件中描述的、验证在异常条件下性能的试验,根据制造厂和用户之间的协议实施。这

些异常条件如由于长输电线路或电缆上的负荷突然丧失可能导致的电压高于断路器额定电压

的情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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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62 标准电流等级(GB/T762—2002,eqvIEC60059:1999)

GB/T1985—2023 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IEC62271-102:2022,MOD)
注:GB/T1985—2023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2271-102:2022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2536 电工流体 变压器和开关用的未使用过的矿物绝缘油(GB2536—2011,IEC60296:

2003,MOD)

GB/T2900.20—2016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0050-441:1984,MOD)
注:GB/T2900.20—2016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0050-441:1984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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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GB/T3906—2020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2271-100:2011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4109—2022 交流电压高于1000V的绝缘套管(IEC60137:2017,MOD)
注:GB/T4109—2022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0137:2017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4473 高压交流断路器的合成试验(GB/T4473—2018,IEC62271-101:2017,MOD)

GB/T7674—2020 额定电压72.5kV 及以上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IEC62271-203:

2011,MOD)
注:GB/T7674—2020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2271-203:2011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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