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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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20840《互感器》的第14部分。GB/T2084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3部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4部分:组合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5部分: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6部分:低功率互感器的补充通用技术要求;
———第7部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第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第9部分:互感器的数字接口;
———第14部分: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15部分:直流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102部分:带有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变电站中的铁磁谐振;
———第103部分:互感器在电能质量测量中的应用。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1869-14:2018《互感器 第14部分: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本文件与IEC61869-14:2018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14A。
本文件与IEC61869-14:2018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

直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14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对引言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第1章的第1段和第4段内容进行了改写,并将第3段的内容和第4段最后一句话由正文

调整为注;
———将3.1.1402、3.3.1401、3.3.1403、3.4.1401、3.5.1402、3.5.1403中的“注1”调整为“注”;
———对3.5.1401的图1404中Tsr和Ts 的脚注形式和符号说明形式进行了调整;
———对3.7中的符号顺序进行了调整;
———修改了5.5.602、5.5.1401、5.6.1402和5.6.1403中数值之间的标点符号;
———对5.5.1401注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5.6.1404.1和5.6.1404.2中的两个注分别增加了编号;
———对6.6.1中注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IEC61869-14:2018的表7的表头格式进行了调整;
———对6.13.1401和6.13.1403的条标题进行了调整,并对表1404增加了表头;
———对6.13.1404中的项目序号进行了调整;
———对IEC61869-14:2018的表10中的试验项目顺序进行了调整;
———将IEC61869-14:2018的附录14A 中 “穿透深度”计算公式符号说明中电阻率的单位由

“Ω/m”更正为“Ω·m”;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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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文的公式进行了统一编号,对公式符号大小写及公式书写形式进行了修正;
———对参考文献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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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互感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沈阳变压器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科兴电器有限

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江苏

靖江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山城电器厂有限公司、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国网陕西省电力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彬、刘玉风、叶国雄、吴士普、须雷、聂少雄、杨忠州、王晓周、罗苏南、杨峰、

董巍、李璿、赵森林、沙玉洲、唐福新、熊江咏、徐文、陈连友、冯建华、孙泽来、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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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0.1 概述

互感器标准的制定,是为了给互感器建立一套最佳的评价准则,为互感器从原材料选择、设计、生
产、检验、选用、运行及维护等方面所需的注意事项提供指导。GB/T20840旨在规定适用于互感器的

设计、制造、试验、运行及维护等方面的遵循原则和相关规则,拟由13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互感器设计制造和生产试验等所需要遵

循的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

要求。
———第3部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磁式电压互感器

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4部分:组合式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组合式互感器的补充技

术要求。
———第5部分: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容式电压互感器

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6部分:低功率互感器的补充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低功率互感器的补

充技术要求。
———第7部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子式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第9部分:互感器的数字接口。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电子式互感器数字接口的技术要求。
———第14部分: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

充技术要求。
———第15部分:直流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适用于各类直流电压互感器的补

充技术要求。
———第102部分:带有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变电站中的铁磁谐振。目的在于对各类带有电磁式电

压互感器的变电站有关铁磁谐振的产生机理和抑制等方面提供指导。
———第103部分:互感器在电能质量测量中的应用。目的在于对各类互感器在电能质量测量的应

用方面提供指导。
本文件与GB/T20840.1—2010《互感器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和GB/T20840.6—2017《互感

器 第6部分:低功率互感器的补充通用技术要求》配套使用。本文件遵循GB/T20840.1—2010和

GB/T20840.6—2017的编写结构,是对其相应条款的增补和修改。当 GB/T20840.1—2010或

GB/T20840.6—2017的条款在本文件未被提及时,只要合理,则这些条款也同样适用于本文件。当本

文件中指明“增补”“修改”或“替代”时,则意味着GB/T20840.1—2010或GB/T20840.6—2017的相关

条款在本文件中被相应改编。
对于在GB/T20840.1—2010和GB/T20840.6—2017的基础上增补的章、条、图、表、注和附录,本

文件采用下列编号形式:
———章、条、图、表和注的编号从1401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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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的编号为14A、14B等。

GB/T20840通过13个部分明确了各类互感器产品的技术规范,给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试验项

目、试验程序、试验方法及运行指导等。通过确立各类产品明确的范围、术语、技术要求和试验要求

等,让从事相关产品设计、生产、试验及使用等方面的人员等能够更加清晰、准确地进行操作,从而为设

计、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贸易、交流和技术合作,并为我国电网的正常运行提供

保障。
本文件规范了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主要适用于至少具有以下一种功能的直流应用场

合的电流互感器:
———测量直流电流(含显著谐波);
———耐受直流电压。
根据在直流系统中的位置不同,电流互感器具有不同的应用需求,以下对此及其相关的电压或电流

波形作简要介绍。
注:本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下面所述示例的应用场合。

0.2 电网换相换流器(LCC)

电网换相换流器(LCC)是基于晶闸管换流器(见图1401)的,以单向电流、电压极性可调为特点。
存在显著的电压和电流谐波,频率可达约3kHz~4kHz。

图1401 LCC方案示例

  本示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电流测量功能:
———CT1:换流器交流侧电流的测量;
———CT2:换流器直流侧电流的测量;
———CT3:直流滤波器中电流的测量。
表1401概述了不同应用场合中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电压波形及其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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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01 LCC应用中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电压

类别 电流波形 电压波形 特征

CT1

交流电流

交流+直流电压

大量电流谐波

主要用于保护

CT2

纯直流

高准确度测量

谐波测量

用于测量、控制和保护

CT3

含谐波的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0A
谐波测量

主要用于保护

0.3 电压源型换流器(VSC)

电压源型换流器(VSC)是基于晶体管换流器的,以双向电流和单电压极性为特点。电压和电流谐

波的频率可达约20kHz。

VSC典型方案有两种形式:对称单极(使用一个换流器)和不对称单极或双极(每一极使用一个换

流器)。
两种方案如图1402和图1403所示。

图1402 VSC典型方案示例———对称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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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3 VSC典型方案示例———不对称单极或双极

  本示例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电流测量功能:
———CT4:换流器晶体管支路中电流的测量。电流互感器可置于晶体管支路之前(CT4a)或之后

(CT4b)。
———CT2:换流器直流侧电流的测量。
———CT3:直流滤波器中电流的测量(在本方案中并非总是存在)。
表1402概述了不同应用场合中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电压波形及其主要特征。

表1402 VSC应用中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电压

类别 电流 电压 特征

CT2

纯直流

高准确度测量

谐波测量

用于测量、控制和保护

阶跃响应时间短

CT3

直流电压

直流电流=0A
谐波测量

主要用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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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02 VSC应用中电流互感器的电流和电压 (续)

类别 电流 电压 特征

CT4a

对称单极:

不对称单极/双极:

纯交流电压或

直流+交流电压

直流+交流电流

高准确度测量

阶跃响应时间短

CT4b

直流电压

直流+交流电流

高准确度测量

阶跃响应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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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 第14部分:
直流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使用任何技术的输出信号可以为模拟量或数字量的直流电流互感器(DCCT)的术语

和定义、额定值、设计和结构、试验等所有补充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电压大于1.5kV的直流电力系统中测量、保护和/或控制用的新制造的电流互

感器。
注1:GB/T20840.6—2017的图601描述了单极低功率互感器的通用配置。

本文件不适用于用在 VSC阀晶体管支路上进行电流测量的 DCCT(图1403和表1402中称为

CT4a和CT4b)。
注2:这将在未来的修订中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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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840.6—2017的第2章与下列增补的内容件均适用:

GB/T2423.3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GB/T2423.3—

2016,IEC60068-2-78:2012,IDT)

GB/T3954 电工圆铝杆

GB/T5585.1 电工用铜、铝及其合金母线 第1部分:铜和铜合金母线

GB/T20840.6—2017 互感器 第6部分:低功率互感器的补充通用技术要求(IEC61869-6:

2016,MOD)

GB/T20840.8—2007 互感器 第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IEC60044-8:2002,MOD)

GB/T20840.9—2017 互感器 第9部分:互感器的数字接口(IEC61869-9:2016,MOD)

GB/T26218.4—2019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4部分:直流系统用

绝缘子

IECTS61245:2015 直流系统用高压瓷和玻璃绝缘子的人工污秽试验(Artificialpollutiontests
onhigh-voltageceramicandglassinsulatorstobeusedonDC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GB/T20840.1—2010的第3章、GB/T20840.6—2017的第3章和GB/T20840.9—2017的第3章

界定的以及下列增补和修改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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