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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0840《互感器》分为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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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为GB/T20840的第102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TR61869-102:2014《互感器 第102部分:带有电磁式电压

互感器的变电站中的铁磁谐振》。
本部分与IECTR61869-102: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所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部分与IECTR61869-

102:2014的章、条、图编号的对照一览表。
本部分与IECTR61869-102:2014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

边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9.3中所提及的6.3序号有误,将其更正为7.3;
———将IECTR61869-102:2014中的两种三相端子标志“L1、L2、L3”及“R、S、T”均改为“A、B、C”;
———将中性点对地电容电压符号UC改为UeC。;
———将中性点电压由“e-n”改为“3U0”;
———将带余数的分数表达改为无余数的分数表达,如“162/3Hz”改为“50/3Hz”;
———将IECTR61869-102:2014图17中的线路截面图标由彩色填充改为花纹填充(见附录C图C.4);
———对参考文献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IEC61869-3和IEC61869-4;
———将IECTR61869-102:2014的A.2中引用的IEC标准改为对应的国标(见D.2);
———将IECTR61869-102:2014的电压互感器一次、二次端子标志统一改为“A、N”与“a、n”;
———将IECTR61869-102:2014的电流互感器一次、二次端子标志由“K、L”与“k、l”改为“P1、P2”

与“s1、s2”。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互感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22)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特变电工康嘉(沈阳)互感器有限责任

公司、大连第一互感器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北方互感器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科兴电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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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电电气有限公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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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华亿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荆、韩彦华、章忠国、王晓琪、吴经锋、杨晓西、刘红文、刘玉凤、沙玉洲、王仁焘、

任婷、刘彬、杨峰、唐福新、熊江咏、徐文、张爱民、李涛昌、王继元、刘翔、张本帅、蔡强、赵世祥、晏年平、
陈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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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20世纪上半叶起,很多学者开展了铁磁谐振现象的研究。R.Rüdenberg主要研究了基频谐

振[1],其他学者研究了高频和分频谐振。其后K.Heuck和K.D.Dettmann[2]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汇

总介绍。Bergmann[3,4]进行了各种铁磁谐振的基本试验,其研究结果被广泛引用。GermayN.、

MasteroS.和VromanJ.在1974CIGRE会议上发表了有关的综述文章[5]。
在过去的20年中,依据IEC61869-3的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和IEC61869-4的组合式互感器在变电

站中的铁磁谐振问题在国际大电网工作组和美国的IEEE委员会均进行过讨论。讨论结果刊登在大电

网技术报告[5]和IEEE出版物[6]上。
这些出版物的发表是因为变电站中频繁发生铁磁谐振,因此需要开发更加高效的系统和设备。
这个发展趋势会导致如下结果:

a) 设备的额定电压Upr向设备允许的最高电压Um转移(IEC60071-1[7]);

b) 通过减小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铁芯截面增大磁通密度B;

c) 通过使用新的设备(如中压和高压互感器)减小变电站的电容导致非线性电路的激磁电压

提高;

d) 使用负荷大约为1VA的数字式仪表和继电器,变电站的实际负荷减小,而对电磁式电压互感

器还一直规定较高的二次负荷(从50VA到400VA)。然而,实际上这些高的负荷通常也不

足以导致铁磁谐振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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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 第102部分:带有电磁式电压
互感器的变电站中的铁磁谐振

1 范围

GB/T20840的本部分给出了带有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变电站中铁磁谐振现象原理、实例、分析及抑

制方法的介绍。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及其他非线性电感元件会导致铁磁谐振,铁磁谐振会给电磁式电压

互感器和其他设备带来极大的危害。
本部分适用于指导电网中铁磁谐振的计算、仿真、实验、测量以及防止和抑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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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840.3—2013 互感器 第3部分: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IEC61869-3:

2011,MOD)

GB/T20840.5 互感器 第5部分: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GB/T20840.5—2013,

IEC61869-5:2011,MOD)

3 铁磁谐振概述

3.1 基本原理

铁磁谐振是一种非线性振荡,在带铁芯的电感元件、电容和交流电压源组成的系统中开关操作、甩
负荷及线路故障等情况时可能发生。

铁芯饱和是造成铁磁谐振的主要原因。如果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工作磁通密度超过其饱和磁通密度

B→S,磁场强度 H→eff和磁通密度B 将呈非线性关系,见图1,其感抗B̂
→

急剧减小,这对铁磁谐振的产生起重

要作用。
铁磁谐振一般发生在高、中压变电站或其他局部电网中。例如:当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高压绕组与

电容串联连接到交流电压源的系统时,可能发生单相铁磁谐振,见图2,当变压器的低压侧中性点不接

地时,可能发生三相铁磁谐振。
以上是发生铁磁谐振的基本情况。铁磁谐振也可能发生在复杂的电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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