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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选择和使用导则

1 总则

1.1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标称电压大于1kV的交流系统用避雷器的选择以及应用建议。这些建议适用于

GB11032中定义的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GB/T28182—2011中定义的额定电压52kV及以

下带串联间隙避雷器,以及IEC60099-8、DL/T815—2002和JB/T10497—2005中定义的用于架空输

电线路和配电线路的带串联外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GB311.1和GB/T311.2中给出了电力系统绝缘配合的原则。绝缘配合是确保高压电网和变电

站的设计和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以及风险管理的过程,使用避雷器使得系统和设备在一定的

绝缘水平上,有一个可以接受的风险,并使经济损失最小。
引进分析模型和电力系统暂态仿真进一步优化设备绝缘水平的选择。在电力系统设计和运行中,

避雷器的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应当认识到:电力系统和设备的可靠性取决于用户在设计和选择设备以

及避雷器时所选择安全裕度的大小。
避雷器残压是大多数用户选择避雷器时考虑的一个重点参数,GB11032给出了典型避雷器的最大

残压,然而,对于某些系统,如果有更好的运行经验或者有更好性能的避雷器,可以按实际情况选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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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11.1 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GB311.1—1997,neqIEC60071-1:1993)

GB/T311.2 绝缘配合 第2部分:高压输变电设备的绝缘配合使用导则(GB/T311.2—2002,

eqvIEC60071-2:1996)

GB/T311.4 绝缘配合 第4部分:电网绝缘配合及其模拟的计算导则(GB/T311.4—2010,

IEC60071-4:2004,MOD)

GB/T4585—2004 交流系统用高压绝缘子的人工污秽试验(IEC60507:1991,IDT)

GB/T6115.2—2002 电力系统用串联电容器 第2部分:串联电容器组用保护设备(IEC60143-
2:1994,IDT)

GB/T7327—2008 交流系统用碳化硅阀式避雷器

GB7674 额定电压72.5kV及以上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B7674—2008,IEC62271-
203:2003,MOD)

GB11032—2010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IEC60099-4:2006,MOD)

GB/Z24842—2009 1000kV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过电压和绝缘配合

GB/Z24845—2009 1000kV交流系统用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技术规范

GB/T26218.1—2010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1部分:定义、信息

和一般原则(IEC/TS60815-1:2008,MOD)

GB/T28182—2011 额定电压52kV及以下带串联间隙避雷器(IEC60099-6:2002,MOD)

DL/T815—2002 交流输电线路用复合外套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JB/T10497—2005 交流输电线路用复合外套有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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