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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5698《短路电流效应计算》分为两个部分:
———第1部分:定义和计算方法;
———第2部分:算例。
本部分为GB/T35698的第2部分。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TR60865-2:2015《短路电流 效应计算 第2部分:算例》。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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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短路电流计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欧阳明鉴、武媛、万凤霞、姜树德、蔡鸥、李霖泽、庄宇飞、卜广全、张彦涛、

段翔颖、施浩波、张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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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路电流效应计算
第2部分:算例

1 范围

GB/T35698的本部分是GB/T35698技术报告的组成部分,主要依据GB/T35698.1展示短路电

流机械效应和热效应计算的应用过程。因此,本部分作为GB/T35698.1的补充,不影响GB/T35698.1
标准化的计算过程。

需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a) 本部分算例阐述如何根据GB/T35698.1以简明易懂的方式进行计算,而非用于验证计算机程序。

b) 公式末端括弧里的数字系指GB/T35698.1—2017中的公式编号。

c) 系统电压系指标称电压。

d) 计算结果均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e) 短路效应作为特殊荷载出现,附加到开关设备正常运行的机械荷载之上。因而在下面一些涉

及硬导体的算例中,对可能的静态初始荷载也进行了计算。对于正常运行荷载和短路荷载,会
使用不同的安全系数。这些系数的取值为推荐使用的典型值。但是依据采取的安全理念,也
可能需要使用其他的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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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5544.1—2013 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第1部分:电流计算(IEC60909-0:2001,

IDT)

GB/T35698.1—2017 短路电流效应计算 第1部分:定义和计算方法(IEC60865-1:2011,IDT)

3 符号和单位

符号和单位参考GB/T35698.1—2017。
除此以外,还用到以下符号:

Fstr,k     静荷载(特征值)                 N
Fstr,d 静荷载(设计值) N
Fst,r,d 由于静荷载产生的硬导体支座受力(设计值) N
hs,hI 绝缘子、支持件的高度 m
Hs 引接线子导线在下部固定点受力的水平分量 N
Ik 根据 GB/T15544.1得出的稳态短路电流(r.m.s.) A
Jst,m 静荷载方向的主导体截面二次矩 m4

leff 跨度的有效长度 m
lf 跨度的形状系数 m
lh 顶部支座和线夹的延伸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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