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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变压器突发短路事故的严重性；

 国内外用户的高度重视性；

 绕组稳定性问题的重要性；

 突发短路试验的特殊性；

 抗短路计算校核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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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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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压器短路损坏形式

辐向失稳主要表现形式：外绕组导线压缩或伸长导致绝缘破损线饼上下弯曲变

形、绕组端部翻转变形、内绕组导线弯曲或翘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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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压器短路损坏形式

轴向失稳主要表现形式：线饼上下弯曲变形、绕组或线饼倒塌、绕组升起将压

板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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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计算与抗短路校核

3.1 抗短路关键技术-辐向稳定性校核

 GB或IEC方法

拉伸应力 p0.2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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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应力

非自粘导线

自粘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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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计算与抗短路校核

1. 抗短路关键技术-辐向稳定性校核

 VIT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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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支撑方法

3 理论计算与抗短路校核

1. 抗短路关键技术-辐向稳定性校核

忽略内部支撑结构对绕组稳定性的贡献；

导线的临界应力取决于导线的厚度和铜线的硬度等级；

导线等效厚度的计算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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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计算与抗短路校核

临界短路力考虑绕组内径有效支撑点数。

径向平均临界短路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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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抗短路关键技术-辐向稳定性校核

理论来源于薄壁圆筒的径向稳定性公式；

 日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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