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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11032—2010《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与GB/T11032—2010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3505、GB/T11604—2015、GB/T12022、GB/T16422.1—2006、

GB/T16422.2—2014、GB/T16422.3—2014、GB/T16927.4、GB/T22079、GB/T26218.1—

2010及GB/T26218.2—2010(见第2章);
———删除 了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GB/T775.1—2000、GB/T775.3—2006、GB/T6553—2003、

GB/T17467—1998、GB/T19519—2004、IEC60068-2-42:2003、IEC60815:1986、IEC61166:

1993、CISPR16-1:1999、CISPR18-2:1986及JB/T7618—1994(见2010年版第2章);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无间隙线路避雷器”“树脂浇铸外套避雷器”“绝缘底座”“安装托架”“电站类

避雷器”“配电类避雷器”“陡波冲击电流保护水平”“雷电冲击保护水平”“操作冲击保护水平”“额
定重复转移电荷”“额定热转移电荷”“额定热能量”“正弦半波冲击电流”“雷电冲击放电”“额定短

路电流”“规定的长期负荷”“规定的短期负荷”及“拉伸负荷”(见3.2、3.13、3.19、3.20、3.27、3.28、

3.40、3.42、3.44、3.46、3.47、3.48、3.51、3.52、3.56、3.76、3.77、3.80)(见第3章);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最大允许工作负荷”“最大允许动态工作负荷”及“允许静态工作负荷”(见

2010年版第3章);
———修改了避雷器分类(见表1,2010年版的表1);
———增加了重复转移电荷耐受和内部均压部件的要求(见6.10、6.15);
———删除了长持续时间电流冲击耐受的要求(见2010年版的6.8);
———增加了避雷器比例单元要求(见7.2.2);
———增加了重复转移电荷试验、内部部件绝缘耐受试验和内部均压部件试验(见8.5、8.15、8.16);
———修改了动作负载试验、工频电压耐受时间特性试验及弯曲负荷试验(见8.7、8.8、8.11,2010年

版的8.5、附录D、8.9);
———删除了长持续电流冲击耐受试验(见2010年版的8.4);
———修改了复合外套避雷器的弯曲负荷试验、气候老化试验及拉伸负荷试验(见10.8.11、10.8.24、

10.8.25,2010年版的10.8.9、10.8.14、10.8.15);
———删除了避雷器湿气浸入试验(见2010年版的10.8.13);
———增补了标准的附录“电压分布试验”“基于线路放电等级的能量分类与基于动作负载试验的额

定热能量和重复单次事件能量的额定重复转移电荷的分类比较”“热稳定试验起始温度”“动作

负载试验试品参数计算示例”及“多元件避雷器平均温度”(见附录K、附录M、附录N、附录O、
附录P);

———修改了热等价性试验(见附录I,见2010年版的附录B);
———删除了标准的附录“电压范围1kV~52kV强雷电负载避雷器的要求”“验证避雷器工频电压

耐受时间特性试验程序”“线路放电等级的选用导则”“大电流冲击动作负载试验的典型回路”
“长持续时间冲击电流耐受试验用的一种分布常数发生器的典型回路”及“人工污秽试验方法”
(见2010年版的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H、附录I及附录O)。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0099-4:2014《避雷器 第4部分: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

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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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IEC60099-4: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EC60099-4:

2014章条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EC60099-4:2014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

览表。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我国技术标准体系一致,将标准名称修改为《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根据附录在正文中的顺序,调整了附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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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避雷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81)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力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绝缘子避雷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广东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安神电电器有限公司、抚
顺电瓷制造有限公司、大连法伏安电器有限公司、平高东芝(廊坊)避雷器有限公司、金冠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ABB避雷器有限公司、恒大电气有限公司、温州益坤电气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国创高压电

器有限公司、南阳中威电气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上海电瓷厂有限公司、浙江永固电缆附件有限公司、大连北方避雷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计谋、王建生、王保山、黄勇、田恩文、熊易、张博宇、祝嘉喜、郭洁、何金良、

弥璞、李凡、时卫东、孙泉、张益民、蔡汉生、车文俊、孟鹏飞、崔涛、贾磊、饶章权、韩彦华、谢清云、马御棠、
胡晓、贾东旭、汤晓中、樊力、宋继军、徐学亭、赵冬一、刘飞、张锁龙、李向军、刘斌、邓万婷、钟雅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1032—1989,GB11032—2000,GB/T1103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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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以下简称避雷器)的标志及分类、标准额定值和运行

条件、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为限制交流电力系统瞬态过电压而设计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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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1.1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GB/T311.1—2012,IEC60071-1:2006,

MOD)

GB/T311.2—2013 绝缘配合 第2部分:使用导则(IEC60071-2:1996,MOD)

GB/T2423.17—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IEC60068-
2-11:1981,IDT)

GB/T2423.22—2012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IEC60068-2-14:

2009,IDT)

GB/T2900.12—2008 电工术语 避雷器、低压电涌保护器及元件

GB/T2900.19—1994 电工术语 高电压试验技术和绝缘配合

GB/T3505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表面结构 轮廓法 术语、定义及表面结构参数(GB/T3505—

2009,ISO4287:1997,IDT)

GB/T3906—2020 3.6kV~40.5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IEC62271-200:2011,

MOD)

GB/T7354 高电压试验技术 局部放电测量(GB/T7354—2018,IEC60270:2000,MOD)

GB/T7674—2020 额定电压72.5kV及以上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IEC62271-203:2011,

MOD)

GB/T8905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理和检测导则

GB/T11023—2018 高压开关设备六氟化硫气体密封试验方法

GB/T11604—2015 高压电气设备无线电干扰测试方法(IEC/TRCISPR18-2:2010,MOD)

GB/T12022 工业六氟化硫

GB/T16422.1—2006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 (ISO4892-1:1999,

IDT)

GB/T16422.2—2014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氙弧灯(ISO4892-2:2006,

IDT)

GB/T16422.3—2014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3部分:荧光紫外灯(ISO4892-3:

2006,IDT)

GB/T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GB/T16927.1—2011,
1

GB/T11032—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