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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雷器电气试验作业指导书

一、 适用范围

本作业指导书适用于避雷器预试工作。

二、引用的标准和规程

2.1 DL408-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2.2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2.3 Q/CSG10007-2004 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2.4 DL/T596-19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三、 试验设备、仪器及有关专用工具

1. 交接及大修后试验所需仪器及设备材料：

序号 试验所用设备（材料） 数量 序号 试验所用设备（材料） 数量

1 工频升压设备 1 只 7
小线箱（各种小线夹

及短线
1 个

2 兆欧表（2500V） 1 只 8 常用工具 1 套

3 放电计数器测试棒 1 套 9
常用仪表（电压表、

万用表）
1 套

4 电源盘及刀闸板 2 副 10 前次试验报告 1 本



5 绝缘板 1 块 11

6 温湿度计 1 个 12

四、 安全工作的一般要求

1. 必须严格执行 DL409-19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及市公司相关安全规定。

2. 现场工作负责人负责测试方案的制定及现场工作协调联络和监督。

五、 试验项目

1. 绝缘电阻的测量

1.1 试验目的

测量避雷器的绝缘电阻，目的在于初步检查避雷器内部是否受潮；有并联电阻者可检查其通、断、

接触和老化等情况。

1.2 该项目适用范围

110kV 及以上避雷器交接试验和预试。

1.3 试验时使用的仪器

35kV 及以上的用 5000V 兆欧表；低压的用 500V 兆欧表测量。

1.4 测量步骤

1.4.1 断开被试品的电源，拆除或断开对外的一切连线，将被试品接地放电。放电时应

用绝缘棒等工具进行，不得用手碰触放电导线。

图 1 测量避雷器绝缘电阻接线图

1.4.2 用干燥清洁柔软的布擦去被试品外绝缘表面的脏污，必要时用适当的清洁剂洗净。

1.4.3 兆欧表上的接线端子“E”是接被试品的接地端的，“L”是接高压端的，“G”是接屏蔽端

的。应采用屏蔽线和绝缘屏蔽棒作连接。将兆欧表水平放稳，当兆欧表转速尚在低速旋转时，用导

线瞬时短接“L”和“E”端子，其指针应指零。开路时，兆欧表转速达额定转速其指针应指 “∞”。

然后使兆欧表停止转动，将兆欧表的接地端与被试品的地线连接，兆欧表的高压端接上屏蔽

连接线，连接线的另一端悬空(不接试品)，再次驱动兆欧表或接通电源，兆欧表的指示应无

明显差异。然后将兆欧表停止转动，将屏蔽连接线接到被试品测量部位。



1.4.4 驱动兆欧表达额定转速，或接通兆欧表电源，待指针稳定后(或 60s)，读取绝缘电

阻值。

1.4.5 读取绝缘电阻后，先断开接至被试品高压端的连接线，然后再将兆欧表停止运转。

1.4.6 断开兆欧表后对被试品短接放电并接地。

1.4.7 测量时应记录被试设备的温度、湿度、气象情况、试验日期及使用仪表等。

1.5 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1.5.1 试品温度一般应在 10～40℃之间。

1.5.2 绝缘电阻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但目前还没有一个通用的固定换算公式。

温度换算系数最好以实测决定。例如正常状态下，当设备自运行中停下，在自行冷却过程中，可

在不同温度下测量绝缘电阻值，从而求出其温度换算系数。

1.6 测量结果的判断

FS（PB℃，LX）型交接时>2500MΩ， FZ（PBC，LD）、FCZ 和 FCD 型等有分流电阻

的避雷器，主要应与前一次或同一型式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氧化锌避雷器 35kV 以上不小

于 2500 MΩ，35kV 及以下不小于 1000 MΩ。底座绝缘电阻不小于 100 MΩ。

2. 电导电流和直流 1mA 下的电压 U1mA 的测量

2.1 试验目的

试验目的是检查避雷器并联是否受潮、劣化、断裂，以及同相各元件的α系数是否相配；对 

无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则要求测量直流 1mA 下的电压及 75%该电压下的泄漏电流。

2.2 该项目适用范围

110kV 及以上避雷器交接试验和预试。

2.3 试验时使用的仪器

高压直流发生器、微安表

2.4 测量步骤

2.4.1 避雷器地端接地，高压直流发生器输出端通过微安表与避雷器引线端相连，如图 2

所示。

图 2 避雷器泄漏电流测试接线图



2.4.2 首先检查升压旋纽是否回零，然后合上刀闸，打开操作电源，逐步平稳升压，升

压时严格监视泄漏电流，当要到 1mA 时，缓慢调节升压按钮，使泄漏电流达到 1mA，此时

马上读取电压，然后降压至该电压的 75%，再读取此时的泄漏电流。

2.4.3 迅速调节升压按钮回零，断开高压通按钮，断开设备电源开关，拉开电源刀闸，

对被试设备和高压发生器放电。

2.4.4 测量时应记录被试设备的温度、湿度、气象情况、试验日期及使用仪表等。

2.5 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对不同温度下测量的普通阀型或磁吹型避雷器电导电流进行比较时，需要将它们换算到同一

温度。经验指出，温度每升高 10℃，电流增大 3%~5%，可参照换算。

Im ax  Imin
电导电流最大相差 （%）=

α=lg 
U1 ∕lg 

I1

Im ax
100%

U2 I2

I1、I2 分别为电压 U1、U2 时测得的电导电流

Δα=α1-α2

2.6 .3 氧化锌避雷器试验标准如下：

U1mA 值与初始值或与制造厂给定值相比较，变化应不大于±5%，0.75U1mA 下的泄漏电流不大

于 50μA。

3. 测量工频放电电压

3.1 试验目的

测量工频放电电压，是 FS 避雷器和有串联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必做项目，其试验的目

的，是检查间隙的放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3.2 该项目适用范围

110kV 及以上避雷器交接试验和预试。

3.3 试验时使用的仪器

电压表、电流表、调压器、试验变压器

3.4 测量步骤

3.4.1 工频放电试验接线与一般工频耐压试验接线相同，接线如图 3 所示。



3.4.2 试验电压的波形应为正弦波，为消除高次谐波的影响，必要时调压器的电源取线

电压或在试验变压器低压侧加滤波回路。对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应在被试避雷

器下端串接电流表，用来判别间隙是否放电动作。

3.4.3 图 3 中的保护电阻器 R，是用来限制避雷器放电时的短路电流的。对不带并联电

阻的 FS 型避雷器，一般取 0.1~0.5Ω/V，保护电阻不宜取得太大，否则间隙中建立不起电弧，

使、测得的工频放电电压偏高。

3.4.4 有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由于阀片的电阻值较大，放电电流较小，过流

跳闸继电器应调整得灵敏些。调整保护电阻器，将放电电流控制在 0.05~0.2A 之间，放电后

在 0.2S 内切断电源。

3.5 影响因素及注意事项

试验时，升压不能太快，以免电压表由于机械惯性作用读不准。应读取避雷器击穿时电压下

降前的最高电压值，作为避雷器的放电电压。一般一只避雷器做 3 次试验，取平均值作为工

一.  适用范围

频放电电压。

本作业指导书适应于电力变压器及电抗器交接、大修和预防性试

验。

二.  引用的标准和规

2.1 DL/T596-1996《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2.2 DL408-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所电气部分）；

2.3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2.4 Q/CSG10007-2004 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2.5 DL/T596-19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三.  试验仪器、仪表及材料

1. 交接试验所需仪器及设备材料：

序

号
试验所用设备（材料） 数量

序

号
试验所用设备（材料） 数量

1
QJ42 型单臂、QJ44 型双臂电桥或直

流电阻测试仪
1 套 8

万用表、直流毫伏表 、相位表、

电压表、电流表、瓦特表、
若干

2
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球隙、分压

器、水阻等。
1 块 9

电源线和试验接线、常用工具、

干电池
若干

3 2500—5000V 手动或电动兆欧表 1 套 10

4 微安表 1 套 11

5
调压器、升压变压器，电流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
1 套 12

6 绝缘杆、安全带、安全帽 若干 13

7 温湿度计 1 只 14

四.  安全工作的一般要求

1. 必须严格执行 DL409-199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及市公司相关安全规定。

2. 现场工作负责人负责测试方案的制定及现场工作协调联络和监督

五.  试验项目

1. 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测量

1.1 试验目的

检查绕组接头的焊接质量和绕组有无匝间短路；分接开关的各个位置接触是否良好以及分

接开关的实际位置与指示位置是否相符；引出线有无断裂；多股导线并绕的绕组是否有断

股的情况；

1.2 该项目适用范围

交接

1.3 试验时使用的仪器

QJ42 型单臂、QJ44 型双臂电桥或直流电阻测试仪；

1.4 试验方法



1.4.1 平衡电桥法

应用电桥平衡的原理测量绕组直流电阻的方法成为电桥法。常用的直流电桥有单臂电桥

与双臂电桥两种。

单臂电桥常用于测量 1Ω以上的电阻，双臂电桥适宜测量准确度要求高的小电阻。

双臂电桥的测量步骤如下：

测量前，首先调节电桥检流计机械零位旋钮，置检流计指针于零位。接通测量仪器电源，具

有放大器的检流计应操作调节电桥电气零位旋钮，置检流计指针于零位。

接人被测电阻时，双臂电桥电压端子 P1、P2 所引出的接线应比由电流端子 C1、C2 所

引出的接线更靠近被测电阻。

测量前首先估计被测电阻的数值，并按估计的电阻值选择电桥的标准电阻 RN 和适当的

倍率进行测量，使“比较臂”可调电阻各档充分被利用，以提高读数的精度。测量时，先接通

电流回路，待电流达到稳定值时，接通检流计。调节读数臂阻值使检流计指零。被测电阻按

式（1-2）计算

被测电阻=倍率 ×读数臂指示 （1-2）

如果需要外接电源，则电源应根据电桥要求选取，一般电压为 2～4V，接线不仅要注意

极性正确，而且要接牢靠，以免脱落致使电桥不平衡而损坏检流计。

测量结束时，应先断开检流计按钮，再断开电源，以免在测量具有电感的直流电阻时其

自感电动势损坏检流计。选择标准电阻时，应尽量使其阻值与被测电阻在同一数量级，最好

满足下列关系式（1-2）

0.1RX＜RN＜10 RX （1-3）

1.4.2 微机辅助测量法

计算机辅助测量（数字式直流电阻测量仪）用于直流电阻测量，尤其是测量带有电感的

线圈电阻，整个测试过程由单片机控制，自动完成自检、过渡过程判断、数据采集及分析，

它与传统的电桥测试方法比较，具有操作简便、测试速度快、消除认为测量误差等优点。 

使用的数字式直流电阻测量仪必须满足以下技术要求，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测量值；

（l）恒流源的纹波系数要小于 0.1％（电阻负载下测量）。

（2） 测量数据要在回路达到稳态时候读取，测量电阻值应在 5min 内测值变化不大于 0.5%。

（3） 测量软件要求为近期数据均方根处理，不能用全事件平均处理。

1.5 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

1.5.1 1.6MVA 以上变压器，各相绕组电阻相互的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2%，无中性点



引出的绕组，线间差别不应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1%；

1.5.2 1.6MVA 以下变压器，相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 4%，线间差别一般不大于三

相平均值的 2%；

1.5.3 与以前相同部位测得值比较，其变化不应大于 2%；

1.5.4 三相电阻不平衡的原因 ：分接开关接触不良，焊接不良，三角形连接绕组其中一相断

线，套管的导电杆与绕组连接处接触不良，绕组匝间短路，导线断裂及断股等。

1.6 注意事项

1.6.1 不同温度下的电阻换算公式：R2=R1（T+t2）/(T+t1)式中 R1、R2 分别为在温度 t1、 t2 时

的电阻值，T 为计算用常数，铜导线取 235，铝导线取 225。

1.6.2 测试应按照仪器或电桥的操作要求进行。

1.6.3 连接导线应有足够的截面，长度相同，接触必须良好（用单臂电桥时应减去引线电

阻）。

1.6.4 准确测量绕组的平均温度。

1.6.5 测量应有足够的充电时间，以保证测量准确；变压器容量较大时，可加大充电电流，

以缩短充电时间。

1.6.6 如电阻相间差在出厂时已超过规定，制造厂已说明了造成偏差的原因，则按标准要求

执行。

2. 绕组绝缘电阻、吸收比或（和）极化指数及铁芯的绝缘电阻

2.1 试验目的

测量变压器的绝缘电阻，是检查其绝缘状态最简便的辅助方法。测量绝缘电阻、吸收比

能有效发现绝缘受潮及局部缺陷，如瓷件破裂，引出线接地等。

2.2 该项目适用范围

交接、必要时

2.3 试验时使用的仪器

2500—5000V 手动或电动兆欧表

2.4 试验方法

2.4.1 断开被试品的电源，拆除或断开对外的一切连线，并将其接地放电。此项操作应利用

绝缘工具（如绝缘棒、绝缘钳等）进行，不得用手直接接触放电导线。

2.4.2 用干燥清洁柔软的布擦去被试品表面的污垢，必要时可先用汽油或其他适当的去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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