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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1024《标称电压1000V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分为4个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老化试验;
———第3部分: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
———第4部分:内部熔丝。
本部分为GB/T11024的第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Z11024.3—2001《标称电压1kV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3部分:并

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与GB/Z11024.3—200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对熔断器的额定电压选取采用GB/T15166.4的规定(见5.2.2);
———能量计算公式中的系数,经核实采用IEC原文中的“159”(见5.3.2,2001年版的5.3.1);
———修改了喷射式熔断器的能量限值(见5.3.2,2001年版的5.3.1);
———将“容积”改为“体积”(见图2,2001年版的图2);
———修改了电容器组投入电源时的涌流最大峰值的计算公式(见9.2.2,2001年版的9.2.2);
———增加了有关同步投切的条款(见9.3)。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TS60871-3:2015《标称电压1000V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

并联电容器 第3部分: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与IEC/TS60871-3:2015的技术性差异

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1024.1代替了IEC60871-1;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1024.4代替了IEC60871-4;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5166.4代替了IEC60549。

———适用于GB/T11024.1规定的电容器,其绝缘水平和电压等级与IECTS60871-3:2015适用的

IEC60871-1规定的不同(见第1章);
———修改了外部熔断器中熔断件的额定电流,按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37倍~1.50倍进行选择(见

5.2.1);
———修改了熔断器底座的功率承受能力的规定(见5.2.1);
———修改了喷射式熔断器的熔断件,部分熔化电流对应的数值(见表1);
———补充了不平衡检测和保护中,确定继电器保护的整定值(见第6章);
———调整了部分类型的不平衡保护的名称(见第6章);
———增加了图7b),是由于我国66kV及以下系统中广泛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星形接线方式[见

图7b)];
———对初始不平衡的允许值按照我国通用的保护整定原则做了调整(见6.6);
———修改了涌流最大峰值的公式,原因是国际标准中关于电容器组投入电源时的涌流最大峰值的

计算公式,未计及电源影响(见9.2.2);
———删除了“出于经济性考虑,通常将两个放电电抗器连接于两相的线与线之间”的规定,此接线方

式在我国已禁止使用(见IEC60871-3:2015的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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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照GB/T1.1—2009要求,重新编写了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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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三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无锡赛晶电

力电容器有限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吴江市苏杭电气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有限公司、新东北电气集团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ABB电力电

容器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厦门法拉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上海思源电力电容器有限

公司、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日新电机(无锡)有限公司、广东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河南省豫电中原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绍兴市上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山东泰开电力电子有限公司、指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永锦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无锡宸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贾华、吕韬、杨一民、元复兴、房金兰、赵鑫、贺满潮、杨昌兴、戴朝波、葛锦萍、

李怀玉、赵启承、雷乔舒、陈晓宇、黄顺达、刘菁、江钧祥、沈小益、王崇祜、董海健、胡学斌、王耀、颜红岳、
马志钦、冯秀琴、陶梅、郭庆文、张宗喜、周春红、陈柏富、万鹏、王培波、王栋、钱君毅、王明毫、章新宇、
付忠星、赵彦军。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Z11024.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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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称电压1000V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
并联电容器 第3部分:并联电容器和

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

1 范围

GB/T11024的本部分规定了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导则。
本部分适用于符合GB/T11024.1的电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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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024.1 标 称 电 压1000V 以 上 交 流 电 力 系 统 用 并 联 电 容 器 第1部 分:总 则

(GB/T11024.1—2019,IEC60871-1:2014,MOD)

GB/T11024.4 标称电压1000V 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4部分:内部熔丝

(GB/T11024.4—2019,IEC60871-4:2014,MOD)

GB/T15166.4 高压交流熔断器 第4部分:并联电容器外保护用熔断器(GB/T15166.4—2008,

IEC60549:1976,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11024.1、GB/T11024.4、GB/T15166.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内部熔丝

4.1 概述

并联电容器的内部熔丝是设置在电容器内部的有选择性的限流熔丝。按照GB/T11024.4的定

义,内部熔丝设计用于隔离故障的电容器元件,从而允许该电容器单元的其余部分以及接有该电容器单

元的电容器组继续运行。
内部熔丝动作是由电容器元件击穿引发的。通过元件熔丝的动作将故障元件瞬间断开,而不中断

电容器的运行。
外部并联连接的电容器数量及电源系统可达到的短路电流不影响内部熔丝的限流。
应注意,内部熔丝对内部连线之间的短路或带电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短路不提供保护,而这两种情况

均可能导致外壳爆裂。

4.2 熔丝特性

4.2.1 额定电流

尚未有元件熔丝额定电流的定义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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