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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5544《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分为5个部分:
———第1部分:电流计算;
———第2部分:短路电流计算应用的系数;
———第3部分:电气设备数据;
———第4部分:同时发生两个独立单相接地故障时的电流以及流过大地的电流;
———第5部分:算例。
本部分为GB/T15544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5544—1995《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与GB/T15544—1995相比,除编

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适应范围中“标称电压380V~220kV”的限制(见1.1,1995年版的1.2);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中的“不对称开断电流”(见1995年版的3.9.2);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中的“热等效短路电流”(见1.3.23);
———修改了电压系数的推荐值(见表1,1995年版的表1);
———修改了发电机变压器组的阻抗修正系数计算方法(见3.7,1995年版的10.3.2.7和10.3.2.8);
———增加了网络变压器的阻抗修正系数(见3.3.3);
———修改了发电机阻抗中的电阻分量的计算方法(见3.6.1,1995年版的10.3.2.6);
———删除了计算R/X 值的方法A中“支路短路电流之和占总短路电流的80%”的条件(见1995年

版的9.1.3.2);
———增加了变压器低压侧短路高压侧单相断开时的电流计算(见4.6.5);
———增加了异步电动机机端三相短路时的短路电流计算公式(见表3,1995年版的表2);
———增加了短路电流热效应的计算方法(见4.8);
———增加了“在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计算交流系统短路电流时应特别考虑电容器组与滤波器的影

响”(见3.10)。
本部分采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0909-0:2001《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第0部分:电流计算》。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156—2007 标准电压(IEC60038:2002,MOD)
———GB311.1—2012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IEC60071-1:2006,MOD)
———GB/T2900.73—2008 电工术语 接地与电击防护(IEC60050-195:1998,MOD)
———GB/T2900.74—2008 电工术语 电路理论(IEC60050-131:2002,MOD)
———GB/T2900.83—2008 电工术语 电的和磁的器件(IEC60050-151:2001,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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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印永华、李明节、汤涌、卜广全、周济、张彦涛、郭强、张东霞、肖惕、姜树德、陈迅、

赵强、张文朝、李晶、申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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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便于采用IEC60909标准和今后增补、修订标准的方便,经全国短路电流计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424)研究决定,将 GB/T15544改编为系列标准:修订后 的 GB/T15544.1等 同 采 用

IEC60909-0;GB/T 15544.2 等 同 采 用 IEC60909-1;GB/T 15544.3 等 同 采 用 IEC60909-2;

GB/T15544.4等同采用IEC60909-3;GB/T15544.5等同采用IEC60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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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
第1部分:电流计算

1 概述

1.1 范围

GB/T15544的本部分适用于额定频率为50Hz或60Hz的低压、高压三相交流系统中的短路电

流计算。
当系统标称电压为500kV及以上,并且含有远距离交流输电线路时,需特殊考虑。
本部分提出的短路点等效电压源法,是一种简洁实用的短路电流计算方法,其计算结果一般情况下

具有可接受的精度。如果能够得到相同的计算精度,不排斥采用其他计算方法,如叠加法。用叠加法计

算得到的短路电流,依赖于某一特定潮流,因此不一定是最大短路电流。
本部分涉及的短路形式包括平衡短路故障和不平衡短路故障。
对于人为或意外发生的一个线路导体与大地间短路,以下两种情况的物理特性和影响不同(导致不

同的计算目的),必须明确加以区分: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阻抗接地的系统中,导体对地短路;
———在中性点不接地或谐振接地系统中,发生一处导体对地短路故障,该短路故障的计算不在本部

分研究范围内。
在中性点不接地或谐振接地系统中,同时发生两个独立单相接地短路故障时,短路电流的计算参照

IEC60909-3。
短路电流和短路阻抗也可通过系统试验、系统分析仪器测量或通过数字计算机确定。在现有低压

系统中,能够在预期的短路点通过测量得到短路阻抗。
短路阻抗的计算通常基于电力设备的额定参数以及系统的拓扑结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既可应用

于现有系统,也可应用于规划系统。
通常情况下,应计算两种不同幅值的短路电流:
———最大短路电流,用于选择电气设备的容量或额定值;
———最小短路电流,用于选择熔断器、设定保护定值或校核感应电动机启动。
注:假设三相短路电流是由于三相同时短路而产生。由于三相不在同一瞬间短路,在短路电流中可能出现较大的

非周期分量的研究不属于本部分范围。

本部分不适用于受控条件(短路试验站)下人为短路和飞机、船舶用电气设备的短路计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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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38:2002 IEC 标准电压(IECstandardvoltages)

IEC60050-131:1978 国际电工词典 第131章:电和磁路(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
ulary—Chapter131:Electricandmagneticcircuits)

IEC60050-151:1978 国际电工词典 第151章:电和磁的器件(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Chapter151:Electricandmagneticdevices)

IEC60050-195:1998 国 际 电 工 术 语  第 195 部 分:接 地 与 电 击 防 护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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