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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494《变流变压器》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1部分:工业用变流变压器;
———第2部分:高压直流输电用换流变压器;
———第3部分:应用导则。
本部分为GB/T18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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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494.1—2001《变 流 变 压 器  第 1 部 分:工 业 用 变 流 变 压 器》,与

GB/T18494.1—200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将GB/T18494.1—2001只涉及带一个器身和一个相间变压器的变流变压器改为本部分适用

于同一个油箱中有一个或多个器身的变压器;将GB/T18494.1—2001只涉及星结(Y结)和
角结(D结)的变压器改为本部分适用于Y结、D结和其他移相联结的变压器(如Z结、延边三

角形联结、多边形联结等);
———增加了变流变压器的分类。规范了变流器的分类和应用、正常使用条件及非正常使用条件;
———明确了变流变压器的相位移和端子标识;
———增加了对变流变压器铭牌的规定;
———增加了对带有滤波和补偿用的第三绕组的装置的规定;
———增加了对有载分接开关的规定;
———增加了大电流绕组内部电流分布、损耗和热点的描述;
———增加了同一个铁心柱及带三个及以上绕组的变压器几何排列和绕组间磁耦合对谐波涡流损耗

的影响;
———增加了变压器和饱和电抗器的电压降;
———增加了绝缘试验;
———负载损耗试验时专门强调了与饱和电抗器共箱的整流变压器及大电流阀侧绕组采用外部母排

短路结构等情况;
———对表1进行了更新,删除了部分联结,表中列出的是常用的联结;
———新增八个附录,标题分别为“变流变压器移相联结和端子标识”“设计评审导则”“GB/T18494.1与

GB/T3859.1额定值的相关性”“负载周期示例”“大电流阀侧绕组电流分布测量”“通过匝数比测

量来确定变压器电压比和相位移”“装有嵌入式饱和电抗器的整流变压器的负载试验”“磁场在变

压器箱体中引起的损耗的确定箱体损耗评审和箱体热点计算的三维仿真和导则”。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1378-1:2011《变流变压器 第1部分:工业用变流变压器》。
本部分与IEC61378-1:2011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为适应我国国情,在第1章中,将原文中阀侧绕组的设备最高电压不超过36kV改为40.5kV;
———为适应我国国情,用符合我国习惯的端子标识代替了原文中的端子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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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094.1、GB1094.2、GB1094.3、GB/T1094.6、GB1094.11、

GB/T3859.1—2013和GB/T3859.2—2013分别代替了IEC60076-1:2011、IEC60076-
2:2011、IEC60076-3:2000、IEC60076-6:2007、IEC60076-11:2004、IEC60146-1-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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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IEC60146-1-2:2011;

• 用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900.15—1997代替了IEC60050(421):1990;

• 删除了对IEC60076(所有部分)、IEC60146(所有部分)和IEC/TR60616:1978的引用。
本部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第1章注中的“5.1”修改为“6.2”;
———删除了5.8中的“(见IEC60076-1的描述)”;
———将6.1最后一行中的“见5.1和7.6”修改为见“见6.2和7.6”;
———6.2中增加了“n———计算的最高谐波次数”;
———将7.6.3.2的注1的内容由“每相的两个二次阀侧绕组接近100%的耦合,见A.2和A.3。因

此,所有绕组的涡流损耗见A.2中六脉波和A.3中12脉波的相关描述。”修改为“每相的两个

二次阀侧绕组接近100%的耦合。因此,所有绕组的涡流损耗见E.3中六脉波和E.4中12脉

波的相关描述。”;
———将原文中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I和附录J修改为本

部分的附录E、附录I、附录F、附录B、附录J、附录H、附录G、附录A和附录C;
———将原文附录A(本部分为附录E)中的四处“见6.5”均修改为“见6.4”;
———将原文 A.4(本部分为 E.4)的“二次2a-2b-2c:I2R=3×23412×0.678×10-6×10-3=
11.15kW”中的“11.15kW”修改为“11.15×10-3kW”,将“二次3a-3b-3c:I2R=3×40542×
0.228×10-6×10-3=11.24kW ”中的“11.24kW”修改为“11.24×10-3kW”,并对后面所用到

的这两个数值统一进行了更正;
———删除了原文中表A.7下面的“第三额定电压”及以下六行的内容;
———将原文I.3(本部分为A.3)中的前两段文字调整到本部分A.1的最前面,删除了原文I.3中的

第三段文字;
———对原文中的公式编号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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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由全国变压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集团北京华泰变压器有限公司、明珠电气有限公司、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湘潭华夏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上能新特变压器有限公司、广州骏发

电气有限公司、沈阳华美变压器制造有限公司、吴江变压器有限公司、广东钜龙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显忠、易吉良、嘉陵、何宝振、蔡定国、胡振忠、王宁之、孙洪军、胡玉建、

张喜明、龙清华、郭跃光、樊建平、孙涛、林灿华、王文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8494.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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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流变压器
第1部分:工业用变流变压器

1 范围

GB/T18494的本部分规定了组装在半导体变流器设备内的电力变压器和电抗器的技术要求、设
计和试验,本部分不适用于常规交流配电变压器。

本部分适用于任何容量的电力变流器,典型应用有:电解用晶闸管整流器、电解用二极管整流器、大
功率驱动用晶闸管整流器、废料熔炉用晶闸管整流器及变速驱动变频器用二极管整流器。本部分也适

用于降压调压器或自耦变压器的调压单元。阀侧绕组的设备最高电压不超过40.5kV。
本部分不适用于高压直流输电用变压器。
虽然成套变流器设备标准(如GB/T3859或其他有关特殊应用场合的标准)可能包括变流变压器、

辅助变压器和电抗器在内的整个设备的各种性能保证和试验方面的要求(如绝缘、损耗),但本部分仍适

用于作为变流设备中的变压器本身的性能保证和试验要求。
本部分所规定的保证值、运行和型式试验,既适用于作为变流设备中一个组件的变压器,也适用于

变流设备用的单独订购的变压器。任何补充的保证值或特殊验证等均应在变压器订货合同中予以特别

说明。
本部分涉及的变流变压器可以是液浸式也可以是干式。除了要满足本部分规定外,对于液浸式变

压器还应符合GB1094系列标准;对于干式变压器还应符合GB1094.11。
注:在某些变流设备中可能使用标准设计的常规配电变压器,在使用中可能需要降低容量。此涉及到对专门设计

的装置的技术要求,本部分不作专门的规定。但可以从6.2中给出的公式以及按GB/T13499来计算常规变压

器的容量降低值。

本部分适用于同一个油箱中有一个或多个器身[如调压(自耦)变压器和一台(或两台)整流变压器]
的变压器。也适用于带一个(或多个)饱和电抗器和(或)相间变压器的变压器。

对于上文中未列出的其他组合形式,总损耗的确定和测量需由供需双方商定。
本部分适用于Y结、D结和其他移相联结的变压器(如Z结、延边三角形联结、多边形联结等)。移

相绕组可以设置在调压变压器或整流变压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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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094.1 电力变压器 第1部分:总则(GB1094.1—2013,IEC60076-1:2011,MOD)

GB1094.2 电力变压器 第2部分:液浸式变压器的温升(GB1094.2—2013,IEC60076-2:2011,

MOD)

GB1094.3 电力变压器 第3部分: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GB1094.3—2003,

eqvIEC60076-3:2000)

GB/T1094.6 电力变压器 第6部分:电抗器(GB/T1094.6—2011,IEC60076-6:2007,MOD)

GB1094.11 电力变压器 第11部分:干式变压器(GB1094.11—2007,IEC60076-11:2004,MOD)

GB/T2900.15—1997 电工术语 变压器、互感器、调压器和电抗器[neqIEC60050(421):1990、
1

GB/T18494.1—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