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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43022《轨道交通 直流避雷器和电压限制装置 》的第1部分。GB/T43022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第2部分:电压限制装置。
本文件和GB/T43022的第2部分共同代替GB/T25890.5—2010《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

关设备 第5部分:直流避雷器和低压限制器》,与GB/T25890.5—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

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GB/T25890.5—2010的第1章);

b)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c) 删除了有间隙非线性电阻避雷器(见GB/T25890.5—2010的第4章);

d) 删除了避雷器人工污秽试验(见GB/T25890.5—2010的第5章);

e) 更改了标识(见4.1,GB/T25890.5—2010的6.1);

f) 删除了优选额定值(见GB/T25890.5—2010的6.2.1、6.2.2、6.2.3);

g) 更改了温度、海拔、污秽、冲击振动等使用条件(见4.2,GB/T25890.5—2010的6.2.4);

h) 更改了避雷器外套绝缘耐受能力、参考电压、动作负载、机械性能等技术要求(见4.3,

GB/T25890.5—2010的6.3);

i) 增加了避雷器分类(见第5章);

j) 更改了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见第6章,GB/T25890.5—2010的6.4、6.5、6.6);

k) 删除了验收试验(见GB/T25890.5—2010的6.6)。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848-1:2016《轨道交通 直流避雷器和电压限制装置 第1部分:无间隙金

属氧化物避雷器》。
本文件与IEC62848-1:2016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增加了4.3.11~4.3.14;
———增加了6.12~6.17;
———删除了第7章;
———增加了附录A;
———附录C对应IEC62848-1:2016的附录A。
本文件与IEC62848-1:2016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单

线(|)进行了标示,具体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1402、GB/T2900.12—2008(见第3章),以适用我国的技术条

件、增加可操作性;
———删除了术语“最高持续电压”“额定绝缘电压”“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开关过电压”“雷击过电压”

“验收试验”(见第3章),本文件没有使用;
———增加了直流1mA参考电压Uref、标称放电电流下的残压(见4.1),因为增加基本参数便于检

修参考;
———更改了环境温度上限为+45℃,户内装置污秽等级为不超过PD3(见4.2.1、4.2.2、6.10.3.4),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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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的国情;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21563—2018替换了IEC61373(见4.2.1、6.11),GB/T16927.1替换了

IEC60060-1(见6.2.1、6.2.2、6.2.4),GB/T7354替换了IEC60270(见6.7),GB/T19519替换

了IEC61109(见6.10.1.2),GB/T16422.1替换了ISO4892-1(见6.10.2.1),GB/T16422.2替

换了ISO 4892-2(见 6.10.2.1),GB/T16422.3 替 换 了 ISO 4892-3(见 6.10.2.1),

GB/T2423.22—2012替换了IEC60068-2-14(见6.10.3.4)以适用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

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2347.1—2015替换了IEC62498-1:2010(见4.2.1),两个文件之间的

一致性程度为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2347.2—2015替换了IEC62498-2:2010(见4.2.1),两个文件之间的

一致性程度为修改,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更改了每平方厘米圆面积上的参考电流(见4.3.2),增加了满足参考电压规定,按照行业实际

使用参数;
———增加了典型避雷器(单柱,分类等级DC-B)在陡波、雷电、操作冲击电流下残压值不应大于表

A.1的规定(见4.3.3),按照行业实际使用参数规定;
———更改了密封泄漏率为密封性能(见4.3.5),因为规定泄漏率会限制密封性能的其他检测方

法,所以改为密封性能;
———增加了电流不均匀系数不应大于1.10和电流不均匀系数公式(见4.3.6),根据行业水平量化

本条技术要求;
———增加了典型避雷器(单柱,分类等级DC-B)的陡波、雷电和操作冲击保护水平(最大残压值)不

应大于表A.1的规定(见4.3.10),按照行业实际使用参数规定;
———增加了0.75倍直流参考电压下的漏电流通常不超过50μA,多柱避雷器的每一柱漏电流不应

超过50μA要求(见4.3.11),因为该指标能检验避雷器的性能和质量,并根据行业水平量化本

条技术要求;
———增加了耐污秽性能要求(见4.3.12),对设计外套绝缘距离适应污秽环境提出了具体要求,便于

使用;
———增加了机械性能要求(见4.3.13),便于使用;
———增加了外观、尺寸和重量要求(见4.3.14),因为复合外套避雷器需要约束外观质量;
———更改了应做型式检验的要求(见6.1),符合国内行业的要求;
———增加了序号为11~16项检验项目(见6.1表3),与技术要求内容相对应;
———增加了出厂检验、技术要求并按对应关系排列(见6.1表3),符合国内标准规定;
———更改了试验项目“密封泄漏率试验”为“密封试验”(见6.1表3和6.9),因为还有非直接测试泄

漏率的方式来验证密封性,所以,修改试验项目名称;
———删除了用参考电压定比例系数的内容,明确参数,便于标准使用;
———增加了“不大于20μs”的半峰值时间要求(见6.3.2),明确要求;
———增加了“应在18μs~22μs内”的半峰值时间要求(见6.3.3),明确要求;
———删除了供应商和用户协商确定的内容(见表5、表6、6.5.2.3、6.5.3.3、6.6.3.1、表9、表10、

6.6.4.1、6.8.1、6.8.3.2.4、6.9.5),明确要求;
———更改了内部局部放电试验电压数值(见6.7),符合我国国情;
———更改了允许采用方法为推荐采用方法(见6.9.4),符合我国国情;
———增加了振动和冲击试验的具体验证准则(见6.11),便于使用;
———增加了直流参考电压试验、0.75倍直流参考电压下漏电流试验、多柱避雷器的均流试验、爬电

距离检查、外观、尺寸和重量检查、称重的检验内容(见6.12~6.17),与表3增加的型式检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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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对应;
———增加了典型避雷器的电性能参数(分类等级DC-B)(见附录 A),根据我国国情量化4.3.2和

4.3.10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删除了3.21、3.36、3.42、3.43的术语的来源(见第3章);
———增加了注(见3.4、3.33、4.2.2、6.9.5);
———删除了实际不需要的有关可用参考电压计算系数的内容(见6.3.1);
———更改了泄漏率公式符号(见6.9.2);
———增加了参考文献JB/T7618(见6.9.4);
———删除了参考文献IEC60099-9:2014、IEC61643-11:2011、IEC62128-1、EN50526-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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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铁路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轨道交通电气设备与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7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神电电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冯江华、陈文光、唐柳、李汉卿、单翀皞、沈海滨、马向荣。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0年首次发布为GB/T25890.5—2010;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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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轨道交通领域,直流避雷器和电压限制装置是应用于直流系统中的安全防护部件。直流避雷器

应用于设备有可能遭受雷击的电源输入端,将雷电能量泄放入地以保护系统,直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

雷器以其特有的性能优势以及成熟的制造技术,已经成为轨道交通领域直流系统必选的过电压防护设

备;电压限制装置用于直流牵引供电系统电击的防护,是牵引供电系统重要的安全防护装置。

GB/T43022拟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目的是通过规定环境和使用要求,并从设计分类(设计

A、设计B)、性能参数(冲击负载特性参数、电荷转移能力、保护电压水平等)、关键部件(外套

材料等)的多个角度规定试验验证方法和相应要求,为直流避雷器的设计、制造与使用提供规

范和依据。
———第2部分:电压限制装置。目的是通过规范和统一城市轨道交通电压限制装置的工作条件、特

性、试验等要求,为城市轨道交通电压限制装置的设计、制造与使用提供规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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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直流避雷器和电压限制装置
第1部分: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直流避雷器的标志、使用条件、技术要求、分类、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机车车辆上和牵引供电地面装置安装的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该避雷器设计用

于限制IEC60850规定的直流供电系统的过电压,其系统标称电压不超过3kV。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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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02 轨道交通 牵引供电系统电压(GB/T1402—2010,IEC60850: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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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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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354 高电压试验技术 局部放电测量(GB/T7354—2018,IEC60270:2000,MOD)

GB/T16422.1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1部分:总则(GB/T16422.1—2019,

ISO4892-1:2016,IDT)

GB/T16422.2 塑料 实验室光源暴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氙弧灯(GB/T16422.2—2022,

ISO4892-2:2013,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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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ISO4892-3: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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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60060-1:2010,MOD)

GB/T19519 架空线路绝缘子 标称电压高于1000V交流系统用悬垂和耐张复合绝缘子 定

义、试验方法及接收准则(GB/T19519—2014,IEC61109:2008,MOD)

GB/T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IEC61373:2010,MOD)

GB/T32347.1—2015 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1部分:机车车辆设备(IEC62498-1:

2010,MOD);

GB/T32347.2—2015 轨道交通 设备环境条件 第2部分:地面电气设备(IEC62498-2:

2010,MOD);

GB/T32350.1—2015 轨道交通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电工电子设备的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IEC62497-1:2010,M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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