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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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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重庆大学,沈阳

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贵任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奎屯供电公司,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新疆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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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峰、孟庆民、党镇平、顾世峰、朱思瑞、李山、许广虎、岳云凯、张清川、詹仲强、王涌、艾红、马

捍超、刘国亮、李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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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环境下电力用电流互感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力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基本分类、技术要求、结构和选

型要求、试验、安装运行和检修、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运输及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疆地区特殊环境下供电气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使用的，额定频率为50 Hz的电

磁式电流互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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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11.1  绝缘配合 第1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 

GB/T 7595  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 

GB/T 8905—2012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气体管理和检测导则 

GB/T 12022  工业六氟化硫 

GB/T 13540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抗震要求 

GB/T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20840.1—2010  互感器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T 20840.2  互感器 第2部分：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 

GB/T 22071.1—2018  互感器试验导则 第1部分：电流互感器 

GB/T 26218.2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2部分：交流系统用瓷和玻璃绝

缘子 

GB/T 26218.3  污秽条件下使用的高压绝缘子的选择和尺寸确定 第3部分：交流系统用复合绝缘子 

GB 50150-201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附条文说明） 

GB 50260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规范（附条文说明） 

DL/T 393—2021  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程 

DL/T 448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DL/T 506  六氟化硫电气设备中绝缘气体湿度测量方法 

DL/T 722  变压器油中溶解气体分析和判断导则 

DL/T 727  互感器运行检修导则 

DL/T 866  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规程（附条文说明） 

DL/T 1691  电流互感器状态检修导则 

JB/T 5895  污秽地区绝缘子使用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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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 current transformer with compound film insulation 

一种主绝缘采用合成薄膜绝缘材料制成的、非油浸的电容型电流互感器。 

 

统一爬电比距 unified specific creepage distance（USCD） 

绝缘子的爬电距离除以该绝缘子上的最高运行电压（方均根值）。 

 

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reference unified specific creepage distance（RUSCD） 

根据尺寸、外形和安装位置等进行校正前污秽现场的USCD的最初值。通常以mm/kV表示。 

 

现场污秽度 site pollution severity（SPS） 

在经过适当的积污时间后记录到的等值盐密/灰密或现场等值盐度的最大值。 

 

出厂试验 routine test 

每台互感器出厂期间开展的试验。 

 

特殊试验 special test 

除出厂试验外，按制造方与用户协议所进行的试验。 

 

交接试验 hand-over test 

一种主绝缘采用合成薄膜绝缘材料制成的、非油浸的电容型电流互感器。 

 

预防试验 preventive test 

在退出运行状态下，面向所有设备，以评估设备状态为目的定期开展的停电试验。 

4 使用条件 

正常使用条件 

互感器的正常环境下的使用条件应符合GB/T 20840.1—2010中4.2的要求。 

特殊使用条件 

4.2.1 环境温度 

互感器安装地点的环境温度分为2类，见表1。 

表1 环境温度类别 

类别 
最低温度 

℃ 

最高温度 

℃ 
推荐场所 

﹣25/40 ﹣25 40 适用于户内 

﹣50/75 ﹣50 75 适用于户外 

4.2.2 海拔 

互感器安装地点海拔超过1000 m时，应符合6.2.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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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耐受地震能力 

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安装地点地震烈度分为6°、7°、8°、9°，耐受地震能力应符合GB 50260和

GB/T 13540要求。 

5 基本分类 

见表2。 

表2 电流互感器分类 

分类方式 类型名称 

安装地点 户内、户外 

使用场所 组合电器、套管、母线、电缆、其他 

接线方式 相对相、相对地 

用    途 测量用、保护用 

结构型式a 正立式、倒立式、贯穿式 

绝缘介质种类 油纸、气体、树脂浇注、合成薄膜 

a
 不同类型电流互感器的典型结构参见附录 A。 

6 技术要求 

绝缘水平要求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额定绝缘水平和耐受电压应按表3选取。 

表3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额定绝缘水平和耐受电压 

系统标称电压 

（方均根值） 

kV 

设备最高电压 Um 

（方均根值） 

kV 

额定短时工频 

耐受电压 a 

（方均根值） 

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

电压（峰值） 

 kV 

额定操作冲击 

耐受电压（峰值） 

kV 

截断雷电冲击 

（内绝缘） 

耐受电压（峰值） 

kV 

0.38 0.415 3 — — — 

0.6 0.72 3 — — — 

1 1.2 6 — — — 

3 3.6 18/25 40 — 45 

6 7.2 23/30 60 — 65 

10 12 30/42 75 — 85 

15 17.5 40/55 105 — 115 

20 24 50/65 125 — 140 

35 40.5 80/95 185/200 — 220 

66 72.5 
140 325 — 360 

160 350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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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的额定绝缘水平和耐受电压（续） 

系统标称电压 

（方均根值） 

kV 

设备最高电压 Um 

（方均根值） 

kV 

额定短时工频 

耐受电压 a 

（方均根值） 

kV 

额定雷电冲击耐受

电压（峰值） 

 kV 

额定操作冲击 

耐受电压（峰值） 

kV 

截断雷电冲击 

（内绝缘） 

耐受电压（峰值） 

kV 

110 126 
185/200 450/480 — 530 

200/230 550 — 633 

220 252 

360 850 — 950 

395 950 — 1050 

395/460 1050 — 1175 

330 363 
460 1050 850 1175 

510 1175 950 1300 

500 550 

630 1425 1050 1550 

680 1550 1175 1675 

740 1675 1300 1925 

750 800 
880 1950 1425 2245 

975 2100 1550 2415 

1000 1100 
1100 2250 1800 2400 

1100 2400 1800 2560 

a
 对于斜线下的数值，额定短时工频耐受电压为设备外绝缘干状态下的耐受电压值，额定雷电冲击耐受电压为设备内

绝缘的耐受电压值。 

外绝缘要求 

6.2.1 户外电流互感器 

6.2.1.1 一般要求 

如下： 

a) 电流互感器外绝缘应按照现场污秽分区图及 GB/T 26218.2、GB/T 26218.3 选定。污秽等级的

划分和爬电比距、爬电因数的要求有所不同，参见附录 B。对易受污秽影响的户外电流互感器，

表 4 给出了给定 SPS 等级下电流互感器外绝缘的 RUSCD； 

b) 电流互感器外绝缘形状对其表面绝缘特性有大的影响，因此应按 6.2.1.3 进行修正； 

c) 在等级 e 或超出等级 e 的异常高的 SPS 情况下，可以使用较高的 USCD； 

d) 对复合外套按同等条件要求。 

表4 户外电流互感器不同污秽等级下的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污秽度等级 
最小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mm/ kV 
爬电因数 

    a（非常轻） 22 ≤3.5 

b（轻） 27.8 ≤3.625 

  c（中等） 34.7 ≤3.75 



DB 65/T 4665-2023 

 5 

表4  户外电流互感器不同污秽等级下的参考统一爬电比距（续） 

污秽度等级 
最小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mm/ kV 
爬电因数 

d（重） 43.3 ≤3.875 

  e（很重） 53.7 ≤4.0 

6.2.1.2 海拔对外绝缘的影响 

不同海拔条件下修正要求如下： 

a) 外绝缘试验电压应按额定耐受电压乘以海拔修正因数，海拔修正因数按照 GB/T 20840.1—2010

确定； 

b) 内绝缘的电介质强度不受海拔影响，产品外绝缘进行修正时内绝缘不必进行修正； 

c) 外绝缘的检查方法由制造方与用户协商确定，推荐测量设备的干弧距离和爬电距离，若爬电

距离满足 GB/T 26218.2 要求、干弧距离满足 GB/T 311.1 要求时不做外绝缘验证试验。 

6.2.1.3 爬电距离的修正 

不同伞裙形式下修正要求如下： 

a) 外绝缘套伞裙应按 JB/T 5895 规定，选用不等径的大、小伞裙，伞间距和伞伸出之比一般不小

于 0.8（对于无棱光伞（非防污）一般不小于 0.65），套管直径较大时，爬电距离应予增大并

按照公式(1)计算： 

 𝐿 = 𝐾𝐷𝜆𝑈𝑚/√3 ········································································ (1) 

式中： 

𝐿    ——爬电距离，单位为毫米每千伏( mm/ kV)； 

𝐾𝐷  ——直径系数； 

𝜆  ——参考统一爬电比距，单位为毫米每千伏( mm/ kV)； 

𝑈𝑚 ——系统最高电压。 

b) 按平均直径(𝐷𝑚)，当𝐷𝑚＜300 mm 时，𝐾𝐷=1.0，当𝐷𝑚≥300 mm 时，𝐾𝐷=0.0005𝐷𝑚+0.85。 

6.2.2 户内电流互感器 

污秽等级分为3级：0，Ⅰ和Ⅱ。0级适用于通常不出现凝露并无明显污秽的场所，不需进行凝露及人

工污秽试验；Ⅰ级适用于凝露及轻度污秽的场所；Ⅱ级适用于凝露及严重污秽的场所。(0~Ⅱ)级污秽等级

相应的最小标称爬电比距应按表5规定。设备最高电压为7.2 kV～40.5 kV的户内电流互感器外绝缘应能

承受凝露耐受电压。凝露下的耐受电压值应按表3规定选取。 

表5 户内电流互感器不同污秽等级下的爬电比距 

污秽等级 

最小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mm/ kV 

瓷质材料（复合外套） 有机材料 

0 20.8 24.2 

Ⅰ 24.2 27.8 

Ⅱ 31.2 34.7 

电容和介质损耗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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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备最高电压为40.5 kV及以上电容型绝缘的电流互感器，其一次绕组的电容和介质损耗因数

取决于其绝缘设计，且和电压、温度因素有关。要求如下： 

a)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应在额定频率和 10 kV～𝑈𝑚/√3 kV 范围内某一电压下测量，试验应在

环境温度下进行，温度应作记录； 

b) 在额定频率下，各种绝缘结构（液浸式、合成薄膜式）的电流互感器的介质损耗因数不应超

过表 6 规定的数值； 

c) 本试验目的在于检查产品的一致性，介质损耗因数允许变化限值可由制造厂和用户协商规定； 

d) 对采用电容型绝缘结构的电流互感器，制造厂应提供 10 kV 时的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 

e) 对采用电容型绝缘结构的电流互感器，制造厂应提供 0.2 kV 至 10 kV 时的频域介电响应测量

曲线，详见附表 C； 

f) 对于正立式电容型绝缘结构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的地屏，在 3 kV 测量电压下介质损耗因数允许

值不大于 0.02； 

g) 对于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如用户有要求，应测量地屏的介质损耗因数，具体要求由制

造方和用户协商。 

表6 电流互感器介质损耗因数允许值 

绝缘结构 
设备最高电压  

kV 

测量电压  

kV 

介质损耗因数 

 tg  
备注 

液浸式 

（电容型） 

550 3mU  ≤0.004 
对于Um≥252 kV的电流互感器，在0.5 3mU

 

～ 3mU 的测量电压下，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值

的增值不应大于0.001 

≤363 3mU  ≤0.005 

液浸式 

（非电容型） 
40.5 10 ≤0.02 

合成薄膜式 ≥40.5 3mU   ≤0.0025 
在0.5 3mU ～ 3mU 的测量电压下，介质损

耗因数测量值的增值不应大于0.001
 

局部放电水平 

互感器的局部放电水平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对设备最高电压为 7.2 kV 及以上的电流互感器，其局部放电水平不应大于表 7 的规定数值； 

b) 若中性点接地方式没有明确，局部放电水平可按中性点绝缘系统或非有效接地系统考虑； 

c) 局部放电的最大允许值适用于非额定频率。 

表7 允许的局部放电水平 

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 

局部放电测量电压 

（方均根值） 

 kV 

局部放电允许水平(视在放电量) 

pC 

绝缘型式 

液体浸渍（气体） 树脂浇注 合成薄膜绝缘 

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 

（接地故障因数≤1.4） 

Um 10 50 30 

1.2 3mU  5 20 10 

中性点绝缘系统或非有效

接地系统 

（接地故障因数＞1.4） 

1.2 Um 10 50 30 

1.2 3mU  5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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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干扰电压（RIV）要求 

安装在空气绝缘变电站中最高电压126 kV及以上的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在1.1𝑈𝑚/√3 下的无线电干

扰电压值应不大于300 μV，晴天夜晚无可见电晕，紫外成像光子数不应大于100。 

绝缘油介质主要性能要求 

应符合GB/T 7595和DL/T 722的要求。当电流互感器的绝缘介质采用变压器油时，绝缘油主要性能

要求见表8。 

表8 绝缘油主要性能要求 

额定电压等级 

kV 
项     目 

质量指标 

投运前 运行中 

≤35 

击穿电压 

 kV 

≥35 ≥35 

66～220 ≥40 ≥40 

330 ≥50 ≥50 

500 ≥60 ≥55 

750～1000 ≥70 ≥65 

≤330 介质损耗因数

（90 ℃） 

% 

≤1.0 ≤4.0 

≥500 ≤0.5 ≤2.0 

≤110 

含水量 

mg/L 

≤20 ≤35 

220 ≤15 ≤25 

330～750 ≤10 ≤15 

1000 ≤8 ≤15 

330～500 油中含气量 

（体积分数） 

 % 

≤1 

≤3 

750～1000 ≤2 

110（66） 

油中溶解气体 

μL/L 

H2≤50 

C2H2=0 

总烃≤10 

H2≤150 

C2H2≤2 

总烃≤100 

≥220 

H2≤150 

C2H2≤1 

总烃＜100 

绝缘气体介质主要性能要求 

当采用SF6气体时，其产品性能要求见表9： 

a) 充入电气设备前的新气，应符合 GB/T 12022 的要求，使用过的 SF6 应符合 GB/T 8905—2012

的要求； 

b) 充入电气设备 24 h后取样试验，SF6气体微量水含量在 20 ℃下应不大于 250 μL/L； 

c) 充入电气设备 24 h后取样试验，额定充气密度达到要求的电流互感器，其内部最大允许含水

量应对应于 20 ℃测量的露点不应大于-30 ℃，其他温度测量应作校正，校正方法见 DL/T 506； 

d) 当设备采用混合气体时，应参考制造厂提供的说明书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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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绝缘气体用六氟化硫主要性能要求 

气体性能 新投运 运行中 

四氟化碳（CF4） 增量≤5% 增量≤10% 

空气(N2+O2) ≤0.05% ≤0.2% 

可水解氟化物 ≤1 μg/g ≤1 μg/g 

矿物油 ≤10 μg/g ≤10 μg/g 

毒性 无毒 无毒 

密度（20 ℃，0.1013 MPa） 6.15 g/L 6.15 g/L 

气体纯度（体积分数） ≥99.9%a ≥99.7%b 

气体纯度（质量分数） ≥99.9% ≥99.8% 

酸度 ≤0.3 μg/g ≤0.3 μg/g 

气体水分 ≤250 μL/L ≤500 μL/L 

SO2 ≤1 μL/L ≤1 μL/L 

H2S ≤1 μL/L ≤1 μL/L 

a
 新疆地处极寒地区，为了必要时进行气体混合，气体纯度选择新投运 99.9%（体积百分数） 
b
 新疆地处极寒地区，为了必要时进行气体混合，气体纯度选择运行中 99.7%（体积百分数） 

通用性能要求 

电流互感器的技术性能，应满足以上极端环境特殊指标要求，并且应满足GB/T 20840.1—2010和

GB/T 20840.2的要求。 

7 结构和选型要求 

结构要求 

7.1.1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结构 

要求如下： 

a) 电流互感器应采用膨胀器密封，膨胀器宜选用波纹式膨胀器或叠形波纹式膨胀器； 

b) 22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正立式电流互感器应采用储油柜出线结构； 

c) 35 kV及以上的电流互感器应具有油位指示装置，应采用宽窗口的油位观察窗，并在 MAX和 MIN

线之间均匀划出 3 条横线，以便于油位观察。对于 220 kV电流互感器，还应在 MAX和 MIN线

之间增加表示膨胀器处于临界压力状态的横线； 

d) 电流互感器膨胀器外罩与储油柜（适用于倒立式或装设储油柜的正立式设备）连接处，或膨

胀器外罩与膨胀器托盘（适用于不装设储油柜的正立式设备）连接处的紧固压力不应阻碍电

流互感器内部的异常压力释放（例如膨胀器异常变形或主绝缘击穿所引发的爆炸），并提供

国内检验机构出具的电流互感器内部电弧故障试验报告； 

e) 在电流互感器的油箱下部应装有便于从地面观察的取油样或放油用的塞子或阀门，其位置应

能放出互感器最低处的油； 

f) 电容绝缘型电流互感器应有末屏引出，末屏引出对地绝缘不小于（2.5 kV下 100 MΩ）的水平，

电流互感器末屏接地线不应采用编织软铜线，建议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4 mm
2
的硬铜线（无氧铜），

接线端子螺纹直径应不小于 6 mm，并有可靠的防锈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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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倒立式电流互感器器身高压屏引出线（等电位线）的数量应不少于 2根； 

h) 220 kV 电流互感器可根据用户要求配置压力监视装置。监视装置的性能应满足附表 D.1 的要

求，监视装置的检验项目应满足附表 D.2的要求； 

i) 电流互感器的油量应能满足 1.0 L的取油需求。 

7.1.2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结构 

要求如下： 

a) 电流互感器应配有相应的压力释放装置、绝对压力型密度继电器。绝对压力型密度继电器与

电流互感器设备本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应满足不拆卸校验密度继电器的要求，户外安装应加装

防雨罩。监视装置的性能参数应满足附表 D.3 的要求，监视装置的检验项目及检验周期应满

足附表 D.4的要求； 

b) 电流互感器气体年泄漏率应不大于 0.5%（适用于 SF6及其混合气体）； 

c) 电流互感器应配备气体取样阀门及接头； 

d) 电流互感器应保证绝缘支撑件的机械强度和绝缘水平，并防止内部连接件松动及磨损； 

e) 电容屏结构的电流互感器，电容屏连接筒机械强度应不小于 2000 N 的悬臂负荷； 

f) 电流互感器的防爆装置应采用防止积水、冻胀的结构，防爆膜应采用抗老化、耐锈蚀材料。 

7.1.3 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结构 

应满足如下要求： 

a) 一次绕组采用多匝导线结构时，两个均压罩之间应设置防雨罩，并在均压罩上设置导水槽； 

b) 一次绕组采用棒型时，均压罩、导电棒与联结板之间形成的凹槽不宜涂抹胶体类物质； 

c) 二次绕组外绝缘采用防水材料进行包封； 

d) 所有端子及紧固件紧固力矩不低于 75 Nm,接触电阻不大于 10 μΩ； 

e) 硅橡胶伞裙应完好，无损伤、开裂等现象，具有良好的抗老化性能； 

f) 壳体悬臂梁缺口抗冲击强度不低于 200 J/m
2
； 

g) 底座应设有压力释放孔。 

7.1.4 树脂浇注电流互感器结构 

应满足如下要求： 

a) 表面应光洁、平整、色泽均匀； 

b) 对于户外电流互感器，树脂表面应喷涂/包封一层硅橡胶，保持表面憎水性。 

选型要求 

7.2.1 额定输出 

额定二次电流的标准值为1 A时、二次回路阻抗不宜大于5 Ω，额定二次电流的标准值为5 A时、二

次回路阻抗不应大于2 Ω。 

7.2.2 准确度等级 

应符合DL/T 866的要求。电能计量装置应根据DL/T 448选择计量绕组准确级。 

7.2.3 材质选型 

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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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膨胀器防雨罩应选用耐蚀铝合金或 06Cr19Ni10 奥氏体不锈钢； 

b) 二次绕组屏蔽罩宜采用铝板旋压或铸造成型的高强度铝合金材质，电容屏连接筒应采用强度

足够的铸铝合金制造； 

c)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充气接头不应采用 2 系或 7 系铝合金； 

d) 除磁性金属外，电流互感器底座、法兰应采用热镀锌或喷漆防腐。 

7.2.4 绝缘介质 

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流互感器，推荐选用的绝缘介质见表10。 

表10 电流互感器推荐选用的绝缘介质 

序号 
设备额定电压 

 kV 

绝缘介质a 

油纸 气体 合成薄膜 树脂浇注 

1 ≤35 ○ ○ ○ ● 

2 66～220 ● ● ● ○ 

3 ≥220 ● ● ○ ○ 

c
 “●”表示推荐选用，“○”表示不推荐选用。 

7.2.5 结构形式 

震区应选用抗地震性能较好的正立式电流互感器，系统短路电流较大的区域应选用抗冲击性能较好

的倒立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带TPY准确级绕组应选用倒立式电流互感器。 

7.2.6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选型 

应符合以下要求： 

a) 22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流互感器应选用通过内部电弧故障试验的产品； 

b) 对于额定一次电流大于 2500 A 的电流互感器应选用倒立式结构。 

7.2.7 二次绕组与级次组合选择 

要求如下： 

a) 电流互感器的级次组合，应根据现场实际需要进行选择。为确保设备运行可靠性，宜减少二

次绕组数量。3/2 接线方式下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数量不宜超过 8 个，其他接线方式下的电

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数量不宜超过 6 个； 

b) 保护级绕组不宜抽头； 

c) 二次绕组使用应避免保护死区。 

8 试验 

试验分类 

8.1.1 出厂试验 

每台电流互感器都应承受出厂试验项目，出厂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判据见表11。试验项目的

试验顺序应按照GB/T 22071.1—2018进行；110(66) kV～750 kV液浸式电流互感器局部放电试验的测量

时间为5 min；一次绕组的重复工频耐压试验应在规定试验电压值的80%下进行；绝缘类试验（绝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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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介质损耗、外施交流耐压等）环境温度不低于5 ℃。表11列出的出厂试验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

的电流互感器，部分试验项目的适用范围如下： 

a) 气体露点测量适用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b) 局部放电测量适用于 Um≥7.2 kV 的电流互感器； 

c)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适用于 Um≥40.5 kV 的电容绝缘型电流互感器； 

d) 介质损耗因数试验不适用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e) 非电容型绝缘结构的互感器不需要考核电容量； 

f) 段间工频耐压试验适用于具有多个线端的电流互感器； 

g) 压力试验适用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h) 二次绕组电阻测定适用于 PR、PX、PXR、TPX、TPY、TPZ 级电流互感器； 

i) 二次回路时间常数测定适用于 PR 和 TPY 级电流互感器； 

j) 额定拐点电势和额定拐点电势下励磁电流的试验适用于 PX 和 PXR 级电流互感器； 

k) 匝间过电压试验适用于无短路匝补偿的电流互感器； 

l) 绝缘油性能试验适用于液浸式电流互感器。 

表11 电流互感器出厂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判据 

1 气体露点及水分测量 GB/T 22071.1—2018 6.1.3 GB/T 22071.1—2018 6.1.4 

2 一次端工频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2.1～6.2.3 GB/T 22071.1—2018 6.2.4 

3 局部放电测量 GB/T 22071.1—2018 6.3.2～6.3.3 6.4 

4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GB/T 22071.1—2018 6.4.1～6.4.3 6.3 

5 段间工频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5.1～6.5.3 GB/T 22071.1—2018 6.5.4 

6 二次端工频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6.1～6.6.3 GB/T 22071.1—2018 6.6.4 

7 准确度试验 GB/T 22071.1—2018 6.7.1～6.7.3 GB/T 22071.1—2018 6.7.4 

8 标志的检验 GB/T 22071.1—2018 6.8.1～6.8.2 GB/T 22071.1—2018 6.8.3 

9 环境温度下密封性能试验 
气体绝缘：GB/T 22071.1—2018 5.7.3； 

油纸绝缘：GB/T 22071.1—2018 6.9.2.3 

气体绝缘：GB/T 22071.1—2018 5.7.4； 

油纸绝缘：GB/T 22071.1—2018 6.9.2.4 

10 压力试验 GB/T 22071.1—2018 6.10.3 GB/T 22071.1—2018 6.10.4 

11 二次绕组电阻测定 GB/T 22071.1—2018 6.11.3 GB/T 22071.1—2018 6.11.4 

12 二次回路时间常数测定 GB/T 22071.1—2018 6.12.2 GB/T 22071.1—2018 6.12.3 

13 
额定拐点电势和额定拐点电势

下励磁电流的试验 
GB/T 22071.1—2018 6.13.1～6.13.2 GB/T 22071.1—2018 6.13.3 

14 匝间过电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14.2 GB/T 22071.1—2018 6.14.3 

15 绝缘油性能试验 GB/T 22071.1—2018 6.15.3 6.6 

16 绝缘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6.16.3 GB/T 22071.1—2018 6.16.4 

17 绕组直流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6.17.3 
一、二次绕组直流电阻和平均值的 

差值不宜大于10% 

8.1.2 特殊试验 

特殊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判据见表12。特殊试验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流互感器，部

分试验项目的适用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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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次端多次截断冲击试验适用于 Um≥300 kV 的电流互感器； 

b) 传递过电压试验、机械强度试验适用于 Um≥72.5 kV 的电流互感器； 

c) 内部电弧故障试验适用于 Um≥72.5 kV 的油浸和气体绝缘的独立式互感器； 

d) 低温和高温下的密封性能试验适用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e) 绝缘热稳定试验适用于 Um≥252 kV 的液浸式电流互感器。 

表12 电流互感器特殊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判据 

1 一次端截断雷电冲击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7.1.1～7.1.2 GB/T 22071.1—2018 7.1.3 

2 一次端多次截断冲击试验 GB/T 22071.1—2018 7.2.2 GB/T 22071.1—2018 7.2.3 

3 传递过电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7.3.2～7.3.3 GB/T 22071.1—2018 7.3.4 

4 机械强度试验 GB/T 22071.1—2018 7.4.2 GB/T 22071.1—2018 7.4.3 

5 内部电弧故障试验 GB/T 22071.1—2018 7.5.2 GB/T 22071.1—2018 7.5.3 

6 低温和高温下的密封性能试验 GB/T 22071.1—2018 7.6.2 GB/T 22071.1—2018 7.6.3 

7 腐蚀试验 GB/T 22071.1—2018 7.7.1～7.7.2 GB/T 22071.1—2018 7.7.3 

8 着火危险试验 GB/T 22071.1—2018 7.8.2 GB/T 22071.1—2018 7.8.3 

9 绝缘热稳定试验 GB/T 22071.1—2018 7.9.2～7.9.6 GB/T 22071.1—2018 7.9.7 

8.1.3 交接试验 

8.1.3.1 一般要求 

产品在安装完成后应进行全部交接试验。交接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判据见表13。 

8.1.3.2 顺序要求 

如下： 

a) 试验项目的试验顺序应按照表 13 进行； 

b) 除另有规定外，所有绝缘交接试验应在同一台电流互感器上进行。 

8.1.3.3 特殊要求 

表13列出的交接试验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流互感器，部分试验项目的适用范围如下： 

a) 无线电干扰电压试验适用于安装在空气绝缘变电站 Um≥126 kV的电流互感器； 

b) 环境温度下密封性能试验、压力试验适用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表13 电流互感器交接试验项目（含顺序） 

顺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判据 

1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六氟化硫气体纯度 
GB/T 8905—2012 9.2 6.7 

2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六氟化硫气体水分 
GB/T 22071.1—2018 6.1.3 6.7 

3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 

绝缘液检测 
GB/T 22071.1—2018 6.15.3 6.6 



DB 65/T 4665-2023 

 13 

表13  电流互感器交接试验项目（含顺序）（续） 

顺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判据 

4 绝缘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6.16.3 GB 50150—2016 10.0.3 

5 
电容型电流互感器介质损

耗因数及电容量 
GB/T 22071.1—2018 6.4.1～6.4.3 GB 50150—2016 10.0.4 

6 局部放电试验 GB/T 22071.1—2018 6.3.2～6.3.3 GB 50150—2016 10.0.5 

7 交流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2.1～6.2.3 GB 50150—2016 10.0.6 

8 
一、二次绕组 

直流电阻 
GB/T 22071.1—2018 6.17.3 

一、二次绕组直流电阻和平均值的 

差值不宜大于10% 

9 连接组别及极性 GB 50150—2016 10 GB 50150—2016 10 

10 误差及变比 GB/T 22071.1—2018 6.7.1～6.7.3 GB/T 22071.1—2018 6.7.4 

11 励磁特性 GB/T 22071.1—2018 6.13.1～6.13.2 GB/T 22071.1—2018 6.13.3 

12 
环境温度下 

密封性能试验 

气体绝缘： 

GB/T 22071.1—2018 5.7.3； 

油纸绝缘： 

GB/T 22071.1—2018 6.9.2.3 

气体绝缘： 

GB/T 22071.1—2018 5.7.4； 

油纸绝缘： 

GB/T 22071.1—2018 6.9.2.4 

13 绝缘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6.16.3 GB 50150—2016 10.0.3 

14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六氟化硫气体分解产物 
GB/T 8905—2012 9.2 6.7 

15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绝缘液

检测 
GB/T 22071.1—2018 6.15.3 6.6 

8.1.4 预防试验 

8.1.4.1 一般要求 

预防试验项目、试验方法、试验判据见表14。电流互感器局部放电试验和交流耐压试验应符合如下

要求： 

a) 10(6) kV～35 kV 干式电流互感器、35 kV～110 kV 电流互感器，有异常特征的，应开展局部放

电试验； 

b) 22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流互感器在绝缘性能有下降时宜进行局部放电试验； 

c)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在交流耐压试验前的静置时间为：110(66) kV 电流互感器不少于 24 h、220 

kV～330 kV 电流互感器不少于 48 h、500 kV 电流互感器不少于 72 h，试验前后应进行绝缘油

中溶解气体对比分析。 

8.1.4.2 特殊要求 

表14列出的预防试验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流互感器，部分试验项目的适用范围如下： 

a)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同出厂试验的要求； 

b) 绝缘介质性能试验适用于液浸式和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c) SF6 封闭式组合电器、套管中的电流互感器应按表 14 的序号 7、8、9 进行试验，二次绕组应

按表 14 的序号 1、6 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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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电流互感器预防试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试验判据 

1 绝缘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7.1.1～7.1.2 DL/T 393—2010 5.3.1.4 

2 电容量和介质损耗因数测量 GB/T 22071.1—2018 6.4.1～6.4.3 DL/T 393—2010 5.3.1.5 

3 局部放电试验 GB/T 22071.1—2018 6.3.2～6.3.3 DL/T 393—2010 5.3.2.2 

4 交流耐压试验 GB/T 22071.1—2018 6.2.1～6.2.3、6.6.1～6.6.3 DL/T 393—2010 5.3.2.1 

5 绝缘介质性能试验 GB/T 22071.1—2018 6.15.3 6.6、6.7 

6 绕组直流电阻测量 GB/T 22071.1—2018 6.17.3 DL/T 393—2010 5.3.2.4 

7 误差及变比测量 GB/T 22071.1—2018 6.7.1～6.7.3 DL/T 393—2010 5.3.2.3 

8 励磁特性曲线测量 GB/T 22071.1—2018 6.13.1～6.13.2 DL/T 393—2010 5.3.2.4 

9 密封性能检查 
气体绝缘：GB/T 22071.1—2018 5.7.3； 

油纸绝缘：GB/T 22071.1—2018 6.9.2.3 
DL/T 393—2010 5.3.2.5 

9 安装、运行和检修 

安装 

9.1.1 安装前检查 

如下： 

a) 电流互感器变比分接头的位置和极性应满足设计要求； 

b) 二次接线板应完整，二次接线应与铭牌对应，引线端子应连接牢固，标志清晰，绝缘应符合

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c) 油位指示器、瓷套与法兰连接处、放油阀应无渗油现象； 

d) 金属膨胀器应完好无损，顶盖螺栓紧固； 

e)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应检查气体压力或密度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密封检查合格后对互

感器充气体至额定压力，SF6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静置 24 h 后进行 SF6 气体纯度及含水量测量

并合格。气体密度继电器应经核对检查合格； 

f)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油位指示应正常，连接部位螺栓紧固牢靠。 

9.1.2 接地要求 

如下： 

a) 电容型绝缘的电流互感器，其末屏的引出端子应可靠接地； 

b) 电流互感器外壳应可靠接地； 

c) 电流互感器的各个二次绕组（包括备用）均必须有可靠的保护接地，且应只有一个接地点，

接地点位置按 GB/T 14285 的有关规定设置。电流互感器的备用二次绕组端子应先短路后接地； 

d) 倒立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屏蔽罩的接地端子应可靠接地； 

e) 电流互感器应用黄绿相间接地符号标志，接地端子应与设备底座可靠连接，并从底座接地螺

栓用两根接地引下线与地网不同点可靠连接。接地螺栓直径不应小于 8 mm，电流互感器接地

线截面积应符合安装点短路电流限流要求。 

9.1.3 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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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a) 安装单位应严格按照制造厂的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b)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油位观察窗、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密度继电器的朝向，应面向巡视路径； 

c) 二次引线端子应位于便于检查的一侧，并有防转动措施； 

d) 电流互感器的引线安装，应保证运行中一次端子承受的机械负载不大于制造厂规定的允许值； 

e) 同一组电流互感器应按同一方向安装，且不应影响观察铭牌； 

f) 电流互感器需补油时，应按产品技术文件要求进行； 

g) 运输中附加的防爆膜和膨胀器的临时保护措施应拆除。 

9.1.4 安装后验收 

要求如下： 

a) 设备外观应完整无缺损，设备等电位连接可靠，引线对地距离、保护间隙等均满足设计文件

要求； 

b) 液浸式互感器应无渗漏油，油位指示正常，三相油位应调整一致。气体绝缘互感器无漏气，

压力指示与制造厂规定相符，三相气压应调整一致； 

c) 树脂浇注和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的伞裙应无裂纹、无破损； 

d) 金属部件油漆应完整，三相相序标志正确，接线端子标志清晰，运行编号完善； 

e) 引线连接可靠，极性关系正确； 

f) 各接地部位接地牢固可靠； 

g) 验收时，应移交安装技术记录、质量检验及评定资料、电气交接试验报告、施工图纸及设计

变更说明文件、制造厂产品说明书、试验记录、合格证件及安装图纸等产品技术文件、备品、

备件、专用工具及测试仪器清单。 

运行基本要求 

9.2.1 一般规定 

正常运行的要求如下： 

a) 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所接负荷应在准确等级所规定的负荷范围内； 

b)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 

c) 三相电流互感器一相在运行中损坏，更换时要选用电压等级、电流比、二次绕组、二次额定

输出、准确级、准确限值系数等技术参数相同，保护绕组伏安特性无明显差别的电流互感器； 

d)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投运前，应检查无漏气，气体压力指示与制造厂规定相符，三相气压应

调整一致；运行中气体压力应保持在制造厂规定范围内； 

e) 应及时处理或更换已确认存在严重缺陷的电流互感器；对存在缺陷的电流互感器，应缩短试

验周期进行跟踪检查和分析查明原因； 

f) 停运中的电流互感器投入运行后，应在 4 h内检查相关电流指示情况和本体有无异常现象； 

g) 新装或检修后，应检查电流互感器三相的油位指示正常或气体压力指示正常，且三相油位或

气体压力保持一致； 

h) 新投入或大修后（含二次回路更动）的电流互感器必须核对相序、极性； 

i) 电流互感器压力表偏出正常压力区时，应在 4 h 内汇报并查明原因，压力降低应进行补气处

理； 

j) 设备故障跳闸后，未查找到故障原因时，应联系检修人员进行 SF6 电流互感器气体分解产物检

测，以确定内部有无放电，避免带故障强送再次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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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对硅橡胶套管或加装硅橡胶伞裙的瓷套，应经常检查硅橡胶表面有无放电痕迹现象，如有放

电现象应在 12 h 内处理。 

9.2.2 紧急申请停运的规定 

遇到以下情况，电流互感器应申请紧急停运： 

a) 外绝缘严重裂纹、破损，严重放电； 

b) 严重异音、异味、冒烟或着火； 

c) 严重漏油、看不到油位； 

d) 严重漏气、气体压力低于最低运行压力； 

e) 本体或引线接头严重过热； 

f) 金属膨胀器异常伸长顶起上盖； 

g) 压力释放装置（防爆片）已冲破； 

h) 末屏开路； 

i) 二次回路开路不能立即恢复时； 

j) 设备的油化试验或气体成分检测主要指标超过规定不能继续运行。 

运行中巡视检查 

9.3.1 周期 

要求如下： 

a) 正常巡视，正常巡视周期应按电流互感器安装使用地点的设备管理规定执行； 

b) 特殊巡视，新投运设备，应缩短巡视周期，运行 72 h 后转入正常巡视。高、低温季节，高湿

度季节，气候异常时，高峰负荷，季节性电压波动期间，设备异常时，巡视周期不大于 7 天； 

c) 红外热像检测，33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检测周期为 1个月，220 kV电压等级检测周期为 3个

月，66 kV及 110 kV 电压等级检测周期为半年，35 kV及以下电压等级检测周期为 1年。35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新投运后 1周内（但应超过 24 h）。 

9.3.2 项目 

9.3.2.1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 

应开展如下工作： 

a) 电流互感器本体、端子箱、连接引线三个部分的红外热像巡视检查； 

b) 电流互感器本体、端子箱、连接引线三个部分的声学成像巡视检查； 

c) 电流互感器本体、端子箱、连接引线三个部分的紫外放电巡视检查； 

d) 电流互感器本体、端子箱、连接引线三个部分的可见光成像巡视检查； 

e) 设备外观是否完整无损，各部连接是否牢固可靠，有无锈蚀现象； 

f) 外绝缘表面是否清洁、有无裂纹及放电现象； 

g) 油位是否正常、膨胀器是否正常； 

h) 有无渗漏油现象，防爆膜有无破裂； 

i) 有无异常振动、异常音响及异味； 

j) 金属部位有无锈蚀，底座、支架、基础有无倾斜变形； 

k) 底座接地是否可靠，有无锈蚀、脱焊现象，整体有无倾斜； 

l) 二次接线盒关闭是否紧密，电缆进出口密封是否良好； 

m) 各部位（含备用的二次绕组端子）接地是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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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接地标识、出厂铭牌、设备标识牌、相序标识是否齐全、清晰； 

o) 二次接线端子标识是否齐全，引接线端子有无松动、过热、打火现象，接地是否牢固可靠； 

p) 端子箱内孔洞封堵是否严密，二次电缆标识是否齐全、完整； 

q) 端子箱门开启是否灵活、关闭是否严密，有无变形锈蚀，接地是否牢固，标识是否清晰； 

r) 端子箱内部是否清洁，有无异常气味、有无受潮凝露现象，驱潮加热装置是否运行正常，加

热器按季节和要求是否正确投退； 

s) 是否过负荷，引线端子是否过热或出现火花，接地螺栓有无松动现象。 

9.3.2.2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 

开展9.3.2.1中的除g)、h)以外的所有项目，额外检查密度继电器现场指示与后台是否一致，气体压

力是否在正常范围内；还应开展DL/T 727要求的巡视检查项目。 

9.3.2.3 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 

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开展9.3.2.1中的除g)、h)、i)以外的所有项目，还应开展DL/T 727要求的

巡视检查项目。 

9.3.2.4 树脂浇注电流互感器 

树脂浇注电流互感器的巡视检查项目应符合DL/T 727的要求。 

检修 

9.4.1 检修内容 

应根据各部件状态量的劣化情况，综合备品备件、负荷转移、厂家要求等综合制定，各部件状态量

劣化时推荐的检修内容符合DL/T 1691的要求，所有停电检修内容宜集中完成。 

9.4.2 检修分类 

分为4类，检修类别根据执行的检修内容确定，各类检修对应的检修内容见DL/T 1691，检修范围应

符合以下要求： 

a) A 类检修：设备整体性检查、维修、更换及相关试验，主要包括返厂检修、设备更换等； 

b) B 类检修：设备局部性的检修，部件的解体检查、维修、更换及相关试验，主要包括套管更换、

储油柜密封元件改造更换、一次端子连接端改造、二次绕组更换、末屏改造或固定处理、液

浸式电流互感器补油或放油、更换密封件、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补气、泄漏点补漏等； 

c) C 类检修：设备例行检查、试验及维修，主要包括停电出厂试验、涂覆防污闪涂料、增爬裙加

装、外绝缘清扫、金属部件防腐处理、连接端子与引线的紧固等需要停电进行的维护保养； 

d) D 类检修：设备在不停电状态下进行的带电测试、外观检查和维修，主要包括巡视检查、带电

检测、带电清扫、带电水冲洗、二次接线盒防潮处理等可带电作业的维护保养，以及带电更

换气体密度继电器等其他不停电的部件工作。 

9.4.3 检修时间 

应按DL/T 393—2021和DL/T 1691的要求确定。 

10 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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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和标签要求 

每台电流互感器的标志和标签应符合GB/T 20840.1—2010和GB/T 20840.2的要求。气体绝缘电流互

感器应设置安装时的专用吊点并有明显标识。 

随行文件要求 

每台电流互感器出厂应附有下列随行文件： 

a) 产品合格证，设备最高电压 0.415 kV 的互感器，只提供产品合格证； 

b) 出厂试验报告； 

c) 安装使用说明书(包括产品外形尺寸图及组件安装使用说明等)； 

d) 拆卸运输零件(如需要)和备件(如果有)一览表； 

e) 出厂文件应妥善包装，防止受潮； 

f) 根据用户要求，制造厂应提供本文件规定的有效的交接试验报告。 

11 运输及贮存 

运输 

要求如下： 

a) 应符合制造厂的要求； 

b) 膨胀器应采用固定限位等措施； 

c) 各个供电连接的接触面(包括接地处的金属平面)在运输期间应有防蚀措施； 

d) 在运输过程中应无严重震动、颠簸和撞击现象，22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流互感器应卧倒运

输； 

e) 220 kV 及以上电压等级液浸式电流互感器运输时应在每辆运输车上安装冲击记录仪，设备运

抵现场后检查确认，记录数值超过 10 g 应返厂检查； 

f) 对于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运输时 110(66) kV 产品每批次超过 10 台时，每车装 10 g 振动子 2

个，低于 10 台时每车装 10 g 振动子 1 个；220 kV 产品每台安装 10 g 振动子 1 个；330 kV 及

以上每台安装带时标的三维冲撞记录仪。到达目的地后检查振动记录装置的记录，若记录数

值超过 10 g 一次或 10 g 振动子落下，则产品应返厂解体检查； 

g) 气体绝缘电流互感器的充气气压应保证运输中维持正压，出厂充气压强 20 ℃时绝对压强为

130 kpa。 

贮存 

要求如下： 

a) 应符合制造厂的要求； 

b) 各个供电连接的接触面(包括接地处的金属平面)在贮存期间应有防蚀措施； 

c) 产品在贮存期间，应避免直接受晒雨淋，底座要高于地面 50 mm 以上，长期贮存应进行包装，

贮存处的环境温度应在﹣30 ℃～40 ℃范围内。贮存期间应经常检查油面及密封情况； 

d) 长期贮存应直立放置； 

e) 贮存的电流互感器投入运行前，应按 DL/T 393—2021 的要求按照相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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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电流互感器典型结构 

A.1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 

正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结构见图 A.1，一次绕组呈“U”字型，主绝缘通过电容屏均压；环型铁心及

二次绕组，分布在“U”型一次绕组下部的两侧。目前主要用于330 kV及以下电压等级，500 kV应用较少。

倒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常见结构形式见图 A.2，一次绕组、主绝缘、二次绕组均位于头部，主绝缘分头

部和直线段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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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装设储油柜结构 b） 装设储油柜结构 

标引序号说明： 

1——膨胀器外罩； 

2——排气塞； 

3——膨胀器； 

4——油位观察窗； 

5——上压圈； 

6——一次端子； 

7——一次换接板； 

8——一次端绝缘件； 

9——储油柜； 

10——器身； 

11——外绝缘套； 

12——下压圈； 

13——油箱； 

14——二次接线盒； 

15——二次端子； 

16——放油阀。 

图A.1 正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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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膨胀器外罩； 

2——排气塞； 

3——膨胀器； 

4——油位观察窗； 

5——储油柜； 

6——一次导体； 

7——一次端子； 

8——一次换接板； 

9——一次端绝缘件； 

10——器身； 

11——外绝缘套； 

12——底座； 

13——二次接线盒； 

14——二次端子； 

15——放油阀。 

图A.2 倒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的典型结构及实物图 

A.2 SF6电流互感器 

目前，国内在运的SF6绝缘电流互感器的主要结构有立式壳体、卧式壳体以及电容锥式，见图 A.3。

其中，立式壳体采用钟罩式结构，33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立式壳体与220 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立式壳

体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为了使电场均匀而采用了中压屏蔽措施；卧式壳体结构可理解为将GIS型电流互

感器独立出来，为了均匀电场、需在两端装设均压环；电容锥结构的特点主要是没有使用盆式绝缘子，

采用电容锥进行电场的均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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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式壳体（33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    b）卧式壳体（33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 

 

c）立式壳体（220 kV及以下电压等级） d）电容锥结构（330 kV及以上电压等级） 

标引序号说明： 

1——压力释放装置； 

2——壳体； 

3——器身； 

4——一次换接板； 

5——一次端子； 

6——一次导体； 

7——一次端绝缘件； 

8——底板； 

9——外绝缘套； 

10——高压屏蔽筒； 

11——中压屏蔽筒； 

12——绝缘筒； 

13——电容锥； 

14——二次接线盒； 

15——二次端子； 

16——密度继电器； 

17——充气阀； 

18——底座。 

图A.3 SF6绝缘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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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 

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绕组为“U”字形，采用电容屏分压绝缘结构，二次绕组装套装于下

部，结构示意图见图 A.4（以单匝式电流互感器为例）。 

1

2

3

4

 
标引序号说明： 

1——联结板； 

2——一次绕组； 

3——二次绕组； 

4——箱体 

图A.4 单匝式合成薄膜绝缘电流互感器结构图 

A.4 树脂浇注电流互感器 

浇注式绝缘分为半浇注、全浇注，多用不饱和树脂及环氧树脂作材料，主要用于35 kV及以下电压

等级的电流互感器。常见的环氧树脂浇注式电流互感器见图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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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一次接线端子； 

2——一次绕组； 

3——二次绕组端子； 

4——环氧树脂绝缘介质； 

5——底座； 

6——二次接线端子； 

7——二次接线盒。 

图A.5 环氧树脂浇注电流互感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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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户外电流互感器外绝缘要求的差异 

本文件第6.2.1.1条中，户外电流互感器污秽等级分为 a、b、c、d、e共5个等级，并对应于绝缘子

的参考统一爬电比距。在GB/T 20840.1—2010中污秽等级分为Ⅰ、Ⅱ、Ⅲ、Ⅳ共4个等级，对应于绝缘子

的标称爬电比距。标称爬电比距和统一爬电比距两者都规定作为最小值。标称爬电比距是基于系统电压

的，对于交流系统，这是相对相电压；而参考统一爬电比距是基于绝缘子承受的电压，即对于交流系统

是相对地电压。因此，参考统一爬电比距为标称爬电比距的 3 倍。本文件中b、c、d、e共4个污秽等级

对应于GB/T 20840.1—2010中Ⅰ、Ⅱ、Ⅲ、Ⅳ共4个污秽等级，二者对于爬电比距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爬电因数的不同。表B.1给出了污秽等级、污秽等级、标称爬电比距、参考统一

爬电比距间的关系。 

表B.1 污秽等级、标称爬电比距和参考统一爬电比距间的关系 

污秽等级a 污秽等级b 
最小标称爬电比距 

 mm/ kV 

最小参考统一爬电比距 

 mm/ kV 

—  a 很轻 12.7 22.0 

Ⅰ 轻 b 轻 16 27.8 

Ⅱ 中 c 中等 20 34.7 

Ⅲ 重 d 重 25 43.3 

Ⅳ 很重 e 很重 31 53.7 

a
 GB/T 20840.1—2010 的分级标准 
b
 本文件的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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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从频域介电响应测试仪表到被试互感器的连接图 

C.1 主绝缘频域介电响应测试 

倒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常见主绝缘频域介电响应测试连接图见图C.1，一次绕组、主绝缘、二次绕

组均位于头部，主绝缘分头部和直线段两部分，测量时将仪器高压端接在一次绕组，低压测量接于末屏

抽头。 

 

图C.1 主绝缘频域介电响应测试连接图 

C.2 末屏绝缘频域介电响应 

倒立液浸式电流互感器常见末屏绝缘频域介电响应测试连接见图C.2，一次绕组、主绝缘、二次绕

组均位于头部，主绝缘分头部和直线段两部分，测量时将仪器高压端接在末屏抽头，低压测量接于一次

绕组。 

 

图C.2 末屏绝缘频域介电响应测试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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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互感器监视装置的性能要求 

表D.1给出了液浸式电流互感器以及电容绝缘型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要求；表D.2给出了液浸式

电流互感器，以及电容绝缘型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的性能试验周期要求；表D.3给出了气体绝缘型电流

互感器监视装置的性能要求；表D.4给出了气体绝缘型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的性能试验周期要求。 

表D.1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参数 

监测参量 测量范围 测量误差要求 测量重复性要求 

全电流有效值 
2 mA～200 mA ±（标准读数×1%＋0.1 mA） RSD<0.2% 

100 mA～1000 mA ±1% RSD<0.2% 

电容量 100 pF～50000 pF ±（标准读数×1%＋1 pF） RSD<0.2% 

介质损耗因数 0.05%～30% ±（标准读数×1%＋0.001） RSD<3% 

压力 80 kpa～150 kpa ±0.3% RSD<0.2% 

温度 -45 ℃～125 ℃ ±1% RSD<0.2% 

表D.2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交接试验 出厂试验 到货检测 交接试验 定期试验 

1 结构和外观检查 ●a ● ● ● ● 

2 基本功能检验 ● ● ● ● ● 

3 绝缘电阻试验 ● ● ● ● ● 

4 介质强度试验 ● ● * * * 

5 冲击电压试验 ● ● * ○ ○ 

6 电磁兼容性能试验 ● ○ * ○ ○ 

7 低温试验 ● ○ * ○ ○ 

8 高温试验 ● ○ * ○ ○ 

9 恒定湿热试验 ● ○ * ○ ○ 

10 交变湿热试验 ● ○ * ○ ○ 

11 搬动试验 ● ○ * ○ ○ 

12 冲击试验 ● ○ * ○ ○ 

13 碰撞试验 ● ○ * ○ ○ 

14 防尘试验 ● ○ ● ○ ○ 

15 防水试验 ● ○ ● ○ ○ 

16 测量误差试验 ● ● ● ● ● 

17 抗谐波干扰试验 ● ● ● ○ ○ 

18 测量重复性检验 ● ● ● ● ● 



DB 65/T 4665—2023 

 27 

表D.2  液浸式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检验项目（续） 

序号 检验项目 交接试验 出厂试验 到货检测 交接试验 定期试验 

19 接入安全性检查 ○ ○ ○ ● ● 

a
 ●表示规定必须开展；○表示规定可不开展；*表示根据客户要求选择性开展 

表D.3 气体绝缘型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参数 

参数类别 性能指标 

工作温度 20 ℃±1 ℃ -25 ℃~﹢60 ℃ -45 ℃~﹢75 ℃ 

允许误差 ±1% ±2.5% ±3% 

示值误差 ±1% ±2.5% ±3% 

接点电阻 1.0 Ω 1.0 Ω 1.0 Ω 

表D.4  气体绝缘型电流互感器监视装置性能检验周期 

校验项目 
校验类别 

诊断性试验 出厂试验 

外观及零位 ●a ● 

示值误差、回程误差 

和轻敲位移 
● ● 

触点切换值误差 ● ● 

绝缘电阻 ● ● 

工频耐压 ● ○ 

温度补偿 ● ○ 

触点电阻 ● ● 

密封试验 ● ○ 

振动试验 ● ○ 

冲击试验 ● ○ 

a
 “●”表示应进行校验的项目，“○”表示可不校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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