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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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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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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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了标志和分类(见第4章、5.1,GB/T25890.5—2010的7.1);

d) 更改了使用条件(见5.2,GB/T25890.5—2010的7.2.4);

e) 增加了一般特性(见5.3);

f) 更改了要求(见5.4,GB/T25890.5—2010的7.3);

g) 增加了电气特性(见5.5);

h) 增加了防雷保护(见5.6);

i) 增加了命令与控制(见5.7);

j) 更改了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见第6章,GB/T25890.5—2010的7.4、7.5);

k) 更改了优选值(见附录A,GB/T25890.5—2010的7.2.1、7.2.2、7.2.3)。
本文件修改采用IEC62848-2:2019《轨道交通 直流避雷器和电压限制装置 第2部分:电压限制

装置》。
本文件与IEC62848-2:2019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第6章对应IEC62848-2:2019的第6章、

第7章,其中6.2.1、6.3对应IEC62848-2:2019的7.1,6.14对应IEC62848-2:2019的7.2,删除了7.3。
本文件与IEC62848-2: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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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4208—2017替换了IEC60529:1989(见6.11)、GB/T1402—2010替

换了IEC60850:2014(见6.6.2、6.10.2)、GB/T16422.1替换了ISO4892-1(见6.12)、

GB/T16422.2替换了ISO4892-2(见6.12)、GB/T16422.3替换了ISO4892-3(见6.12)、

GB/T18802.311替换了IEC61643-311(见5.4.2、6.2.2.3)、GB/T43022.1替换了IEC62848-1
(见5.6)、GB/T32350.1—2015替换了IEC62497-1(见5.2.1、5.2.2)、GB/T32347.2—2015替

换了IEC62498-2(见5.2.1),以适用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增加了术语“多段定值”(见3.20),与文中技术要求对应。
———删除了术语“防护等级”“IP代码”(见第3章),为通用术语。
———更改“在某些条件下可恢复”为“视通过电流大小”(见表1),明确影响因素。
———删除了可由“制造商”“用户”商定的内容(见表1、5.2.3、5.6、5.7.2、6.10.2),明确要求,方便

使用。
———删除了标志中电压限制装置类别信息可选的要求(见5.1),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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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了环境温度上限为+45℃(见5.2.1、5.2.3),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增加了在接触器分断过程中不应产生由过电压引起的装置误动要求(见5.4.3)。实际运营及

现场测试表明,电压限制装置存在接触器分断过程中产生数百伏过电压,而导致造成本站或相

邻站电压限制装置误动的情况,增加该要求以避免上述情况。
———增加了电压限制装置动作时间、电压、动作次数应采用多段定值设定的要求(见5.4.3)。多段

定值有利于减少电压限制装置动作次数,是解决电压限制装置频繁动作措施之一。
———更改“宜具有以下特性和测量显示”为“应具有以下特性和测量显示”(见5.7.1)。文中涉及的

特性和测量显示为我国电压限制装置的常用功能,因此做此更改以符合我国的应用现状,并统

一要求。
———更改报警记录中的“长期处于闭合状态的装置,最终参数化水平在2级及以上”为“装置分断及

对应多段定值的段数”(见5.7.3),以符合我国电压限制装置实际应用习惯。
———更改报警记录中的“超过给定的动作次数,最终参数化水平在2级及以上”为“超过给定的动作

次数,次数设置为3次及以上”(见5.7.3)。我国对电压限制装置动作次数的整定一般为:在一

定时间内动作3次之后闭锁,因此做此更改以使报警记录与我国动作定值相符。
———更改“型式检验”为“检验规则与试验方法”(见第6章),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增加了型式检验的要求(见6.1),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增加了检验分类、技术要求对应的条款(见表2),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更改“应使用频率范围为45Hz~65Hz”为“应使用频率范围为45Hz~55Hz”(见6.10.2),使

其与GB/T16927.1相一致,以符合我国电力系统实际情况。
———更改了电压限制装置短时电流耐受能力最大I2t 值,由625kA2s调整为1200kA2s(见

表A.4),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更改了电压限制装置最大关合能力值50000A为100000A(见表A.6),以适应我国的国情。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更改电压限制装置(VLD)的工作方式为注(见第1章);
———删除了术语3.4的注(见3.4);
———删除了表1的注(见表1);
———更改表2试验项目1中“标称触发电压和非触发电压”为“触发电压和非触发电压”(见表2);
———更改“标称触发电压UTn和非触发电压UW”为“触发电压和非触发电压”(见6.2);
———更改“触发及瞬时触发电压试验”为“标称触发电压及瞬时触发电压试验”(见6.2.3.3、6.2.4.3);
———删除了试验目的描述性内容(见6.4.1、6.7);
———更改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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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铁

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立君、李力鹏、刘贵、荣智林、李学明、周伟志、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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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系统中必需设置的安全防护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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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参数分类(放电冲击特性参数、电荷转移能力、保护电压水平等)、关键部件分

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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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电压限制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电压限制装置的类别、标志、使用条件、一般特性、基本要求、电气特性、
防雷保护、命令和控制、检验规则,描述了城市轨道交通电压限制装置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为满足GB/T28026中关于防电击保护措施及杂散电流防护措施的相关规定而在直

流牵引系统中应用的电压限制装置(VLD)。
注:VLD的工作方式是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的回流轨与接地系统或与架空接触网区内或受电器区内的导电部件连

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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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轨道交通 牵引供电系统电压(IEC60850:2007,MOD)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IEC60529:2013,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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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802.311 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11部分:气体放电管(GDT)的性能要求和测试回路

(GB/T18802.311—2017,IEC61643-311:2013,IDT)

GB/T25890.1—2010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1部分:总则(IEC61992-1:

2006,IDT)

GB/T25890.7—2010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7-1部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专

用测量、控制和保护装置 应用指南(IEC61992-7-1:2006,IDT)

GB/T25890.8—2010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7-2部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专

用测量、控制和保护装置 隔离电流变送器和其他电流测量设备(IEC61992-7-2,2006,IDT)

GB/T25890.9—2010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直流开关设备 第7-3部分:直流牵引供电系统专

用测量、控制和保护装置 隔离电压变送器和其他电压测量设备(IEC61992-7-3,2006,IDT)

GB/T28026.1—2018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电气安全、接地和回流 第1部分:电击防护措施

(IEC62128-1:2013,MOD)
注:GB/T28026.1—2018被引用的内容与IEC62128-1:2013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28026.3—2018 轨道交通 地面装置 电气安全、接地和回流 第3部分:交流和直流牵

引供电系统的相互作用(IEC62128-3:2013,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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