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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吾GB／T20111．2--2008／IEC61857-21：2004GB／T20111分为如下3个部分：电气绝缘结构热评定规程第1部分：总要求低压电气绝缘系统热评定规程第2部分：通用模型的特殊要求散绕绕组应用电气绝缘系统热评定规程第3部分：包封线圈模型的特殊要求散绕绕组电气绝缘系统(Ⅱs)本部分是GB／T20111的第2部分。本部分等同采用IEC61857—21：2004《电气绝缘系统热评定规程第21部分：通用模型的特殊要求散绕绕组应用》(第2版，英文版)。本部分在技术内容上与IEC61857—21：2004无差异。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删除了国际标准的前言和引言；——把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IEC61857—1：1998”改为已等同采用其转化的“GB／T20111．12006”，把“IEC60505：1999”改为已等同采用其转化的“GB／T20112—2006”。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本部分由全国电气绝缘材料与绝缘系统评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FC301)归口。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毕捷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江晟电机厂有限公司、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力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巨峰绝缘材料有限公司。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桂林电器科学研究所、上海电缆研究所。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生德、李锦梁、张妃、刘立明、林年福、刘权、叶锦武、王庆东、张彝、李学敏、王新营。本部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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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 1 1．2--2008／IEC 61857-21：2004

电气绝缘系统热评定规程

第2部分：通用模型的特殊要求

散绕绕组应用

1范围

GB／T 20111的本部分规定了在特殊电工产品不适用或不要求的场合所使用的散绕绕组电气绝缘

系统(EIS)评定的通用模型(GPM)和深槽替代模型(GPM-TC)。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20111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T 20111．1 2006电气绝缘结构 热评定规程 第l部分：总要求低压(IEC 61857—1：

1998，IDT)

GB／T 20112--2006电气绝缘结构的评定与鉴别(IEC 60505：1999，IDT)

IEC 60455(所有部分) 电气绝缘用可聚合树脂复合物

IEC 60464(所有部分) 电气绝缘用浸渍漆

3术语和定义

GB／T 20112 2006和GB／T 20111．1 z006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3．1

对地绝缘ground insulation

用来隔离导电部件和接地之间的电气绝缘材料(EIM)。

3．2

线圈间绝缘coil-to-coil insulation

用来隔离相邻绕组线圈的EIM。

4结构

4．1说明

通用模型可用于评定在待评EIS中所用的电气绝缘材料的相容性，不可能模拟实际绕组制造加工

工艺的影响，因此，应减少制造加工过程的影响。GPM可使用简易的工具手工装配。

通用模型的主要组件是在同一对槽中按放两个线圈(GPM)或三个线圈(GPM—TC)，并分别放置线

圈间绝缘和对地绝缘的EIM，从而模仿变压器框架内的线圈，或者是模仿电动机或发电机槽内的线圈。

典型电工产品迭片的槽型是以适当方式加工成型的不锈钢板构成，并安装在底座上，不同厚度的

EIM可用作结构中的对地绝缘，每一线圈用两个绝缘子固定在底座上。

线圈应双股并绕(双线绕组)，填满槽部，每一线圈可用不同型号的绕组线，而且每一型号绕组线要同

对地绝缘和线圈间绝缘相接触。为便于进行对地、线圈间和匝问介电试验，所有线圈要连接到绝缘子。

图1表示GPM的结构原理，图2表示GPM-TC的结构原理。图3是GPM和GPM-TC试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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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111．2--2008／IEC61857-21：20044．2模型组件a)模型架：试样架有刚性金属支撑底座，其一端有螺栓固定合适的陶瓷或其他适用材料制成的支座绝缘子，另一端有螺栓固定的内外板材构成的两个槽。图1或图2所示为规定尺寸。支座上的孔是用来在机械应力试验(振动)期间固定模型。装配后的槽部有两或三个线圈，由对地绝缘将试样架绝缘开，线圈间彼此绝缘，用槽楔固定在适当位置。b)线圈：每一线圈应双股并绕，以便于进行导体问介电试验，所有线圈在绕线模上可以机械绕或手工绕，并绕的两端应隔离开以进行导体间耐压试验。当应用GPM—TC评定多种绕组线时，必须放置作为线圈间绝缘评定的EIM，且EIM要同每种绕组线接触。c)绕组线：采用厚膜涂层，线径优先使用1．0mm～1．12mm。d)ElM：是用作在槽部的对地绝缘和线圈问绝缘。在一个EIS中，只可用一种EIM作为对地绝缘或线圈问绝缘，并应标明被评定EIM的厚度。线圈问放置的EIM应有足够的宽度以保证线圈间完全绝缘，在半圆部放置的EIM可用切割或其他方式加工成同线圈弯曲部一致的形状并比绕成的线圈稍宽。当用GPM—TC评定两套ElM的性能时，要求每一型号的EIM要同每一种绕组线接触。如果上层和中间线圈间放置的EIM与中间和下层线圈问放置的EIM不同，上层线圈的绕组线应与下层线圈的绕组线相同。中间线圈的绕组线可任选。e)槽楔：槽楔应有足够的强度来固定槽中的线圈，一端倒成圆角确保容易穿过槽部。f)绑扎绳和／或电工级绑扎带。g)电气绝缘漆或树脂，若作为EIS组分，应符合IEC60455或IEC60464。4．3模型装配a)每一线圈应在具有两平行边和两端有半圆的绕线模上绕制，平行边长65mm，半圆直径45mm，且具有足够的匝数填充除绝缘和槽楔外槽部剩余空间的一半(GPM)或三分之一(GPM—TC)，距半圆形端中部5mm处切断并绕两导线的一端作为不连接端，为了确保绝缘及导体间进行介电试验，两不连接端应彼此分离且保持最小距离5inm，另外的导线端要有足够长度，从线圈直线部分引出连接到支撑绝缘子，单一线圈应用绑扎绳或电工绑扎带绑扎保护。b)每一金属部件装配前应仔细清洗和干燥，这些金属部件应小心装配以保证槽宽度相等且两边平行，简单的办法是切削两个和槽口宽度相等的木块，在扭紧槽部压紧螺栓前将木块放在槽中以对准槽部。c)槽部绝缘是从被评定厚度的条形EIM上切成固定形状，对GPM切成65mm的方形，对GPM—TC切成65mm×90mm的矩形，且弯曲以适合槽部。槽楔下槽绝缘允许交叠，并在槽的两端各伸出5mm。如果槽部所用的EIM多于一种，要使用合适的尺寸形状以使在槽内的每一对地绝缘有5mm的交叠。在槽部最多可放置三种EIM。d)嵌入线圈时，槽绝缘应向外弯曲覆盖槽顶部边缘，确保绕组线不被划伤或磨损。下层线圈下线时，应使其不连接端处于线圈下面，引线处于线圈上面。下层线圈下线完毕，放入层间绝缘，使之在槽内完全覆盖下层线圈。对GPM—TC模型，嵌入中间线圈时，应使其不连接端在下层线圈不连接端的另一端，放人第二层层间绝缘以完全覆盖中间线圈，嵌入上层线圈时，其不连接端在相邻线圈不连接端的另一端。如要评定多种EIM，要用合适的尺寸形状保证每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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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2--2008／IEC 61857-21：2004

EIM有5mm的交叠，并在槽两端各伸出5mm，线圈半圆端部间放置的EIM应与槽部伸出的

EIM交叠。槽绝缘的两端应弯折以覆盖上层线圈的上部，槽楔按放在槽绝缘的上部，其至少

要10mm宽、75mm长。

e)测试引接线以保证与绝缘端子相接，在连接到端子前，引接线要剥去适当绝缘并用焊锡涂敷。

每一引接线要连接到一个独立端子，浸渍处理前，所有线圈应依据6．1进行匝间绝缘检查。

f) 浸渍处理应使用与产品相同的浸渍材料，并按制造商推荐的固化工艺进行。

g)对每一曝露温度，一套试品要用螺栓固定在约15 mm厚刚性铝制成的底板上，底板的加工要

保证试品间有较大空间，以使空气循环流畅，底板尺寸要适合烘箱和冷凝室，并能安全固定在

振动台上。

5试品数量

每一老化温度下的一组试品数量应至少10个。

6试验规程

6．1 总则

所有试品应进行初始筛选试验，然后按以下顺序进行反复循环的分周期耐热性试验：

a)热老化分周期；

b)按顺序进行的预诊断机械应力、热冲击及潮湿曝露分周期；

c)介电诊断试验。

6．2初始筛选试验

6．2．1 总则

在第一个热老化分周期高温曝露前，所有试品应进行初始筛选试验以剔除有缺陷的试品。初始筛

选试验应由以下步骤组成并按给定顺序进行：

a)外观检查；

b)初始介电试验(见6．2．2)；

c)机械应力(见6．3．3)；

d)若需要，进行热冲击(见6．3．4)；

e)潮湿曝露(见6．3．5)；

f)介电诊断试验(见6．3．6)。

6．2．2初始介电试验

在进行其他预诊断应力和热老化试验之前(见表1)，每个试品应用介电技术进行初始筛选试验。

表1初始介电试验

承受应力的EIM 电压／V 合格判据

导体问 400士40 ≤40mA

线圈间‘ 2 000土100 ≤40inA

线圈对试样架 2 000士100 ≤40 mA

8对GPM TC试品，上层对中间线圈、中间对下层线圈分别试验。

●初始介电试验电压应施加至少60 S。

·试验电压频率应为48 Hz～62 Hz。

注：不推荐施加瞬时满载电压。建议在试验电路中加入脉冲保护器以消除意外的峰值高压。

对于施加电压进行评定的试品，预先校准过的跳闸时间为2 s～3 S机电式过电流断路器使用经验

相当成熟，其可用于检测失效。

应确定失效的原因。若失效发生在EIS内部，则试品不再进行下一步试验。若失效未发生在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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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111．2--2008／IEC61857—21：2004内部，且能进行不影响EIS的修理，则试品可重试，若通过则进行下一步试验。6．3耐热性试验6．3．1老化试验周期在初始筛选试验之后，所有试品应进行反复循环的由分周期组成的耐热性试验周期，顺序如下：a)热老化分周期；b)机械应力分周期；c)热冲击分周期；d)潮湿曝露分周期；e)介电诊断试验。6．3．2热老化应按GB／T20111．1—2006中6．3进行热老化，包括选择老化温度、初始老化周期和老化规程。使用的加热烘箱应符合GB／T20111．1—2006中6．3．4。6．3．3机械应力机械应力的施加应是把试品固定在振动台上，以48Hz～62Hz问的频率，以(15士3)ms_2加速度进行正弦振动，持续时间(60士5)rain。振动期间不施加电压。6．3．4热冲击除非另有协议，基准EIS和待评EIS均应经受低温热冲击。热冲击应将室温下试品放人(一20土5)℃的低温箱至少2h。热冲击期间不施加电压。6．3．5潮湿曝露应按GB／T20111．12006中6．6进行有可见凝露的潮湿曝露试验。6．3．6介电诊断试验在进行6．3．3～6．3．5所述每一老化周期和分周期之后，按表2规定的介电诊断试验评定试品。表2介电诊断试验承受应力的EIM电压／V失效判据导体问110土100．5A～0．75A线圈甸8600土300．5A～0．75A线圈对试样架600士300．5A--0．75A8对GPM-TC试品，上层对中问线圈、中间对下层线圈分别试验。·介电诊断试验电压应施加至少10min。·在施加电压周期结束前表2规定的电流通过试品即为失效。·试验电压频率应在48Hz～62Hz之间。注：不推荐施加瞬时满载电压。建议在试验电路中加入脉冲保护器以消除意外的峰值高压。对于施加电压进行评定的试品，预先校准过的跳闸时间为2s～3S机电式过电流断路器使用经验相当成熟，其可用于检测失效。为了检查试品状况并测定寿命终点，应在每个连续潮湿曝露之后试品仍在潮湿箱里或取出后仍潮湿时立即进行介电诊断试验。7寿命终点判定单个试样的寿命终点判定应是试品承受按表2所示电压在规定的时间周期内发生失效。应确定失效原因。若失效发生在EIS内部，则试品不再进行下一步试验。若失效未发生在EIS内部，且能进行不影响EIS的修理，则试品可重试，若通过则返回试验规程。8分析、报告和分级分析、报告和分级应遵照GB／T20111．1—2006中第7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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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为毫米(士10％)

安装绝缘子的四孔≠4 安装框架的两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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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剖面

图1 GPM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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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0111．2--2008／IEC61857—21：20046尺寸单位为毫米(土10“)安装绝缘子的六孔≠4安装框架的两孔≠45|＼／＼，()．。|5凤凤，!{一oVW幽I11}—-．“r_’“1．“一．51二六角高强度不锈铜蠕栓』—■剖耐图2GPM-TC制造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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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3 GPM和GPM—TC试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