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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断器中的电弧现象研究

顾 琅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主皿饲 开断 器 电弧 , 气吹 断路器
, 电弧不稳 定性 , 灭弧 真空 断路 器

开关
、

断路器中的电弧研究与等离子体化学是低温等离子体两个通常的应用领域 开断

器中电弧物理过程的研究结果可应用于 回路开断
、

限止过失 电流及脉冲功率系统中 脉冲功

率技术可应用于原子能聚变发电及其模拟 随着电力系统的容量不断增加
,

对开断过程的技

术要求也愈来愈高 要把开断过程中的电弧限制在灭弧室
,

在十分短暂时间内 微秒一毫秒

量级 熄灭
,

并且不产生危及系统的过 电压
,

是件困难的工作 由于这类灭弧过程的复杂性

及瞬时性
,

很长时间内对此过程缺乏基本了解 年代以后
,

借助于计算机及实验测量技术

的发展
,

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很活跃
,

实际的产品设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本文对这方面的

工作重点地加以综述

姗弧及灭弧过程

电弧放电是指依靠两 电极间通过的电流维持的气体放电
,

它在很大程度
一

卜与其他型式的

放电及磁流体力学流动不 同 在能量过程 中焦耳热起主导作用
,

而在电荷迁移过程中外电场

起主要作用 开断器中的电弧放电范围很广
,

从真空电弧 弧柱中不产生碰撞 到高气压电

弧 各种粒子通过频繁碰撞使弧柱中粒子获得单一的温度
,

它们的放电规律明显不同 这

些交流灭弧装置都利用了交流电流 自然过零瞬间
,

电路无焦耳热能量输入来使 电 弧 不 再 起

燃 直流电弧也常利用人为附加的交流过零周期来灭弧 这里我们首先并着重讨论气体介质

中的灭弧过程
。

随着电触头逐步分离
,

接触 电阻迅速增加
,

导致接触处的温度逐步增加
,

当 间 隙 约 为
一“ 厘米时

,

电场强度可高达 一 伏 厘米
,

从而引起触头麦面热电子发射和强场致发

射
,

发射的电子与中性粒子碰撞 当离子浓度达到一定数量时
,

气体介质变成导 电体
,

此时

电源供给焦耳热能
,

使气体温度不断升高
,

产生热分解 分子分解成原子
,

进一步将产生热

游离
,

即由于粒子动能增加
,

相互碰撞
,

导致游离出电子和离子 此时由于触头之间的介质

己变成导体
,

触头间隙的电位梯度迅速下降 这是一种 自持的气体放电
,

弧柱的电位梯度约

几十至几百伏 厘米
,

温度达 ‘ 量级
,

电流密度达 安 厘米 当接近交流电自然过零

时 对于 周波的电流
,

每 。 秒有一次 自然过零
,

弧隙中温度很高
,

存在着热游离
,

但输入的焦耳热能量因电流趋于零而迅速减小 电弧区温度下降
,

弧隙电阻 增 加 在 过 零



前后
,

电流似等 电弧 电压与弧隙电阻之比 山
一

弧隙电阻变份相当人
,

因而 电流位在周波

电流 自然过零前就接近 零 自然过零前后这段时间
,

约 儿微秒到儿 十微秒量级
,

称作电

流零休期间 交流电弧熄灭
,

主要决定于这期间弧隙从导体向介质转变的过程 压缩气体灭

弧
,

就是在灭弧室中形成高速气流
,

强烈冷却电弧或 电弧的剩余等离子休
,

使其迅速恢复到

一定的介质强度
,

以承受过零后的恢复电压而不致重燃

纵吹气体灭弧的物理模型

在低压开断电器中常采用横吹介质的方法
,

即电弧与灭弧介质之间相对运动方向与电弧

弧柱轴向相垂直 但仅用横吹时冷却效应有限
,

这是因为一方面 电弧的能量转移仅发生在电

弧表面薄边界层内 另一方面当电流趋于零时
,

一般所采用的垂直于 电弧的磁场产生驱动电

弧的洛仑兹力
一

也趋于零
,

以致不再有任何有效的力学效应以驱散 电弧区的剩余热气体或转移

热能 采用轴向气吹
,

利用了超声速喷管的加速作用
,

并产生较大质量流动
,

电弧周 围的冷

气体被吸入
,

比
一

单纯横吹有效得多
,

所 以成为 目前多数大功

率气吹断路器的基本手段
。

国际上 曾广泛采用的较复杂双压

结构 它有一个高压储气筒
,

电触头处于较低 压 下
,

比 如

护帕
,

开断时主吹气阀打开
,

使高压储气进入灭弧室
,

由于经济性考虑及操作机构繁琐带来的问题
,

现 已 逐 渐 淘

汰
,

被
一

单压活塞结构替代 后者在开断操作时
,

仅一部分气

体被活塞压缩
,

促使气体通过喷管
,

将 电弧熄灭
。

图 给出

一般的纵吹灭弧室结构 日前高压线路中大多采用活塞压气

装置
,

以 。 为介质

电弧开断是一个瞬时过程
,

一般要求在交流电的 一 个

周期内开断
,

它包括热开断及 电介质恢复两个阶段 热开断

是指 电流过零前至 电流过零后儿微秒的时间内
,

封于弧柱能

最输出大 于输入而使弧隙电阻迅速增加 由于接近过零前弧

柱尺寸不断减小
,

所 以交流周期过零前后这短暂时间内只有

很小剩余电流存在
,

大约几安的量级 弧芯尺寸小于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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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变开距单压式 灭弧空

静触头 喷管 动触头

压气缸 弓 压气活塞

周围热边界层可达 毫米直径
,

温度约儿千度 与热开断相反的情况是热击 穿

电介质恢复期是指这以后几
一 一

微秒期间
,

一

导体 已开始转变成介质
,

承受较高的电压恢复土升

率
。

介质恢复强度以能够承受但不致复燃的电压来表示 我们一般讨论的近零区 电弧模型
,

是指热开断期间电弧的模型
。

早在
’

年前
, 。 团 及 就分别提出了较简

一

单的经验性理论 长期 以 来 一

直沿用他们最
一

早提出的电弧电阻变化模型及 电弧时间常数的概念作为设计依据 将电弧视为

圆柱形气体通道形状 设 口为单位长度电弧中积累的能量
,

为电场强度
,

则能量 平 衡 可

写为

汀口 刃
。 一

式中
二

为电弧中通过的瞬时电流
, “

为单位长度电弧上输入能量
,

为单位长度上 输 出

能量
,

包括各种形式热交换 弧隙电阻或其倒数电导率
,

是电弧中单位时间内能量积累的

函数 当能量平衡即静态时
, 二 。 当能量平衡关系为动态时有电导率变化率 的 表 达



式

厂 尸产 五 。 一

与 理论的不 同处在于所选择的函数关系 以及考虑的能量输出形式不同‘

认为在电弧内温度保持为常数
,

并均匀分布
,

只是 电弧直径大小随时间是改变的
,

惠
导只在电弧直径内存在

,

未考虑传 导散热 能量的散出主要是气流流动造成 因此
,

电导以

及能量散出速度与弧柱横截面的变化成正 比 因为
。

二以
,

其中且为弧柱横截面积

又有
尹

口
刀艺 月四

︸

所以 上 立
, 一 立

。

。 一 ,

互肠 夕竺
左 己之

式中 方为热熔
,

为密度
,

为 电弧等离子体速度 上式也可表示成
。

刀 厂 “

一 一 一 万 了一 一 人
一

一 一
尤 日 力 会

李

式中 刀
。

为静态时电弧的电场强度 是常数 为电弧的时间常数
,

这里代表单位体 积中
电弧的能量与输出能量之比

,

对一个断路器来说
,

需通过实验或经验确定 此方程与外电蜂
特性方程联解

,

即可求得瞬时值
。

和

在 的物理模型中则假定电弧直径不变
,

电弧温度随时间及离电弧轴心 的径 向距离
而改变

,

能量散出依靠热传导及径向扩散 在电弧中电导率正比于电离度
,

利用反映电娜率

与温度关系的沙哈公式可导出电弧电阻
。 一

与单位长度电弧积累能量 口 之间的近似关系
尺

。 二 兀 一 口 。

式中 口
。

表示弧隙电阻变化 倍所需的能量 将此关系式代入电弧能量平衡关 系 式 中
,

得到 动态 电弧微分方程
一 ‘ ·

匹
。

卫旦 亡里色

火
。

式中
。

为 电弧散出的能量
,

因电弧直径不变
,

假定为常数 ,

表示弧隙中能量变化使弧隙电阻改变 倍时所需的时间
。

刀 。
为电弧的时 间常数黄

、
一一

一

和 “ 的理论假设与实际的电弧情况是矛盾的 实际的电弧溉存在气流流动引
起的散热

,

也存在传导散热 在不考虑热辐射等其他情况下
,

除了电压
, 一电流、 时间外还有

许多变化量
,

如压力
,

温度
,

横截面积
,

电弧长度
,

热导率等
,

简单地用经 验 系 数 拜来代

表
,

不能反映真正的物理过程 但他们的模型和方程可近似地应用于电弧熄灭过程的某一阶

段 以一定经验数据为依据 如 方程应用于电流零值前很小间隔内
‘ ,

此时电
〕

谏不
很大

,

电弧半径变化迅速
,

时间常数相对很小 的假定则较符合电流过零后很短时洞
间隔内的情况

,

此时电弧处于高电阻状态一匕述两种假定都只适用于简单的粗糙模型
,

有很

强的经验性 后来 提出分阶段分别采用这两个方程的建议
,

只是他在两种情况的

衔接上所作的假定与实际不符
,

一般说来可近似地
,

带经验性地表达电弧过零前后的一些特
性 到 年代

,

国外关于电弧模型的研究十分活跃
,

实验及量侧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发最争

而重点是放在描述电弧在不 同气体的超音速流动中开断的物理过程方面
,

、

目的是为了减少设



计与研制 中的盲 日性

在气吹灭弧室中的电弧
,

由于各种粒
一

子碰撞频繁以及有较高的电子密度
,

因此电子温度

与其他各种粒子的温度差别很小
,

可近似地将 电弧中粒子看成具有单一温度
,

满足局部热平

衡条件 。 〔‘ 计算了 。
气体温度 一

,

压力 一 大气压的组成及输运特

性 在局部热平衡条件下
,

可以不必考虑其中的微观粒子过程
,

将电弧气体看作流体
,

服从

热力学规律
。

表征其物理性质的参数如 电导率
,

热导率
,

粘性系数等
,

由温度及压力确定
。

一般理论计算
。
气吹电弧特性常采用 。 的数据 描写处于局部热平衡电弧宏观现象的

方程
,

是可压缩粘性流体力学方程的推广
,

即增加了焦耳热能输入
,

辐射损失
,

洛仑兹力等

项 流休力学参数中若考虑湍流存在
,

则也包括了湍流系数 另外再加上欧姆定律的应用

所以气吹灭弧的理论分析内容
,

基本上属于磁流体力学范畴
,

只是由于它的过程复杂
,

包含

多种因素及时间短暂
,

因而使得问题分外难以解决 在如何应用这些方程以及在采用的简化

条件方面
,

年代 以来大致有以下 电弧模型 其中 等 即瑞士 公司研制小

组的工作较有影响 总的来说
,

他们在各自的实验条件下
,

采用一些经验系数或简化
,

以基

本守恒方程为基础
,

做出理论分析
,

求得一定几何尺寸下的准稳态或动态计算模型 报道的

结果与各自相应的实验符合
。

哪一种模型能够应用到 比实验条件更实际的范围 , 还不清楚
。

从实际产品及研制情况来看
,

公司研制小组的工作近年来比较先进
,

他们采用了 双 区

域模型
,

即以喷管喉 口 为界的前区及后区 前区从冷气流入 口驻点到喷管喉部
,

是高气压 区

域
,

有最大电场强度
。

接近电流过零时
,

对流散热使 电弧直径迅速缩小 后区为湍流区域
,

湍流是由于 电弧边界层的不稳定而产生的 认为 电流过零前后湍流的能量交换支配着能量平

衡
,

所 以主要灭弧作用是在后区
,

即湍流的作用区域 在计算模型上
,

考虑到 由于强气流中

有电弧等离子体轴向流
,

不断吸入冷气体
,

他们作了这些的简化 假定温度分布和径向速度

分布都同轴向坐标无关
,

即
, 二 , 二 , ,

劝 二 , 这样就使得径向动量方程同

轴向动量平衡以及质量守恒方程之间无祸合关系
。

由基本守恒方程有

、声月任了‘、

飞
、

于 一 气 ,

名

。一而‘一
八门

,下刀厂均己︷。
料

。击。 , 二 一

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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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一

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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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厂 一于一 万厂 火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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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少
口五 ‘ 一 ’‘

刀︵︵闪

,

其中 为 喷管轴向坐标
。 卜为粘性系数包括湍流引起 的增加项

,

为热导率包括湍流引 起 的

增加项
,

为热辐射强度
,

为烩
,

为 电导率
,

为电场强度 设速 度 分 量 , 召 介

其中 是未知函数
,

则得到简化方程组

、 、
,

, , ”
。沂洲击了

月

林了一

百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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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度径 勺分布划为三 个区域 弧芯部分
,

过渡层 及冷气流部分 以等温线为其边界线
,

对
。

米说
,

分别取 川丈 泛 队 电弧中心接封变岁 及边界线所在半 径
, ,

是 变 数
。

假定弧芯部分为抛物线分布形式
,

过渡层取指数形式分布
,

可分别列出表达式 对于湍流度

的选取是使
一 、 ·

”, 二 。 ,

弄
, 二 , 。

其中 是交换系数
,

需由实验参考数据来定 终休计算时
,

沿径向各区域积分及取平均值
,

得到微分方程 用计算机求解弧芯与热层的
, , ,

边界半径 下 ,

及其随时间的变 化率 ,

再 由此推算电弧熄灭的临界曲线 公司小组关于湍流作用的论述及实验较有说 服 力 ,

并延用到介电恢复期
,

对热气体 自由衰减作了理论分析及计算 见后
。

一一蔺蔺
匕匕匕

誉誉誉

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到轴向气吹电弧中
,

径向速度

分量比轴向分量小得多
,

而径向速度梯度
,

温度梯度

却很大 应用边界层理论进行简化 近 似 计 算
,

把本
弧热层视为边界层

,

把边界层以外的冷气流看成理想

气体 热层半径随轴向增长 电弧的大部分热辐射娜
被热层吸收

,

主要的熔传递在这层进行 在作了边界
层近似 基础上

, , ‘“

等 采用

由守恒定律导出的方程的积分方法 取一 控 制 体积
图 对此体积来说

,

质量守恒表达为质量储那
及质量流的积分

,

与外部气流的质量守恒方程联立感

给出总连续方程
。

动量积分方程则通过给出此控制体

积内单位长度轴向动量增加率及作用在控制表而上的净力平衡给出 能量方程是根据输入电

弧单位体积气体中的电功率为
,

运用热力学第一定律给出 控制体积内
一

单位 沃度
一

能 承
随时问的变化率 轴向穿过控制表而的熔 一 流入的动能通量 二 焦耳热功率输入 一单位体积净

辐射 在热半径之外
,

净辐射为零 与外部气流的能量方程联立
,

给出能量积分方程 另

夕卜
,

。 「、场 。、度 刃 的径 。变化略去不 、
堵 ,

、, 到欧姆定律积分形式为 刀
,

。 一 “二 这竺

方程 中的积分可化成而积的量纲
,

故定义为各类面积
,

它们均与电弧特性相关 如 热 面 积

八
一 可 兀 、。 二 。。 反映了电弧热量对密度的影响 因为在热边界层外

, 二 而在
勺

里面
, 。 二 迅速下降 方程组中共有 个这样定义的积分 “ 面积 ” 将其中之一 定 为 标准

而积
,

其他而积对它的比值称为形状参数 从实际经验中找出这些关系即可求解 竹来热即
讲学的刊物浦大学方大庆教授基本上采用此类方法

,

与外部等嫡气流运动方程结合
,

在给定

喷 「及 , 情况下
,

计算求得临界恢复电压上升速度 在准稳态情况下
,

则用来计算临界

电流密度
、 ‘。,

“ 最 旱提出在模型 『 , 考虑湍流 他应用边界层理论近似
,

仅由能量方程 和

连续方程
,

用积分方程方法得到电弧边界层方程
,

此方程表示了热传递参数 ‘ 即 各 种

径向热损失对轴向流之比 径向热损失包括光学厚度辐射及湍流热传递 与电弧半径之间的

关系 当 以 一定时
,

可确定电弧半径值 在电弧边界范围内解守恒方程组
,

基本假 定 与



、等人 为才 同
我们曾应用边界层理 沦列出吹竹

, , 匕弧边界层 的偏微分 方程组

流函数转换
,

即以流函数作为其自变量
,

轴向压力梯度由喷管儿何尺

为便 数位求解
,

们 ’

寸决定 讨论了近电流

过零时温度
,

速度
,

准稳态分布
,

作了层流及湍流情况的比较
, 井指出对于灭弧室喷管中实

际情况下的电弧不能采用 。。 等人提出的湍流系数计算公式 ” ’

如果以仔个 么 为 步

长
,

配合外 电路的电流
,

电压方程
,

可进一步解瞬态变化情况
。 等

’,

研制了一种适用于对流稳定 电弧的简化模型 似定 电弧内外气体 流动具有

同一马赫数
,

电弧内温度沿径向分布均匀 电弧等离子休的马赫数
,

压力均山冷气体绝热过

程方程得到 应用的能量方程忽略径向对流
,

加上连续方程
,

欧姆定律
,

组成基本方程 以

电弧面积 及温度 罗 来说明电弧特性 仅仅 二 与电流大小有关 这样的简化模型

可用于一较窄的电流范围内
。

因为一方面 电流必须足够大
,

从而 电弧半径大
,

使热传 导和湍

流损耗不影响电弧中心温度 同时电流又必须足够小
,

或者喷 「足够大
,

从而 电弧截而积小

于喷 口面积
,

使压力和速度分布仅是喷 形状的参数 。,

等 推广 了这种模型
,

用 来

研究瞬态电弧的特性 及估计湍流影响 从推 甘电弧的时间常数可 以 说 明
,

在 大 电 流 时 即

介 模型方程 因在大电流时
,

在电弧时间常数 的范围内电流变化的百分比小
, 万

是常数
, 。 , 。 不变

,

所以

月 , 二

之

︸

刀
一几尸

一一

︵门︷川刀
一一

了‘︸

其中 飞
,

是单位体积内辐射到弧柱和周田气体的功率损耗 这就是 。 模 型 的 表 达 形

式 这并不奇怪
,

因为它们的基本假设条件相同 电弧内温度均匀分布并保持为常数
,

无传

导散热
,

电弧截面积只随时问改变等 若在小电流时考虑以热传导损耗为主
,

就得到 模

型的方程

召 了

刁
一

卑
,

一

少一
一

犯
工 〔 不 吸于子 、、

了 嵘
一

‘

五 兀无
户月。

介电恢复期的理论及实验

中心的 。 。 等 〔’
近年来对气吹喷竹中介质 。

的介电恢复过程 作 了 分

析
,

其中作了一系列近似 径向压力梯度为零
,

忽略轴向热传导和粘性耗散 喷管儿何尺寸

决定轴向压力梯度 对于窄细并正在衰减的电弧 在电流过零区及过零后
,

冷气体的轴向

压力分布对电弧中的 的 是恰当的近似 基本守恒方程为

旦
一 十

早
, 、 一

乒
一

,
· , 二 。

哎 , 万 了 了

一币
。·屠

令
十 补 ,

条
二 一

盯
十 一 几

【

鱼
·

、 一

。

黑
一 十 。。力 二

丫
十 。。。 ,

拜
因讨论介电恢复期自由衰减电弧

,

故 。刀

二 仃 刀 一 孔 十

飞

东
一

,

票
一

· ,

尾髻
。 辐射能量传递也可忽略 相对于热开断 过 程



来说比较简
一

单 为了数值计算
,

将方程组转变成在等温线内的以便离散化 方程 甩于

求解 二个未知量 叮、 为在半释
、

处相对 于等温 线 、 的每单位长度径向质量流密 度
, , 。

为轴向速 度 为离散网络点
, 、 为相应于 了 的半径 图 初始值为在驻点处的值

。 , 己 二

图
温度 径向质景流密度 半径 横截面积

电弧不稚定性讨论

电弧等离子体气体与周围的非电离气体
,

由于质量密度差异很 大 达
一

量 级
,

流

速相差也很大
’
量级

,

形成了一个流动剪切层
,

实质上是不稳定的
。

动量相差一个 量

级 ’ ,

所以不断有冷的非电离气体被吸入 从流体力学可知
,

在不稳定流动中
,

湍流的

实际开始点依赖于流动中出现的最初扰动水平 下面两个主要的影响参数确定湍流开始点

①轴向压力分布确定剪切层
,

因而 也就确定 电弧边界不稳定性 , ②扰动程度 扰动产生来源

大致如下 ①电弧区外的扰动由气流引入边界
,

特别是发生在驻点上游的湍流扰动
,

所以在

作数学模型时必须正确定义驻点边界条件 国内外一些断路器采用在喷口入 口处加湍流罩钧

办法 这种办法能否提高实际开断能力
,

仍在争议中 一种意见认为
,

它可以消除进 口处的

大尺度涡旋
,

产生小尺度湍流
,

改进开断 另一种意见如美 国电力研究所报告
,

加湍流罩后

来流湍流度最大可增加 一
,

但并没有提高开断能力 我们认为加湍流 罩的办法不是完

善的措施 因这样增加了流动入 口 阻力
,

相当于 降低轴向压力梯度 另外
,

湍流开始点在何

处最为合适
,

是否可以在喷管喉 口属近采取措施
,

如喷管壁局部地区产生小涡旋湍流来增加湍

流度等尚诗试验 ②电弧固有的畸变作用力引起扰动
,

电弧通过轴向气流作用而使对流稳定

电弧电流本身产生磁场对载电流的电弧等离子体有一个圆周向内的磁压缩力 么 的

当纵向电流通过收缩部分的较小横截面积时
,

在周围产生相对较强的角向磁场
,

它对等离子

体产生一较大的内向收缩力
,

使等离子体进一步收缩 另外
,

当电弧有一些弯曲时
,

弯西处

内边缘的角向磁场较外边缘的强
,

所以磁场作用力将使变形增加
,

将等离子体推向固壁 从

驻点到喉 口 的距离 愈长
,

磁性不稳定性也愈增加
,

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开断能力 在一

般情况下 自磁压缩与流动压力相比
,

在气吹电弧中可以忽略
,

但在大电流时
,

由于喷 口尺寸

并不随着开断电流的增加而成 比例增加
,

自磁效应逐渐明显变大

在灭弧室喷管内应尽量避免正激波及大尺度涡旋的产生 大尺度涡旋可能稳住弧根
,

加

剧喷口烧损而形成死区温度急剧上升
,

易使电弧复燃 在有电弧的流场中
,

产生正激波的条

件和判据还待研究
,

喷管下游形状和压力比都与此相关 总之
,

湍流情况下热量传输对电弧

冷却要比层流时强烈
,

一般认为它改善了开断性能
,

且很可能是气吹灭弧的关键作用 但它

不仅仅决定于轴向压力梯度
,

物理过程复杂
,

各种实验条件很难保证相同 一般计算中考虑



的经验系数或公式
,

都是在所局限的实验下作出
,

到目前为止
,

实际还没有找到 一 个 可 行

的
,

能应用于实际灭弧室的设计的理论计算模型

影晌灭弧性能的主要因素
灭弧介质的材杆性质 对于灭弧介质 的基本要求是 ①不仅有高介质强度而且 上 要

应具有迅速恢复介质强度的能力 ②当电弧电流 自然过零时 的热时间常数小

年代以来
, 。

断路器在高压
,

超高压领域 占了主要地位
,

它是在油断路器 和 压 缩

空气断路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到 年代末
, 。

介质 已进入中压断路器开关装 置 这

是由于
。

的特殊灭弧性质所决定的 其一是由于它是一种负电性气体
。

在 放 电 时
,

它的分子能很快地吸引 自由电子结合成带电的离子
,

这些负离子的导电作用与自由电子相比

大大减弱
。

这很有利于介质恢复
。

另一性质是
。

气体当温度在 一 时 由于 热 分

解的作用而出现了比热的峰值
,

此时电导率儿乎为零 这样
,

在电弧沿轴心 的 一

高温区域处
,

热导率很低
,

电弧的热量 由于很陡的温度梯度而沿径向传递
,

弧柱芯很细
,

而

周 围的温度相当低
,

可到游离温度 以下 在此温度范围
,

电导率很 小
,

可 忽 略
,

热

导率很高
,

散热快
,

所以热时间常数小 在一个简单开断的灭弧室中
, 。 的灭弧能力较空

气大 倍 另外
。
中不含碳

,

也没有氧
,

可 以避免触头氧化
,

污染
。
在常 温 下 是

无毒化学惰性气体
,

它是多原子气体
,

分子密度较大
,

到高温等离子体区 已分解
。

所 以冷气

体和等离子体之间的密度之比要比空气和氮气都高 在同样压力梯度下
,

前者速度差大
,

剪

应力大 近年来 各国积极研制充 。
气体的绝缘组合开关 它结构紧凑

,

纵 作 简 单
、

安

全 目前国际上已有 千伏额定电压产品投入进行

压 力分布 弧柱冷却过程中
,

由于喷管形状及前后压力比的作用导致一 向压 力 梯

度剖面 气流及等离子体的加速都依赖于它 另外在

较大电流
,

即弧柱半径较大时
,

弧柱沿喷管的流动使

冷气流面积减小
,

出现部分堵塞甚至喷管喉 口全堵塞

现象
,

一

导致喷管上方压力增高 因此喷管几何尺寸
,

形状及压力比的选取
,

直接影响了热开断能力

最近几年来新研制的一类断路器开关
,

是按 自能

灭弧机理 图 设计的 它利用电流过零前电弧本

身的能量加热灭弧室内部分气体
,

使这部分气体压力

增加
,

造成压力差
。

待电流过零时此压力差迫使气体

及电弧剩余弧柱经过喷管而灭弧 为使电弧热量能迅

速传递给周围介质
,

常结合采用磁旋弧结构
,

即在出

现电弧电流时
,

此电流经过一励磁线圈产生磁场
,

驱

动电弧旋转 采用 自吹灭弧机理的装置
,

利用 电弧本

身的能量
,

是理想的灭弧机理的结构
,

操作机构十分

简单
,

可靠
,

很容易实现全封闭结构 我们曾经对这

类灭弧室的一种的工作状态作了热力学分析及过程的

数值模拟 “ 。 ,

计算了从开断瞬间到电流过零的瞬 时

图 白吹气式
。
气主原理图

中心线左边为闭合情况
,

右边为开断情况

固定触头 线圈 环形电极 喷管

运动触头 压力室 排气室

热力学过程
,

讨论了热力学参数对灭弧室几何尺寸的依赖关系
。

公司 及 日本 有关 公



司
。一 ‘

钧三自灭弧原理的断路器装置方面进展较快 〕中采用了大电流及过零前后 刁、 电

流两种模型结合考虑的方法数值模拟
,

但其小电流情况下计算模型把电弧看成 同 心 圆
一

筒 层

状
,

沿轴向分成若干区
,

段
,

这样的间断模型与实际相差较大 另外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喷 口

堵塞效应
,

烧蚀
,

对 电弧特性
,

压力影响也作了不少理论分析及实验工作

奥空断路器的灭弧特点

最后
,

我们简单介绍真空断路器的研究进展 真空断路器发展较晚
,

其结构原理很简单

图 触头的运动由机构通过波纹管传到真空室内部来操纵 电弧 由阴极放出的蒸气来

维持
,

它显然是场电子发射 在触头之间存在一个由离子
,

电子金属蒸气释放出的气体形成
·

的中性等离子体区 一些蒸气游离质点扩散到真空中
,

并冷凝在屏蔽罩上 随 着
一

匕流
,

减

小
,

蒸气密度及等离
一

体区密度下降
,

阴极斑点减少 在电流过零时大部分蒸气 质 点
一

已
、

凝
聚

,

最后斑点熄灭
,

真空度恢复 所以这种设备无噪声
,

维修次数少
,

能耐受很高的恢复电

压 升速度
,

触头开距小
,

机械操作快
,

真空 电弧可看成是一些完全独立的分支电弧并联而

成 侮个分支电弧由阴极上一个斑点及向阳极扩散的等离子体区弧柱形成 每支电流约兀十

安至几百安 山于相互排斥作用
,

阴极斑点扩散到阴极的全部有效表而的过程
,

在无外界磁

「「「「

肚肚肚肚

厂厂厂

二二二

厂厂厂厂厂厂夕夕
必必必必必

矛矛矛矛矛

认

’’

口 兵 空订斗 构示 乙
、

月
,

, 句 城化招瓷绝缘简 静触头 屏成翠

动触夕 波坟管 号向套 劝 气 电 卜

机械 。妇资

圈 纵磁场触头结
一

甘

单吸纵磁场 多极纵廷场

场作川时是迅速的不规则 的运功 林个点仅保持很短时间的有效发射
’“

秒
。

电

流然后分布到 七他点和邻近的而积
一 一

,

建立起能够发射的条件 为了防止在电流过零后真空

电弧重燃
,

要保证触头之间及其周围的蒸气密度足够低
,

以免击穿 所以关键过程是在酶极

表面上 弧柱区很短
,

这就使我们不能将灭弧过程中的等离子体看成局部热平衡的 理论



分析相当困难
,

而相形之下实验研制结果倒
一

更显成效
。

触头结构形状和材料对开断有很大影

响 一般材料采用铜合金
,

如最早研制真空断路器之一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

最早将铜秘

系列材料及螺旋槽横磁吹触头结构用于产品 日本明电舍公司改用螺旋管结 构
,

并 开 偶 数

槽
,

以利驱动电弧
,

使开断能力提高 以上 其他公 司近年来还研制 了单极或多极 纵 磁

场触头结构
,

尺寸可减小近一半 图 真空灭弧室在开断额定电流 少
,

通常能可靠地在

电流第一 次过零时熄灭 因为真空 中介质强度恢复十分快
,

大大超过气体
,

在 「断后儿微秒

就可恢复原间隙介质强度的 邝 但真空灭弧 可能在小电流时发生截流
,

因为阴极斑点不稳

定
,

在正波 电流未达到零点以前就被突然熄灭 决定截流大小的 上要特性是电极触头金属燕

气 的压力

提高真空灭弧室开断能力的最上要问题
,

是如何减小输入到电极触头上的电弧能量和防

止电弧停留在电极局部表面上 因为这会使阴极表面熔化并释放金属蒸气
,

从而导致重燃

尤其是阳极斑点限制了电流开断能力 关于阳极斑点
,

阴极发射及在磁场 ,扫运动的机理还都

在研究之 中
,

没有明显突破 但实际的真空断路器产品近年发展较快
,

上要在 千伏 以
一

的中低压范围内和一些较特殊的条件下使用
。

山于 电力及其他工业的蓬勃发展
,

不仅高压
,

超高压装置
,

而且更多的中压断路装置而

要发展 因为临近城市
,

更希望发展性能可靠
,

体积小
,

基本上不维修的结构
。
自能灭

弧开关及真空开关近年来的发展引人注意 如果进一步结合一些机理性的实验工作步「展理论

分析
,

改进现有设计方法
,

可以期望得到较扎实的进展

考 文 献

丈 , 小 , 、 , 一 一 。, , 〔人工
、 ,

工其平编 箭
,

电器电弧理 仑
,

机械工业出版社
李天和着

,

人 叻率开关装置的物理基础 与工程应川
,

电力土业出版社
,

盯 。 卫 卜
, , , ’ 、

,

, 〔 、 , 咬 五 一 了 。八 ,

, 几 、 ,一 。 之

, 打 , 切亡 , 、了刀尸 少 ,

’’ , , , 王 、 。 犷。 之 , 一 , 。

。 。 、 了 , , ,

、勺 , , , , 、 、, 、 。 飞、 , 、 笆 、、 , , 。 、 、 ,

刃 召 了
’

, , 却‘ 」刀刀 ,

入 , 扭 。 , 、 , 儿夕 月刀尹 , 凡少 ,

习 , , 扭 刀 卜 了。 、 ,

, , , ,

—
, 乙 一, 、 、 , , 百右百 , ‘ , , 口留

·

了尹尹 万少 、 ,

薛明沦
、

顾址
,

轴向超音速气吹电引影 捻 公而 功的效值计弃与分沂 弟 屈主国计算而 体力学会议报 乙
, 泊压

毯器为殆志
,

· , , 工 、了 。 。 ,

卫尹夕 五少 ,

。 , , , 卜 、 一 ,一 ‘、 。 川
’ , 少

·

盗尸尸 少 ,

, 幻 , ‘ , 工

, 。 , 。 。 一 尹。一

门白今」

刃件,乙勺门了曰目,,刁味

,卫月止,,

巧场



仁 一 , ’ 。 , 。、 。 , , ,

过增元
,

紊流对气吹断路器开断能力影响的评述
,

高压电器
,

‘ , , 五 上

第六次国际气体放电会议论文集

薛明伦
、

顾琅
,

气体灭弧断路器的热力学分析及其过程的数值模拟
,

高压电器
,

山田和丰
,

气体遮断器 的解析技术
,

三菱电机技报
, ,

。 遏
币

“ 。幻 一。 ” ,

了
’ ”

,

五

, , 犷

翻 搜夕刀

, , 人

夕 , ,

, ”

‘ , ,

—
肛

。 一 。 台孟

解
矛。 一 、 一 , ‘,切 。 ,叫 ‘

〕 , 。 , 一 二

—
。 。, 户 , , , ‘ 踌

, , 忍君 , 尹 一 。川 ,

钱矛圭等
,

引进西德西门子公司真空断路器技术及真空断路器国外水平简介
,

电器抹术
,

一人 , ,

了 。 。 。 , 百 、 二 。 刁夕刀 少
, , , ,

子,,自、上行‘,山,山八‘勺山

一声了矛,目,山八乙

一 ,

, 、, 、 、、 。工 、。 ,

, 、‘ 丈 , 。 、 主
。 乞。 主

飞 土

、 飞
一

, 。

门

‘、
乞飞 是一

, ,

‘ 了

探了

夕夕 况“机 口了

白 ,
】

,
,

‘ 互

产 厂 夕 孑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