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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矿井地面供电系统的选择、负荷计算及主要电气设备的结构、选择计算、运行维
护要求、设计安装及检验调试方法。
主要内容包括：矿区供电系统与变（配）电所、短路电流计算、高低压地面供电设备及其选择、继电
保护与自动装置、变电所二次回路及操作电源和架空线路等。
　　本书可供煤炭系统供用电部门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及院校师生查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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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冲击电压对匝间绝缘的影响　　冲击电压波是一种非周期性的瞬态电压，其幅值很快上升到峰
值，然后较缓慢地下降到零。
在幅值升降的同时，以一定速度进入电机绕组。
行进速度在铁芯槽内部约为8～10m/υs，在端部（槽外空气中）约为100m/υs，如图7-4-36所示。
　　标准雷电冲击波的视在波前时间为1.2υs，视在半峰值时间（或称波尾时间）为50υs，其它过电
压冲击波的波前和波后时间按电网和开关的情况而不同。
波前时间越短，对匝间绝缘的损伤越严重。
　　冲击波进入电机绕组时，如果在波前时间内波前部分全部进入到线圈的第一匝内，则匝间绝缘受
到全幅值电压，如果进入到第1-2匝内，则电压减半。
一般认为在高压电机中，由于导线排列整齐，冲击波的幅值均匀分布在绕组的第一线圈各匝之间，匝
间绝缘承受的冲击电压为幅值除以第一只线圈的匝数。
在散嵌绕组中，具有随机性。
从第二只线圈开始，由于分布电容起衰减作用使幅值下降。
　　2.冲击电压试验原理　　当冲击电压波进入被试绕组时，通过电机绕组及冲击电压试验装置本身
阻抗的总阻抗，引起一个衰减振荡波，该波形可以在示波屏上显示。
如果绕组中存在匝间故障（匝间短路、断路等），则绕组的阻抗将发生变化。
此时，在示波屏上显示的衰减振荡波与无匝间故障时有差异。
用无匝间故障的绕组作为基准和被试线圈比较，以此作为鉴别，这就是“冲击波形比较法”的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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