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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脉冲电流试验技术作为高电压试验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高电压电力系
统的试验，在低压配电系统、电磁兼容（EMC，Electro Magnetic Compatibility）、信号与通信系统及脉
冲功率技术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本书内容包括脉冲电流测试技术和试验设备，并简单介绍了最新的国际电工委员会的相关推荐标
准和国家标准。
本书内容除了涉及到传统的用于电力系统的测试技术和试验设备外，特别是对低压配电系统浪涌保护
器（SPD，Surge Protective Devices）的测试技术和试验设备进行详尽的叙述。
以及针对ULl449及IEE61000-4-5，IEE61643-l等标准的要求，所涉及到的多种组合波发生器（CWG
，Combination Waveform Generator）的测试技术及试验设备。
　　本书着重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力求简单明了地叙述脉冲电流试验设备的原理、设计原则、控制及
测试技术，并结合实际给出了应用实例，以便于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书后，能掌握脉冲电流
试验技术的一般技能和基本理论，同时还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生和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
　　本书内容共分7章，第1章讲述了脉冲电流波发生的基本原理、结构设计以及回路主要部件的设计
方法；第2章讲述了单指数冲击电流波、双指数冲击电流波以及方波冲击回路的软件仿真；第3章讲述
了一种新型的组合波发生回路的软件仿真以及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第4章讲述了脉冲电流中的开关
技术，重点讲述了一种低气压的伪火花开关的结构、触发器的设计以及开关的触发特性；第5章从分
流器／ROG（）WSKI线圈、分压器转换装置到脉冲信号的测量，详细讲述了脉冲电流的测量技术；
第6章简单讲述了冲击电流测量系统的分流器／ROGOWSKI线圈、分压器组件及测量系统不确定度的
校核；本书第7章讲述了冲击电流测量系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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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脉冲电流电路的基本设计原理、基本结构及主回路的设计出发，通过软件仿真、放电开关技术
、测量技术，结合工程中所用的脉冲电流试验系统实例，详尽叙述了脉冲电流试验技术。
同时介绍了最新国家标准和IEC有关标准。
本书可作为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的专业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为
参考工具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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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冲击电流发生器的基本原理　　1.1　概　述　　在电力设备电气绝缘高电压试验技术中，人
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交、直流及冲击电压等试验上。
为了检验电气设备在大气过电压及操作过电压下的绝缘性能，需要产生雷电和操作冲击波的设备——
冲击电压发生器。
但是，大气过电压及　　操作过电压下设备绝缘的破坏不仅仅因为高场强引起绝缘材料的击穿，还和
此时流过的大电流所伴随而来的热和力的破坏作用有关，因此，同样需要产生模拟这些大电流的设备
——冲击电流发生器。
此外，为限制电力系统过电压而设计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MOA(Metal Oxide Arresters)用非线性电阻片
和用于低压配电系统的浪涌保护器SPD(Surge Protective Devices)的试验及通信设备、电子设备的雷击试
验，均需要能产生各种波形的冲击电流发生器。
　　目前，冲击电流发生器的应用已超出电力运行部门和电工制造部门，在核物理、激光、脉冲功率
技术、电磁兼容、电子设备雷击试验、气象防雷及SPD的研究和　　应用领域，对冲击电流发生器的
需求呈增加趋势，且对冲击电流幅值及波形种类的　　要求大大超过了电工部门，冲击电流幅值可高
达数百千安以上。
冲击电流的波形除由文献，规定的标准波形1／20ps,4／10 Ps、8／20 Ps、30／80户s、2 ms外，根据　
　IECl051—1E43和IEC61643—1，等标准，尚有10／350 tLs、l0／1 000弘s等波形。
根据IEC及GB相关标准规定，被试品在冲击试验中，除了对冲击电流发生器的开路电压波形有要求外
，对短路电流也有相应要求，这部分内容将放到第三章中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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