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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GB/T 7064-1996《透平型同步电机技术要求》进行修汀的。

    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1)按IEC 60034-1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GB 7“与之等同)的第10版对本标准进行修订。

    2)根据本产品新制定的相关标准，增加了具体的性能指标和试验项目。

    3)鉴于联合循环发电站的发展，为与国际接轨.按IEC 60034-3标准补充了燃气轮发电机方面的

技术要求。

    本标准与有关的旋转电机标准协调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均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首次发布口期为1986年”月。

    本标准第一次修订日期为1996年6月。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电机分技术委员会归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国家电力公司成套局、上海汽轮发电机有限公司、南京

汽轮电机(集团)公司、济南发电设备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梁伟、毛国光、黄德书、赵慎德、付长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7064-1996,
    本标准由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电机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家标 准

透平型同步电机技术要求
    GB/'r 7064-2002

neq IEC 60034-3:1988

Requirements for turbine type synchronous machine
代替GB/T 7064- 1996

1 范围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符合或高于))IEC 60034-3:1988《透平型同步电机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透平型三相同步电机，包括发电机和作为调相机使用的电机。

    本标准是对GB 755K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的细化，凡本标准中未规定的事项均应符合GB 755

的规定。

    本标准可作为使用部门和制造部门签订技术协议时的依据.对具体产品若有特殊的要求，可由供需

双方另行商定。

    本标准第3章给出了各种透平发电机通用的技术要求，第4章、第5章规定了对不同冷却方式透平

发电机的附加要求，第6章给出了由燃气轮机拖动的透平发电机的特殊要求。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755-2000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idt IEC 60034-1:1996)

    GB/T 1029-1993 三相同步电机试验方法(neq IEC 60034-2)

    GB/T 7409.3-1997 同步电机励磁系统 大、中型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技术要求

    GB/T 10069.1-1988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噪声工程测定方法

                            (neq ISO 61680-1:1986)

    GB/T 11348.1-1997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 第1部分:总则

                                (idt ISO 7919-1:1996)

    GB/T 11348.2-1997 旋转机械转轴径向振动的测量和评定 第2部分:陆地安装的大型汽轮发

                            电机组(eqv ISO 7919-2:1996)

    DL/T 596--1996 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DL/T 651---1998 氢冷发电机氢气湿度的技术要求

    JB/T 6204-1992 大型高压交流电机定子绝缘耐电压试验规范

    JB/T 6227-1992 氢冷电机密封性检验方法及评定

    JB/T 6228--1992 汽轮发电机绕组内部水系统检验方法及评定

    JB/T 6229--1992 汽轮发电机转子直接氢冷通风道检验方法及限值

    JB/T 7784---1995 透平型同步发电机用交流励磁机技术条件

    JB/T 8445--1996 三相同步发电机负序电流承受能力试验方法

    JB/T 8446-1996 隐极式同步发电机转子匝间短路测量方法

    JB/T 8990-1999 大型汽轮发电机定子端部绕组模态试验分析和固有频率测量方法及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一02-28批准 2003-03-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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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8991-1999 发电机锡焊接头检测方法

3 总要求

3.1 额定转速

    对额定频率为50 Hz的电机，其额定转速1 500 r/min或3 000 r/min，对额定频率为60 Hz的电机

其额定转速为1 800 r/min或3 600 r/min,

3.2 运行期间电压和频率的变化

    对由交流发电机供电(无论是地区供电或经电网)且频率为固定电源上的交流电机，电压和频率的

综合变化关系分为A和B两区，见图1,

    电机应能在区域A内连续运行，并实现本标准所规定的基本功能，但其性能不必与额定电压和频

率(见图l中的额定点)时的性能完全相符，可能呈现某些差异，温升可比额定电压和频率时高。

    电机应能在区域B内运行，并实现基本功能，但性能与额定电压和频率时的差异将大于在区域A

内运行的电机，温升可较额定电压和频率时高，并很可能高于区域A。不推荐在区域B的边界上持续

运行。

    注

    1 在实际使用中，有时要求电机在区域A的边界之外运行，但应在数值、持续时间及发生颇度等力一面加以限制。如

        有可能应在合理的时间内采取校正措施，例如降低输出，这种措施可以避免因温度影响而缩短电机的寿命

    2 本标准规定的温升或温度限值仅适用于额定运行点，当运行点逐步偏离额定点，则电机的温升或温度有可能逐

        步超过其限值，如电机在区域A的边界上运行，温升或温度可能要超过本标准规定的限值约达10 K

                                                                    电压标玄值

倾率
标么值

区域s

额定点

                                            (区域A外)

                                  图1 电压和频率的限值

33 旋转方向和相序

    除非另有协议，电机旋转方向从汽轮机端向发电机看为顺时针方向，旋转方向应表示在电机上，且

在出线端上用字母U,V,W表示出定子电压的时间相序，U2,VZ,W。表示相尾。

3.4 定子绕组

    定子绕组可接成丫形或△形，除非另有规定，一般均接成丫形。不论丫形或△形，均应引出6个或6

个以上((9个或12个)出线端。

3.5 励磁方式和对励磁系统的要求

    见GB 7409.3

3.6 电机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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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耐热等级

    定、转子绝缘系统应采用B级或B级以上耐热等级的绝缘材料。

3.6.2 绝缘电阻

3.6.2.1 电机定子绕组在干燥后接近工作温度时，其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应不低于按下式所求得

的数值:

        UN

< 1 000+S�>/loo

    且吸收比R-, //,,t1 1. 3，或极化指数Rto mia/R, -->2.

式中:R— 绝缘电阻值，MD;

    I",— 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V;

      SN一一电机的额定容量",kVA;

    R,,,- 60 s时的绝缘电阻;

    8,.5,-—    15 s时的绝缘电阻;

  R,(,。一一10 min时的电阻;

    R,。 - 1 min时的电阻。

3.6.2.2 励磁绕组的绝缘电阻(用水直接冷却的励磁绕组在未装绝缘引水管前)，在冷态(25'C励磁电

压500 v以下的用500 v兆欧表测量，励磁电压500 v及以上的用 1 000 v兆欧表测量，均应不小于

I Mn。

    用水直接冷却的励磁绕组在绝缘引水管安装后其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k几。

3.6.2.3 定子埋置检温计的对地绝缘电阻值在冷态下用250 V兆欧表测量时应不低于I Mn.

3.6-2.4 电机励磁机端的轴承及励磁机轴承与底板和油管间，油密封与油管间，进水支座与底板间必

须绝缘。当用1 000 v兆欧表测量时，其绝缘电阻应不低于1 Mdl,

3.6.3 耐电压试验

    耐电压试验方法见JB/T 62040

    在交流耐电压试验前，定子绕组在制造厂内应进行3. 5U N,1 min直流耐电压试验。

    交流工频耐电压试验历时1 min，其数值符合GB 755要求.见附录E表El.

3.了 轴电流的防止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有害的轴电流，并将转轴良好地接地，电机在运行时应能测试出对地绝缘电

阻值。

3.8 超速试验

    转子应进行1,2倍额定转速的超速试验，对50 H:历时2 min，对60 Hz历时1 min,

3.9 临界转速·

    发电机转子临界转速设计值应避开额定转速的90%-110%。机组轴系在按3. 2规定的频率范围

内应不会因临界转速引起不良振动而影响发电机的安全运行。

3.10 出力图

    制造厂应提供电机出力图，该出力图表示由温度或温升或由静态稳定限制的运行极限。该图在额定

电压、额定频率、额定氢压(若氢冷)下画出。

    图2表示一种典型的出力图。它的边界由下列因素所限制:

    — 曲线A表示在额定励磁电流下运行，励磁绕组温升接近恒定;

    -— 曲线B表示在额定定子电流下运行时，定子绕组温升接近恒定;

      一曲线c表示由定子端部局部发热或由静态稳定或两者共同决定的极限。

们顿定容量即为视在功率(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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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制造厂与汀货方的商定

发电机应运行在与所选电压

也可以提供在3. 2规定的电压频率范围内和额定氢压以外的出力图

频率、氢压相应的出力图的边界以内。超出边界运行将缩短电机寿命

迟相kvar(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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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A 由励磁绕组发热限制

B一由定子绕组发热限制

C 由端部发热或静态稳定限制

①一额定出力点

图 2 典型出力图

111 不平衡负载

    电机应能承受一定数量的稳态和瞬态负序电流。当三相负载不对称，且每相电流均不超过额定定子

电流(IN) I其负序电流分量(I2)与额定电流I、之比(I2/Iv)符合GB 755规定时，应能连续运行，当发生

不对称故障时，故障运行的((1,/Irr)“和时间r秒的乘积也应符合GB 755规定，详见附录E表Ego

    试验方法见JB/T 84450

3门2 噪声

    噪声的工程测定方法按GB 10069. 1，声压级限值不超过92 dBA o

113 定子过电流

    额定容量在1 200 MVA及以下的电机应能承受1.5倍的额定定子电流历时30;而无损伤。

    对额定容量大于1 200 MVA的电机应能承受1.5倍的额定定子电流，但允许的过电流时间应由供

需双方商定，可以小于30 s，随容量增加过电流时间可减小，但最小为15 s,

    电机允许的过电流时间与过电流倍数关系以下式表示:容量在1 200 MVA及以下

                                              (IL一 1)t= 37. 5 S

式中:I— 定子过电流的标么值;

      ，-一 持续时间，适用范围10 S-60 Sa

    注:在上述过电流工况下的定子温度将超过额定负载时的数值，电机结构设计以每年过电流次数不超过2次为

          依据‘

3.14 突然短路

    用外部方法将短路时相电流限制到不超过三相突然短路所产生的最大相电流值，则电机在额定负

载和1.05倍额定电压下运行时，应能承受出线端任何形式的突然短路而不发生导致立即停机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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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n

    如果制造)及订货双方同意要在新电机上做空载突然短路试验，试验应在全电压介电试验结束后

按下列要求进行:

    与系统直接连接的电机，在空载额定电压下于出线端进行三相突然短路试验。通过变压器、电抗器

(通常经分相隔离母线)接至电网的发电机，经供需双方同意可在发电机出线端降低电压进行突然短路

试验，使在此电压下产生的电流相当于运行时在变压器高压侧三相突然短路产生的短路电流L)

    突然短路试验后如无需修理或对定子绕组稍加补修并能经受附录E表E1中规定的耐电压值的

80 0a，试验就认为合格。稍加补修是指对端部绕组支撑和绝缘略加维修，但不能更换线圈。

    注:发电机运行时若近端发生短路或远端故障切除，重合闸或误同期均能引起异常大的电流和力矩。此时.为谨慎

        起见需彻底检查发电机，尤其是定子绕组，为避免以后由振动引起的进 一步损坏，在电机重新投运前应消除任

        何紧固件或填充物的松弛。同时应检杳联轴器螺钉、联轴器和轴可能发牛的变形

3.15 短路比、直轴瞬态电抗和直轴超瞬态电抗

3.151 短路t匕

    规定的短路比的最小值在4.2和5.2中给出，提高短路比将使电机尺寸增加。

3.15.2 直轴瞬态电抗(x' e)和直轴超瞬态电抗(x飞.)

    电抗与运行工况有关，通常需商定在额定电压饱和程度下x0a的最小值和额定电流不饱和下x,,

的最大值。由于两种电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一磁通，因此需注意两者问的相容性，即x",的卜限俏不

能太靠近x"的下限值。

    除非另有协议，额定电压饱和程度下的x今不得小于0.1a

3.15.3 短路比、直轴瞬态电抗、直轴超瞬态电抗的容差

    a)限值一经确定，在被限定方向无容差，即最小值无负容差，最大值无正容差。在另一个方向的容

差为3000,

    b)如规定值为额定值而不作为极限值时，则容差为土L5写,

    c)如无商定的规定值，制造厂给出的额定值其容差为士15%

3.16 起动次数

    一般情况下，转子在它的使用寿命期限内，在机械上应能承受的起动次数不少于3 000次

    对两班制调峰运行的电机，转子在它的使用寿命期限内，在机械 卜应能承受的起动次数不少于

10 000次。

3门了 对励磁机的要求

    有关励磁机的技术要求，交流励磁机见1B门’7784,直流励磁机可另提技术要求

3.18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是在空载条件下，在额定励磁电流时产牛的定子电压(但不超过130 %o C11,)下进

行，试验时间。对有多匝线圈的为1 min，单匝式线棒的为瞬时

3.19 振动限值

119.1 在制造厂，转子在额定转速下单独运转考核振动。在现场，机组成轴系在空载和额定状态或图

2负荷下考核振动。测量振动有测轴承座和测轴振两种方法，测量方法和要求见GB 11348。功率50 MW

及以上的机组要求同时测量轴承座振动和轴振动，而且都需要满足标准要求。表飞为轴承座振动限值

表2为轴振动相对位移限值，表3为轴振绝对位移限值。轴振考核可以按表2或表3。新机出厂时振动

试验值应在A范围内，升降速、过临界转速或超速时的振动不得超过c范围。轴向无止推轴承时，不考

核轴的轴向振动。稳态运行中，假如轴承座或轴振振动值变化显著，即越过B值的25 ，无论是增加或

减小，一定要报警并采取措施查明变化的原因，必要时根据振动值作出是否停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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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轴承座振动限值(速度) Inm/s

范 围

              转 速(r/min)

1 500 A，8i)0-一-一盯 3明川或 36门叮)

A --B

B一(’

C- n

2.8

5 3

8.5

表 2 轴振相对位移限值(峰一峰值) 夕M

范 围
转 速(r/min)

1 500 1 800 3 000 }
A

B

C

100

200

320

90

185

290

80

165

260

75

15{〕

240

表3 轴振绝对位移限值(峰一峰值) 子止m

范 围
转 速(r/min)

1 500 1 800 3 000 3 600

A

B

(二

120

240

385

110

220

350 { 200320
90

180

290

    注:上述表l~表3内的

        范围A振动数值在此范围内的设备可认为是良好的并可不加限制地运行

        范围B:振动数值在此范围内的设备可以接受作长期运行

        范围G振动数值落人此范围内。开始报警，提请注意安排维修。一般该机器还可以运行一段有限时间，直到有

                合适机会进行检修为止

        振动数值超出C时，就瞬时跳im

3.19.2 定子铁芯和机座振动的固有振动频率应避开基频和倍频土10%以r_。如有需要，振幅限值应规

定在该型电机的说明书内。

3.19.3 冷态下端部绕组模态试验的椭圆型固有振动频率及端部绕组中的鼻端、引线、过渡引线固有振

动频率J二合格的范围如下:

    3 000 r/min 五(94 Hz,大>115 Hz

    3 600 r/min 八成112 Hz,五)138 Hz

    见JB/T 8990,

3.20 电压波形的不规则性

3.20.1 电压波形正弦性畸变率

    在空载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时，其线电压波形正弦畸变率应不超过5写

3.20.2 电话谐波因数(THF)

    在空载额定电压和额定转速时其线电压的电话谐波因数不超过1.5%。

3.21 定子绕组三相直流电阻允许偏差

    定子绕组在冷态下，各相或各分支直流电阻之差在排除由于引线长度不同而引起的误差后应不超

过其最小值的1. S%,

3.22 试验检查项目和验收规则

    除非另有规定，本标准中试验项目所涉及的试验方法见GB/T 1029

3.22.1 制造厂型式试验和检查试验项目

      7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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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绕组、埋置电阻检温计和绕组相间及轴承等对地绝缘电阻的测定;

      * b)绕组和电阻检温计在实际冷状态下直流电阻的测定;

    ，。)定子铁心的损耗发热试验;磁密1. 4 T，时问45 min;

      *d)转子动平衡和超速试验，见GB/T 11348.1;

      ，e)耐电压试验;

      -f)不I'll转速下励磁绕组交流阻抗的测定或波形测定。见J13/T 8446;

      ‘即 定子绕组接头采用锡焊结构的电机应按JB/T 8991进行检测;

    h)空载特性的测定;

    i)稳态颊路特性的测定; 、
    J)效率测定;

    k)突然短路机械强度试验(参见3.14) ;

    l)电庄波形正弦性畸变率和电话谐波因数的测定;

    m)电抗和时间常数的测定;

    n)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n)无励磁时的一般机械检查.并测定轴承油温和振动值;

    P)噪声测定，见GB 10069. 1;

    q)温升试验(在安装地点进行、;

    r)短时过电流试验(直接冷却的电机在安装地点进行);

    5)额定励磁电流和电压调整率的测定(在安装地点进行);

    t)定子铁心、机座振动的测定;

    *u)定子绕组端部模态及固有振动频率的测定(200 MW及以F)，见JB/丁8990;

    *v)定子绕组端部手包绝缘施加直流电压的测量，见llL/T 596
      注:带关的为检查试验项目。

3.22-2 电机开箱后，安装前由订货方、制造厂、安装单位共同进行清洁度检查以确认机内尤异物存在。

3.22.3 安装后交接试验项S

    a>绕组、埋置电阻检温计、轴承对地绝缘的绝缘电阻的测定;

    b)绕组和电阻检温计在实际冷态下直流电阻的测定;

    。)空载特性和稳态短路特性的测定;

    d)耐电压试验，试验电压为附录E表El规定值的80%;

    。)短时升高电压试验;

    f)发电机冷却系统试验;

    9)测量轴电压;

    h)机械检查、测定轴承油温、轴或轴承振动;

    I)在不同转速下，励磁绕组交流阻抗(无刷励磁除外)或波形的测定;

    ))同(3.22. 1中项v))o

3.22.4 产品合格证

    制造厂产品质量管理部门在电机出厂时作出检查结论，填人产品合格证。产品合格证一与电机一起

装箱。

3.23 铭牌、出品编号

3,.23. 1 电机铭牌
    。)产品名称;

    b)制造厂名;

    C)产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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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电机型号;

c)制造厂出品编号:

f)接线法;

只、出m年月;

h)额定频率(Hz);

1)额定容量(MVA);

户额定功率(MW);

k)额定定子电压(V或kV);

U额定定子电流(A或kA);

m)额定功率因数(cosry);

n)额定励磁电流试验值(A);

o)额定转速(r/min) ;

    P)绝缘等级/使用等级

3.23.2 出品编号

    出品编号应打印在汽端联轴器端的转子端面上。

3.24 装箱、运输、保管

3.24门 装箱

    根据不问需要，有两种不同的装箱等级:一般包装和密封包装。长时间海运和在湿热气候下运输时，

定、转子应采用密封包装或有防潮措施，如采用充惰性气体等

    运输前应根据国家、行业标准中有关规定妥善包装，良好固定，以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滑移和碰

坏。包装箱 卜应有下列标记:

    fl)产品名称和型号;

    卜)毛重和净重(kg或:);

    。)制造厂名、地址;

    d)收货单位和到站;

    。)注意事项及其他标记等

3.24.2 运输

    当电机尺寸和重量属超级超限运输范围时，在设计评审或在签定供货合同时应会同铁道、交通部门

确定可行的运输方案。运输电机水冷部件时，应排净和吹干内部水系统中的水并采取防冻措施〔

3.24.3 保管

    对转子表面应采取防锈措施。应排净和吹干水冷电机内部水系统中的水。电机各种进、出口法兰应

妥善封盖。最低保管温度为SC，低于5C时应采取措施。

3.25 成套范围

    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

3.26 备品备件

    见附录I3(标准的附录)。

3.27 随机安装图样及技术文件

    见附录C(标准的附录)。

3.28 保证期

    在用户按本标准和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规定正确地使用与存放的情况下，制造厂应保证发电机

在使用的一年内，但从制造厂起运的日期不超过二年的时间内能良好地运行·在此规定的时间内、如电
机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地为用户修理(或更换)零件(或电机)。

3，29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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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供需双方认为有必要时可在合同内规定产品可靠性指标 新机投运 年后必须进行全面检查 小

修间隔一年，大修间隔四年。发电机的设计使用寿命应不小于30年。

3.30 同步调相机

    对同步调相机应配备独立的汕系统和起动装置。

4 空冷电机

本章适用于有效部分由空气直接冷却或间接冷却或两者综合冷却的电机。

4.1 规格、系列

空气冷却电机基本系列的规格见表4

表 4 空冷电机基本系列

    尸N

额定功率

  MW

    SN

额定容址

  MVA

    t了又

额定电版

    kV

      co.甲

额定功率因数

        li

效率(规定值)

      %

1.5 1.875 0.4 3. 15.6.3.10.5 0.8 厂下一94.5-一
3 3.75 3、l5.6.3，10.5

0. 80.R
} 9石，3
卜-----一一-一---一
} 96.46 7.5 6. 3. 10. 5

7.5 9. 375 G，3，10.5 } 0.8 ·
{
{

:: 11518.75

6.3. 10.5 〔).8

{
. 97. 0

}
厂一-一--一--一一一

              97, 4:; 31.2537. 5

98.2:: 6:55
loo

125

150

117.7

  147

176..16

10. 5

13。8

13，8

、〕 85 98.4

98.弓200 235. 3 15. 75 0. 85

注

1 发电机可通过改变功率因数，降低进水温度等来满足汽轮机的最大连续功率的要求

2 效率规定值与实测值之容许偏差即容差，用以补偿由于正常范围的原材料性能的不一致.加工偏差及测量误

    差等不可避免的影响。总损耗的容差为规定值的}10%, I

3 效率指频率为50 Hz的规定值

4.2 短路比

    短路比应不小于。.45

4.3 电机通风冷却型式

    应优先采用空冷密闭循环通风系统。如采用开启式空冷系统，要注意避免因灰尘堵塞通风道而产生

的电机过热。

    集电环的通风系统应与电机分开，以避免碳粉污染电机和励磁机

4.4 使用条件

4.4. 1 海拔

    海拔不超过1 0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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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初级冷却介质温度

    冷却空气温度不超过40 C,超出上述运行条件时，应按GB 755有关条款进行修正。

4.4.3 运行时机内空气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50%

4.4.4 应配备加热装置以保证停机时机内相对湿度低于s0yo,

4.5·检温计

4.5.1 每相定子绕组槽内至少应埋置2只检温计，定子铁心埋置检温计应不少于6只。

4.5.2 测量冷却空气温度

a)在每个端盖人风处和定子机座出风处均不少于1个温度计。

b>在空气冷却器进出风处各装一个电阻温度计。

4.5.3 在各轴承上，均应装设测量油温的温度计，并在出油管上设有视察宙。在轴瓦上还必须具备安装

遥测温度和极限信号设施的可能性。

4.6 灭火措施

    空气冷却的电机内部，在定子绕组端部附近，根据需要装置灭火水管或二氧化碳管，管路的端头必

须引出机座外。

4.7 空气冷却器

    除非另有协议规定，冷却器进水温度应按33C设计，工作压力不小于。17 MPa，试验压力为最大

工作压力的2倍，历时15 min.

    如果冷却器水压由压力比冷却器工作压力高的水源经阀门或减压装置控制，冷却器应按水源压力

设计，试验水压为水源压力的1.5倍，水源压力值应由用户提供。

    冷却器应设计成如其中一个冷却器因清理而停止运行时，电机至少应能带2/3的额定负荷连续运

行，此时电机有效部分的温度不超过允许值，且初级冷却空气的温度可以高于设计值。

48 电机各部分温升和温度限值

4.8.1 空冷电机在按表4规格、参数及4. 4使用条件下额定运行时，其温升限值应符合GB 755的规定

(B级或F级按B级考核)，见附录E表E3。对其他现场运行条件应按GB 755规定修正。

4.8.2 轴承出油温度应不超过65 C，轴瓦温度不超过80C.

5 氮气或液体冷却的电机

    本章适用于电机有效部分由氢气或液体直接冷却或两者混合冷却的电机，对某些不用氢气冷却而

用其他气体冷却的电机也同样适用。

5.1 规格、系列

    氢气和水冷却电机的规格见表50

                                    表 5 氢冷和水冷基本系列

    尸N

额定功率

  MW

    SN

额定容量

  MVA

    之j’N

额定电压

    kV

      cosrp

额定功率因数

        甲

效率(规定值)

      %

;: 6:55 6. 3.10.5 0.8 98.2

100

125 ‘::77 10.5,13.8.15.75 0. 85

            {
98. h

200 235. 3 15.75 0.85 9816

3(10 353 18. 20 0.85 98.7

600 一 20. 22 0.9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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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额定功率

    M W

    万n

额定容量

  MVA

表 5(完)

    之厂N

  额定电压

      kV

      coS职

额定功率因数

        y

效率(规定值)

      %

  1 000

1 111.1

24, 26

1 000 24。26

98.9

98.9

发电机可通过改变功率因数、

总损耗的容差，规定值+100,a

降低进水温度、提高氢压等措施来满足汽轮机最大连续功率的要求

5.2 短路比

    短路比不小于0. 45 (P N镇200 MW),

    短路比不小于0.4(PN>200 MW).

5.3 机座和端盖

    用氢气作冷却介质时，整个机座和端盖，任何受压盖板(例如冷却器盖板)应设计成能承受机内混合

气体在大气压力下爆炸的初始压力，而不危及人身安全。水仄试验为。. 8 MPa，历时15 min,

5.4 定子绕组出线

    氢气冷却发电机的出线在设计时要考虑能承受不低于。. 8 MPa表压的气体压力。

    出线绝缘子〔瓷瓶)应单独在空气中进行工频介电强度试验，试验电压不低于电机定子绕组出厂耐

压的1.5倍，持续1 min.

55 使用条件

5.5.1 海拔

    电机应在额定氢压(表压)下，海拔不超过1 000 m时良好运行。

    电机在海拔超过1 000 m时也能带额定容量运行，其条件是在机内冷却系统中作为初级冷却介质

的氢气能保持额定的绝对氢压而与海拔高度无关，但在密封、机壳和辅机等方面应与制造厂取得协议。

5.5.2 额定氢压

    制造厂应说明与额定容量相应的机内氢气表压。

    推荐的氢气表压额定值如下:

      0. 1,0. 2,0.3,0.4,0.5 MPa.

5.5.3 氢气纯度

    氢冷电机的机内氢气的纯度不低于95%时，应能在额定条件下发出额定功率，但计算和测定效率

时的基准氢气的纯度应为98%.

5.5_4 氢气湿度

    氢冷电机在运行氢压下的氢气允许湿度按DL/T 651应为一25 C毛to (露点)毛0 Y'，补氢用的新鲜

氢气常压下的允许湿度tJ(露点)(-25 C，发电机内最低温度5'C时tJ露点)落-5C.

5.5.5

5. 0 p6/cm ;对定子绕组采用独立密闭循环的水系

a)

创

统为 0.

曰

创

5.5.6

直接冷却时的水质

水质透明纯净、无机械混杂物;

25 C时水的电导率:对开启式水系统不大于

5 pS/cm-1. 5 F.S/cm;

pH7. 0一9. 0 ;

硬度<2 Imol/I。

初级冷却介质人口温度

氢气间接冷却 30'C一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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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氢气直接冷却 35C-46C;

    c)水直接冷却40'C-500C(Pn>200 MW),

                    20'C ̂ 45C(Pr,<200 MW);

    d)双水内冷30C-50C,

    功率为即() mw及以上的电机，一般应对人口水温进行自动调节

    定子绕组用水直接冷却的电机，其人口水温应不低于进风温度，以防绕组表面结露。

5.6 电机各部分温升和温度限值

5.6.1 氢气间接冷却的电机，温升限值应符合GB 755要求(B级或F级按B级考核)，见附录E表

E4 对于其他现场运行条件应按GB 755修正。

5.6.2 氢气和水直接冷却电机及其冷却介质的温度限值应符合GB 755的规定(B级或F级按B级考

核)，见附录E表E5。对于其他现场运行条件应按GB 755修正。

5.6.3 氢冷电机在空气冷却状态下的运行

    氢气间接冷却的电机用空气冷却连续运行时，其功率以定、转子温升不超过附录E表E4的温升
为限。

    氢气直接冷却的电机不允许用空气冷却长时间带负荷运行

5.6.4 轴承出油温度和轴瓦温度的限值

    PN(200 MW的电机，轴承出油温度不超过65'C，轴瓦温度不超过80 C,

    PN>200 MW的电机，轴承出油温度不超过70̀C，轴瓦温度应低于90'C.

5.了 监测

5.7.1 自动监测装置

    对功率200 MW及以上的电机，可根据用户需要配备各种监测器，以提高电机运行的可靠性。如配

备漏水监测器;漏氢、漏油监测器;氢气纯度监测器;发电机绝缘过热监测器(G. C. M );局部放电监测仪

(P. D. M);氢气湿度监测器⋯⋯等等。

    对功率200 MW及以上的电机，有功、无功负荷及电气参数、振动、各测温点温度、冷却、密封及润

滑介质参数等测量必须配有与计算机连接的监测系统，具有巡回检测、自动记录、自动打印、遥测显示、

越限报警、瞬时跳闸、事故追忆⋯⋯等功能。

5了.2 定子绕组检温

    每相定子绕组槽内至少应埋置2个检温计。定子绕组氢内冷的电机，至少应有3个检温计安置在定

子绕组出风口处 ，这些检温计应与冷却介质良好接触，检温计在满足电气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靠近线

圈出风口。

    对功率PN)200 MW定子绕组水内冷的电机在每槽线圈层间各埋置1个检温计，并在线圈出水端

绝缘引水管的水接头上安装测水温的检温计各1个，要注意检温计与出水之间的温差尽可能的小。运行

时，对每根线棒有一个单独出水支路的同层各水接头(或层间埋置检温计)温差大于8K时要仔细检查，

当温差大于12 K或出水温度超过85 C时应立即处理。

5.7. 3 定子铁心检温

    在预计的定子铁心热点应埋置检温计，其数量不少于s个。

5.7.4 冷却介质检温

    在气体冷却器的出风处、冷风区各装1个电阻温度计。

    在电机的热风区各装1个检温计

    定子和转子水路的进、出水处各装1个温度计。

5. 7.5 轴承检温

    各轴承上均应装置测量出油温度的温度计，并在出油管上设有视察窗，在轴承上还应装设遥测轴瓦

温度的检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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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辅助系统监测

    对氢、油、水系统和励磁系统的监测要求见相应的技术条件。

5.8 气体或液体冷却器

    冷却器按进水温度十33 C和工作水压不低于。.35 MPa设计

    试验水压不低于工作水压的2倍，历时15 min,

    如果冷却器水压山水源联接的阀或降压设备控制，且水源压力高于冷却器的工作压力，冷却器将以

水源压力设计，除非另有协议，试验应在1.5倍水源压力下进行，水源压力值由订货方提供。

    应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如维修或清洗冷却器时，冷却器会承受氢压而无水压，因此氢气冷却器要能承

受0. 8 MPa的表压差。

    冷却器设计应满足一个冷却器因故停止使用时，电机至少能带2/3负荷连续运行，电机有效部件不

超出允许温度.此时，初级冷却介质的温度可以高于设计值。

5.9 氢冷电机密封性要求

    电机密封性试验方法见JB/T 6227.

5. 10 氢气直接冷却转子通风道检验

    见JB/'r 6229

5.11 绕组内部水系统检验

    见JB/T6228。内冷水系统的防漏密封垫片，不得使用易老化或溶水硬度高的密封材料，如某些橡

胶和石棉制品等。

5.12 断水运行

    水内冷电机允许的断水运行持续时间为30 s，在此时间若备用水泵还不能恢复供水就必须跳闸。

5. 13 进相运行

    除非另有要求，带额定负荷进相运行范围按功率因数为超前0.95设计

5门4 失磁运行

    300 MW及以下的发电机失磁后应在60 s内将负荷降至60写,90。内降至40 0o，总的失磁运行时

间不超过15 min� 600 MW及以上发电机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解决。

5.15 试验项目

5.15.1 对氢冷电机除3. 22外，型式试验、检查试验和交接试验还应增加下列项目:

    a)轴承和油密封绝缘电阻测定;

    b)密封性试验(交接试验时确定漏氢量〕，见JB/T 6227;

    c)氢内冷转子通风孔检验，见JB/T 6229;

    d)氢、油辅助系统工作情况检查。

5.15.2  XT水内冷电机除3. 22外，型式试验、检查试验和交接试验尚需增加下列项目:

    a)定子总进、出水管绝缘电阻的测定;

    b)转子进水支座的绝缘电阻测定;

    c)绕组内部水系统流通性检查，见JB/T 6228;

    d)绕组内部水系统密封性检查，见JB/T 6228;

    e)冷却水系统检查。

5.16 氢冷电机的安装、运行附加规则

    见附录n(标准的附录)。

5.17 铭牌

    除3.23.1外，对氢冷电机尚需有额定氢压(表压)。

    除3.23.1外，对水冷电机尚需有电机定、转子绕组进水压力及额定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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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气轮发电机

    本章适用于由燃气轮机拖动的透平型电机，它山开启式空冷或用水或环境空气作为最终冷却介质

的空气或氢气密闭冷却循环通风。

    木要求同样适用于作同步调相机运行的发电机

6.1 使用条件

    燃气轮机拖动的发电机应符合本标准，在下列使用条件下应能带额定负载和额定容量

6.1.1 初级冷却介质的温度

    开启式空冷发电机，初级冷却介质温度是进入发电机的伞气温度‘通常是周围环境空气温度。其温

度范围由用户确定，通常为一5C一十40C.

    对密封循环冷却的电机，初级冷却介质温度是指从冷却器进人电机的氢气或空气的温度。为获得电

机和冷却器的最佳设计.制造厂应依据用户给定的次级(最终)冷却介质(环境空气或水)的温度范围来

确定初级冷却介质的温度范围

6.1-2 起动次数

    每年起动至基本负载的次数不应超过500次

6.1.3 加载速度

    发电机可以迅速加载，其速率仅受到燃气轮机加载能力的限制。

6.2 额定输出和容量

6.2.1 额定输出

    除非另有协议，发电机的额定输出系指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因数和额定氢压(如用氢

冷)运行，现场初级冷却介质温度为40 C时，出线端的有效连续视在功率

    燃气轮机额定值由ISO在空气人CI温度为15C时确定.发电机额定值由IEC在人门空气温度为

40C下确定，因此若燃气轮机的容量和发电机相同.则额定输出将会不同。

    在额定输出下，温升不能超过附录E表E3和附录E表E4,温度不能超过附录E表E5�

    除非另有协议，发电机参数均在额定状态下确定

6.2.2 容量

    发电机容量系指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可接受的最大负载用视在功率表示。

6.2-2,1 基本容量

    基本容量指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因数和额定氢压(若氢冷时)下，按照用户的最终冷却

介质温度范围见6.1，电机温升或温度不超过6.2.2.2中规定值时，在电机线端以视在功率表示的连续

输出范围。

    发电机有功功率除以发电机效率所得的值应等于或超过电厂现场进口空气温度在规定范围内的燃

气轮机的基本容量。

    制造厂应提供在电厂现场最终冷却介质温度在规定范围内的基本出力曲线(见图3)。对采用开启

式通风的电机，最终冷却介质的温度等于或近似等于燃气轮机进CI空气的温度(图3中A标尺)

    发电机的基木容量没有必要与燃气轮机相等时，可商定比较低的空气温度，这就可能以稍微小一点

的发电机满足其他所有要求。

    对具有水冷热交换器的密闭循环通风电机，水〔最终冷却介质)的温度范围通常小于燃气轮机进日

空气的温度范围。因此当空气温度降低时.发电机出力增加要比燃气轮机缓慢，这时发电机尺寸由人口

空气温度较低时燃气轮机的出力所决定，这使电机尺寸在较，〔常空气温度下显得偏大并且不经济。此

时，在确定发电机最佳尺寸时，协商确定发电机的容量变得更为重要 对密闭循环通风系统，在燃气轮机

进口空气温度和冷却水温度之间并没有简单的或固定的关系。因此图3用E标尺表示出最终冷却介质

温度与发电机容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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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典型的发电机出力曲线

6.2-2.2 基本容量时的温升与温度

对间接冷却电机，现场运行时的温升应根据附录E表E3和附录E表E4有关部分作如下调招:

a)初级冷却介质温度10C-60Y':

加(40 初级冷却介质温度)K。

b)一20C成初级冷却介质温度<loc

  1)电机有效部分长度<2.5 ni:加

  2)有效部分长度弃2.5 m:加30 K

30+1/2(10 初级冷却介质温度)K;

    C若电机初级冷却介质温度高于60 C或低丁-20 C.需双方另行协商。

      对空气或氢气直接冷却绕组，运行现场的总温度按附录E表ES限值调整。

    d)初级冷却介质温度从 lo c到60 C，不调整

    e)一20'C<初级冷却介质温度>10 (1:

        l)电机有效部分长度小于2.5 m:减1/2(10一 初级冷却介质温度)K;

      2)长度)2.5 m:减(10— 初级冷却介质温度)K.

    f)对初级冷却介质温度高于60C或低于一20 C，需另行协商

6.2.2.3 峰值容量

    峰值容量是指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额定功率因数和额定氢压(如用氢冷)时。按电厂规定的最终

冷却介质温度范围内(见6-1)，电机的温升或温度不超过6. 2. 2. 4中规定值时在电机出线端以视在功

率表示的连续输出范围。6.2.1中提出关于发电机与燃气轮机容量的关系也适用于峰值容量。

6.2.2.4 峰值容量时的温升和温度

    对间接冷却的电机，峰值容量时温升限值比6-2. 2. 2规定要高15K。对直接冷却的绕组，全部温度

限值比6. 2. 2. 2规定的高15 Ko

    注:以峰值容量运行将导致寿命缩短。因为此时绝缘老化速度是基本容量时的3一  C,倍

6.3 铭牌

    铭牌除应表示出3. 23.1中要求的数据外，还要表示出以初级冷却介质为基准的峰值容量。

6.4 温度试验

    试验可在额定负载及确定额定值的基准初级冷却介质温度下进行或经协商可在便于获得的任彻初

级冷却介质温度和相应的输出容量下进行。温度和温升应符合6. 2. 2. 2规定，必要时应按GS 755的规

定对试验和运行地点不同的海拔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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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作同步调相机运行

    若用户需要，应提供电机不与燃气轮机连接而作同步调相机运行的措施。调相工况下，欠励和过励

的基本容量及峰值容量应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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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成 套 范 围

    透平型同步电机机械接口是与拖动机联接的联接器，电气接口为出线端子头

A1 发电机本体。

A2 励磁机(如交流励磁机还应带整流装置)或自励系统的整流变压器和整流装置。

A3 励磁机到集电坏的电缆或母线。

A4 自动调节励磁装置

A5 自动灭磁和转子过电压保护装置(无刷励磁系统除外)。

A6 直流励磁机的磁场变阻器和强行励磁装置。

A7 气体冷却器。

A$ 氢冷电机应提供氢气控制设备和密封油控制设备。

A9 水冷电机应提供水冷控制设备。

A10 套管式电流互感器(CT),

A11 拆装时所需的特殊工具及其图样(对每个电站同型机只在第一台发货时供给一套)。

A12 加热器(空冷电机)。

A13 备品(见附录B),

A14 安装图样及技术文件(附录C),

    测轴或轴承座振动的拾振器(VPU)由汽轮机厂提供。联轴器由汽轮机厂与电机厂协商解决。如订

货方所需的成套范围与上述规定有差异可由订货方和制造厂另行商定。

A15 对同步调相机应有独立的油系统、脱扣装置、轴向止推轴承和起动装置。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备 品 和 备 件

B1 定子条形线圈上层6根，下层2根或叠绕线圈3个，规格品种不同的每种1根(每电站同型号装机

数在3台或不足3台时，供给备品线圈一套，超过3台时按每3台(不足3台按3台)增加备品线圈一

套)。若定子为整浸时，不提供备品线圈。

B2 对有刷励磁电机每台供刷盒2个，电刷1/2台份。

83 发电机每种轴瓦各1个。

B4 安装用材料。

B5 对氢冷电机除供应B1-B4各项外，尚应包括下列备品:

    a)氢气冷却器 一个;

    b)密封瓦一台份;

    。)出线套管瓷瓶(含法兰)1/3台份;

    d)静止密封用零件一台份。

B6 对水冷电机除供应BI-B4各项外，尚应包括下列备品:

    a)定子绝缘引水管20套。

    b)转子绝缘引水管为to套(装配式供水接头4套，管子10根)。若转子绝缘引水管为长寿命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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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供备品。

C)定子汇流管与绝缘引水管接头处测温元件 20个。

B7 氢气控制系统、水系统、油系统、励磁机和励磁系统的备品在相应技术条件内规定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随机安装图样及技术文件

cl 产品合格证2份，包括「列测量和试验检查记录:

    a)定、转子绕组的直流电阻值;

    b)绕组对地及相间的绝缘电阻值;

    e)耐电压试验结果(包括直流耐压数据);

    d)空载特性;

    e)稳态短路特性;

    f)·损耗和效率;

    9)转子超速试验记录;

    h)埋置检温计的检查记录;

    i)冷却器的水压记录;

    J)定子铁心损耗发热试验记录;

    k)氢冷电机机座和端盖的水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记录;

    1)水冷电机的绕组内部水系统的密封试验和流通性试验记录;

    m)不同转速下，励磁绕组的交流阻抗;

    n)氢内冷转子通风孔检查记录;

    。)定子绕组端部手包绝缘施加直流电压测量的记录;

    P)定子绕组端部模态及固有振动频率的测定记录(P,;}}200 MW) o

C2 产品说明书。

c3 装箱明细表。

c4 产品图纸每台供应2份，但每个电站同一规格机组第一台供应3份，每份应包括下列图纸

    a)安装、外型图;

    b)总装图;

    。)定子绕组装配图;

    d)定子绕组接线图;

    。)定子线圈图;

    f)转子装配图;

    9)励磁绕组装配图;

    h)转子引线及集电环装配图;

    i)轴瓦加工图;

    J)轴瓦绝缘零件图;

    k)电机测温装置布置图;

    1)气体冷却器装配图。

c5 对氢冷电机除供应ca规定的图纸外，还供给下列图纸:

书在制造i‘内不进行总装试验的电机，可填写同型电机型式试验值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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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油密封装配图;

    b)密封瓦加工图;

    。)密封零件图;

    d)定子绕组出线装配图;

    e)转子引线及轴端密封图。

C6 对水冷电机除供应C4规定的各种图纸外，尚需供给下列图纸

    a)定子绝缘引水管装配图;

    b)转子绝缘引水管装配图;

    c)转子进水装配图;

    d)转子出水装配图。

C7 氢、油、水控制系统，励磁系统的图纸文件另供。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用氮气作为冷却介质的电机

  安装和运行的附加规则

D1 如励磁机和集电环有外罩，外罩内可能漏人氢气，必须要有良好的通风。

D2 氢、油系统元件必须经过。. 8 MPa(表压)的水压试验，禁止使用易碎和有气孔的材料，如铸铁

D3 测量氢气的仪表和控制装置，如纯度计、电接点压力表、电遥感温度计压力表。在运行中可能存留

可燃性混合气体，因此内部电路应有安全防爆措施。

D4 测定机内氢气纯度至少应该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互相校核。

D5 电机氢控架上，正常运行只允许放置 1-2瓶氢气。

D6 从制氢站获得的氢气其湿度必须满足电机内要求的氢气湿度，见5.54。

D7 储氢罐必须装在离电机机房一定距离的室外，高压氢管路进人设备之前应装有截止阀门。一旦大

漏氢，主供氢源就被切断。

D8 密封瓦油系统正常运行时，应有备用油源，以保证供油可靠。

D9 在轴承油系统中应预防可燃性的空气、氢气、混合体的聚积，应在适当位置安装连续运行的排气

装置。

D10 为避免密封油流人机内，不推荐应用真空置换法。

D1， 不能用氢气直接置换空气，反之亦然。在两种情况下，发电机都必须用惰性气体进行转换，使纯度

至少达到90%以上。压缩空气只用于排出发电机内的惰性气体，用完应立即拆除其联接接头。

D12 应经常监视电机的氢气密封系统。如漏氢量增加很快，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减少漏氢。如在24 h内

漏氢量超过正常运行值的1.5倍，或绝对值超过18 m'/d就应考虑停机处理以便对运行时不易接近的

区域进行较全面的检查。

D13 如果电机内氢压超过氢气冷却器中的水压或绕组内水系统中的水压，水系统密封不良就有可能

导致氢气漏人水中。在查找高氢耗的原因时，应对冷却器和绕组内水系统密封进行检查 当内冷水系统

中含氢(体积含)超过3 0/a，应加强对电机的监视;若超过20%应立即停机处理。或当内冷水系统中漏氢

量大于。. 5 m'/d时可在计划停机时安排消缺;若漏氢量超过10 m'/d时应立即停机处理。

D14 当发电机轴承油系统或主油箱内氢气体积含量超过1%时应停机找漏。

D15 发电机的出线套管及连接件以及其他密封装置的设计应使得氢气不能在该区域内积聚。如采用

分相隔离母线，应使氢不能在封闭母线外套内积聚。当封闭母线外套内的氢气含量超过1 0o时应停机

找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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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在电机及辅助设备的邻近区域内不允许有明火、焊接、吸烟或其他引燃手段。

D17 如果气体十燥器是属于干燥剂需要周期性再生这种类型的，则应设置仪器以表明何时需要再生

何时完成

    在再生过程中如果采用空气，则应采取某些措施以免空气偶然地进人机壳内。如果用加热器，使其

仅在再生期间内工作。应采取保护措施，以保证该加热器能在低于可能形成的氢、空混合物的引燃温度

下良好地运行。通常，允许极限是300 U或许更低，以避免氧化铝这样的干燥剂损坏。

D18 对合理通风的指导

    假定每24 h,18 m，的允许泄漏量全部泄漏到规定的空间内，则空气以侮小时125 m“进人该空间，

这将保持氢的浓度为0. 6 Yo，大大低于爆炸的「限值4%0

    如涉及的空间为Vm“的空气，每小时需要更换A次，则VA=125 m'/h,

因此:

    对于 V=1     5     25     500 m'时

    则 A=125   25    5      0.25次/h

              附 录 E

            (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正文中引用的GB 755- 2000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的有关部分

表 E1 交流工频耐电压试验值

项 号 电 机 部 件 试验电压(有效值)

定子绕组

励磁绕组

励磁绕组主回路内的电器组件

2U,,,+1 000 V

额定励磁电压500 V及以下:

  10倍额定励磁电压，最低1 500 V

额定励磁电压超过500 V:

  2倍额定励磁电压-1 -4 000 V

额定励磁电压350 V及以卜:

  10倍额定励磁电压，最低1 500 V

额定励磁电压350 V以上:

  2倍额定励磁电压十2 800 V

表E2 不平衡负载运行限值

项 号 电 机 型 式 连续运行时的Ip/rN最大值 故障运行时的(Iz/rN)̀r(s)最大值

:
间接冷却的转子

      空冷

      氢冷 :.: ::

3

4

5

6

  直接冷却的转子

    <350 MVA

  >350-900 MVA

>900- 1 250 MVA

> 1 250-1 600 MVA

。·08 8}3503X10'
      同上

              8

8一0.00545(Srv一350)

              5

              5

注:Sn为额定容量(MV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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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3 空冷电机温升限值

部 件

定子绕组

测量位置和测量方法 冷却介质为40'C时的温升限值/K

转子绕组

槽内上下层线圈间埋置检温计法

电阻法 间接冷却:90

直接冷却:75(副槽).6a(轴向)

定子铁心

集电环

不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他部件

XWORMt-alval‘一汁二二s080 _一
这些部件的温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达到使绕组或邻近的任何部位的绝缘或

其他材料有损坏危险的数值

表E4 氢气问接冷却的温升限值

部 件 测量位置和侧量方法 冷却介质为40 C时的温升限值/K

定子绕组 槽内上、下层线圈埋置检温计法

  氢气绝对压力(MP,,)

  0. 15MPa及以下 8.i

>0. 15 MPa(O. 2 MP.  80

>0. 2 MPa<0. 3 MP.   78

)0.3MPa<04MP￡ 73

>0.4MP.G0.5 MP, 70

                85转子绕组 电阻法

定子铁心 埋置检温计法 80

不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其他部件
这些部件的温升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达到使绕组或邻近的任何部位的绝缘或其

他材料有损坏危险的数值

集电环 温度计法 80

表E5 氢气和水直接冷却的温度限值

部 件 测量位置和测量方法 冷却方法和冷却介质 温度限值/C

定子绕组

直接冷却有效部分的出口

处的冷却介质检温计法

水 9()

氢气 110

槽内上、下层线圈间埋置检

温计
水、氢气 9。上’

转子绕组 电阻法

氢气直接冷却转子全长上径

      向出风区数日;:’

            1和 2

            3和 4

                5~ 7

        8-14 {

      1、以t }
              一

                  100

                  105

                  110

一 115

                  120

定子铁心 埋置检温计法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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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5(完)

部 件 测量位置和测量方法 冷却方法和冷却介质 温度限值/C

不与绕组接触的铁心及

其他部分

这些部件的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达到使绕组或邻近的任何部位和绝缘或其他材料有

损坏危险的数值

集电环 温度计法 { 1203'

t)应注意用埋置检温计法测得的温度并不表示定子绕组最热点的温度，如冷却水和氢气的最高温度分别不超过

  有效部分出口处的限值(90 C和I10 C)，则能保证绕组最热点温度不会过热，埋置检温计法侧得的温度还可

  用来监视定子绕组冷却系统的运行。

  在定子绝缘引水管出口端未装设水温检温计时，则仅靠定子线圈上下层间的埋置检温计来监视定子绕组冷却

  水的运行，此时.埋置检温计的温度限值不应超过90C,

2)采用氢气直接冷却的转子绕组的温度限值是以转子全长上径向出风区的数目分级的。端部绕组出风在每端算

  一个风区，两个反方向的轴向冷却气体的共同出风口应作为两个出风区计算

3)集电环的绝缘等级应与此温度限值相适应，温度只限于用膨胀式很度计测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