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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EC62567:2013《架空线路 导线自阻尼特性测试方法》。
本标准与IEC62567:2013相比在结构上有如下变化:
———将IEC62567:2013的附录D调整至本标准附录A。
———将IEC62567:2013的附录C调整至本标准附录B。
———将IEC62567:2013的附录A调整至本标准附录C。
———将IEC62567:2013的附录B调整至本标准附录D。
———增加了附录E,将IEC62567:2013的表2调整至本标准附录E。
本标准与IEC62567:201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

空白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
———为方便较小直径绞线测试,调整激振器与固定端的距离为0.6m~1.2m(见5.4);
———根据使用经验,删除了附件使用范围限制,仅指出其质量要求(见5.5.2);
———根据我国使用习惯及本标准符号规定,将相位角α的单位由弧度(rad)转换为角度(deg),迁移

时间ts 以毫秒(ms)表示,修改了IEC62567:2013中附录 D 中式(D.1)[见附录 A 中

式(A.1)];
———根据我国标准体系和本标准的符号规定,修改了IEC62567:2013中图B.1中绞线型号规格、

额定拉断力及纵坐标(见图D.1);
———根据我国使用习惯,修改了IEC62567:2013中图B.2(见图D.2)。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标准体系一致,将本标准名称改为《架空导线自阻尼特性测试方法》;
———将IEC62567:2013中图2由示例图改为示意图;
———修改了IEC62567:2013中图8,删除了IEC62567:2013的图3和图9。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裸电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2)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起草,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华能电缆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煦、王乐、齐翼、朱宽军、吴明埝、赵新院、杨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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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阻尼特性是导线振动时,其内部消耗功率大小的物理特性。对于普通绞线,其自身的非弹性效应

(分子迟滞)吸收一小部分功率,大部分功率是在绞线随振动波形弯曲时,由各单线间重叠部分细微的相

对运动而产生的摩擦消耗的。
自阻尼特性是确定架空导线对风致交变力响应的主要因素,是架空导线一项重要的特性参数。
制造企业一般不提供导线的自阻尼参数,自阻尼特性需要通过实验室测试获得;也可采用半经验方

法来估算传统绞线的自阻尼参数,但其结果往往与试验结果不一致。近年来,不断有大量新型导线应用

在输电线路工程中,其自阻尼特性和作用机理又常与传统绞线不同。
为了形成统一的测试方法,IEEE导线振动工作组和CIGRESC22WG01曾共同编写了《导线自阻

尼测试方法指南》分别发布了IEEEStd.563-1978和CIGREElectran°62-1979。
上述文件中认可了三种测试方法,可分为“受迫振动”和“自由振动”两大类。
第一种受迫振动法是“功率(测试)法(PT)”,是指导线在激振器作用下进行谐振运动,并在导线与

激振器的连接处测量导线振动消耗的总功率。
第二种受迫振动法是“驻波法”,更确切地应称之为“逆驻波比(测试)法”(ISWR),是指导线在大量

可调谐波条件下,通过测量档距内波腹和波节处的振幅来确定导线的功率消耗特性。
自由振动法,即“衰减(测试)法”,是指导线在大量可调谐波下做受迫振动时,通过测量其自由运动

幅度的衰减比率,来确定导线的功率消耗特性。
各实验室使用该指南,进行导线自阻尼测试,其结果差异很大。主要原因如下:
———使用的自阻尼测试方法不同;
———各实验室档端条件不同(如刚性夹具,弯曲单元等);
———激振器和导线之间的连接类型不同(刚性或柔性),档距中功率输入的位置不同;
———试验前导线的状态不同(如蠕变,预振等);
———导线的生产过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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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导线自阻尼特性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架空导线自阻尼特性测试方法的原理、定义、符号和单位、试样要求、试验设备、试验

流程、试验结果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架空导线自阻尼特性测试室内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00.51—1998 电工术语 架空线路(IEC60050-466:1990,IDT)

IEEEStd.563—1978 导线自阻尼测试指南(Guideonconductorself-dampingmeasurements)

IEEEStd.664—1993 实验室单导线风激振动阻尼功率消耗特性测试指南(Guideforlaboratory
measurementofthepowerdissipationcharacteristicsofaeolianvibrationdampersforsingleconduc-
tors)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51—199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导线自阻尼 conductorself-damping
在张力T 作用下,在单位长度的导线上,引起半波长λ/2、波腹振幅Y0和频率f 的自然振动所消

耗的功率Pc。

3.2 
波节 node
在振动导线上,振幅最小的点。

3.3 
波腹 anti-node
在振动导线上,振幅最大的点。

4 符号和单位

下列符号和单位适用于本文件。

a     单振幅时,驱动点的横向加速度    m/s2

An 第n 个波节处的振幅 mm
D 导线直径 m
Ediss 导线振动消耗的总能量 J
Ekin 振动导线总动能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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