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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磁流体力学理论ꎬ对 Ｃ４Ｆ７Ｎ / ＣＯ２混合气体和 ＳＦ６气体的断路器在 ４０ ｋＡ 短路电流情况下的熄弧特性进行仿

真计算ꎬ分析两种不同气体的温度特性、灭弧室气体压强ꎮ 结果表明:相同气压下ꎬ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在燃弧过

程中产生的气体压强要比 ＳＦ６气体产生的压强小ꎬ混合气体断路器的燃弧过程中 ９％ 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熄灭电弧

能力相对于 ＳＦ６气体更弱些ꎻ对比电弧等离子体的径向温度ꎬ在 ＳＦ６气体的断路器中ꎬ其电弧等离子体的径向温度相较于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的断路器更高ꎮ 而在燃弧过程中ꎬ相较于 ＳＦ６气体下的电弧半径ꎬ混合气体下的电弧半径更

大ꎮ 当混合气体充气压强提升至 ０.８ ＭＰａ 时ꎬ温度梯度得到提升ꎬ缩减了电弧半径ꎬ可有效地扩大径向冷却的作用ꎬ使电

弧熄灭加速ꎬ断路器的熄弧性能能够进一步被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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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ＳＦ６ 的全球变暖值 (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ＧＷＰ)大约为 ＣＯ２的 ２.３９ 万倍[１－２]ꎬ属于温室气体ꎮ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ꎬ电力行业开展了

ＳＦ６替代气体的相关研究工作ꎮ Ｃ４Ｆ７Ｎ 有着良好的

环保特性ꎬ同时该气体的绝缘性能也十分优异ꎮ 在

被发现的较短时间内便实现了商业上的应用ꎬ其产

品发展迅速ꎮ Ｃ４Ｆ７Ｎ 的 ＧＷＰ 为 ２２００ꎬ其液化温度

偏高为－４.７ ℃ (在标准大气压下) [３]ꎮ 为降低混合

气体液化温度ꎬ满足实际工况需求ꎬ通常选择混入

ＣＯ２等缓冲气体使用[４－６]ꎮ
在绝缘性能方面ꎬ相同条件下的纯 Ｃ４Ｆ７Ｎ 气体

绝缘能力大约为 ＳＦ６的 ２ 倍ꎮ 与缓冲气体混合后ꎬ
含量为 ４％和 ６％Ｃ４Ｆ７Ｎ 的混合气体所对应的绝缘

性能分别能达到纯 ＳＦ６气体的 ８２.６％和 ８６.５％[７]ꎮ
文献[８－９]研究结果表明了在相同气压下的条件下ꎬ含
量为 １０％Ｃ４Ｆ７Ｎ 时ꎬ其绝缘强度可达到 ＳＦ６的 ９０％ꎮ

综上所述ꎬ在高压开关技术的创新进程中ꎬＣ４Ｆ７Ｎ/
ＣＯ２混合气体作为一种新型环保绝缘材料已被作为

灭弧介质ꎬ应用于高性能开关设备之中ꎮ 为此ꎬ深入

探究在 Ｃ４Ｆ７Ｎ / ＣＯ２混合气体填充的断路器开断燃弧

过程中的电弧行为特性和机理至关重要ꎬ这为开发

新型环保型高压开关设备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下面将开展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状态

下的断路器熄弧性能的研究ꎬ对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

混合气体下断路器开断进行仿真计算ꎬ得出其弧区

温度和灭弧室压强等参数的变化趋势ꎬ揭示 ９％Ｃ４

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对电弧温度的特性规律以及

对气压与气流特性的影响ꎮ

１　 仿真模型

１.１　 断路器灭弧室结构与电弧模型

断路器模型取自一台电压等级为 ４０.５ ｋＶ 断路

器样机ꎬ其断路器灭弧室简化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ꎬ主要

包含压气缸、膨胀室、动弧触头、静弧触头、大喷口和

小喷口等关键部分ꎮ 图 ２ 是该断路器操动机构的速

度与行程曲线图ꎬ其中断路器的动弧触头等部件的总

行程是 ８０ ｍｍꎬ超程为 ２５ ｍｍꎻ断路器的开距为 ５５ ｍｍꎬ
开断时间为 １１０ ｍｓꎮ 仿真计算时ꎬ断路器灭弧室以

及电弧等离子体都具备有轴对称的特点ꎬ因此采用

二维轴对称的方式建立模型ꎮ

图 １　 断路器灭弧室简化计算模型

图 ２　 断路器速度与行程曲线

１.２　 电弧模型

通常在断路器的开断过程中ꎬ电弧等离子体的

出现是难以避免的ꎮ 电弧等离子体的燃弧是一个十

分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ꎬ下面基于磁流体动力学

(ｍａｇｎｅｔｏ ｈｙｄｒ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ꎬＭＨＤ)理论ꎬ假设短路大电

流开断过程状态下ꎬ电弧等离子体处于局部热力学

平衡态ꎬ并采用二维 ＭＨＤ 电弧模型来进行电弧仿

真的研究ꎮ
使用改进后的纳维－斯托克斯(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描述气体流动ꎬ如式(１)所示ꎮ 该方程为质量

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程、能量守恒方程以及电流连

续性方程的综合表现形式[１０－ １１]ꎮ
∂
∂ｔ
(ρf) ＋ Δ(ρfＶ) － Δ(Γf

Δ

f)＝ Ｓf (１)

式中:f为待求量ꎻr为气体密度ꎻＶ 为速度矢量ꎻΓf

为扩散系数ꎻＳf 为源项ꎮ
为求解式 ( １) ꎬ还需引入气体状态方程ꎬ如

式( ２)所示ꎮ 该方程描绘了气体密度随温度 Ｔ 和

压强 Ｐ 变化的曲线关系ꎮ
ρ ＝ ｆ(ＰꎬＴ) (２)

在灭弧室气体燃弧的仿真中ꎬ使用半经验辐射

传输模型作为辐射模型ꎮ 该模型假设最大温度 Ｔｍａｘ

分布在对称轴线上ꎬ且为单调径向伴随电弧半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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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递减ꎮ 电弧等离子的核心区域是等温线从中心轴

线到 ０.８３Ｔｍａｘ的温度区域ꎬ只向外辐射能量ꎮ 该区

域的净辐射损失依据净辐射系数计算ꎬ而净辐射系

数与温度、压强及电弧等离子半径有关ꎮ 等温线处

于 ０.８３Ｔｍａｘ到 ４０００ Ｋ 的温度区域定义为辐射吸收

区ꎬ该区内只吸收能量ꎮ 等温线处在 ４０００ Ｋ 之下的

区域不辐射也不吸收电弧能量[１２]ꎮ

２　 仿真结果和讨论

下面对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断路器和

ＳＦ６气体断路器的熄弧性能进行仿真计算对比ꎮ 仿

真设置初始参数设置:充气压强为 ０.６ ＭＰａꎻ初始温

度为 ３００ Ｋꎻ断路器开断短路电流为 ４０ ｋＡꎻ频率为

５０ Ｈｚꎻ初始相角为 π / ２ꎻ燃弧过程的时间为 １５ ｍｓꎮ
２.１　 灭弧室温度

图 ３ 和图 ４ 分别给出了 ０.６ ＭＰａ 下 ９％ 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燃弧过程的灭弧室温度云图和

ＳＦ６气体燃弧过程的灭弧室温度云图ꎮ
断路器动弧触头与静弧触头在刚分离时ꎬ电弧

出现在动静弧触头之间使此区域的温度升高ꎮ 从

图 ３(ａ)和图 ４(ａ)可看出此阶段 ＳＦ６气体断路器的

电弧温度要比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的高ꎬ但
此时由于弧触头间隙比较小ꎬ因此两种气体下的电

弧形态差异并不明显ꎮ

图 ３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燃弧过程

灭弧室温度云图

　 　 小喷口未打开之前ꎬ灭弧室的气吹作用不够显

著ꎬ此刻电弧能量的耗散主要路径是通过电弧等离

子体内部产生的辐射损失以及与电弧周围低温气体

进行能量交换ꎮ 对比图 ３(ｂ)及图 ４(ｂ)可见ꎬＳＦ６气

体形成的电弧区域相较于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

气体环境下的电弧要小ꎮ
在电流第一次过零点时ꎬ电弧等离子体并未完

全消散ꎬ由于大喷口未打开ꎬ灭弧室内充斥着大量高

温等离子体未得到充分扩散ꎮ 电流第一次零点之后

的极短时间之内ꎬ灭弧室内触头间隙充满了等离子

体ꎬ有热击穿导致电弧重燃的现象ꎮ

图 ４　 ＳＦ６气体燃弧过程灭弧室温度云图

　 　 断路器动弧触头与静弧触头在持续运动的情况

下ꎬ灭弧室的大喷口打开ꎬ静弧触头处于即将离开大

喷口的状态ꎬ此时静弧触头对喷口喉部的堵塞消失ꎮ
在图 ３(ｄ)和图 ４(ｄ)能够看出温度较高的气体从喷

口位置溢出ꎬ此刻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情况

下电弧等离子体的扩散效果要优于 ＳＦ６气体ꎮ
在图 ３(ｅ)和图 ４( ｅ)可以观察到ꎬ当电流达到

最大值时ꎬ电弧贯穿气流通道ꎬ此时膨胀室内的气体

吸热效率得到了增强ꎮ
在灭弧室内电弧消散时ꎬ电流将逐步减小直到

为 ０ꎮ 电弧在此时并未吸收能量ꎬ电弧消散时刻大

喷口的位置打开ꎮ 在灭弧室内压缩气体的气吹作用

下ꎬ电弧耗散功率提高ꎬ加速灭弧室内弧道温度下

降ꎬ直至最终电弧消散ꎮ
２.２　 灭弧室压强

图 ５ 和图 ６ 为两种不同气体燃弧过程中的压强

分布云图ꎮ
由图 ５(ａ)和图 ６(ａ)中能够观察到在灭弧室的

动弧触头区域内ꎬ两种不同气体产生的压强存在区

别ꎬ同时灭弧室内电弧温度在扩散过程中也呈现出

差异性ꎮ 由图 ５(ｂ)和图 ６(ｂ)也能够观察到电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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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过零点时ꎬ两种不同气体在燃弧过程中产生的

压强差不大ꎬ此时对灭弧室电弧的气吹作用比较弱ꎮ
由图 ５(ｃ)和图 ６(ｃ)可以观察到电流达到峰值时ꎬ
两种气体都形成了较大的气体压强差ꎬ此时在相当

大的气吹作用下弧柱的径向温度梯度呈现出比较大

的变化ꎮ 当断路器处于熄弧时刻ꎬ灭弧室中大喷口

下游与触头内部腔体存在较大压强差ꎬ气吹作用加

强ꎬ电弧能量在此时才能被有效消散ꎮ

图 ５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气体燃弧过程

灭弧室压强云图

图 ６　 ＳＦ６气体燃弧过程灭弧室压强云图

　 　 图 ７ 和图 ８ 所示为 ０.６ ＭＰａ 下燃弧过程中压气

缸、膨胀室与大喷口下游的压强差值曲线图ꎮ 在燃

弧初始阶段ꎬ灭弧室内气体温度迅速上升ꎬ使得触头

间的气体压强持续增大ꎬ从而在压气缸、膨胀室与大

喷口下游区域之间形成逐渐增大的负压强差ꎮ 由于

膨胀室位于更靠近电弧的位置ꎬ因此其压强波动幅

度比较明显ꎮ 在电流第一次过零点时ꎬ随着电流过

零后出现电弧重燃的过程ꎬ压强差曲线再次呈现出

明显的负向陡峭上升趋势ꎮ 在电弧进入稳定的燃烧

状态时ꎬ对大喷口下游气体的流动有阻碍ꎬ加剧压强

差值的增大ꎬ并且在电弧熄灭的瞬间达到最大压强

差值ꎮ 在断路器开断过程中ꎬ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

合气体 ＳＦ６气体断路器的压气缸、膨胀室与大喷口

下游区域所产生的压强差要低于 ＳＦ６气体时的压强

差水平ꎮ

图 ７　 压气缸与大喷口下游的压强差值曲线

图 ８　 膨胀室与大喷口下游的压强差值曲线

　 　 ＳＦ６气体和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在不

同温度范围内的特征有所不同ꎬ尤其体现在它们对

电弧热传导性能的反映上ꎬ这一性能可以通过气

体密度与定压比热容的乘积 ( rＣ ｐ ) 来进行量

化描述[１３]ꎮ 图 ９ 为 ０. ６ ＭＰａ 压强下 ＳＦ６ 气体和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的rＣｐ 值随温度变化

曲线ꎮ 从图 ９ 可以看出ꎬ在 ３００ Ｋ 至 ５０００ Ｋ 的温度

区间内ꎬ温度变化对气体内部微观运动有明显影响ꎬ
且 ＳＦ６气体表现出相对较低的rＣｐ 值特性ꎮ 这一特点

使得电弧在冷却过程中温度下降更为迅速ꎮ 在电弧区

域边缘ꎬＳＦ６形成的低温气流能更有效地消耗热量ꎬ
并且能增强电弧熄灭过程中的冷却效率ꎬ加速电弧

熄灭ꎮ
图 １０ 和图 １１ 所示为两种气体在不同压强下ꎬ

当电流处于峰值时ꎬ距离喷口上游的喷口喉部 ３ ｍｍ
处的径向温度分布的变化ꎮ 可以看出ꎬ在断路器的

燃弧过程中ꎬ纯 ＳＦ６气体的径向温度梯度要大于混

合气体ꎬ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下的电弧半

径比 ＳＦ６气体大ꎮ 将断路器灭弧室初始压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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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０.８ ＭＰａꎬ能够有效提升混合气体下的温度梯度ꎮ
同时提升断路器的初始充气压强能够有效地减小混

合气体的电弧半径ꎮ 电弧半径的减小ꎬ其对应的径

向冷却效果也将得到增强ꎬ而径向冷却作用的加强

也能够让电弧等离子体的冷却时间常数减小ꎬ从而

提高断路器的熄弧性能ꎮ

图 ９　 ０.６ ＭＰａ 气压下rＣｐ 值的变化曲线

图 １０　 ０.６ ＭＰａ 径向温度分布

图 １１　 ０.８ ＭＰａ 径向温度分布

３　 结　 论

上面对断路器灭弧室结构设计方案进行了气流

场和温度场的仿真计算分析ꎬ对比 ＳＦ６气体断路器及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断路器ꎬ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断路器开断过程中ꎬ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

合气体下的压气缸、膨胀室与大喷口下游压强差低

于 ＳＦ６气体ꎻ充入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断路

器的气吹作用弱于 ＳＦ６气体ꎬ对应熄弧能力也要弱

于 ＳＦ６气体ꎮ 可以通过改造灭弧室内部结构来提升

混合气体断路器在开断过程中的灭弧室气体压强ꎬ
以增强其熄弧性能ꎮ

２)在径向温度梯度对比中ꎬ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

混合气体的径向温度梯度要小于纯 ＳＦ６气体ꎬ混
合气体的电弧半径大于 ＳＦ６ 的电弧半径ꎮ 将充气

压强从 ０.６ ＭＰａ 增大为 ０.８ ＭＰａ 时ꎬ可以有效提高

９％Ｃ４Ｆ７Ｎ / ９１％ＣＯ２混合气体断路器燃弧过程的温度

梯度ꎬ减小电弧半径ꎬ提升径向冷却效果ꎬ加速电弧

熄灭ꎬ使断路器的熄弧性能能够进一步被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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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采用 ＲＯＣ 曲线和 ＡＵＣ 值对所建 ＤＪＩＶ 模型

效果进行了验证ꎬ其 ＡＵＣ 值为 ０.８１６ ５ꎬ表明 ＤＪＩＶ
模型评价精度较高ꎮ

参考文献

[１] 　 程永锋ꎬ丁士君ꎬ赵斌滨ꎬ等.输变电工程滑坡灾害危险和

风险性评估方法研究[Ｊ].中国农村水利水电ꎬ２０１５(６):
１４８－１５２.

[２]　 陈满ꎬ陈龙ꎬ张世殊ꎬ等.川藏联网输变电线路工程地质

灾害发育规律与特征研究[Ｃ] / / ２０１６ 年全国工程地

质学术年会论文集.成都: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

委员会ꎬ２０１６:１４６４－１４７０.
[３]　 王学良ꎬ刘海洋ꎬ王瑞琪ꎬ等.山区输变电工程崩塌(滚

石)灾害识别与预测方法[ Ｊ] .工程地质学报ꎬ２０１８ꎬ
２６(１):１７２－１７８.

[４]　 刘静.基于 ＲＳ 与 ＧＩＳ 的川藏联网工程沿线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价[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ꎬ ２０１８.
[５]　 许冲ꎬ戴福初ꎬ姚鑫ꎬ等. ＧＩＳ 支持下基于层次分析法的

汶川地震区滑坡易发性评价[ 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报ꎬ２００９ꎬ２８(Ｓ２):３９７８－３９８５.
[６] 　 ＬＥＥ Ｓ Ｗꎬ ＫＩＭ Ｇꎬ ＹＵＮＥ Ｃ Ｙ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Ｋｏｒｅ[Ｊ].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６(６):７０－７９.

[７] 　 ＲＥＧＭＩ Ａ Ｄꎬ ＤＥＶＫＯＴＡ Ｋ Ｃꎬ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ꎬ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ꎬ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ｐａｌ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 [ Ｊ] .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７(２):７２５－７４２.

[８]　 焦伟之ꎬ张明ꎬ谢鑫鹏ꎬ等.基于 ＧＩＳ 与加权信息量模型

的城镇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以大新镇为例[ Ｊ].
安全与环境工程ꎬ２０２２ꎬ２９(４):１１９－１２８.

[９]　 黄发明ꎬ殷坤龙ꎬ蒋水华ꎬ等.基于聚类分析和支持向量

机的滑坡易发性评价 [ 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

２０１８ꎬ３７(１):１５６－１６７.
[１０]　 孟晓捷ꎬ张新社ꎬ曾庆铭ꎬ等.基于加权信息量法的黄土

滑坡易发性评价———以 １∶ ５ 万天水市麦积幅为例[Ｊ].
西北地质ꎬ２０２２ꎬ５５(２):２４９－２５９.

[１１]　 杜国梁ꎬ杨志华ꎬ袁颖ꎬ等.基于逻辑回归－信息量的川

藏交通廊道滑坡易发性评价[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ꎬ
２０２１ꎬ４８(５):１０２－１１１.

[１２]　 樊芷吟ꎬ苟晓峰ꎬ秦明月ꎬ等.基于信息量模型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耦合的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Ｊ].工程地质

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２６(２):３４０－３４７.
[１３]　 杜谦ꎬ范文ꎬ李凯ꎬ等.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和信息量模型

在地质灾害分区中的应用[Ｊ].灾害学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２):
２２０－２２６.

[１４]　 周萍ꎬ邓辉张ꎬ文江ꎬ等 .基于信息量模型和机器学

习方法的滑坡易发性评价研究———以四川理县为

例[Ｊ].地理科学ꎬ２０２２ꎬ４２(９):１６６５－１６７５.
[１５]　 王国卫ꎬ李明波ꎬ蒋明光ꎬ等.基于加权信息量模型的

湖南省麻阳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与区划[ Ｊ].地质

与资源ꎬ２０２０ꎬ２９(３):２６６－２７２.
[１６]　 白永健ꎬ铁永波ꎬ倪化勇ꎬ等.鲜水河流域地质灾害时空

分布规律及孕灾环境研究[Ｊ].灾害学ꎬ２０１４ꎬ２９(４):
６９－７５.

[１７]　 隋刚ꎬ郝兵元ꎬ彭林.利用高程标准差表达地形起伏程

度的数据分析[Ｊ].太原理工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４１(４):
３８１－３８４.

[１８]　 张彩霞ꎬ杨勤科ꎬ李锐.基于 ＤＥＭ 的地形湿度指数及其

应用研究进展[Ｊ].地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０５(６):１１６－１２３.
[１９]　 李军ꎬ周成虎.基于栅格 ＧＩＳ 滑坡风险评价方法中格

网大小选取分析[Ｊ].遥感学报ꎬ２００３(２):８６－９２.
作者简介:

范荣全(１９６４)ꎬ男ꎬ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ꎬ硕士ꎬ从事电工

理论与新技术研究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１－２１)


(上接第 ４６ 页)
[１０]　 ＳＭＥＥＴＳ ＲꎬＶＡＮ ＥＤＲ ＳＬＵＩＳ Ｌꎬ ＫＡＰＥＴＡＮＯＶＩＣ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Ｕｎｉｔｉ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Ｗｉｌｅｙꎬ ２０１５.
[１１]　 姜仁卓ꎬ何柏娜ꎬ颉雅迪ꎬ等. 双能式 ＳＦ６高压断路器

灭弧室结构设计及熄弧特性仿真研究[Ｊ].高电压技

术ꎬ２０２０ꎬ４６(６):２０４０－２０４８.

[１２]　 ＪＩＡＮＧ Ｒ Ｚꎬ ＨＥ Ｂ Ｎꎬ ＸＩＥ Ｙ Ｄ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ｒｃ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ｒ ｆｏｒ 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ＳＦ６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ｔｓ ａｒｃ￣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６(６): ２０４０－２０４８.

[１３]　 郭煜敬ꎬ张豪ꎬ张权ꎬ等.Ｎ２、ＣＯ２和 ＳＦ６喷口电弧电流

开断能力的比较分析[Ｊ].高压电器ꎬ ２０１６ꎬ５２(１２):

３１－４０.

作者简介:

徐胜民(１９９７)ꎬ男ꎬ硕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气体绝缘ꎻ

庚振新(１９８３)ꎬ男ꎬ博士ꎬ副教授ꎬ研究方向为高压电器

及气体绝缘ꎻ

崔兆轩(１９９５)ꎬ男ꎬ博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为气体绝缘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２９)

８６　 　 　 　 　 　 　 　 　 　 　 　 　 　 　 　 　 　 　 　 　 　 　 　 　 　 四川电力技术　 　 　 　 　 　 　 　 　 　 　 　 　 　 　 　 　 　 　 　 　 　 　 　 第 ４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