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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 ＸＬＰＥ电缆缓冲层烧蚀故障机理分析与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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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压交联聚乙烯（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ＸＬＰＥ）电缆缓冲层烧蚀故障频发，在行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电
缆结构优化有利于解决放电烧蚀问题，文中从缓冲层放电灼伤机理角度出发，建立电缆有限元模型进行电场仿真，

分析讨论不同结构参数下气隙电场分布的变化，并开展模拟试验对结构优化方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满足电

缆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减小缓冲层厚度、减小轧纹深度、增加金属套和缓冲层的挤压深度有利于减弱接触不良导致

的气隙电场畸变；平滑铝套结构与缓冲层的接触电阻较小，在抑制缓冲层放电烧蚀故障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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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高压交联聚乙烯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ＸＬＰＥ）绝缘电缆制造工艺简单、性能可靠、运行维
护方便，是高压电力电缆的主要形式，在输配电网

路线中被广泛应用［１２］。我国使用的 ＸＬＰＥ电缆绝
大多数都采用皱纹铝套结构，在金属套与绝缘层间

设有缓冲层。缓冲层可采用半导电阻水带、半导电

缓冲带或铜丝纤维编织布等，具有纵向阻水、吸收

径向热膨胀等功能，可以改善金属套与缓冲层的电

气接触能力［１，３５］。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高压ＸＬＰＥ电
缆缓冲层烧蚀故障，这些故障电缆缓冲层表面有白

色烧灼点，部分损伤深入到绝缘屏蔽，甚至发生击

穿。该故障在发展过程中无明显现象，缺少有效的

检测手段，难以提前发现缺陷进行维护或更换，给

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极大的隐患［５８］。

宫瑞磊等指出当金属套和缓冲层不能紧密接

触时，二者间会形成较高电位差，存在气隙放电的

可能［９］。张静等同样认为金属套与绝缘屏蔽的脱

离引发烧蚀，引入允许脱离距离的概念，通过仿真

分析计算得到，当缓冲层的电阻率在 １０５Ω·ｍｍ以
下时，允许的脱离距离达到１１８６ｍｍ［１０］。李陈莹等
分析３起高压电缆缓冲层放电案例，总结出缓冲层
未采用半导电材料而长期进水运行时，铜丝纤维编

织布生产设计缺陷等可能引发放电烧蚀［１１］。周松

霖等则通过仿真和烧蚀实验验证了电缆内部的放

电现象确实存在［１２］。

针对缓冲层灼伤故障机理的解决方案大多倾

向于降低缓冲带材的电阻率［１０，１３１５］而降低缓冲带电

阻率要增加缓冲带中炭黑的含量，在生产中须加入

更多的胶水以使炭黑附着，该方法降低电阻率的效

果有限，也影响了缓冲层的整体性能。电缆结构优

化同样有利于解决放电烧蚀问题。张玮玮等进行

了电场仿真，提出应采用适当增加缓冲层厚度或铝

护套轧纹深度等手段以保证缓冲层与铝护套在任

何情况下都能够紧密接触［１６］，但未对改变缓冲层厚

度或铝护套轧纹深度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仅在加

强缓冲层与铝护套接触的角度进行讨论。汪传斌

运用有限元仿真分析了不同优化条件下缓冲层结

构的影响，提出了缓冲层与金属套的结构设计优化

建议［１７］。以上研究都仅通过仿真分析得到结论，未

与实际的电缆运行状况有效结合，缺少有效的试验

验证，与实际故障的对应性较弱。

文中首先基于 １１０ｋＶＸＬＰＥ电缆建立有限元
仿真模型，研究缓冲层放电灼伤的典型机理，依照

电路模型分析讨论了不同结构参数下气隙电场分

布的变化；然后建立电缆模拟接触试验装置，通过

具体的试验验证，对比讨论各优化方案的影响，分

析放电灼伤的关键因素，为电缆设计生产及故障分

析提供参考。

１　缓冲层电场分布仿真

１．１　电路模型分析
图１为缓冲层与皱纹铝套接触不良情况下的等

效电路模型。Ｒ１、Ｒ２、Ｒ３和 Ｃ１、Ｃ２、Ｃ３为绝缘层的等
效电阻和电容；ＲＣ为单个波谷对应的缓冲层与金属
套的等效电阻，包含接触电阻及其本身电阻；Ｉ１、Ｉ２、
Ｉ３为电缆的径向电流。

正常情况下，径向电流通过各个 ＲＣ流入金属

２４２



图１　缓冲层与皱纹铝套接触不良情况下等效电路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ｉｎｃａｓｅｏｆｐｏｏｒ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ｅｔ
ｗｅｅｎ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ｓｈｅａｔｈ

套［１８２０］。当电缆设计热膨胀预留空间过大或运行

时负荷过低，热膨胀未达到设计水平，金属套与缓

冲层接触能力变差将产生间隙。原有的部分波谷

对应的ＲＣ变成气隙，径向电流流过剩余 ＲＣ在缓冲
层与金属套间形成电势差，可能导致气隙间放电。

１．２　仿真模型分析
文中将ＹＪＬＷ０３６４／１１０ｋＶ电缆作为仿真对象

建立仿真模型。在不影响仿真结果及精度的前提

下，作出以下假设［２１２４］：

（１）制造敷设过程中须严格控制电缆绝缘偏心
度，电缆结构接近于轴对称，文中采用二维轴对称

模型进行仿真；

（２）金属套外为沥青防蚀层和外护套，其对内
部电场无影响，在仿真模型中省去该部分结构。

依照上述假设和表１中的尺寸及材料参数，建
立仿真模型。

表１　仿真模型尺寸及材料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结构
外半径／
ｍｍ

厚度／
ｍｍ

电阻率／
（Ω·ｃｍ）

相对介电

常数

导体 １５．１５ １５．１５ １．８×１０－６ １．０×１０４

导体屏蔽 １６．４５ １．３０ ５．０ ７．０×１０２

ＸＬＰＥ绝缘 ３２．９５ １６．５０ １．０×１０１６ ２．３

绝缘屏蔽 ３３．９５ １．００ ５．０ ７．０×１０２

缓冲层（干燥） ３６．９５ ３．００ １．０×１０５ １．０×１０２

缓冲层（潮湿） ３６．９５ ３．００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３

皱纹铝套 ４４．２５ ２．００ ２．８×１０－６ １．０×１０４

　　缓冲层参数根据缓冲层状态进行设置；模型中
使用正弦函数曲线模拟金属套的皱纹，其中轧纹深

度为５ｍｍ，节距为２０ｍｍ。仿真模型二维平面图如
图２所示。

根据ＧＢ／Ｔ１１０１７．１—２０１４，１１０ｋＶ电缆最高运
行线电压为１２６ｋＶ，则电缆线芯上施加的交流相电
压幅值为１０２．８８ｋＶ，频率为５０Ｈｚ。皱纹铝套接地
良好，整体体现为地电位。

缓冲层与金属套的正常接触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２　二维轴对称仿真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２Ｄａｘ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在仿真模型中将金属套压入缓冲层０．１ｍｍ，以模拟
二者紧密接触的情况。

图３　缓冲层与金属套的正常接触模型
Ｆｉｇ．３　 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ｕｆｆｅｒ

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ｈｅａｔｈ

缓冲层与金属套接触不良存在间隙时的异常

接触结构如图４所示，在仿真模型中非接触的金属
套波谷与缓冲层间设置０．１ｍｍ宽的空气隙。

图４　缓冲层与金属套的异常接触模型
Ｆｉｇ．４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ｕｆｆｅｒ

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ａｌｓｈｅａｔｈ

缓冲带长时间受潮后会析出白色的阻水粉，其

主要成分为聚丙烯酸酯，遇水后会迅速膨胀，阻止

水分的轴向迁移。阻水粉为不导电物质，堆积在金

属套与缓冲层接触点附近，形成绝缘膜，进一步降

低金属套与缓冲层的电气接触性能，加剧放电灼伤

故障的发生，如图５所示。

图５　缓冲层与绝缘屏蔽层上的阻水粉分布
Ｆｉｇ．５　 Ｗａ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ｐｏｗｄ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ｅｌｄｉｎｇｌａｙ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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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水粉堆积情况下的缓冲层与金属套的接触

结构如图６所示，在仿真模型中设置０．１ｍｍ厚的绝
缘膜以模拟阻水粉的堆积。

图６　阻水粉堆积情况下缓冲层与金属套的接触模型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ｍｅｔａｌ
ｓｈｅａｔｈ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ｐｏｗｄｅ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３　故障仿真分析
当缓冲层与金属套接触不良时，电缆模型设置

了１个良好接触波谷和９个气隙波谷，以模拟长距
离的不良接触情况。电缆金属套波谷和波峰的径

向电场强度分布如图７所示。

图７　径向电场强度分布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由图７可知，无论是波峰还是波谷，电缆径向电
场强度主要集中于 ＸＬＰＥ绝缘层，其他部分的电场
强度相对较小；导体电势最高，金属套电势最低，电

势降落主要发生在 ＸＬＰＥ绝缘层，这符合电缆设计
的要求。

波谷径向电场与波峰径向电场的主要区别在

缓冲层与金属套之间：接触不良的缓冲层与金属套

间存在电势差，波峰位置的气隙较宽，电场强度较

小，而波谷位置气隙较窄，电场强度较大。因此放

电烧蚀故障集中于金属套波谷区域。

１．３．１　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
仿真模型设置１个良好接触波谷，改变气隙波

谷数量和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共设置５组不同的
气隙波谷数量进行仿真，气隙数目分别为１、３、５、７、
９，对应的不良接触电缆长度分别为 ２０、６０、１００、
１４０、１８０ｍｍ。５组仿真中气隙两端电势差和最大场
强随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变化如图８所示。

图８　电势差和最大场强随不良接触长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ｂａ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ｎｇｔｈ

由图８可知，当电缆中的不良接触长度增大时，
缓冲层与金属套的电势差上升，气隙间电场强度随

之上升，更易发生放电。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增

加，意味着更长距离内的径向电流通过唯一的良好

接触波谷流入金属套，流经 ＲＣ的总径向电流增大，
缓冲层与金属套间的电势差就会增加，气隙间电场

强度也随之增加。流经良好接触波谷的总径向电

流随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变化，如图９所示。

图９　总径向电流随不良接触长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ｂａ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ｎｇｔｈ

由图 ９可知，随着不良接触电缆的长度由 ２０
ｍｍ增至１８０ｍｍ，总径向电流由 ８０μＡ线性增长为
４３０μＡ。

当设置９个气隙波谷，即图８中不良接触电缆
段长度为１８０ｍｍ时，最大场强达到了３．２９ｋＶ／ｍｍ，
已经超过空气击穿场强（３ｋＶ／ｍｍ）。在电缆设计
制造过程中，控制缓冲层与金属套紧密接触在预防

缓冲层放电灼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１．３．２　缓冲带受潮
电缆运行过程中，缓冲带受潮会导致２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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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层电气性能的改变和阻水粉末的堆积。电缆

模型设置１个良好接触波谷和５个气隙波谷。调整
缓冲层电气性能参数以模拟缓冲层受潮前后的变

化：干燥情况下，缓冲层相对介电常数为 １００，电阻
率为１

&

１０５Ω·ｃｍ；受潮状态下，缓冲层相对介电常
数为１０００，电阻率设置为１

&

１０７Ω·ｃｍ。在缓冲层与
金属套接触波谷位置设置厚 ０．１ｍｍ厚的绝缘膜
（电导率为１

&

１０－７Ｓ·ｍ）以模拟阻水粉末的堆积。３
组仿真对比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缓冲带受潮仿真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ｗｅｔ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

缓冲带状态 绝缘膜
气隙两端

电势差／Ｖ
气隙最大场强／
（ｋＶ·ｍｍ－１）

干燥 无 ２．７５
&

１０－４ ０．０１

潮湿 无 １８．２６ ０．６６

潮湿 有 １０９．４１ ７．３２

　　由表２可知，无论是受潮导致缓冲层电气性能
变化，还是阻水粉堆积，气隙两端电势差和场强都

显著增加。２种情况都使缓冲层与金属套的电气接
触性能变差，ＲＣ显著增加，加大气隙两端电势差，更
容易发生放电灼伤。

在电缆制造敷设过程中，应尽可能避免缓冲层

受潮，抑制缓冲带电气性能变差。对纵向阻水要求

不高场合中使用的电缆，可使用无阻水粉的缓冲带

材料，以消除阻水粉对缓冲层与金属套的影响。

１．３．３　金属套与缓冲层接触情况
模型设置１个良好接触波谷和５个气隙波谷，

调整金属套压入缓冲层的尺寸以模拟金属套与缓

冲层不同的接触情况。仿真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金属套与缓冲层接触仿真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
ｔａｃ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ｔａｌｓｈｅａｔｈａｎｄ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

深压尺寸／ｍｍ 气隙两端

电势差／Ｖ
气隙最大场强／
（ｋＶ·ｍｍ－１）

０．１ ５８．５２ １．９７

０．５ ３５．９８ １．２５

　　由表３中不同深压尺寸的仿真结果可知，金属
套深压入缓冲层，降低了二者的接触电阻，有效减

小了气隙两端的电势差。缓冲带具有一定的可压

缩性，金属套与缓冲层的接触不能是单纯的尺寸匹

配，二者界面处应有一定的压力才可以保证具有良

好的电气接触性能。

１．３．４　缓冲带厚度
电缆制造厂家的电缆产品缓冲层的搭接方式

和带材厚度各不相同，缓冲层总厚度在２．０～６．０ｍｍ

间均有分布。在满足缓冲层设计要求的前提下，缓

冲层厚度改进是否有利于缓解放电导致的烧蚀值

得分析。

电缆模型设置１个良好接触波谷和５个气隙波
谷，共设置５组不同厚度的缓冲层结构进行仿真，分
别为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ｍｍ。５组仿真中气隙两
端电势差和最大场强随缓冲层厚度变化，如图 １０
所示。

图１０　电势差和最大场强随缓冲层厚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由图１０可知，随着缓冲层厚度增加，ＲＣ增加，
气隙两端电势差增加。当缓冲层厚度从２．０ｍｍ增
长到６．０ｍｍ时，空气隙的最大场强从１．６２ｋＶ／ｍｍ
增加到２．６２ｋＶ／ｍｍ，增加了６１．７％。

在满足缓冲层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减小缓冲层

厚度有利于改善气隙中的电场畸变以及缓解放电

烧蚀。

１．３．５　轧纹深度
轧纹深度需使电缆的弯曲性能得到满足，对电

缆内缓冲层与金属套间的电场有影响。电缆模型

设置１个良好接触波谷和２个气隙波谷，共设置 ５
组不同的轧纹深度进行仿真，分别为 ３．０、４．０、５．０、
６．０、７．０ｍｍ。５组仿真中气隙两端电势差和最大场
强随轧纹深度变化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电势差和最大场强随轧纹深度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ｕｇａｔｅｄｄｅｐｔｈ

由图１１可知，轧纹深度越小，气隙两端电势差

５４２ 冯尧 等：高压ＸＬＰＥ电缆缓冲层烧蚀故障机理分析与结构优化



和最大场强也越小。轧纹深度对电场的影响有两

方面：相同压入深度情况下，轧纹深度的减小使接

触点波谷的接触面积增加，减小了 ＲＣ，气隙两端电
势差降低；轧纹深度越小，波谷位置的相对曲率半

径越大，使电场分布的不均匀性降低。二者共同作

用使气隙最大场强下降。

针对上述结果可知，轧纹深度进一步减小，气

隙最大场强也减小。轧纹深度接近０时，皱纹铝套
变为平铝套。平铝套不存在皱纹铝套波峰波谷的

结构，电气接触性能优良，不易出现长距离的不良

接触，几乎不会在缓冲层与金属套间产生电势差，

可以有效避免皱纹铝套放电烧蚀的可能。

２　模拟实验

气隙是否会发生放电由气隙两端电势差及气

隙宽度决定。气隙宽度取决于不良接触电缆的实

际状态，难以进行控制；而电势差很大程度受电缆

设计决定。第１章仿真了缓冲层与金属套间气隙的
电场强度，分析了部分电缆设计参数对场强的影

响。第２章利用模拟电缆结构试验，针对缓冲层与
金属套的电势差对仿真结果作进一步的验证。

２．１　试验装置
模拟试验装置如图１２所示，主要由铝护套片材

和钢板电极、缓冲带材和绝缘屏蔽试样、恒流源和

重力载荷构成。

图１２　模拟试验装置示意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

上电极为包含２个皱纹波谷的皱纹铝套片材，
模拟实际铝套与缓冲层的接触，下电极为不锈钢平

板。缓冲带和钢板间的绝缘屏蔽层更好地模拟了

电缆外部结构，避免缓冲带材与钢板直接接触。铝

套片材上放置重力载荷，为铝套，缓冲层，绝缘屏

蔽，不锈钢平板各层材料间提供一定的接触压力。

试验过程中，铝套片材与不锈钢平板分别与恒

流源两端连接，恒流源在试验回路中施加５０Ｈｚ的
交流电流，并通过电压表测量铝套片材和不锈钢平

板间的电压。单组试验持续２ｈ，待电压稳定后取电
压表测量结果作为实验数据。

２．２　结果及分析
２．２．１　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

不良接触电缆段越长，流过良好接触位置的径

向电流Ｉ越大。模拟试验中通过改变电流大小来模
拟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变化，测量整个结构电势差

的变化。试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不良接触电缆段长度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ｂａｄｃｏｎｔａｃｔｌｅｎｇｔｈ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电流大小／ｍＡ 电压测量值／Ｖ

２０ ８．７

５０ ２２．２

８０ ３０．２

　　由图９可知，总径向电流随着不良接触电缆段
长度线性变化。由表４的试验结果可知总径向电流
升高，缓冲层与金属套间的电势差也随之增加，大

幅提升了气隙间放电的可能性，严重威胁了电缆的

安全稳定运行。

２．２．２　缓冲带与金属套间电阻
首先模拟缓冲带受潮的影响。对多组干燥缓

冲带喷水处理，使其含水率为 １０％（含水率＝水质
量／干燥缓冲带重量），使用不同大小的电流进行多
组试验验证，比较缓冲带干燥和受潮状态下的电势

差，试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缓冲层受潮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ｅｔｂｕｆｆｅｒｌａｙｅｒ

电流／ｍＡ 缓冲带状态 电压测量值／Ｖ

２０
干燥 ８．７

潮湿 １８．１

５０
干燥 ２２．２

潮湿 ２８．６

８０
干燥 ３０．２

潮湿 ３５．６

　　由表５可知，各个电流下受潮后的缓冲带试验
中的电压差均高于干燥缓冲带。试验中缓冲带受

潮的处理时间较短，在实际电缆中，长时间的水分

侵蚀使缓冲带电气性能进一步下降，或析出阻水

粉，使ＲＣ增加，加剧缓冲层放电灼伤的程度。
进一步讨论缓冲层与金属套接触情况的影响。

为模拟缓冲层与金属套不同的接触情况，模拟实验

中改变重力载荷重量来模拟二者接触情况的变化。

此时电流取５０ｍＡ，试验结果如图１３所示。
缓冲层与金属套间接触压力大，二者接触更为

紧密，这使得装置间总电导上升、ＲＣ下降，缓冲层上
电位降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放电发生的可能性。

６４２



图１３　电压与装置间总电导随重物重量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ｗｅｉｇｈｔ

为改善缓冲层与金属套的接触能力，可采用平

滑铝套结构代替皱纹铝套。在试验中，选用平滑铝

套片材代替皱纹铝套片材，将这２种结构进行对比。
试验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平滑铝套与皱纹铝套试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ｍｏｏｔ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ｓｌｅｅｖｅａｎｄｕｎｓｍｏｏｔ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ｓｌｅｅｖｅ

电流／ｍＡ 结构 电压测量值／Ｖ

２０
皱纹铝套 ８．７

平滑铝套 ４．９

５０
皱纹铝套 ２２．２

平滑铝套 １０．４

８０
皱纹铝套 ３０．２

平滑铝套 １７．３

１００
皱纹铝套 —

平滑铝套 ２２．２

　　电流为１００ｍＡ的皱纹铝套试验组多次在试验
过程发生放电现象，无法准确测量电压。由表６中
的各组数据可知，平滑铝套结构相较于皱纹铝套结

构有更低的测量电压，这是由于平滑铝套平整的结

构可以更好地与缓冲层贴合，与皱纹铝套相比，接

触电阻小，不易在缓冲层和金属套间形成高电势

差。因此，平滑铝套结构在缓解放电方面相较于皱

纹铝套结构具有优势。

３　结论

文中利用有限元仿真，对电缆放电灼伤故障模

型进行仿真，分析讨论了不同结构参数下气隙电场

分布的变化，并通过模拟结构试验进行有效验证，

对部分电缆结构参数提出了优化方案：

（１）在满足电缆设计要求的前提下，适当减小
缓冲层厚度、轧纹深度，增加金属套和缓冲层的过

盈配合量均有利于改善接触不良导致的电场畸变，

有效减小气隙间电场强度。

（２）缓冲层受潮对缓冲层放电烧蚀影响较大，
应在电缆制造敷设和运行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缓冲

层吸水受潮。在地下水位较低的北方地区及隧道

敷设运行等对纵向阻水性能要求不高时，使用无阻

水粉的缓冲带材料，可以避免缓冲层中析出不导电

的阻水粉影响缓冲层与金属套的电气接触。

（３）平滑铝套可与缓冲层更好贴合，电缆不易
出现长距离的不良接触，与缓冲层的接触电阻较

小，在抑制缓冲层放电灼伤方面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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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尧

　　冯尧（１９９８），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电
力电缆故障机理（Ｅｍａｉｌ：ｙｆｅｎｇ１６＠ｆｏｘｍａｉｌ．
ｃｏｍ）；

赵鹏（１９９３），男，硕士，工程师，从事直流
电缆和聚丙烯绝缘电缆评估工作；

李文杰（１９８４），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
事电力电缆状态检测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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