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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JB/T 8168—1999《脉冲电容器及直流电容器》。

本标准与JB/T 8168—199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三章，1999 年版的第三章）；

——增加了型号命名与产品分类（见第四章）；

——修改了电容偏差的要求（见 6.4，1999 年版的 5.2.5）；

——修改了耐受电压水平的规定，分别按用途和工作模式进行分类（见 6.6，1999 年版的 5.2.4）；

——增加了等效串联电阻的技术要求（见 6.9）；

——修改了耐久性能的要求，分别按用途和工作模式进行了分类（见 6.10，1999 年版的 5.2.9）；

——修改了等效串联电感测量的和试验方法（见 9.9）；

——增加了等效串联电阻测量的型式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见 9.10）；

——修改了耐久性试验方法（见 8.11，1999 年版的 6.10）；

——修改了标志的规定内容（见第十一章, 1999 年版的第八章）；

——增加了附录 A（资料性附录）脉冲电容器耐久性试验数据表（见附录 A）。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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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有限公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容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

电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无锡市锡脉电器有限公司、西

安ABB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上海思源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宁波海融电器有限公司、来恩伟业（鹤壁）

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新东北电气集团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上海永锦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华威

新能源有限公司、无锡市电力滤波有限公司、山东泰开电力电子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电力电容器有限

公司、无锡赛晶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柯贝尔电能质量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西安华超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无锡宸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

容电器有限公司、西安市西无二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南通攀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市林宇电子

有限公司、陕西正泰电容器技术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柔性输电系统分公司、四川省科学城久信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普力讯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丰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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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容器及直流电容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脉冲电容器和直流电容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与产品分类、使用条件、技术要

求、试验分类、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安全要求及标志等。

本标准适用于 1 kV～500 kV的脉冲电容器和直流电容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

——电力电子电容器（参见GB/T 17702）；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用直流滤波电容器（参见GB/T 20993）；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参见GB/T 6346系列、GB/T 14759—2013）；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电力电子电容器（参见GB/T 25121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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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11.1 绝缘配合 第 1 部分：定义、原则和规则（GB/T 311.1—2012，IEC 60071-1：2006，

MOD）

GB/T 2423.23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Q：密封（GB/T 2423.23—2013，IEC

60068-2-17:1994，IDT）

GB/T 16927.1 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 1 部分：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GB/T 16927.1—2011，IEC

60060-1：2010，MOD）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脉冲电容器 pulse capacitor
用于储存电能并能将其在很短时间内释放的电容器。

[GB/T 2900.16—1996，定义2.1.9]

3.2

直流电容器 direct current capacitor
用于直流电压下运行的电容器。

3.3

电容器的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 of a 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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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设计电容器时所规定的电压。

[GB/T 2900.16—1996，定义 2.3.5]

3.4

电容器的额定电容 rated capacitance of a capacitor
CN设计电容器时所规定的电容。

[GB/T 2900.16—1996，2.3.3]

3.5

最大峰值电流 maximum peak current
^
I

设计电容器允许正常使用的最大重复峰值电流。

3.6

单次脉冲 single pulse
在一段时间内，充放电过程中出现的单次放电冲击。

3.7

猝发脉冲 burst pulse
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出现多个放电冲击。

3.8

连续脉冲 continuous pulse
在一段时间内，重复出现的放电冲击。

3.9

脉冲宽度 pulse width
在一个脉冲内，某个电压（电流）到另一个相同电压（电流）经历的时间。

3.10

振荡电路 oscillating circuit
由电容器和电抗器为主体组成，用于产生振荡电流的电路。

3.11

反峰电压率 inverse peak voltage ratio
放电时形成的振荡波中电压波的第一个反极性幅值与前一个幅值之比的百分数。

3.12

反峰电流率 inverse peak current ratio
放电时形成的振荡波中电流波的第一个反极性幅值与前一个幅值之比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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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自放电时间常数 self-discharge time constant
电容器仅通过本身的绝缘电阻放电的时间，其值为绝缘电阻与电容值的乘积。

3.14

等效串联电感 equivalent series inductance（ESL）
一个有效电感，当串联连接于一个理想电容器，其电容与所探讨的电容器的电容相等时，在规定

运行条件下，其产生的感抗与所探讨的电容器内的感抗相等。

3.15

等效串联电阻 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ESR）
一个有效电阻，当串联连接于一个理想电容器，其电容与所探讨的电容器的电容相等时，在规定

运行条件下，其产生的损耗功率与在所探讨的电容器内消耗的有功功率相等。

3.16

重复频率 repetition frenquency
电容器在单位时间内的充放电次数。

3.17

振荡频率 oscillation frequency
振荡放电时电压（或电流）的频率。

3.18

储存能量 storage energy
电容器实际储存的能量。

3.19

额定能量 rated energy
电容器在额定电压下所储存的能量。

3.20

体积能量密度 volume energy density
额定能量与电容器体积之比。

注：电容器的体积由外壳尺寸（不含个别突出部分）测量确定。

3.21

电容器的损耗角正切 tangent of the loss angle of a capacitor（tanδ）
在规定的正弦交流电压、频率和温度下，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与容抗之比。

4 型号命名与产品分类

4.1 型号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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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电容器及直流电容器的型号由系列代号、浸渍介质代号、极间主介质代号、第一特征号、第

二特征号共五个部分组成。其具体命名方法如图1所示。

第二特征号

第一特征号

极间主介质代号

浸渍介质代号

系列代号

图 1 产品型号组成形式

系列代号用以表示电容器所属的系列：用字母M表示脉冲电容器；用字母Z表示直流电容器 。

浸渍介质代号用以表示电容器中浸渍介质的种类，其字母含义见表1。

极间主介质代号用以表示电容器中极间主介质的形式和种类，其字母含义见表2。

第一特征号表示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以千伏（kV）为单位。

第二特征号表示电容器的额定电容，以微法（μF）为单位。

注：制造方可根据需要在第二特征号后自行增加尾注号，以表示电容器的主要结构特征和使用特征。

表 1 浸渍介质代号

浸渍介质代号 字 母 含 义 浸渍介质代号 字 母 含 义

A 苄基甲苯 J 聚异丁烯

C 蓖麻油 K 空气

D 氮气 L 六氟化硫

E 环氧树脂 S 蜡（如石蜡、微晶蜡、白蜡）

F
苯基二甲苯基乙烷、苯基乙

苯基乙烷
U 聚氨酯

G 硅油 Z 菜籽油

注1：当浸渍介质为几种浸渍介质的混合物时，采用其主要浸渍介质代号表示。

注2：当浸渍介质有多个共同点，且性能相近时，采用相同浸渍介质代号表示。

表 2 极间主介质代号

极 间 主 介 质 代 号 字 母 含 义

F 膜纸复合

M 全膜

MJ 金属化膜

T 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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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产品分类

4.2.1 用途

按主要用途分为：

a) 冲击电压用电容器；

b) 冲击电流用电容器；

c) 冲击分压用电容器；

d) 振荡电路用电容器；

e) 直流高压设备、整流滤波装置用电容器。

4.2.2 充电工作模式

按主要充电工作模式分为：

a) 脉冲充电型电容器；

b) 直流充电型电容器。

4.2.3 放电工作模式

按主要放电工作模式分为：

a) 单次脉冲放电用电容器，充放电状态不受上一个充放电状态影响的工作模式，如图 2所示；

b) 猝发脉冲放电用电容器，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出现多个放电冲击，当前充放电状态不受上一次

多个放电冲击影响的工作模式，如图 3所示；

c) 连续脉冲放电用电容器，具有重复频率指标并连续充放电运行的工作模式，如图 4所示。

图 2 单次脉冲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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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猝发脉冲放电

图 4 连续脉冲放电

4.2.4 使用场所

按使用场所分为：

a) 户外；

b) 户内。

4.2.5 应用环境

按照应用环境分为：

a） 大气环境；

b） 绝缘气体；

c） 绝缘液体；

d） 真空环境。

4.2.6 外壳材质

电容器的外壳材质分为金属与非金属两种。

5 使用条件

5.1 正常使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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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给出的要求适用于下列条件下使用的电容器。

5.1.1 海拔

安装运行地区的海拔应不超过1 000 m。

若海拔超过1 000 m，所有的外部绝缘要求应用GB/T 311.1中规定的海拔修正因数进行修正。

5.1.2 环境温度

电容器可以运行的最低环境温度宜从-5℃、-25 ℃、-40 ℃、-55 ℃这四个优选值中选取。

电容器可以运行的最高环境温度宜从+40 ℃、+55 ℃、+70 ℃、+85 ℃、+105 ℃、+125 ℃这六个

优选值中选取。

安装运行地区的环境温度优先采用下列温度类别：-5 ℃～+40 ℃，-25 ℃～+40 ℃，-40 ℃～

+40 ℃，-40 ℃～+70 ℃，-55 ℃～+85 ℃。

如环境温度有特殊需求，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5.1.3 相对湿度

相对应不大于 95%，特殊要求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5.1.4 化学条件

理化条件安装运行场所应无危害性气体及其他化学物质，应无易爆及易燃的危险源。

5.1.5 机械条件

安装运行场所及装置应无剧烈的机械振动；

特殊安装运行场所及装置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5.2 非正常使用条件

不符合5.1使用条件的电容器，由制造方和购买方之间协商确定。

6 技术要求

6.1 外观及外形尺寸

电容器的外观及外形尺寸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且其金属件外露表面应有可靠的防腐蚀

性。

6.2 电气连接

电容器内部电气连接应牢固可靠。

6.3 密封性能（如适用）

电容器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不应出现渗漏。

6.4 电容偏差

电容实测电容与其额定电容之差，应优先允许偏差为±2%、±5%或±10%，如对电容偏差有特殊需

求的，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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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损耗角正切（tanδ）

如对电容器损耗角正切有特殊要求的，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对电容器损耗角正切无明确

要求的，由制造方确定。

6.6 耐受电压水平

电容器端子间的电介质应能承受表3或表4规定的直流试验电压，历时1 min。
当电容器存在多种用途和工作模式时，试验电压应当选择分类中较高的试验电压。

如对试验电压有特殊要求，试验电压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凡出线端子均与外壳绝缘的电容器，其出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应能承受的试验电压由制造方

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外壳材质为金属，出线端子与外壳相接时，其出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应大于电容器端子间的

试验电压，但最低不得低于3000V AC或4500 DC。

表 3 端子间试验电压（按主要用途）

单位为千伏

主要用途 冲击电压 冲击电流 冲击分压 振荡电路 直流高压 整流滤波

试 验 电 压 1.2UN 1.3UN 1.1UN 1.3UN 1.2UN 1.4UN

表 4 端子间试验电压（按充、放电工作模式）

单位为千伏

充放电工作模式 脉冲充电 单次脉冲放电 猝发脉冲放电 连续脉冲放电

试 验 电 压 1.1UN 1.1UN 1.2UN 1.4UN

6.7 端子间的绝缘电阻或自放电时间常数

电容器端子间的绝缘电阻或自放电时间常数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电容器端子间的绝缘电阻或自放电时间常数

额定电容 绝缘电阻 R或自放电时间常数 RCN

C≤1 μF R≥1×10
3
MΩ

C＞1 μF RC≥1×10
3
s

6.8 等效串联电感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值由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

6.9 等效串联电阻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值由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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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耐久性能

电容器的耐久性能由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对电容器耐久性能无明确要求的，按主要用途或

放电工作模式进行考核，应能满足表6或表7的规定。

表 6 电容器的耐久性能（按主要用途）

用 途 工 作 条 件 耐久性能

冲击电压
在额定电压下，按规定的波形或电路参数充放电 充放电不低于 10 000次

冲击电流

冲击分压 承受峰值等于额定电压的规定波形的冲击波 充放电不低于 10 000次

振荡电路
在额定电压下，按规定的衰减率和振荡频率作衰减振荡放

电
充放电不低于 10 000次

直流高压 在额定电压下连续运行
不低于 24 h。当有特殊要求时，由购买方

与制造方协商确定。

整流滤波

一般在叠加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压下工作。脉冲电压的峰

值不超过额定电压 UN，交流分量的振幅值不超过

0.15UN f50 ，其中 f为交流分量的频率，以 Hz计。

长周期的断续运行（例如，每 24h中运行

8 h）”，总运行周期数由购买方与制造

方协商确定。

注 1：在规定的充放电次数或工作时间后，电容器参数性能应满足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的技术要求。

注 2：若需特殊要求的电容器，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表 7 电容器的耐久性能（按放电工作模式）

主要放电工作模式 工作条件 耐久性能

单次脉冲放电
在额定电压下，按规定的波形或电路

参数充放电。

充放电次数或工作时间由购买方与

制造方协商确定，一般应不低于 50

次。

猝发脉冲放电
在额定电压下，按规定的波形或电路

参数多次充放电。

充放电次数或工作时间由购买方与

制造方协商确定，一般应不低于1 000

次。

连续脉冲放电
在额定电压下，按规定的波形或电路

参数作连续充放电。

充放电次数或连续工作时间由购买

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一般应不低于

10 000 次。

注：在规定的充放电次数或工作时间后，电容器参数性能满足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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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分类

7.1 概述

电容器的试验分为：例行试验、型式试验和验收试验。

7.2 例行试验

例行试验由制造方对生产出的每台电容器进行试验。

7.3 型式试验

型式试验是在新产品生产出来时，或在生产中当产品的材料、结构或工艺有改变，且其改变有可

能影响电容器某些性能时进行。对于经常生产的产品，虽没有上述改变，型式试验亦应每五年进行一

次；对于不经常生产的产品，按购买方要求进行。

型式试验所用的电容器应为例行试验合格的电容器。

7.4 验收试验

验收试验主要是购买方在接收电容器时所需进行的试验，以确保所接收的电容器是合格品。

8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如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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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试验项目

项号 试验类别 试 验 项 目
技术要

求条号

试验方

法条号
说 明

1

例行试验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验 6.1 9.2 —

2 密封性试验（如适用） 6.3 9.3 —

3 电容测量 6.4 9.4 —

4 损耗角正切测量 6.5 9.5 —

5 耐受电压试验（干试） 6.6 9.6 —

6 五次充放电试验 6.2 9.7 直流电容器除外

7
端子间的绝缘电阻或自放

电时间常数测量
6.7 9.8

可以在每批电容器中抽取部分电容器

测量，抽测台数不少于该批电容器总

台数的 5%，且最少为 3台，抽测中如

有不合格者，则该批电容器应全部进

行测量

8

型式试验

五次充放电试验 6.2 9.7 仅针对直流电容器

10 耐受电压试验 6.6 9.6 对户外产品，应在淋雨状态进行

11 等效串联电感测量 6.8 9.9 —

12 等效串联电阻测量 6.9 9.10 —

13 耐久性试验 6.10 9.11 —

14

验收试验

电容测量 6.4 9.4 —

15 损耗角正切测量 6.5 9.5 —

16 耐受电压试验 6.6 9.6 所施加的试验电压应不超过额定电压

注：当验收试验有特殊要求时，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9 试验方法

9.1 试验条件

除对特定的试验或测量另有规定外，电容器的一切试验及测量，均应在周围空气温度为+5 ℃～

+3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的条件下进行。所测得的数据如需校正，则以标准大气条件（温度：+20℃，

气压：101.3 kPa）为基准。

9.2 外观及外形尺寸检验

目测检查套管及箱壳，应无损伤、变形，无渗漏，金属件外表面油漆应完整、没有腐蚀。测量电

气距离和外形尺寸，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

9.3 密封性试验

当浸渍介质为液体介质时，将未通电的电容器通体加热至各个部位温度均达到最高环境温度加

5℃的温度，至少保持 2 h，不应发生渗漏。

当浸渍介质为固体介质时，是否进行此项试验由制造方确定。当密封性有特殊要求时，由购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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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方协商确定。

当浸渍介质为气体介质时，密封性试验由购买方与制造方协商确定，试验方法可参照 GB/T
2423.23。

9.4 电容测量

电容测量可在工频交流电压下用能排除由于谐波及测量电路内的附件所引起的误差的方法进行，

测量电压方均根值应不大于0.1UN，也可采用仪器直接测量，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应优于2%。

最终的电容测量，应在其他例行试验之后进行，外观及外形尺寸检验除外。

9.5 损耗角正切（tanδ）测量

损耗角正切测量可在工频交流电压下用能排除由于谐波及测量电路内的附件所引起的误差的方

法进行，测量电压方均根值应不大于 0.1UN，也可采用仪器直接测量，测量设备准确度应优于 10%。

9.6 耐受电压试验

耐受电压试验按 GB/T 16927.1—2011要求中的有关规定进行。

在试验电压下保持 1min，通过放电电阻放电。

在试验中不得出现永久性击穿和闪络；对于自愈式电容器，允许有自愈性击穿。

试验前后均应测量电容，两次测量值之差应在测量误差范围 1%之内。对于全部元件并联的电容

器，有内部熔丝熔断而电容器的电容仍符合 6.4的要求时，可以作为合格品。

对于出线端子均与外壳绝缘的电容器，其出线端子与外壳之间的绝缘试验按照耐受电压试验方法

进行。

对于要求在淋雨条件下使用的户外电容器，型式试验时，此项试验应在淋雨状态下进行，按 GB/T
16927.1-2011中的湿试验进行。

9.7 五次充放电试验

将电容器从低于或等于50%额定电压的数值开始升压，以适当的速度充电至额定电压，然后通过

满足购买方规定电路放电，对于非常规试验条件，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在此试验前后均应测量电容，两次测量值之差应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对于全部元件并联的电容

器，有内部熔丝熔断而电容器的电容仍符合6.4的要求时，可以作为合格品。对于自愈式电容器，电

容变化应不超过±1%。

9.8 端子间的绝缘电阻或自放电时间常数测量

9.8.1 自放电时间法

自放电时间常数等于测得的绝缘电阻与实测电容之乘积。将电容器充电至额定电压（冲击分压用

电容器、单次脉冲电容器为0.8 UN），保持1 min，然后切除电源，让电容器自放电，经历一段时间

后测量电压，绝缘电阻按下式计算：

6

0 t

10
ln( / )

tR
C U U

 


··················································（1）

式中：

R——绝缘电阻，单位为欧姆（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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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自放电经历的时间，单位为秒（s）；

C——电容器实测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U0 ——自放电开始时的电压，单位为千伏（kV）；

Ut——自放电经历时间 t 的电压，单位为千伏（kV）。

9.8.2 泄漏电流法

将电容器充电至额定电压（冲击分压用电容器、单次脉冲电容器为0.8 UN），保持1 min，测量

电容器的电压及泄漏电流。绝缘电阻按下式计算：

R= 610
i
U

·····················································（2）

式中：

R——绝缘电阻，单位为欧姆（Ω）；

U——电容器上施加的直流电压，单位为千伏（kV）；

i——泄漏电流，单位为毫安（mA）。

9.8.3 高阻计直接测量法

使用高阻计将电容器充电至额定电压（冲击分压用电容器、单次脉冲电容器为0.8 UN），保持1 min

及以上，当数值稳定后，读取测试值，高阻计的准确度应优于10%。

9.9 等效串联电感测量

9.9.1 概述

等效串联电感测量，应根据电感量的要求，适当选择下述一种方法或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

测量时应采取措施，尽量减少附加电感。

9.9.2 放电电流法

用示波器测量电容器的放电电流振荡频率及对数衰减率，按下式计算电容器的电感：

L= 12
2 2 2

1 10
(4 )

L
f C  

 
  

········································（3）

式中：

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单位为微亨（μH）；

f——放电振荡频率，单位为赫兹（Hz）；

C ——电容器实测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Δ——放电对数衰减率，δ=ln(I1/I2)；

L′——外电路的附加电感，单位为微亨（μH）。

9.9.3 差值法（或称串联电容器法）

用差值法（或称串联电容器法)测量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

将被测电容器 A与同型号电容器 B串联，接于充放电电路上，应使外电路电感与串联的电容器

电感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尽量减少附加电感，并记录放电波形，然后将被测电容器 A两端子短路，再

测量放电波形。可按下式计算出被测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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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2 12A B

A B B2
B A

1 10
4

C C T T
C C 

 
   

 
········································(4)

式中：

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单位为微亨（μH）；

CA——被测电容器的实测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CB——串联的电容器的实测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TA+B——CA与 CB串联时的放电周期，单位为秒（s）；

TB——CA被短接时的放电周期，单位为秒（s）。

9.9.4 谐振频率法

测量电容器回路的谐振频率，然后按下式计算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

L= 12
2 2

r

1 10
4 f C

 ················································· (5)

式中：

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单位为微亨（μH）；

fr——谐振频率，单位为赫兹（Hz）；

C——电容器的实测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9.9.5 差频电容法

分别用工频50 Hz及高频10
5
Hz～10

7
Hz电源测量电容器电容，按下式计算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

122 1
2 2

2 1

10
4 z

C CL
f C C


  ················································· (6)

式中：

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单位为微亨（μH）；

C2——用高频电源测得的电容器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C1——用工频电源测得的电容器电容，单位为微法（μF）；

fz——高频电源的频率，单位为赫兹（Hz）。

9.9.6 仪器直接测试法

用相对误差不大于5%的测试仪器进行直接测量。

9.10 等效串联电阻测量

9.10.1 概述

等效串联电阻测量用下列任一种方法进行。

9.10.2 对数衰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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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串联电阻测量采用示波器测量电容器的短路放电振荡频率及对数衰减率，如图 5所示，并按

式 7计算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

R
I
I

T
LR 

2

1ln2
············································· （7）

式中：

R——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单位为欧姆（Ω）；

L——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感，单位为亨（H）；

T——短路放电周期，单位为秒（s）；

I1——放电波形第一峰电流值，单位为安（A）；

I2——放电波形第二峰电流值，单位为安（A），其中 I1和 I2为放电周期内相邻并同极性电流的

幅值；

R——外电路的附加电阻，单位为欧姆（Ω）。

图 5 电容器短路典型放电电流波形

9.10.3 仪器直接测试法

可采用能够满足测试要求精度的仪器进行直接测量。

9.11 耐久性试验

9.11.1 冲击电压、冲击电流、冲击分压、振荡电路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将电容器接在表6规定的工作条件的放电电路内，可参考图6或图7的试验线路进行，加压至额定

电压，按规定的充放电时间间隔，充放电到10 000次。

试验前后及试验过程中均需测量电容器的电容，测得的电容之差应在协议允许范围内。

9.11.2 直流高压及整流滤波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方法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如无有关协议，推荐使用下述试验方法。

9.11.2.1 直流高压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将电容器施加直流电压至额定值，历时 24 h。试验前后均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和损耗角正切，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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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容及损耗角正切之差应在协议允许范围内。

9.11.2.2 整流滤波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将电容器施加直流电压至额定值，并叠加幅值为 20%额定电压值的 50 Hz交流电压，历时 24 h。
在试验前后均需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和损耗角正切，测得的电容及损耗角正切之差应在协议允许范围

内。

9.11.3 单次脉冲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方法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如无相关技术协议规定，应将电容器接在表7规定的工作

条件的放电电路内，可参考图6或图7的试验电路进行。

9.11.4 猝发脉冲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方法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如无相关技术协议规定，应将电容器接在表7规定的工作

条件的放电电路内，可参考图6或图7的试验电路进行。

9.11.5 连续脉冲用电容器的耐久性试验

试验方法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如无相关技术协议规定，应将电容器接在表 7规定的工作

条件的放电电路内，可参考选择图 6或图 7的试验线路。在试验过程中，除规定工作电压、电容等参

数外，应确定并记录充电时间、电压维持时间、最大峰值电流、反峰电流率、重复频率等，可参考选

择表 A.1脉冲电容器耐久性试验数据表。

图中：

P.S. ——充电电源；

R1 ——充电电阻；

C1 ——被测电容；

S1 ——开关；

L1 ——回路电感；

RL ——回路电阻；

P1 ——电流监测点；

P2 ——电压监测点。

图 6 脉冲用电容器耐久性试验线路原理图（单极性电源充电）

四
川
质
安
高
电
压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http://www.hvlab.cn



JB/T 8168—XXXX

17

图中：

P.S.1 ——充电电源 1；

P.S.2 ——充电电源 2；

R1 ——充电电阻 1；

R2 ——充电电阻 2；

C1 ——被测电容 1；

C2 ——被测电容 2；

S1 ——开关；

L1 ——回路电感；

RL ——回路电阻；

P1 ——电流监测点 1；

P2 ——电压监测点 2；

P3 ——电压监测点 3。

图 7 脉冲用电容器耐久性试验线路原理图（双极性电源充电）

10 安全要求

10.1 放电安全要求

无论是在试验期间、使用期间或是放置期间，在接触电容器之前，必须将电容器进行可靠放电并

接地。

当电容器为金属外壳时，用接地棒将电容器两极可靠放电后，将两极短接，并将两极分别与外壳

短接，然后用裸铜线将电容器的各端子短接起来，与外壳相接后接地。

当电容器为非金属外壳时，用接地棒将电容器两极可靠放电后，将两极短接，然后用裸铜线将电

容器的各端子短接起来后直接接地。

10.2 外壳连接的安全要求

为使电容器（如果是金属外壳）的电位得以固定，并能承受极对壳击穿时产生的故障电流，在金

属外壳上应备有一个能承受故障电流的连接件，并有明显标识。

电容器试验后，必须用裸铜线将电容器的各端子间及与外壳间（如果是金属外壳）短接起来。短

接线应一直保留到使用时拆除。

10.3 环境保护的安全要求

当电容器含有不允许扩散到环境中的材料时，按照相关法律执行，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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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防爆要求

当电容器有防爆要求时，由制造方与购买方协商确定。

10.5 其他安全要求

当在所应用的安全规则方面有特殊要求时，购买方应在询价时予以说明。

11 标志

每台电容器的铭牌应标明下列内容：

a) 名称；

b) 型号；

c) 额定电压，kV；
d) 实测电容或额定电容及电容偏差，μF或 mF, ± %；

e）环境温度；

f）编号；

g）制造年月或代码；

h) 制造方的名称或商标；

i）最大峰值电流，kA（可选）；

j) 体积能量密度，kJ/L（可选）；

k）重量，kg（可选）；

l) 执行标准 JB/T 8168—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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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脉冲电容器耐久性试验数据表

根据耐久性试验需要，可采用脉冲电容器耐久性试验数据表记录耐久性试验关键数据，部分参数

可在试验间歇期进行记录。

表 A.1 脉冲电容器耐久性试验数据表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试验次数 试验电压（kV）

试验开始时间 体积能量密度（kJ/L）

充电时间（s） 最大峰值电流（kA）

电压维持时间（s） 反峰电流率（%）

电流变化率（kA/μs） 脉冲宽度（μs）

重复频率（Hz） 回路电感（μH）

回路电阻（Ω）

电容（μF）
试验前 试验后

试 验 数 据

试 验 次 数 日 期 试验人员 备 注

注 1：脉冲宽度典型值选取电压或电流峰值的 50%到 50%之间的时间；

注 2：表中相关特征参数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时填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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