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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本书着重从物理概念方面介绍电力系统中实用的高电压技术内容，注意吸收应用于现场的有关新技
术和新方法，注重培养读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使读者掌握从事电力系统运行、检修和试
验等工作所必备的高电压技术知识。
本次修订增加了SF6气体绝缘及应用方面的知识，同时结合国家标准和现场实际，对变电站直击雷保
护、变压器中性点保护及气体绝缘变电站防雷保护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修正了书中存
在的一些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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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气体中金属表面的游离　　气体中金属表面的游离是指阴极发射电子的过程。
电子从阴极中释放出来需要一定的能量，称为逸出功。
逸出功与金属的微观结构、金属表面的状况（如氧化、吸附层等情况）有关，不同金属的逸出功各不
相同。
金属的逸出功一般比气体的游离能小得多，故阴极表面游离在气体放电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根据电子从阴极逸出所需的能量来源的种类，阴极表面游离可分为四种形式。
　　1.正离子撞击阴极表面　　正离子在电场作用下向阴极运动，撞击阴极时将动能传递给阴极中的
电子可使其从金属中逸出。
在逸出的电子中，一部分可能和撞击阴极的正离子结合成为分子，其余的则成为自由电子。
只要正离子能从阴极撞击出至少一个自由电子，就可认为发生了阴极表面游离。
　　2.短波光照射　　阴极表面在光的照射下可释放出电子。
由于光照射到阴极表面时，一部分被反射，一部分转变为金属的热能，只有一小部分用以使电子逸出
，故只有波长较短的光照射阴极时，阴极表面才能发生游离。
　　3.强场放射　　在阴极附近的电场强度很大（达103kV/cm数量级）时，阴极会放射出电子，这一
现象称为强场放射。
　　4.热电子放射　　阴极的温度很高时，其中的电子可获得很大的动能而逸出金属，这一现象称为
热电子放射。
　　对一般的气体放电过程来说，起主要作用的是正离子撞击阴极表面和短波光照射阴极表面引起的
表面游离，强场放射和热电子放射只对某些电弧放电如高压断路器分闸过程中的电弧放电才有意义。
　　上述游离过程在气体中只产生正离子和电子，事实上气体中还存在负离子。
负离子是由电子和中性分子结合而成的。
某些气体如含卤族元素的气体和水蒸气等，它们的电负性（吸附电子的能力）很强，低速电子和其分
子碰撞时不但不能使分子游离，反而会被其分子附着形成负离子。
　　三、气体间隙中带电质点的消失　　在气体放电过程中，除了游离过程产生带电质点外，还同时
存在着去游离过程，即带电质点的消失过程。
带电质点的消失主要有三个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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