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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变电设备运行及维护管理工作中,变电设备检修及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分析了非跳闸故障,研究并提出

了若干技术措施。  

[关键词] 变电运行；设备检修；非跳闸故障；电网 

 

变电运行的主要任务是电力设备的运行操作和维护管

理工作。其特点是维护的设备多,出现异常和障碍的机率大；

工作繁琐乏味,容易造成人员思想上的松懈；人员较为分散

难于集中管理。一旦发生变电事故,轻则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重则危及电网、设备和人身的安全,甚至会给社会带来不安

定因素,影响社会的稳定。 

1 设备检修保证安全的技术措施 

1.1 验电 

要检修的电器设备和线路停电后,在装设接地线之前必

须进行验电,通过验电可以明显的验证停电设备是否确实无

电压,以防发生带电装设地线或带电合接地刀闸或误入带电

间隔等恶性事故发生,验电时应在检修设备进出线处两侧各

相应分别验电。如果在木杆、木梯或木构架上验电时,不接

地线验电器不能指示,可在验电器上加接接地线,但必须经

值班负责人许可。高压验电时必须戴绝缘手套,若因电压高,

没有专用验电器时可用绝缘棒代替,依据绝缘棒有无火花和

放电声来判断。 

1.2 装设接地线 

(1)装设接地线的目的：为了防止工作地点突然来电；

可以消除停电设备或线路上的静电 感应电压和泄放停电设

备上的剩余电荷,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接地线应设置在停

电设备由可能来电的部位和可能产生感应电压的部分。 

(2)装设接地线的方法：装拆接地线均应使用绝缘棒或

戴绝缘手套。装设接地线应由两人进行,用接地隔离开关接

地也必须有监护人在场；装设接地线必须先接接地端。再接

导体端。连接接触要良好。拆接地线顺序则与此相反。 

(3)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拦。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走错位置,

误合断路器及隔离开关而造成事故,应在下列场所悬挂相应

的标示牌及遮拦：在一经合闸即可送电到工作地点的断路器

和隔离开关的操作把手上,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

的标示牌；若线路有人工作,应在线路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操

作把手上,均应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标示牌；在部

分停电设备上工作时与未停电设备之间小于安全距离者,应

装设临时遮拦。临时遮拦与带电部分的距离不得小于规定的

数值。在临时遮拦上悬挂“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在工

作地点处悬挂“在此工作”的标示牌；在工作人员上下用的

铁架或梯子上,应悬挂“从此上下”的标示牌；在临近其他可

能误登的架构上,应悬挂“禁止攀登,高压危险”的标示牌。 

2 跳闸故障 

2.1 10kV(35kV、66kV)线路跳闸 

线路跳闸后,应检查保护动作情况,检查故障线路检查

范围从线路 CT 至线路出口。若没有异常再重点检查跳闸开

关,检查消弧线圈状况,检查三相拐臂和开关位置指示器；如

开关为电磁机构,还要检查开关动力保险接触是否良好,如

为弹簧机构要检查弹簧储能是否正常,如为液压机构要检查

压力是否正常。检查所有项目均无异常方能强送(强送前要

检查保护掉牌是否已复归)。 

2.2 主变低压侧开关跳闸 

主变低压开关跳闸有三种情况：母线故障、越级跳闸(保

护拒动和开关拒动)、开关误动。具体是哪一种情况要通过

对二次侧和一次设备检查来分析判断。 

当主变(一般为三卷变)低压侧过流保护动作,可通过检

查保护动作情况和对所内设备的检查进行初步的判断。检查

保护时,不仅要检查主变的保护还要检查线路的保护。 

(1)只有主变低压侧过流保护动作。首先,应排除主变低

压侧开关误动和线路故障开关拒动这两种故障。那么,到底

是母线故障还是线路故障因保护拒越级呢？要通过对设备

的检查进行判断。检查二次设备时,重点检查所有设备的保

护压板是否有漏投的；检查线路开关操作直流保险是否有熔

断的。检查一次设备,重点检查所内的主变低压侧过流保护

区,即从主变低压侧主 CT 至母线,至所有母线连接的设备,

再至线路出口。 

(2)主变低压侧过流保护动作同时伴有线路保护动作。

主变保护和线路保护同时动作,线路开关又没有跳闸,通常

断定是线路故障。因此,在巡视设备时,除对故障线路 CT 至

线路出口重点检查外,还要对线路进行检查。只有确认主变

低压侧CT至线路CT无异常,方可判断为线路故障开关拒动。

开关拒动故障的处理较为简单,隔故障点拉开拒动开关的两

侧刀闸,恢复其他设备送电,最后用旁路开关代送即可。 

(3)没有保护掉牌。若开关跳闸没有保护掉牌,须检查设

备故障是因保护动作而没发信号,还是因直流发生两点接地

使开关跳闸,或者是开关自由脱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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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资源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是离不开电力资源的,因此我国非常重视电力事业的

发展。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频繁出现电力资源浪费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电力故障。随着科

技的不断进步,我国越来越重视电网安全系统的开发与应用,特别是变电运行系统,这项系统对整个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转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变电运行故障出现的原因,总结出一系列的应对策略,为保证我国的变电系统能够正常的运转而

做准备。 

[关键词] 变电运行；故障处理；技术分析 

 

变电运行的过程中,整体的工作系统是非常繁琐的,特

别是维护工作,需要配备的机器设备是非常多的,这样就给

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少的负担,很容易引发变电事故,这样造

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相反,对工作认真负责就会减少不

必要的损失,这就要求电力工作者要时刻注意电力设备的运

转情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将这些隐患扼杀在摇篮里,当

事故不可避免地发生时也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 

1 变电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 

1.1 操作不当 

整个变电系统的安全运转是离不开专业操作人员的工

作支持的,他们的每一步操作都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运

转情况。变电系统的突出特点就是需要经常进行维护的设备

是非常多的,这样设备出现故障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稍微

不当的操作就会引发安全事故,甚至是重大的经济损失。从

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事故的发生就是由于变电工作人

员的不当操作导致的,因此,如何保证变电人员工作的有效

性与安全性是我们当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1.2 安全管理不当 

 

3 若干技术分析 

3.1 过电压的影响 

变压器的高压侧进线,大多由架空线引来,很容易遭到

雷击。此外,由于断路器的正常操作、系统设备故障或其它

原因使系统参数变化,引起电网内部电磁能量的转化,出现

异常电压升高,会危及变压器内部绝缘,甚至烧毁变压器。因

此,应在变压器高低压侧均装设避雷器,并在雷雨季节来临

前对其进行检测。 

3.2 接地不符合要求 

配电变压器一般低压侧采用中性点接地方式,当负载不

平衡时,中性点会流过较大电流,如果接地线连接不好,接触

电阻过大,会被烧断,导致中性点电位位移,危及用户电器设

备安全。因此应经常检查接地线、点是否完整和牢固,并定期

测试接地电阻。容量在l0000kVA 以上的变压器应不大于 4Ω,

容量在 l00kVA 以下的应不大于10Ω。当接地电阻超过标准时

可采用增加接地体或使用降阻剂的方法来降低接地电阻。 

3.3 负载短路或接地 

当变压器发生短路或接地时,变压器承受相当大的短路

电流,内部巨大的电动力会使绕组变形及油质劣化。因此应

安装短路保护,一般在高压侧采用跌落式熔断器,低压侧采

用空气断路器。熔断器的熔丝选择应合理,保证变压器内部

短路时能熔断,或低压侧短路或过载时能跳开。 

3.4 当线路逐次拉合后,光字信号一直未消失 

则此时应考虑两条以上线路同名相同时有接地或在开关

至母线之间有接地现象(后者经对站内设备的巡视检查可以

及时发现),当然这种情况首先要排除主变35kV进线侧线路无

故障,而且类似这种多条线路同名相接地的状况并不多见。 

4 结束语 

电力工业是现代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在电力系统中电

力生产高度集中和统一,对变电运行的计算机管理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利用面向对象的开发方式和对象式包装程序设

计为基础,将数据与系统图形相结合,大大提高了管理人员的

工作效率,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与企业局域网作为基础,整

个系统基于客户机与服务器配合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系统成

本大大降低,便于用户浏览查询和管理员进行系统的维护,以

及各单位之间的信息流通,进一步提高了电力系统各单位的

办公自动化水平,该操作系统(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服务

器及开发工具使系统运行可靠、高效、使用方便、易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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