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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lJ 日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下达2004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发改办工业[2Oo4] 

872号)的安排，对 DL，r 58卜 1995的修订 

自DLfT 584一l995《3kV～l10kV 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发布以来，己过去 10年。在 

这期间，电网有了很大变化，继电保护及相关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在保护运行整定方面，更是积累了不 

少经验和教训，原有标准DIJI"584—1995已不能满足技术发展的需要，有必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为此， 

对 DL／T 584一l995进行修订，将先进技术和好的运行经验补充进来，修改不适应当前及近几年技术发 

展之处 

本次修订 DL，r 584一l995相比，主要修改之处如下： 

1．根据 GB／T 14285--2006《继电保护和安全 自动装置技术规程》规定的技术原则，按照保护现行 

配置和微机保护的特点，补充了线路距离保护、纵畦保护整定内容； 

2+增加了接地距离保护的整定方法，并对原有配合公式做丁可操作的简化； 

3．对零序电流保护的传统整定原则进行部分修改； 

4．新增 “低电阻接地系统的电流保护”整定计算一节； 

5．对变压器的整定原则进行了修改和规范； 

6．简化了 “电流电压保护 的公式： 

7．修改了距离III段的整定方法、间隙零序电流保护的整定参数。 

本标准 自实施之 日起代替 DL，r584__l995 

奉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继电保护标准化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起草单位：四川省电力公司、重庆市电力公司、北京市电力公司、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 

甘肃省电力公司、哈尔滨电力公司、江西省赣西供电公司、上海市电力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天华、沈其瑜、黄蕙、苑画舫、苏忠阳、马晓军、范韶华、王莺、胡春琴。 

本标准于 1995年 11月27日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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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84— 2007 

3kV～llOkv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3kV～t10kV电网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原则、方法和具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3kV 1t0kV电网的线路、母线、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以及变压器保护中与电网 

保护配合有关的继电保护运行整定 

本标准适用于电网企、【 、并网运行发电企 及用户负责继电保护管理和运行维护的单位。有关规划 

设计、研究制造、安装调试单位及部门亦应遵守本标准。 

本标准以微机型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为主要对象，对于非微机型装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r-~fJ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4285--2006 继电保护和安全 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3 总则 

3．1 按照 GB／T 14285的规定，配置结构合理、质量优 良和技术性能满足运行要求的继电保护及自动重 

合闸装置是电网继电保护的物质基础 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正确的运行整定是保证电网稳定运行、减 

轻故障设备损坏程度的必要条件。 

3．2 3kV 110kV电网继电保护的整定应满足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如果由于电网运行方式、 

装置性能等原因，不能兼顾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则应在整定时，保证规定的灵敏系数要求， 

同时，按照如下原则台理取舍 ： 

a) 地区电网服从主系统电网； 

b) 下 ⋯级电网服从上一级电网； 

c) 保护电力设备的安全： 

d) 保重要用户供电。 一 

3．3 继电保护装置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继龟保护整定是否合理，继电保护方式能否简化，从而达到电 

网安全运行的最终 目的，与电网运行方式密切相关。为此，继 电保护部门与调度运行部门应当相互协调， 

密切配合。 

3．4 继电保护和二次回路的设计和布置，应当满足电网安全运行的要求，同时也应便于整定、调试和 

运行维护。 

3．5 为 J，提高电网的继电保护运行水平，继电保护运行整定人员应当及时总结经验，对继屯保护的配 

置和装置性能等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 各 网省局继电保护运行管理部门，可根据本标准基本原则制定运 

行整定的相关细则，以便制造、设计和旌工部门有所遵循。 

3．6 对继电保护特殊方式的处理，应经所在单位总工程师批准，并备案说明。 

4 继电保护运行整定的基本原则 

4．1 3kV,~110kV电网的继电保护，应当满足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及速动性四项基本要求，特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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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584— 2007 

况的处理原则见本标准 3．2 

4．2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 

4 2．1 继电保护的可靠性主要由配置结构合理、质量优良和技术性能满足运行要求的继电保护装置 及 

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来保证。 

4．2．2 任何电力设备 (电力线路、斜线、变压器等)都不允许无保护运行。运行中的电力设备，一般应 

有分别作用于不同断路器，且整定值有规定的灵敏系数的两套独立的保护装置作为主保护和后备保护， 

以确保电力设备的安全。对于不满足上述要求的特殊情况，按本标准3．6的规定处理 

4．2．3 3kv～1]0kV电网继电保护一般采用远后备原则，即在临近故障点的断路器处装设的继电保护或 

断路器本身拒动时，能由电源侧上一级断路器处的继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4．2．4 如果变压器低压侧母线无母线差动保护，电源侧高压线路的继电保护整定值对低压母线叉无足够 

的灵敏度时，应按下述原则考虑保护问题： 

a) 如变压器高压侧的过电流保护对低压母线的灵敏系数满足规程规定时，则在变压器的低压侧断 

路器与高压侧断路器．卜配置的过电流保护将成为该低压母线的主保护及后各保护 在此种情况 

． 要求这两套过流保护由不同的保护装置 (或保护单元)提供。 

b) 女̈变压器高压侧的过电流保护对低压母线的灵敏系数不满足规程规定时，则在变压器的低压侧 

断路器上应配置两套完全独立的过电流保护作为该低压母线的主保护及后备保护。在此种情况 

下，要求这两套过流保护接于电流互感器不同的绕组，经不同的直流熔断器供 电并以不同时限 

作用十低压侧断路器与高压侧断路器 (或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4．2．5 对 }lf氏压侧接有并网小电源的娈压器，如变压器小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不能在变压器其他侧母线 

故障时可靠切除故障，则应由小电源并网线的保护装置切除故障。 

4．2．6 对于装有专用母线保护的母线，还应有满足灵敏系数要求的线路或变压器的保护实现对母线的后 

备保护。 

4．3 继电保护的选择性 

4．3．1 选择性足指首先由故障l}}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切除故障，当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或断路器 

拒动时，才允许由相邻设备、线路的保护或断路器失灵保护切除故障。为保证选择性，对相邻设备和线 

路有配合要求的保护和同 一保护内有配合要求的两元件，其灵敏系数及动作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应相互 

配合 

按配合情况，配台关系分为： 

a) 完全配台：动作时间及灵敏系数均配合； 

b) 坷；完全配合：动作时问配合，在保护范围的部分区域灵敏系数不配合； 

c) 完全不配合：动作时问及灵敏系数均不配合。 

电网需要配合的两级继电保护一般应该是完全配合，如灵敏性和选择性不能兼顾，在整定计算时应 

保证规定的灵敏系数要求，南此可能导致两级保护的不完全配合，两级保护之间的选择性由前级保护的 

可靠动作来保证 此时，如前级保护因故拒动，允许后级保护失去选择性 

4_3_2 遇如下情况，允许适当牺牲部分选择性： 

a) 接入供电变压器的终端线路，无论是一台或多台变压器并列运行 (包括多处T接供电变压器或 

供电线路)，都允许线路侧的速动段保护按躲开变压器其他母线故障整定 需要时，线路速动 

段保护可经一短时限动作 

b) 对串联供电线路，如果按逐级配合的原则将过份延长电源侧保护的动作时间，则可将容量较小 

的某些中 变电所按T接变电所或不配合点处理，以减少配合的级数，缩短动作时间。 

c) 烈回线内部保护的配合，可按双回线主保护 (例如纵联保护)动作，或双回线中一回线故障时 

两侧零序电流 (或相电流速断)保护纵续动作的条件考虑，确有困难时，允许双回线中一回线 

故障时，两回线的延时保护段间有不配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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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构成环网运行的线路中，允许设置预定的一个解列点或一回解列线路 

4．3．3 变压器电源侧过电流最末一段保护的整定，原则上主要考虑为保护变压器安全的最后一级跳闸保 

护，同时兼作其他侧母线及出线故障的后备保护，其动作时问及灵敏系数视情况可不作为一级保护参与 

选择配合，但动作时间必须大于所有配出线后备保护的动作时间 (包括变压器过流保护范围可能伸入的 

相邻和相隔线路)。 

4．3 4 线路保护范围伸出相邻变压器其他侧母线时，可按下列顺序优先的方式考虑保护动作时间的配 

合： 

a) 与变压器同电压侧的后备保护的动作时间配合； 

b) 与变压器其他侧后备保护跳该侧总路断路器动作时间配合； 

c) 与其他侧出线后各保护段的动作时间配合； 

d) 与其他侧出线保全线有规程规定的灵敏系数的保护段动作时问配合： 

e) 如其他侧的母线装有母线保护、线路装有纵联保护，需要时。也可以与其他侧的母线保护和线 

路纵联保护配合。 

4．4 继电保护的灵敏性 

4．4．1 电力设备电源侧的继电保护整定值应对本设备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对远后备方式，继电保护 

最末⋯段整定值还应对相邻设备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 

4．4．2 对于无法得到远后备保护的电力设备 应酌情采取相应措旌，防止同时失去主保护和后备保护。 

4．4．3 对于 11OkV 电网线路，考虑到在可能的高电阻接地故障情况下的动作灵敏系数要求，其最末一 

段零序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一般不应大于300A(一次值)，此时，允许线路两侧零序保护相继动作切除 

故障 

4．4．4 在同一套保护装置中闭锁、启动和方向判别等辅助元件的灵敏系数应不低于所控的保护测量元件 

的灵敏系数 

4．5 继电保护的速动性 

4．5．1 地区电网应满足主阿提出的整定时间要求，下一级电压电网应满足上一级电压电网提出的整定时 

间要求，供电变压器过电流保护时间应满足变压器绕组热稳定要求，必要时，为保证设备和主网安全、 

保重要用户供电，应在地区电网或下一级电压电网适当的地方设置不配合点。 

4．5．2 对于造成发电厂厂用母线或重要用户母线电压低于额定电压 60％的故障，应快速切除。 

4．5．3 临近供电变压器的供电线路，设计单位应充分考虑线路出口短路的热稳定要求。如线路导线截面 

过小，不允许延时切除故障时，应快速切除故障。 

对于多级串供的单电源线路，由于逐级配合的原因，临近供电变压器的线路后备保护动作时间较长， 

如不能满足线路热稳定要求，宜设置短延时的限时速断保护。 - 

4．5．4 手动合闸或重合闸重合于故障线路，应有速动保护快速切除故障。 

4．5．5 采用高精度时问继电器，以缩短动作时间级差 综合考虑断路器跳闸断开时间，整套保护动作返 

回时间，时阃继电器的动作误差等因素，在条件具备的地方，保护的配合可以采用0．3s的时间级差。 

4．6 按下列原则考虑距离保护振荡闭锁装置的运行整定： 

4．6．1 35kV及以下线路距离保护一般不考虑系统振荡误动问题。 

4．6．2 下列情况的66kV 110kV线路距离保护不应经振荡闭锁； 

a) 单侧电源线路的距离保护 

b) 动作时间不小于0．5s的距离I段、不小于 1．0s的距离Ⅱ段和不小于 1．5s的距离Ⅲ段。 

注：系统最长振荡周期按 1．5s考虑 

4．6．3 有振荡误动可能的66kV~1 lOkV线路距离保护装置一般应经振荡闭锁控制 

4．6．4 有振荡误动可能的66kV l10kV线路的相电流速断定值应可靠躲过线路振荡电流。 

4．6．5 在单相接地故障转换为三相故障，或在系统振荡过程中发生不接地的相间故障时，可适当降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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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装置快速性的要求，但必须保证可靠切除放障。 

4．7 ll0kV及以下电网均采用三相重合闸，重合闸其他条件的选定，应根据电网结构、系统稳定要求、 

发输电设备的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地考虑 

4．7．1 单侧电源线路选用一般重合闸方式 如保护采用前加速方式，为补救相邻线路速动段保护的无选 

择性动作，则宜选用顺序重合闸方式。 

4．7．2 双侧电源线路选用～侧检无压，另一侧检同步重合闸方式，也可酌情选用下列重合闸方式 

a) 带地区电源的主网终端线路，宜选用解列重合闸方式，终端线路发生故障，在地区电源解列(或 

跳 闸联切)后，主网侧检无压重合 

b) 双侧电源单回线路也可选用解列重合闸方式。 

4．7．3 电缆线路的重合闸 

a) 全线敷设电缆的线路，由于电缆故障多为永久性故障，不宜采用自动重合闸 

b) 部分敷设电缆的终端负荷线路，宜以备用电源自投的方式提高供电可靠性，视具体情况，也可 

以采用 自动重合闸 

c) 含有少部分电缆、以架空线路为主的联络线路，当供电可靠性需要时，可以采用重合闸。 

d) 部分敷设电缆的线路，宜酌情采用以下有条件重合闸： 

1) 单相故障重合、相间故障不重合。 

2) 判别故障不在电缆线路上才重合。 

4．8 配合 自动重合闸的继电保护整定应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4．8．1 自动重合闸过程中，必须保证重合于故障时快速跳闸，重合闸不应超过预定次数，相邻线路的继 

电保护应保证有选择性 

4．8．2 零序电流保护的速断段和后加速段，在恢复系统时，如果整定值躲不开合闸三相不同步引起的零 

序电流，则应在重合闸后延时 0．1 s动作。 

4．8．3 自动重台闸过程中，相邻线路发生故障 允许本线路后加速保护无选择性跳闸。 

4．9 对 l10kV线路纵联保护运行有如下要求： 

4．g．1 在旁路断路器代线路断路器运行时，应能保留纵联保护继续运行。 

4．9．2 在本线路纵联保护退出运行时，如有必要，可加速线路两侧的保全线有规程规定的灵敏系数段， 

此时，加速段保护可能无选择性动作。应各案说明。 

4．10 只有两回线路的变电所，当本所变压器全部退出运行时，两回线路可视为一回线 ，允许变电所两 

回线路电源侧的保护切除两回线路中任 一回线的故障。 

4．11 对于负荷电流与线路末端短路电流数值接近的供电线路，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按躲负荷电流整 

定，但在灵敏系数不够的地方应装设负荷开关或有效的熔断器 

需要时，也可以采用距离保护装置代替过电流保护装置。 

4．12 在电力设备由一种运行方式转为另一种运行方式的操作过程中，被操作的有关设备均应在保护范 

围内，允许部分保护装置在操作过程中失去选择性。 

4．13 在保护装置上进行试验时，除了必须停用该保护装置外，还应断开保护装置启动其他系统保护装 

置和安全 自动装置的相关回路。 

4．14 除母线保护外 ，不宜采用专门措施闭锁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引起的保护装置可能的误动作。 

5 缝电保护对电网接线和调度运行的配合要求 

5．1 合理的电网结构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继电保护装置能否发挥积极作用，与电网结构 

及电力设备的布置是否合理有密切关系，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考虑，全面安排。对严重影 

响继电保护装置保护性能的电网结构和电力设备的布置、厂站主接线等，应限制使用，下列问题应综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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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宜采用环网布置，开环运行的方式。 

5．1．2 宜采用双回线布置，单回线一变压器组运行的终端供电方式。 

5．1．3 向多处供电的单电源终端线路，宣采用 T接的方式接入供电变压器。 

以上 种方式均以自动重合闸和备用电源自动投入来增加供电的可靠性 

5．1．4 不宜在电厂向电网送电的主干线上接入分支线或支接变压器。 

5．1．5 尽量避免短线路成串成环的接线方式 

5．2 继电保护能否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调度运行方式的安排密切相关。在安排运行方式时，下 

列问题应综合考虑： 

5．2．1 注意保持电网中各变电所变压器的接地方式相对稳定。 

5．2．2 避免在同一厂、所母线上同时断开所连接的两个及以上运行设备 (线路、变压器)，当两个厂、 

所母线之间的电气距离很近时，也要避免同时断开两个及以上运行设备。 

5．2．3 在电网的某些点上以及与主网相连的有电源的地区电网中，应设置合适的解列点，以便采取有效 

的解列措旖，确保主网的安全和地区电网重要用户供电 

5．2．4 避免采用多级串供的终端运行方式。 

5．2．5 避免采用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磁环网运行方式。 

5．2_6 不允许平行双回线上的双T接变压器并列运行 

5．3 因部分继电保护装置检验或故障停运导致继电保护性能降低，影响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时，应采取 

下列措施： 

5．3．1 酌情停运部分电力设备．或改变电网运行接线、调整运行潮流，使运行中的继电保护动作性能满 

足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 

5．3．2 临时更改继电保护整定值，在不能兼顾选择性、灵敏性、速动性要求时，按第 3．2条进行合理的 

取舍 ’ 

5．4 重要枢纽变电所的l10kV母线差动保护因故退出危及系统稳定运行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5．4．1 尽可能缩短母线差动保护的停用时间。 

5．4．2 不安排母线及连接设备的检修，尽可能避免在母线上进行操作，减少母线故障的几率 

5．4．3 应考虑当母线发生故障时，由后备保护延时切除故障，不会导致电网失去稳定；否则应改变母线 

接线方式、调整运行潮流。必要时，可由其他保护带短时限跳开母联或分段断路器，或酌情按稳定计算 

提出的要求加速后备保护，此时，如被加速的后备保护可能无选择性跳闸，应备案说明。 

5．5 对于特殊运行方式，在不能兼顾选择性、灵敏性、速动性要求时，应按 3．2条的原则处理。 

5．6 对于正常设置全线速动保护的线路，因检修或其他原因全线速动保护退出运行时，应根据电阿要 

求采取调整运行方式或调整线路后备保护动作时间的办法，保证电网安全。 

6 继电保护整定的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整定计算所需的发电机、调相机、变压器、架空线路、电缆线路、并联电抗器、串联补偿电容器 

的阻抗参数均应采用换算到额定频率的数值 下列参数应使用实测值： 

a)三相三柱式变压器的零序阻抗； 

b) 66kV及以上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的阻抗； 

c) 平行线之间的零序互感阻抗； 

d) 其他对继电保护影响较大的有关参数 

6．1．2 以下的假设条件对一般短路电流计算是许可的： 

a) 忽略发电机、调相机、变压器、ll0kV架空线路和电缆线路等阻抗参数的电阻部分，66kV及以 

下的架空线路和电缆，当电阻与电抗之比PJX>0．3时，宜采用阻抗值 ,／R +x ，并假定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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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电机的负序电抗等于正序电抗，即凰---X1 

b) 发 电机及调相机的正序电抗町采用 t----0时的纵轴次暂态电抗 x 的饱和值。 

c) 发电机电动势可以假定均等于 1(标么值)且相位一致，只有在计算线路全相振荡电流时，才 

考虑线路两侧发电机综合电动势有一定的相角差。 

d) 不考虑短路电流的衰减。对利用机端电压励磁的发电机出口附近的故障，应从动作时间上满足 

保护可靠动作的要求。 

e) 各级电压可以采用标称电压值或平均电压值，而不考虑变压器分接头实际位置的变动。 

f) 不计线路电容电流和负荷电流的影响。 

g) 不计故障点的相问电阻和接地电阻 

h) 不计短路暂态电流中的非周期分量 

对有针对性的专题分析和对某些装置特殊需要的计算时，可以根据需要采用某些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参数和数据。 

6．1．3 合理地选择运行方式是改善保护效果，充分发挥保护效能的关键之一。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应以常 

见运行方式为依据 所谓常见运行方式，是指正常运行方式和被保护设备相邻近的部分线路和元件检修 

的正常检修方式，视具体情况，检修的线路和元件数量不宜超过该接点线路和元件总数的 1／2。 

对特殊运行方式，可以按专用的运行规程或依据当时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6．1．3．1 同杆并架的双回线，应考虑双回线同时检修或 时跳开的情况 

6．1．3．2 发电厂有两台机组时，一般考虑一台机组停运的方式，两台机组同时停运的方式，按特殊情况 

处理；有3台及以上机组时，一般应考虑其中两台容量较太的机组同时停运的方式，机组全部同时停运 

的方式，按特殊情况处理。 

6．1．3．3 区域电网L}J，相邻的几个电厂全停时，应作为按特殊情况处理。 

6．1．3．4 应以调度运行方式部门提供的系统运行方式书面资料为整定计算的依据。 

6．1．3．5 110kV电网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运行方式应尽量保持变电所零序阻抗基本不变。遇到使变电所零 

序阻抗有较大变化的特殊运行方式时，应根据运行规程规定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处理 

a) 发电厂只有一台主变压器，则变压器中性点宜直接接地运行，当变压器检修时，按特殊情况处 

理 。 

b) 发电厂有接于母线的两台主变压器，则宜保持一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如由于菜些原 

因，正常运行时必须两台变压器中性点均直接接地运行，则当一台主变压器检修时，按特殊情 

况处理 

c) 发电厂有接于母线的 3台及以上主变压器，则宜两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并把它们分 

别接于不同的母线上，当不能保持不同母线上各有一个接地点时 ，按特殊情况处理。 

视具体情况，正常运行时也可以一台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运行，当变压器全部检修时，按特 

殊情况处理。 

d) 变电所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方式应尽量保持地区电网零序阻抗基本不变，同时变压器中性点直 

接接地点也不宜过分集中，以防止事故时直接接地的变压器跳闸后引起其余变压器零序过电压 

保护动作跳闸 

e) 自耦变压器和绝缘有要求的变压器中性点必须直接接地运行，无地区电源的单回线供电的终端 

变压器中性点不宜直接接地运行。 

f) 当某一短线路检修停运时，为改善保护配合关系，如有可能，可以用增加中性点接地变压器台 

数的办法来抵消线路停运时对零序电流分配的影响。 

6．1．4 有配合关系的 同动作原理的保护定值，允许酌情按简化方法进行配合整定。 

6．1．5 计算保护定值时，一般只考虑常见运行方式下，一回线或一个元件发生金属性简单故障的情况。 

6．1．6 保护灵敏系数允许按常见运行方式下的单一不利故障类型进行校验。线路保护的灵敏系数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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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原理上需靠纵续动作的保护外，必须保证在对侧断路器跳闸前和跳闸后，均能满足规定的灵敏系 

数要求 

在复杂电网中．当相邻元件故障而其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允许按其他有足够灵敏系数的支路相继 

跳闸后的接线方式，来校验本保护作为相邻元件后备保护的灵敏系数 

6．1．7 为了提高保护动作的可靠性，单侧电源线路的相电流保护不应经方向元件控制 

双侧电源线路的相电流和零序电流保护，如经核算在可能出现的不利运行方式和不利故障类型下， 

均能与背侧线路保护配合，也可不经方向元件控制；在复杂电阿中，为简化整定配合，相电流和零序电 

流保护宜经方向元件控制。为不影响相电流和零序电流保护的动作性能，方向元件要有足够的灵敏系数， 

且不能有动作电压死区 

6．1．8 躲区外故障、躲振荡、躲负荷、躲小平衡电压等整定，或与有关保护的配合整定，都应考虑必要 

的可靠系数。对于两种不同动作原理保护的配合或有互感影响时，应选取较大的可靠系数。 

6．2 继电保护装置整定的具体规定 

6．2．1 ll01kV线路零序电流保护 

6．2．1．1 单侧电源线路的零序电流保护一般为三段式，终端线路也可以采用两段式。 

a) 零序电流 I段定值按躲本线路末端接地故障摄大零序电流 (31o)整定．线路附近有其他零序互 

感较大的平行线路时，参照6．2．1．4整定 如本线路接地距离I段投入运行，则零序电流I段直 

退出运行 

b) 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IJ段电流定值，应按保本线路末端接地故障时有不小于 6．2．1．10规定的 

灵敏系数整定，还应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或Ⅱ段配合，动作时间按配合关系整定。 

c) 三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ⅡI段作本线路经电阻接地故障和相邻元件接地故障的后备保护，其电 

流一次定值不应大于 300A，在躲过本线路末端变压器其他各侧三相短路最大不平衡电流的前 

提下，力争满足相邻线路末端故障时有6．2．1．1l规定的灵敏系数要求；校核与相邻线路零序电 

流 II段或 III段的配合情况，动作时间按配合关系整定。 

d) 终端线路的零序电流 I段保护范围允许伸入线路末端供电变压器 (或 T接供电变压器)，变压 

器故障时线路保护的无选择性动作由重合闸来补救 

终端线路的零序电流撮末一段作本线路经电阻接地故障和线路末端变压器故障的后各保 

护，其电流定值应躲过线路末端变压器其他各侧三相短路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应大于 300A 

(一次值) 

e) 采用前加速方式的零序电流保护各段定值可以不与相邻线路保护配合，其定值根据需要整定， 

线路保护的无选择性动作由顺序重合闸来补救。 

6．2．1．2 取侧电源复杂电网的线路零序电流保护一般为四段式或三段式保护，在使用了阶段式接地距离 

保护的复杂电网，零序电流保护宜适当简化。 

6．2．1．3 双侧电源复杂电网的线路零序电流保护各段一般应遵循下述原则： 

a) 零序电流 I段作为速动段保护使用，如本线路接地距离I段投入运行，则零序电流 I段宜退出 

运行。 

b) 三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Ⅱ段 (四段式保护的Ⅱ段或 Ⅲ 段)，应能有选择性切除本线路范围的 

金属性接地故障，其动作时间应尽量缩短 

c) 考虑到在可能的高电阻接地故障情况下的动作灵敏系数要求，零序电流保护晟末一段的电流定 

值不应大于 300A (⋯次值)。 

d) 零序电流保护的整定公式见表 1 对未经方向元件控制的零序电流保护，还应考虑与背侧线路 

零序电流保护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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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10kV线路零序电流保护整定表 

电 流 定 值 动 作 时 问 

名称 符号 说 明 
公 式 正 常 重合闸后 说 明 

参量台义 取值范围 

动作值躲不过 

断路器合闸三相 

零序电 J 为区外 不同步最大三倍 
流I段 IDzi≥ 故障最大零序 KK≥ l3～l，5 t~-0s 零序电流时，重 

电流 合 闸 过 程 中 带 

O．1s延时或退出 

运行 

1．与相邻线路零序 

I段配合： ， 为相邻 

loz．≥ ，rOZl； 线路零序 I段 
2，与相邻线路零序 动作值

； 

零序电 Ⅱ段配合： ≥I．1 ≥ 后加速带 0
．h frⅡ为相邻线路零 Ⅱ 流 II段 ／on IIyzn~KrKFItIyZⅡ； ， 皿 为相邻 Kt

K=I．1 ≥ n+At 
3，校 核 变 压 器 线路零序 Ⅱ段 延时 段动作时间 

22okV (或 330kV)侧 动作值； ～1．3 ≥ 

接地故障流过线路的 为最大分 

3 ： 
支系数 

IDzn~K K3 

1．与相邻线路零序 

Ⅱ段配合： tDZⅡ为相邻 f 为相邻线路零序Ⅱ 

Ir,zⅢ≥ J Dz 线路零序 II段 段动作时间； 

零序 2．与相邻线路零序 动作值； t Ⅲ为相邻线路零序 
电流 IoⅢ UI段配合： 1'Dzm为相邻 fⅢ≥f仙  后加速带 0

．1s Ⅲ 段动作时间； 
zⅢ≥ 』t1),ZⅢ： 线路零序m段 取 ≥1．1 Fm≥t'm+At 延时 f 为线路末端变压 

Ⅲ 段 ≥f 3
． 校 桉 变 压 器 动作值； 器 22~kV (或3加kv) 

220kv (或 330kV)侧 为最大分 侧出线接地保护 Ⅱ殷最 

接地故障流过线路 的 支系数 长动作时间 

3，0 

1，与相邻线路零 序 

Ⅲ 段配台 ： IIozrn 为 相 trllI为相邻 线路零序 

IDziv≥如 f DZⅢ 邻 线 路 零 序 Ⅲ 段动作时间； 

2．与相邻线路零序 III段动作值 f Ⅳ为相邻线路零序 
零序电 IV段配合 ， DzⅣ为相邻 ≥f m+At l 
流 IV段 toIV ≥1．1 ≥t'w+At 后加速带 0．1s Ⅳ 段动作时间： 

，DzⅣ≥KK J JDZIv 线路零序 Ⅳ 延时 f 为线路末端变压 
3．校 核 变 压 器 段动作值； tw~t"a+At 器 220kV(或 33I)kv) 

220kV(或 330kV)侧 为最大分 佣出线接地保护Ⅱ段最 

接地故障流过线路的 支系数 长动作时间 
3Io 

6．2．1．4 零序电流 I段： 

a) 零序电流I段电流定值按躲区外故障最大零序电流 (13 )整定，在无互感的线路上，零序电流 

I段的区外最严重故障点选择在本线路对侧母线或两侧母线上。当线路附近有其他零序互感较 

大的平行线路时，故障点有时应选择在该平行线路的某处。例如：平行双回线，故障点有时应 

选择在双回线之一的断路器断开情况下的断口处，见图1 a)：不同电压等级的平行线路，其故 

障点有时可能选择在不同电压等级的平行线上的某处，见图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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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行双回线：b)不同电压等级的平行双回线 

图1 零序电流I段故障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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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计算区外故障最大零序电流时，一般应对各种常见运行方式及不同故障类型进行比较，取其 

晟大值。 

如果所选择的停运检修线路是与本线路有零序互感的平行线路，则应考虑检修线路在两端接地 

的情况。 

c) 由于在计算零序故障电流时没有计及可能出现的直流分量，因此，零序电流I段定值按躲开区 

外故障最大零序电流 (3 )整定时，可靠系数不应小于 1．3，宜取1．3～1．5。 

6．2．1．5 零序电流 Ⅱ段： 

a) 三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Ⅱ段电流定值应按保本线路末端故障时有不小于6．2．1．10规定的灵敏系 

数整定，还应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或 Ⅱ段配合，保护范围一般不应伸出线路末端变压器 

220kV (或 330kV)电压侧母线，动作时问按配合关系整定。 

b) 四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Ⅱ段电流定值按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配合整定，相邻线路全线速动 

保护能长期投入运行时，也可以与全线速动保护配合整定，电流定值的灵敏系数不作规定 

C) 如零序电流II段被配合的相邻线路是与本线路有较大零序互感的平行线路，则应考虑该相邻线 

路故障，在～侧断路器先断开时的保护配合关系。 

当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配合时： 。 

如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能相继动作保护全线路，则本线路零序电流Ⅱ段定值计算应选用故障点在 

相邻线路断路器断口处的分支系数 值，按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配合整定 

如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不能相继动作保护全线路，则按下述规定整定： 

如果当相邻线路上的故障点逐渐移近断路器断口处，流过本保护的 3k逐渐减少，见图2 a)，则本 

线路零序电流Ⅱ段定值按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配合整定 

如果当故障点移近断路器断口处，流过本保护的 3，0下降后又逐渐回升，并大于相邻线路第 1段末 

端故障流过本保护的3So，但不超过本线路末端故障流过本保护的3g时，则本线路零序电流Ⅱ段定值应 

按躲断路器断口处故障整定，见图2 b)。 

同上情况，但在断路器断口处故障流过本保护的3，0大于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流过本保护的31o时，见 

图2 c)，本线路零序电流Ⅱ段无法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配合，只能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Ⅱ段配合， 

此时，允许双回线内部零序电流 Ⅱ段有不配合的情况。 

零序电流Ⅱ段的电流定值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Ⅱ段配合时，故障点一般可选在相邻线路末端。 

6．2．1．6 零序电流Ⅲ 段： 

a) 三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Ⅲ 段作本线路经电阻接地故障和相邻元件故障的后备保护，其电流定 

值不应大于300A(一次值)，在躲过本线路末端变压器其他各侧三相短路最大不平衡电流的前 

提下，力争满足相邻线路末端故障时有6．2．1．11规定的灵敏系数要求。校核与相邻线路零序电 

流 Ⅱ段、IIJ段或 IV段的配合情况，并校核保护范围是否伸出线路末端变压器 220kV或(33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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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侧母线，动作时间按配合关系整定 

b) 四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Ⅲ 段按下述方法整定： 

如零序电流II段对本线路末端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则零序电流Ⅲ 段定值取与零序电流 Ⅱ段相 

同定值。 

如零序电流 Ⅱ段对本线路末端故障达不到 6．2．1．10规定的灵敏系数要求，则零序电流 ⅡI段按三段 

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I1段的方法整定。 

6．2．1．7 零序电流 Ⅳ 段： 

四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IV段按 段式保护的零序电流 Ⅲ 段的方法整定 

6．2．1．8 零序电流保护最末一段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保护配合整定有困难或动作时间过长时，如有必 

要，可设置适当的不配合点。 ． 

^ 

}I } ———__= _1 

l 

＼ 
h 

晴 吐 

‘ 

＼ ～
一

— —
／  

矗 

吐 

c】 

，B一本线路末端短路故障时流进本线路的31o,k—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保护范围末端故障时流过奉线路 

的3，0；， 断路器断口处故障时流过本线路的3 

图2 平行互感线路零序电流保护之间的配合计算 

6．2．1．g 分支系数 的选择，要通过常见各种运行方式的比较，选取其最大值。 

在复杂的环网中，分支系数的大小与故障点的位置有关，在考虑与相邻零序电流保护配合时，按理 

应选用故障点在被配台段保护范围末端的 值，但为了简化计算，也可选用故障点在相邻线路末端的 

可能偏高的 值 

6．2．1．10 保全线有灵敏系数的零序电流定值对本线路末端金属性接地故障的灵敏系数应满足如下要 

求： 

a) 20kin 以 F线路，不小于 1．5： 

b) 20km~50km的线路，不小于 1．4； 

C) 50km 以__卜线路，不小于 l3。 

6．2．1．11 零序电流最末一段电流定值，对相邻线路末端金属性接地故障的灵敏系数力争不小于 1．2，确 

有困难时，可按相继动作校核灵敏系数。 

6．2．1．12 零序电流保护与接地距离保护配合时，可先找出接地距离的最小保护范围，与之配合的零序 

电流保护按躲开此处接地故障整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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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3 三三相重合闸后加速一般应加速对线路末端故障有足够灵敏系数的零序电流保护段，如果躲不 

开后一侧合闸时，因断路器l一相不同步产生的零序电流，则两侧的后加速保护在整个重合闸周期中均应 

带 0．1s延时。 

6．2．1．14 当110kV线路零序电流保护范围伸出线路相邻变压器220kV或 (330kv)电压等级母线时， 

如配合有困难，110kV线路零序电流保护定值可以不与220kV或 (330kV)电压等级的变压器零序电流 

保护配合，但应与该侧出线接地距离或零序电流保全线有灵敏系数的保护段配合。必要时．也可以与 

220kV或 (330kV)电压等级母线和线路的速动段保护配合。 

6．2．1．15 当 110kV 电网线路配置阶段式相问和接地距离保护时，允许仅保留切除经电阻接地故障的一 

段零序电流保护 

6．2．2 接地距离保护 

以下的原则和公式都是对架空线路、按金属性故障的阻抗灵敏角整定的，对于采用距离保护的电缆 

线路，正序和零序阻抗角都会有较大的偏差，应按实测参数整定。 

6．2_2-1 接地距离保护为三段式 

6．2．2．2 接地距离I段定值按可靠躲过本线路末端接地故障整定。 

6．2．2．3 接地距离 II段定值按本线路末端发生金属性故障有足够灵敏度整定，并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I 

段配合 著无法满足配合关系，按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Ⅱ段配合整定。 

6．2．2．4 接地距离Ⅱ段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I段配合时。准确的计算公式应该是： 

a) 按单相接地故障或两相短路接地故障： 

zⅨⅢ： Z1+ z + 堕 2 丑 (1) 
J 十 A jJ0 

或者将等式右侧第二项中的Kz1(正序助增系数)改用 Kzo(零序助增系数)，等式可写成如下形式： 

b) 按单相接地故障： 

z衄 = Z1+ z + (砭1一 _劲)̂ 十3( -K)Km1 

+K31o。 
乏丑 (2) 

c) 按两相短路接地故障： 

Z衄 = Zj zi-i-KI{ z (3) 

式中； 

Kz1、Kzo——正序和零序助增系数； 
、 — — 本线路和相邻线路零序补偿系数； 

Z1——本线路正序阻抗； 

z 删 ——相邻线路接地距离I段阻抗定值； 

，1、，0——流过本线路的正序和零序电流； 
— — 流过本线路的故障相电流； 

— — 可靠系数。 

假定 ，当 Kzo大于 岛 1时，可略去式 (1)中的最后一项； 

式 (3)中的最后一项，结果可以归纳为如下等式： 

ZD皿：KI{z1+KK 丑 

当如 l太于 时，可略去式 (2)、 

(4) 

式中： 

_～ ＆l和 Kzo两者中的较小值 

6．2_2l 5 接地距离 Ⅱ段保护范围一般不宜超过相邻变压器的其他侧母线，如 Ⅱ段保护范围超过相邻变 

压器的其他侧母线时，动作时限按配合关系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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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定值按躲变压器小电流接地系统侧母线三相短路整定： 

z ≤ z1+ (5) 

式中： 

Z1——线路正序阻抗； 
Kz1——正序助增系数； 

— —

变压器并联正序等值阻抗 

阻抗定值按躲变压器其他侧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母线接地故障整定 (按单相接地故障或两相 

接地故障)： 

z唧 等 ㈤ 
式中： 

、 、 矾和 、 变压器其他侧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母线单相或两相接地故障时． 

在接地距离保护安装处所测得的各相序电压和各相序电流 

z呵 ≤KKZj+kKzz； (简化公式)(7) 

式L}J： 

z1——线路正序阻抗； 

如 ——助增系数，取 1和 Kzo两者中的较小值： 

Z 厂 变压器并联正序等值阻抗 

考虑到对 1 10kV线路而言，相邻变压器高压侧 (如 220kV侧)可能为变压器其他中性点接地侧， 

而变压器 110kV侧等值阻抗约等于零，所以，可以近似认为，在变压器高压侧 (如 220kV侧)母线接 

地故障时，1 10kV侧的正序、零序助增点基本一致，可以近似计算： 

Kzo=lJlo,， l=，12／／ll 【8) 

式中； 

、 J12——并联变压器高压侧 (如220kV侧)零序电流标么值和正序电流标幺值； 

，01、，l1——110kV侧故障线路的零序电流标么值和正序电流标幺值。 

简化计算时可以取Kz=1。 

6．2．2．6 当相邻线路兀接地距离保护时，接地距离 Ⅱ段可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配合，为了简化计算， 

可以只考虑相邻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情况，两相短路接地故障靠相邻线路相问距离 I段动作来保证选择性。 

如无法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配合，则与零序电流 Ⅱ段配合。 

由于保护动作原理不一致，接地距离保护与零序电流保护配合关系比较复杂，但为了简化计算和满 

足选择性要求，可用以下简化计算公式： 

ZDzn<~KKZI+KKKz‰  (9) 

式中： 

凤 ——可靠系数； 
— — 相邻线路零序电流I段或Ⅱ段最小保护范围末端故障时对应的正序、零序最小助增系数： 

Z1——本线路正序阻抗； 
— — 相邻线路零序电流 I段 (或 17段)最小保护范围所对应的线路正序阻抗值。 

与零序电流Ⅱ段保护配合时，也可以使用更简化的公式： 

Z 皿≤KKZI+KXKLM 

式中： 

lM——零序电流 Ⅱ段最小灵敏系数； 
— —

相邻线路全长的正序阻抗。 

6．2．2．7 接地距离保护中应有对本线路末端故障有灵敏度的延时段保护，其灵敏系数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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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km 以下线路，不小于 1．5： 

b) 20km~50krn的线路，不小于 1．4： 

c) 50km以上线路，不小于 1．3。 

6．2．2．8 零序电流补偿系数 应按线路实测的正序阻抗 z1和零序阻抗 计算获得， ( 一zI)，3z】。 

实用值宜小于或接近计算值。 

6．2．2．9 圆特性的接地距离Ⅲ 段，阻抗定值按与相邻线路的接地距离II段或Ⅲ 段配合，并力争对相邻 

元件有远后各整定，负荷电阻线按可靠躲过本线路的事故过负荷最小阻抗整定。 

6．2．2．10 四边形特性的接地距离 Ⅲ 段，阻抗定值按与相邻线路的接地距离Ⅱ段或 Ⅲ 段配合，并力争 

对相邻元件有远后备整定，电阻定值按可靠躲过本线路事故过负荷最小阻抗整定 

6．2．2_1 1 接地距离II】段的动作时间应按配合关系整定 

6．2．2．12 接地距离 Ⅲ 段阻抗定值，对相邻线路末端接地故障的灵敏系数应力争不小于 1．2，确有 困难 

时，可按相继动作校核灵敏系数。 

6．2．2．13 接地距离保护的整定计算见表2 

表 2 接地距离保护整定计算表 

阻 抗 定 值 

名称 符号 动作时间 说 明 
_  

公 式 说 明 

1．躲奉线路末端故障 z1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zD~ KKZ1 ≤n7 =0s 

接地 

距离 z叽 2
．

单回线送变压器终端方 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I段 式，送电侧保护伸入受端变压 K~--O+8—一0．85： 
器 置l盯≤O．7； ≥0s 

z 为相邻变压器并联等 
)z【≤ z】+ rZ 值正序阻抗 

Z1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z 1为相邻线路接地距 
1．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 I段 离1段动作阻抗； r ，为相邻线路接 

配音 耽 为助增系数，选用正序 ≥r 地距离 l段动作时 

7-vzu≤ 函娟  rDzl 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 间； 

两者中的较小值； 为时间级差 

KK_--O．7～0．8 

2．按本线路末端接地故障有 
接地 足够灵敏度整定 zl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动作时间按配 

距离 2 lzl】≤J【 I 1．3～l_5 合关系整定 

II殷 
Z．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z 加 为相邻线路接地距 

3．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Ⅱ段 离 Ⅱ段动作阻抗； 

配合 KK--0 7～D．8： Ⅱ为相邻线路接 

ZDzⅡ≤ zl+̂ tDZⅡ 为助增系数，选用正序 地距离 Ⅱ段或零序 
4．与相邻线路零序电流Ⅱ段 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 fII≥， n+A／ 电流Ⅱ段动作时间

； 

保护配合 两者中的较小值； 为时间级差 

7．zⅡ≤最 z1+ 曷 Z 1 KLM为零序电流ti段在不 

利运行方式的灵敏系数： 

z l为相邻线路的正序阻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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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阻 抗 定 值 

名称 符号 动作时间 说 明 

公 式 说 明 

z T为相邻变压嚣并联正 

序等值阻抗； 

接地 5 校桉与变压器其他侧母线 如 为助增系数，选用正序 

距离 故障的配合 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 动作时间接配 

两者中的较小值，对于变压 合关系整定 II段 zlD
z u≤KKZ】+KKKzZ'T 器其他 中性点接地侧

， 简化 

计算时也可取 如 一1 

KK--O．7～ 0 8 

Z 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Z rD皿 为相邻线路接地距 

1．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Ⅱ段 离 Ⅱ段动作阻抗： r Ⅱ为相邻线路接 

配合 KK=O．7～0．8： 】=f．】】+At 地距离 Ⅱ段动作时 

ZDzm<~凰z1幔  置 Ⅱ 如 为助增系数，选用正序 问 

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 

两者中的较小者 

接地 z 为本线路正序阻抗： 

距离 Ⅲ zlDzⅢ为相邻线路接地距 

III段 2．与相邻线路接地距离 Ⅲ 离Ⅲ 段动作阻抗； Ⅲ为相邻线路接 

段配合 KK---O．7～0．8： 】=r l】】+凸 地距离 Ⅲ 段动作时 

；DzⅢ≤垴 + 岛zlDz ul 如 为助增系数，选用正序 间 

助增系数与零序助增系数 
两者中较小者 

RDZnl为阻抗元件 的负荷 

3．躲负荷阻抗 电阻线， 为事故过负荷 动作时问按配 

负荷电阻线 咖 ≤ H 阻抗； 合关系整定 
≤0．7 

注 ：方向阻抗继电器整定的屉大灵敏角，一般等于被保护元件的正序阻抗角 

6．2．3 相间距离保护 

以下的原则和公式都是对架空线路、按金属性故障的阻抗灵敏角整定的，对于采用距离保护的电缆 

线路，正序和零序阻抗角都会有较大的偏差，应按实测参数整定。 

6．2．3．1 相间距离保护一般为三段式。一些相间距离保护在三段式的基础上还设有不经振荡闭锁的相间 

距离 I段和距离 II段保护。 

6．2．3．2 启动元件的定值应保证在本线路末端和保护动作区末端非对称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并保 

证在本线路末端发生三相短路时能可靠起动，其灵敏系数具体取值如下： 

a) 负序电流分量启动元件在本线路末端金属性两相短路故障时，灵敏系数大于4。 

b) 单独的零序或负序电流分量启动元件在本线路末端金属性单相和两相接地故障时，灵敏系数大 

于 4 

c) 负序电流分量启动元件在距离Ⅲ 段动作区末端金属性两相短路故障时，灵敏系数大于2。 

d) 单独的零序或负序电流分量启动元件在距离 Ⅲ 段动作区末端金属性单相和两相接地故障时， 

灵敏系数大于2 

C) 相电流突变量启动元件在本线路末端各类金属性短路故障时，灵敏系数大于4，在距离m 段动 

作区末端各类金属性故障时，灵敏系数大于 2。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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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相间距离 I段阻抗定值，按可靠躲过本线路末端相问故障整定。超短线路的 I段阻抗，宜退出 

运行。 

6．2．3．4 相间距离II段阻抗定值，按保本线路末端相间故障有不小于规定的灵敏系数整定，并与相邻线 

路相间距离 I段或 Ⅱ段配合，动作时间按配合关系整定 

6．2．3．5 相间距离 Ⅱ段阻抗定值对本线路末端相间金属性故障的灵敏系数应满足如下要求： 

a) 20km 以下的线路不小于 1．5； 

b) 20km~50km的线路不小于 1，4； 

c) 50km 以上的线路不小于 1．3 

6．2．3．6 圆特性的相间距离Ⅲ 段，阻抗定值按与相邻线路的相间距离 Ⅱ段或ⅡI段配合．并力争对相邻 

元件有远后备整定，负荷电阻线按可靠躲过本线路的事故过负荷晟小阻抗整定。 

6．2．3 7 四边形特性的相间距离 Ⅲ 段，阻抗定值按与相邻线路的相间距离 Ⅱ段或 IⅡ段配合，并力争对 

相邻元件有远后备整定，电阻定值按可靠躲过本线路事故过负荷最小阻抗整定。 

6．2．3．8 相间距离 Ⅲ 段的动作时问应按配合关系整定，对可能振荡的线路，还应大于振荡周期 

6．2．3．9 相问距离III段阻抗定值，对相邻线路末端相间故障的灵敏系数应力争不小于 1．2，确有困难时， 

可按相继动作校核灵敏系数 

6．2．3．10 上下级相间距离阻抗定值应按金属性短路故障进行配合整定，不计及故障电阻影响。 

6_2_3．1 1 相间距离保护的整定公式见表 3。 

表 3 相间距离保护整定表 

阻 抗 定 值 动 作 时 间 名称 符
号 

公 式 说 明 公 式 说 明 

1．按躲奉线末端故障整定 KK=0．8～0．85： 
tt=0s 

zI≤ Z1 z 为线路正序阻抗 

z 为线路正序阻抗： 
J段 Zf 2

+ 单同线终端变压器方式 为终端变压器并联 

伸入变压器内 等值正序阻抗； li=0s 

Ztrz1≤ z】+KKr~ KK=0．8～0．85 1 

KKT~0．7 

Z1为本线路正序 阻 

抗； 

1．躲相邻线路距离保护第 岛 为助增系数； 

1段 z 为相邻线路距离I ≥ 

唧 ≤ Z1+最 Kz 丑 段动作阻抗； 

．8～ O．85 

X'g≤0．8 

z】为本线路止序阻 

抗； 

2．躲变压器其他侧 母线 为相邻变压器并联 IJ段 Zi
l ≥ 7

．0zⅡ<~KzZ1嘶 岛 等值正序阻抗： 

局[=0．8～O．85{ 

Kxx≤07 

Z'i>ZlX为相邻线路距离 

Ⅱ段动作阻抗： 

3，躲相邻线路距离保护第 KK--'O．8～0．85： ，Ⅱ为相邻线路距 

Ⅱ段 鼹 ≤0．8； ≥fi 离 Ⅱ段动作时间 

ZDzn≤置cZ】+K[KzZ'iml Zo丑【公式右侧 z1、 

Z'Dzn和 可假定阻抗角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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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阻 抗 定 值 动 作 时 间 名称 符号 

公 式 说 明 公 式 说 明 

4．牟线故障有规定的灵敏 z1为本线路止序阻 

Ⅱ段 Z 系数 抗： 动作时间按配合关 
灵敏系数 KI~=I3～ 系整定 Z

Dzn=KLMZ1 l
+5 。 

Z1为奉线路正序阻 保护范围不伸 出相 
， 为相邻线路的 

1．躲相邻线路距离保护第 抗： 邻变 压器 其他侧 母 线 距离 Ⅱ段动作时间
； 

Ⅱ段 l皿为相邻线路距离 时， ≥ z心 ，保护 斥为本规程要求 

II段动作阻抗； 范围伸出相邻变压器 Z
lmm~KKZt十酸Kz z}珊 配合 的保护 动作时 局

【=0+8～0．85． 其 他 侧 母 线 时 ，ttf≥ 间 (e
r>tkz时) Kk≤0

．8 

2．躲相邻线路距离保护第 Z'Dzm为相邻线路距 离 

Ⅲ 段 Ⅲ 段动作阻抗： 为相邻线路距 
．̂x≤0．8～0．85； 抽≥ Ⅱ+ 离III段动作时问 

Ⅲ 段 Z_Ⅲ Z6
皿 ≤ 函 +KkKzZ'Dm Kk

~<0．8 

3．与相邻变压器过电流保 斤为相邻变压嚣 

护时间配合 ≥片+ 被配台保护的动作 

时间 

Rozau为阻 抗元件 的 

4．躲负荷阻抗 负荷电阻线，z硎为事故 

负荷电阻线 ≤墨 FII 过负荷阻抗； 
KK<0．7 

注 1．所给定的阻抗元件定值，包括幅值和相角两部分，都应是在额定频率下被保护线路的正序阻抗值，方向阻抗继 

电器整定的最大灵敏角，一般等于被保护元件的正序阻抗角 但对有特殊规定的距离Ⅲ 段阻抗定值例外 

注 2．表 3适用于接于相问电压与相电流之差的相间阻抗元件 

注 3．接线为其他方式的相间距离保护的整定计算可参照表 3。 

6．2．4 自动重合闸 

6．2．4．1 自动重合闸的动作时间： 

a) 单侧电源线路的三相重合闸时间除应大于故障点断电去游离时间外，还应大于断路器及操作机 

构复归原状准备好再次动作的时间 

b) 双侧电源线路的j相重合闸时间除了考虑单侧电源线路重合闸的因素外 还应考虑线路两侧保 

护装置以不同时间切除故障的可能性。 

重合闸整定时间应等于线路对侧有足够灵敏系数的延时段保护的动作时间，加上故障点足够断电去 

游离时间和裕度时间，再减去断路器合闸固有时间，即 

f === ”  (10) 

式中： 
— —

最小重合闸整定时间； 

fⅡ——对侧保护延时段动作时间： 
— — 断电时间，对三相重合闸不小于 0．3s； 

fx——断路器合闸固有时间{ 
— — 裕度时间。 

c) 对分支线路，在整定重合闸时间时，尚应考虑对侧和分支侧断路器相继跳闸的情况下，故障点 

仍有足够的断电去游离时问。 

d) 为提高线路重合成功率，可酌情延长重合闸动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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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电源线路的三相一次重合闸动作时间宜大于 0．5s；如采用二次重合闸。第二次重合闸动作 

时间不宜小于 5s 

多回线并列运行的双侧电源线路的三相一次重台闸，其无电压检定侧的动作时问不宜小于5s 

大型电厂出线的三相一次重合闸时问一般整定为 10s。 

6．2．4．2 如果分支侧变压器低压侧无电源，分支侧断路器可以在线路故障时不跳闸，但线路后加速电流 

定值应可靠躲过重合闸时分支侧最大负荷电流。 

6．2．4．3 双侧电源的线路，除采用解列重合闸的单回线路外，均应有一侧检同期熏合闸，以防止非同期 

重合闸对设备的损害。检同期合闸角的整定应满足可能出现的虽不利方式下。小电源侧发电机的冲击电 

流不超过允许值。一般线路检同期合闸角整定在 30。左右 

6．2．5 母线保护 

6．2．5．1 具有比率制动特点的母线保护的差电流起动元件、母线选择元件定值，应保证母线短路故障在 

母联断路器跳闸前后有足够的灵敏度，并尽可能躲过任一元件电流二次回路断线时由负荷电流引起的最 

大差电流： 

aj Iryz≥KK×，硎mⅡ 

式中： 

— — 母线上任一元件在常见运行方式下的最大负荷电流： 

凤 ——可靠系数，取 1_1～1．3。 

b) 差电流启动元件、选择元件定值，按母线最不利的接线方式，最严重的故障类型、以最小动作 

电流为基准校验灵敏系数，灵敏系数一般不小于 2．0，以保证母线短路故障在母联断路器跳闸 

前后有足够的灵敏度，若灵敏系数小于 2．0，可适当降低电流二次回路断线的动作条件。 

6_2_5．2 具有比率制动特性的母线保护制动系数 z的选取原则： 

a) 差电流启动元件、选择元件制动系数 恐 的选取．应可靠躲过外部故障时最大不平衡差电流， 

l司时还应保证各种接线方式的母线在母联断路器 (分段断路器)断开和台-}：的各种条件下均能 

可靠动作 

b) 对于制动系数 Kz为差动电流与制动电流之比值的母线保护，在昂不利的情况下．＆ 约为 0．33。 

视母线保护装置的具体情况，制动系数 砭 可在 0．3--0．7范围选取，复式比率制动的母线保护 

可按相应公式折算 

c) 对于不同母线接线的母线保护，差电流启动元件、选择元件制动系数 的选取可能不一致。 

6．2．5．3 母线保护的电流回路断线闭锁元件，其电流定值应躲过正常最大不平衡电流，一般可整定为电 

流互感器额定电流的 0．05~0．1倍，动作时间大于母线连接元件保护的最大动作时间。 

6．2．5．4 母线保护的电流回路异常告警元件，其电流定值应躲过正常运行实测最大不平衡电流，一般可 

整定为电流互感器额定电流的 0．02--0．1倍 

6．2．5．5 母线保护的复合电压闭锁元件。包含低电压、零序电压、负序电压闭锁元件。应保证母线在各 

种故障情况下有足够的灵敏度： 

低电压闭锁元件定值按躲正常最低运行电压整定，一般可整定为母线额定运行电压的0．6～0．7倍 

负序或零序电压闭锁元件定值按躲正常运行的最大不平衡电压整定 负序相电压 一般整定为 

4V--12V，三倍零序 电压 3Uo一般整定为 4V～12V。 

电压闭锁元件的灵敏系数应比相应的电流启动元件高 

6．2．5．6 母联失灵 (死区故障)电流元件按有无电流的原则整定，一般不应低于0．1如，灵敏系数≥1．5； 

母联失灵时间元件应大于母联断路器的跳闸灭弧时间加失灵保护返回时间及裕度时间，一般整定0．2s'--" 

0．25s。 

6．2．6 电流电压保护 

应根据具体情况，酌情整定电流电压保护定值，当电流电压速断保护的电压元件作为测量元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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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同时作为复合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的闭锁元件，在此种情况下，如有必要，保护装置应有可分别 

整定的两个电压元件。 

对于正常运行电压波动大、故障电压下降慢的线路，不宜采用复合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当采用过 

电流保护灵敏度不够，其他措施又不能解决时，宜采用距离保护。 

整定公式见表 4。 

6．2．6．1 电流速断保护 

a)双侧电源线路的方向电流速断保护定值，应按躲过本线路末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整定；无方向 

的电流速断保护定值应按躲过本线路两侧母线撮大三相短路电流整定。对双回线路，应以单回 

运行作为计算的运行方式，对环网线路，应以开环方式作为计算的运行方式 

单侧电源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定值，按双侧电橡线路的方向电流速断保护的方法整定。计算公 

式如下： 

，口 I≥KK， (11) 

式中： 
— —

可靠系数，取 ≥1．3； 

， ——本线路对侧或两侧故障最大三相短路电流的数值 

b) 对于接入供电变压器的终端线路 (含T接供电变压器或供电线路)： 

如变压器装有差动保护，线路电流速断保护定值允许按躲过变压器其他侧母线三相最大短路电 

流整定，计算公式同上， 一表示变压器其他侧故障时流过本线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 

如变压器以电流速断作为主保护，则线路电流速断保护应与变压器电流速断保护配合整定，计 

算公式如下： 

lt,zI≥《 (12) 

式中： 

， ——并联运行变压器装设的电流速断定值； 

n——并联变压器台数； 

砭 ≥1．1。 

c)电流速断保护应校核被保护线路出口短路的灵敏系数，在常见运行大方式下，三相短路的灵敏 

系数不小于 1时即可投运。 

d) 时间定值整定为 0s 

6．2．6．2 电流电压速断保护 

应根据具体情况，酌情选用下述整定方法： 

a) 电压元件作为闭锁元件，电流元件作为测量元件。 

电压定值按保测量元件范围末端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为简化计算，也可以按躲过正 

常运行的低电压和不平衡负序电压，保线路末端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 

I ； 

UDz r= KKUyx
．m．Ⅲ 

UDz
．Ⅱ=(0．04t0．08)UN 

式中： 

Y ——保护安装处的最高残压； 

￡ x
．
ⅡIiD——保护安装处的晟低运行电压； 

— — 可靠系数，取 KK=0．8～0．85； 

UDz
．

Ⅱ——负序电压定值； 
— —

额定电压：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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跹 ≥ 1．5 

电流定值按 6．2．6+1有关部分整定 

b) 电流元件作为闭锁元件，电压元件作为测量元件。 

电流定值按保本线路末端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 

电压定值按可靠躲过本线路末端故障的展小残压整定。 

，Dz≤， ／ (13) 

UDzI≤ D r ≤U ⅡnⅡ／ K 

式中： 
— — 本线路末端两相短路最小电流； 

z【I——被保护线路的正序阻抗值； 

，

血 — — 保护安装处的最低残压 ： 

≥ 1．3： 

K ≥ 1 5。 

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应装方向元件，整定方法同上。 

c) 电流元件和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 

应以正常运行方式作为整定运行方式。 

电流定值按可靠躲过整定运行方式 _F本线路末端三相短路电流整定。 

电压定值等于整定运行方式下，电流元件保护范围末端三相短路时保护安装处的残压。 

l眈 i =Ex-rl(Zx．r+ZijK~ 

U =43t~JZL， (14) 

式中： 

J ——在正常运行方式下本线路ZtjKK处的数值； 

Zxr——系统等值阻抗，取正常运行方式的数值； 

K
≥ 1_3 

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则应装方向元件，整定方法同上 

6．2．6．3 延时电流速断保护 

电流定值应对本线路末端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还应与相邻线路保护的测量元件定值配台，时间 

定值按配合关系整定，取At=-O．3s～0．5s。 

该保护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又未经方向元件控制时，应考虑与背侧线路保护的配合问题。 

a)如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其电流定值见表 4公式 (I)、(2)，两式计算结 

果取较大值 

b) 如相邻线路只有电流或电压元件作为测量元件，其电流计算公式只用上面两式中的一式计算 

6‘2_6．4 延时电流电压速断保护 

应根据具体情况，酌情选用下述整定方法，时间接配合关系整定，取At=0．3s～0．5s。 

a) 电压元件作为闭锁元件，电流元件作为测量元件。 

电压定值按保测量元件范围末端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公式参见6．2．6．2的a)。 

电流定值按保本线路末端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整定，还应与相邻线路保护测量元件定值配合 

具体配合原则： 

与相邻线路只有电流测量元件的速断保护配合整定，电流定值见表4中公式 (1)。 

与相邻线路只有电压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速断保护配合，电流定值见表4中公式 (2) 

与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速断配合，电流定值分别见表4中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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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取结果较大的值作为电流定位 

与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延时段保护配合时，原则同上述与瞬时速断保护配合，仅将 ，DZ_I、 DZ．I 

换成 JⅡ、UrDz 

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又未经方向元件控制时，应考虑与背侧线路保护的配合问题。 

b) 电流元件作为闭锁元件，电压元件作为测量元件。 

电流定值按保测量元件范围末端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公式参见 6．2．6．2的 b)。 

电压定值按保本线路末端故障有规定的灵敏系数整定，还应与相邻线路保护测量元件定值配合： 

与相邻线路只有电流元件作为测量元件的速断保护配合，电压定值见表 4中公式 (5)。 

与相邻线路只有电压元件作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速断保护配合，电压定值见表 4中公式 (6)。 

与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速断保护配合，电压定值分别按照表 l 

L}J公式 (5)、(6)中计算，取结果较大的值作为电压定值 

与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延时段保护配台，原则同上述 与瞬时速断保护配合，仪将 ／JDZ_I、U'DZJ换成 

lrDz
．

Ⅱ、 U Dz
．
I1。 

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则应装方向元件，整定方法刚上。 

c) 电流元件和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 

与相邻线路以电流元件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保护配合时，应选用常见运行方式下的展大分支 

系数，本线路保护的电流元件定值应与相邻线路保护的电流元件定值配合，见表4中公式 (1)。 

其电压元件应按在常见运行方式下本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流元件有相等的最低灵敏系数整定， 

见表4中公式 (7)计算，式中电流元件的KLM和 ％Y一 均用奉线路末端短路的数值 也可以 

采用电压元件均与相邻线路电流元件配合的方法，见表 4 1l公式 (5)。 

与相邻线路以电压元件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保护配合时，本线路保护的电压元件定值应与相 

邻线路保护的电压元件定值配合，见表 4【}]公式 (6) 

其电流元件定值应按在常见运行方式下本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压元件有相等的最低灵敏系数整 

定，参见表 4中公式 (3)，式中本线路电压元件的 KLM和 是本线路末端短路的数值。也可 

以采用电流元件均与相邻线路电压元件配合的方法，见表 4中公式 (2)。 

与相邻线路电流元件和电压元件均作为测量元件的电流电压保护配合时，电流、电压元件应分 

别与相邻线路保护的电流、电压元件定值配合，见表4中公式 (1)、(6)。 

与相邻线路的各类测量原理的保护相配合时，在求出相邻线路保护的最小范围后 ，为了提高本 

线路保护的灵敏系数，也可以按本线路保护的电流元件和电压元件最小灵敏系数相等的公式整 

定，电流、电压定值见表4中公式 (4) (8) 

与相邻线路电流电压延时段保护相配合时，将， Dz I换成， Ⅱ U'DZ_Ⅲ ZF～ 换成相邻线 

路全长 L。 

浚保护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时，应装方向元件，整定方法同上 

表4 延时电流电压保护整定配合表 

名称 符号 电流或电压整定值 

与相邻线路电流定值配合： 

M Ⅱ=KKKF
．

m,~xI'DZ．

I (1) 

延时 其中
：凤 ≥1_1 电流 

电压 ．II 与相邻线路电压定值配台整定
： 

速断 
，Ⅻ =KK(黾r rDz一 )，(ZxT~ +zL) (2) 

其中：KK≥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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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符号 电流或电压整定值 

按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压元件有相等的堆低灵敏系数整定： 

zⅡ=， (3) 

按电流和电压元件最小灵敏系数相等的原则整定的 

一  -i 一 f K UcY． ，‰ 
ZlI ‘眈 一V“ 一1『√jfZ +z ／K 一) ⋯ 

其中： Y 、Uc,r、， 】皿均为在相邻线路保护最小保护范围 处战障时，本线路保护 

安装处的电气量，其中，当短路电流为 ， 时，对应残压为 Y
，曲 ， 当短路电流为 I咄时，对应 

的残压为 Y。 

≥1．2 

与相邻线路电流定值配台整定： 

U =( 踟 一2缸  f ．iZxr．～)／ (5) 

其 中! ≥l 1 

与相邻线路电压定值配合整定： 

，⋯：f√ 胁 一【， -zL．，， 1 ， f ) 
延时 ⋯ l 如一+五 ⋯ 。J⋯ 
电流 其中：酞 ≥1

+1 

电压 Dzu 
速断 按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流元件有相等的晟低灵敏系数整定： 

D =Ucy~ KLM (7) 

按电流和电压元件最小灵敏系数相等的原则整定： 

， 一  一
√h一(五十矗一艋～) ㈨ 

一1J 一 般 ⋯ 

其中： ⅡIiI1、， 、Ucv、， 均为在相邻线路保护最小保护范围ZFII1iD处故障时，本线路保护 

安装处的电气量。当短路电流为，笤 时，对应残压为 Ucv ，当短路电流为， 时，对应的残压 

为 Y ≥1．2 。 

EXT——系统相电动势； 

．

～ — — 最大分支系数； 

ZL——奉线路阻抗： 

公式符号 ZXT．一——线路背侧系统最小运行方式的最大等值阻抗； 。 

说明 zⅪ．～——线路背侧系统 撮 大运行方式下的最小等值阻抗； 

， ——相邻线路被配合段保护的电流定值； 

￡ ——相邻线路被配合段保护的电压定值； 

— — 可靠系数 

与相邻线路 电流定值配台： 

，ⅡⅡ=KKKr
． Dz I (1) 

延时 其中： ≥1+1 

电流 与相邻线路电压定值配合整定： ： 
电压 【I ，砌 =KK(风rU'D~t／ )，(Zx-r l+ ) (2) 

速断 其中：最 ≥1．1 

按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压元件有相等的最低灵敏系数整定： 

=， (3) 

21 

  



DL／T584— 2007 

表 4(续) 

名称 符号 电流或电压整定值 

按电流和电压元件蛀小灵敏系数相等的原则整定的。 

， 一 _ —_面 一 』K UcY, ， r 、 
“一 一 √3(zL+z ／ ～) ⋯  

Ⅱ 其中：￡ Y．血、， 、Ucy、，譬 均为在相邻线路保护最小保护范围 rI1in处故障时，奉线路保护 

安装处的电气量 其中，当短路电流为， 时，对应残压为￡ Y ，当短路电流为』譬)唧时，对应 

的残压为 Lrc_r 

其中： ≥1．2 

与相邻线路电流定值配合整定： 

= (√ T一2Kr l，，Dz z耵～)， (5) 

其中：凤 ≥Ll 

与相邻线路电压定值配合整定： 

，L一一：("4r3ExrZ．一u z z． ， 一] ( 1 
⋯ l 踟一+ZL ⋯～厂 

延时 其中：如 ≥1+1 

电流 Upz【I 按在_奉线路末端故障时与电流元件有相等的最低灵敏系数整定： 

电压 UDzJl= III“墨．M (7) 

速断 
按 电流和电压元件最小灵敏系数相等的原则整定 

， 一 一 u(zL+矗 n 一) ，0、 

一V——— _ 一 ⋯ 

其中：啦 血、 、ucy、 盆l眦均为在相邻线路保护最小保护范围zF．ⅢiⅡ处故障时，本线路保护 

安装处的电气量。当短路电流为， 时，对应残压为％Y．曲 ，当短路电流为，譬 时，对应的残压 

为 ％ Y 

其中： ≥1．2 

Ex．r——系统相电动势 

．

一 — — 最大分支系数； 

ZL——奉线路阻抗 

公式符号 Zxr一 ——线路背侧系统最小运行方式的最大等值阻抗； 

说明 ZXTnⅡn——线路背侧系统在最大运行方式 卜的晟小等值阻抗； 

— —  I邻线路被配lA段保护的电流定值； 

u ——相邻线路被配台段保护的电压定值i 

— —

町算系数 

6．2．6．5 过电流保护 

电流定值应与相邻线路的延时段保护或过电流保护配合整定，同时，电流定值还应躲过最大负荷电 

流，最大负荷电流的计算应考虑常见运行方式下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如双回线中一回断开、各用电 

源 自投、环网解环、由调度方式部门提供的事故过负荷、负荷 自起动电流等。在受线路输送能力限制的 

特殊情况下，也可按输电线路所允许的晟大负荷电流整定。 

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又未经方向元件控制时，应考虑与背侧线路保护的配合问题 

电流计算公式如下，两式计算结果取较大值 

时间按配合关系整定，取At=O．3s,-~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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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式中： 

ID Z
．

Ⅲ——相邻线路过电流保护定值； 

～

— — 奉线路的最人负荷电流；． 

≥ 1．2； 

= O．85～0．95； 

：≥1．1； 
妊 ——最丈分支系数。 

6．2．6．6 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 

电流和时间定值按6．2．6．5有关部分整定，但其最大负荷电流的计算可以不考虑负荷自起动电流 

低电压定值按躲过保护安装处最低运行电压整定，负序电压定值按躲过电压互感器的不平衡负序电 

压整定。 

该保护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又未经方向元件控制时，应考虑与背侧线路保护的配合问题 

6．2．6．7 延时速断保护的测量元件定值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应满足如下灵敏系数的要求： 

a) 2Okra以下的线路不小于 1．5； 

b) 20km~5Okm 的线路不小于 1．4； 

c) 50km以上的线路不小于 1．3。 

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要求灵敏系数不小于 1．5，在相邻线路末端故障时力争 

灵敏系数不小于 1．2 

电流电压保护中各类闭锁元件的动作灵敏系数应不低于所控测量元件的动作灵敏系数。 

6．2．6．8 对不与其他线路构成环网的单回线路，其电流电压速断保护在本线路金属性短路时的保护范围 

按下述公式计算： 

a) 电流测量元件的晟小保护范围 最大保护范围 ： 

= 乓 ， ． 一 
二 

zF
． 一

=  ，k 【一Zrr 

b) 电压测量元件的撮小保护范围zF曲、最大保护范围zF ： 

Zp
．  

= uDzJ·zxT
．  

1(~／3Ex-r—u【)五J) 

ZF
． m

= uD I·z耵， n I(,,I3Em—UD 【) 

式L}J： 

工I、己，D I——本线路电流速断和电压速断定值； 

Zx'r
．  

— — 系统相电势表示背侧系统在虽小运行方式的摄大等值阻抗； 

ZXT
．
~ ——系统相电势表示背侧系统在最大运行方式的晶小等值阻抗 

6_2_7 反时限过电流保护 

本条下述整定方法适用于单侧电源线路保护，该保护如使用在双侧电源线路上，又未经方向元件控 

制时，应考虑与背侧线路保护的配合问题 

6．2．7．1 电流速断部分 

a) 线路电流速断定值按 6．2．6．1有关部分整定 

b) 变压器电流速断定值按可靠躲过变压器其他侧母线故障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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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高压电动机专用线电流速断定值按可靠躲过电动机起动电流整定。 

6．2．7．2 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 

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电流定值应可靠躲过线路最大负荷电流，在本线路末端故障时要求灵敏系数 

不小于 1．5，在相邻线路末端故障时力争灵敏系数不小于1．2，同时还应校核与相邻上下一级保护的配合 

情况。 

注：电源侧为上一级，负荷侧为 F⋯级，以下相同。 

a) 与相邻上一级 (或下一级)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配合： 

在配合范围内，两套过电流保护的反时限特性曲线不应相交 

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应与相邻上一级(或 lF一级)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配合， 

配合系数为 1．1～1．2 

下一级线路保护安装处故障时分别流过两套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最大短路电流所对应的动作时 

间应配合，配合级差为 O．5S'~0．7s 

当下一级线路装有电流速断保护且能长期投入时 两套反时限过电流保护可在电流速断保护范 

围末端作配合整定，即在电流速断保护范围末端故障时分别流过两套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最大 

短路 电流所对应的动作时间应配合，配合级差为 0．5s～0．7s。同时还应校验在常见运行方式下， 

下一级线路保护安装处故障时本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间，其值不小于一个时间级差。 

b) 与下一级线路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配合： 

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应与下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配合，配合系数为 1_1～ 

1．2。 

应求出下一级线路保护安装处故障时流过本线路的最大短路电流，并查出本线路反时限过电流 

保护对应的动作时间．此动作时间应大于下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配合级差为0．5s～ 

0．7s。 

当下一级线路装有电流速断保护且能长期投入时．可在电流速断保护范围末端作配合整定：即 

在电流速断保护范围末端故障时，流过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最大短路电流所对应的动作时间与 

定时限保护的动作时间应配合，配合级差为0．5s～O．7s，同时还应校验常见运行方式下，下一级 

线路保护安装处故障时本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间不小于一个时间级差。 

c) 与上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舀己合： 

上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应与本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电流定值配合，配合系数为 

1．1～ 1．2。 

求出上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保护范围末端故障时，流过本线路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并 

查出对应的动作时间，此动作时间应小于上一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配合级差为0．5s～ 

0．7s。 

6．2．7．3 高压电动机专用线反时限过电流保护定值按下述原则整定： 

对只接入一台高压电动机的专用线，保护定值按可靠躲过电动机起动的电流时间曲线整定。 

对接入多台高压电动机的专用线 保护定值按可靠躲过包括最大一台电动机起动的最大负荷的电流 

时问曲线整定。 

同时，上述两种情况还应按6．2．7．2的规定校核与上一级保护的配合情况。 

6．2．7．4 供电变压器电源侧反时限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应可靠躲过变压器本侧额定电流，同时，按 

6．2．7．2的规定校核与上一级保护的配合情况并整定动作时间。必要时，还应校核变压器负荷侧出线保护 

与本保护的配合情况 

6．2．8 低电阻接地系统的电流保护 

6_2_8．1 本规定适用于单侧电源低电阻接地系统中的线路、专用Z形接地变压器 (以下简称：接地变压 

器)、连接于母线的电容器、电抗器等设各反应接地故障的保护装置，相电流保护的整定，按照本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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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电流电压保护的规定 

社 ：在 下整定配合的规定 中，电源侧为上一级，负荷侧为 卜一级。 

整定公式见表 5、表 6。 

6．2_8．2 10kV--35kV低 电阻接地系统中接地电阻的选取宜为6~--301"]，单相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3而) 

以 1000A左右为宜。 

6．2_8_3 保护整定与运行要兼顾灵敏性 、速动性和选择性，低电阻接地系统的设备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本设备的保护应可靠切除故障，允许短延时动作，但保护动作时间必须满足有关设各热稳定要求。只有 

当本设备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才允许南相邻设备的保护切除故障。 

6．2．8．4 在低电阻接地系统中，应考虑线路经高阻接地故障的灵敏度，线路零流保护 末一段定值不宜 

过大。 

6．2．8．5 低电阻接地系统必须且只能有一个中性点接地运行，当接地变压器或中性点电阻失去时，供电 

变压器的l—J级断路器必须同时打开。 

6．2．8．6 接地变压器的接线方式： 

a) 接地变压器接于变电所相应的母线 }：。 

b) 接地变压器直接接于变电所供电变压器相应的引线上 

c) 不宜采用几个中性点合用一个接地电阻的接线方式。 。 

6I2_8．7 接地变压器中性点上装设零序电流 I段、零序电流 Ⅱ段保护，作为接地变压器单相接地故障的 

主保护和系统各元件的总后备保护 接地变压器电源侧装设三相式的电流速断、过电流保护，作为接地 

变压器内部相间故障的主保护和后备保护。 

6．2．8．8 接地变压器相间电流保护整定： 

a)接地变压器接于低压侧母线，电流速断和过流保护动作后应联跳供电变压器同侧断路器，过电 

流保护动作时间宜与供电变压器后备保护跳低压侧断路器时间一致； 

b)接地变压器接于供电变压器低压侧时，电流速断和过流保护动作后跳供电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过电流保护动作时间宜大于供电变压器后备保护跳各侧断路器时间。 

c) 电流速断保护电流定值： 

保证接地变压器电源侧在最小方式下二相短路时有足够灵敏度 

保证在充电台闸时，躲过励磁涌流，一般大于 (7～lO)倍接地变压器额定电流。 

躲过接地变压器低压侧故障电流 

d) 过流保护电流定值： 

躲过接地变压器额定电流。 

躲过 外单相接地时流过接地变压器的最大故障相电流 

6．2．8．9 接地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整定 

a) 零序 电流I段定值 

电流定值保证单相接地故障有足够灵敏度； 

与下级零序电流 II段保护定值配合 

动作时问应大于母线备连接元件零序电流 Ⅱ段的虽长动作时间。 

b) 零序电流 Ⅱ段定值 

电流定值保单相高阻接地故障有灵敏度： 

可靠躲过线路的电容电流。 

动作时间应大于接地变压器零序电流 I段的动作时间 

c) 跳 闸方式 

接地变压器接于变电所相应的母线上，零序电流I段保护动作跳母联开关；零序电流Ⅱ段保护 

动作跳供电变压器的同侧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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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变压器直接接于变电所变压器相应的引线上，零序电流 I段保护第一时间跳母联开关，第 

二时间跳供电变压器同侧开关；零序电流 Ⅱ段保护动作跳供电变压器各侧开关。 

6．2_8．10 母线连接元件的电流保护 

a)母线连接元件 (含站用变压器，电容器，电抗器、出线)应配置两段零序电流保护、两段相电 

流保 护作为该元件的主保护和后备保护，其中，相电流保护按 6．2．6电流电压保护整定。 

b) 零序电流 I段保护 

电流定值应对本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有灵敏度，且与相邻元件零流保护 I段定值配合。 

动作时间按配合整定 

c) 零流电流 II段保护 

电流定值应对本线路经电阻单相接地故障有灵敏度、可靠躲过线路的电容电流、且与相邻元件 

零流保护 Ⅱ段定值配合。 

动作时问与本线路相问过流保护相同。 

d) 线路反时限零序电流保护，按与接地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配合整定。 

6-2_8．11 母线保护 ． 

a)低电阻接地系统，一般未装设专门的母线差动保护 

b) 由相应接地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作为母线单相接地故障的保护，由供电变压器的过电流保护 

作为母线相问故障的保护。 

6．2．8．12 备用电源 自投装置 

a) 电阻接地系统备用电源 自投装置中后加速保护，可采用装设零流后加速保护或由相应接地变压 

器零流保护闭锁母联 自投的方式 

b)零序电流整定值应保单相经电阻接地故障有灵敏度．动作时间应可靠躲过合闸产生的不平衡零 

序电流，一般整定为 0．1s～0．3s。保护动作后跳开 自投开关。 

表 5 接 地 变 压 器 整 定 表 

电流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说明 
公式 公式 说明 

参数含义 取值范围 

』 ：接地变压嚣电 

源 侧 最 小 两 相 短 路 电 

， 一
船  流； 

l— ：灵敏系数 ； 

：接地变压器额定电 
电流 fD五【一 (7--t0) 流： ≥2 

=0s 速断 zI 
：接地变压器额定容 

，n—S．／(43 ) 量{ 

： 接地变压器额 定 ，
咄 一1．3IOMAX 运行电压

； 

!DMAN-"接地生压器低 

压故障最大短路 电流 

： 可靠系数； 

过流 k X ：接地变压器额定电 

保护 1] 流： 岛 ≥1．3 =1．5s～2．5s 

，D K， ， ：单相接地时最 

大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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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说明 
公式 公式 说 

参数肯义 取值范围 

： 系统最小甲相 ，Ⅱ
： 母线上除接地 

零序 ID~I--誓 接地故障电流 变压器外所有设备零 电流 厶 kLM：灵敏系数； Ⅲ≥2 h=， 序电流保护Ⅱ段中最 
l段 ，01I：下级零序电流保 KK≥1

．
1 长时间定值 

-I DIl 护Ⅱ段巾最大定值； At
=0．2S--0．5s 

：配音系数 

适用于接地变压器 

接于变 电所相应的母 

线上的接线 

t。Ⅱ：接地变零序电 

roⅡ + 流 II段时问定值； 

f ：接地变零序电 

流 I段时间定值； 

系统最小单相 A
t-= 0r3s～ 0．5s 

零序 

ID~t-- 
接地故障电流； 

： 灵敏系数； ≥2 适用于接地变压器 

直接接于变电所变压 电流 
lI 

，。Ⅱ： 级零流保护 IT K
r≥1．1 器相应的引线上的接 

II段 ，D工I一 0ll 段中晟大定值； 
K≥1．5 线 

最 ：可靠系数： 
I
≥ 

K：可靠系数； f
。Ⅱ l：接地变零序 

： 电容电流 电流 Ⅱ段第
一

时间： 
r0II 1 f 0J+Af 

t0】l 2=t 0l_1+ 。【：接地变压器零 

序电流 l段时间定 

值： - 

At=03s～0．5s 

f0Ⅱ2：接地变零序 

电流 I1段第二时间 

表6 出线零流保护整定表 

电流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说明 
公式 公式 说明 

参数吉义 取值范围 

系统最小单相接地故 ‘：下纽零 

零序电 一琶 障电流； 序电流I段保 护时间定值中 流l段 ，0 与 ：灵敏系数； ≥2 ‘+At 最长时间定 
： 可靠系数； Kt≥L1 

—KK‘ 值： 
： 下级零序电流 I段保护 A

t= 0．2s～  

巾最大电流定值 0
．5s 

27 

  



DL，T 584— 2007 

表 6(续) 

电流定值 动作时问 

名称 符号 说明 
公式 公式 说明 

参数青史 取值范围 

：下级零序电流Ⅱ段保护 

零序 电 』
。 

，眦≥ 中最大电流整定值； ≥Ll f
： 奉线相间 

酶 ：可靠系数； tOⅡ f 流 Ⅱ段 ，
Dz
≥ K'K：可靠系数； ≥1．5 过流时间 

fc：电容电流 

6．2．9 与电网配合有关的变压器保护 

6．2．9．1 与电网配合有关的变压器各侧的零序电流和相电流保护，其主要作用是作为变压器、母线、母 

线上的出线及其他元件的后备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母线本身未配置专用的母线保护时，还起到主 

保护作用 整定计算的基本原则是： 

a) 各侧延时相电流保护的主要作用是本侧母线、母线的连接元件以及变压器的后备保护，对于两 

侧或 侧电源的变压器，为简化配合关系，缩短动作时间，相电流保护可带方向，方向宜指向 

各侧母线，同时，在各电源侧以不带方向的长延时相电流保护作为总后各保护。 

b) 为提高灵敏度，增加安全性，相电流保护宜经复合电压闭锁，各侧电压闭锁元件可以并联使用。 

c) 为缩短变压器后备保护的动作时间，变压器各侧不带方向的长延时相 电流保护跳三侧的时间可 

以相同。如各侧方向过电流保护均指向本侧母线，跳本侧母联断路器和本侧断路器的时间也允 

许相同。 

d)变压器外部短路故障，如短路电流大于任一侧绕组热稳定电流时．变压器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 

间不应超过 2s 

e) 只有高压侧中性点接地的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不应经零序方向元件控制，零序电流取自变压器 

中性点电流互感器 

f) 自耦变、高中压侧中性点均直接接地的变压器零序电流 I段保护，如选择性需要，可经零序方 

向元件控制，方向宜指向本侧母线 零序电流Ⅱ段保护不带方向，对于三绕组变压器，零序电 

流取 自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互感器。各侧零序电流 Ⅱ段保护跳三侧的时间可以相同。 

g) 过电流保护按下述原则整定： 

IDz= ，FH一 (16) 
A  

式中： 
— — 可靠系数，取 I．2～1．3 

厨——返回系数，电磁型取0．85，微机型取0．95； 

一 — — 最大负荷电流，复台电压闭锁的过电流保护，只考虑本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无复合电压 

闭锁的过电流保护，最大负荷电流应适当考虑电动机 的自启动系数。 

h) 需要时，变压器过电流保护可经复合电压闭锁，按下述原则整定： 

躲过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的低电压： 

UIzi~ 

躲过电动机负荷自启动时的低电压： 

电压取自变压器低压侧电压互感器时 u1．zD=(0．5．--．0．7)UN 

电压取 自变压器高压侧电压互感器时 U1．皿 =(0．7～O．8)UN 

  



负序电压应按躲过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整定： 
U2ZD = (0．O4～0．08)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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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式中： 

一

正序低电压定值{ 

． 

一 负序电压定值； 

Umi ——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的低电压，一般取以血=(0．9～0．95) ； 
— — 额定电压； 
— — 可靠系数，取 1．1～1．2： 

缸——返回系数，电磁型取 1．15～1．2，微机型取 1．0．5 

6．2．g．2 单侧电源三绕组变压器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作为保护变压器安全的最后一级跳闸保护，同时兼 

作无电源侧母线和出线故障的后备保护 电源侧过电流保护一般应对无电源侧母线故障有 1．5的灵 

敏系数。 

a)变压器的电源侧过流保护定值应与中低压侧的过电流保护定值配合，配合系数一般取 1．05～1．1， 

动作后，跳三侧断路器 

b)中压侧的过电流保护的电流定值按躲额定负荷电流整定，时间定值应与本侧出线保护最长动作 

时间配合，动作后，跳本侧断路器，如有两段时间 可先跳本侧断路器，再跳三侧断路器；在 

变压器并列运行时，还可先跳本侧母联断路器，再跳本侧断路器，后跳三侧断路器。 。 

c)由于低压侧母线一般无母线保护，低压侧过电流保护宜为两段式，I段电流定值保低压母线故障 

有灵敏度，时间定值与本侧出线保护或母联保护的I段配合．跳本侧断路器：1I段电流定值按躲 

负荷电流整定，时间定值与本侧出线保护或母联保护晟末段时间配合，跳本侧断路器、再跳三 

侧断路器。 

6．2．9．3 单侧电源两绕组变压器过电流保护的整定原则与单侧电源三绕组变压器的整定原则相同。 

6．2．9．4 多侧电源变压器方向过电流保护宜指向本侧母线。各电源侧过电流保护作为总后各，其定值按 

下述原则整定： 

a)方向过电流保护作为本侧母线的后备保护，其电流定值按保本侧母线有灵敏度整定，时间定值 

应与出线保护相应段配合，动作后，跳本侧断路器；在变压器并列运行时，也可先跳本侧母联 

断路器，再跳本侧断路器。 

b)主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作为变压器、其他侧母线、出线的后备保护，电流定值按躲本侧负荷电 

流整定，时间定值应与出线保护最长动作时间配合，动作后，跳三侧断路器 

c)小电源侧的过电流保护作为本侧母线和出线的后备保护，电流定值按躲本侧负荷电流整定，时 

间定值应与出线保护最长动作时间配台。动作后，跳三侧断路 。在其他侧母线故障时，如该 

过电流保护没有灵敏度，应由小电源侧并网线路的保护装置切除故障。 

6-2_9．5 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主要作为变压器内部、接地系统母线和线路接地故障的 

后备保护，一般由两段零序电流保护组成。 

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中，应有对本侧母线接地故障灵敏系数不小于 1．5的保护段。 

6．2．9．6 单侧中性点直接接地变压器的零序电流 I段电流定值，按保母线有 1．5灵敏系数整定，动作时 

间与线路零序电流 I段或Ⅱ段配合，动作后跳母联断路器，如有第二时问，则可跳本侧断路器 

零序电流Ⅱ段电流和时间定值应与线路零序电流保护最末一段配合，动作后跳变压器各侧断路 

器，如有两段时间，动作后以较短时间跳本侧断路器 (或母联断路器)．以较长时间跳变压器各侧断 

路器 

6．2．9．7 两侧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个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高压侧、中压侧零序电流I段宜带方向，方向 

宣指向本侧母线，电流定值按保本侧母线有 1．5灵敏系数整定，动作时间与本侧线路零序电流 I段或 Ⅱ 

段配合，动作后跳母联断路器，如有第二时问，则可跳本侧断路器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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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电流 Ⅱ段不带方向，对于三绕组变压器，零序电流取 自变压器中性点电流互感器。 

高压侧零序电流 II段定值应与本侧线路零序电流保护最末一段配合，也应与中压侧零序电流 

II段配台 中压侧零序 电流 II段定值应 与本侧线路零序 电流保护最末一段配台，同时还应与高压 

侧的方向零序电流 I段或线路零序电流保护酌情配台 零序电流 II段动作后，跳变压器各侧断路 

器，如有两段时间，动作后 以较短时间跳本侧断路器 (或母联断路器 )，以较长时间跳变压器各 

侧断路器。 

6．2．9．8 变压器 110kV 中性点放电间隙零序电流保护的一次电流定值⋯般可摧定为 40A 100A，保护 

动作后可带 0．3s～0．5s延时跳变压器各侧断路器。为防1J J：中性点放电间隙在瞬时暂态过电压误击穿，导 

致保护装置误动作。根据实际情况，动作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按与线路保全线有灵敏度段动作时间配 

合整定。 

6．2．9．9 中性点经放电间隙接地的 t10kV变压器的零序电压保护，其 3矾 定值一般整定为 150V'-480V 

(额定值为300V)，保护动作后带0．3s'~0．5s延时跳变压器各侧断路器。当变压器中性点绝缘水平低于半 

绝缘水平时，其中性点一般应直接接地运行 

间隙零序电压保护一般接于本侧母线 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绕组，也可以接于本侧母线电压互感器星 

形绕组。 

6．2．10 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6_2_10．1 电压鉴定元件 

变压器电源侧 自动投入装置的电压鉴定元件按下述规定整定： 

a) 低 电压元件：应能在所接母线失压后可靠动作，而在电网故障切除后可靠返回，为缩小低电压 

元件动作范围，低电压定值宜整定得较低，一般整定为 0．15～O．3倍额定电压，如母线上接有 

并联电容器，则低电压定值应低于电容器低压保护电压定值 

在设计时可 以采用下列几种原理构成的具备防止 自动投入装置失压误动功能的 自动投入 

装置： 

低电压元件可由两个电压继电器组成，其触点构成与门出口，两个电压继电器的电压可取自同 
一

组电压互感器的不同相别，也可取 自不同的电压等级或所用电系统。 

检查工作电源电压、电流均消失时起动的自动投入装置。 

检查工作电源电压消失，且工作电源开关处于跳位时起动的自动投入装置 

b) 有压检测元件：应能在所接母线电压正常时可靠动作，而在母线电压低到不允许 自投装置动作 

时可靠返回，电压定值一般整定为0．6～O．7倍额定电压。 

c) 动作时间：电压鉴定元件动作后延时跳开工作电源，其动作时间应大于本级线路电源侧后各保 

护动作时间，需要考虑重合闸时，应大于本级线路电源侧后备保护动作时间与线路重合闸时间 

之和，同时，还应大于工作电源母线上运行电容器的低压保护动作时间 

6．2．10．2 备用电源投入时间 

如跳开工作电源时需联切部分负荷，或联切工作电源母线上的电容器，则投入时间可整定为0．1s～ 

0．5s。 

6．2．10．3 后加速过电流保护： 

a) 安装在变压器电源侧的自动投入装置，如投入在故障设备上，后加速保护应快速切除故障，本 

级线路电源侧速动段保护的非选择性动作由重合吼来补救，电流定值应对故障设备有足够的灵 

敏系数，同时还应可靠躲过包括 自起动电流在内的最大负荷电流。在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灵敏 

度要求时 应采用复台电压闭锁过电流保护。 

b) 安装在变压器负荷侧的 自动投入装置 如投入在故障设备上，为提高投入成功率，后加速保护 

宜带 0．2s~'0．3s延时，电流定值应对故障设备有足够的灵敏系数，l_J时还应可靠躲过包括自启 

动 电流在内的最大负荷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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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2_11 解列装置 

6．2．11．1 故障解列装置 

这是 电网发生故障时为提高保护性能、改善保护之州的配合关系 装设的解列装置，测量尢件通 

常 以屯刚故障电气最为判据 (如故障时的过电流、低电压、零序电压、零序电流等)，其定值按保预定 

的觯列范围有足够的 敏系数整定，同时，还应uJ。靠躲过常见运行方式。F的正常电气量或正常运行时的 

／卜半衡电气量。动作时间可根据解列的需要罄定，小与其他保护配合。 

6‘2_11．2 安全自动解列装置 

这足为防 l卜电网发牛电压崩溃、频率崩溃、系统振荡等稳定事故 犍醍的解列装置，测量元件通常 

以电附运行时的异常屯气量为判据 (如低屯 、低频率、过负荷、功率倒向、功角变化等)。为防止电 

网故障时安牟 自动解列装置误动作，一些安伞自动解列装置的动作时间需要躲过系统保主r1切除故障的时 

间。安全 自动解列鞋置可根据电阿运 J：要求并参照有关规定和说明整定 

6_2_12 并联补偿 电抗器保护 

6‘2_12．1 差动保护 

山于电抗器投入时_尢励磁涌流产生的差电流，屯抗器所装设的差动保护，不 沧何种原理，其动作值 

均可按0．3～0+5倍额定电流整定。 

6．2．12．2 电流速断保护 

电流速断保护电流定位应躲过电抗器投入时的励磁涌流，一般整定为 3～5情的额定电流，在常见 

运行方式 1．-，电抗器端部引线故障时灵敏系数不小十 1．3 

6．2_12．3 过电流保护 

过电流保护电流定值成可靠躲过电抗器额定电流，一般整定为 1．5～2倍额定电流，动作时间一般整 

定为 0．5s～1．0s 

6．2．12．4 零序电流保护 

接于低电阻接地系统的电抗器所装设的零序电流保 的零序电流定值按如下原则整定： 

a) 确保往最小接地故障电流时，零序电流定值的灵敏系数不小于 2。 

b)躲过电流互感器甲_相断线的零序电流，一般不小于 1．1倍的额定电流。 

c) 与上一级零序电流保护配台 

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0．5s～1．Os 

6．2．13 并联补偿电容器保护 

6．2．13．1 延时电流速断保护 

a) 速断保护屯流定值按电容器端部引线故障时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一般整定为 3～5倍额定 

电流。 ’ 

b) 考虑电容器投入过渡过程的影响，速断保护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0．1s--0．2s 

c) 在 电容器端部引出线芨牛故障时灵敏系数不小十2 。 

6_2_13 2 过电流保护 

a) 过电流保护应为二相式。 

b) 过电流保护电流定值应可靠躲电容器组额定电流，一般整定为 1．5～2倍额定电流 

C) 保护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O．3s～1 S 

6．2．13．3 过电压保护 

a) 过电压保护定值应按电容器端屯 小长时间超过 1．1倍电容器额定电压的原则整定 

b) 过 电压保护动作时『Hj应在 lmin以内 

c) 过电压保护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跳闸或发信 号。 

d) 过电压继电器宜有较高的返 系数。 

e) 过电压继电器宜优先进』1]带有反时限特性的电压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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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2_13．4 低电压保护 

低电压定值应能在电容器所接母线失压后可靠动作，而在母线电压恢复正常后可靠返回，如该母线 

作为备用电源 白投装置的工作电源，则低电压定值还应高于各自投装置的低电压元件定值 ，一般整定为 

0．2～O．5倍额定电压 保护的动作时『白J应与本侧出线后各保护时问配合。 

6．2．13．5 单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的开口三角电压保护 

电压定值按部分单台电容器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件)切除或击穿后，故障相其余单台电容器 

所承受的电压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什)不长期超过 1．1倍额定电压的原则整定，同时，还应可靠 

躲过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 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O．1 s～0．2s。 

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应满足厂家要求和安装规程的规定。 

6_2_13．6 单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电压差动保护。 

差动电压定值按部份单台电容器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件)切除或击穿后，故障相其余单台电 

容器所承受的电压不 K期超过 1．i倍额定电压的原则整定，同时，还应可靠躲过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的 

段间不平衡差电压。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 0．1s～0．2s。 

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应满足厂家要求和安装规程的规定。 

6．2．13．7 双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的中性线不平衡电流保护 

电流定值按部分单台电容器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件)切除或击穿后，故障相其余单台电容器 

(或单台屯容器内小电容元件)所承受的屯压不长期超过 1．1倍额定电J玉的原则罄定，同时，还应可靠躲 

过电容器组正常运行时中性点间流过的 半衡电流。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 0．1 s～0．2s。 

电容器组正常运 J 时中性点问流过的不平衡电流应满足厂家要求和安装规程的规定。 

6．2．13．8 并联补偿电容器保护整定公 C见表 7，表中的整定公式适用于内部小元件接线为先并后串且无 

熔丝、l—J时外部接线也为先并后串的电容器组，或内部小元件接线为先并后串且有熔丝的单台密集型电 

容器 对其他接线方式的电容器组， 。根据具体情况，按部分 台电容器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件) 

切除或击穿后，故障相其余单台电容器 (或单台电容器内小电容元件 )所承受的电压不长期超过 lJ倍 

额定电压的原则整定 

为延长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应尽量减少电容器承受过电压的倍数和时间 因此，在躲过不平衡电流 

或电压的条件下，按表 7公式整定时应尽量降低保护定值，以取得较高的灵敏系数。 

表7 并联补偿电容器保护整定表 

电流或电压鞋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公 式 说 明 公 式 说 明 
J 

延时电 
流速断 ，ⅡZ ，Dz=KK，E KK为 可靠系数，KK=3~5； 0．1s—一 

为屯容器组额定电流 0．2s 保护 

过电流 
保护 tDZ tDz= 为 口J’靠系数， --1．5～2 0．3s～1S 

凰 为过电压系数．Kv'=1．1； 

过电压 “[ 一刳 札为串联分路电抗器感抗： 不超过 保护 Uoz 监为分路电容器组容抗： 60s 
为电窖器蛆颟定相问电压 

，要求配合 

低 电压 的后备保护 

保护 Upz UDz=o+2～O．5 为电容器组额定相问电压 t=-tt+ t 动作时间 
A扭 ．3s 

～ O．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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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或电压整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公 式 说 明 公 式 说 明 

埘 为每相各串联段并联的电容 

器台数 

Ⅳ为每相电容器的串联段数； 

UF 为电容器组的额定相 电压．X 

[当有串联电抗器目E皿 感器接于 

母线时 应乘以(1-Xdgc)的系数]； 

Ucn为开口三角零序电压； 
UBp为开H-Z．．-角正常运行时的不 

平衡电压； 
， 一 砜  ¨、 为单台电容器内部击穿小元件 
t~Ctt一3N[M(1一 +用一 ⋯ 段数的百分数

， 如电容器内部为n 
1 

单星形 段，则 ： ～ ： 
接线电 ，， 一 3KU口 r ，_ n 
容器组 一3N(M —K)+2K ⋯  蚝 为可靠系数， ≥1j； 

开口二 UDz 为因故障切除的同一并联段中 t--0．1B～ 

角电压 ㈣  的电容器台数，K=I~M 的整数， 0．2s 

按公式 (5)计算时取接近计算结 
保护 果的整数； 

≥ (4) Kv为过电压系数，Kv=1
．1～ L15； 

K：—3NM(K
—

v-1) (5) 墨 为灵敏系数，墨 ≥L； 
公式 (1)、 (2)适用于单台电 (3N

一

2) 容器内部小元件按先并后串且无 

熔丝、外部按先并后串方式联结的 

情况，其中公式 (1)适用于电容 

器未装设专用单台熔断器的情况， 

公式 (2)适用于电容器装有专用 

单台熔断器的情况。为提高定值的 

灵敏系数，用公式 (3)计算时应 
尽量降低定值，同时，还应可靠躲 
过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 

埘为单台密集型电容器内部各串 

联段并联的电容器小元件数 
n为单台密集型电容器内部的串 

联段数 

UEx为电容器相的莓 定相电压[当 

有串联电抗器且电压互感器接于母 

线时，应乘以(1-XI／Xc)韵系数]； 

r r 一  
3 UEx f̈  Ucn为开口三角零序电压； 

单星形 Ⅱ 3n(m—K)+2K 一一一 Unp为开口三角正常运行时的不 

接线电 F衡电压； 

容器组 为可靠系数， ≥1．5； 
开 口三 UDz 为因故障切除的同一并联段中 t=0．1s～ 

角电压 Uoz≥ P (3) 的电容器小元件数．K=I~m 的整 0．2s 

保护 数，按公式 (4)计算时取接近计 

： —
3nm(g

—

v-1) (4) 算结果的整数； 

K (3n一2) 岛 为过电压系数，Kv=1．1～1．15： 

匾M为灵敏系数，Ktu>~1： 

公式 (1)适用于每相装设单台密 

集型屯容器、电容旨 内部小元件捞 七 

并后串且有熔丝连接的情况。为提高 

定值的灵敏系数，用公式 (2)计算 

时应尽量降f氏定值，同时，还直可靠 

l躲过正常运行时的不平衡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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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电流或电压整定值 动作时间 
名称 符号 

公 式 说 叫 公 式 说 明 

^ ，J 一 
3 Ex r̈  

一

3N[M(1一fl>+／D一 ～ 

^ T， 一  
3删 Bx 

单星彤 3N(M—K1+2K A 为故障利的故障段与非故 

接线 电 (2) 障段的羊压； 
容器组 upz AL，BP为止常时不平衡差压； ．1s～ 

电压差 等 ㈤ 其余符号的青义及说明与开口 0．2s 动保护 三角电压保护相同 
Uoz≥ 岛 p (4) 

K：—3nm(K
—

v-1) (5) 

K (3 一2) 

烈星形 ，一 3MKIE f I、 

接线电 

。一6N(M K)+5K ’一 为中性点问流过的不平衡电 

流： 

容器组 一 3Mille f，1 ，E为单台电容器额定电流； 
中性线 z 。一6N|M(1一 )+ 卜5卢 ⋯ 『丑P为止常时中性点间的不平 t=O．1s～ 
不平衡 衡 电流： 0+2s 

电流保 专 ㈣ 其他符号的含义及说明与单星 护 接线开̈三角电压保护相同 
1Dz≥ KKIBV (4) 

6．2_14 地区电源联网的具体规定 

6．2．14．1 地区电源带就地负荷，如需与主网联网，宜以单回线或双回线在一个变电站与主系统单点联 

网，并满足下述要求： 

a) 如地区电源侧的线路保护对联网线路的各类故障均满足本规程灵敏系数的要求，则地区电源侧 

的联网线路保护定值按常规配合方式整定。 

b) 如地区电源侧的线路保护对联网线路的故障不能满足本规程灵敏系数的要求，则地区电源侧的 

联网线路保护定值应按故障解列装置的要求整定，故障时将地区电源与主网解列 

c) 在联网线路地区电源侧断路器跳闸时，地区电源侧还应联切部分非重要负荷，保持本地区功率 

平衡 

d) 在地区电源侧应装低频和低压解列、切负荷装置，在系统频率降低时将地区电源与主网解列、 

切除部分非重要负荷 低频率定值一般整定为48Hz~49Hz，动作时间一般整定为 0．2s~0．5s 

低电压定值按保证解列范围有足够的灵敏系数整定，需要时，可在联网线路上加装方向元件来 

限制电压的解列范围，动作时间应躲过解列范围内的后备保护动作时间。 

e) 需要时，可在联网线路一侧或两侧装设过功率、过电流解列装置，按并网协议要求整定。 

f) 有条件时，解列断路器宜选择在主网与地区电源的功率平衡点上。 

6．2．14．2 南主网单回线路供电的终端变电所，变压器负荷侧接有地区电源，如主网供电线路主网侧的 

保护投入运行，而变电所侧的保护未投入运行，宜选用解列重合闸方式．主网供电线路发生故障。在地 

区电源解列后，主网侧检无压重台 

对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主网终端变电所，如变压器的中性点不直接接地，且负荷侧接有地区电源， 

则变压器还应装设零序电压和问隙零序电流解列装置，三倍零序电压3U0定值一般整定为 t0V---15V(额 

定值为3007)，间隙零序电流一次定值一般可整定为40A 100A，保护动作后带0．1s～0．5s延时，跳地 

区电源联网线路的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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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变压器负荷侧中性点经小电阻接地系统的主网终端变电所，如负荷侧接有地区电源，则地区电源 

侧变压器应装设零序 电压和零序电流解列装置，三倍零序电压 3％ 定值一般整定为 40V,-~50V (单相接 

地时3 为 100V)，零序电流定值按单相接地故障有足够灵敏系数整定。保护动作时间应与该侧所有设 

备零流保护有足够灵敏系数的保护段配合，跳地区电源变压器该侧断路器 

6．2．14．3 带地区电源的主阿终端线路 (和地区电源与主网的联网线路)，宜选用解列重合闸方式，终端 

线路 (或联网线路)发生故障，在地区电源解列后，主网侧检无压重合，地区电源侧不重台 

如主网终端变电站高压侧装有备用电源 自投装置，主网终端线路重合不成功时，还可跳地区电源联 

网线路开关，投入备用电源 

6．2．14．4 装有备用电源自投装置的主网终端变电所，如负荷侧接有地区电源，则变压器保护动作跳负 

荷侧断路器时，应联跳该侧地区电源联网线路的断路器，同时，变压器低压侧母联 (或分段)断路器的 

备用电源 自投装置还应经无压检定元件控制，需要时还应经地区电源联网线路的断路器辅助接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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