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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智能变电站的应用越来越频繁，他的继电保护设备是智能电网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简单分析了智能变电站 

继电保护配置的应用现状，提出了一种保护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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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智能变电站的应用越来越频繁，他的继电保护 

设备是智能电网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现今出现了许多新的继电保 

护应用技术，但关于继电保护配置的整体架构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少。近 

些年来，智能变电站多次发生全停情况，变压器也多次出现烧毁事件，可见现 
今智能电网的安全性存在着较大的隐患。本文简单分析了智能变电站继电保 

护配置的应用现状，相应提出了一种继电保护配置方案。 
一

． 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配I的应用现状 

现代的继电保护装置主要有以下的几个部分：(1)保护发电机、线路、电容 

器等一次设备的间隔层装置。因为每一个电力一次设备不同的电磁反应特性， 

不同的系统历经暂态，所以在电压等级和运行方式不同的情况下，所需要用到 

的保护装置也应该是不相同的。(2)由网线、中继口、网络接口等一起在硬盘上 

构成了网络层。只要能够得到通信软件的支持，并且把数据断按照通信协议的 

要求进行对端，就可以实现广播式的接收以及发送，数据的自动化校验以及一 
定水平上的自动性纠错，都可以实现。(3)操作人员和保护系统交互的地方，叫做 

操作层。顾名恩义，他也就是工作人员进行操作的地方，可以有效的控制界面、 

提供报警、故障录波等一系列的功能，再加上后台拥有的控制软件，完全可以 

实现自动化，比如说报表的管理、图形的显示等功能⋯。 

现代的继电保护装置和以前的相比，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实际应用价值，为 

了方面调试及操作，更注重了系统的自动化功能。但最近几年，出现许多的继 

电保护不正确动作，处理装置本身的原因，还有随电网的增强而变大的短路电 

流，不能满足对伏安特性的要求，从而延迟了故障切除，误动了区外故障；备自 

投、低频低压减载压板因为季节性的负荷比较多，他们的核查以及切换工作的 

量非常的大，所以很容易出错I现在的继电保护有非常多的二次回路，而且接线 
比较复杂，而在检验的时候往往被忽视，所以在出现二次回路问题时，保护装置 

出现了误动问题等原因。 

=．继电保护配I的分层保护方案 

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配置是由模拟式保护发展到数字化保护的，但是今天 

的数字化保护发展不够成熟，依然存在模拟式保护的思维痕迹。现今的继电保 

护主要有四个要求：灵敏性、选择性、速动性、可靠性。在不影响这四个要求 

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将智能变电站的继电保护装置分为两层：(i)过程层。主要 
是针对于一次设备独立装置的保护，分布安装在一次设备的周围，与一次设备 

合成一个整体，实现双重化的配置保护。(2)变电站层。主要针对于后备保护，利 

用自适应以及在线实时整定技术进行集中式的后备保护，还包括接口的广域保 
护功能 ，也实现了双重的配置保护 I。 

继电保护配置的过程层保护方案 

过程层继电保护配置主要是变压器和母线的差动保护和线路的纵联保护 

的主保护功能，对于后备保护完全可以简化甚至取消。这样把主保护功能作为 

重点，简化后备保护可以实现装置的硬件设计的简化目的，主保护的定值又不 

会因为电力系统改变运行方式而改变。但线路和母线的保护不能共用一个开 

关，硬件上必须各自独立。(1)线路的保护。为了实现线路的纵联保护功能，在进 

行单断路器方式的主接线的时候，主保护光纤通信口以及对策线路必须有线路 

保护装置的通过。保护装置的电压量从纵联保护原理来讲，是不需要引入的， 

但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比如某些运行方式或者保护原理下，也可以把电压 

量引入，此时的电压量则需要和电流同步采样，进行独立采样。(2)变压器和电抗 

器保护。过程层中运用的是分布式变压器保护配置，以此实现差动保护功能， 
可以单独安装非电量保护，直接控制断电器跳闸，通过光纤把跳闸命令引导到 

采样以及共同网络。电抗器保护则与变压器相同。(3坶线保护。母线的保护配 
置同样呈分布式，不同间隔内的母线都有独立的母线保护功能，有问题时，也只 

引起相应的断路器跳闸。可以把智能变电站里的变压器和母线保护当做一个 

共同的多段线路保护，站内的保护装置的同步采样可采用之前的线路保护的同 

步采样方式。为保护装置的设计简化，保护装置的同步可以分三步完成：先分 

开保护装置通过光纤传输的的数据采样和数据发送中断，把数据采样分到采集 

部分，就可以测的两者之间的延时，其次把保护装置两侧的数据发送时间进行 

调整，利用兵乓同步原理把两侧的数据发送中断调整为同步，随后再把数据的 

发送时刻调整为一致，最后对发送时刻和采样延时进行补偿 在同步通信中， 

可以考虑增加他的使用功能，例如进行采样值数据的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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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保护配置的变电站层保护方案。 

继电保护配置的变电站层保护方案，主要针对的就是后备保护，呈集中式 

的，也就是说把全智能变电站的后备保护进行几种的自适应以及在线实时整定 

技术，在此同时接口还需要具备有广域保护，可以进行广域保护功能，这也就实 

现了双重化的配置 因为后备保护系统不但可以为自己的变电站元件实施近 

后备以及开关失灵保护功能，还可以为相邻的变电站的元件实施远后备保护功 
能，所以依据后备保护系统的这一特性，可以把他的保护范围分开：一部分为实 

施近后备保护功能的范围，另一部分则为实施远后备保护功能的范围。这样一 

个独立的后备保护系统除了可以把自己变电站元件的电流、电压、主保护动 

作信号等信息准确的采集外，还可以把相邻变电站元件的故障信息、断路器状 

态信息等接收，为相邻变电站的元件故障判断提供实时的信息，以便相邻变电 

站找出最佳的跳闸方案。 

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配置的分层设计方案，提升了继电保护配置的保护性 

能，例如实现了快速保护的独立决第、后备保护的集中决策以及站域的只能后 
备保护和控制。在过程层中的主设备保护，不用依靠其他的任何间隔信息，快 

速的与过程层设备进行信息的交互，也就是说，就是在网络瘫痪的情况下，都不 

会影响到主设备保护的动作行为。在变电站层集中的后备保护系统，统一了后 

备保护的原理以及功能模块，重新简化设置了原本分散繁杂的变压器，母线和 

线路以及断路器的后备保护。由此再出现故障的时候，后备保护就可以充分的 
利用智能变电站的地域信息，迅速的判断出变电站不同的运行方式，既而使用 

专家系统的知识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故障的发生位置，加快故障处理速度 。 

结语 

近些年来，我国的电网稳定破坏以及瓦斯事故都没有发生，主要原因就是 

智能变电站继电保护配置是严格的按照“四性 ，即灵敏性、可靠性、快速性 

和选择性进行设计的。所以继电保护的“四性 在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的 

三道防线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智能变电站配置的分层设计方案，把 

继电保护的原理以及配置进行重新的审视，他利用变电站的各项技术优势，把 
信息全部引入到了继电保护系统中，不但使主设备保护不用受电力运行方式的 

影响，还简化了后备保护系统，提高了继电保护的性能，为智能变电站的建设发 

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相信这一设计方案将会在智能电网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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