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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分布式发电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大量分布式发电的并网运行将深刻影响现有
配电网络的结构、以及配电网中短路电流的大小、流向及分布。主要分析配网故障时�分布式电源对继电保护的影响�
以及与自动重合闸之间的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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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

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发展可再生能源将是大势
所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加强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必须
解决的问题。

分布式发电技术是一门新兴技术。目前�大电网
与分布式发电相结合被世界许多能源、电力专家公认
为是能够节省投资、降低能耗、提高电力系统可靠性
和灵活性的主要方式�是21世纪电力工业的发展方
向 ［1］。但同时�由于分布式电源的接入�将给传统的
配电网带来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1　分布式发电概念
所谓的分布式发电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Ｇ）

通常指光伏发电、风能发电、燃料电池发电�燃气轮
机、微型燃气轮机等以天然气或氢气为燃料的新型发
电技术。近年来�随着竞争性的零售电力市场的出现
和新型分布式电源技术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又引起了
对分布式电源新一轮的更广泛关注�分布式电源与电
力系统的优势互补使得其在电力行业得以迅速的渗

透。

2　分布式发电对配电网继电保护影响
　　由于分布式电源的引入�使得配电系统从传统的
单电源辐射式网络变为双端或多端有源网络�导致故
障发生时原有配电网电流保护出现保护范围过大、误
动、灵敏度降低等问题。
2．1　配电网保护的配置情况

配电网馈线保护一般配置为传统的三段式电流

保护�即电流速断保护、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和定时限
过电流保护。电流速断保护是反映电流升高而不带
时限动作的一种电流保护�它是按照躲开下一条线路
出口处最大短路电流来整定的�不能保护线路的全
长。限时电流速断保护范围不超出下一条线路速断
保护的范围�而动作时限则比下一条线路的速断保护
高出一个时间阶段。如图1所示�根据系统配置要

图1　分布式电源使保护范围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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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时限为0ｓ�限时电流速断保
护的动作时限为0．5ｓ�分布式电流投入延时0．5ｓ。
2．2　分布式电源使保护范围过大

如图1所示�Ｆ5处发生短路故障。在 ＤＧ接入
之前�保护4感受到的是系统提供的故障电流�ＤＧ
接入之后�保护4将感受到 ＤＧ提供的助增电流�这
样保护范围外短路时保护4仍然感受到较大电流�导
致本线路保护范围过大。
2．3　分布式电源引起所在线路保护误动作

如图2所示�分布式电源所在馈线Ｆ4处短路故
障时�由于ＤＧ的助增作用�故障点的短路电流增大�
造成各个保护的保护范围延伸�失去选择性。由于
ＤＧ的接入�使得流过保护4的电流比未接入 ＤＧ时
增大�并且随着 ＤＧ容量的增加�保护检测到的电流
有可能大于整定值�使得保护误动作。

相邻馈线Ｆ1处发生短路故障时�ＤＧ通过母线
向故障点提供反向短路电流。ＤＧ的存在不仅使得
故障点的电流增大�该馈线上的保护超范围误动作�
而且有可能引起 ＤＧ所在馈线保护的误动作。由于
保护3并不具有识别故障方向的能力�当相邻线路发
生三相短路故障时�保护3将检测到 ＤＧ提供的反向
电流�此时保护3可能误动�造成 ＤＧ所在的正常运
行线路中断供电。故障点离母线越近�短路电流越
大�保护越有可能发生误动�造成 ＤＧ所在线路的无
故障跳闸。

图2　分布式电源降低保护灵敏度和引起所在线路保护误动作
2．4　分布式电源降低保护灵敏度

如图2所示�ＤＧ引入之前�故障点的短路电流
只由系统提供�ＤＧ引入之后�ＤＧ和系统都会对故障
点提供短路电流。如图3和图4所示的仿真波形�线
路 Ｆ4在0．2ｓ发生短路故障�持续时间为0．05ｓ时�
由于有ＤＧ的接入�它将向故障点提供短路电流。因
此与原配电网相比�在接入 ＤＧ的情况下�故障点上
游保护3检测到的故障电流比未接入ＤＧ时小�灵敏
度将变低。随着 ＤＧ容量的增大�保护3检测到的故

障电流迅速减小�过电流保护灵敏度将明显降低。

图3　Ｆ4故障时�流过保护3的电流 （未接入ＤＧ）

3　分布式发电对自动重合闸的影响
在电力系统中发生的故障大多数都是瞬时性故

障�因此重合闸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得非常广泛。重合
闸的动作时限一般为0．5ｓ�最短可以达到0．2ｓ。这
样就加大了故障时ＤＧ系统的解列难度�若增加自动
重合闸时限�则会降低供电可靠性�两者之间存在明
显的矛盾。文献 ［2］分析了以 “重合器＋分段器 ”为
主构成的配电网馈线自动化的几种方式�提出了一种
新的实用的配电方式�既可以减少故障时的停电时间
和短路电流对线路的冲击次数�又易于实现保护时间
的配合。

图4　Ｆ4故障时�流过保护3的电流 （接入ＤＧ）
分布式电源接入后�若故障出现在系统电源进

线段�则有可能在自动重合闸动作时造成非同期重合
闸�会对配电网系统、特别是对分布式电源产生冲击
和破坏 ［3］。若故障点位于非系统电源进线处�分布
式电源和系统电源仍然保持电气联系�则自动重合闸
动作时不存在非同期重合闸的问题�如果故障能够快
速切除则分布式电源有可能连续运行�此时可以减少
ＤＧ机组不必要的切除。文献 ［4］分析了自同期重合
闸在分布式发电并网系统中的应用可行性�通过分析
和仿真�得出了关于以下几点结论。

（1）自同期合闸时�对于次暂态电抗相近的分布
式电源�随着容量的增加�冲击电流越小；分布式电源
接入点距离变电所低压母线越远时�冲击电流越小�

（下转第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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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干扰源成因分析：变电站的干扰是复杂多变
的�很难像拿出故障录波来证明故障电流的存在一样
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干扰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现象
去分析和判断。①保护人员对主变压器本体重瓦斯
启动跳闸回路进行了认真检查排除了回路接线错误

的可能性。②干扰是在110ｋＶ母线流过故障电流时
出现�而非电量保护控制电缆刚好处在110ｋＶ母线
底下电缆沟。当110ｋＶ母线流过故障电流时将在母
线周围产生磁场�对周围的回路进行切割产生感应
电�致使非电量保护用的电缆芯产生暂态电压�使重
瓦斯保护误动作。③第一次和第二次故障主变压器
本体重瓦斯动作的情况也不同�第一次是信号掉牌及
跳901开关。第二次只是信号掉牌�与两次故障电流
的大小有着一定的联系。假如是回路有错误�应该不
会出现前后不同的情况。

4　技术整改措施
（1）更换非电量保护出口继电器插件�因为出口

继电器动作电压不满足规程要求 （规程要求经长回
路的出口继电器的动作电压要求大于50％额定电压
小于70％额定电压 ）。

（2）做好控制电缆的屏蔽层接地。
（3）更换插件后�按照新投运设备的要求�继电

保护人员重新对非电量保护装置做全面的检验�尤其

是干扰脉冲对主变压器重瓦斯保护影响的试验�并进
行开出传动试验。检验合格后�非电量重瓦斯保护方
可投入运行。

5　结　论
本次重瓦斯保护动作是受到110ｋＶＰＳ线接地

故障的干扰�非电量保护用的电缆芯产生暂态电压而
引起的。对本次特殊故障情况下保护动作行为的分
析�有益于今后类似故障情况下保护动作行为的快速
准确判断�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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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同期合闸可行性越高�多个分布式电源接入系
统�除距离变电所低压母线最近的分布式电源冲击电
流较大�不推荐采用自同期合闸外�其余位置的 ＤＧ
都适合采用自同期合闸；

（2）对于逆变型分布式电源�并网逆变器很关
键�电流瞬时值反馈可以实现合闸并网条件；

（3）采用 “后加速 ”方式时�从技术的角度是可
以实现的�但将使配电网的保护变得复杂。

4　结　论
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网后势必会改变配电网络

的拓扑结构和潮流方向�使原来简单的单电源辐射型
网络变成复杂的多电源网络。现有的基于单端电源
系统设计的配电系统保护和自动重合闸装置也必须

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由于分布式电源的存在必定使
保护出现拒动、误动等问题�影响保护的选择性和灵
敏性�甚至对配电系统及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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