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ｋＶ变电站主变压器重瓦斯保护动作事故分析
罗贤举

（玉林供电局�广西 玉林　537000）

摘　要：针对某220ｋＶ变电站主变压器重瓦斯保护受到110ｋＶ线路保护故障干扰的误动行为�详细介绍了事故的经
过�充分利用从该变电站收集到的包括线路保护装置、主变压器非电量保护装置以及故障录波装置的录波报告�对主
变压器重瓦斯保护、110ｋＶ线路保护的动作时序和故障录波报告进行详细分析�同时通过对一、二次设备进行事故后
细致检查、试验�得出了造成此次主变压器重瓦斯保护误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分析过程具
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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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09年8月12日16∶25�某220ｋＶ变电站1号

主变压器重瓦斯保护动作�切除了1号主变压器10
ｋＶ侧901开关。16∶36�经调度下令�值班员合上1
号主变压器10ｋＶ侧901开关�8月12日17∶00�事
故喇叭响�后台机发出 “1号主变压器本体重瓦斯动
作 ”、“901开关出口跳闸 ”�但经值班员现场检查�901
开关在合闸位置。

1　事故前变电站的运行方式
220ｋＶ某变电站有1台220ｋＶ主变压器�2条

220ｋＶ线路�110ｋＶ线路若干�10ｋＶ线路若干。事
故前�220ｋＶ双母线并列运行�2053开关、1号主变
压器220ｋＶ侧2001开关运行在Ｉ母�2052开关运行
在ＩＩ母；110ｋＶ双母线并列运行�1号主变压器110
ｋＶ侧101开关运行在Ｉ母�110ｋＶＰＳ线107开关运
行在ＩＩ母；10ｋＶ单母分段运行�1号主变压器10ｋＶ

侧901开关运行在Ｉ段。

2　事故经过及处理情况
2．1　事故发生经过

（1）2009年8月12日16∶25�事故喇叭响�主控
室后台机发出 “1号主变压器本体重瓦斯动作 ”、“107
开关保护跳闸 ”、“901开关出口跳闸 ”、“107开关重
合闸动作 ”�运行人员检查1号主变压器保护屏�发
现本体保护装置发出 “本体信号 ”、“本体跳闸 ”信号�
10ｋＶ操作箱出现 “保护跳闸 ”信号�110ｋＶＰＳ线
107开关保护装置显示 “保护跳闸 ”、“重合闸 ”信号�
运行人员现场检查�发现901开关在分闸位置�107
开关、2001开关、101开关在合闸位置�检查10ｋＶ设
备未发现异常�检查1号主变压器本体未发现异常�
瓦斯继电器未发现气体。故障信息显示：110ｋＶＰＳ
线107开关零序Ⅱ段动作�Ｕ、Ｗ两相接地故障�故障
距离13．18ｋｍ。当时天气为雷雨天气。

（2）2009年8月12日16∶36�调度下令合上1号
主变压器10ｋＶ侧901开关。16∶38�变电站值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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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901开关。
（3）2009年8月12日17∶00�事故喇叭响�后台

机发出 “1号主变压器本体重瓦斯动作 ”、“107开关
保护跳闸 ”、“901开关出口跳闸 ”、“107开关重合闸
动作 ”�检查1号主变压器保护屏�发现本体保护装
置发出 “本体信号 ”、“本体跳闸 ”�10ｋＶ操作箱无信
号�107开关保护装置显示 “保护跳闸 ”、“重合闸 ”信
号。

现场检查107开关在分闸位置�901开关、2001
开关、101开关在合闸位置�检查10ｋＶ设备未发现
异常�1号主变压器本体未发现异常�瓦斯继电器未
发现气体。故障信息显示：110ｋＶＰＳ线107开关距
离Ⅰ段动作�Ｗ相接地故障�故障距离5．18ｋｍ。当
时天气为雷雨天气。
2．2　检查处理情况

（1）2009年8月12日20∶10检修人员到达现
场�对设备进行检查处理。

① 对一次设备检查处理：初步检查主变压器和
其连接出线的设备外观�没发现异常�瓦斯继电器无
气体。因当时1号主变压器10ｋＶ侧901开关已恢
复运行�加上正在下大雨�没能对主变压器进行停电
检查、试验�1号主变压器在运行状态。

② 对二次设备检查处理：核对保护装置的保护
信息与运行记录一致�初步核对二次接线无异常。因
当时1号主变压器已运行�没能对1号主变压器保护
进行检查、校验。

（2）8月13日12∶10�天气稍晴�1号主变压器由
运行转检修�检修人员第二次到现场�对事故原因进
行调查�对1号主变压器及其保护装置进行检查、试
验。

① 一次设备检查、试验情况：外观检查�主变压
器本体和各连接线外观正常�瓦斯继电器无气体、无
放电痕迹；对主变压器本体油取样色谱分析�未发现
异常；对901开关进行了回路接触电阻、开关动作特
性、绝缘电阻和交流耐压试验�均在合格范围�未发现
异常；该变电站地网测试记录情况：地网导通测试时
间为2008年3月23日�导通良好；地网接地电阻测
试时间为2005年3月8日�阻值0．49Ω（设计要求
值≤0．77Ω）。结论：未发现1号主变压器及901开
关异常�可投入运行。

②二次设备检查、试验情况：检查主变压器非电
量保护二次接线�现场与图纸相符；检查主变压器本

体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接点动作可靠�模拟瓦斯继
电器动作能可靠跳主变压器三侧开关；检查非电量保
护控制电缆芯对芯和芯对地绝缘�绝缘电阻大于500
ｍΩ�绝缘良好；检查主变压器保护控制电缆屏蔽层两
端接地良好；在主变压器本体重瓦斯启动回路接入
200ｍｓ的干扰脉冲�动作情况如表1。

表1　干扰脉冲对重瓦斯保护的影响情况
序
号

干扰脉
冲值 ／Ｖ

干扰脉冲
时间 ／ｍｓ

信号继电器
动作情况

开关跳闸
情况

1 78 200 动作 未动作

2 80 200 动作 未动作

3 96 200 动作 901跳闸
4 104 200 动作 2001Ｂ相跳闸
5 106 200 动作

2001Ｗ相、
101跳闸

6 112 200 动作 2001Ｕ相跳闸
　　备注：后台信号及录波开关均接瓦斯继电器动作信号继
电器接点�而不是出口继电器接点。

3　事故原因分析
（1）故障原因分析 ［1］：2009年08月12日16：25�

110ｋＶＰＳ线107开关零序ＩＩ段保护动作跳闸�Ｕ、Ｗ
相接地故障�重合成功。2009年08月12日17：00�
110ｋＶＰＳ线107开关距离Ｉ段保护动作跳闸�Ｗ相
接地故障�重合不成功。ＰＳ线两次故障在主变压器
本体重瓦斯启动回路上出现了干扰�结合故障录波和
模拟加压进行分析�第一次干扰源是出现在ＰＳ线第
一次故障启动后290ｍｓ左右�第二次干扰源是出现
在是ＰＳ线第二次故障启动后200ｍｓ左右�时间上可
比性不大。第一次故障电流持续的时间为1000ｍｓ
左右。第二次故障电流持续的时间为200ｍｓ左右。
并且第一次故障为Ｕ、Ｗ接地故障�故障电流为第二
次Ｗ相接地故障电流的2倍左右。无论是从时间上
还是从强度上来说第一次都要比第二次来得更强烈�
也就是说第一次干扰的强度要大�干扰脉冲的幅值刚
好在96Ｖ至104Ｖ之间�致使1号主变压器本体重
瓦斯信号继电器动作掉牌和901开关跳闸。第二次
干扰脉冲的幅值在96Ｖ以下�只是造成本体重瓦斯
信号继电器动作掉牌�没有造成开关跳闸。由以上分
析可得出1号主变压器保护重瓦斯动作跳901开关
动作�是因为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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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重瓦斯保护误
动 ［2－5］。

·78·

第34卷第1期2011年2月 四 川 电 力 技 术
Ｓｉｃｈｕａ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34�Ｎｏ．1
Ｆｅｂ．�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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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