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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断路器作为变电站中重要的电气设备之一，其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防跳”回路就是断路器控制

回路中的一个重要保护回路。目前随着电力系统产业的高速发展，断路器的防跳回路设计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作为

二次安装和调试人员，必须与时俱进，深入理解并领会防跳回路的关键之处，才能保证二次接线和调试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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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ctrical equipment in the substation，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circuit breaker are very

important，and anti － jumping circuit is an important protection circuit in control circuits of circuit breaker． With the curr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power system industry，the design of anti － jumping circuit of circuit breaker always keep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erfection． The secondary erection and commissioning staff should always thorough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

ate the key points of anti － jumping circuit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small wiring and commis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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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防跳是防止“开关跳跃”的简称。所谓跳跃是指

由于合闸回路手合或遥合时由于接点粘连等原因，造

成合闸输出端一直带有合闸电压。当开关因故障跳

开后，会马上又合上，保护动作开关会再次跳开，因为

一直加有合闸电压，开关又会再次合上。所以对此现

象，通俗的称为“开关跳跃”。一旦发生开关跳跃，会

导致开关损坏，严重的还会造成开关爆炸，所以防跳

功能是断路器控制回路里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目

前，在电力系统断路器的控制回路中防跳设置有两

种方式: 一种是在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内设置防跳继

电器构成防跳回路，还有一种是在保护屏柜的操作

箱内设置防跳继电器并构成防跳回路。在生产实

际中，根据不同厂家产品的特点进行配置和选择有

三种方式，一种为只采用保护防跳，一种为只采用

机构防跳，还有另一种为远方操作采用保护防跳，

就地操作采用机构防跳。这就在应用中对设计和现

场施工调试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倘若使用不当将

会出现问题。
以 500 kV 龙王山变电站的 220 kV 线路为例，研

究分析两种防跳回路的工作原理，进而探讨防跳回路

配合使用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在生产应用中应当注

意的问题。

1 断路器本体机构防跳和保护操作箱

防跳工作原理分析

1． 1 保护防跳的接线及防跳过程

500 kV 龙王山变电站 220 kV 线路保护操作箱

防跳接线如图 1 所示。
保护操作箱防跳回路工作原理分析如下。
1) 防跳继电器为 TBJ1 和 TBJ2 以及 TBJV。
2) 断路器跳闸 1 或者跳闸 2 回路一旦接通，则

TBJ1 或 TBJ2 继电器励磁，并由形成自保持，其常开

辅助接点 TBJ1 或 TBJ2 闭合。
3) 此时，如果合闸接点粘死不返回，则继电器

TBJV 将励磁，并由其常开辅助接点形成自保持，其常

闭辅助接点 TBJV 打开，切断合闸回路，这样就避免

了保护跳闸而发生的“开关跳跃”现象。
1． 2 断路器本体机构防跳的接线及防跳过程

500 kV 龙王山变电站 220 kV 线路断路器本体

机构防跳接线如图 2 所示。
断路器 本 体 机 构 防 跳 回 路 工 作 原 理 分 析 如

下。
1) 在断路器合闸线圈旁并接一个防跳继电器

K01。
2) 当断路器合闸时，断路器辅助接点 S01 闭合，

·87·

第 34 卷第 6 期
2011 年 12 月

四 川 电 力 技 术
Sichuan Electric Power Technology

Vol． 34，No． 6
Dec． ，2011



图 1 保护操作箱控制回路图

图 2 断路器机构箱控制回路图

继电器 K01 励磁，其常开接点 K01 闭合形成自保持。
3) 此时，即使发生合闸按钮粘死现象，常闭接点

K01 也已经切断了断路器合闸回路，断路器不会因故

障跳闸产生“跳跃”现象。
以上两图均取自 500 kV 龙王山变电站扩建工程

220 kV 保护和 220 kV 断路器的厂家回路图，不妨仔

细审视两图就可发现，无论是保护厂家，还是断路器

厂家在进行产品设计时，都对产品进行了优化和完

善，在图 1 中合闸回路中的防跳继电器 TBJV 常闭接

点同时并接 S2 端子以供用户选择，当用户不需要使

用操作箱防跳时，只需将 S2 端子短接即可。而在图

2 中，断路器厂家设置了远方 /就地切换开关的位置

接点分别接于合闸回路和防跳回路中，这样当断路器

在就地操作时，将只使用机构箱防跳，而在远方操作

时只使用保护操作箱防跳，从而使两套防跳回路独立

地发挥作用。

2 两套防跳分析比较及配合使用中可

能遇到的问题

2． 1 两套防跳的分析比较

无论是断路器机构箱防跳还是保护操作箱防跳，

其表面的工作机理都是一致的，即使防跳继电器带电

后启动常闭接点去断开合闸回路，使合闸脉冲无法通

过合闸回路。但是起初使用两套防跳的原因和目的

却并不一样。
保护操作箱防跳针对的是当开关合于故障上时

( 例如线路有接地故障时) ，继电保护动作使开关跳

开，如果此时合闸脉冲还未解除，开关反复分合闸将

会使得电气元件多次受大电流冲击而扩大故障。
断路器机构箱防跳针对的是当开关机构有问题

( 如机构脱扣位置偏移，开关偷跳) ，开关合闸网路未

解除，如果此时开关合闸脉冲仍存在，开关反复分合

闸，触头将会承受连续的合闸冲击，从而损坏设备。
正因为如此，很多保护厂家和断路器厂家都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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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回路中设置了防跳回路。一般而言，保护防跳是电

流启动、电压保持的“串联防跳”，而机构防跳则是电

压启动和保持的“并联防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

不同要求单独使用某一套防跳或者两套防跳同时启

用的情况均有发生。
2． 2 两套防跳配合使用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因为保护操作箱的防跳和断路器机构箱的防跳

基于各自目的的考虑，在同时启用两套时往往会在使

用的衔接上产生问题。
以图 1 为例，在断路器合闸回路中有一个跳位监

视回路，由图 1 可以看出，如果断路器在分闸位置，那

么正常情况下断路器机构内的合闸回路导通，在保护

屏柜上设有跳位监视灯，对断路器的合闸回路的完好

性起着监视的作用。如果机构防跳回路直接和跳位

监视回路接通，中间没有断开点，那么当断路器合闸

后由于防跳继电器 K01 有自保持，将会导致跳位继

电器 K01 不返回使得机构防跳一直作用，出现只能

合闸一次，无法再次合闸的问题。
笔者在 220 kV 镇江下蜀变电站二次施工时就遇

到过此类问题，由于断路器机构防跳回路直接使用在

远方合闸回路中，当跳位监视回路( TWJ) 和机构防跳

器参数不匹配时，TWJ 的阻抗分压使得机构防跳继

电器达不到动作电压，从而发生了断路器只能合闸一

次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征求设计及使用单位的

意见，取消了机构箱内的防跳，仅仅使用操作箱内的

防跳，结果开关可以正常分合闸。
在 500 kV 龙王山变电站扩建工程中，断路器厂

家对其产品的防跳回路进行了改进，使得断路器控制

回路中的两套防跳都可独立使用，也增加了产品的灵

活性，图 2 中只要解除跳线即可取消就地防跳。从而

可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防跳组合需要。

3 结 论

防止断路器跳跃对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防

止设备损坏和事故扩大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防跳回

路动作的正确可靠性必须得到保证。在不同的变电

站采用的防跳往往是不一致的，在具体工作中单独使

用某一套防跳或者两套防跳同时使用均曾经采用过，

而且不同的断路器机构和保护操作箱其二次回路往

往不同。因此，作为二次安装和调试人员，必须在工

作中不断学习、总结、提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保

证断路器的正确动作，以此来正确实现设计和使用者

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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