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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接地极线路是直流输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稳定运行对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至关重要。然而，近年来

国内接地极线路多次发生故障，成为薄弱环节。2016 年 4 月 16 日 ± 800 kV 宾金直流输电工程的极Ⅱ线路遭受雷击

后绝缘击穿。极Ⅱ线路在直流控保的作用下全压再启动两次成功。在极Ⅱ线路第 2 次再启动过程中，接地极引线不

平衡保护动作。通过故障录波分析和登塔检查，发现宜宾换流站接地极线路一侧导线绝缘在极Ⅱ线路接地故障后发

生过电压击穿，在重启过程中持续流过直流续流。基于此次故障，详细分析了目前接地极线路多次故障的原因，提出

通过改进接地极建立绝缘配合解决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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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fe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electrode line is important to the reliability of UHVDC transmission system． However，

electrode line fails repeatedly in recent years，which made it a weak part． On April 16，2016，the pole Ⅱ line of ± 800 kV

UHVDC Binjin transmission project failed because of lightning stroke． Under the control of protection system，pole Ⅱ restar-

ted successfully in the second time． During the restart procedure，unbalanced protection of electrode line was triggered． Fault

records were analyzed and fault tower was checked． It is found that one of the two electrode lines was breakdown under over-

voltage． DC on the fault place continued during the whole restart procedure． Based on this fault analysis，the causes of most e-

lectrode line faults are analyzed in detail，and solutions based on insulation coordination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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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接地极线路是直流输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安 全 稳 定 运 行 对 整 个 系 统 的 可 靠 性 至 关 重

要［1 － 4］。然而，近年来接地极线路多次发生故障，引

起关注。如国家电网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 ± 500
kV 呼伦贝尔—辽宁直流输电工程接地极线路绝缘

子炸裂、导线脱落［5］，南方电网公司 2012 年 12 月

15 日 ± 800 kV 云广直流输电工程接地极线路绝缘

闪络引起极Ⅱ强制移相重启［6］。

特高压直流系统的直流套管与极线发生接地

故障后，会在接地极线路引发过电压而击穿绝缘。

由于击穿点流过的是直流续流，电弧难以熄灭，绝

缘子和金具在持续电弧的烧蚀下损毁，导致掉串

和断线等事故。单极大地运行时发生雷击接地极

线路也会导致此类事故。接地极线路的典型设计

为两根双分裂导线并列，绝缘击穿通常只会发生

在其中一根。根据此特征，国内换流站对接地极

线路设置了电流不平衡保护以监测接地故障。该

保护出口一般为极平衡控制或闭锁，虽然在一定

程度上可减少绝缘损伤的程度，但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下面对 2016 年 4 月 16 日 ± 800 kV 宾金直流输

电工程的一起故障进行详细分析，阐明目前接地极

线路多次故障的根本原因，提出通过改进接地极建

立绝缘配合解决此类问题。

1 故障与重启过程

2016 年 4 月 16 日 3 时 49 分，± 800 kV 宾金

直流输电 工 程 宜 宾 换 流 站 站 极Ⅱ电 压 突 变 量 保

护、行波保护动作，极Ⅱ直流线路全压再启动两次

成功。在极Ⅱ线路第二次再启动过程中，接地极

引线不平衡保护动作。整个过程保护动作时序如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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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保护动作时序

时间 主机 事件

03: 49: 04: 389 极Ⅱ极保护系统 C 行波保护动作

03: 49: 04: 390极Ⅱ极保护系统 A 行波保护动作

03: 49: 04: 390 极Ⅱ极保护系统 B 行波保护动作

03: 49: 04: 403 极Ⅱ极保护系统 B 电压突变量保护动作

03: 49: 04: 404极Ⅱ极保护系统 A 电压突变量保护动作

03: 49: 04: 404 极Ⅱ极保护系统 C 电压突变量保护动作

03: 49: 04: 412 极Ⅱ极控系统
A( 主)

线路故障再启动
动作、极保护启动

线路重启

03: 49: 04: 423 极Ⅱ极控系统
B( 从)

线路故障再启动
动作、极保护

启动线路重启

03: 49: 04: 898 极Ⅰ极极保护
A、B、C

接地极引线不平衡
保护平衡双极运行

( 双极运行)

03: 49: 04: 898 极Ⅱ极极保护
A、B、C

接地极引线不平衡
保护平衡双极运行

( 双极运行)

03: 49: 04: 898 极Ⅰ极极保护
A、B、C

极保护启动
双极平衡运行

03: 49: 04: 898 极Ⅱ极极保护
A、B、C

极保护启动
双极平衡运行

03: 49: 04: 930 极Ⅰ极控系统
A( 主)

保护降电流限制
直流电流

03: 49: 04: 932 极Ⅰ极控系统
A( 主)

保护降电流限制
直流电流

2 接地极线路电流不平衡原因分析

2． 1 登塔检查

故障发生后，四川公司对宜宾换流站接地极线

路开展巡线，并对近区杆塔作登塔检查。发现 4 号

图 1 4 号塔左侧导线大号侧招弧角的电弧烧蚀痕迹

塔左侧导线大号侧招弧角有电弧烧蚀痕迹，如图 1
所示。招弧角上电极和下电极中部的镀锌层被烧

蚀，且烧蚀部分已经起锈。
2． 2 故障录波分析

图 2 为极Ⅱ直流线路发生接地故障后故障录波

记录的宜宾换流站中性极母线电压波形。电压在起

始阶段持续上升，频率约为 75 Hz，峰值 104 kV。达

到峰值后，电压衰减振荡，频率约为 530 Hz。由此

可判断，接地极线路的绝缘在峰值 104 kV 时刻发生

击穿，导致频率突变。

图 2 中性极母线电压波形

极Ⅱ线路接地故障后约 10 ms，极Ⅱ线路执行 3
次再启动逻辑，并在第 2 次重启成功。第 1 次重启

等待时间为 150 ms，重启过程 150 ms; 第 2 次重启

等待时间 200 ms。整个重启过程中，接地极线路

左、右导线的电流波形如图 3 所示。

图 3 接地极线路电流波形

接地极线路左右两侧电流波形分为 4 个阶段:

1) 在第 1 次重启等待时间内，接地极线路左右

两导线的电流进入稳态过程后，出现明显不平衡。
在观测时刻 1，左侧导线电流 1 910 A，右侧导线电

流 7． 3 A。
2) 在第 1 次重启时间内，极Ⅱ直流线路电流开

始恢复，接地极线路总电流减小。在观测时刻 2，左

侧导线电流 331 A，右侧导线电流 112 A。
3) 在第 2 次重启等待时间内，极Ⅱ直流线路电

流为 0，接地极线路总电流重新增大。在观测时刻

3，左侧导线电流 1 445 A，右侧导线电流 359 A。
4) 在第 2 次重启时间内，极Ⅱ直流线路电流逐

渐恢复，接地极线路左右两导线电流逐渐减小，最终

为 0。在观测时刻 4，左侧导线电流 249 A，右侧导线

电流 249 A。
根据上述的接地极线路左右导线电流变化情

况，可以判断在两次重启过程中，接地极线路击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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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弧未熄灭。
接地极线路不平衡保护的逻辑为: 不平衡保护

动作值 679 A，在双极运行时延时 200 ms 进行极平

衡。从进入第 2 次重启等待时间算起，不平衡电流

超过 679 A 后 200 ms，不平衡保护动作，进行了极平

衡操作。极平衡操作过程发生在第 2 次重启过程

中，系统会根据当前电流刷新参考值，使极线电流值

存在一定扰动，如图 4 所示。

图 4 接地极线路电流扰动波形

3 接地极线路绝缘配合分析

为论证极线故障后产生的接地极线路过电压是

否能导致宜宾侧接地极线路杆塔绝缘闪络，对带招

弧角的绝缘子串开展了操作冲击和工频耐受试验，

如图 5 所示。试品的绝缘结构与宾金直流接地极线

路的杆塔一致，招弧角的上电极与下电极之间的空

气间隙为 200 mm，绝缘子为 U160BP /170H 型陶瓷

绝缘子，结构高度为 170 mm。试验结果表明，工频、
操作冲击的击穿电压分别为 109 kV、149． 4 ( + ) /
150． 0( － ) kV，闪络路径为招弧角空气间隙。

图 5 招弧角击穿试验形

故障过电压为 104 kV，主频为 75 Hz 左右，与招

弧角工频击穿电压接近，考虑到试验环境和现场环境

的差异、招弧角的安装偏差以及高压试验本身的离散

性，招弧角在此故障过电压下击穿属于正常现象。
接地极线路绝缘击穿后，因流过的是直流续流，

电弧难以熄灭。本次故障中，直流电弧在第 2 次重

启时熄灭，持续时间超过 600 ms，因系统并未满功

率运行，最大电流为 2 000 A。若系统满功率运行，

电弧更难以熄灭，考虑到电弧对招弧角烧蚀作用，很

可能发生招弧角烧断、绝缘子串掉串的严重后果。
通过提高接地极线路的绝缘强度以避免在过电压下

击穿是目前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方法。为此，可通过

调整招弧角间隙距离以配合过电压。
可建立仿真模型计算直流输电系统的过电压。

根据 ± 800 kV 宾金直流接地极线避雷器的参数，接

地极线路出现的最大过电压为 275 kV，频率约为 75
Hz。图 6 为招弧角间隙距离与工频击穿电压的关

系。当间隙距离为 550 mm 时，招弧角在 275 kV 下

不会发生击穿。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在 10% 的误

差范围内，招弧角在最大故障过电压 275 kV 不发生

击穿的间隙距离至少为 560 mm。

图 6 招弧角的工频击穿电压( 峰值) 与间隙距离的关系

4 结 论

针对 2016 年 4 月 16 日 ± 800 kV 宾金直流发生

的接地极线路不平衡保护动作事件，分析了接地极

线路绝缘设计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 宾金直流接地极线路绝缘强度较低，直线塔

的招弧角工频 50% 击穿电压为 109 kV。中性极母

线的故障录波显示过电压幅值为 104 kV，主频为 75
Hz。考虑到试验环境和现场环境的差异、招弧角的

安装偏差以及高压试验本身的离散性，招弧角在此

过电压下击穿属于正常现象。
2) 极Ⅱ线路重启成功前，接地极线路的击穿点

电弧一直未熄灭，导致左右导线分流不平衡，不平衡

电流最大值约 2 000 A。由于线路重启成功，接地极

线路电流减小至 0，燃弧时间约 600 ms。因电流小、
续流时间短，因此未出现招弧角烧断、绝缘子掉串的

严重后果。
3) 接地极线路不平衡保护在第2次重启中正

( 下转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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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动作。系统会根据当前电流刷新参考值，使极线

电流在重启过程中存在一定扰动。
4) 为保证接地极线路在故障过电压下不发生

闪络，建议招弧角间隙距离应至少增大到 56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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