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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5_E7_9B_B8_c62_645390.htm 榕江县电力局调度所在调度运

行日志记录中出现10kV单相接地信号62次，每次均发信号，

但所测10kV每相电压却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 1 故障分析 

目前各县级电力企业，都是以110kV变电所为电源点，

以35kV输电线为骨架，以10kV配电线为网络，以小水电站为

补充的一个网架结构。由于电压等级较低，输配电线路不长

，对地电容较小，因此，属于小接地电流系统。当小接地电

流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由于没有直接构成回路，接地电容

电流比负载电流小得多，而且系统线电压仍然保持对称，不

影响对用户的供电。因此，规程规定允许带一个接地点继续

运行不超过2h。但是由于非故障相对地电压的升高，对绝缘

造成威胁。因此，对已发生接地的线路，应尽快发现并处理

。这就要借助系统中设置的绝缘监察装置，来对故障作出准

确的判断和处理。 对于绝缘监察装置，我们通常采用三相五

柱式电压互感器加上电压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及监视仪表构

成。它由五个铁芯柱组成，有一组原绕组和二组副绕组，均

绕在三个中间柱上，其接线方式是：ynynd。这种接线的优点

是第一副绕组不仅能测量线电压，而且还能测相电压；第二

副绕组接成开口三角形，能反映零序电压。当网络在正常情

况下，第一副绕组的三相电压是对称的，开口三角形开口端

理论上无电压，当网络中发生单相金属性接地时(假设A相)，

网络中就出现了零序电压。网络中发生非金属性单相接地时

，开口两端点间同样感应出电压，因此，当开口端达到电压



继电器的动作电压时，电压继电器和信号继电器均动作，发

出音响及灯光信号。值班人员根据信号和电压表指示，便可

以知道发生了接地并判定接地相别，然后向调度值班员汇报

。但必须指出，绝缘监察装置是一段母线共用的，它必竟不

是人脑，不可能选择鉴别故障类型，由于实际情况要比书本

上的理论复杂得多，恶劣天气、网络中高压熔丝熔断、电网

中的高次谐波及电压互感器本身的误差等一系列问题，都可

能使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开口三角形绕组感应出不平衡电压，

使电压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动作，发出虚假接地信号。 2 故

障现象类型 根据运行经验及现场处理人员反馈的情况分析，

把62例接地故障现象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金属性接地。接

地次数为36次，占整个接地故障次数的58%且多发生在馈电线

路上，现象为：故障相电压为零或接近于零，非故障相电压

上升为线电压或接近于线电压。1999年12月13日，城关变

发"10kV单接"信号，经派人抢修，反馈情况为：10kV三相

线5km处断落一相架空导线，且电源侧断线直接落在地面上

，造成金属性单相接地。 (2)非金属性接地。接地次数为3次

，占整个接地故障次数的4.8%，且多发生在馈电线路上，接

地现象为故障相电压大于零，但低于相电压，非故障相电压

大于相电压而低于线电压。 把安全工程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3)

网络中分支线高压熔丝熔断一相(即高压一相开路)。次数

为14次，占整个接地故障次数的22.5%，且多发生在10kV配电

线路中T接有较大负荷的分支线路上，接地现象为：故障相电

压上升为相电压的3/2倍，非故障相电压不变或为正常相电压

的3/2倍。2000年7月12日，寨蒿变发"10kV单接"信号，报告所

测电压为：U线=10.5kV,UA=5.5kV,UB=9.5kV,UC=5.5kV。经"



拉路法"遂一操作后，找出故障线路，因该线路对侧有电源，

经询问，对侧发电机组运行正常，因此判定为该线路T接

的10kV乐朗支线跌开故障，对该线路继续运行无妨碍。事后

，反馈结果与判定相吻合。 (4)网络中分支线高压熔丝熔断二

相(高压二相开路)。发生次数为3次，占整个接地故障数

的4.8%，均发生有较大负荷的分支线路上。 (5)铁磁谐振：发

生次数为6次，占整个接地故障次数的9.6%，多发生在发电厂

或变电所，现象为：一相电压下降(不为零)，两相电压升高

；或两相电压下降(不为零)，一相电压升高(或满偏)。 3 结论 

凡是事物，都能表现出它的个性与共性。我们要善于学习，

长于归纳，透过事物的象看本质，这样在学习中、工作中才

能得以不断提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