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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1、故障现象 我县110kV变电所10kV出线共七回、10kV母

线分段并联运行，其中县城线(915)、龙城线(912)和芙蓉

线(913)沿线分布着县城、芙蓉镇的工农业负荷和大量的照明

配变。水泥线(914)、朝阳线(917)、芙纺线(911)和彭纺县(916)

则为厂矿专用线。 (1)故障Ⅰ： 1997年初曾多次出现下述故障

：当芙蓉线(913)或龙城线(912)两线路中其中一条出现接地报

警信号，变电所正待处理，两线却同时跳闸。故障指示：速

断。 多方巡查两线路的交叉跨越处(无同杆架设)未发现任何

短路放电痕迹。两线路之间直接故障的可能性不存在。 分别

试送，均能送出。 (2)故障Ⅱ： 1997年6月16日、17日，县城

线(915)和龙城线(912)两次同时跳闸。 第一次故障后，反复巡

查两线〖JP3〗路，未发现明显故障。分别试送、成功。 第二

次故障后，经巡查，了解到龙城线某处(距110kV变电所8km)

，带负荷拉开刀闸、造成电弧短路，致使龙城线(912)跳闸。

后查出在距变电所1km的另一处，县城线(915)一台配变的两

只避雷器炸裂，向操作者和目击者了解，上述两故障发生时

间均与两线同时跳闸时间吻合。 (3)故障Ⅲ： 1997年7月1日，

水泥线(914)与县城线(915)同时跳闸，故障指示均为：速断。 

调阅远动装置的故障记录显示：水泥线(914)先于县城线(915)

跳闸。县城线跳闸是由水泥线跳闸引发。 后查明，县城

线(915)距变电所2km处一工厂10kV配电间的两TA对地短路放

电，放电痕迹明显。 2、故障分析 以上几例两条线路同时跳



闸故障发生时，天气或晴好，或虽有阴雨，但绝无雷电。由

雷击等外界原因引起的多条线路故障的可能性可作出肯定的

排除。何以会同时跳闸，绝非偶然巧合，其中必然有一定的

因果关系。 1997年初，我们针对10kV配电系统是中点性点非

直接接地的小电流接地系统，根据有关理论和运行经验，曾

作分析，认为： (1)在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的对地

电压将会迅速升高，视接地程度不同，最高可升至正常时对

地电压的倍，有可能击穿正常相的绝缘薄弱环节，形成两点

对地短路。 (2)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出现的电弧放电，破坏了

系统原来相对稳定的运行方式并引发震荡，使故障相和正常

相均产生危险的过电压。 (3)配电系统内，断路器、刀闸的混

合操作，改变了电网的能量分配和传递方式，会产生操作过

电压。特别是线路断路器在数十毫秒的瞬间分断高达几千甚

至上万安培的短路冲击电流。这能在极短时间内进行的复杂

的磁能量转换必定会产生极高的过电压，这无疑是最危险的

。(4)系统中还大量使用互感器、电抗器等具有铁芯和绕组的

设备。上述几种过电压的产生会使铁芯迅速饱和，引起铁磁

谐振，造成更危险的谐振过电压。 以上几种过电压现象一旦

发生，在极短的暂态过程中，可能是一种，也可能是同时几

种的相互作用，产生高于正常电压数倍的危险过电压，对系

统中绝缘薄弱的电气元件产生致命的打击。这是引发同一线

路感应另外线路产生故障的主要诱因。而同一线路或另外线

路若存在难以承受过电压的薄弱环节，将最终被击穿，造成

故障。至于过电压在两条线路之间的接通，是通过10kV母线

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根据这种分析，我们组织力量对县

城线、龙城线和芙蓉线的线路绝缘子及其它配电设备(避雷器



、计量箱、熔断器、刀闸等)进行登杆检查，确实查出不少故

障隐患。表现在： 部分绝缘子有裂纹、击孔和灼伤痕迹，甚

至有的绝缘子瓷裙破坏、炸裂。在不登杆的情况下肉眼绝难

发现的这些缺陷，无疑是可能被引发故障的隐患。 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甚至在同一铁担上的几只绝缘子均不同程度存在上

述隐患。可见在平时送电运行情况下能勉强使用的绝缘子，

在过电压作用下，极有可能再次击穿，造成短路故障。但过

电压作用消失后，其绝缘情况又可能部分恢复，带病运行。

这种绝缘性能的反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故障排查的

困难。 另外，部分阀式避雷器质量太差，经试验其绝缘性能

及工频放电电压均不合格。部分高压计量箱、跌落式保险和

穿墙查管也存在缺陷与隐患。 针对系统运行可能产生过电压

的分析和系统客观存在绝缘薄弱环节的现实，就不难理解上

述几例故障产生的原因。 (1)一条10kV线路其中一相接地(或

接地时电弧放电)时产生的过电压使本线路另一正常相的绝缘

薄弱环节击穿，造成两点对地短路跳闸(速断)。 (2)一条10kV

线路某相在距变电所较近的一点接地(或接地时电弧放电)产

生的过电压通过10kV母线传递，使另一线路其它两正常相中

的一点绝缘薄弱环节击穿，形成两条线路不同相的两点对地

短路，造成两线同时跳闸。 (3)一条线路断路器故障跳闸，分

断短路冲击电流时产生的过电压通过母线传递，使另一线路

两点绝缘薄弱环节击穿，造成对地短路放电。继而速断跳闸

。 (4)当然，也不能排除在上述几种暂态过程中，铁磁谐振过

电压可能产生的破坏作用。 至于10kV配电系统中其它几条厂

矿专用线至今未被引发同类故障，究其原因，除专用线架设

质量较好外，其沿线装设的配电设施，如配变、避雷器、计



量箱等可能是绝缘薄弱的环节大大减少，因此被引发故障的

概率也就大大降低。 当然，两条线路同时跳闸，绝非仅是上

述原因引起。 表面现象均为两条线路同时跳闸，但引发故障

的原因可能并不一样。针对故障时的具体情况，需多方了解

，仔细分析，排查、并作出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判断，才

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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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