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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85_E6_A1_88_E4_c62_95461.htm 5月18日，110kV园岭变

电站按计划进行#2主变本体，102开关、CT，502开关、CT以

及10kVⅡ、Ⅲ乙段母线设备停电预试和保护定检工作。18

时02分，#2主变本体，102开关、CT，502开关、CT以及10kV

Ⅱ、Ⅲ乙段母线设备停电预试和保护定检工作结束。18时15

分调度指令“将#2主变由检修状态转运行状态，10kVⅡ、Ⅲ

乙段母线由检修状态转运行状态”。为了缩短复电操作时间

，巡检中心站站长莫某安排复电操作分两组同时进行，一组

负责“10kVⅡ、Ⅲ乙段母线由检修状态转为运行状态”的操

作，另一组负责“#2主变由检修状态转为运行状态”的操作

。18时17分，由巡检员刁某和梁某负责10kVⅡ、Ⅲ乙段母线

由检修状态转运行状态的操作（10kV#2变低502开关的操作由

该组负责）； 18时20分，由巡检员钟某（监护人）和卢某（

操作人）负责#2主变由检修状态转运行状态的操作（拉

开10kV#2变低主变侧502T0接地刀闸的操作由该组负责）。18

时41分，当钟某、卢某进入10千伏高压室准备操作拉开#2主

变变低侧502T0接地刀闸时，站长莫某叫他们将接地车推离高

压室通道，两人完成站长交待的工作后，返回操作地点时未

认真确认该项操作是否已执行和检查设备状态，便在“拉开

＃2主变变低侧502T0接地刀闸，检查确已拉开”操作项上打

“√”，并记录了执行时间。然后继续往下操作，19时02分

，当操作至合上#2主变变高102开关时，开关绿灯闪光，并伴

有音响信号，“掉牌未复归”光字牌亮。对主变保护屏的检



查，发现#2主变差动保护动作掉牌，变高102开关跳闸；对主

变本体，GIS开关等设备的检查均未发现异常；19时31分，在

对变低502开关进行检查时发现#2主变变低侧502T0接地刀闸

在合闸位置。经地调同意将#2主变转检修状态，对#2主变进

行绕组变形试验、油色谱分析、绕组绝缘测试等试验，各项

试验结果符合要求，于23时00分恢复#2主变运行。二、事故

原因分析及暴露问题1、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拉开#2

主变变低侧502T0接地刀闸，且未经过检查，就作了已操作的

打“√” 记号和记录虚拟的执行时间后离开操作地点。在继

续进行该操作任务的后续操作中，造成实际操作漏项，是造

成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2、在操作过程中，巡检中心站站长

违反原广东省电力工业局的“两票”实施细则，安排操作人

员进行与本操作任务无关的工作，造成操作间断，导致操作

人员精神分散，出现操作漏项。3、由于操作时间紧而分开两

组操作人员同时进行有逻辑关系的倒闸操作，仅考虑了在#2

主变复电时不会危及10千伏 Ⅱ、Ⅲ乙段母线操作人员的安全

措施（没有将变低502小车开关推入开关柜，使两个操作界面

之间有明显的断开点），但忽略了502开关与502T0接地刀闸

之间的闭锁功能，导致闭锁装置没有发挥应有的闭锁作用。

三、防范措施（一）认真贯彻执行南方电网公司《关于切实

做好防止电气误操作事故工作的通知》（南方电网安

监[2004]16号），切实加强领导，改进作风，按照“严、细、

实”的要求抓好“防误”工作；提高认识，保证投入，切实

加强对全体人员安全生产素质教育及技能培训；认真落实《

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的有关内容，

全面加强“防误”工作和装置的管理；把“防误”工作作为



当前的安全监督重点，加强对生产一线的安全检查和指导。

（二）必须严格执行《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和 “两票”的有

关规定。（三）禁止边操作边做其他无关的工作事项，不许

干扰操作人员的正常工作，正确处理好操作过程中的各项工

作事项。（四）在制定停电计划时，应考虑值班人员有较充

裕的操作时间；当由于操作时间紧迫而需要进行分组同时操

作时，必须是在同一变电站同时进行没有逻辑关系的倒闸操

作任务，并要全面考虑合理安排人员操作并做好统筹和协调

工作。（五）操作前必须落实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强危险

点的控制与分析。在操作任务中，凡是可以不带电操作刀闸

的操作，应进行不带电操作，一方面减少因刀闸质量问题在

操作过程中发生事故，另一方面，使刀闸与地刀的连锁发挥

作用，提高“五防装置”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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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