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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倒闸操作关键点分析

何智辉*

中山供电局��广东�中山��528400

摘� 要：作业人员在复杂的倒闸操作之中，如何可以提高效率，提高正确率，避免发生恶性电网事故，所以归纳

出各类型下的倒闸操作之中的关键点，有利于抓住倒闸操作的重点，躲避危险点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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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时变电站值班员的操作任务十分繁重，类型繁多，往往一个操作之中出现较多的危险点，作业风险极大，现行

的作业风险评估体系虽然可以较好地覆盖作业时候可能出现的风险，但是，毕竟，作业是值班员所完成，水平有所

差距，所以本文要对各种类型的倒闸操作作业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点进行分析，提供各种类型操作的简易判断的关键

点，保证不出现恶性误操作。

1��类型一：10kV 接地变中性点探讨

案例分析：白石站��主变检修停电。（注：白石站为线变压器接线方式。）

而工作人员出票的步骤为：（�）退出��N9��分段备自投，（�）将��N9���接地变由可控电阻接地方式转为不接

地方式。（�）将��N9��0母线负荷转由��主变供电，��主变供��N9��0、��0、�%0，��主变由运行转热备用。

那么，问题就来了：运行人员这样操作有问题吗？会造成误操作等恶性电网事故吗？

根据《����年版��N9母线消弧线圈并联小电阻接地装置运行方案》中的第九点运行注意事项：不允许��千伏系统

中性点经可控电阻接地系统不带接地装置和无接地保护装置运行。为限制单相接地电流，原则上不允许两台及以上的

接地装置并列运行，但是在倒闸操作过程中或事故异常运行方式下�包括备自投自动并列�，允许两台及以上的接地装

置短时并列运行。

故此可知，第一点，运行人员操作顺序是错误的。会使��N9�0母线短时失去接地变中性点。第二点，一般��N9

线路在操作期间不发生线路故障，不会造成电网事故。

作为对比，错误操作步骤：（�）退出��N9��分段备自投。（�）将��N9���接地变由可控电阻接地方式转为不接

地方式。（�）将��N9��0母线负荷转由��主变供电，��主变供��N9��0、��0、�%0，���主变由运行转热备用。

正确操作步骤：（�）退出��N9��分段备自投。（�）将��N9��0母线负荷转由��主变供电，��主变供��N9��0、

��0、�%0，��主变由运行转热备用。（�）将��N9���接地变由可控电阻接地方式转为不接地方式。

由此可知，此类型操作关键点（快速判断点）：（�）��N9各段运行母线在转方式前后不可以失去接地变的中性

点；（�）两段��N9运行母线拥有两个接地变的中性点可以短时并列运行。

2��类型二：110kV 单母线分列运行操作探讨

运行方式：板芙站���N9母线处于�0、�0母线并列运行中，旁路开关����运行，旗板甲线����运行，供全站负

荷，旗板乙线����线路检修，顺板线����热备用。

在复电过程中，调度接连下了两种不同的调令。

第一种：将���N9��母线、��母线由并列运行转为分列运行，旗板甲线����供电�0母线，旗板乙线����供电�0

母线，旁路����开关、顺板线����开关热备用，联络刀闸�����、�����刀闸分闸（旗板乙线已经处于热备用状态）。

*通讯作者：何智辉：�������，汉，男，广东广州，中山供电局，职员，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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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将���N9��母线、��母线由并列运行转为分列运行，旗板甲线����供电�0母线，旗板乙线����供

电�0母线，旁路����开关、顺板线����开关热备用，联络刀闸�����、�����刀闸分闸（旗板乙线已经处于热备用状

态）（�）合上旗板乙线开关����。

小张说第一种下令才对，小陈说第二种下令才稳妥，小李说感觉只有一种对，但是不是记得很清楚，大凤说两种

都是对的。

那么问题是：究竟谁说得对呢？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

实际上，第一种下令是正确，第二种下令是错误，会导致���N9�0母线失压。

事故原因：板芙站是单母线带旁路母线的结构，当旗板乙线����在并列运行转为分列运行前，并没有将开关合

上，导致���N9�0母线失压。

当旗板乙线����转到热备用后，小张与小李就开始操作上述的一条调令：

（��）拉开���N9�0、�0母线联络刀闸�����。（��）检查���N9�0、�0母线联络刀闸�����在拉开位置。

（��）在���N9�、�0母线联络刀闸远控箱断开�����刀闸电机电源.�。（��）在���N9旁路保护柜（�3）合上���N9

旁路开关����操作电源�.。（��）检查���N9��0、�0母线符合分列条件。（��）断开���N9旁路开关����。（��）

检查���N9旁路开关����在分闸位置。

当操作到第��项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N9�0母线失压，那为什么会发生母线失压？

原来是调度下令有问题，没有提前让他们合上旗板乙线����开关，导致这次事件发生，实际上呢？根据《中山

电力系统调度规程（����版）规定：3�����������示例说明二》：（��）拉开�站���N9�0、�0�����联络刀闸�。（开

环）�（��）检查�站���N9�0、�0�����联络刀闸确在拉开位置。（��）合上�站��乙线����开关。（合环）�（��）

检查�站��乙线����开关确在合上位置。�

（��）投入（合上）�站���N9旁路����开关操作电源熔断器（空气开关）。（��）断开�站���N9旁路����开关。

（开环）�（��）检查�站���N9旁路����开关确在分闸位置。规程早已经规定，在进行分列操作前，来电侧的线路开

关要提前合上，防止母线失压。

由此可知，此类型操作关键点（快速判断点）：（�）���N9单母线带旁路母线分列运行操作时，应该将线路检修

的线路开关在分列前合上，防止其中一段母线失压。（�）分列前，应该通过检查后台电气量，比如电压、电流、线

路电压等电气量，确定线路带电或者电源侧有电来，否则板芙站的旗板乙线����开关已经合上，而旗乐站的旗板乙线

����处于热备用状态，也会造成事故。

3��类型三：PT 相关操作过程中注意事项探讨

情景一：���N9线路37有独立刀闸的情况（广福站），操作任务：将���N9卓绣甲线广福支线由冷备用转检修这

时，操作人员出现了分歧，对于操作顺序有不同见解。

第一种：应该先拉开����37刀，再合上������，比较稳妥，他的理由是符合一贯的操作思路，先拉开所有刀闸，

再拉开地刀。

第二种：应该先合上������地刀，再拉开����37刀，这样比较对，他的理由是先操作完一个相关设备，再操作下

一个设备。

问题是，究竟是应该先先拉开����37刀，再合上������，还是应该先合上������地刀，再拉开����37刀呢？

（����处于分闸位置，�����、�����处于拉开位置）

实际上，是第二种是对的。根据《���N9线路37刀闸等设备操作规程》，对于���N9线路37有独立刀闸的情况，线

路由冷备用转检修时，应先合上线路地刀再拉开37刀闸，线路由检修转冷备用时，应先合上37刀闸再拉开线路地刀。

情景二：单一37检修时母差保护是否投入互联压板的情况。

操作任务：将���N9�0母线由运行转冷备用（保护配置：桂安甲线有光纤差动，距离保护，桂安乙线有距离保

护，桂路甲线有光纤差动，桂路乙线有光纤差动保护，距离保护）。

小张开始出票，小李站在身后看着，觉得小张出得不对，因为小张的操作步骤有：（�）在���N9� ��、�0母

差及开关失灵屏,（���3）投入互联压板�./3�。（�）在���N9���、�0母差及开关失灵屏,,（���3）投入互联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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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李认为，一向都没有投入互联压板的习惯，那究竟他的习惯是否正确？小张认为无论如何37检修，就要投入互

联压板，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

小李的习惯是错误的，小张说的也不全对。

根据《����版继电保护专业规程》：当���N9母线在单一37检修时，母差保护应具备不投非选择方式的条件。

（�）���N9母线任一条���N9线路保护无配置至少一套光纤差动保护，则单一37检修时必须投入互联压板。

（�）���N9母线单一37检修，同时有旁路代路时，按照现有旁路保护配置，因旁路开关未配置差动保护，必须投

入互联压板。

（�）���N9母线37单一检修时，仍维持原有做法，按规程要求投入互联压板。

情景三：母线送电前，母线37投入的顺序。

操作任务：���N9�0母线由检修转运行。

小张与小李在进行操作时候，小张担忧会发生铁磁谐振，而小李则认为不会有。

正当两人相持不下的时候，决定翻查操作管理实施细则，在《����版的广东电网调度运行操作管理实施细则》

上，其中�����规定：母线送电或者停电时，现场必须有预防开关断口电容与母线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发生谐振的措施。

而谐振现象会造成引发分频、基频、高频谐波谐振，造成电压升高，电流增大等现象。如果发生的是分频谐振，

其特征是过电压并不高，但流过电压互感器绕组的电流很大，可达��a��倍，使电压互感器因过热而爆炸，造成母线

停电事故。对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危害。

情景四：防止37二次侧反充电的情况。

37停电时候，应该先停二次再停一次，防止二次反充电。

由此可知，此类型操作关键点（快速判断点）：（�）���N9线路37有独立刀闸的情况，应该先合线路地刀，再

拉线路37刀。（�）单一37检修时母差保护要考虑线路是否全部满足配置光纤差动保护，是否投入互联压板。（�）

母线送电时，严防谐振现象。（�）防止37二次侧反充电的情况。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归纳掌握操作关键点有利于作业人员在复杂的倒闸操作之中，抓住重点，掌握重点，避免电网事故，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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