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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886—2012

刖 舌

本标准与DL仃886__2004的主要差别如下：

——_DL，r 886__2004由于当时750IrV系统还未正式运行，缺乏运行经验，故以导则的形式发布。本

次修订在原导则的基础上，根据继电保护专业的发展以及750kv系统的实际运行经验形成推荐性标准：

——更新标准第2章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采样精度、开关量输入腧出、电磁兼容指标等方面进行了更详细的规定；
——在保护功能及配置方面根据750kv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归口。

本标准由全国电力行业继电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西北电力调控分中心、中国南方电网电力调度

控制中心、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电南

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西北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力、粟小华、赵曼勇、舒治淮、黄少锋、凌刚、沈晓凡、秦应力、周泽昕、

陈福峰、俞波、吴利军。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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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kV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导则

DL，T 886—2012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750kv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科研、设计、制造、试验、施工和运行等有关部门共同遵

守的基本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750kV电力系统3／2主接线方式的继电保护装置，其他主接线方式的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厂r 14285—2006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厂r 14598．旷_2010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第22—3部分：电气骚扰试验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GB厂r 14598．10一2007 电气继电器第22_4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电快

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r 14598．13—2008 电气继电器第22一l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lⅫz
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厂r 14598．14_．20lO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第22．2部分：电气骚扰试验静电放电试验

GB，r 14598．16—2002电气继电器第25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磁发射试验
GB厂r 14598．17—2005 电气继电器第22．6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射频

场感应的传导骚扰的抗扰度

GB厂r 14598．18—2007 电气继电器第22—5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浪涌

抗扰度试验

GB，r 15145—2008输电线路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GB 16847—1997保护用电流互感器暂态特性技术要求

GB，r 17626．8—2006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厂r 17626．9-_201l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厂r 19520．12—2009 电子设备机械结构482．6mm(19in)系列机械结构尺寸第3—101部分：

插箱及其插件

GB厂r 20840．7—2007互感器第7部分：电子式电压互感器
GB，r 20840．8—2007互感器第8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GB厂r 21711．1—2008基础机电继电器第1部分：总则与安全要求

GB，r 22386—2008 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换通用格式

DL，r 364—_2010

D“T 478—2010

D“T 587—_2007

DL，T 667—1999

标准

DL／T 67口～20lO

DL／T 720—-2000

光纤通道传输保护信息通用技术条件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微机继电保护装置运行管理规程

远动设备和系统第5部分：传输规约第103篇：继电保护设备信息接口配套

母线保护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柜、屏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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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 770一2012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D“T 860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系列标准

DL厂r 866—2004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选择及计算导则

IEC 60255—11：2008 Measuring relays and pmtection equipment—Pan 11：、bltage dips，short intemlptions，

variations and ripple on auxiliary power supply port

ⅢC 60721-3-3 Edj石0n 2．2 Co耐鲫dum 1：2008．Classi6ca嘶n of envjr伽mental c伽西dons_Pan 3．3：

(1鹅si丘c撕onof掣。叩sofalvifomnell伽p缸铷n蜘andtheir se、啊i石es．S忸廿011arruse atw锄eIp】∞tectedlo训ons
ITU．T 2Mbi以G703规约

3一般性要求

3．1系统性要求

3．1 1 750kv继电保护应符合可靠性、选择性、灵敏性和速动性的要求。

3．1．2 750kv继电保护装置(以下简称“保护装置”)应满足GB厂r14285、DL胛478的要求。

3．1．3在合理的750kV电网结构、接线形式和运行方式下，装置应满足750kV电网和电力设备安全运

行的要求。

3．1．4继电保护配置和选型应满足工程投产初期和终期的要求。

3．1．5保护用电流互感器配置应避免出现保护的死区。接入保护的互感器二次绕组的分配，应避免当一

套保护停用时，出现被保护对象区内故障时的保护动作死区。

3．1．6当装置模拟量、开关量输入／输出采用数字化接口时应符合相关通信标准的规定。

3．2工作环境要求

保护装置工作运行场所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和DL胛478规定的条件，具备防御雨、雪、风、沙的

措施，空气无明显污染，各种有害杂质含量低于IEC 60721．3—3中3cl和3sl类的规定数值，不存在超

过规定水平的电磁骚扰和振动，并有必要的接地、屏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装置应能在上述规定条件

下，通过国家或行业权威检测中心的试验测试验证，并应在上述工作条件下安全、可靠、稳定地运行。

3．3采样准确度要求

3．3．1交流电流回路

交流电流在0．05，N～20，N范围内，相对误差不大于2．5％或绝对误差不大于0．01氐；或者：在0．1氐～

40氐范围内，相对误差不大于2．5％或绝对误差不大于O．02如。

3．3．2交流电压回路

当交流电压在0．叭‰～1．5【，N范围内，相对误差不大于2．5％或绝对误差不大于O．002巩。

3．3．3零序电压、电流回路

零序电压、电流回路的准确测量范围和准确度要求由产品标准或制造商产品文件规定。

3．3．4对于复合量输入的元件，其准确度要求由产品标准或制造商产品文件规定。

3 4电磁兼容要求

3．4．1在不外接抗干扰元件的前提下，保护装置应满足有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

3．4 2装置电磁兼容性能应达到表1试验等级要求。

表1 装置应达到的电磁兼容试验等级

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依据的标准 试验等级

l 静电放电试验 GB厂r1459814 4

2 辐射电磁场骚扰试验 GB厂r14598 9

3 快速瞬变干扰试验 GB厂r 14598．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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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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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试验项目名称 依据的标准 试验等级

4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厂r 17626．5 3

5 1m和100kHz脉冲群干扰试验 GB厂r 14598．13 3

6 直流电源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 GB厂r 17626．29

7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OB厂r 17626．8 5

GB，r 14598．17
8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r 17626．6有等级)

9 电磁发射试验 GB厂r1459816

10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GB厂r 17626．9 5

3．5保护装置要求

3，5．1保护配置

对于每一被保护对象(主设备或输电线路)，应双重化配置两套主后一体的保护装置，主后保护共

用直流电源输入回路及交流电压、电流的二次回路。两套保护装置的二次输入，输出回路(含操作回路)、

信息传输通道及电源输入回路应相互独立。

装置应能反应被保护设备或线路的各种故障及异常状态。并动作于跳闸或给出信号。

3．5．2自动检测

保护装置应具有在线自动检测功能，包括保护装置硬件损坏、功能失效、二次回路异常的自动检测。

装置元件损坏后，应能发出告警或装置异常信号，并给出有关信息指明损坏元件的位置，至少能定位到

插件。保护装置任一元件(出口继电器除外)损坏时装置不应误动作。

保护装置应具有自动检测信息记录功能，能够记录装置故障发生的时间、故障位置等信息。

3．5 3独立启动元件

保护装置应具有独立的启动元件，只有在电力系统发生扰动时，才允许开放出口跳闸回路。

3．5．4信号输出

保护装置的信号输出分为两类，一类为用于光字牌等的中央信号，另一类为用于远动、录波等的事

件记录信号。

保护装置的跳闸中央信号的触点在直流电源消失后应能自保持，只有当运行人员复归后，信号触点

才能返回，人工复归应能在装置外部进行。

保护装置的跳闸事件记录信号不应自保持，在跳闸命令返回后，跳闸事件记录信号应能够自动返回。

3．5．5输入，输出隔离

3 5．51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入的电气参数应满足下列要求：

a)装置中所有开入回路的直流电源应与装置内部电源隔离；

b)强电开入回路的启动电压值应不大于O．7倍额定电压值，且应不小于O．55倍额定电压值；

c)装置中所有涉及直接跳闸的重动继电器回路电源应为强电电源且启动功率应不低于5w：

d)装置中所有涉及软件直接跳闸的开入，应具有相应的软件防误措施。

3．5．5．2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触点输出的性能应满足GB厂r21711．1的规定。制造商应在产品文件中声明下列信息：

a)机械耐受：

b)极限接通容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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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触点电流；

d)极限断开容量：

e)触点耐压。

3．5．6交流回路异常判别

3．5．6．1交流电压回路异常

接入交流电压的保护装置在电压二次回路一相、两相或三相断线失压时应发出告警信号，并闭锁可

能误动作的保护。

3．5．6．2交流电流回路异常

接入交流电流的保护装置应具有交流电流回路异常监视功能，在异常时能发告警信号，是否闭锁保

护功能由具体的保护技术要求规定。

3．5．7定值

保护装置的定值设置应满足保护功能的要求，应尽可能做到简单、易整定：为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

变化，应设置不少于4套可切换的定值组。

3．5．8故障记录

保护装置应具有故障记录功能，以记录保护的动作过程，为分析保护动作行为提供详细、全面的数

据信息，但不要求代替专用的故障录波器。

保护装置故障记录的要求是：

a)记录内容应包括保护启动及动作过程中的输入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出开关量、动作元件、动作

时间、动作相别等，线路保护还应包含线路故障测距等信息；

b)在被保护对象发生故障时，应可靠记录并不丢失故障信息；

c)应能保证在装置直流电源消失时，不丢失已记录信息；

d)应至少能保存最新4次启动及动作的波形信息。

3．5，9事件记录

保护装置应以时间顺序记录的方式记录正常运行的操作信息，包括开入量变位、压板切换、定值修

改、定值切换等，应至少能保存最新的128次事件记录。

3．5．10记录输出

保护装置应能输出除3．5．2、3．5 8、3．5．9所要求记录的内容外，还应能输出保护当前状态信息、定

值等内容。故障记录输出格式应符合GB／T 22386的要求。

3 5．11通信接口

保护装置应具备不少于3个与监控系统等相连的通信接口，通信数据格式应符合DL厂r 860或D【，r

667系列标准规约。

3 5．12辅助接口

保护装置应配置必要的维护调试接口、打印接口。

3 5．13辅助软件

宜提供必要的辅助功能软件，如通信及维护软件、定值整定辅助软件、故障记录分析软件、调试辅

助软件等。

3 514软件安全防护

保护装置的软件应设有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出现不符合要求的更改。

3．5．15时钟和时钟同步

保护装置应具有硬件时钟电路，装置在失去直流电源时，硬件时钟应能正常工作。保护装置应具有

与外部标准授时源的对时接口。

3．5．16直流电源

3 5 161 保护装置的直流工作电源，应保证在外部电源为80％～115％额定电压、纹波系数不大于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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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下可靠工作。

3 5．16 2拉、合装置直流电源或直流电压缓慢下降及上升时，装置不应误动。直流电源消失时，应输

出告警接点。直流电源恢复时，装置应能自动恢复工作。

3．6互感器要求

当采用常规电流互感器时，线路差动保护、变压器差动保护、母线差动保护应采用’rPY电流互感

器，其性能应符合DL胛866和GB 16847的要求。

3．7机械结构要求

装置机械结构应符合GB，r 19520．12、DL厂r 720技术要求。

3．8运行管理

宜根据DL，r 587要求，结合750kv电网运行技术管理要求进行。

4线路保护技术要求

4．1一般要求

4．1．1装置应满足GB／T 15145相关要求。

4．1．2装置应反映750kV输电线路各种故障和异常状况，主要应考虑并满足以下要求：

a)线路输送功率大，稳定问题严重，要求保护动作快，呵靠性高及选择性好；

b)线路采用大截面分裂导线、不完全换位及紧凑型线路所带来的影响；

c) 电流互感器变比大，正常运行及故障时二次电流比较小对保护装置的影响；

d) 同杆并架双回线路发生跨线故障对两回线跳闸和重合闸的不同要求；

e)采用大容量发电机、变压器所带来的影响；

f) 线路分布电容电流明显增大所带来的影响；

g)系统装设串联电容补偿和并联电抗器等设备所带来的影响；

h)采用带气隙的电流互感器和电容式电压互感器后，二次回路的暂态过程及电流、电压传变的暂

态过程所带来的影响；

i) 高频信号在长线路上传输时，哀耗较人及通道干扰电平较高所带来的影响时所带来的影响；

i) 高压直流输电设备所带来的影响：

k)在平行双回线或多回有零序互感关联的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时，应防止非故障线路零序方向保护

误动作。

4．1．3线路在空载、轻载、满载等各种状态下，在保护范围内发生金属性和非金属性的各种故障(包括

单相接地、两相接地、两相不接地短路、三相短路及复合故障、转换性故障等)时，保护应能正确动作。

在保护范围末端经小过渡电阻相间故障时应具有抗静态超越的能力。

4．1．4保护范围外发生各种故障时，装置不应误动。

4．1 5外部故障切除、故障转换、功率突然倒向及系统操作等情况下，保护不应误动作。

4．1．6双重化配置的每套保护应分别启动断路器的一组跳闸线圈。
4．1 7当保护装置的远方通道采用单通道时，双重化配置的每套保护应分别使用互相独立的远方信号通

道及传输设备。

4．1．8系统正常情况下，当通道有故障或异常时，纵联保护不应误动作。

4．2保护配置

4．2．1主保护采用分相电流差动保护或纵联距离保护，双重化配置，优先采用光纤通道构成全线速动保

护。

4．22应配置快速反应近端严重故障的、不依赖于通道的快速距离保护。

4．2．3后备保护配置完整的三段式分相跳闸的相间和接地距离保护。在接地后备保护中，还应配置定时

限和／或反时限零序电流保护用以反应高阻接地故障。零序功率方向元件采用自产零序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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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应配置在电压同路异常情况下能够自动投入的后备保护。

4．2 5应配置独立的选相元件并有单相和三相跳闸逻辑回路。

4 2．6每套保护应具有故障测距功能，并能判别故障类型及相别。

4 2．7对同杆并架线路，宜配置分相电流差动或其他具有跨线故障选相功能的全线速动保护。

4．3功能要求

4 3 1选相

4．3．1 1线路故障时能正确选相实现分相跳闸或三相跳闸。

4．3 1 2系统发生经高过渡电阻单相接地故障时，对于分相电流差动保护，保护应能选相动作切除故障；

对于纵联距离保护装置，当两侧零序电流(3矗)均大于300A时，保护应能选相动作切除故障。

4．3 2振荡闭锁

4．3 2．1 系统发生全相或非全相振荡，振荡过程中又发生区外故障，保护装置不应误动作跳闸；

4．3 2．2系统在全相或非全相振荡过程中，被保护线路如发生各种类型的不对称故障，保护装置应有选

择性地动作跳闸，纵联保护仍应快速动作；

4．3 2．3系统在全相振荡过程中发生三相故障(不考虑故障在振荡中心)，保护装置应可靠动作跳闸，

但允许带短延时。

4 3 3线路保护应能适用于弱电源侧

4．3．4同杆并架

4 3 4．1应避免跨线故障误选相。

4 3．4．2应能适应同杆并架线路的特殊要求，可具有按相跳闸、按相顺序重合闸功能。

4 3．5串联补偿

对装有串联补偿电容的750kv线路和相邻线路，应考虑以下因素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保护装

置不正确动作：

a) 由于串联电容的影响可能引起故障电流、电压的反相；

b)故障时，串联电容保护间隙的击穿情况：

c) 电压互感器装设位置宜装在电容器的线路侧。

4．3．6电流差动保护

电流差动保护应有专门的措施，以消除750kv系统产生的谐波和直流分量的影响，并对电容电流尤

其是暂态电容电流进行补偿。

当线路正常运行中发生单相高阻接地故障，故障电流大于600A时，差动保护应能正确选相动作。

4．3．7故障测距

对于金属性短路，测距误差应不大于线路全长的3％。

4．3．8动作时间

4．3 8．1 主保护动作时间(不包括通道传输时间)：金属性故障时整组动作时间应不大于30ms。

4．3．8．2线路出口金属性故障整组动作时间不大于15ms。

4 3．8 3距离I段(0．7倍整定值)，整组动作时间不大于30ms。

4．4保护与光纤通道的接口

4 4．1 采用光纤通道时，保护装置与通信设备的接口、接口连接、保护通道构成方式，以及应遵守的技

术原则、可靠性指标应符合DL，r 364的要求。

4．4．2当保护采用复用光纤通道保护时应采用2Mbi“s数字接口。

4 4．3每回线的每套分相电流差动保护的通信接口设备应完全独立。

4 4 4保护装置对光纤通道应具有监视功能，当通道异常、误码率高时应能发出告警信号，主保护不应

误动作。通道恢复正常时，保护功能应能自动恢复。

4．4．5通道延时应小于10ms。

6



DL，T 886—2012

5变压器保护技术要求

5．1一般要求

5．1．1应满足DL，r 770基本要求。

5．1 2变压器电气量保护应采用主后一体化保护装嚣，具有被保护变压器所要求的全部电气量保护功能。

5．1．3非电量保护应独立于电气量保护装置。

5．2保护配置

5．21变压器保护应配置两套主后一体化的电气量保护装置和一套非电量保护装置。

5．2．2主保护配置要求：

5．2．2．1 应配置纵差保护，或分相差动保护加上低压侧小区差动保护。

5．2．2．2应配置接入高、中压侧和公共绕组回路的零序差动保护或分侧差动保护，不应将中性点零序电

流接入差动保护。

5．2 3后备保护配置要求：

5．2．3．1 主变压器各侧应配置后备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功能，各侧还应配置一段不带任何闭锁的过流保护

或零序电流保护作为变压器的总后备保护。

5．2．3．2相问后备保护： ·

a)变压器应配置相间短路后备保护，保护带延时跳开相应断路器；

b)应配置电流、电压保护作为相间短路后备保护；

c)应配置振荡闭锁可投退的相问阻抗保护。

5．23．3接地后备保护：

a)对外部单相接地短路引起的变压器过电流，变压器应装设接地短路后备保护，保护带延时跳开

相应断路器；

b)为满足选择性要求，零序过流保护可增设方向元件；

c)应配置振荡闭锁可投退的接地阻抗保护。

5 3功能要求

5．3．1变压器电气量保护应能反应下列各种故障和异常状况：

a)变压器绕组及其引出线的相问短路和接地短路；

b)绕组匝间短路；

c)外部相间短路引起的过电流；

d)外部接地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及中性点过电压；

e)过负荷：

f)过励磁。

5．3 2差动保护：

a)应具有严重内部故障下的差动速断功能；

b)应能躲过励磁涌流(包括和应涌流等各种由于变压器铁芯饱和引起的励磁电流)和外部短路产

生的不平衡电流；

c)在变压器过励磁时不应误动作；

d)在电流回路断线时应发出断线信号，电流回路断线时可选择是否允许差动保护动作跳闸：

e)差动动作时间：整组动作时间≤30ms(差流大于2倍整定值时)。

5．3．3过励磁保护：

应具有定时限和反时限特性并与被保护变压器的励磁特性相配合。定时限过励磁保护的返回系数应

不小于O．97。

5．3．4非电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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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电量保护分相设置；

b)非电量保护应有独立的出口回路，非电量保护应同时作用于断路器的两个跳闸线圈；

c)非电量跳闸继电器的启动功率应大于5w，动作电压在额定直流电源电压的55％～70％范

围内；

d)非电量保护与电量保护的直流电源应相互独立：

e)非电量保护不应启动断路器失灵保护。

6母线保护

6．1 一般性要求

6．1．1装置应满足DL，r 670的基本要求。

6．1．2保护装置应有专门的滤波措施，以避免750kV系统产生的谐波和直流分量对保护装置的影响。

6．1．3在由分布电容、并联电抗器、变压器(励磁涌流0、高压直流输电设备和串联补偿电容等所产生

的稳态、暂态的谐波分量以及直流分量的影响下，保护装置不应误动作或拒动。

6．2保护配置

6．2．1 每组母线应配置两套母线保护装置。

6．2．2每套保护装置的直流电源、各单元二次电流回路及出L：】跳闸回路应互相独立。

6．2．3功能要求：

6．2．3．1保护应能正确反应母线保护区内的各种类型故障，并动作于跳闸。

6．23．2母线差动保护必须具有抗电流互感器饱和功能，对各种类型区外故障，母线保护不应由于短路

电流中的非周期分量引起电流互感器的暂态饱和而误动作。

6．2．3．3动作时间：

母线保护整组动作时间≤20ms(差流大于2倍整定值时)。

6．24电流互感器变比调整：

母线保护应允许使用不同变比的电流互感器。当变比在现场调整时，应能通过整定方法简单方便完

成电流通道平衡，不应通过修改保护软件来完成。

6．2．5断线检测和闭锁：

母线保护装置中应对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异常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当交流电流回路不正常或电流互

感器断线时发告警信号并可选择闭锁母差保护。

6．26电压闭锁：

母线保护装置不设置电压闭锁。

7断路器保护和重合闸

7．1断路器失灵保护

7．1 1一般性要求

7．1．1．1断路器失灵判别设置在断路器保护中。

7．1．1．2保护应按断路器配置，包括断路器失灵保护、充电保护、死区保护。

7．1，1．3当电流互感器和断路器之间存在保护死区时，应配置死区保护，以缩短失灵保护动作时间。

7 1．2边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跳相邻断路器要求

7．1．2．1对于3，2接线，靠母线侧断路器的失灵保护跳本母线所有断路器的出口回路宜与相应母差共用

出口。

7．1．2．2应采取措施防止由于失灵开入或直流电源异常等原因造成失灵联跳误动。

7．1．3功能要求

7．1．3．1启动断路器失灵保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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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故障线路或电力设备能瞬时复归的出口继电器动作后不返回；

b)失灵判别元件动作后不返回。

7．1．3．2判别元件的动作时问和返回时间均不应大于30ms。

7．1．3．3失灵保护应瞬时再跳本断路器动作相，再经第一时限三跳本断路器，经第二时限跳相邻断

路器。

7．1．3．4失灵保护动作跳闸应同时动作于两组跳闸回路。

7．1．3．5失灵保护动作应闭锁重合闸。

7．1．3．6线路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后，应通过通道向线路对侧发送远方跳闸信号。

7．1．3．7充电保护应可通过压板投退，动作后应能启动失灵保护。

7．1．3．8充电保护设置两段相过电流、一段零序电流保护，II段过流与零序共用一段时限。

7．2重合闸

7．2．1一般性要求

7．2．1．1与线路相连的断路器保护应配重合闸功能。

7．21 2常规重合闸应按断路器配置，按相顺序重合闸应按线路配置。

7．2．1．3重合闸装置应有外部闭锁重合闸的输入回路，以便在手动跳闸、手动合闸、母线故障、变

压器故障、断路器失灵、断路器三相不一致、远方跳闸、延时段保护动作等情况下接入闭锁重合闸

接点。

7 2．1．4重合闸装置应具有“压力低闭锁重合闸”的接入回路。装置应采取措施防止断路器在被操作时

的暂时压力降低造成重合闸误闭锁。

7．2．1．5在断路器无法重合时，对应断路器的重合闸应准备好三跳回路，在线路保护发出单跳令时，该

断路器三跳，同时不应影响另一个断路器重合闸功能。

7．2．1．6重合闸沟通三跳应只沟通本断路器的三跳回路。

7．2．1．7重合闸合闸脉冲宽度应不小于100ms，以保证断路器可靠合闸，不应使断路器产生二次重合闸

或跳跃现象。

7．2．1．8重合闸装置中任意一个元件损坏或有异常，重合闸不应不正确动作。

7．22功能要求

7．2．2．1常规重合闸：

a)启动方式包括线路保护跳闸启动和断路器位置不对应启动，重合闸装置收到线路保护跳闸启动

脉冲后，应能将启动脉冲自保持；

b)应能实现单相重合闸、三相重合闸及停用方式。三相重合闸应能采用无电压或检查同期实

现；

c)只实现一次重合闸，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发生多次重合闸。

7 2．22按相顺序重合闸：

a)按相顺序重合闸由线路保护的按相重合闸命令启动：

b)对于同塔双回线，线路保护综合两回线的信息，完成双回线的按相顺序重合闸功能，断路器保

护根据线路保护的重合闸指令完成重合闸出口功能，按相顺序重合闸应能避免重合于可能的跨

线永久故障及近处严重故障；

c)投入按相顺序重合闸，若无电压互感器断线、通道异常等情况，则固定退出常规重合闸；当发

生通道异常、电压互感器断线等异常情况时，按相顺序重合闸应能自动转为常规重合闸方式，

该方式为常规重合闸预设的重合闸方式：

d)一回线三相跳闸应闭锁该回线的按相顺序重合闸功能。

7．3非全相保护

宜采用断路器本体的非全相保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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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远方跳闸及过电压保护

8．1一般要求

8．1．1远方跳闸

一般情况下，发生下列故障时应传送远方跳闸命令，使相关线路对侧断路器跳闸切除故障：

a)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

b)高压侧无断路器的线路并联电抗器保护动作：

c)线路过电压保护动作；

d)高压线路串联补偿电容器的保护动作。

8．1．2过电压保护

8．1．2．1过电压保护应按相配置，过电压保护应能在工频过电压时，断开有关的断路器。

8 1．22过电压保护应能适用于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过电压保护的返回系数应不小于O．98。

8．1．2．3过电压保护动作后，应发送远方跳闸信号，使线路对侧断路器跳闸。

8．2保护配置

应配置双重化的远方跳闸及过电压保护。可设立独立的远方跳闸及过电压保护装置，也可将该功能

集成在线路保护装置中。

传送跳闸命令的通道优先选用光纤通道。

8．3就地故障判别和闭锁

为提高远方跳闸的安全性，防止误动作，执行端均应设置就地故障判别元件。只有在收到远方

跳闸命令且就地故障判别元件启动时，才允许出口跳闸跳开相关断路器。远方跳闸保护动作应闭锁

重合闸。

可以作为就地故障判别元件启动量的有电流变化量、低电流、过电流、负序电流、零序电流、低有

功、低功率因数、负序电压等。

9并联电抗器保护

9．1一般要求

电抗器保护应采用主后一体化保护装置，具有被保护电抗器所要求的全部电气量保护功能。

9．2保护配置

9．2．1 电抗器电气量保护应采用主后一体双重化配置。

9．2．2应配置纵差保护、零差保护、匝间保护、零序过流保护、过流保护和过负荷保护。当有中性点电

抗器时还应配置中性点电抗器过电流保护和中性点电抗器过负荷保护。

9．3功能要求

9．3．1差动保护

9．3．1．1应具有严重内部故障下的差动速断功能。

9．3．1．2差动保护动作时间：保护整组动作时间≤30ms(差流大于2倍整定值时)。

9．3．2匝间短路

750kv并联电抗器，应装设匝间短路保护，保护应不带时限动作于跳闸。

9．3．3过负荷保护

对750kv并联电抗器，当电源电压升高并引起并联电抗器过负荷时，应装设过负荷保护，过负荷特

性宜采用定时限特性，定值整定应与电抗器的允许过电压倍数特性曲线相配合，保护带时限动作于信号。

对三相不对称等原因引起的接地电抗器过负荷，宜装设过负荷保护，保护带时限动作于信号。

9 3．4后备保护

作为速断保护和差动保护的后备，应装设过电流保护，保护整定值按躲过最大负荷电流整定，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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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时限动作于跳闸。

9．3．5非电量保护

9．3．5．1非电量保护应分相设置。

9．3．5 2非电量保护应有独立的出口回路，非电量保护应同时作用于断路器的两个跳闸线圈。

9．3．5．3非电量跳闸继电器的启动功率应大于5w，动作电压在额定直流电源电压的55％～70％范围内。

9．3．5．4不允许由非电量保护启动失灵。

9 3 5．5非电量保护与电量保护的直流电源应相互独立。

9．3．6启动远跳

750kv线路并联电抗器的保护在无专用断路器时，其动作除跳开线路的本侧断路器外还应启动远方

跳闸，跳开线路对侧断路器。

10短BI线保护

10．1保护配置

保护应双重化配置，配置差动保护及两段充电过流保护功能。

10．2功能要求

10．2．1差动保护

短引线保护应装设差动保护，瞬时动作于跳闸。

10．2．2短引线保护

短引线保护应能根据线路运行方式投退。

1023电流互感器断线

保护装置中应对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异常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当交流电流回路不正常或电流互感器

断线时发告警信号，并闭锁差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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