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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现阶段的部分地区电力供应还很紧张,特别是用电高峰期,停电事故时有发生,电力是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能源,

电力系统不能的持续稳定的输出,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继电保护对维护电力系统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能够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随着科枝的不断进步,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文章以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技术为研究对象,从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现状；发展趋势；应用 

 

近几年以来,我国的电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技术获得了

突飞猛进的进步和发展,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空间也进行了扩

大,而且在电力系统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为了保障电力

系统能够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针对电力系统

中的,继电保护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的现状 

我国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

代后期,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发

展速度却十分快,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

护技术主要是以晶体管继电保护系统为主,而到了 70 年代

以后,由于晶体管继电保护出现了许多问题和弊端,因此,集

成电路保护技术应运而生,这种继电保护技术不仅弥补了晶

体管继电保护系统中出现的不足,同时还大大减少了继电保

护设备的成本,9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继电

保护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促成了微机保护装置的产生,使

得继电保护技术更加完美,能够更加有效保障电力系统的运

行安全。 

2 继电保护的分类 

2.1按被保护对象分类,有输电线保护和主设备保护(如

发电机、变压器、母线、电抗器、电容器等保护)。 

2.2按保护功能分类,有短路故障保护和异常运行保护,

前者又可分为主保护,后备保护和辅助保护；后者又可分为

过负荷保护,失磁保护,失步保护,低频保护,非全相运行保

护等。 

2.3 按保护装置进行比较和运算处理的信号量分类,有

模拟式保护和数字式保护,一切机电型,整流型,晶体管型和

集成电路型(运算放大器)保护装置,它们直接反映输入信号

的连续模拟量,均属模拟式保护；采用微处理机和微型计算

机的保护装置,它们反应的是将模拟量经采样和模/数转换

后的离散数字量,这是数字式保护。 

2.4 按保护动作原理分类,有过电流保护,低电压保护,

过电压保护,功率方向保护,距离保护,差动保护,纵联保护,

瓦斯保护等。 

3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作用 

现代工业用电量集中,人们的生活生活用电也不断提高,

对电力系统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不仅要求量的供应,而且

对于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哪怕是短暂的停

电都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更加安全稳定的提供电力供应刻不容缓,继电保护技术是保

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技术,继电保护设备会在电力系统发

生故障或者异常时,尽快找出故障源,自动将故障设备从系

统中切除,将故障时间缩短至 短,故障范围缩小到 小,通

过这种及时反馈,将损失 小化,可见,继电保护技术对于电

力系统安全,特别是稳定工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4 继电保护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4.1 数字化方向的发展,伴随着微机技术应用范围也在

不断扩大,也同样应用在继电保护技术上,微机技术的应用,

使得继电保护技术不仅能够满足原有的保护电力系统的功

能,还具有存储大容量的故障信息和长期存放的功能,使得

继电保护技术处理信息功能更加强大,继电保护技术数字凭

借对电力系统的高效的运算能力和储存记忆能力,使得电力

系统更加灵活可靠。 

4.2 一体化方向的发展,随着人们对电力要求的不断提

高,单纯的继电保护功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人们通智

能终端,将计算机技术的集成和资源共享功能应用于继电保

护技术中,就可以精确的获取电力系统运行和故障的信息和

数据,可以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完成控制,测量,

数据通信等功能,相较于传统保护技术有着更加显著的优

势。 

4.3网络化方向的发展,网络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

综合网络技术,微机技术,计算机技术于一身,能够同时保证

母线,各个线路及变压器的安全运行,这不仅使保护电力系

统的效率大大提高,还使得电力系统的数据信息达到高度共

享,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中,继电保护技

术也在不断完善,使得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得到更好的保

障。 

4.4 智能化方向的发展：微处理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

飞猛进的发展,给继电保护技术提供新的发展方向,通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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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统与微处理器,集成芯片的融合,可以实现人机交互,模

糊控制,人工神经元网络等等新的高效的解决电力系统问题

的方法,新技术在继电保护技术中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得

新的继电保护设备无论在测量速度,灵敏度和精确度等方面

比老式设备都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4.5虚拟化的发展方向,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势头迅猛,随

着技术的发展日趋成熟,通过部分或完全生成的感觉环境,

让工作者以各种感官信息参与到客观世界中,虚拟化创造出

的虚拟仪器可以通过操纵计算机软件和少量的必要的硬件

设施在虚拟的操作平台操纵现实客观世界的电力设备,通过

虚拟现实的应用,我们能够更加快速的对故障设备进行有效

的处置维修,更加保障了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工作。 

4.6 高端品牌国产化及技术走出去,目前国内广泛应用

的继电保护技术设备大部分都是国产设备,技术人员通过长

期实践总结,生产了一大批适应国内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设

备,但是,在高端技术上,我国的科研技术还没有达到国际顶

尖水平,研发改进的路还很艰辛,在科技,网络,人工智能等

高精尖技術爆发的时代,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浪潮,通过不断

创新,实践,将这些技术与电力系统相结合,开发出更具保障

性的继电保护设备,并做到高端设备国产化,成为技术出口

国,这才是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5 继电保护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及要求 

5.1 继电保护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电力系统中继

电保护技术,主要是针对电路发生了短路或是异常的情况时,

对电气量进程控制,从而产生继电保护,对于继电保护技术

来说,它的主要目标就是,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和工作的过

程中,对各项设备的运行情况,提供实时的安全监管,从而为

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可靠的参考数据,去确保设备能够处于一

个正常的运行状态之中,当供电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

利用继电保护技术对故障的部分进行切除,从而保障正常的

部位继续运行,而且也能够在故障发生的第一时间内准确地

发出警报和信号,从而对工作人员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5.2 继电保护技术应用过程中的要求,在对继电保护技

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三点内容,首先,要坚持选

择性,一旦电力系统中发生了问题和故障,继电保护装置就

应该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对故障部分进行切除,从而保障非

故障的部分能够继续的正常使用,其次,继电保护技术应该

具有一定的敏锐性,继电保护装置的敏锐性,通常都是用它

的系数来进行确定的,在季电保护装置所提供的保护范围之

内,无论是出现了短路还是断路的情况,保护的装置都应该

进行一定的保护工作,从而保障故障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

后,是它的速度性,速度性指的是在发生故障的第一时间

内,继电保护技术就应该对故障部分进行切除,减少故障部

分给整体设备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坏,从而保障电气设备能够

继续稳定的运行,同时也还可以提升电气设备的工作效率。 

6 结束语 

我国建国相对较晚,现代化建设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

渐展开,自主研发更是我们发展的艰难的阻碍,但是,在中国

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广大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劳动群众在不断

实践中摸索,认真学过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制造出

适合中国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设备,并实现高度国产化已属

不易,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就获得了突飞猛

进的进步,各个行业对于电力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提升,从

而推动和促进了我国电力系统的发展脚步,而在电力系统中

充分的应用继电保护技术,不仅可以保障电力系统的运行质

量,也可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工作效率,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电

力系统中的继电保护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与研发,从而电力

系统日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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