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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电力能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因此对于电力能源供应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变电站设备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很可能产生发热

的状况，设备的长时间发热不仅会影响变电站设备的使用寿命，同时还会影响到变电站设备的使用效能，若变电站运行出

现问题将会直接影响电力能源的安全与稳定输送，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同时也会给经济运行带来巨大影响。因

此探究变电站运行设备发热以及监控方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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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备接头发热原因

第一袁设备设计遥 在变电站运行设备的设计过程中袁设
备所选用的构件不能满足供电设备长期运行的实际容载

量遥 第二袁在施工过程中引起的接头发热遥 第三袁对变电站

设备进行维护尧检修尧保养的周期超过规定的要求袁或者不

能够按照检修规程进行设备日常维护遥
1.2 刀闸发热原因

1.2.1 刀闸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遥 比如袁在变电站设备的

安装过程中袁 或者刀闸在调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袁但
是一旦投入运行便会出现发热的现象袁这种发热现象主要

是由于刀闸的质量问题引起的遥
1.2.2 刀闸的安装过程存在问题遥对刀闸进行的安装调

试检修工作人员的技术问题也是导致变电站设备发热的

重要原因之一遥
1.3 其它部件产生发热的原因

1.3.1 变压器发热遥 在变电站设备运行中袁漏磁通会产

生一定的涡流损耗袁造成变压器部分连接螺栓发热袁或者

上下节油箱中部放油阀处发热袁这个发热点一般都会在高

压绕组侧遥
1.3.2 变压器运行中袁 产生的谐波也是导致变压器铁

芯尧绕组尧电抗器等部件温度升高的主要原因遥
1.3.3 在固定单相电缆时袁 使用的普通金属环在工作

的过程中袁其产生涡流也是导致变压器发热的重要原因遥
1.4 外部环境引起的发热

通常袁变电站运行设备多与外界环境接触袁设备的闸

刀等部件长期受到外界自然环境的侵袭袁设备经过长期的

运行袁其接头和闸刀位置极容易被氧化腐蚀袁进而导致氧

化膜的出现袁增大闸刀连接处接触电阻袁导致接触不良遥

2.1 主要监控方法

2.1.1 电阻的大小是决定温度变化的关键袁因此也可以

采取对电阻温度的监控来判断设备温度的上升情况遥 通过

实时的数据上传对设备发热情况进行远程监控分析袁但在

测量温度时对测量物的绝缘性要求很高袁不能够将测量物

直接依附在电阻上遥
2.1.2 试温蜡片是最原始的测温方式之一袁这种方法就

是在设备接触的表面涂上一层随温度变化颜色的变色试

剂袁温度越高颜色就会越鲜艳袁然后通过颜色的亮度来判

断发热的程度遥 这种方法测试温度的准确率很低袁不免需

要人工的检查袁不能够及时采集温度变化的数据进行上传

分析遥
2.1.3 对于裸露在外表的设备来说袁利用光辐射和红外

测温的仪器进行分点测温的准确度相对来说更高一些袁
但?s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员配合遥

2.1.4 实现实时监控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温度在线预

警监测系统袁通过将带有感温的传感器放在设备的有效距

离内袁根据感温监测系统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遥
2.2 应对发热现象的措施

2.2.1 在监测设备发热的过程中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

是安装感温监测仪器袁通过网络连接实时上传数据就可以

随时指导设备的温度袁根据设备温度的高低判断发生事故

的概率遥发热的情况越严重袁发生事故的频率就会越高遥也

可以通过相同功能的设备对温度进行监控袁横向对比推测

出其它的设备发热情况遥
2.2.2 红外检测也是对设备发热监测方式的一种袁在与

外部环境温度的对比中判定设备的发热情况遥 另外也可以

根据同一种方法对同种型号的设备进行横向对比判断袁这
样就很容易判断出设备的发热情况遥

2.2.3 在密闭的箱柜式设备里袁除了红外线感温测试整

个设备的温度外还可以根据设备的上下部位温差大小来

测定温度的升高情况袁以此来判断设备的发热情况遥

为了防止变电站运行设备的电流连接点出现异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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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或者解除不良等状况袁保证设备的健康运行袁可以采取

以下措施加强对设备的监控院
3.1 周期性的红外测温诊断

3.1.1 确定测温周期

新投入的运行设备进行带负荷测试袁即将设备置于将

来可能承载的负荷下进行测试袁然后纳入正常的测温周期

内遥 一般正常的测温周期一年两次袁第一次为年度检修袁第
二次是在高荷来临前进行测试袁 如夏季高温天气到来之

前遥如果发现设备有问题袁还应在检修后补加一次测试遥不

过袁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袁负荷增长袁还应适当调整测试情

况遥
3.1.2 选择合适的检测环境

红外测温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袁一方面可以保

证测试人员的人身安全袁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测试数据的正

常水平袁测试时温度一般应在 0℃以上袁湿度应保持在 80

﹪以下遥 如果在户外进行红外检测袁时间上应安排在日出

之前尧日落之后尧阴天或晚上曰如果检测在户内袁应熄灭灯

光进行遥
3.1.3 做好记录

红外测温的情况应及时计入专门的工作卡内袁对测温

当天的负荷电流尧温度和环境都应详细记录袁以便于之后

进行比较分析遥
3.2 示温蜡片监控法

为确保变电设备的健康运行袁应加强对变电站运行设

备的监控管理袁 严格按照监控工作流程进行巡视测温袁为
此可以采用示温蜡片粘贴法进行遥

首先袁在运行设备大电流回路的各个连接点粘贴示温

蜡片袁而室外电气设备的大电流回路连接点袁也应根据实

际情况粘贴示温蜡片曰其次袁应将示温蜡片的粘贴情况纳

入设备验收项目袁确保粘贴齐全袁对于缺漏地方应及时补

贴曰最后袁示温蜡片的粘贴应能准确直观反映连接点的温

度袁因此对于同一个变电所的同一级电压等级处应粘贴同

一种颜色的示温蜡片袁以方便观察和记录遥 对于开关柜内

设备正常运行时不能观察到的连接点袁也需要粘贴示温蜡

片袁可以利用停电的机会进行检查遥
定期观察示温蜡片的变化情况袁 及时进行测温检查遥

在检查过程中袁一旦发现柜内设备连接点的示温蜡片出现

熔化或者脱落状况时袁为了确保安全生产袁必须及时打开

柜门进行测温袁同时要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遥
在异常天气如高温尧严寒等条件下及电力负荷出现较

大增长尧电流运行方式发生突变等情况下袁必须对相应的

运行设备进行测温检测袁 尤其是大电流回路的连接点袁应
该进行针对性的重点检查遥

在运用示温蜡片粘贴法的同时袁还必须按照规定对运行

设备进行定期的红外测温袁检测设备的发热程度遥 在红外

测温过程中袁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操作规范逐步进行并做好

记录遥 在测温完成后袁应将过往的检查尧测温情况与近期的

负荷进行比较分析袁及时排查问题和隐患遥
3.3 发热诊断方法

3.3.1 同类比较法

这一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院首先袁在同一电气

回路中袁如果三相电流对称和三相设备相同时袁比较三相

电流致热型设备对应部位的温度上升值袁从而判断设备是

否正常袁若三相设备同时出现异常袁可将其与同一回路的

同一类设备进行比较曰其次袁如果三相负荷电流出现不对

称时袁应该考虑负荷电流造成的影响曰最后袁对于型号规范

相同的电压致热型设备袁可以根据温度上升值的差异来判

断设备是否正常遥
3.3.2 设备外部热缺陷诊断

在对运行设备进行发热诊断时袁不仅应该注意到内部

电流等造成的影响袁还应注意到变电站运行设备外部存在

的热缺陷袁可参照以下诊断表来进行判别院
不同的设备部分袁检测诊断的对象也各不相同院对于

输电线路和母线袁重点是检测导线的线夹及连接处曰对于

穿墙的套管袁 主要检测其两端的引线接点和支撑的铁板曰
而对于一次设备接头袁应该侧重检测其外部的引流接头和

与其配套的接点线夹曰至于隔离开关袁主要检测其两端的

顶帽接点尧出现套管与导线的搭接处尧由弹簧压接的触头

和动静触头的连接处遥

变电站的正常运行是保障电力行业稳定发展的关键

因素袁如果对于变电站运行设备的发热情况不能既是监控

和管理袁 就会造成设备短路或者失火等等情况的发生袁这
样情况发生的后果就会导致变电站不能正常运行遥 一旦变

电站出现状况机会直接影响到电力运行中对居民的正常

供电袁致使人们的日常生活遭受打击遥 社会主义经济的进

一步发展中最大的成果既是点的应用袁保障电力的平稳供

应和使用袁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遥 变电站运行设备发热

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的主要因素袁 电力行业的安全尧
平稳运行都需要通过改善这种情况来完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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