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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变电运行是整个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效率与质量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的运行,其主要是指电压经过

设备后改变电压的过程,遇到特殊原因导致电路自主断开的情况叫做变电跳闸。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变电运行中的跳闸故障原

因,对变电运行中的主要跳闸故障及其处理要点进行了论述分析。 

[关键词] 变电运行；跳闸故障；原因；处理；要点 

 

1 变电运行中的跳闸故障原因分析  

变电运行中的跳闸故障原因主要有：(1)线路原因。变

电运行跳闸故障原因较多,其中线路问题是基础原因。在变

电系统中有较多线路,相关部门如果没能对线路进行保护和

处理,会导致跳闸故障。此外,雷电以及各类恶劣的自然天气

会导致跳闸故障。(2)变电系统硬件原因。变电系统稳定运

行受到运行人员自身综合素质影响,与变电系统硬件设备质

量具有较大的联系。现阶段部分地区变电系统硬件设备未能

进行全面更新,各项检查工作不能有效落实,使得硬件设备

存在较多安全问题。特别是当前农村地区,对道路建设规划

不合理,致使社会车辆对电力线路稳定运行造成影响,使得

变电运行的跳闸故障故障问题不断扩大。(3)操作人员原因。

要想确保变电运行的安全稳定,需要变电运行人员定期开展

检修与维护工作,但是日常维护与检修工作整体质量受到技

术人员个人综合素质影响,所以提高变电运行人员自身素质

对提高变电运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2 变电运行的主要跳闸故障分析 

变电运行跳闸的故障主要有：(1)单一线路开关跳闸故

障。电力系统一般存在很多的线路,其中会存在一些特殊性

质的线路,为了保证这些线路在运行过程中对人们生活水平

不造成影响,就需要对这些线路进行特殊处理,而当这些线

路经过特殊处理后,往往就会存在检查困难的问题,就导致

在正常的线路检查过程中会忽略对这些线路的检查工作,从

而造成最后的线路跳闸问题。通常来说,线路的跳闸原因有

以下两种情况,即线路自身的原因和外力的原因。线路自身

原因造成跳闸故障的有线路接地、断线、相间短路、避雷器

损坏和线路过载等；外力造成线路跳闸的原因的有人为的破

坏、建设施工、冰雹、雷电、大风大雨等。(2)主变后备动

作单侧开关跳闸故障。当主变三侧中的某一侧发生了过流时,

就会有后备的保护动作对线路系统进行一定的保护,也就是

使单侧开关出现跳闸。一般情况下,单侧开关的跳闸主要有

以下原因：开关舞动、越级跳闸、母线故障。想要对跳闸情

况进行有效的判断,就需要对一次设备和二次侧检查进行以

后才能做出判断。每当主变三侧某一侧发生了过流等后备保

护动作时,就可以通过对保护动作的分析进行相应的判断。

在进行检查保护时,需要对主变进行检查保护,同时还需要

对线路进行一定的检查保护。(3)主变三侧的开关跳闸故障。

主变三侧开关跳闸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即内部故

障、主变低压侧母线故障、主变侧动区故障、主变低压侧母

线所连接线路发生故障等,想要对上述原因进行进一步的确

定,就需要对保护动作信号和一次设备进行相应的检查进行

相应的分析判断。如果出现了瓦斯保护动作,就可以根据这

点来对变压器内部故障进行确定,即故障出现的位置是变压

器的内部。如果是主变高压侧复合电压闭锁过流保护动作,

则这种情况就会非常复杂,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并根

据具体的检查结果来确定检查的情况。 

3 变电运行中的跳闸故障处理要点分析 

3.1 线路跳闸故障处理要点 

线路跳闸故障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应该作为处理的

重点。变电运行的线路故障检查中,在未发生其它异常的情

况下,就只要对消弧线圈和跳闸开关的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对

象；若所用的开关属于弹簧类型的,则要对其弹簧的性能和

使用状况重点检查；再就是有些开关属于电磁类的,这时就

应该重点检查开关的动力保险,看看是否存在接触异常等情

况。要针对不同的线路开关,应用不同的处理技术,从而保证

其正常运行。 

3.2 主变后备保护动作跳闸的处理要点 

对主变后备保护动作跳闸故障进行处理之前,需要对其

诱发故障的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首先,要对主变后备保护

动作的运行记录进行查看,如监测装置以及信号、保护动作、

相关事件的记录等,从而对故障发生的区域做出准确的判断。

其次,对主变后备变压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查,分析主变后备保

护动作跳闸前是否出现油色、负荷或油温等异常变化,是否有

压力释放阀故障,是否存在瓷套破裂或闪络现象等,以更好的

了解和掌握诱发主变后备保护动作跳闸故障的基本原因。还

需要检查中低压侧线路是否存在开关据跳现象、二次回路是

否正常工作,并对母差保护动作运行状态、系统带来的冲击力

进行判断、观察是否有开关电源柜出现据跳现象等。如果主

变后备保护动作跳闸是由外部线路短路保护越级导致的,则

要先将故障区域隔离,然后才允许对其进行送电。如果重新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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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建设的加快,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在配电出现故障的时候,就需要及时进行修理,往往采取现

场带电工作。笔者结合多年的经验,在本文中分析了配电带电作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并从制度防范、队伍防范、技术防范三道

防线措施对配电带电作业安全防范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配电；带电作业；原理；安全；防范措施 

 

随着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已经成为

一个重要的任务,供电企业配电维修和保养工作中的带电作

业,是提高该领域的工作,有效提高供电可靠性,同时也为供

电企业能在电力市场中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采取的

必要维护措施。带电作业的最终目的就是避免停电检修,确保

正常供电情况下将故障排除。 

1 配电带电作业基础理论知识 

人体是带电的,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具备安全电压和电流。

人体皮肤的表面上的电场感应一般为 240kV/m,曾经有科研部

门做过实验,一个人站立在地面上时,头顶部的局部最高场强

为周围场强的 10 倍以上,一个身体正常的人处于 10kV/m 的均

匀的电场里,头部最高点体表场强竟达到了理论上的最高值,

但是仍比人体皮肤的电场感应数据要小。也正是这个原因,在

国际上通常的带电安全规章里,普遍认为高电压输电线路不高

于 10kV/m,的电场强度是安全的,有的国家也规定不超过五千

伏/米或以下的规定,工作时间没有限制,一旦超过 20kV/m 的

地方,就必须要采取保护措施。这也就说明,人体能承受一定的

电压,在进行维修时,可以在安全场强下进行带电作业。 

2 带电作业安全的制度防范措施 

首先,认真进行现场检查制度。在进行配电带电作业前,

应组织作业人员到现场,对线路的分布和工具将承受的机械

负荷进行认真的检查,对现场作业时存在的不安全因素以及 

 

电后再次发生跳闸现象,则需要终止送电,并对主变后备保护

动作跳闸故障进行彻底排查,然后制定针对性的处理技术,以

更好的确保主变后备保护动作正常运行。 

3.3 主变三侧开关处理要点 

主变三侧开关跳闸处理技术有一定的应用前提,它是在

保证对保护掉牌和对设备检查进行判断为基础的。这种方法

的过程是,如果在进行检查和判断后,出现对变压器进行了

瓦斯保护动作,从而能够确定是二次回路的故障还是变压器

内部的故障,然后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例如：在灰库中的真空

释放阀和呼吸器是否出现了喷油,二次回路中是否有线路问

题,尤为重要的是对变压器进行检查,如有出现变形或是着

火现象要及时的进行技术处理,排除故障。另外变电系统中

的差动保护可以表现出主变线圈的短路情况,这时就要认真

地检查主变,包括对主变的油位、油色、套管和瓦斯继电器

等一些情况。在瓦斯继电器中如果产生了气体,就要对其进

行颜色判断和可燃性判断,从而明确是哪方面的故障。这些

检查方法都是在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 

3.4 主变低压侧开关的处理要点 

主变低压侧出现过载电流保护动作时,要及时检查设备,

还有对保护动作进行故障的初步判定。同时,也要检查主变

保护和线路保护,如果这两项没有发生动作,只有过载电流

保护动作,则可以判定不存在开关拒动的情况。然后检查二

次设备,如果线路开关没有熔断,就说明当前处于直流保险

的状态。最后检查一次设备,主要是为了排除过载电流保护。

因此,检验人员应对主变低压和所有线路全面检查,确定这

些没有问题后,则可以判断是线路开关拒动的故障。对以上

故障的处理手段是：隔离故障点,关闭开关,对其它设备通电,

如果主变低压开关跳闸却没有保护掉牌,那么就要查找设备

故障的原因了。如果没有信号产生,但有挂牌信号,这是就是

线路保护拒动的故障。另一种办法是,如果出现过载电流保

护,就脱离母线的所有出线开关,随后进行线路开关拉合试

验,若产生了保护跳闸故障,就要检查拒动的线路保护。再者,

如果是直流两点接地产生的开关跳闸故障,则可以利用常规

的要求进行处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跳闸是变电运行过程中因为各类故障而导致

电路自动断开的现象。当供电系统发生故障之后,短路电流

会自动启动继电保护装置,使得事故断路器断开,从而降低

各类电力事故的发生,以确保电力设备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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