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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气主接线的选定是水电站电气部分设计的最主要环节。正确地选定电气主接线,对于水电站投资、电气设备选择、继电保护及控制

方式、电气设备布置以及水电站安全经济运行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对水电站电气主接线选定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 小型水电站；主接线；发变组；单母线 

 

电站电气主接线主要由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互感器等电器以及

它们之间的连接导体组成。它决定了水电站与电力系统的接入方式以及电

气设备的选择和布置、继电保护,直接影响电站的运行、维修和投资。在

满足电气主接线设计的基本要求下,通过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分析、最后

选定最佳方案。小型水电站常地处偏远山区,原理用电负荷中心,厂用电负

荷也较小。选择合理的主接线方式,充分发挥水电站投切迅速,出力调整方

便的特点,实现水能资源的安全、高效利用。 

1 电气主接线的基本要求 

1.1满足供电可靠性要求 

因为电源中断不仅使电站受到损失,而且会破坏工业用户的生产和城

市生活的正常秩序,从而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因此必须根据电站在电网

中的地位和作用,选定具有一定可靠性的接线。 

1.2接线应力求简单清晰 

简单清晰的主接线便于运行人员记忆、操作,可减少误操作机会,从而

提高发电、供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1.3接线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因为电站的运行方式随着调度的要求不断地变化,主接线应做到操作

灵活,便于投入或切除某些机组、变压器或线路,以适应这种变化。同时,

在设备检修时应便于退出某些设备而不影响对电网或用户供电。 

1.4考虑分期过渡 

如果电站分期建设,不但要考虑电站初期发电及最终规模的运行要求,

还应考虑便于分期过渡。 

1.5经济合理 

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主接线应做到经济合理。即投资省,占地面

积少,电能损失少。 

2 小型水电站电气主接线基本方式 

2.1发变组单元接线 

发变组单元接线是指每台发电机和一台变压器组成单元接线升压后

接入系统。本方案适用于对可靠性要求很高的大型电站,而小型电站只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采用,如分期建设的电站,二期又只有一台机组时可采用。 

2.2扩大单元接线 

扩大单元接线是指两台或两台以上发电机与一台变压器相联组成单

元接线升压后接入系统。每台发电机回路都装有断路器。此接线应用范圈

较广:(1)当电站在电网中占重要地位,机组台数又在4台及以上时,可以采

用2个或2个以上扩大单元；(2)一般电站且近区负荷较小时,可用一台主变

压器与多台机组构成一个扩大单元；(3)分期建设的电站采用。 

2.3单母线接线 

单母线接线是指站内发电机侧采用一组母线汇流后经一台主变压器

升压后接入系统。本方案适用于一般小型电站,且近区有较大负荷时广泛

采用。 

2.4单母线分段接线 

单母线分段接线是指采用隔离开关或断路器将单母线分段的电气主

接线。本方案适用于(1)在电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小型电站；(2)机组较多

且有近区负荷的电站。 

3 小型水电站电气主接线技术经济比较 

本次对装机四台的某水电站主接线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分析,见下表。 

 

4 结束语 

电气主接线的选定是水电站电气部分设计的最主要环节。正确地选定

电气主接线,对于水电站投资、电气设备选择、继电保护及控制方式、电

气设备布置以及水电站安全经济运行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水电

站电气主接线选定必须根据电站实际装机容量、装机台数、近区负荷、附

近电网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分析,最后选定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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