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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区电网电压质量调控的综合措施  

  

广东省河源电力局(517000) 欧阳青 罗家华 

 【摘 要】 电压质量管理是一项技术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涉及从规划到生产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它不仅仅

是电力部门应该全力以赴的工作，也有广大电力用户积极主动密切配合的责任。本文就电压监测点的确定、调压

方式的选择、电网结构、受电端无功设备的调控及用电管理与电网调度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电网电压质量

调控的综合措施。 

【关键词】 地区电网 电压质量 调控措施 

1 概述 

  电压是电能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传统的电能质量包含频率、电压和可靠性三个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电能质量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先后颁布了《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5－

90)、《电压允许波动和闪变》(GB12326－90)、《公用电网谐波》(GB/T14549－93)、《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T15543－95)、《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GB/T15945－95)等关于电能质量的国家标准。地区电网对电能质

量的调控,主要表现为对电压质量的调控。电压质量对电网的安全与经济运行,对保证用户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以

及电气设备的安全与寿命有重要影响。 

2 确定电压中枢点、选好电压监测点是做好地区电网电压质量调控的首要工作 

  对于地区电网,电压质量调控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保证用户受电端的电压在规定允许的偏差范围以内。我国

《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试行)》规定用户受端的电压允许偏差值如下: 

  35kv及以上用户的电压波动幅度应不大于系统额定电压约10％; 

  10kv用户的电压波动幅度为系统额定电压的±7％; 

  0.38kv用户的电压波动幅度为系统额定电压的±7％; 

  0.22kv用户的电压波动幅度为系统额定电压的＋5％～－10％; 

  因此,地区电网的骨干发电厂和枢纽变电所的110kv、35kv和10kv母线,就要依照上述要求,根据地区电网实际

情况进行计算确定严格的调控范围。这就关系到确定电压中枢点及确定电压中枢点电压允许变化的上、下限技术

分析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可能对每一用户的电压质量都进行监视,所以有必要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电

厂、变电所做为电压监视的中枢点,如果这些点的电压质量符合要求。电网中其他各点的质量也能基本满足要求。 

  地区电网电压中枢点的选择原则是: 

  (1) 骨干水电厂、火电厂的高压母线; 

  (2) 枢纽变电所及主要的110kv变电所母线; 

  (3) 有重要用户的终端降压变电所母线。 

  电压中枢点确定以后,电网的电压调整主要就是中枢点的电压调整问题了。 



  中枢点电压允许偏移范围的确定,通常以电网中电压损失最大的一点及电压损失最小的一点作为依据。中枢点

的最低电压等于地区负荷最大时,电压最低一点的用户电压下限加上到中枢点间的电压损失;中枢点的最高电压等

于地区负荷最小时,电压最高一点的用户电压上限加上到中枢点间的电压损失。当中枢点的电压上、下限满足这两

个用户的要求时,其他各点的电压基本上均能满足要求。 

  电压监测点的选择应能真实反映绝大多数受电端用户的电压质量偏移水平。《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管理

条例》(能源电〔1998〕8号)对电压监测点的选取有专条规定。 

3 “逆调压”方式是地区电网电压质量的首选调压方式调控 

  地区电网电压调控采用那种基本的调压方式,需要根据电网的基本情况,如中枢点供电至各负荷点的线路的长

度,负荷的类型及其大小,各负荷的变动幅度及其变化规律作出正确的选择。主要有三种基本调压方式: 

  (1) 逆调压方式 

  如中枢点供电至各负荷点的线路较长,各负荷的变化规律大致相同,且各负荷的变动较大(即最大负荷与最小负

荷差距较大),则应采用“逆调压”方式。采用“逆调压”方式的中枢点,在最大负荷时保持电压比线路额定电压高

5％;在最小负荷时,电压则下降至线路的额定电压。如此在最大负荷时提高中枢点电压以抵偿线路上因最大负荷而

增大的电压损耗;在最小负荷时,将中枢点的电压降低一些以防止负荷点的电压过高。正常运行方式条件下河源电

网均采用此种调压方式,证明能满足用户的要求。 

  (2) 恒调压方式 

  如果负荷变动较小,线路上的电压损耗也较小,这时可把中枢点的电压保持在较线路额定电压高(2％～5％)的

数值,而不必随负荷变化来调整中枢点的电压仍可保证负荷点的电压质量,此方式称“恒调压”,又叫“常调压”。

在重大节假日期间,如去年的两个“黄金周”,电网负荷变动较小,线路上的电压损耗也较小,采用这种调压方式也

能满足用户的要求。 

  (3) 顺调压方式 

  如果负荷变动甚小,线路电压损耗小,或用户处于允许电压偏移较大的农村电网,而无功调整手段又严重不足

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但要注意:最大负荷时中枢点电压不得低于线路额定电压的102.5％,最小负荷时中枢点电

压不得高于线路额定电压的107.5％。随着农网建设和改造的不断扩大,大批乡镇企业的兴办,对电压质量要求也来

越高,因此这种调压方式应尽少或避免采用。 

4 加强网架建设,完善电网结构,优化无功电源配置,是做好地区电网电压质量调控工

作的基本条件 

   电压调整的方法,具体有: 

  (1)增加无功功率进行调压,如发电机、并联电容器、并联电抗器的调压; 

  (2)改变有功和无功的重新分布进行调压,如调压变压器、改变变压器分接头的调压; 

  (3)改变网络参数进行调压如串联电容器、停投并列运行变压器的调压。 

  毫无疑问,电网无功电源配置不足,不具备灵活的无功电力调节能力,甚至缺少必要的检修备用,要对电网电压

实施调控是难以保证的。电网中每一个结点的电压都不相同,用户对电压的要求也不一样,要做好地区电网的电压

质量调控工作,必须根据电网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结点,采用不同的方法。 

  电压质量管理是一项技术性、综合性很强的的工作,涉及从规划到生产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地区电网规划、

输变电工程设计、基建项目投运,都要合理确定无功补偿设备和调压装置的容量、选型及配置地点,同步落实相应



的无功电力补偿设施;生产运行部门要严格验收精心维护,保证设备有良好投运率。改善、提高电压质量,必须紧紧

抓住无功平衡和无功补偿这项基础工作。这就涉及到网架建设、电网结构及无功电源配置问题,因为这是实施电压

调控的最基本的条件。 

5 加强对用户及各地区电网受电功率因素的监督、考核是做好无功平衡及电压调整

工作的有力措施 

  事实上,电压调整是一个比频率调整更为复杂的问题,也是电力需求侧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电网的无功补偿

和调压手段,是保证电压质量的基本条件。但忽视了用户这一重要环节,也很难真正把电压调控好。 

  河源电网是水电装机容量占有很大比重的电网,在丰水期,不仅有大量有功上网,也有大量无功上网;在用电谷

期,大部分的泾流电站,因峰期无功电力欠发,且因谷期有功电力电价较低,补发峰期欠发无功,造成电网谷期电压质

量难以调控的局面。而用电监督部门每月抄表所录的功率因数是平均功率因数,对上述发电上网用户的行为难以约

束。监此,我们在电网调度工作层面上,对一些骨干水电站的发电行为进行了规范,不仅要求其参与调峰,同时也要

求其参与电网的调压;不仅考核其平均功率因数,也结合电网的实际电压水平,考核其在重要时段的实时功率;对于

一些因电网电压偏高影响欠发的无功电力,调度部门与用电监督部门结合实际情况考虑暂停“罚则”的执行。 

6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做好无功功率平衡的日、月、季、年的平衡计划,是做好

电网无功功率分层、分区、就地平衡的基础工作 

  地区电网每一结点电压质量的好坏除了与调压设备有关外,与电网调度员及变电站运行人员对电压的监视和及

时调整也关系重大。地调、县调除了应掌握管辖范围内的调压设备的调压能力、运行情况外,尚应掌握辖区内的电

压监视点的电压变化规律及允许偏移范围,并随时对电压监视点的实际电压进行监视和调整。为了做好调压工作,

调度部门要合理安排电网的运行方式,并切实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1) 编制全网日、周、月、季、年无功负荷曲线; 

  (2) 制全网各县区无功平衡表; 

  (3) 编制与下达骨干水电站及枢纽变电所的无功电压曲线或无功负荷曲线; 

  (4) 编制电压监视点的电压曲线; 

  (5) 合理选择各发电站及中枢点变压器的分接头; 

  随着电网容量的不断扩大,系统峰谷差大的矛盾也越发突出,抽水蓄能电站的兴建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

径,而电网主设备的故障抢修,大电力用户的临时停产,都给电网的电压调整增加了难度;在系统谷期,电网某些结点

的电压偏移甚至到了威胁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水平,当值调度员对电网某些结点电压可能出现严重偏移应有充分的

预见性。因此,做好无功功率的平衡计划,对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实施电压的有效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 

7 结语 

  电压调控实质上是对电网无功电源与无功负荷的综合平衡。分层、分区、就地平衡是做好无功平衡的基本原

则,但具体操作起来是一个比有功平衡复杂得多的技术问题。作为地区电网,一方面要保证地区电网与大系统的连

结点或连接界面的无功功率平衡,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各县级电网与地区电网连结点或连结界面的无功平衡,同时还

要考虑各种不同类型的用户对电压质量的要求及一些特殊类型的负荷(如一些冶炼厂、轧钢厂等)产生的冲击、闪

变对邻接用户的影响,运行方式的改变、重要功率联络线的停电检修以及新的基建工程的投运对无功平衡都将带来

影响和变化。只有充分考虑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灵活利用电网各种不同的调压手段,处理好系统调压与人工调压,



集中调压与分散调压的关系,才能做好地区电网的无功平衡及电压质量的调控工作。而地区电网在实施贯彻“分

层、分区、就地平衡”的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优化了的运行方式,从而达到了降低网损、减少线损,促进用户采用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无功补偿设备,提高用电效率的目的。从DSM意义上讲,“分层、分区、就地平衡”反映了发(供)

电侧与需求侧一种竟争依赖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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