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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输电线路事故跳闸后处理模式的探讨 （２００２年第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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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电保护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对用户不间断供电的重要支撑手段。其中线路自动重合闸就是一

种极其有效的保障措施，它的作用是当线路发生瞬时故障时，开关通过保护作用自动跳闸，再经过一段延时后

自动重合，从而使线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恢复运行，这就大大提高了供电可靠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雷

击后线路绝缘尚未恢复，或开关及重合闸等设备或装置存在缺陷时，都可能造成重合闸在瞬时故障下也不能保

证全部成功。 

1 目前输电线路事故跳闸后的常规处理模式  

  目前广州电力工业局对于调度范围内的220 kV及110 kV架空或混合(架空线为主)线路的重合闸使用规定

是：  

(1) 正常运行线路重合闸投入，长期空载充电 线路重合闸退出；  

(2) 对于重合后再跳闸的线路，依据局调度规 程采取如下处理模式：装有自动重合闸装置的 35 kV及以上单

侧电源线路，当开关跳闸，该装置动作但重合不成功时，在经过对该开关的外表检查，且未发现异常，同时经

试验开关动作良好后，可以命令再试送一次(有条件的应先测量线路绝缘电阻)。  

  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存在不少实际困难，如输电线路绝缘电阻无法测量、永久故障难以判断等。因此，调

度员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往往对重合再跳闸的线路采取较为保守的做法，即经过线路维护单位查线后根据结果

再决定是否试送，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恢复送电的时间。  

2 输电线路事故跳闸情况分析  

  通过对广州电力工业局1999 年1月-2001年8月期间输电线路事故跳闸重合不成功案例的统计归纳，发现

在统计范围内的32个月时间里，输电线路事故跳闸且重合不成功的事故共35次；其中永久性故障9次，占总数

的25.7%，外物碰线15次，占总数的42.9%，雷雨天气影响8次，占总数的22.9%，原因不明2次，占总数的

5.7%，越级影响1次，占总数的2.8%。下面针对各类故障进行分析。 2.1 对于永久性故障，在正常情况下由于

继电保护装置满足四性(可靠、选择、灵敏、速动)要求，且开关设备满足遮断容量要求，同时短路冲击对系统

的稳定性影响也不大，因此对故障的输电线路实施强送，继电保护应能正确动作，切除故障的输电线。广东省

调度规程规定：“投入自动重合闸装置的线路，开关跳闸且重合不成功时，应检查开关外部，如无异状，可指

令强送一次。”在多年的运行实践中，还未发现因强送不成功，造成越级跳闸而扩大事故的情况。  

2.2 对于外物碰线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会引起输电线路断股。由于钢芯铝绞线具有良好的导电率和较高的机械

强度，所以在电力系统高压输电线路中得到了广泛使用。此类型导线的铝线股数远比钢芯股数多，且钢芯铝绞

线主要由钢芯受力，铝线传导电流，同时采用钢芯在内铝线在外的分层绕制方式，因此断股多出现在铝线，而

对导线的机械强度影响不大，只是载流量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所以输电线路断股(断少部分)后，只要适当控制

负荷，一般能够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2.3 对于雷击事故，有时由于输电线路绝缘恢复时间过长，重合闸时限无法躲过，而出现重合不成功现象。但

运行经验及统计结果表明，输电线路受雷击后往往损伤不大，一般能够继续运行，因此强送成功的几率很高。  

2.4 对于是否属越级跳闸重合不成功事故，可由输电线路保护动作情况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分析获知，确认

后可先将拒跳开关切开，然后对该线路进行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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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各级电网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结构得到很大改善，抵御事故的能力得以提高，但局部隐患仍然存

在，N-1问题不容乐观。对该类不满足N-1的故障输电线路若能够实施强送，且能强送成功，则将大大缓解系统

安全运行的压力，增强了系统在再次发生事故时的承受能力。因为此时系统正处于危险且不正常的运行方式

下，若相邻输电线路再出现跳闸故障(多出现在雷雨天气)，则系统供电可靠性及安全性将受到重大影响。  

3 输电线路事故跳闸的处理建议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当输电线路事故跳闸重合不成功后，可以采取如下处理

模式：  

(1) 对特别重要的线路或在特别时期(如重要保供电等)，可在对该开关进行外表检查，且未发现异常后，命令

退出重合闸，再强送一次；  

(2) 在一般情况下 ，应由线路维护单位对输电 线路经过的主要地段(如交叉跨越、公路、铁路、桥梁、河

段、居民区等)进行检查，确认无异常后可命令退出重合闸，对输电线路进行试送；  

(3) 当输电路线故障时伴有明显的故障现象， 如火光、爆炸声等，不应马上强送，需检查设备后再考虑强

送，且强送成功后要适当控制输电线路的电流，并马上通知线路维护单位组织查线，以便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故

障信息。 (收稿日期：2002-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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