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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220 kV and above 

system relay protection for CSG in 2007 are 

introduced, the incorrect action examples of line 

protection,component protection and circuit breaker 

protection are enumerated, its causes are also 

summarized. The main issues on personnel, 

equipment,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are 

analyzed, the measures &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pos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level of 

relay protection for C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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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 2007 年南方电网 220kV 及以上系统

继电保护装置的运行情况,列举了线路保护、元件保

护及断路器保护不正确动作事故实例，总结了保护

不正确动作原因并进行责任分类，分析了保护不正

确动作事故暴露出的在人员、设备、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及建议，

以不断提高南方电网继电保护运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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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南方电网 220 kV 及以上系统继电保

护装置共动作 12 154 次，不正确动作 27 次（含电

厂，下同），正确动作率 99.78%，同比提高 0.04%；

500 kV 系统保护共动作 3430 次，不正确动作 10 次，

正确动作率 99.71%，同比提高 0.09%；元件保护不

正确动作 16 次，正确动作率 92.52%，同比下降

5.37%；故障录波完好率 100%,同比提高 0.15%。

2003－2007 年全网继电保护动作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2003－2007 年全网继电保护动作情况汇总 

Tab.1 Summary of Relay Protection Actions from 

 2003 to 2007 

正确动作率/(%) 

项目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20 kV 及以上系统 99.29 99.32 99.55 99.74 99.78 

500 kV 系统 98.98 99.10 99.53 99.62 99.71 

220 kV 及以上 

系统元件保护 

84.78 78.64 90.84 97.89 92.52 

故障录波 97.25 98.29 99.06 99.85 100.00

 

从表 1 可以看出，2003－2007 五年来，继电保

护正确动作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 年同比 2003

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杜绝了由于继电保护原因引

发的电网稳定破坏和大面积停电事故，确保了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在 27 次不正确动作中，制造质量不

良等装置原因 8 次，误碰、误操作等人员责任事故

9 次，电厂保护误动、拒动 9 次。 



 

 

南方电网技术                             2008年  第 2卷 86 

1  线路保护运行情况 

2007 年，南方电网 220 kV 及以上系统线路保护共

动作 11 236 次，其中不正确动作 8 次，比 2006 年

减少 6 次。按责任部门分类：制造部门 2 次，运行

继保人员 4 次，运行值班人员 1 次，设计部门 1 次。 

(1) 制造部门责任：制造质量不良及其他。 

——收发信机插件异常，收信存在缺口，导致

高频方向保护（闭锁式）在区外故障时误动。 

——保护装置数据采集模块 VFC 出错，线路单

相故障时高频后备保护动作三跳，闭锁重合闸。 

(2) 运行继保人员责任：运行维护不良及其他。 

——线路结合滤波器损坏，高频方向保护（闭

锁式）在区外故障时未收到对侧闭锁信号误动跳闸。 

——110 kV 线路近区短路时开关拒动，220 kV

线路对侧零序过流Ⅲ段保护与变压器后备保护失配

造成越级跳闸。 

——220 kV 母线 PT B 相电压二次回路在控制

室 PT 转接屏入口处接线松动，电压采样值畸变，

线路发生 B 瞬故障时线路接地距离保护误动。 

——电厂继保人员未经调度许可擅自提前更改

保护定值，区外故障时保护误动跳开双回线，造成

全厂停电的严重后果。 

(3) 运行值班人员责任：误操作。 

——误将线路保护重合闸把手置于“停用”位

置，导致线路单相瞬时性故障时三跳不重合。 

(4) 设计人员责任：选型错误。 

——线路 PT 放电间隙在故障时被击穿，造成

两点接地，零序方向元件将区外故障误判为区内故

障，导致对侧高频方向保护（闭锁式）误动。 

2  元件保护运行情况 

全网 220 kV 及以上系统元件保护不正确动作

16 次，同比 2006 年增加 12 次。按责任部门分类：

制造部门 4 次，运行继保人员 8 次，运行值班人员

1 次，基建调试部门 2 次，设计部门 1 次。 

(1) 制造部门责任：制造质量不良。 

——500 kV 主变保护装置因 A/D 转换插件异

常高压侧第 2 分支 C 相电流采样失真，区外故障时

差动速断保护误动。 

——500 kV 主变保护装置因 AC 插件二次小

CT 损坏，高压侧 B 相电流采样异常，三相电流不

平衡，高压侧零序反时限过流保护误动。 

——500 kV 主变保护装置 CPU 定值芯片损坏，

由于装置硬件容错设计不当，未能闭锁保护出口，

主变后备保护误动跳闸。 

——220 kV 主变保护装置抗干扰能力差，导致

差动保护误动。 

(2) 运行继保人员责任：运行维护不良、误碰。 

——500 kV 母线失灵保护跳闸回路电缆破损

接地，失灵保护误动，500 kV I 母跳闸。 

——进行保护二次回路检查时，误将试验电源

通入 500 kV 主变差动保护回路，差动保护误动。 

——进行线路保护通道对调试验时，走错屏位

误碰断路器保护屏启动失灵保护回路端子，失灵保

护误动跳闸，500 kV II 母失压。 

——进行主变保护屏通讯管理机消缺工作时，

未将相关保护的出口跳闸回路可靠断开。短接主变

公共绕组的 A 相 CT 二次回路，产生较大的零序不

平衡电流，公共绕组零序反时限保护误动。 

——220kV 主变差动保护 VFC插件平衡调整系

数设置错误，区外相间故障时保护误动。 

——在主变保护 II 屏进行开关传动试验时，走

错屏位误将试验电源加入运行中的主变保护 I屏，

主变差动保护误动。 

——220kV 主变重瓦斯保护继电器密封胶圈

损坏，瓦斯继电器受潮，重瓦斯保护误动。 

——电厂母差保护长期未进行定检，装置内部

积尘非常严重，正电源与 II 母元件跳闸母线间绝缘

降低，误驱动 II 段母线各联接元件跳闸回路。 

(3) 运行值班人员责任：误操作。 

——误将 220 kV 母线保护中母联充电保护出

口压板投入，220 kV 线路故障时母联充电保护误动

跳闸。 

(4) 基建调试部门责任：误碰。 

——进行电缆对芯时，误将直流电源加入母线

保护交流回路中，母差保护误动。 

——进行 220 kV 母线 PT刀闸电动调试时，误

将交流操作电源通入 220 kV 母线保护电流回路中，

母差保护误动。 

(5) 设计人员责任：设计不合理。 

——电厂母线保护 CT 绕组配置不合理，存在

死区，故障时母线保护拒动。 



 

 

第 2期 赵有铖，等：2007年南方电网 220 kV及以上系统保护运行情况分析 87

3  断路器保护运行情况 

全网 220 kV 及以上系统断路器保护不正确动

作 3 次，同比 2006 年减少 3 次。按责任部门分类：

制造部门 2 次，设计部门 1 次。 

(1) 制造部门责任：原理缺陷、软件缺陷。 

——操作箱切换回路存在设计缺陷，当#2 母线

刀闸转换开关常闭接点接触不良时，不能发出“切

换继电器同时动作”信号，在母线充电过程中，反

充电电流造成操作箱电压切换插件、C 相出口插件

烧毁，失灵启动回路接通。同时，由于母线 PT 二

次侧短路，二次电压畸变，不平衡电压大于失灵保

护零序电压闭锁定值，最终导致失灵保护误动。 

——断路器失灵保护中的低功率因数元件计数

器在保护整组复归后，不能正常清零，而将累计的

时间作为下一次启动初始判别时刻，由于计数器多

次累加，低功率因数在故障初始时刻就满足时间定

值条件，最终导致失灵保护误动。 

(2) 设计人员责任：选型错误。 

——220 kV 断路器失灵保护装置选型错误，线

路发生 A相瞬时性接地故障时，失灵信号未返回，

造成母差保护误判开关失灵，在负序电压元件开放

期间，经短延时动作联跳 220 kV 母联断路器。 

4  保护不正确动作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在 27 次不正确动作中，按责任类型分类统计结

果如图 1 所示。制造质量不良等装置原因 8 次，基

建调试人员、运行继保人员、运行值班人员的误碰、

误操作原因 9 次，设计原因 3 次，运行维护不良及

其他原因 7 次。说明继电保护全过程管理还存在薄

弱环节，有待加强。 

 

 

图 1 不正确动作原因分布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Incorrect Protection Actions  

4.1  人员方面 

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是安全生产中一个极大

的变数，个人行为不规范，再好的条件也难以从根

本上保证安全生产。 

(1) 工作人员安全意识不强，现场工作安全措

施执行不到位。误碰、误操作导致的保护误动，占

不正确动作总数的 33%。其中基建调试人员误碰 2

次，运行继保人员误碰 4 次、误操作 1 次，运行值

班人员误操作 2 次。 

(2) 安全技能水平需要加强。工作人员未能掌

握试验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对现场接线及图纸不

熟悉。运行值班员不熟悉保护压板功能、菜单操作、

报文含义，现场操作投退保护压板缺乏准确性。 

(3) 继电保护人员配置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

技术培训不足。随着电网的快速发展，基建、技改

工作日益繁重、运行维护工作量进一步加大，继电

保护专业人员配置不够、劳动强度大的问题越来越

突出。人员培训不够，能担任 500 kV 系统工作负责

人的人员比例偏低，一线班组刚毕业的年轻人比较

多，迫切需要加快培养。 

4.2  设备方面 

(1) 设备制造质量亟需提高。因制造部门的产

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保护误动，在继电保护的不正

确动作中仍占有很大比例，因制造质量不良等导致

8 次保护装置误动，占总数的 30%。保护装置存在

质量缺陷，需要频繁进行反措，增加了继电保护运

行的不安全因素，一些继电保护设备成为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的隐患。 

(2) 保护装置及二次回路缺乏标准化。目前，

保护的技术原则、配置原则、组屏（柜）方案、端

子排设计、压板设置和二次回路设计，没有统一规

范的标准。因为设计、施工的问题，同一个变电站

同样的设备，同一厂家不同型号，甚至同一型号不

同时期出厂的保护产品，其二次回路接线都可能不

尽相同。变电站内使用的保护型号往往较多（多者

达十多种），保护装置及二次回路缺乏标准化增加了

现场运行维护工作的难度和风险，同时，保护改造

过程中必然涉及大量的电缆更换工作。在变电站其

他设备运行的情况下，更换电缆的风险性较大，施

工难度大，安全压力大。保护屏压板、把手设置不

统一，排列零乱，标识不清，容易混淆，导致运行

值班人员误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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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方面 

(1) 现场作业执行有关规程制度的刚性不够。

存在现场作业组织、管理和技术措施落实不全，交

底不清，监护不够，对外单位施工调试人员监督不

力以及未执行反措等问题。 

(2) 基础管理流程及规则有待完善。在继电保

护工作负责人及工作班成员的确定原则、工作负责

人对工作班成员技术及安全交底的要求和交底方

式、对工作班人员工前准备的具体要求、各类施工

及检验方案的编写审核、对外单位施工人员的监督

和管理机制、现场作业流程规范化及标准化、运行

值班人员投退压板要求、现场运行规程修编等基础

环节的管理还需完善和加强。 

5  措施及建议 

5.1  人员方面 

(1) 健全继电保护机构，合理配置人员，建立

适当激励机制。 

(2) 立足岗位加强安全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

员安全意识、知识素质和技术能力，提高人的安全

性，降低由于人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工作风险。 

5.2  设备方面 

(1) 完善缺陷分析及运行评价工作。及时统计

分析各类继电保护装置在运行中暴露出的缺陷，对

装置质量及运行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对存在的问题

及时整改，指导现场检验、技改反措以及设备选型。 

(2) 开展继电保护装置及二次回路标准化设计

工作。对技术原则、配置原则、组屏（柜）方案、

端子排设计、压板设置和二次回路设计等进行标准

化和规范化，明确与安稳装置、监控系统等的接口

关系、通信方式、功能要求等，对压板进行规范和

整改，从技术上加强对运行检修人员的提示和警示

效果。通过标准化设计及压板整改来降低运行维护

及更新改造的劳动强度和工作风险。 

5.3  管理方面 

(1) 基建部门、运行维护部门、专业管理部门

等应加强沟通和联系，加强流程与规则的制订和实

施，理顺管理关系，提高管理效率，把好设备选型

及投产验收关。 

(2) 推进继电保护现场作业指导书。在对继电

保护关键业务及其危险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

作业指导书与“两票（操作票、工作票）”、“三措（安

全措施、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等规程、制度之间

的关联关系，按照“简单、实用、可靠”的原则编

写继电保护作业指导书，促进继电保护现场作业流

程的标准化、规范化。完善继电保护现场作业流程

标准化，以管理流程的科学性保证现场工作的安全

可控性。 

(3) 开展继电保护现场工作危险点分析及控制

工作，对继电保护人员进行风险管理知识培训，编

印《继电保护现场工作危险点辨识评估手册》或推

广相关培训资料，将工作现场中的危险点逐一标示

出来，指导生产一线的员工正确认识和判别工作中

的危险点，提醒工作人员注意。 

(4) 落实安全责任及相关管理制度和措施，提

高继电保护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对外单位

人员的监督力度。 

(5) 加强继电保护装置的运行维护，对于运行

中出现的缺陷或异常，快速反应，快速处理，强化

反措执行力度。 

（6）着力抓好基础管理。各级继电保护部门、

各运行维护单位尤其是发电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定值和压板管理，对厂站值班员加强继电保护基

本技能培训，规范操作。 

6  结束语 

2007 年的 27 次不正确动作中，制造部门责任

占 30%，误碰、误操作责任占 33%。因此，提高装

置制造质量、切实做好继电保护现场工作危险点分

析及控制措施，不断提高现场作业安全和质量，加

强继电保护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是减少

继电保护不正确动作事故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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