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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随着国家相应电力体制改革体系的进一步

不断深入，相关电能质量的具体指标随之不断更新，对

实际电压情况的评估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技术要求。由于

电力系统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对相应单位容量进行扩大，

系统电容电流体积相对较大，导致相应的母线电压超过

上限。以往相对较为传统的调压措施现阶段已不能完全

满足电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基本要求，需要对大型装

置的相位进行防范，进一步更新相应发电机组的无功调

压技术措施体系，以便可以有效降低电力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电压值，使电网进一步得到有效的控制。

一、发电机工作原理概述

现阶段，随着我国电力系统的不断完善，相应的电

缆线路和高压输电线路的数量也在增加，有利于相间和

相对接地能力进一步提高，并继续增加容性负载。电网

在此阶段可以有效吸收相对来说更多的容性无功功率，

因为其中的每个值都会进一步受电网结构因素的影响，

与电网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荷有明显的关系。当进一步

实际运行阶段电网负荷相对来说会处于最低点，相应的

感应无功功率会大大超过电网感应损耗与用户无功损耗

之和，导致电网某一中心点的电压值逐渐增大甚至超过

限值。这时就可以考虑进一步调整无功功率，有效地将

电压情况恢复到可进行限制以及控制的范围内。然而，

现有的相移补偿不能进一步有效控制电力系统运行过程

中的电压值，实际的相应容量是偏小的，因此在具体实

施调整的阶段并不顺利，不能进一步完全满足当前电力

系统进一步保持基本运行的相应要求。因此，在电网中

增加无功调节措施是一种经济的基础，发电机可以在电

网上轻载运行，有效吸收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保证电网

电压得到有效调节。

二、汽轮发电机进相运行与无功控制理论

在汽轮发电机报纸实际运行阶段，会进一步释放无

功功率以及相应的有功功率，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运行

后状态，功率因数的具体值是大于零的。汽轮发电机也

可以进一步从相应的电网体系中获得无功补充，同时在

电网运行过程中，有功功率的连续释放技术与汽轮发电

机的使用技术是相同的。为了进一步有效满足负载节点

电压的具体相关要求并保证具体相位体系的平衡，必须

考虑有效采用并网发电机来进一步增加现阶段电力系统

的相应无功功率。需要积极保持大容量电网体系自身的

电压以及相应频率稳定，进一步有效促进有功功率的稳

定性，同时防止原发电机改变阻力矩。

汽轮发电机组的无功功率可根据发电机自励电流的

实际情况进一步改变，当汽轮发电机组用于过励磁时，

进一步降低发电机的无功功率及其无功权重。在常规运

行过程中的励磁阶段，当励磁电流进一步对发电机造成

影响时，其自身的武功功率权重基本为零。此时，随着

发电机相应设备内励磁电流量的逐步减少，导致汽轮发

电机可以继续产生更多的功率。汽轮发电机在使用相序

时，其几个相应参数的数值相对来说变化不大，但会进

一步对汽轮发电机本身的运行情况产生较大的影响。当

汽轮发电机在进行正常的工作情况下，发电机还必须保持

同步稳定的转速，以便相应地改变功率因数，有效提高汽

轮发电机本身的基本运行效率，以免会对运行工况造成不

必要的影响。在给定的特定区域内，电力系统的感应阶段

可以持续保持稳定运行，感应深度的分析可以通过相对有

效的实验方法和有效的验证算法来确定。如果发电机在运

行期间检测到感性负载，电枢需要进一步响应具有退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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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发电机端的电压值不会改变。此时，励磁电流

必须继续增加，从而将无功功率转化为励磁电流。

三、进项运行的制约条件

随着相应功率因数从正变为负，无功功率会进一步

从感性变为容性。励磁电流的相关因数越低，相位级数

就会越深，功率角也会随之变大，不可避免地影响系统

的稳定性。功率角的变化会增加发电机侧的漏磁通并增

加定子侧的发热。如果发电机处于同相运行阶段，端电

压也会降低。通常会指定一个最小值，电压不能超过额

定电压的 90%。因此，相位超前行为受稳定性限制以及

机器端的最小电压的限制。

发电厂一般采用进一步有效提高母线电压的方法来

缓解相应辅助电源自身的电压问题，但辅助设备也在一

方面增加了发电厂运行的负荷，端电压降相对来说也较

大。功率角的增大会进一步威胁到系统的静态稳定性，

如果装置运行在相应的临界区，会对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严

重影响，如果相邻发电机的工况差较大，则容易发生频率

振荡。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感应相操作引起的稳定性

问题主要是励磁减少以及功角增加引起的不稳定因素。

四、限制汽轮发电机正转运行的因素及对策

1. 在发电机投入实际使用阶段，技术人员可以根据

各自的任务以及相应的工作需要，通过进一步组装相应

的自动监控装置和辅助系统的电机位置，在应用前更有

效地调试系统。但是，系统必须在进一步的有效运行阶

段集中控制相应的参数模式，以便可以在发现相应的设

备问题后进一步积极采取具体地相应措施。为了在电网

进一步有效发展过程中进行更好的数据计算以及数据分

析，必须对相应的阻力进行必要的忽略。汽轮发电机正

转静态稳定极限、高振动定子端铁芯温升极限、汽轮发

电机侧电压的发电机相升深度极限、低振动极限等因素

对应的技术措施相位上升深度的励磁下限你需要取。自

动励磁方式可以提高装置的稳定性，延长静态稳定性边

界范围。根据对发电机基本运行情况的分析，目前控制

发电机端部损耗和温升的措施主要有良好的磁屏蔽和点

屏蔽、涡流回路划分、冷却式膨胀和逐渐增加漏电阻。

2. 尽 管 已 经 成 功 开 发 了 各 种 技 术 来 适 应 火 电 厂

600MW 机组的集中控制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各种技

术的应用与火电厂的现代发电要求仍有差距。如果不能

有效整改缺陷，火电厂 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就会恶化，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的有

效性也将受到很大影响。为改善这种状况，需要根据各

种具体要求，向合理的方向推进火力发电厂的发电，以

及火力发电厂 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出现问题的概

率。此外，火力发电厂 600MW 机组的运行方式因工况

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应结合信息监控系统对火力发电

厂 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进行监督和控制。需要进一

步对在职员工进行行之有效的培训，让相关员工加深对

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技术及相关要求的了解。减少

火电厂 600MW 机组集中控制运行时人工操作失误率，可

避免火电厂 600MW 机组的实际运行问题，对保证各种集

中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

保证了火力发电厂及相关设备运行可靠性。

五、600MW汽轮发电机进相运行工作实验

在 600MW 汽轮发电机运行后期，发电机可以有效输

出有功以及无功功率，发电机正相运行工作内容可进一

步吸收系统内部对的无功模式，综合控制系统高压，经

济基础来自类似输电和变电站设施运行的威胁。目前，

为进一步保证全面提高相应电网电压的具体质量，保证

发电机组运行工作质量的进一步整体提升，有必要对发

电机组的运行情况进行带头试验。发电机同相运行时定

子端部结构的温升必须合理设计。在发电机的高级操作

期间，应寻求诸如稳定性限制之类的变化。实验前需要

进一步有效调整自动励磁控制器自身的运行状态，需要

对线路电压的实际运行变化进行有效地检查。在进行相

应的测试工作之前，必须进一步有效建立技术人员下达

命令的相应体系以保持负载稳定并进行更改，试验负荷

点的排列顺序必须根据一定的条件设计，机器部分上的

电压继续降低，应监测电压变化，注意不同测点的温度

变化，发现问题后及时改变发电机的运行状态。

六、结束语

汽轮发电机的运行有很多制约因素，汽轮发电机可

以同相运行，以控制系统电压的运行效果。大型汽轮发

电机的剪切运行是一种比较方便的运行方式，可以保证

电压质量的有效改善，但对系统的稳定性影响较大。

参考文献：

[1] 张小兰 .600MW 汽轮发电机进相运行时定子端部

发热和限制措施 [J].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11（1）：6-9.

[2] 穆兴华 . 黑龙江电网 350MW 汽轮发电机进相运行

试验分析 [J]. 黑龙江电力，2015，37（1）：57-60.

[3] 鲜霄，寻志伟，周道军等 . 大型汽轮发电机运行

与无功控制 [J]. 电工技术学报，2015，30（5）：98-105.

[4] 翁洪杰 . 大型汽轮发电机组的进相运行试验研究

[J]. 电工技术，2011（2）：47-48.

[5] 张艳艳 . 大型汽轮发电机运行与无功控制研究 [J].

内燃机与配件，2017（13）：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