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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小电源并网时变电站内相关保护配置及联掉方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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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设施及分布式电源的不断发展，10kV 小电源并网日渐增多，其并网变电站内相关保护配置与联掉小电

源的方式是地区局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文针对有小电源并网运行的变电站和电源点，按照不同接线方式就站内

保护配置及联掉方式进行了分类讨论，对比了各自方案的优缺点，为同类型电网有关保护配置与整定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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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布式电源在现代城市中

不断增加，其中 10kV 小电源尤为普遍，小电源并网成为消纳新能

源的一种必然趋势。当小电源并网时，变电站内的保护配置应满足

其安全稳定运行的要求。当电网发生故障时，为了保证电网及小电

源的安全稳定运行，变电站内相关保护应实现联掉小电源的功能，

而具体联掉方式可根据变电站主接线的不同以及保护配置的具体

情况而采取不同方案。 

一、变电站内保护配置 
地区小电源与主网并网，宜以单回或双回线在一个变电站与主

系统单点联网，以 10kV 小电源并入 110kV 终端负荷变电站 10kV

母线为例，变电站主接线如下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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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10kV 终端负荷站小电源并网示意图 

110kV 终端负荷变电站常规保护按如下配置： 

1.1 110kV 线路保护：通常对于 110kV 终端变电站的供电电源

线路在电源侧配置有距离保护，条件具备时宜配置光纤纵差保护。

对于架空线路配置重合闸，实现瞬时故障后的自动重合。 

1.2 110kV 母联备自投保护：母联备自投可采用无压掉自投的

方式，通过检定母线无压，跳开 110kV 进线断路器（111 或 112），

再通过断路器位置启动母联备自投。 

1.3 110kV 变压器保护：变压器保护配置有差动保护、高后备

保护和低后备保护。差动和高后备保护跳主变各侧断路器（111、

145、201 或 112、145、202），低后备保护跳低压侧断路器（201

或 202）。 

当 10kV 母线接入小电源时，由于终端变电站 110kV 进线线路

保护不跳主进断路器（111、112），且主变中性点为不接地方式，

因此可以采用配置独立的主变中性点零序电压保护，在主网供电线

路发生故障时，切除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256），以便主网侧

线路保护检无压重合，以及 110kV 侧无压掉备自投的正确动作。 

二、联掉小电源方式选择 
当 110kV 终端负荷变电站 10kV 侧并入小电源后，如果变电站

高低压侧配置有备自投保护，此时为了防止自投断路器非同期合

闸，变电站内 110kV 线路，备自投，主变保护等应联掉 10kV 小电

源并网断路器，联掉方式可以采取两种方案，以图 1 为例分析如下： 

2.1 相关保护出口联跳小电源并网断路器 

（1）110kV 侧线路保护：对于终端负荷变电站，110kV 侧线路

保护如果配置的为光纤纵差保护且上级电源侧投重合闸，则在线路

发生故障时，负荷站 110kV 主进断路器（111、112）一般不投跳闸。

待线路重合不成功后，通过无压掉实现跳闸。由于线路保护不跳闸，

因此需要配置独立的主变中性点零序电压保护，实现联掉 10kV 小

电源并网断路器（256）。 

（2）110kV 母联备自投保护：母联备自投采用无压掉的方式，

通过检定母线无压，跳开 110kV 进线断路器（111 或 112），同时通

过无压掉出口联掉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256），避免在 110kV

自投（145）时非同期合闸。 

（3）110kV 变压器保护：变压器的差动保护、高后备保护和

低后备保护在出口时，同时联掉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256），

避免在 10kV 自投（245）时非同期合闸。 

2.2 高低压侧断路器辅助接点联跳小电源并网断路器 

通过 110kV 侧各保护出口跳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每一套

保护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跳闸回路，相对数量较多。因此可以采用高

低压侧断路器（111、201）辅助接点联跳小电源并网断路器的方案。

当变电站内相应的保护跳开 111、201 断路器时，通过 111、201 的

断路器辅助接点联掉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256），从而保证高

低压自投的正确动作，避免非同期合闸。 

小结 
新能源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 10kV 小电源并网，而小电源并网

时对变电站内现有保护提出了相应的要求。通过分析，为在主网供

电线路发生故障时，保证线路重合闸以及变电站内备自投的正确动

作，必须可靠的切除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因此在变电站内的

保护配置需满足相应的要求，可增加独立的解列装置或通过已有保

护功能实现联掉功能。在联掉小电源的方案中，通过分析比较采用

各保护出口和相应断路器的辅助接点联掉两种方案，发现采用相应

断路器的辅助接点联掉更为简单可靠，可作为 110kV 变电站联掉

10kV 小电源并网断路器的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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