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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力系统正常稳定运行，是保障区域供电稳定性的根本性措施，而必要的继电保护措施，才是保障电力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的基础

保障。对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未来的发展而言，必须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根据电力系统的实际情况，打造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智能化

保护系统。就我国现阶段大部分电力系统的实际情况而言，解决谐波和电力互感饱和是两个首要问题，在具体开展综合改造的过程中，需

要加大现代化技术投入的力度。本文主要从技术角度出发，探究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及其综合改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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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对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综合改造，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借助计算机技术来提高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智能化

程度，智能化保护最大的优势在于反应时间短，在检测出故障的第

一时间，就可以向对应区域的保护硬件发送指令，触发器导通关断。

在计算机技术的加持下可以切实保障好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的效

率。第二个方面，需要强化微机技术的使用力度，对电力系统中各

个电气元件进行实时的监控，确保其能够始终运行在一个稳定、高

效的状态。最后一个方面，需要从硬件入手，根据电力系统所处不

同的环境，选配质量和稳定性更高的电子元件使用。其中，在选配

电流互感器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传输效率更高的光学互感器来代替

原有的互感器。 

一、主要问题浅析 

（一）电流互感饱和 

电流互感饱和是现阶段电力系统主要存在的问题之一，该问题

主要发生在线路短路出现的过程中，由于配电设备的终端电容较

大，当短路现象发生的时候会直接增大线路中的电流，最终导致定

时限过电流装置无法正常工作[1]。 

（二）谐波 

谐波是电力系统运行期间存在的一类主要的问题，该问题主要

是由于电力系统中的电压发生畸变引起的，谐波的产生会对电力系

统产生大量的影响，其中主要包含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影响系统中

电力元件的精准度，在谐波的干扰下，电力元件发送的信号质量会

受到一定影响；其二，谐波会加快系统中电容器老化的速率，导致

电容器提前报废[2]。尤其是主变空载投入的时候会产生励磁涌流,会

引起差动保护动作,下图就是典型的励磁涌流的波形,  

 

波形特点: 

1、偏于时间轴的一侧，涌流中含有很大的直流分量； 

2、波形是间断的，且间断角很大，一般大于 60°； 

3、含有很大的二次谐波分量； 

4、在同一时刻三相涌流之和近似等于零； 

5、励磁涌流是衰减的。 

二、综合改造措施 

（一）引入计算机技术 

在计算机技术加持下的电力系统，能够为电力系统稳定运行提

高一个更为可靠的保障，和传统的保护机制不同，基于计算机技术

的继电保护系统是由自动化芯片控制的，当芯片检测到系统中的电

力数据存在异常的时候，会第一时间触发相应保护机构动作，进而

对整个电力系统形成保护。 

在配置智能化继电保护系统的时候，第一步需要对电力系统进

行全面的分析工作，深入分析每一个线路节点的用电情况，并以此

作为设计系统的主要参考。第二步，基于分析结果，开展软件编程

工作，并选配与之配到的继电保护硬件的型号。在软件编写完成之

后，要结合选配的硬件进行测试，设计人员需要在后台检测软件各

条指令的时效性，以及硬件的灵敏度。不仅如此，对继电保护装置

而言，还需要进行质量抽检，确保继电保护的动作灵敏度和动作次

数满足电力系统实际使用的需求。第三步，在智能化电力系统正式

投入使用之后，工作人员需要协同技术人员开展巡检工作，对系统

运行的效率进行评定，并针对巡检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软件进行

针对性优化[3]。 

（二）微机保护 

微机技术，也是现阶段主流的计算机技术之一，在电力系统的

应用当中，可以有效的提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可靠性。微机技术

最大的优势在于，基于该技术打造而成的电力系统，所有电气元件

运行的参数都处在被实时监控的状态，系统可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分析、计算，当检测出任何异常的时候，可以精准定位到故障点

位。在微机技术的加持下，可以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设备维保人员可以直接根据微机模块分析的结果找到故障所在的

部位，不需要再使用检测仪器逐一排查。上面提到的主变空载投入

时会产生的励磁涌流,就可以通过微机技术,利用涌流的各种特征量

来闭锁差动保护,实现差动不会误动的目的。 

 

图一 微机保护装置图 

（三）新型互感器的应用 

互感器作为电力系统中一种重要的机电保护器件，其本身的静

态参数，以及动作过程中的动态参数，对电力系统会产生极大的影

响。就目前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现状来说，光学电压互感器是使用

频次最高的互感器。该互感器和一般互感器不同，是由光纤信号进

行传播的，互感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受到电磁波干扰的可能性极

小，所以在极短的工作环境中，也能够保障所传输信号的稳定。不

仅如此，和其他类型的互感器相比较，光学互感器的体积更为小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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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的空间更少，有助于推动电力保护系统向集成化发展。 

 
图二 光学电压互感器原理图 

结束语 

继电保护是决定电力系统正常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在具体制

定综合改造方案的时候，需要针对电力系统运行期间出现的问题，

从电力系统和保护硬件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借助计算机技术来

提高继电保护的智能化程度，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要选配稳定性更高

的保护硬件，切实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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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焊接车之中，促使其可以移动到规定的位置上，让其自动完成

所有操作。其二是半自动焊接，也就是让工作人员自主完成焊丝的

安装以及焊接车的移动工作，以此确保焊接的效果得到增强[3]。 

（四）螺柱焊技术 

对于螺柱焊技术来说，其基本原理便是在高温环境之中，给予

螺柱本身一定的压力，以此保证焊接的效果得到增强。一般来说，

主要可以采用两种形式。其一是储能式，通常更为适合软薄板件的

焊接工作。其二是拉弧式，通常更为适合重工业工作[4]。 

（五）搅拌摩擦焊技术 

对于搅拌摩擦焊技术来说，其理论基础已经十分成熟，因此在

整个行业之中有着非常高的应用率。从整体角度来看，其主要具备

两方面优势。其一是在焊接的时候，无需高温条件，同样能够保证

焊接效果达标。其二是能够对现有的焊接材料予以充分利用，同时

消耗的能量也相对较低，使得成本投入大幅度下降。正是这些因素，

相关人员便需要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利用。 

（六）自动化制造工艺 

对于机械制造行业来说，未来的发展方向便是自动化、规模化、

信息绘画以及智能化。从当前情况来说，利用率最高的系统基本上

就是自动化系统。也就是尽可能降低外部干预的基础上，通过对于

金属材料进行加工，从而完成预期的加工工作。在这一过程之中，

依靠技术改革以及管理改革，从而确保加工和制造全部都实现自动

化呈现，同时还能逐步演变成全新的流水线。对于此类工艺来说，

基本上就能对早期的人力劳动模式完全替代，在整个产品的生产周

期之中，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到应用，从而使得生产效率大幅度提

升，同时还能将生产周期缩至最短。不仅如此，所有产品也都会变

得更为精密，而且整体质量也会有所优化，从而可以更好地对其质

量和规格进行调整。在未来，这也是推动制造行业最为有效的基本

方式。 

四、机械设备的加工工艺种类 

（一）精密切削工艺 

为了有效提升切削工作的整体效果，并保证其精度达标。工作

人员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理应保证机床、工具以及各类零件都不会

受到外部因素造成的影响。同时还要根据相关规定要求，对其细节

部分展开优化，以此增强切削的综合质量。正是这一情况，工作人

员理应对于机床本身予以合理控制，尤其是转动速度方面，应当处

在规定的范围之中。从当前表现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机床的转速都

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在一分钟之内，可以达到几万或者几十万。

但是，这项技术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性。因此便需要将全新的加

工技术引入进来，诸如定位技术，以此确保设备的加工效果能够达

到规定水平[5]。 

（二）超精度研磨技术 

在进行制造加工的时候，工作人员理应对其表面展开处理，确

保其粗糙程度能够控制在 1 到 2cm 之间。在早期进行加工的时候，

应用的方法基本上都以硅片抛光为主，也就是先抛光，之后在进行

研磨和磨削。然而，这种方式已经十分陈旧，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加

工工作的基本需求。为此，相关人员便需要针对机械加工技术展开

深入研究，并将最新的加工方法引入进来，诸如高精度研磨，以此

可以有效保证实际获取的零件，其精度变得更高，进而满足加工工

作的基本需求[6]。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我国制造业工艺还在不断发展，制造工作涉

及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从而变得十分复杂，使得整个行业有了更

大的进步。为此，相关人员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针对其中的不足，

积极予以改进，提升工艺的应用效果进而保证加工工艺更具精确性

特点，提升各项工作的整体质量。如此一来，生产的产品将会更为

精确，技术含量也会达到较高的水平，进而可以满足更多人群的实

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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