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水电工程 

 42 

建筑施工管理 
第 1 卷◆第 10 期◆2019 年 11 月 

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技术研究 

王英杰 

（山西鲁能河曲发电有限公司，山西 忻州 036599） 
 

摘要：在电力系统一次设备状态检修过程中，同步开展继电保护设备检修的工作方式，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对继电保护装置存在的隐患针
对性不足，为此本文从继电保护设备的角度分析了状态检修技术的应用思路和管理体系，指出未来发展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技术主要在
于开展对保护装置的状态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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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力系统一次设备的检修工作，目前国内已形成了成熟的

状态检修策略，各大电力企业出台了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试验规
程、全寿命管理指导意见、风险评估导则等一系列技术方案，推动
了一次设备的状态检修工作实质性开展。然而，针对二次设备的状
态检修工作，目前行业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检修方案，继电保护检修
仍然依靠结合一次设备检修同步进行[1]，这种检修策略存在一定的
盲目性，缺陷管理针对性存在不足，为此，有必要对继电保护设备
状态检修的现状进行研究，进一步推动实现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
修技术。 
1 继电保护设备的状态检修技术思路 
(1) 电力设备的状态检修 

当前，我国电力系统普遍采取两种检修模式，分别为计划检修
和状态检修[2]。计划性检修是按照电力设备规定的检修周期安排的
周期性检修工作，按照检修周期定期执行预防性计划检修，不同设
备检修项目、试验周期各不相同。 

有别于计划检修，状态检修则是依据电力设备当前的状态信息
量安排检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及时性，美国科研创新企业杜邦
公司与 1970 年首次提出状态检修的概念[3]。状态检修避免了盲目检
修和过度检修，技术更加先进，成本更加低廉，是一张技术上可靠、
成本上可行的电力设备管理方式，推动设备状态检修就是通过提高
有效性和针对性，改善设备检修过程，提高设备的可用率以及供电
的可靠性，最终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这种技术手段在电力系统中
得到了广泛认可并逐步推广应用。 
(2) 电力设备的故障发展过程分析 

电力设备按照具备功能的不同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作为
一种典型的二次设备，继电保护设备是保障电力系统一次设备稳定
健康运行的技术管理手段，是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电保
护设备的检修维护质量关系着电力系统的电力服务水平。无论是一
次还是二次设备，其在故障发展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特征表现。在设
备投入使用到潜在故障发生期间，设备常处于正常状态而运行平
稳，过了这段时期后设备如不安排检修工作将渐渐发生故障，时间
更长甚至发生功能故障，当检修检测的间隔周期小于从潜在故障发
展到功能故障的间隔期，即可以在工作故障发生前检测到潜在故障
[4]。 
2 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业务流程与管理体系 
(1) 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业务流程 

目前，成熟的一次设备状态检修技术是由预防性定期检修逐步
演变而来的，通过监测设备实际运行状态，预测设备状态发展趋势，
最终制定合理的检修方式。状态检修基本流程主要包含以下步骤： 

a.设备信息收集；b.设备状态评价；c.设备风险评估；d.检修策
略制定；e.年度检修计划制定；f.检修实施；g.绩效评估[4]。 

参考一次设备状态检修流程，继电保护设备业务流程类似。 
(2) 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管理体系 

状态检修管理体系是确保状态检修顺利开展所提出的管理规
章制度和标准，明确了各级状态检修工作组织机构的成立、职责分
工、工作范围、工作内部、程序、方法、检查与考核内容，主要包
括：技术体系、执行体系、指导思想和执行原则。 

技术体系是状态检修技术标准和制度，是状态检修的技术支

持。执行体系是检修环节的实施过程。实施过程以安全提升为方针，
以设备情况评估为中心，加强科学管理，规范设备处理流程，落实
安全责任，强化设备工作监督和情况分析，努力提高设备检修工作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最终促使状态检修工作达到有序、规范的要求
[5]。 

继电保护设备状态检修除了需要参考这些状态检修的指导思
想外，还需结合自身技术特点符合以下规则： 

第一，状态检修工作一方面要综合设备状态、环境因素、可靠
性以及成本等因素，另一方面更应该确保安全因素；第二，确保设
备运行安全和状态检修质量离不开规范的管理体系、先进的技术体
系以及科学的执行体系。因此必须掌握状态检修工作对设备状态评
估、风险评估、检修决策制定、检修工艺控制、检修绩效评估等工
作；第三，状态检修工作必须遵循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在各项规
范标准的指导下，制定适应输变电设备状态检修策略及形成合理的
规范标准和原则；第四，状态检修工作要有长远目标、长期计划和
规划，并逐步实施，先进行试点工作、循序渐进、逐步完善检修工
作；第五，状态检修应贯彻生命周期管理的思想，成本优化管理应
充分考虑设备整个周期：选型、安装、运行、淘汰，并制定合理的
设备状态检修策略。 
3 结合状态检修的继电保护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 

设备状态检修最早采用事后维修的方式，逐渐发展为预防维
修、预知维修，通过主动维修的方式替代被动维修。现阶段，多数
电力企业采用单独是多管理模式的检修方式，而预知检修将是今后
的发展方向。发展预知维修离不开健全的设备状态监控体系，借助
科学的手段全面评估设备状态，掌控设备的运行情况，有针对性的
制定有效的预知维修策略。因此，开展状态检修，根源在于发展状
态评价技术，未来继电保护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发展方向仍然是
多维度、多渠道、多手段的状态评价体系建设。 
4 结束语 

作为电力系统的主要保护装置，电力继电保护装置状态关系着
电力系统的能否正常运转。继电保护装置的状态检修技术是当前电
力系统开展计划检修的一个研究方向，对于提高设备检修的针对性
时效性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研究更多状态评价
手段，推动提升继电保护装置的状态检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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