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工程 

 47 

建筑施工管理 
第 1 卷◆第 8 期◆2019 年 10 月 

 

低压配电线路保护选择技术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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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电压配电设计规范》中相关要求，对于低压保护器的型号选择及整定，结合低压保护器实际应用设计，并对于
其中常见的问题做出相应分析，并根据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电压电线路保护选择技术在发展中取得新的突破，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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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器保护的规格型号以及相应的参数整定 

实际应用过程中，为了确保选择的保护电器上级下级之间能够正
常运行，可遵循以下几种型号规格：（1）容断器选择：熔断器选择需
要达到国家规定的 GB13539.1 规格标准，主要是其反时限动作能够更
好保证上、下级间能存在选择动作。（2）上级采用的选择性断路器，
应该自带短延时电磁脱扣装置，实际应用过程中，只需要合理调整定
其短延时脱扣器的延长时间及电流，则能够确保它的选择性。 
二、当前配电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当前配电设计过程中，多数设计是采用了高等级非选择型断
路器，这种断路器在末端出现出现了事故电流时，则容易造成一级
或者多级断路器非选择性断电，这是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设计过程中，对于选择型断路器的使用过于随意，这大大影
响了整体设计的安全性，如对于电流较低的线路，在实际应用中也
选择了价格较昂贵的选择型短路器，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经济实
用原则，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3.设计过程中，采用了参数整定不够规范的选择型断路器，如
上级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额定电流过低，较下级断路器之瞬时过电
流脱扣器的额定电流还要低，或者上级瞬间过电流脱扣器额定电流
过低等，都是造成选择型断电器损坏的重要因素。 
三、配电线路保护中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对于低压主开关柜而言，其中的关键技术点是供电过程中的可
持续性、稳定性，因此，设计过程中需要保护电器能够长时间对于
主开关柜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为了确保低压保护电母所产生的额
定容量值，因此，低压保护电器需要与高压熔断器进行合理的配合，
并保证下级电器能够实现选择性配合。 

对于终端配电箱而言，由于终端配电箱是与用电设备是直接连
接的，因此，断路器应该具备瞬时检测线路故障情况，并具有及时
切开线路的功能。而在当前实际线路设计过程中，较为有效的保护
终端电柜的措施主要有断路以及接地两种形式，具体保护形式可根
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理的线路保护器。 
四、相关解决措施 

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实际设计过程中，一次性熔断器的选择
性不再备受青睐，这种熔断器的使用多在传统的线路设计中。当前
面对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设计人员越来越注重自动化技术的
应用，针对这一设计理念，意味着相关保护器相关技术迈向了一个
新台阶。同时，在实际市场中也可以看到，具有多类线路保护器可
供选择，因此，综合考量经济与技术的双重因素，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来合理选择。 

1.电流偏高的馈线首端应该采用选择型断路器，其涉及的整定
要求具体如下：（1）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电流应该大于或者等同于
下级最高断路器的瞬时或者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电流的 1-1.5 倍，
其延时时间做好控制于 0.3s-0.4s 之间。（2）瞬时过电流的脱扣器电
流最好相对高一点。 

2.中间级保护电器最好选择运行相对稳定，故障切断电流率高
以及便于维修的熔断器。同时，上级与下级的熔体电流值应该大于
或者等于其过电流的选择值，具体数据可保持 1.6。 

3.末端回路保护器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具体的规定，实际应用中，
可选择非选择型断路器或者熔断器，但是，选择的相应器件需要保证
电路出现故障，能在规定时间断开电路，切实起到保护的作用。 

4.研发新型断路器过程中，应该能够遵循以下几点原则:（1）

对于常规断路器的瞬过时电流脱扣器进行适当改进，使其具备毫秒
级的延时特性。如果经济与技术条件都可以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具
备两级选择延时特性，这个过程中，上级与下级脱扣器的额定电流
的比值保持在 1.6 最佳，注意不能超过 2。（2）断路器壳架的额定
电 流 允 许 数 值 保 持 在 60-400A 范 围 内 ， 分 断 能 力 可 保 持 在
15-30000A 范围，且这个过程需要与配电线路的相关技术标准相符
合。（3）设计过程中，尽量保证价格优廉，且方便使用的产品，价
值格上较传统断路器的售价不宜过高，这样才能保证产品能在实际
市场中广泛使用，并凸显出其实际利用价值。 

5.保护配电低压线路的相关配合方式：（1）上级与下级熔断器
应该能够保证有效配合，即熔断器的选择应该遵循 GB13539.1-2002
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换言之，就是产品自身的质量问题需要
得到保障。且在该规定的相关标准中，对于额定电流大于或者等于
16A 的串联熔断体的过电流选择比值大于或者等于 16，则视为符合
选择型的相关要求。（2）上级是非选择性断路器，下级是熔断器的
选择性配合。当事故电流高于选择断路器的 IZD3 时，则会出现上
级断路器瞬时脱扣情况，而当事故电流低于 IZD3 时，那么下级熔
断器会出现熔断情况，具备部分熔断特性，总而言之，这个过程不
具备选择性，因此，这种方式存在不足。（3）上级是选择性断路器，
下级是熔断器的选择性配合。由于上级具备短延时特性，因此，在
实际工作中可以完成相应的选择性动作，但是，前提条件是能够做
到科学的整定，且数值不会出现错误，即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 IZD2
以及相应的延长时间应在合理范围内。确定该项技术标准的具体要
求，首先熔断器 Ir 不宜过高，熔断器 IZD2 值不宜过低，在相应的
《规范》规定数值范围内 IDA 大于 1.3IZD2 数值基础上，应适当整
定相对高一点。其次，是短延时时间应整定相对长久一点，如具体
数值可控制在 0.4-0.8s 范围内。此外，IZD3 在保证符合相关技术标
准，且动作能够保持灵敏的前提下，可尽量整定相对高一些，以免
损坏选择性。同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当短延时脱扣器延时小于
或者等于 0.5s 时，那么断路器 IZD2 最好大于或者等于下级熔断器
Ir 的多倍以上。 
五、结语 

总而言之，面对当前电力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线路保护器的
设计也进行了相应更新，断路器不仅摆脱了传统一次使用的弊端，
而且在功能上也更加便捷化，具有更好的灵敏性，而且能够重复使
用。本文在遵循低压配电设计规范的前提下，对于低压线路的相关
线路保护及保护选择性配合相关要求做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
解决措施，以期对于未来低压配电线路的保护选择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能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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