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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电流保护的应用特点

• 优点：

– 适用于多电源系统，保证各保护间动作的选择性。

• 缺点：

– 接线复杂化，投资增加

– 降低可靠性：保护出口正方向三相短路时，整套保

护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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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方向元件能满足选择性要求时，尽可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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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速断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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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元件配置原则

– 能用电流整定值保证选择性，尽量不加方向元件。

– 在一端装方向元件能满足选择性要求的，不在两端

装设（一般装于弱电源侧）。

• 整定方法：优先保证区外不误动，并有足够的

灵敏度。



在线开放课程

电流速断保护

区外故障时保护1，2均应可靠不动作

    保护范围缩小

为了增大保护范围

保护1可不装

保护2需装方向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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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整定原则：

– 与无方向元件时相同：不超过下一级电流速断保护

范围。

– 多个电源或环网存在的特殊问题：分支电流

限时电流速断与下一级线路配合时，本线路测量电流可

能与下一级线路测量电流不同，如何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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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助增电流(电源支路)

– 分支电源使故障线路电流增大的现象。

– 整定：保护范围不变，本线路全长，不超过下一级

线路电流Ⅰ段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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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电流整定值：

如果不考虑助增电流的影响：

使电流Ⅱ段的保护范围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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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外汲电流（负荷线路支路）

– 使故障线路电流减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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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 灵敏度的校验

保护范围为线路全长，灵敏度校验方法不变。

– 最小运行方式下线路末端，两相金属性短路时的电

流值/整定值

– 如果灵敏度不满足要求，与下级II段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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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流保护

• 靠动作时限满足选择性要求。

• 配置方法：

– 在双侧电源网络中，母线两侧的过电流保护中时限

短者加，长者不加，时限相同则都加方向元件。

– 动作定值的整定方法，同单电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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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流保护灵敏度校验

• 作近后备，校验方法同单电源辐射性网络。

• 作远后备，要考虑分支系数的影响。

选最小运行方式下，相邻线路末端发生两相短路，且

分支系数最大的情况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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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功率方向判别元件的配置原则

• 分支电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