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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实验的目的与要求 

1． 本次实习使学生通过实际仿真操作和演练，深入了解电力生产运行的实际制度和要求，并掌握

运行人员的工作技能，加深电网运行、设备维护等实用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的基本素质和工作的竞争能力。 

2． 基本要求 

1．1 要求学生参加每次上机前的培训讲课，完成讲课中要求回答的问题。 

1．2 要求学生在每次上机时间内在计算机上进行仿真操作、完成规定内容的试验报告。 

1．3要求学生在培训结束后，参加上机考核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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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正文 

1. 电网/变电站仿真系统和正常运行监视 

1.1 一次设备的认识（从主接线图上看） 

设备名称 图形 

符号 

合闸状态的颜

色和符号表示 

分闸状态的颜

色和符号表示 

作用 

开关 

（断路器） 

 

 

   

刀闸 

（隔离开关） 

 

 

   

接地刀闸  

 

   

主变压器  

 

   

CT 

（电流互感器） 

 

 

   

PT 

（电压互感器） 

 

 

   

避雷器  

 

   

电容器  

 

   

消弧线圈 

 

    

 

1.2 主接线的接线形式和运行方式 

1.2.1 填表 

电压等级 接线形式 设备间隔 正常运行方式 

220kV  251仿一线 运行于 220KV 1 母 

  

  

  

  

212 母联  

110kV    

  

  

  

  

  

35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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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 电压等级 正常运行方式 中性点运行方式 

1 号主变    

   

   

2 号主变    

   

   

 

1.2.2 总结规律（答案写在问题的后面） 

（1）220kV开关刀闸的设备编号有什么规律？ 

 

（2）220kV开关编号与运行方式有什么规律？ 

 

1.3 251 间隔设备运行监视和操作（严格按照下列步骤进行监视和操作） 

1.3.1 正常运行方式（如果 251 间隔不是正常方式，用“恢复初始状态”按钮恢复到正常运行方式）下的

设备状态。 

（1）到监控系统的 251 间隔的监控分图，查看并记录监控机上对该间隔的监视内容。 

遥信信息 遥测信息 

251 开关状态  有功  

2516 刀闸状态  无功  

2511 刀闸状态  电流  

2512 刀闸状态  功率因数  

亮的保护信号灯    

（2）到保护室的 220kV 线路测控屏，查看 251间隔的状态 

251 仿一线测控装置(FCK-801) 作用: 

 

亮的信号灯: 

251 断路器控制开关 手柄位置  

251 断路器位置指示灯  

251 断路器就地远方切换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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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室外 251间隔，查看并记录各开关刀闸的状态。 

251 开关状态  2511刀闸状态  

2516 刀闸状态  2512刀闸状态  

（4）到保护室，查看 251仿一线保护屏的状态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装置名称 装置上信号灯的状态 装置的功能 

 

 

 

 

  

重合闸切换把手：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装置名称 装置上信号灯的状态 装置的功能 

 

 

 

 

  

重合闸切换把手：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装置名称 装置上信号灯的状态 装置的功能 

 

 

 

  

 

 

 

  

1.3.2  在监控中拉开 251 开关(断路器远方遥控操作)，分别在监控机、室外设备、室内保护和测控屏查

看，与操作前比较，记录状态有变化的信息。 

（1）监控系统的 251间隔的监控分图： 

 

（2）保护室的 220kV线路测控屏： 

 

（3）室外 251 间隔： 

（4）保护室的 251 仿一线保护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1.3.3  在监控中拉开 2516刀闸(隔离开关远方遥控操作)，分别在监控机、室外设备、室内保护和测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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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操作前比较，记录状态有变化的信息。 

（1）监控系统的 251间隔的监控分图： 

（2）保护室的 220kV线路测控屏： 

（3）室外 251 间隔： 

（4）保护室的 251仿一线保护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1.3.4  在室外拉开 2511 刀闸(隔离开关就地操作)，分别在室外设备、监控机、室内保护和测控屏查看，

与操作前比较，记录状态有变化的信息。 

（1）室外 251 间隔：  

（2）保护室的 220kV线路测控屏： 

（3）监控系统的 251间隔的监控分图： 

（4）保护室的 251仿一线保护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1.3.5  在室外合上 25117 接地刀闸(接地刀闸就地操作)，分别在室外设备、监控机、室内保护和测控屏

查看，与操作前比较，记录状态有变化的信息。 

（1）室外 251 间隔：  

（2）保护室的 220kV线路测控屏： 

（3）监控系统的 251间隔的监控分图： 

（4）保护室的 251仿一线保护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1.3.6  在测控屏上闭合 251 开关(断路器就地操作)，分别在测控屏、室外设备、监控机、保护屏查看，

与操作前比较，记录状态有变化的信息。 

（1）保护室的 220kV线路测控屏：  

 

（2）室外 251 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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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控系统的 251间隔的监控分图： 

（4）保护室的 251仿一线保护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屏（40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 II屏（41号屏）： 

·251 仿一线保护辅助屏（42号屏）： 

 

1.3.7  回答问题 

（1）251 仿一线线路配置了几套保护？重合闸运行方式？ 

 

（2）总结以下装置信号灯何时亮、何时灭。 

CSC103B 装置的“充电”灯  

RSC931 装置的“充电”灯  

JFZ-12F 装置的“A 相分位”灯  

JFZ-12F 装置的“A 相合位”灯  

JFZ-12F 装置的“I 母运行”灯  

 

（2）找一找 251断路器的控制电源

空气开关在哪里？ 

 

 

（3）对照断路器的控制回路展开

图，你能找到几个图形符号代表的

实际设备。 

 

 

 

 

 

 

 

 

1.4 151 联络线的保护配置 

（1）查看相关保护和运行状态 

相关保护屏柜编

号和名称 

装置名称 正常运行时 

装置上信号灯的状态 

装置的功能 

  

 

 

 

 

 

（2）回答问题：151 联络线线路配置了几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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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气设备的巡视 

2.1 1 号变压器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正面 220kVA 相套管瓷质   背面 110kVC 相套管油位   

正面 220kVA 相套管油位   背面 110kVC 相套管引线接头   

正面 220kVA 相套管引线接头   背面 35kVA 相套管瓷质   

正面 220kVB 相套管瓷质   背面 35kVA 相套管引线接头   

正面 220kVB 相套管油位   背面 35kVB 相套管瓷质   

正面 220kVB 相套管引线接头   背面 35kVB 相套管引线接头   

正面 220kVC 相套管瓷质   背面 35kVC 相套管瓷质   

正面 220kVC 相套管油位   背面 35kVC 相套管引线接头   

正面 220kVC 相套管引线接头   左面有载调压油位   

正面 220kV 中性点套管瓷质   左面有载调压机构箱   

正面 220kV 中性点套管油位   左面在线滤油机   

正面 220kV 中性点套管引线接头   左面 110kV 中性点套管瓷质   

风扇 1   左面 110kV 中性点套管油位   

风扇 2   左面 110kV 中性点套管引线接头   

风扇 3   左面架构接地   

风扇 4   右面油枕油位   

风扇 5   右面绕组温度表   

风扇 6   右面上层油温表   

风扇 7   右面下层油温表   

风扇 8   右面架构接地   

风扇 9   220kV 侧避雷器 A 相引线接头   

风扇 10   220kV 侧避雷器 A 相瓷质   

瓦斯继电器油位   220kV 侧避雷器 A 相泄漏电流   

瓦斯继电器油色   220kV 侧避雷器 A 相接地线   

油流继电器 1   220kV 侧避雷器 B 相引线接头   

油流继电器 2   220kV 侧避雷器 B 相瓷质   

油流继电器 3   220kV 侧避雷器 B 相泄漏电流   

油流继电器 4   220kV 侧避雷器 B 相接地线   

油流继电器 5   220kV 侧避雷器 C 相引线接头   

地面油迹（漏油）   220kV 侧避雷器 C 相瓷质   

背面 110kVA 相套管瓷质   220kV 侧避雷器 C 相泄漏电流   

背面 110kVA 相套管油位   220kV 侧避雷器 C 相接地线   

背面 110kVA 相套管引线接头   110kV 侧避雷器接地线 1   

背面 110kVB 相套管瓷质   110kV 侧避雷器接地线 2   

背面 110kVB 相套管油位   110kV 侧避雷器 A 相引线接头   

背面 110kVB 相套管引线接头   110kV 侧避雷器 A 相瓷质   

背面 110kVC 相套管瓷质   110kV 侧避雷器 A 相泄漏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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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kV 侧避雷器 B 相引线接头   110kV 中性点接头   

110kV 侧避雷器 B 相瓷质   110kV 中性点触头   

110kV 侧避雷器 B 相泄漏电流   110kV 中性点 CT 油位   

110kV 侧避雷器 C 相引线接头   35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状态   

110kV 侧避雷器 C 相瓷质   35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1   

110kV 侧避雷器 C 相泄漏电流   35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2   

35kV 侧避雷器 A 相引线接头   35kV 中性点接头 1   

35kV 侧避雷器 A 相瓷质   35kV 中性点接头 2   

35kV 侧避雷器 A 相泄漏电流   35kV 中性点触头   

35kV 侧避雷器 B 相引线接头   消弧线圈避雷器接地   

35kV 侧避雷器 B 相瓷质   消弧线圈避雷器瓷质   

35kV 侧避雷器 B 相泄漏电流   消弧线圈避雷器接头   

35kV 侧避雷器 C 相引线接头   消弧线圈地面油迹（漏油）   

35kV 侧避雷器 C 相瓷质   消弧线圈温度表   

35kV 侧避雷器 C 相泄漏电流   消弧线圈瓷质 1   

35kV 侧避雷器接地线   消弧线圈瓷质 2   

22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状态   消弧线圈瓷质 3   

22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1   消弧线圈接头 1   

22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2   消弧线圈接头 2   

22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3   消弧线圈接头 3   

220kV 中性点接头   消弧线圈硅胶 1   

220kV 中性点触头   消弧线圈硅胶 2   

220kV 中性点 CT 油位   消弧线圈瓦斯油位   

11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状态   消弧线圈瓦斯油色   

11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1   消弧线圈油枕油位 1   

11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2   消弧线圈油枕油位 2   

110kV 中性点接地刀闸瓷质 3   消弧线圈放油阀   

 

2.2  251 开关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断路器 A 相分合指示   B 相引线接头 2   

A 相瓷瓶   B 相 SF6 压力表   

A 相引线接头 1   B 储能指示   

A 相引线接头 2   断路器 C 相分合指示   

A 相 SF6 压力表   C 相瓷瓶   

A 储能指示   C 相引线接头 1   

断路器 B 相分合指示   C 相引线接头 2   

B 相瓷瓶   C 相 SF6 压力表   

B 相引线接头 1   C 储能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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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51CT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A 相瓷瓶   B 相油位   

A 相引线接头 1   B 相法兰(漏油)   

A 相引线接头 2   C 相瓷瓶   

A 相油位   C 相引线接头 1   

A 相法兰(漏油)   C 相引线接头 2   

B 相瓷瓶   C 相油位   

B 相引线接头 1   C 相法兰(漏油)   

B 相引线接头 2      

 

2.4  2516 隔离开关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状态   B 相引线接头 2   

A 相瓷瓶 1   B 相触头   

A 相瓷瓶 2   B 相销子   

A 相引线接头 1   C 相瓷瓶 1   

A 相引线接头 2   C 相瓷瓶 2   

A 相触头   C 相引线接头 1   

A 相销子   C 相引线接头 2   

B 相瓷瓶 1   C 相触头   

B 相瓷瓶 2   C 相销子   

B 相引线接头 1      

 

2.5  251 阻波器、出线 PT、耦合电容器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

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

缺陷 

251 阻波器 A 相瓷瓶   251 阻波器 C 相引线接头 1   

251 阻波器 A 相引线接头 1   251 阻波器 C 相引线接头 2   

251 阻波器 A 相引线接头 2   251 阻波器 C 相内部异物   

251 阻波器 A 相内部异物   251 线路 PT 及耦合电容器 C 相瓷瓶   

251 阻波器 B 相瓷瓶   251 线路 PT 及耦合电容器 C 相引线接头   

251 阻波器 B 相引线接头 1   251 线路 PT 及耦合电容器 C 相法兰   

251 阻波器 B 相引线接头 2   251 线路 PT 及耦合电容器 C 相油位   

251 阻波器 B 相内部异物   251 耦合电容器 A 相接头   

251 阻波器 C 相瓷瓶   251 耦合电容器 A 相瓷瓶   

 

2.6、220KV 1 母 PT和避雷器的巡视检查项目及其当前状态 

(1)220KV 1母 219PT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A 相瓷瓶   C 相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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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相引线接头   C 相引线接头   

A 相法兰   C 相法兰   

A 相油位   C 相油位   

B 相瓷瓶   端子箱密封情况   

B 相引线接头   接线发热情况   

B 相法兰   端子箱受潮情况   

B 相油位      

 

(2) 219PT 的避雷器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巡视检查项目 当前状态 是否有缺陷 

A 相引线接头   B 相泄漏电流   

A 相瓷质   B 相接地   

A 相泄漏电流   C 相引线接头   

A 相接地   C 相瓷质   

B 相引线接头   C 相泄漏电流   

B 相瓷质   C 相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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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气倒闸操作 

3.1 正常运行方式下隔离或切除设备的开关操作 

 

需要隔离的设备 应拉开的开关 

251 仿一线  

151 联络线  

351 馈一线  

220KV I母线  

 

110KV II母线  

 

35KV I母线  

 

1#主变  

 

3.2 运行状态的认识 

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分为运行、热备用、冷备用和检修四种状态。分别指明下表中各设备在不同状态时，

相应的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闸都应处于什么状态。 

 

设备名称 运行 热备用 冷备用 检修 

251 仿一线线

路 

 

 

 

 

 

 

   

251 断路器  

 

 

 

 

 

   

220 KVⅠ段

母线 

 

 

  

 

 

 

 

 

 

1#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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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填写 220kV 仿真站 251断路器由运行转检修的操作票（不包括二次设备），然后在仿真系统上进行操作。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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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填写 220kV 仿真站 220 kVⅠ段母线由运行转检修，负荷全部倒至 II 母线的操作步骤（不包括二次设备），然后在仿真系统上进行操作。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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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填写 220kV 仿真站 1 号主变由运行转检修的操作步骤（不包括二次设备），然后在仿真系统上进行操作。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供电局倒闸操作票 
变电站：220kV  ** 变电站               编号 

发令人  受令人  发令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操作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  ）监护下操作  (   ) 单人操作 （   ）检修人员操作 

操作任务： 

模拟

√  
顺序 操   作   项   目 

执行

√ 

    

    

    

    

    

    

    

    

    

    

    

    

    

    

    

备注： 

          检查人：  

操作人：         监护人：         值班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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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分析如下的异常情况，运行人员该如何处理 

220kV仿真站 251 断路器在运行中，运行人员巡视时发现断路器操纵机构故障，此时断路器不能进行分闸操作，运行人员应该如何才能将其退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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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力系统故障及其恢复处理 

4.1 线路保护的基本概念 

（1）220kV仿真站仿一线的保护装置，使用哪个 CT和 PT的测量值作为输入？（指出 CT和 PT 的安装地点） 

 

（2）220kV仿真站仿一线的保护出口后，将跳开哪些断路器？ 

 

（3）指出 220kV仿真站仿一线的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即在全网范围内，哪些地点故障后，可能使该保护动作） 

 

（4）220kV仿真站仿一线的重合闸运行方式是什么（单重、三重或综重）？根据其重合闸方式，填下表： 

 

线路上的故障情况 描述断路器的动作过程 

永久性、单相接地短路  

永久性、非单相接地的短路  

瞬时性、单相接地短路  

瞬时性、非单相接地的短路  

 

4.2 事故预想 

220kV 仿真站仿一线两套保护装置的保护类型和动作时间如下，如果该线路上距本站 0%处发生单相接地永

久短路，各类保护动作情况填表。 

RCS-931B 超高压线路电流差动保护装置 CSC-103B 数字式超高压线路保护装置 

保护类型 动作时间 是否动作 保护类型 动作时间 是否动作 

纵联分相电流差动 0 秒  纵联距离 0 秒  

纵联零序电流差动 0 秒  相间距离 1段 0 秒  

相间距离 1段 0 秒  相间距离 2段 1 秒  

相间距离 2段 1 秒  相间距离 3段 3 秒  

相间距离 3段 3 秒  接地距离 1段 0 秒  

接地距离 1段 0 秒  接地距离 2段 9.9 秒  

接地距离 2段 9.9 秒  接地距离 3段 9.9 秒  

接地距离 3段 9.9 秒  零序电流 1段 0 秒  

零序电流 1段 0 秒  零序电流 2段 1 秒  

零序电流 2段 1 秒  零序电流 3段 2 秒  

零序电流 3段 2 秒  重合闸(投单重)   

重合闸(投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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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事故仿真   设置 251 仿一线 251 阻波器 A 相绝缘子闪络。启动故障。 

（1）故障现象 

设备 现象 

主控室： 

集控机（后台） 

1．发事故音响 

2．动作的开关： 

 

母线电压：  

 

3．报文：  

 

 

 

 

 

 

 

4．251仿一线监控分图：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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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室： 

测 控

屏 

 

保护室： 

22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1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如何由上述故障现象判断出发生故障的地点？ 

 

 

 

（3）在上述故障后，值班人员应重点检查室外哪些设备？请找到故障设备。将上述故障复归。 

 

 

 

（4）如何隔离故障设备？ 

 

 

（5）哪些设备没有故障，但由于上述设备故障而停电？如何恢复这些设备投入运行？ 

 

 

4.4 母线保护的基本概念 

（1）220kV仿真站 220kV I 母线的保护装置，使用哪些 CT的测量值作为输入？（指出 CT的安装地点） 

 

（2）220kV仿真站 220kV I 母线的保护出口后，将跳开哪些断路器？ 

 

（3）指出 220kV 仿真站 220kV I 母线的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哪些地点故障后，可能使该保护动作） 
 

4.5 设置 251 仿一线 2511 隔离开关 A 相瓷瓶闪络 

（1）故障现象 

设备 现象 

主控室： 

集控机（后台） 

1．发事故音响 

2．动作的开关： 

 

母线电压：  

 

3．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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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监控分图：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22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1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如何由上述故障现象判断出发生故障的地点？ 

 

 

 

（3）在上述故障后，值班人员应重点检查室外哪些设备？请找到故障设备。 

 

 

 

 

（4）如何隔离故障设备？ 

 

 

 

 

（5）哪些设备没有故障，但由于上述设备故障而停电？如何恢复这些设备投入运行？ 

 

 

4.6 主变保护的基本概念 

（1）220kV仿真站 1号主变的保护装置，使用哪些 CT 的测量值作为输入？（指出 CT的安装地点） 

 

（2）220kV仿真站 1号主变的保护出口后，将跳开哪些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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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出 220kV 仿真站 1 号主变的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哪些地点故障后，可能使该保护动作） 

 

4.7 将上述故障复归。设置 1号主变高压侧 A 相引出线套管瓷瓶闪络 

（1）故障现象 

设备 现象 

主控室： 

集控机（后台） 

1．发事故音响 

2．动作的开关： 

 

母线电压：  

 

3．报文：  

 

 

 

 

 

 

 

4．监控分图：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屏 

 

保护室： 

22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10kV线路故障录波屏 

1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号主变故障录波屏 

 

 

 

（2）如何由上述故障现象判断出发生故障的地点？ 

 

 

 

（3）在上述故障后，值班人员应重点检查室外哪些设备？请找到故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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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隔离故障设备？ 

 

 

 

 

（5）哪些设备没有故障，但由于上述设备故障而停电？如何恢复这些设备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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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实验思考题 （答案写到附录中） 

1. 电力系统一次设备 

1.1 主变有什么作用？油浸式主变由哪些部分组成？各部分的作用是什么？简要说明运行中常见的异

常情况和处理方法。 

1.2 电压互感器有什么作用？其二次侧的电压是多少？简要说明运行中常见的异常情况和处理方法。 

1.3 电流互感器有什么作用？其二次侧的电流是多少？其二次侧为什么不能开路？简要说明运行中常

见的异常情况和处理方法。 

1.4 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高压断路器种类繁多，一般主要有哪些部分？简要说明运行中常见的异常

情况和处理方法。 

1.5 隔离开关有什么作用？主要由哪些部分组成？简要说明运行中常见的异常情况和处理方法。 

1.6 串联电抗器和并联电抗器各有什么作用？电抗器有哪些类型？通常分别安装在什么地点？ 

1.7 消弧线圈有什么作用？安装在什么地点？ 

1.8 高频通道的作用是什么？高频通道由哪些部件组成？各部件的作用是什么？ 

1.9 并联电容器的作用是什么？ 

1.10 避雷线、避雷针和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工作原理有何不同？分别安装在什么地点？ 

1.11 画图说明常见的电气主接线形式有哪些？简单说明各接线的特点。 

1.12 什么叫倒闸操作？倒闸操作中应重点防止哪些误操作事故？ 

1.13 线路和主变停、送电的操作顺序有何规定？ 

1.14 断路器停电操作后应检查哪些项目？ 

1.15 需要写入操作票的项目有哪些？ 

2. 电力系统二次部分 

2.1 说明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和适用范围。 

2.2 小电流接地系统单相接地时，为什么可以继续运行 1～2小时？ 

2.3 短路和断线故障有哪些类型？ 

2.4 继电保护装置有什么作用？电力系统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2.5 简述过流保护、距离保护和高频保护的原理？  

2.6 接地距离保护、相间距离保护和零序保护分别反映何种故障类型？ 

2.7 什么是自动重合闸？自动重合闸的运行方式有哪几种？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 

2.8 变压器的不正常工作状态和可能发生的故障有哪些？一般应装设哪些保护？ 

2.9 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什么原理 

2.10 母线的完全差动保护是什么原理 

2.11 故障录波器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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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实验总结或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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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思考题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