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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后备保护，距离保护广泛用于各电压等级的线路及元件保护，为确保方向性，距离保护一般采用正序

电压作为极化电压，但正序极化电压在系统非全相运行工况下可能无法正确反映故障前电压。 本文介绍了一起单

侧电源系统距离保护Ⅰ段在反向故障时误动的事例，分析了利用正序电压作为距离保护极化电压存在的不足，并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最终 ＲＴＤＳ 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方案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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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距离保护的优点之一是保护范围明确、不受系

统运行方式影响，作为后备保护，广泛应用于各电

压等级的线路保护。 距离保护基于本端电气量构

成，为确保方向性，距离保护一般采用正序电压作

为极化电压［１，２］ ，圆特性距离保护则一般由工作电

压与极化电压比相构成。 由于正序极化电压具备

故障前与故障后电压相位不变的特性，因此以正

序电压作为参考标准的极化电压具有良好的方向

性。 但正序极化电压在某些特殊系统特殊运行工

况下会存在不足，不能正确反映故障前系统的电

压。 目前距离保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快速段保护

范围方面［３－９］，对异常工况下正序极化电压的研究

较少。
本文结合现场距离保护误动事例，介绍了正序

电压作为距离保护极化电压在某些特殊运行工况

下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ＲＴＤＳ 实

验结果验证了本方案的正确性。

１　 现场故障概述

图 １ 为东南亚某国 １５０ ｋＶ 单端电源系统，该系

统由 ＰＬＴＵ－Ｂａｙａｈ－ＣＥＭＩＮＤＯ３ 个变电站组成，连接

３ 个变电站的线路均为单回线，其中 ＣＥＭＩＮＤＯ 站为

终端站，连接 ２ 台 Ｙ－ｎ ／ △－１１ 变压器，ＰＬＴＵ 站为电

源侧，２ 条线路均配置纵联距离保护作为主保护，三
段距离保护及过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５ 点 ４１ 分，ＰＬＴＵ－Ｂａｙａｈ
线路发生 Ｃ 相接地故障，故障点在 Ｂａｙａｈ 站出口，
ＰＬＴＵ－Ｂａｙａｈ 线路 Ｂａｙａｈ 侧保护装置一距离 Ｉ 段正

确动作，发 Ｃ 相跳闸命令，但由于现场接线错误，导

图 １　 ＰＬＴＵ－Ｂａｙａｈ－ＣＥＭＩＮＤＯ 系统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ＰＬＴＵ－Ｂａｙａｈ－ＣＥＭＩＮＤＯ

致该侧 Ａ 相开关被误跳开，而 Ｃ 相开关未能断开，
故障持续在线路上，约 ３０ ｍｓ 后，Ｂａｙａｈ－ＣＥＭＩＮＤＯ
线路 Ｂａｙａｈ 侧保护装置二距离 Ｉ 段动作，误跳三相，
从而将 ＣＥＭＩＮＤＯ 完全分开。 保护装置一及保护装

置二动作波形分别如图 ２ 和图 ３ 所示。

图 ２　 保护装置一动作波形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１

图中：ｕａ，ｕｂ，ｕｃ 分别为 Ａ、Ｂ、Ｃ 相电压； ｉａ，ｉｂ，ｉｃ
为 Ａ、Ｂ、Ｃ 相电流； ３ｉ０ 为零序电流； ＴｒｐＡ、ＴｒｐＢ、
ＴｒｐＣ 为 Ａ、Ｂ、Ｃ 相跳闸命令； ２１Ｍ．Ｚ１．Ｏｐ 为距离 Ｉ
段动作信号。 如图 ３ 所示， 系统侧 Ａ 相断开后，保
护装置二经短延时动作误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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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保护装置二动作波形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２

２　 故障分析

２．１　 距离保护动作特性

以圆特性距离保护为例，其正方向动作方程如

公式（１）所示［１０－１３］：

－ ９０° ≤ ａｒｇ Ｕ
·

ｏｐφ ／ （ － Ｕ
·

１φ） ≤ ９０° （１）

式中： Ｕ
·

ｏｐφ ＝ Ｕ
·

φ － （ Ｉ
·

φ ＋ Ｋ３ Ｉ０
·
）ＺＳｅｔ ；Ｕ

·

ｏｐφ为工作电压；

Ｕ
·

φ为故障相电压； Ｉ
·

φ为故障相电流； Ｉ
·

０为零序电流；

Ｚｓｅｔ为距离保护定值； Ｕ
·

１φ为对应故障相的正序极化

电压。 公式（１）对应的距离保护动作特性如图 ４ 中

的圆 １ 所示。
对于短线路，为了提高圆特性距离保护抗过渡

电阻的能力，可将正序电压移相，此时动作方程为

式（２）所示：

－ ９０° ≤ ａｒｇ Ｕ
·

ｏｐφ ／ （ － Ｕ
·

１φｅｊθ） ≤ ９０° （２）

带偏移特性的圆距离保护动作特性如图 ４ 中圆

２ 所示。 图中：Ｚｓ 为本侧背后系统阻抗；θ 为偏移

角。 由图可见，带偏移特性的圆距离保护提高了抗

过渡电阻能力［１４］。

图 ４　 圆特性及偏移特性

Ｆｉｇ．４　 Ｍｈ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２．２　 故障分析

ＣＥＭＩＮＤＯ 站接 ２ 台接地负荷变压器，故障发生

时，负序电流均流往 ＰＬＴＵ 侧，而零序电流则根据分

配系数分别流往两侧，因此 Ｂａｙａｈ 站仅流过零序电

流，其三相故障电流同相位。 当 Ａ 相误跳开后，Ａ
相开路，相当于给回路串联了阻抗（系统正序阻抗

与负序阻抗的并联值） ［１５］，使得系统零序阻抗增大，
故障零序电流变小。

Ｂａｙａｈ 站 保护装置二 θ 角整定为 ３０°，ＣＢ１ 开关

Ａ 相跳开前，对于保护装置二，根据式（２）求得 Ｃ 相

电压的工作电压与极电压的关系如下图 ５ 所示。

图 ５　 Ａ相开关断开前电压相量

Ｆｉｇ．５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Ａ

由图 ５ 可见， φｃ ＝ ａｒｇ Ｕ
·

ｏｐｃ ／ （ － Ｕ
·

１ｃｅｊθ） ≈ １６６° ，
不满足距离保护区内故障识别方程（１），故障被识

别为区外故障，保护可靠不动。
Ｂａｙａｈ 站 ＣＢ１ 开关 Ａ 相误跳开后，保护装置二

测量的 Ａ 相电压并未降到零，而是接近额定电压，
根据式（２）求得 Ｃ 相工作电压与极化电压的关系

如下图 ６ 所示。 图 ６ 中 φ ＝ ａｒｇ Ｕ
·

ｏｐｃ ／ （ － Ｕ
·

１ｃｅ ｊθ） ≈
７８° ，满足式（２）动作条件，反向故障被识别为区

内故障。

图 ６　 Ａ相开关跳闸后电压电流相量

Ｆｉｇ．６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Ａ

２．３　 误动原因分析

此次误动，是由于正序电压在 Ａ 相跳开后相位
发生了变化导致，Ａ 相跳开后，ＶＴ２ 测量的 Ａ 相电压

Ｕ
·

ａ 与系统侧 Ａ 相电压不一致，原本应该超前Ｕ
·

ｂ １２０°

的Ｕ
·

ａ 变成超前Ｕ
·

ｂ １８０°。 原因分析如下。
ＣＥＭＩＮＤＯ 变电站连接 Ｙ－ｎ ／ △－１１ 变压器，正常情

况下其结构图以及电压向量如图 ７ 所示［１６］。

１０１沈　 军 等：一起距离保护误动事例分析以及解决方案

５ 校



图 ７　 三相变压器 Ｙ ／△传变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Ｙ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图中：Ｕ
·

ａ，Ｕ
·

ｂ，Ｕ
·

ｃ 分别为原边 Ｙ 侧三相电压； Ｕ
·

ＩＩａ，

Ｕ
·

ＩＩｂ，Ｕ
·

ＩＩｃ为副边△侧三相电压。 △侧三相电压应满

足式（３）：

Ｕ
·

ＩＩａ ＋ Ｕ
·

ＩＩｂ ＋ Ｕ
·

ＩＩｃ ＝ ０ （３）
由式（３）可得：

Ｕ
·

ＩＩａ ＝ － Ｕ
·

ＩＩｂ ＋ Ｕ
·

ＩＩｃ( ) （４）
由于变压器 Ｙ 侧 Ａ 相与系统断开，因此经 Ｙ ／

△变压器传变后，Ｙ 侧 Ａ 相电压应满足如下公式：

Ｕ
·

ａ ＝ － Ｕ
·

ｂ ＋ Ｕ
·

ｃ( ) （５）

由于 Ｃ 相接地，因此弱馈侧Ｕ
·

ｃ 幅值极小，基于

式（５）可知 Ａ 相电压与 Ｂ 相电压相位基本反向，本
次故障 Ｙ ／ △变压器各侧电压相量如下图 ８ 所示。

图 ８　 Ｙ ／△变压器电压向量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综上分析，对于 Ｙ ／ △弱馈系统，在系统侧相邻

线非全相期间发生反向故障时，由于正序极化电压

不能反映系统实际的正序电压，因此导致反向故障

误动。

３　 新判据

基于以上分析，在系统侧非全相期间，对于弱

馈侧，发生反向相间故障时，由于故障相间电压为

０，弱馈侧计算的正序电压与系统实际正序电压一

致，不存在误判的情况，仅在反向单相故障才存在

正序电压计算偏差的问题。
针对该情况，本文提出非全相及故障相识别判

据，能可靠识别 Ｙ ／ △弱馈系统相邻线非全相，然后

由只与系统连接的健全相电压计算正序电压，从而

确保装置计算的正序电压与系统实际正序电压

一致。
本判据由非全相状态识别判据以及非全相状

态正序极化电压计算组成。 非全相状态识别判据

用来识别故障发生时刻系统非全相相别，而非全相

状态正序极化电压计算则是排除非全相相别电压

计算得到的正序极化电压。
非全相状态识别判据（以 Ａ 相故障为例）。
（１） ３Ｕ０＜（０．１Ｕｎ＋Ｉ０×Ｚ０）。 理论上变压器的 Ｙ

侧端口电压 ３Ｕ０ ＝ ０ Ｖ，但实际上由于零序电流在线

路 ２ 上产生了零序压降，导致装置测量到一定的零

序电压，其中 Ｚ０ 为正向线路零序阻抗，Ｕｎ 为额定

电压。
（２） Ｕｂ ＞ ０ ７Ｕｎ，Ｕｃ ＞ ０ ７Ｕｎ，Ｕａ ＜ ０ ３Ｕｎ 且 Ｉａ ＞

０ ０６Ｉｎ。 高阻的情况下电压可能大于 ０ ３Ｕｎ，但是此

时测试阻抗不会进入动作特性圆。
（３） ３Ｉ０＞０ １Ｉｎ。
非全相正序电压计算包括以下步骤：（１） 健全

相相别判断。 根据非全相状态判据判别出系统侧

非全相状态后，根据对应相电流条件判断健全相；
电流判断条件只要大于精工电流即可，取 ０ ０５Ｉｎ。
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零序电流流入弱馈侧，因此

只要该相满足有流条件即可以判断该相为健全相，
否则为故障相。 （２） 正序电压计算，基于健全相电

压形成正序极化电压。
非全相状态识别判据可用图 ９ 说明。

图 ９　 系统非全相及故障相识别逻辑

Ｆｉｇ．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ｎ ｐｏｌｅ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ｙ ｐｈａｓ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对于保护装置二，以本次故障为例，根据以上

判据，Ｂ 相电压将作为健全相电压计算正序极化电

压，从而可得工作电压与正序极化电压的相量关系

如图 １０ 所示。

图中 φ ＝ ａｒｇ Ｕ
·

ｏｐｃ ／ （ － Ｕ
·

１ｃｅｊθ） ≈ １３０° ，不满足公

式（２） 动作条件，采用该判据能保证装置可靠不

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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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采用 Ｂ相电压为极化量的动作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ａｓｅ Ｂ

４　 ＲＴＤＳ测试

本文讨论的正序极化电压相位偏移所带来的

问题与电压等级无关，类似拓扑结构的系统均可能

存在该问题。 为验证方案正确性，采用图 １１ 所示单

端电源系统为仿真模型，测试改进后的正序极化电

压判据对距离保护的有效性。

图 １１　 ＲＴＤＳ测试系统

Ｆｉｇ．１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ｕｌｅ ｆｏｒ ＲＴＤＳ ｔｅｓｔ

系统电压等级为 ２２０ ｋＶ，Ｍ 侧电源正序阻抗为

８∠７８° Ω，零序阻抗为 １０∠７２° Ω，线路 １ 全长 ５０
ｋＭ，线路 ２ 全长 ２５ ｋＭ。 线路正序阻抗 ０ ２８∠８５°
Ω ／ ｋＭ， 零序阻抗 ０ ８６３７∠７６° Ω ／ ｋＭ。 距离保护Ⅰ
段保护定值范围整定为各自线路全长的 ８０％，无延

时，距离保护Ⅰ段偏移角整定为 ３０°。
实验模拟了线路 １ 单相非全相情况下，发生在

线路 １ 及线路 ２ 的各种类型故障，故障类型及距离

保护测试结果如表 １。
除上述故障类型外，同时还仿真了各种常规类

型故障，测试结果满足区内故障动作、区外故障不

动的要求。 仿真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正序极化电

压计算方法能避免 Ｙ ／ △弱馈系统在非全相期间反

向故障时，正序极化电压偏移导致距离保护可能误

动的问题。

５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一起反向故障距离保护误动的事

例，指出 Ｙ ／ △弱馈系统非全相再发生故障时，位于

故障点与弱馈侧之间的距离保护采用正序电压作

为极化电压存在的不足，可能导致反向故障距离保

护误动。 本文提出了 Ｙ ／ △弱馈系统识别系统侧且

非本线路非全相的判据，提出仅基于健全相电压计

表 １　 正序极化电压修改前后距离保护的测试结果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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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正序电压的方法，解决了 Ｙ ／ △弱馈系统，距离保

护因无法识别系统非全相，导致计算到的正序极化

电压与与实际系统正序极化电压偏差较大的情况，
避免了在系统非全相运行发生健全相反向故障时

距离保护可能误动的情况，ＲＴＤＳ 实验验证了该方

法的可靠性。 本文提出的判据不但可以用于距离

保护，还可以用于其他以正序电压作为极化电压的

方向元件，包括相过流方向元件等。
参考文献：
［１］ 景敏慧． 距离继电器正序极化电压［ Ｊ］． 电力系统自动化，

２０１０， ３４（１）：５１－５４．
ＪＩＮＧ Ｍｉｎｈｕｉ．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Ｊ］．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０，３４（１）：５１－５４．

［２］ 姜爱华，薛　 晨． 正序电压极化阻抗继电器的保护失效边界

模型［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 ２０１５， ３５（７）：４３－４９．
ＪＩＡＮＧ Ａｉｈｕａ， ＸＵＥ Ｃｈｅ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２０１５， ３５（７）：４３－４９．

［３］ 马　 静，马　 伟，闫　 新，等． 基于阻抗复数平面的自适应距

３０１沈　 军 等：一起距离保护误动事例分析以及解决方案

５ 校



离保护方案［Ｊ］． 电网技术，２０１６， ４０（１）： ２９０－２９６．
ＭＡ Ｊｉｎｇ，ＭＡ Ｗｅｉ，ＹＡＮ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ｌａ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 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４０（１）： ２９０－２９６．

［４］ 索南加乐，许庆强，宋国兵，等． 自适应接地距离继电器［Ｊ］．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０５， ２９（１７）：５４－５８．
ＳＵＯＮＡＮ Ｊｉａｌｅ，ＸＵ Ｑｉｎｑｉａｎｇ， ＳＯＮＧ Ｇｕｏ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 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５， ２９（１７）：５４－５８．

［５］ 康小宁，赵选宗，索南加乐，等． 输电短线路的相间自适应距

离保护［Ｊ］．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０， ３８（１７）：２２－２７．
Ｋ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Ｘｕａｎｚｏｎｇ， ＳＵＯＮＡＮ Ｊｉａｌｅ，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ｔｏ⁃ｐｈａｓ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
ｌｉｎｅ［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 ３８（１７）：
２２－２７．

［６］ ＨＥ Ｂｅｎｔｅｎｇ， ＬＩ Ｙｉｑｕａｎ， Ｂ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 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ｅｒｒ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ＶＴ ［ Ｊ］．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２００６，２１（４）：１８５６－１８６１．

［７］ 索南加乐，谢　 静，刘　 东，等． 克服距离保护暂态超越的新

方法［Ｊ］．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０６， ５（３０）：５２－５７．
ＳＵＯＮＡＮ Ｊｉａｌｅ，ＸＩＥ Ｊｉｎｇ， ＬＩＵ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ｏｖｅ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ｏｖｅｒ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０６， ５（３０）：５２－５７．

［８］ 马　 静，马　 伟，闫　 新． 基于电压相位比较的单相接地距

离保护方案［Ｊ］． 电网技术，２０１５， ３９（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ＭＡ Ｊｉｎｇ， ＭＡ Ｗｅｉ， ＹＡＮ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ｈａ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 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３９（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９］ 杨　 胜，何胜利． 一种改善距离保护动作特性的方法及其应

用［Ｊ］． 江苏电机工程， ２０１２， ３１（４）： ３９－４７．
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ＨＥ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３１（４）： ３９－４７．

［１０］ 许振亚． 输电线路新型距离保护［Ｍ］．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４３－１４４．
ＸＵ Ｚｈｅｎｇｙ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ｎ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１４３－１４４．

［１１］ 洪佩孙， 李九虎． 输电线路距离保护［Ｍ］． 北京：中国水利

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８：７９－８２．
ＨＯＮＧ Ｐｅｉｓｕｎ， ＬＩ Ｊｉｕｈ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ｉｎ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７９－８２．

［１２］ 洪佩孙． 距离保护与阻抗保护［ Ｊ］． 江苏电机工程，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８－４９．
ＨＯＮＧ Ｐｅｉｓｕ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４８－４９．

［１３］ 王梅义． 电网继电保护应用［Ｍ］．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７１－１７９．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ｙ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１７１－１７９．

［１４］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Ｊ Ｌ， ＤＯＭＩＮ Ｔ Ｊ．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ｙ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ＣＲ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２０６－２１５．

［１５］ 王梅义． 高压电网继电保护原理与技术［Ｍ］． 北京： 中国电

力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４３－１４７．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ｙｉ．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４３－１４７．

［１６］ 景敏慧．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动作实例分析［Ｍ］． 北京：中国

电力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９４－２０１．
ＪＩＮＧ Ｍｉｎｈｕ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ｌａ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１９４－２０１．

作者简介：

沈　 军

　 　 沈 　 军（１９７５—），男，江苏南通人，高级

工程师，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研

究工作；
张洪喜（１９８３—），男，河南鲁山人，工程师，

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研究工作；
王　 忠（１９６９—），男，江苏丹阳人，高级

工程师，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

研究工作；
赵青春（１９８０—），男，湖北武汉人，高级工程师，从事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研究工作；
张春合（１９７４—），男，辽宁锦州人，研究员高级工程师，

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研究工作；
朱晓彤（１９７６—），男，江苏武进人，高级工程师，从事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系统研究工作。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SHEN Jun, ZHANG Hongxi, WANG Zhong, ZHAO Qinchun, ZHANG Chunhe, ZHU Xiaotong

(NR Electric Co. Ltd，Nanjing，211102,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As a backup protection, distance protection is widely used as line and component protection for each voltage

level. In order to ensure the direction, positive sequence voltage is used as the polarization voltage for distance protection.

However, the positive sequence polarization voltage may not reflect the pre⁃fault voltage correetly when the system is in

open⁃phase operating condi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d a mal⁃operation case of distance protection for a reverse fault,

analyzed the disadvantages of using positive sequence polarization voltage, and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inally,

experiment results of RTDS validat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scheme.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distance protection； mal⁃operation； positive voltage； polarization voltage； operation voltage； open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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