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9　 工频突变量保护———我国继电保护工作者的贡献

【所属课程】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教学内容】 　 工频突变量保护。
【案例意义】 　 通过案例,

 

使学生了解我国继电保护工作者的贡献。 加强学生的民族自

信。
【教学过程】 　
1.问题导入

在数字式保护与控制装置中,
 

高速继电保护装置都工作在故障发生后的最初瞬变过程

中,
 

因为这时的电压和电流信号会由于混有衰减直流分量和复杂的谐波成分而发生严重的畸

变。 目前,
 

大多数保护装置的原理是建立在反映正弦基波或某些整数次谐波之上,
 

所以滤波

器或相关算法一直是继电保护装置的关键部分。
2.讲授正文

(1)微机保护装置根据模数转换器提供的输入电气量的采样数据进行分析、
 

运算和判断,
 

以实现各种继电保护功能的方法称为算法。 按算法的目标可分有两大类:
 

一类是输入电气量

的若干点采样值通过一定的数学式或方程式计算出保护所反映的量值,
 

然后与定值进行比

较;
 

另一类算法是直接模仿模拟型距离保护的实现方法,
 

根据动作方程来判断是否在动作区

内。 该算法不计算出具体的阻抗值,
 

计算工作量略有减小。
(2)继电保护装置的起动元件用于反映电力系统中的扰动或故障。 起动元件需满足如下

要求:
 

对各种类型的短路故障、
 

起动元件都能可靠动作;
 

在保护范围内短路故障时,
 

即使故

障点存在过渡电阻,
 

起动元件应有足够的灵敏度,
 

动作可靠、
 

快速,
 

且在故障切除后尽快返

回;
 

被保护线路通过较大负荷电流时,
 

起动元件应可靠不动作;
 

系统发生频率偏移时,
 

起动

元件也不能误动作;
 

当电力系统振荡时,
 

起动元件不能动作;
 

振荡中发生故障时,
 

要求起动

元件能快速起动。
(3)在工频突变量保护原理提出之前的所有继电保护原理(算法),

 

都是由国外电气行业

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提出来的,
 

但其在长期的运行中,
 

都存在一些问题,
 

尤其是在计算量、
 

窗口大小、
 

快速性等方面难以均衡。 由我国继电保护工作者(以杨奇逊和沈国荣两位工程院

院士为代表)自主发明、
 

行之有效的工频突变量保护算法,
 

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分析总结

从我国继电保护工作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频突变量”保护原理出发,
 

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