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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直流故障后故障电流快速上升、无自然过零点等特点使得直流线路保护

和故障处理技术成为柔性直流电网发展的关键技术难点.理论分析了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

的特殊性,借鉴传统直流输电线路保护原理和点对点式柔性直流输电线路保护原理的研究现状,对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同时,全面分析了各类直流故障隔离方法的

基本原理,从故障隔离能力、经济性、控制保护耦合影响等多个方面阐述了其进一步的发展趋势.
最后,考虑到架空线路输电的应用前景,设计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点对点式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具有

低电流危害的新型故障重合闸判断方法,较现有重合闸策略而言,该方法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能够

彻底避免对系统的二次过电流冲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多端柔性直流电网对重合闸策略的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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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在«国 家 中 长 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指导下,国内在“大容量远距离直

流输电和特高压交流输电”的技术和工程应用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国内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发

挥了重要作用[１Ｇ２].然而,基于传统电网换相换流器

(LCC)的直流输电技术存在换相失败、需要吸收大

量无功功率、无法向无源网络供电等缺点[３].
随着全控型开关器件的出现与成熟,以电压源

型换流器(VSC)为核心部件的柔性直流技术成为直

流输配电领域重要的发展方向[４Ｇ６]:从负荷需求和电

源分布考虑,实现多电源供电及多落点受电的柔性

直流电网是电网发展的必然趋势[７];从建设成本和

经济性考虑,多端柔性直流输电系统显然比并行多

条点对点式直流输电线路更加有利于节约线路走

廊,降低投资和减小运行费用[８];从电网供电可靠性

和运行灵活性考虑,多端直流电网可以提供更好的

供电可靠性和系统冗余性,以及适应性更强的供电

模式、灵活和安全的潮流控制等[６];从新能源自身间

歇性和分散性的特点考虑,多端柔性直流电网可以

有效改善新能源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影响[９].

因此,基于柔性直流技术的直流电网被认为能

够带来未来电力系统发展的一次重要革命.直流电

网是由大量直流端以直流形式互联组成的能量传输

系统,可以实现新能源的平滑接入、全局功率的调节

互济、长距离大范围的电能传输[１０].在大规模分布

式可再生能源接入、海洋群岛供电、海上风电场群集

中送出、新型城市电网构建等方面,直流电网被认为

是最理想的组网方案,也是未来智能电网发展的重

要方向之一.
柔性直流电网的发展尚面临若干关键技术问题

亟待解决.其中,有别于传统交流电网和常规高压

直流输电系统,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特殊的故障暂态

特征、复杂快速的换流器故障控制以及直流断路器

等一次设备的性能制约对其继电保护赋予了新的挑

战和任务.

１　柔性直流系统故障暂态特征

柔性直流系统直流故障暂态特征是直流保护研

究的理论基础.而基于不同类型换流器的柔性直流

系统故障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异,相应地对保护的要

求也有所不同.针对目前最为典型的两种换流器拓

扑结构,该小节分别总结关键故障特征,并分析各自

对保护的要求.
１．１　两电平VSC型直流系统故障特征

两极短路故障是柔性直流系统中最为严重的故

障类型.两电平VSC型直流系统的两极短路故障

２

第４０卷　第２１期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Vol．４０No．２１Nov．１０,２０１６

DOI: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０１１



http://www．aepsＧinfo．com

仿真结果(仿真参数见附录 A 表 A１)如附录 A
图A１所示.

根据故 障 暂 态 发 展 过 程,可 以 分 成 四 个 阶

段[１１Ｇ１３].故障初期(t１ 至t２),直流故障电流主要由

电容放电供给,交流侧仅为交流电抗续流.该阶段

内直流电流快速上升,直流电压快速下降.随着直

流电压下降,t２ 时刻以后,交流电压开始大于直流

电压,因此交流侧电源开始馈入故障电流,但该阶段

直流故障电流仍然主要由电容放电供给.至t３ 时

刻,电容电压下降到零,换流器内部所有续流二极管

在短路电抗反电动势作用下同时导通.此时直流故

障电流逐渐衰减;交流侧相当于三相短路,快速过

流;换流器桥臂同时承受直流故障电流和交流三相

短路电流的冲击,急剧过流.最后,故障过程将进入

不控整流稳态阶段.
总结而言,两极短路故障以后,直流侧将承受电

容放电产生的快速过流.而且由于直流电容直接并

联于换流器直流出口,电容放电、故障电流上升均不

受换流器动作控制,必须由保护快速动作于直流断

路器切除故障.
而从保护交流侧设备和换流器角度出发,由于

一旦直流电压过零,交流侧和换流器桥臂就会快速

过流,因此希望保护能够在直流电压过零以前实现

故障检测、故障识别(故障区段定位)以及故障隔离

全套动作.本文仿真算例中故障发生至电压过零这

一过程持续时间为１０ms左右,随着电压容量等级、
线路参数、故障距离等参数的变化,该持续时间会有

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在几毫秒至１０ms左右,因此对

保护动作速度要求极高.
此外,从全网运行可靠性以及故障后的系统快

速恢复考虑,电压跌落到零意味着系统的完全崩溃,
且故障消失后需要长时间的恢复过程,事实上柔性

直流电网对保护的动作速度要求将进一步提高;而
且两电平VSC故障电流上升速度快且不受控的问

题在柔性直流电网中将会由于多站叠加而加剧,因
此在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中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１．２　MMC型直流系统故障特征

随着直流电网电压等级、系统容量的逐渐提高,
基于子模块级联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MMC)在
器件均压、谐波抑制、故障电流限制等方面的技术优

势开始凸显[１４].MMC型直流系统两极短路故障仿

真结果(相应的系统仿真参数见附录A表A２)如附

录A图A２所示[１５Ｇ１６].故障发生以后,处于投入状

态的子模块电容经换流器桥臂向故障点放电,因此

直流电流和桥臂电流快速上升,直流电压快速下降.

过流、欠压判据检测到故障发生以后立即闭锁换流

站(t２ 以后),子模块电容被旁路.换流站闭锁后初

期阶段,直流电流主要由桥臂电抗续流提供,逐渐衰

减.此时,在桥臂电抗续电流作用下,续流二极管对

交流电源不体现单向导通性.因此,对交流侧电源

而言,换流器是一个三相对称支路,相当于在换流器

处发生三相短路,交流侧出现过电流[１５Ｇ１６].桥臂电

流则是电抗器续电流和交流三相短路电流之和.最

后,与两电平VSC型直流系统类似,故障稳态过程

将进入不控整流运行状态.
MMC型直流系统发生故障后,直流故障过电

流峰值大小主要由换流器闭锁时刻决定,因此故障

后换流器的快速闭锁能够有利于降低故障过电流水

平,并减小故障隔离的难度.目前,实际工程中能够

做到直流故障以后１~２ms甚至几百微秒级的快速

故障检测、闭锁,有效避免了子模块电容的大幅度放

电,有利于系统快速恢复,同时有效限制了直流线路

故障电流.但是,闭锁以后系统仍将承受不控整流

形式的过电流危害,因此需要后续保护快速切除故

障.
与两电平VSC相比,MMC直流故障后过流水

平、电容放电均受控,从系统安全性和快速恢复等角

度考虑更适合于构建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但是,有
别于点对点式直流系统,构建直流电网以后,为了保

证系统的供电可靠性,直流故障以后并不希望换流

站快速闭锁.因此,通过故障限流等措施提高直流

电网的故障穿越能力将是理论研究与工程应用的关

键点之一.
目前国内外关于柔性直流系统故障暂态特征的

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对换流站的故障出力分析,而随

着未来新能源发电的大规模接入,需重点考虑光伏、
风机等间歇性电源对故障出力的影响;此外,计及诸

如故障限流、故障清除等故障穿越控制策略的多端

柔性直流电网故障演化过程及暂态特征同样值得关

注.

２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

直流故障发生后可靠识别故障区间,保证剩余

网络的正常运行是保障柔性直流电网供电可靠性的

关键技术.相较于传统交流系统保护,柔性直流电

网保护选择性的实现难度大大提高,是柔性直流电

网继电保护的核心技术难点之一.
２．１　传统保护原理在柔性直流系统中的适用性

过电流保护依靠保护的动作时间级差和可靠的

断路器跳闸实现保护动作的选择性,柔性直流电网

中相邻直流线路保护动作的低离散性和直流断路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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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性能不完善的现状使得电流保护难以实现保护

的选择性[１７].因此虽然现有柔性直流系统工程中

一般配置过电流保护[１８],但与传统交流系统中电流

保护能够同时兼顾保护四性要求不同,其在柔性直

流线路保护中一般只能起到故障检测作用.
距离保护应用于柔性直流系统时面临的关键问

题在于快速而精确的阻抗测量.文献[１９]等对快速

距离保护算法进行了研究,由于应用场合多为交流

系统,因此阻抗计算往往需要较长的数据窗(如１/２
工频周期).文献[２０]探讨了最小二乘算法对提高

距离保护阻抗测量精度的作用,文献[２１]将该方法

应用于变频系统的阻抗测量,可以扩展为直流输电

线路的距离保护.但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基于最小

二乘的阻抗计算方法仍然需要约１０ms甚至更大的

数据窗,不满足柔性直流电网对保护动作速度的要

求.
电流差动保护从原理上能够实现直流线路的故

障识别(故障区段定位),因此目前实际柔直工程中

一般配置线路差动保护实现故障的可靠识别[１８].
但由于容易受到线路分布电容电流的影响,需要通

过延时来防止误动,其动作速动性很难被柔性直流

电网接受[２２].基于贝瑞隆线路模型、频变参数模型

的电流差动保护原理能够消除分布电容电流的影

响,但是会导致算法复杂度的增加,此外数据同步、
通道延时等问题亦会对硬件成本、保护动作速度产

生不利影响[２３],在直流系统中一般只作为后备保

护[２４].而且,结合 MMC型直流系统故障特性可

知,通过接地方式的合理配置,直流电网发生单极接

地故障时并不会出现明显的故障电流[１８].因此,电
流差动保护在单极接地故障时很难检测到差流,无
法可靠动作.

总体而言,传统保护原理很难满足柔性直流电

网对保护速动性、选择性的要求.亟须研究适用于

柔性直流电网的线路保护新原理.
２．２　常规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保护原理的借鉴与

思考

常规高压直流输电线路采用行波保护、微分欠

压保护作为直流线路主保护,具有较好的运行经验,
但存在定值整定困难、高阻故障灵敏性差等固有缺

陷[２５].文献[２６]利用高压直流系统换流站出口装

设的平波电抗器、直流滤波器等元件对高频分量的

阻隔作用,提出了一种基于边界高频能量差异特性

的单端量线路保护方案,实现区内外故障的可靠区

分.文献[２７]利用平波电抗器对区外故障时高频电

流分量的阻滞作用,通过滤波器中流经的高频电流

大小来区分区内外故障.文献[２８]利用直流滤波器

对特定次谐波的吸收作用,通过识别特定次谐波的

存在与否判断区内外故障.文献[２９]通过比较边界

元件两侧暂态能量比值提出高压直流系统线路纵联

保护方案.总结而言,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中,利用如

图１(a)所示的平波电抗器、直流滤波器等边界元件

导致的区内外故障暂态特征差异作为区内外故障可

靠识别的根本依据,能够构造满足选择性要求的保

护原理.该思想亦可应用于点对点式的柔性直流

系统.

图１　常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与
柔性直流输电系统典型拓扑结构

Fig．１　TypicaltopologiesofLCCＧbasedandVSCＧbased
highvoltagedirectcurrenttransmissionsystems

例如,针对如图１(b)所示的两端柔性直流输电

系统,文献[３０]利用两电平式VSC直流侧存在的并

联大电容对高频暂态电流的吸收作用,通过高低频

电流的幅值比来实现柔性直流输电线路区内外故障

的识别.借鉴文献[２８]的思想,文献[３１]通过对特

定次 谐 波 的 识 别,进 行 区 内 外 故 障 的 区 分.文

献[３２]以换流器作为边界元件,通过小波变换提取

区内外故障的小波熵差异实现故障识别.
２．３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的特殊性与研究

展望

传统直流输电并未构成电网运行,保护原理及

配置方法远不能满足多端柔性直流电网对保护性能

的要求.目前柔性直流线路保护原理的研究大多是

针对两电平式 VSC型、点对点式柔性直流输电线

路,真正意义上的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原理

研究仍面临诸多难点.
１)换流器类型对保护的影响

MMC以其低开关频率与损耗、高输出电能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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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灵活调制控制、故障电流限制等优良性能成为柔

性直流电网发展的主流趋势.与传统直流和两电平

VSC相比,MMC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不仅在换流

器设备和控制技术方面有所不同,而且也不再需要

滤波器、直流侧大电容等元件,这一特点使得可供保

护识别的边界元件及其特性大大减少,边界保护思

想在 MMC型直流系统中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分析

论证.
而且与两电平VSC不同,直流侧并联大电容被

MMC的模块化电容级联所取代,柔性直流系统发

生故障时直流线路、故障支路与换流器形成独特的

故障回路,因此基于 MMC的柔性直流系统故障过

程及其暂态特征明显不同,目前常规直流线路、两电

平VSC型直流线路保护方法在柔性直流电网中的

适用性需要进一步分析验证.此外,MMC型柔性

直流系统中直流故障处理与线路保护动作在时间尺

度上高度耦合,一次设备与直流电网保护等二次设

备在故障处理方面的任务分解与相互协调需要加以

明确.
２)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的独特性

新能源发电的大规模集中接入、区域电网的互

联等实际需求使得多端柔性直流电网成为未来电力

系统的发展趋势之一[３３].理论研究与工程示范的

实施逐步明确了柔性直流电网的发展方向:早期的

多端柔性直流系统是以换流器为线路两端边界设

备,在交流母线形成互联[１８,３３].这种方式仍然是点

对点的结构形式,控制保护难度相对较低.针对线

路保护,仍可借鉴上文中提及的边界保护思想实现

故障的可靠识别.
然而,点对点式的多端直流供电可靠性较低、投

资成本很大,因此真正的多端直流电网将是如图２
所示的、直流线路直接在直流场经直流母线互联、一
点对多点的拓扑结构形式.且为提高供电可靠性,
一般会存在网孔结构[１８].该拓扑结构有利于降低

投资成本、提高系统供电可靠性,是未来多端柔性直

流电网的发展趋势.

图２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
Fig．２　MultiＧterminalflexibledirectcurrentgrid

但是,图２所示的多端柔性直流电网拓扑形式

将会导致线路保护难度大大增加.由于直流线路直

接在直流场互连,而结合现有工程实际可知直流电

抗器等一次设备一般装设于换流站出口[３４],这一特

点导致直流线路之间不再存在任何边界元件.因

此,点对点式直流系统中的边界保护思想在多端柔

性直流电网中只能区分交、直流场的故障,而无法实

现相邻线路故障的可靠识别.
３)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的研究展望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一点对多点”的结构特点使

得线路保护难度大大增加.因此,结合工程实际,可
以考虑通过一次设备装设方式的调整来构造线路边

界.例如,文献[３５]提出在每条线路两端安装直流

电抗器,利用电抗器构成的边界,基于单端量实现区

内外故障的快速可靠区分.事实上,在线路两端安

装直流电抗器将有利于降低故障过电流危害、加强

系统的故障生存能力[３６],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但是电抗器数量的增加对系统控制响应速度和稳定

性的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
此外,针对常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文献[３７]提

出的基于无功功率的方向纵联保护思想无需依赖线

路边界,而且也无需数据同步,对硬件要求较低.尽

管其动作速度无法满足柔性直流电网的要求,但是

为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提供了一个研究方

向:可以通过构造快速的方向判据,利用方向纵联实

现故障的可靠识别.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寻求一种

满足直流电网动作速度要求的快速故障方向判断方

法.虽然其仍然受限于通道延时,但此类方法无需

数据同步,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后备保护方案.

３　直流故障隔离技术

直流故障情况下的系统生存能力是决定多端柔

性直流电网运行可靠性的关键指标.尤其是在架空

线构成的柔性直流电网中发生故障不可避免.目前

工程实际中基于交流断路器跳闸的直流故障隔离方

法在供电可靠性、动作速度等方面远远无法满足柔

性直流电网的要求[３８].因此研究快速的故障隔离

方法是柔性直流电网发展的另一核心问题.根据故

障隔离的核心设备区分,适用于柔性直流电网的故

障隔离方法主要可以分成直流断路器隔离和换流器

自清除两种类型[３９].
３．１　直流断路器技术

１)直流断路器研究现状

从提高直流电网供电可靠性的角度而言,利用

直流断路器进行故障隔离能够实现最小范围、有选

择性的故障切除,是最理想的直流故障隔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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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角度出发,直流断路器主要可以分成三种类

型:机 械 式 断 路 器、固 态 断 路 器 和 混 合 式 断 路

器[４０Ｇ４５].机械式断路器电流分断能力有限,且动作

速度较慢;固态断路器切除容量和动作速度较机械

式断路器而言有明显提升,但是大量电力电子器件

串联导致通态损耗过大;混合式断路器结合固态断

路器和机械式断路器的优点,在保证动作速度和切

除容量的前提下,通态损耗大为减小,是最具前景的

直流断路器类型[４３].
如图３(a)所示是一种由ABB公司提出的典型

混合式直流断路器拓扑结构[４６Ｇ４７].正常运行时,由
于旁路支路通态电阻远小于主断路器,因此负荷电

流主要流经旁路支路,进而有效降低通态损耗.故

障发生以后,由电力电子器件组成的辅助断路器由

于断路器内设的过电流判据而立即跳开,将故障电

流转移至主断路器,如图３(b)中由蓝色曲线转至红

色曲线所示;此后跳开快速隔离开关,消除后续动作

中可能横跨于辅助断路器上的过电压;快速隔离开

关断开后,当断路器接收到外部跳闸信号后立即跳

开主断路器,避雷器动作,在保护电力电子器件的同

时快速消耗故障能量,如图３(b)红色曲线所示;最
后很小的残余电流就可以由一个小容量直流断路器

进行切除.该断路器应用于３２０kV直流系统能够

在５ms之内快速分断９kA故障电流,是目前已公

开的最大电压等级、最高容量的混合式直流断路

器[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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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混合式直流断路器
Fig．３　Hybriddirectcurrentcircuitbreaker

２)直流断路器相关技术发展趋势

整体上而言,由于直流故障时故障电流无自然

过零点,导致直流断路器动作时存在熄弧困难的问

题,因此具有快速分断较大故障电流能力的高压直

流断路器尚未完全成熟.根据２０１３年国际大电网

工作组向Siemens,ABB和 ALSTOM 等研发单位

进行的关于直流断路器研发情况的调研结果可知,
分别需要大约１０年和１５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对

５００kV和８００kV 的直流断路器的研制工作[４２].
鉴于直流断路器的发展瓶颈,通过相关技术的配合

降低对直流断路器动作速度和切除容量的要求,成
为直流故障隔离的关键和趋势.

在直流电网中装设限流设备降低故障电流上升

速度和过电流水平能够有效降低对直流断路器的动

作速度和切除容量要求.例如舟山五端柔性直流输

电工程中在每个换流站出口均会装设一个２０mH
左右的直流电抗器,其本质上讲就是一个故障限流

器.但是,考虑到系统稳定性、动态响应速度等因

素,直流电网中无法装设限流阻抗过大的限流电抗

器,限流能力有限.
超导限流器由于在正常运行时不体现阻抗值,

对系统无影响;而在故障后能够快速失超,有效限制

故障电流,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文献[１１,４８]分析

研究了电阻型超导限流器在两电平VSC型直流配

电网中的适用性,但其也指出,由于在投资成本、设
备体积、均匀失超等方面的问题,超导限流器在高压

大容量系统中的应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柔性

直流电网中故障保护、处理各个环节在时间尺度上

高度耦合,必须研究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之间

的相互影响,实现高效配合.
此外,由如图３(b)所示的混合式直流断路器工

作逻辑可知,虽然主断路器在接收到保护的跳闸信

号以后才实施跳闸动作,但是如果其在故障电流到

达最大切除电流或避雷器过热保护动作之前未接收

到保 护 跳 闸 信 号,断 路 器 也 会 快 速 跳 开 主 断 路

器[４６],如图３(b)中绿色曲线所示.因此,若线路保

护无法快速识别故障、确定跳闸断路器,非故障线路

上的断路器就会因为故障电流到达最大切除电流或

避雷器过热保护动作而误跳闸,此时就无法再实现

故障的选择性切除,对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的供电可

靠性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同于交流系统中保护与

断路器工作相互独立的传统思想,多端柔性直流电

网中必须考虑保护与直流断路器之间的相互影响与

需求.
３．２　换流器自清除型隔离技术

基于换流器自清除的柔性直流系统直流故障隔

离方法具有无需机械开关动作、系统恢复速度快等

优点[４９].根据故障隔离机理的不同,主要可以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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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通过对换流器子模块拓扑结

构的改进,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性,将子模块电容

电压反极性投入到故障电流流通路径中,从而实现

对直流故障电流的快速清除和交流源的阻断[５０],本
文将其定义为“电容电压钳位型”隔离方法;第二种

方法在直流故障后人为构造交流系统三相对称短路

回路,从而将直流故障转化成交流故障,实现直流故

障点与交流系统的隔离,使直流线路的故障电流能

够自然衰减到零[５１Ｇ５３],本文将其定义为“故障转移

型”隔离方法.
１)“电容电压钳位型”隔离原理与发展趋势

“电容电压钳位型”隔离方法包含的各种具体实

现方式在拓扑结构和控制策略上有所差异:以桥臂

交替导通多电平换流器(AAMC)和混合级联多电

平换流器(HCMC)为代表的拓扑结构通过导通开

关和整形电路的协调配合实现稳态控制目标[５４Ｇ５５];
以全桥子模块、钳位双子模块等为代表的拓扑结构

则可完全复制传统半桥子模块式 MMC的控制策

略,只需对调制方式略作调制,工程应用技术条件更

加成熟[５６Ｇ６０].
以全桥子模块型 MMC为例,该类型故障隔离

方法在发生直流故障后闭锁所有子模块,由于二极

管的单向导通性使得子模块电容电压反极性地投入

到故障电流流通路径中.这就使得:①故障电流向

电容充电,从而快速清除直流线路故障电流,如
图４(a)所示,图中浅色部分表示无电流流通,下同;
②反向闭锁交流侧电源向故障点馈入故障电流.为

实现交流源的完全阻断,投入的反极性电容电压必

须大于交流侧线电压幅值,从而防止出现如图４(b)
所示的交流源馈流现象.

相较于传统半桥式 MMC而言,投资成本是其

工程实际应用的一大阻力[６１Ｇ６２].文献[６３Ｇ６６]提出

混合式 MMC的思想,在保证直流故障隔离能力的

前提下能够有效降低投资成本和功率损耗.但是目

前混合式拓扑结构中各类子模块数量的配置原则尚

不明确.需综合考虑故障彻底抑制、低电压过调制

运行等因素设计合理的子模块数量混合配置原

则[６６].
２)“故障转移型”隔离原理与发展趋势

“故障转移型”隔离方法以文献[５２Ｇ５３]提出的

双晶闸管法(DTSS)为典型代表,如图５所示.该方

法由工程实际中应用的单晶闸管法(STSS)演化而

来.在发生直流故障后利用并联在每个子模块上的

一组反并联晶闸管构造交流三相对称短路,直流故

障电流失去交流侧馈流后能够实现自然衰减,直至

故障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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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桥子模块型 MMC故障隔离机理
Fig．４　FaultisolatingprincipleoffullＧbridge

subＧmodulebasedM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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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DTSS故障隔离原理
Fig．５　FaultisolatingprincipleofDTSS

考虑到现有 MMC型柔性直流系统工程中一般

采用 STSS保 护 续 流 二 极 管 过 流,因 此 在 应 用

DTSS实现直流故障清除时只需在现有基础上对每

个子模块增加一个晶闸管.这一特点使其与“电容

电压钳位型”隔离方法相比,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具有

较为明显的经济性优势[５２].然而,DTSS应用于工

程实际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亟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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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流侧看,如图５(c)蓝线所示,直流故障电

流清除期间交流系统处于三相短路状态,在直流故

障无法快速切除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交流保护误动

作.从直流侧看,如图５(c)红线所示,直流线路故

障电流仅依靠线路自身电阻实现缓慢衰减,线路近

端金属性故障情况下故障电流持续时间可能很长,
导致隔离速度不能满足要求.从换流器角度看,
DTSS在直流故障清除以后通过移除所有晶闸管门

信号实现对所构造的三相交流短路故障的清除.但

是,由于故障以后各相桥臂之间会出现环流,在桥臂

电抗直流偏置作用下,可能造成桥臂电流长期不过

零,进而导致晶闸管关断失败.显然,这将使得交流

侧故障长期存在,导致交流侧保护误动,且对直流电

网剩余网络的快速恢复造成不利影响.针对上述问

题,文献[６７]通过增设阻尼模块进行了有效的解决,
但具体阻尼电阻选值等问题尚需结合工程实际进行

进一步优化.
总体而言,基于换流器自清除的故障隔离方法

能够实现毫秒级的直流故障快速隔离,就动作速度

而言能够满足柔性直流系统要求.在点对点式柔性

直流系统中,由于仅需故障线路两端换流站动作即

可实现故障清除,因此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但是上

述方法在应用于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直流线路在直

流场内直接互连)时均会面临全网短暂停电的问题,
对电网供电可靠性及互联交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有

待进一步评估、研究.

４　架空线柔性直流输电的故障重合闸策略

由于直流故障隔离技术尚不成熟,为降低故障

率,目前柔性直流输电工程均基于直流电缆输电.
但是,为降低投资成本、提高输电容量,基于架空线

路输电将成为下一代柔性直流技术发展的核心问

题[６８].架空线路输电场景下,直流故障发生概率大

大提高,基于换流器自清除的故障隔离技术能够实

现故障电流的快速清除,因此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但是,考虑到架空线路瞬时性故障概率较大,必须配

置有效的故障重合闸方法用以判断故障性质.
在点对点式架空线柔性直流输电系统中,具备

故障自清除能力的 MMC具有很好的适用性.以全

桥子模块型 MMC系统为例,直流故障发生以后可

以通过闭锁换流站实现故障电流的快速清除,无需

依赖直流断路器.
在上述应用场景下,目前采取的故障重合闸方

法主要是在清除故障电流、并保持换流站闭锁状态

一段时间以后(保证故障线路充分去游离,恢复绝缘

性能一般为一百到几百毫秒),在零功率模式下解锁

换流站,通过判断是否能够建立直流电压实现对故

障点存在与否的判读[１４,６９].然而,这种方法以电压

建立与否作为判据,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会由于电

容二次放电而快速过流,对系统造成二次危害[７０].
针对点对点式柔性直流输电系统,本文提出一

种具有低电流危害的新型重合闸方法.通过开通全

桥子模块中的T１ 或T４,同时闭锁子模块中的其他

所有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可以使其运行状

态与全闭锁的半桥子模块完全相同,本文将全桥子

模块的该种运行状态命名为类半桥闭锁模式,如附

录A图A３(a)(b)所示.将全桥子模块型 MMC内

所有全桥子模块投入到类半桥闭锁模式,即可构造

换流器的不控整流运行方式,如附录A图A３(c)所
示.

本文提出的重合闸方法在利用换流器清除直流

故障电流并经历一段时间的去游离过程后,将换流

器运行于不控整流桥方式.若故障仍然存在,交流

侧电源将立即向故障点以不控整流运行方式馈入故

障电流;相反如果故障已经消失,那么交流侧电源将

无法形成馈流通路,因此直流线路上不会出现电流.
所以,可以通过判断直流线路是否再次出现电流来

判断故障是否已经消失:若直流线路不再出现电流,
则故障已经消失,为瞬时性故障,可重启换流站;若
再次出现电流,则故障仍然存在,判定为永久性故

障,立即重新闭锁换流站.相应的重合闸判断逻辑

如附录A图A４所示.
与传统直接解锁换流器,基于电压建立与否的

重合闸方法相比,这种方法在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

避免了电容放电,有效降低了二次过流上升速度;而
且由于只需判断电流存在与否,因此可以在很小的

线路电流情况下快速重新闭锁换流器,能够彻底避

免重合闸对系统造成的二次过流冲击.同时,对于

半桥 MMC型直流系统,本文所设计的方法同样具

有适用性.半桥 MMC自身不具备故障清除能力,
需要配置直流断路器实现故障隔离.直流故障发生

后快速闭锁换流站防止故障危害加剧,然后利用直

流断路器切除故障.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去游离

过程以后重合直流断路器.此时半桥 MMC换流站

仍处于闭锁状态,就相当于不控整流器,因此通过判

断电流有无同样可以实现故障性质的判断.
在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中,最理想的故障隔离方

法是利用直流断路器选择性切除故障线路.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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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换流器实现故障自清除,为了保证剩余网络的

快速恢复运行,也需要利用直流开关在故障电流清

除以后快速切除故障线路,此后立即重启换流站,恢
复剩余网络的正常运行.本文所设计的方法要求重

合闸判断时换流站运行于不控整流方式,应用于直

流电网时会对剩余网络的持续供电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结合直流电网的故障处理特点,研究具有故障

性质预判能力、不会对剩余网络持续运行产生不利

影响的自适应重合闸方法将是架空线路应用于直流

电网的关键.

５　结语

针对线路保护原理和直流故障处理两大核心技

术问题,本文详细介绍、分析了柔性直流系统继电保

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应用现状.结合直流故障暂

态特征以及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中直流线路经直流母

线直接互连的固有特性,研究分析了传统交流系统

保护的适用性以及常规直流输电线路保护原理的借

鉴意义,并据此探讨多端柔性直流电网线路保护的

可行思路.同时,考虑故障隔离能力、投资成本、控
制保护高度耦合等因素,阐述了直流故障隔离技术

进一步的发展趋势.此外,由于架空线路输电故障

率(尤其是瞬时性故障发生率)大大提高,本文设计

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点对点式直流系统、具有低电流

危害的重合闸方法,能够有效降低对系统的二次过

流危害;同时讨论了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中对重合闸

策略的性能要求.

附录 见 本 刊 网 络 版(http://www．aepsＧinfo．
com/aeps/ch/index．aspx).

参 考 文 献

[１]刘振亚,秦晓辉,赵良,等．特高压直流分层接入方式在多馈入直

流电网的应用[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１Ｇ７．
LIUZhenya,QINXiaohui,ZHAOLiang,etal．Studyonthe
applicationofUHVDChierarchicalconnectionmodetomultiＧ
infeedHVDCsystem[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３,

３３(１０):１Ｇ７．
[２]詹奕,尹项根．高压直流输电与特高压交流输电的比较研究[J]．

高电压技术,２００１,２７(４):４４Ｇ４６．
ZHANYi,YINXianggen．ComparativeresearchonHVDCand
UHVpowertransmission[J]．HighVoltageEngineering,２００１,

２７(４):４４Ｇ４６．
[３]WANGWenyuan,BAMESM．PowerflowalgorithmsformultiＧ
terminalVSCＧHVDCwithdroopcontrol[J]．IEEE Transon
PowerSystems,２０１４,２９(４):１７２１Ｇ１７３０．

[４]OOIBT,WANG X．Voltageanglelockloopcontrolofthe
boosttypePWM converterforHVDCapplication[J]．IEEE

TransonPowerElectronics,１９９０,５(２):２２９Ｇ２３５．
[５]OOIBT,WANG X．BoosttypePWM HVDCtransmission
system[J]．IEEE Transon Power Delivery,１９９１,６(４):

１５５７Ｇ１５６３．
[６]LU W X,OOIBT．MultiterminalLVDCsystemforoptimal
acquisitionofpowerinwindＧfarmusinginductiongenerators[J]．

IEEETransonPowerElectronics,２００２,１７(４):５５８Ｇ５６３．
[７]BOULANGER A G,CHU A C,MAXXS,etal．Vehicle
electrification:statusandissues[J]．ProceedingsoftheIEEE,

２０１１,９９(６):１１１６Ｇ１１３８．
[８]LIRui,XULie,HOLLIDAYD,etal．Continuousoperationof
radialmultiterminalHVDCsystemsunderDCfault[J]．IEEE

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６,３１(１):３５１Ｇ３６０．
[９]ACKERMANN T,ANDERSSON G,SODERL．Distributed

generation:adefinition[J]．ElectricPowerSystemsResearch,

２００１,５７(３):１９５Ｇ２０４．
[１０]XUEYinglin,XUZheng,TANGGeng．SelfＧstartcontrolwith

groupingsequentiallyprechargefortheCＧMMCＧbasedHVDC

system[J]．IEEE 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４,２９(１):

１８７Ｇ１９８．
[１１]李斌,何佳伟．柔性直流配电系统故障分析及限流方法[J]．中国

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３０２６Ｇ３０３６．
LIBin,HEJiawei．DCfaultanalysisandcurrentlimiting
technique for VSCＧbased DC distribution system [J]．

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５,３５(１２):３０２６Ｇ３０３６．
[１２]YANGJin,FLETCHERJE,O’REILLYJ,etal．ShortＧ

circuitandgroundfaultanalysesandlocationinVSCＧbasedDC
networkcables[J]．IEEE TransonIndustrialElectronics,

２０１２,５９(１０):３８２７Ｇ３８３７．
[１３]YANG Jin,FLETCHER J E, O’REILLY J,et al．

MultiterminalDC windfarm collection gridinternalfault
analysisandprotectiondesign[J]．IEEE TransonPower
Delivery,２０１０,２５(４):２３０８Ｇ２３１６．

[１４]徐政．柔性直流输电系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５]王珊珊,周孝信,汤广福．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HVDC直流双极

短路子模块过流分析[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３１(１):１Ｇ７．
WANGShanshan,ZHOUXiaoxin,TANGGuangfu．Analysis
ofsubmoduleovercurrentcausedbyDCpoleＧtoＧpolefaultin
modularmultilevelconverterHVDCsystem[J]．Proceedingsof
theCSEE,２０１１,３１(１):１Ｇ７．

[１６]冯亚东,汪涛,卢羽,等．模块化多电平柔性直流换流器阀组本

体保护的设计[J]．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５,３９(１１):６４Ｇ６８．DOI:

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４１２２８００４．
FENGYadong,WANGTao,LUYu,etal．Valveprotection
designofmodularmultilevelconverterforVSCＧHVDC[J]．
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２０１５,３９(１１):６４Ｇ６８．
DOI: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４１２２８００４．

[１７]汤广福,罗湘,魏晓光．多端直流输电与直流电网技术[J]．中国

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８Ｇ１７．
TANGGuangfu,LUOXiang,WEIXiaoguang．MultiＧterminal
HVDCandDCＧgridtechnology[J]．ProceedingsoftheCSEE,

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８Ｇ１７．
[１８]孙刚,时伯年,赵宇明,等．基于 MMC的柔性直流配电网故障

９

李　斌,等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保护关键技术



定位及保护配置研究[J]．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５,４３(２２):

１２７Ｇ１３３．
SUNGang,SHIBonian,ZHAOYuming,etal．Researchon
thefaultlocationmethodandprotectionconfigurationstrategy
ofMMC based DC distribution grid[J]．Power System
ProtectionandControl,２０１５,４３(２２):１２７Ｇ１３３．

[１９]徐沙能．精确匹配输电线路暂态模型的快速距离保护新原理

[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３．
[２０]张哲,陈德树．递推最小二乘法在微机距离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J]．电力系统自动化,１９９１,１５(４):３１Ｇ４０．
ZHANGZhe,CHEN Deshu．Applicationofrecursiveleast
squarealgorithmindigitaldistancerelaying[J]．Automationof

ElectricPowerSystems,１９９１,１５(４):３１Ｇ４０．
[２１]LIBin,DUANZhiqian,WANGXin,etal．LossＧofＧexcitation

analysisandprotectionforpumpedstoragemachinesduring
starting[J]．IETRenewablePowerGeneration,２０１６,１０(１):

７１Ｇ７８．
[２２]刘剑,邰能灵,范春菊,等．柔性直流输电线路故障处理与保护

技术评述[J]．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５,３９(２０):１５８Ｇ１６７．DOI:

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５０１２５００２．
LIUJian,TAINengling,FANChunju,etal．Commentson
fault handling 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for VSCＧHVDC
transmissionlines[J]．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

２０１５,３９(２０):１５８Ｇ１６７．DOI: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５０１２５００２．
[２３]宋国兵,蔡新雷,高淑萍,等．VSCＧHVDC频变参数电缆线路电

流差动保 护 新 原 理[J]．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１,３１(２２):

１０５Ｇ１１１．
SONG Guobing,CAIXinlei,GAO Shuping,etal．Novel
current differential protection of VSCＧHVDC considering
frequencyＧdependentprinciplecharacteristicofcableline[J]．

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１,３１(２２):１０５Ｇ１１１．
[２４]周红阳,余江,黄佳胤,等．直流线路纵联差动保护的相关问题

[J]．南方电网技术,２００８,２(３):１７Ｇ２１．
ZHOUHongyang,YUJiang,HUANGJiayin,etal．Issues
overDClinedifferentialprotection[J]．SouthernPowerSystem

Technology,２００８,２(３):１７Ｇ２１．
[２５]束洪春,刘可真,朱盛强,等．±８００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单

端电气量 暂 态 保 护[J]．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０,３０(３１):

１０８Ｇ１１７．
SHU Hongchun,LIU Kezhen,ZHU Shengqiang,etal．
±８００kVUHVDCtransmissionlineprotectionbasedonsingle

endelectricaltransientsignal[J]．ProceedingsoftheCSEE,

２０１０,３０(３１):１０８Ｇ１１７．
[２６]张保会,张嵩,尤敏,等．高压直流线路单端暂态量保护研究[J]．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０,３８(１５):１８Ｇ２３．
ZHANGBaohui,ZHANGSong,YOU Min,etal．Research
ontransientＧbasedprotectionfor HVDClines[J]．Power

SystemProtectionandControl,２０１０,３８(１５):１８Ｇ２３．
[２７]宋国兵,褚旭,高淑萍,等．利用滤波器支路电流的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全线速动保护[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２２):

１２０Ｇ１２６．
SONGGuobing,CHUXu,GAOShuping,etal．AwholeＧline

quickＧactionprotectionprincipleforHVDCtransmissionlines

usingoneＧendcurrentofDCＧfilters[J]．Proceedingsofthe
CSEE,２０１３,３３(２２):１２０Ｇ１２６．

[２８]ZHENGXiaodong,TAINengling,THORPJS,etal．A
transientharmonic current protection schemefor HVDC
transmissionline[J]．IEEE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３,

２７(４):２２７８Ｇ２２８５．
[２９]杨亚宇,邰能灵,刘剑,等．利用边界能量的高压直流线路纵联

保护方案[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２２):５７５７Ｇ５７６７．
YANG Yayu,TAI Nengling,LIU Jian,etal．A pilot

protectionschemefor HVDCtransmissionlinesbasedon
boundaryenergy[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５,３５(２２):

５７５７Ｇ５７６７．
[３０]宋国兵,冉孟兵,褚旭,等．利 用 高 低 频 电 流 幅 值 比 的 VSCＧ

HVDC输电线路全线速动保护新原理[J]．电网技术,２０１４,

３８(５):１０４２Ｇ１０４７．
SONGGuobing,RAN Mengbing,CHU Xu,etal．Anew
singleＧendcurrentbasedwholeＧlinequickＧactionprotectionfor
VSCＧHVDCtransmissionline[J]．PowerSystemTechnology,

２０１４,３８(５):１０４２Ｇ１０４７．
[３１]ZHENG Xiaodong,TAI Nengling, WU Zhongyu,etal．

Harmonic current protection scheme for voltage source
converterＧbased highＧvoltage direct current transmission
system[J]．IET Generation,Transmission & Distribution,

２０１４,８(９):１５０９Ｇ１５１５．
[３２]WANGShuai,BITianshu,JIA Ke．Waveletentropybased

faultdetectionapproachforMMCＧHVDClines[C]//IEEE
Power&EnergySocietyGeneralMeeting,July２６Ｇ３０,２０１５,

Denver,CO,USA:６p．
[３３]汤广福,贺之渊,庞辉．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技术研究、应用及发

展[J]．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３,３７(１５):３Ｇ１４．

TANG Guangfu, HE Zhiyuan, PANG Hui．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SCＧHVDC engineering
technology[J]．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２０１３,

３７(１５):３Ｇ１４．
[３４]高强,林烨,黄立超．舟山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综述[J]．电网

与清洁能源,２０１５,３１(２):３３Ｇ３８．
GAO Qiang,LIN Ye,HUANG Lichao．Anoverview of
ZhoushanVSCＧMTDCtransmissionproject[J]．PowerSystem
andCleanEnergy,２０１５,３１(２):３３Ｇ３８．

[３５]DESCLOUXJ,RAISONB,CURISJB．Protectionalgorithm
basedondifferentialvoltage measurementfor MMC grids
[C]//１２thIE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sin
Power System Protection, March ３１ＧApril ３, ２０１４,

Copenhagen,Denmark:５p．
[３６]LIRui,XULie,HOLLIDAYD,etal．Continuousoperation

ofradialmultitermianlHVDCsystemsunderDCfault[J]．
IEEE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６,３１(１):３５１Ｇ３６１．

[３７]LUO Shuxin,DONG Xinzhou,SHIShenxing,etal．A
directionalprotectionschemefor HVDCtransmissionlines
basedonreactiveenergy[J]．IEEETransonPowerDelivery,

２０１６,３１(２):２２７８Ｇ２２８５．
[３８]TANGLX,OOIBT．LocatingandisolatingDCfaultsin

multiＧterminalDCsystem[J]．IEEETransonPowerDelivery,

０１

２０１６,４０(２１) 柔性直流电网控制保护及关键技术



http://www．aepsＧinfo．com

２００７,２２(３):１８７７Ｇ１８８４．
[３９]李斌,何佳伟．多端柔性直流电网故障隔离技术研究[J]．中国电

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８７Ｇ９５．
LIBin,HE Jiawei．Research onthe DC faultisolating
techniqueinmultiＧterminalDCsystem[J]．Proceedingsofthe
CSEE,２０１６,３６(１):８７Ｇ９５．

[４０]FRANCKC M．HVDCcircuitbreakers:areviewidentifying
futureresearchneeds[J]．IEEE TransonPowerDelivery,

２０１１,２６(２):９９８Ｇ１００７．
[４１]刘路辉,庄劲武,江壮贤,等．混合型直流真空断路器触头技

术———现状与 发 展[J]．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４,３４(２１):

３５０４Ｇ３５１１．

LIU Luhui,ZHUANG Jinwu,JIANG Zhuangxian,etal．
PresentsituationandprospectofcontactsofhybridDCvacuum
circuitbreakers[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４,３４(２１):

３５０４Ｇ３５１１．
[４２]GUNNAR A,KESTIN L,CARL B,etal．HVDC grid

feasibilitystudy[R]．２０１３．
[４３]朱童,余占清,曾嵘,等．混合式直流断路器模型及其操作暂态

特性研究[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８Ｇ３０．
ZHU Tong,YU Zhanqing,ZENG Rong,etal．Transient
modelandoperationcharacteristicsresearchonhybrid DC
circuitbreaker[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６,３６(１):

１８Ｇ３０．
[４４]魏晓光,高冲,罗湘,等．柔性直流输电网用新型高压直流断路

器设计方案[J]．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３,３７(１５):９５Ｇ１０２．
WEIXiaoguang,GAO Chong,LUO Xiang,etal．Anovel
designofhighＧvoltageDCcircuitbreakerin HVDCflexible
transmissiongrid[J]．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

２０１３,３７(１５):９５Ｇ１０２．
[４５]江道灼,张弛,郑欢,等．一种限流式混合直流断路器方案[J]．电

力 系 统 自 动 化,２０１４,３８(４):６５Ｇ７１．DOI:１０．７５００/

AEPS２０１３０６２４００６．
JIANG Daozhuo,ZHANG Chi,ZHENG Huan,etal．A
schemeforcurrentＧlimitinghybrid DCcircuitbreaker[J]．

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２０１４,３８(４):６５Ｇ７１．
DOI: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３０６２４００６．

[４６]HAFNER J, JACOBSON B．Proactive hybrid HVDC
breakers—akeyinnovationforreliableHVDCgrids[R]．２０１１．

[４７]HASSANPOORA,HAFNERJ,JACOBSON B．Technical
assessmentofloadcommutationswitchin hybrid HVDC

breaker[J]．IEEETransonPowerElectronics,２０１３,３０(１０):

５３９３Ｇ５４００．
[４８]LIBin,HEJiawei．StudiesontheapplicationofRＧSFCLinthe

VSCＧbasedDCdistributionsystem[J]．IEEETranson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２０１６,２６(３):１Ｇ７．

[４９]MARQUARDT R．Modular multilevelconvertertopologies

withDCＧshortcircuitcurrentlimitation[C]//８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onPowerElectronics,May３０ＧJune３,２０１１,Jeju,

Korea:７p．
[５０]SCHMITTD,WANG Y,WEYH T,etal．DCＧsidefault

currentmanagementinextendedmultiＧterminalHVDCgrids
[C]//９thInternationalMultiＧConferenceonSystems,Signals

andDevices,March２０Ｇ２３,２０１２,Chemnitz,Germany:５p．
[５１]ELSEROUGIA A,ABDELＧKHALIK A A,MASSOUD A

M,etal．A new protectionschemefor HVDCconverters
againstDCＧsidefaultswithcurrentsuppressioncapability[J]．
IEEE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４,２９(４):１５６９Ｇ１５７７．

[５２]LIXiaoqian,LIU Wenhua,SONGQiang,etal．Protectionof

nonpermanentfaultson DC overheadlinesin MMCＧbased
HVDCsystems[J]．IEEE 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３,

２８(１):４８３Ｇ４９０．
[５３]敬华兵,年晓红．新型的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子模块保护策略

[J]．电网技术,２０１３,３７(７):１９５４Ｇ１９５８．
JINGHuabing,NIANXiaohong．Anovelprotectionstrategy
forsubＧmodulesof modularized multiＧlevelconverter[J]．
PowerSystemTechnology,２０１３,３７(７):１９５４Ｇ１９５８．

[５４]MERLINM MC,GREENTC．Thealternatearmconverter:

anew hybrid multilevelconverter with DCＧfaultblocking
capability[J]．IEEE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４,２９(１):

１５６９Ｇ１５７７．
[５５]MERLINM MC,GREENTC,MTICHESONPD,etal．A

newhybridmultiＧlevelvoltageＧsourceconverterwithDCfault
blockingcapability[C]//９thIE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ACand DC power Transmission,October１９Ｇ２１,２０１０,

London,UK:５p．
[５６]薛英林,徐政．CＧMMC直流故障穿越机理及改进拓扑方案[J]．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２１):６３Ｇ７０．
XUEYinglin,XUZheng．DCfaultrideＧtoughmechanismand
improvedtopologyschemeofCＧMMC[J]．Proceedingsofthe
CSEE,２０１３,３３(２１):６３Ｇ７０．

[５７]LIXiaoqian,LIU Wenhua,SONGQiang,etal．Anenhanced
MMCtopologywithDCfaultrideＧthroughcapability[C]//

３９th Annual Conference of IEEE Industrial Electronics
Society,November１０Ｇ１３,２０１３,Vienna,Austria:７p．

[５８]向往,林卫星,文劲宇,等．一种能够阻断直流故障电流的新型

子模块拓扑及混合型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J]．中国电机工程

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５１７１Ｇ５１７９．

XIANG Wang,LIN Weixing,WEN Jinyu,etal．A new
topology of subＧmodule with DC fault current blocking
capabilityandanewtypeofhybridconverter[J]．Proceedings
oftheCSEE,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５１７１Ｇ５１７９．

[５９]董云龙,汪楠楠,田杰,等．一种新型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J]．电
力 系 统 自 动 化,２０１６,４０(１):１１６Ｇ１２１．DOI:１０．７５００/

AEPS２０１５０５１８０１６．
DONGYunlong,WANGNannan,TIANJie,etal．Anovel
modularmultilevelconverter[J]．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
Systems, ２０１６, ４０(１): １１６Ｇ１２１． DOI: １０．７５００/

AEPS２０１５０５１８０１６．
[６０]ZHANGJianpo,ZHAO Chengyong．TheresearchofSM

topologywithDCfaulttolerancein MMCＧHVDC[J]．IEEE
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５,３０(３):１５６１Ｇ１５６８．

[６１]吴婧,姚良忠,王志冰,等．直流电网 MMC拓扑及其直流故障

电流阻断 方 法 研 究[J]．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５,３５(１１):

２６８１Ｇ２６９４．
WUJing,YAOLiangzhong,WANGZhibing,etal．Thestudy

１１

李　斌,等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保护关键技术



of MMC topologiesandtheir DC faultcurrent blocking
capacitiesinDCgrid[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５,

３５(１１):２６８１Ｇ２６９４．
[６２]李斌,李晔,何佳伟．具有直流故障清除能力的 MMC子模块关

键性能研究[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８):２１１４Ｇ２１２２．
LIBin,LIYe,HEJiawei．Researchonthekeypropertiesof
MMCsubＧmoduleswithDCfaulteliminatingcapability[J]．
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６,３６(８):２１１４Ｇ２１２２．

[６３]LIRui,FLETCHERJE,XULie,etal．Ahybridmodular
multilevelconverterwithnovelthreeＧlevelcellsforDCfault
blockingcapability[J]．IEEETrans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５,

３０(４):２０１７Ｇ２０２６．
[６４]QINJiangchao,SAEEDIFARD M,ROCKHILL A,etal．

Hybriddesignofmodular multilevelconvertersfor HVDC
systemsbasedonvarioussubmodulecircuits[J]．IEEETrans
onPowerDelivery,２０１５,３０(１):３８５Ｇ３９４．

[６５]ZENGRong,XU Lie,YAOLiangzhong,etal．Designand
operationofahybridmodularmultilevelconverter[J]．IEEE
TransonPowerElectronics,２０１５,３０(３):１３７７Ｇ１１４６．

[６６]李少华,王秀丽,李泰,等．混合式 MMC及其直流故障穿越策

略优化[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８４９Ｇ１８５８．
LIShaohua,WANGXiuli,LITai,etal．Optimaldesignfor
hybrid MMC andits DCfaultrideＧthroughstrategy[J]．
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８４９Ｇ１８５８．

[６７]李斌,李晔,何佳伟．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的直流系统故障

处理方案[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７):１９４４Ｇ１９５０．
LIBin,LIYe,HEJiawei．DCfaulthandlingschemeforthe
MMCＧbasedDCsystem[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６,

３６(７):１９４４Ｇ１９５０．

[６８]徐政,薛英林,张哲任．大容量架空线柔性直流输电关键技术及

前景展望[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５０５１Ｇ５０６２．
XU Zheng,XUE Yinglin,ZHANG Zheren．VSCＧHVDC
technologysuitableforbulkpoweroverheadlinetransmission
[J]．ProceedingsoftheCSEE,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５０５１Ｇ５０６２．

[６９]丁云芝,苏建徽,周建．基于钳位双子模块的 MMC故障清除和

重启能力分析[J]．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４,３８(１):９７Ｇ１０３．DOI:

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３０５３００１０．
DING Yunzhi,SUJianhui,ZHOUJian．Analysisonfault
currentlimitationandselfＧrecoveryofMMCbasedonclamp
doublesubＧmodule[J]．AutomationofElectricPowerSystems,

２０１４,３８(１):９７Ｇ１０３．DOI:１０．７５００/AEPS２０１３０５３００１０．
[７０]王一,刘建政．用于 MMCＧHVDC直流故障保护的新型拓扑及

重合闸控制策略[J]．电网技术,２０１５,３９(８):２３１２Ｇ２３１９．
WANG Yi, LIU Jianzheng．An enhanced MMCＧHVDC
topologyandsystemrecoverystrategyfordcfaultprotection
[J]．PowerSystemTechnology,２０１５,３９(８):２３１２Ｇ２３１９．

李　斌(１９７６—),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电力系 统 保 护 与 控 制、柔 性 直 流 电 网 控 制 保 护.EＧmail:

binli＠tju．edu．cn
何佳伟(１９９１—),男,通信作者,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

方向:柔性直流电网控制保护.EＧmail:hejiawei_tju＠１２６．
com

冯亚东(１９７２—),男,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主要研

究方向:交直流控制保护技术、变电站一次设备智能化、柔性

直流输电技术.EＧmail:fengyd＠nrec．com

(编辑　万志超)

KeyTechniquesforProtectionofMultiＧterminalFlexibleDC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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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current DC lineprotectionandfaulthandlingtechnologyarethekeytechnicaldifficultiesofthemultiＧ
terminalflexibleDCgirdduetothefaultcharacteristicsincludinghighＧspeedrisingofthefaultcurrentandthelackofnatural
zerocrossingpoint敭TheparticularityoftheDClineprotectioninthemultiＧterminalflexibleDCgridisanalyzed敭Considering
theprotectionprincipleofthelinecommutatedconverterbasedDCsystemandthedevelopmentoftheprotectionforthepointＧ
toＧpointflexibleDCsystem thispaperdiscussesthedevelopingtrendofthelineprotectionforthemultiＧterminalflexibleDC
grid敭Meanwhile differentkindsoftheDCfaultisolationareintroduced furtherdevelopingdirectionisalsodiscussed
consideringthefaultisolationcapability investmentandthecouplinginfluencebetweentheprotectionandcontrol敭Finally a
novelreclosestrategyoftheDCfaultonoverheadlineforthepointＧtoＧpointDCsystemisproposed whichdoesnotleadtothe
secondovercurrentdamageduringpermanentfaults敭Afterwards theperformancerequirementsforthereclosestrategyofthe
multiＧterminalDCgridarediscussed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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