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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调匝式消弧线圈系统频繁出现虚幻接地的现实情况ꎬ考虑消弧线圈设备参数及结构设置对其补偿算法

的影响ꎬ对虚幻接地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ꎮ 在对消弧线圈控制原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ꎬ模拟实际运行情况ꎬ设
计并完成了触发实验和调挡实验ꎻ进而深入分析并验证了消弧线圈自身装置对虚幻接地的影响ꎬ提出了消弧线圈触

发装置升级改造的优化结构ꎬ并为消弧线圈投运前触发功能检测提供了阈值实验方案ꎮ 同时考虑多台消弧线圈并列

运行的安排策略ꎬ有助于保证消弧线圈能够精准补偿系统容流ꎬ避免产生虚幻接地ꎬ对减少电力调度工作中接地误判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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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城市电缆的应用量逐渐增多[１]ꎬ电力系统

中电容电流的影响愈发不可小觑ꎮ 为降低电容电流

在单相接地时引发弧光接地的风险ꎬ１０ ｋＶ配电网

基金项目: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科技项目(３５００５８６２６０)

线路大多配备消弧线圈ꎬ以补偿容性电流[２－４]ꎮ 然

而ꎬ消弧线圈的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ꎬ即虚

幻接地的产生ꎮ
虚幻接地顾名思义为类似于单相接地的一种不

平衡状态ꎬ即 １０ ｋＶ 母线相电压一相降低ꎬ两相升

高ꎬ中性点电压略高[５]ꎮ 其往往是因为系统中发生

全补偿ꎬ造成串联谐振ꎬ致使中性点电压骤升ꎮ 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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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发生后ꎬ电网监控系统会报出接地信号ꎬ并自动

启动选线系统ꎬ但实际巡线后会发现所选线路并未

发生接地故障ꎮ 这对调度判断系统运行状态、运维

人员现场巡视等造成困扰ꎬ并且对虚幻接地的相应

处理可能会对用户侧造成短时停电ꎬ影响稳定供电ꎮ
文献[６]以消弧线圈自身参数为切入点ꎬ通过

对电网正常运行及接地故障下改变消弧线圈参数的

测试ꎬ指出消弧线圈自动调谐装置参数设置不合理

会引起虚幻接地ꎬ并配合实例计算结果ꎬ提出了增大

脱谐度、增大阻尼电阻以应对虚幻接地的解决措施ꎻ
但并未考虑阻尼电阻增大是否有不利影响ꎮ 文献

[７]研究了一起虚幻接地的案例ꎬ提出消弧线圈会

放大电网不平衡电压ꎻ从而导致中性点电压升高并

引起虚幻接地的观点ꎬ并结合大数据系统查找出不

平衡的高压用户ꎬ避免了运行人员现场逐一检查ꎬ缩
小了排查范围ꎮ 文献[８]分析了消弧线圈放大不平

衡电压形成位移电压的原理ꎬ提出了采用阻尼措施

抑制位移电压的方法ꎻ但仅是针对位移电压ꎬ对引起

虚幻接地的其他原因并不适用ꎮ 文献[９]通过空充

母线时出现的虚幻接地案例ꎬ解释了由于变电站母

线电压互感器铁芯饱和造成铁磁谐振ꎬ从而引发虚

幻接地ꎬ指出了系统发生铁磁谐振的危害ꎬ并给出了

投入空载线路以破坏谐振条件的解决措施ꎻ但仅是

依托空充母线的个例进行分析ꎬ并未考虑引发虚幻

接地的普遍性情况ꎮ 文献[１０]分析了引起虚幻接

地的各种现场情况ꎬ针对传递过电压提出了在高压

侧避免采用熔断器、尽量避免高压断路器不同期操

作等措施ꎬ以减少在高压侧出现零序电压的可能性ꎻ
但所提措施仅作为现场运行的操作建议ꎬ并未对消

弧线圈设备本身进行改进ꎮ 文献[１１]先是分析了

消弧线圈控制算法ꎬ然后通过计算不同不平衡度下

位移电压的方式ꎬ得出了三相负荷不平衡会造成虚

幻接地的结论ꎬ提出以不平衡电压为参考制定触发

电压门槛值的措施ꎮ 文献[１２]针对电压互感器铁

芯饱和引起虚幻接地进行了详细分析ꎬ提出了采用

电容式互感器或在中性点加装电压互感器的措施ꎻ
但并未对其所提措施进一步验证其适用于其他虚幻

接地情况的可行性ꎮ
综上所述ꎬ目前针对虚幻接地的研究大多是对

生产实践中零散出现的事故进行特定探讨ꎬ对其产

生原因分析过于单一、不够全面深入ꎬ并且所提抑制

措施也皆是基于现场故障处理ꎬ未能提供可以保证

常态化电网运行维护以及针对消弧装置自身根本性

的解决措施ꎮ 因此ꎬ下面围绕 １０ ｋＶ 配电网调匝式

消弧线圈装置展开研究ꎬ从装置控制原理及补偿算

法入手ꎬ分析了消弧线圈致使虚幻接地产生的原因

以及在现场运行中可采取的有效解决措施ꎬ旨在减

少接地故障误报ꎬ降低虚幻接地对故障选线造成困

难的不良影响ꎬ进一步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ꎮ

１　 调匝式消弧线圈的结构及原理

１.１　 装置结构

调匝式消弧线圈属于预调式ꎬ即在正常运行时

已经计算出了系统所需补偿的电感电流ꎬ在发生单

相接地时ꎬ由短接开关控制短接阻尼电阻ꎬ使得消弧

线圈充分补偿系统容性电流[１３]ꎮ 如图 １ 所示ꎬ调匝

式消弧线圈成套装置由接地变压器 ＴＭ、有载消弧

线圈 ＬＰ 及阻尼电阻 Ｒ 构成[１４]ꎮ

图 １　 消弧线圈成套装置结构

　 　 消弧线圈需要装设在电力系统的中性点位置ꎬ
以便在系统单相接地时与对地电容构成接地回路ꎮ
而变电站变压器大多为 Ｙ / △型接线[１５]ꎬ低压侧没

有中性点ꎮ 因此ꎬ为了人为地构造一个连接消弧线

圈的中性点ꎬ在 １０ ｋＶ 母线上连接一台 Ｚ 型接线接

地变压器[１６]ꎮ Ｚ 型变压器由于其绕线特殊使得零

序阻抗很小ꎬ空载损耗低ꎬ变压器容量可以利用

９０％以上[１７]ꎮ 而普通变压器零序阻抗大很多ꎬ相应

的容量利用率低ꎮ 而消弧线圈容量一般不应超过变

压器容量的 ２０％ꎬ因此ꎬ零序阻抗越小ꎬ消弧线圈可

利用的容量越大ꎬ所补偿的电感电流也就越大ꎮ 阻

尼电阻两端的保护单元指的是短接开关ꎬ由可控硅

并联压敏电阻构成ꎬ可控硅控制阻尼电阻的短接ꎬ压
敏电阻用以保护可控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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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补偿算法分析

首先ꎬ计算出系统中的对地电容值ꎬ然后进行残

流限值标准比对ꎬ再依照分接头开关挡位选择线圈

电感值ꎬ随后得到应提供的电感电流ꎬ从而对电容电

流进行补偿ꎮ 因此ꎬ补偿算法的关键是电容的计算ꎮ
现场装置大多采用幅值相位法[１８－１９]ꎬ该方法是在谐

振点附近ꎬ两次调挡测得中性点电流及其相位差ꎮ
通过两次测量便可得到图 ２ 的阻抗三角形ꎬ接着借

助三角关系得出容抗大小[２０]ꎮ 如图 ２ 所示ꎬ阻抗三

角形是根据正常运行情况下ꎬ阻尼电阻、消弧线圈及

对地电容构成的串联回路所得出的ꎮ

图 ２　 幅值相位法阻抗三角形

　 　 幅值相位法选择在谐振点附近测量的原因:１)中
性点电流谐振曲线类似于正态分布ꎬ峰值点恰好在

谐振点ꎬ即在谐振点附近中性点电流变化平缓ꎬ较为

稳定ꎬ便于测量ꎻ２)中性点电压谐振曲线与中性点

电流曲线相似ꎬ幅值相位法所利用的两次阻抗三角

关系的前提是中性点电压不变ꎬ而在接近于谐振

点处ꎬ中性点电压达到峰值ꎬ相对于峰值前后的升

降更为平稳ꎬ因此容抗的计算误差更小ꎻ３)在接近

于谐振点时ꎬ串联回路中感抗和容抗近似抵消ꎬ因此

电抗值仅为阻尼电阻ꎬ此时中性点电流较大ꎬ测量误

差更小ꎮ

２　 调匝式消弧线圈导致虚幻接地的原

因分析

２.１　 理论分析

现场运行实践经验表明ꎬ在不配置消弧线圈的

配电网线路ꎬ虚幻接地现象基本消失ꎮ 因此ꎬ究其根

本原因还是消弧线圈装置自身的一些问题ꎮ 现分析

可能引发虚幻接地的原因如下:
１)触发电压的设置:若触发电压设置过小ꎬ当

系统因某种原因其不平衡电压较大时ꎬ会使得阻尼

电阻压降达到触发电压ꎬ阻尼电阻会在系统没有接

地的情况下被短接ꎬ致使串联电路阻尼率下降ꎬ中性

点电流升高ꎬ导致虚幻接地ꎻ若触发电压设置过大ꎬ
会导致一些非金属性接地不能被识别并触发ꎬ致使

消弧线圈未能发挥补偿作用ꎬ除此ꎬ会使得阻尼电阻

承受过高压降却迟迟不被短接ꎬ导致阻尼电阻过载

被烧毁ꎬ失去抑制不平衡电压的作用ꎬ致使未接地状

态下发生串联谐振ꎬ也会导致虚幻接地ꎮ 在实际运

行中ꎬ因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是一定的ꎬ对于不同挡位

的消弧线圈ꎬ触发情况会有所差异ꎮ 因为在低挡位

时ꎬ消弧线圈提供的电感电流小ꎬ阻尼电阻两侧的电

压也自然较小ꎬ相似地ꎬ在高挡位时ꎬ阻尼电阻两侧

电压较大ꎮ 因此存在低挡位不易触发、高挡位易触

发的现象ꎬ这种不稳定性造成引发虚幻接地的概率

增大ꎮ
２)触发阈值的设置:在消弧线圈触发设置中ꎬ

存在一个参数“阈值”作为消弧线圈重新调挡的条

件判据ꎮ 当电力系统中由于运行方式或其他原因造

成电容电流发生变化时ꎬ消弧线圈控制系统会检测

到中性点电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ꎬ对此ꎬ设定常规阈

值 ０.０４ Ｖ 和突变阈值 ０.０７ Ｖ:若中性点电压的变动

差值超过 ０.０４ Ｖꎬ且变动持续时长超过 ３ ｍｉｎꎬ消弧线

圈会自动计算新的电容电流ꎬ进而重新调挡ꎻ若中性

点电压的变动差值超过 ０.０７ Ｖꎬ持续时长超过 １ ｍｉｎ
后ꎬ也会重新计算容流ꎮ 因此ꎬ阈值的设置关系到触

发动作的准确性ꎬ如果阈值设定有误ꎬ会造成未接地

时阻尼电阻被短接ꎬ进而导致虚幻接地ꎮ
３)阻尼电阻的取值:为了抑制系统串联谐振过

电压ꎬ在消弧线圈接地回路中串入阻尼电阻ꎮ 由消

弧线圈串联回路可知ꎬ中性点电压 Ｕｎ为

Ｕｎ ＝ ＫＣＵφ / (ｄ２ ＋ ε２) (１)
式中:ＫＣ为系统不对称度ꎻＵφ为系统相电压ꎻｄ 为系

统阻尼率ꎻε 为脱谐度ꎮ
根据中性点电压不可超过 １５％系统相电压的

要求ꎬ可得阻尼电阻取值为

Ｒ > (Ｕφ × ＫＣ) / ＩＬｍｉｎ × １５％ (２)
式中ꎬＩＬｍｉｎ为消弧线圈最小挡补偿电流ꎮ

由式(２)可知ꎬ如果阻尼电阻过小ꎬ会使得中性

点电压较高ꎬ不能达到 １５％相电压的要求ꎮ 且如果

阻尼电阻过大ꎬ会导致中性点电流过小ꎬ考虑到调匝

式消弧线圈控制器在计算补偿电流时采用的是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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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法ꎬ中性点电流过小会导致测量误差增大ꎬ进而

使得电容电流计算不准确ꎬ在补偿过程中容易造成

全补偿ꎬ导致虚幻接地ꎮ
４)忽略其他电阻的影响:幅值相位法中所用电

阻仅考虑了阻尼电阻的作用ꎬ忽略了消弧线圈损耗

电阻和线路对地泄露电阻ꎬ与实际运行情况存在一

定偏差ꎮ 这也会一定程度上导致电容电流计算方法

的误差较大ꎬ使得消弧线圈不能精准补偿ꎬ在系统接

地时致使残流过大烧毁可控硅元件或者发生全补

偿ꎬ导致虚幻接地ꎮ
５)消弧线圈容量的配置:随着电缆的大规模应

用ꎬ系统中电容电流愈增ꎬ原有的一些消弧线圈容量

不足以提供相应的电感电流ꎬ使得消弧线圈运行在

欠补偿状态下ꎻ当线路运行方式调整时ꎬ电容电流的

变化可能会造成全补偿ꎬ导致虚幻接地ꎮ
６)调节开关动作的影响:调匝式消弧线圈控制

系统在容抗计算时ꎬ需要调整挡位测得中性点电流ꎮ
因此当系统对地电容发生变化ꎬ控制系统便要重新

计算容抗ꎮ 每一次计算均需要调挡两次ꎬ因此在系

统运行不平稳时ꎬ消弧线圈调挡频繁会使得调节开

关使用寿命下降ꎬ对其动作情况有一定的负面作用ꎮ
且两次调挡时间间隔会受调节开关固有动作时间影

响ꎬ有较长的测量周期ꎬ使得计算中假定不变的不平

衡电压有可能发生变化ꎬ对容抗的计算产生一定的

误差ꎮ 因此ꎬ有可能导致补偿的电感电流不足进而

发生全补偿ꎬ引发虚幻接地ꎮ
２.２　 实验分析

１)触发实验

选取某 １１０ ｋＶ 变电站的消弧线圈做实验ꎬ因该

站处于未投运状态ꎬ为实验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消弧

线圈设备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消弧线圈参数

参数名称 数值

类型 预调式 / 调匝式

容量 / ｋＶＡ １０００

挡位数 ２５

补偿范围 / Ａ ５０~１６５

阻尼电阻 / Ω １６

触发电压 / Ｖ ２３８８

　 　 在中性点侧加电压ꎬ设置电压从 ０ 缓慢上升至

６ ｋＶꎬ再从 ６ ｋＶ 缓慢下降至 ０ꎮ 因控制屏采集数据

是间歇性采集ꎬ实验中采集了 ４ 组数据ꎬ每组 ５ 个周

期ꎬ每个周期是 ２０ ｍｓꎬ将 ４ 组数据绘制于一张图中ꎮ
实验波形如图 ３ 所示ꎬａ、ｂ、ｃ、ｄ 是 ４ 组数据的节点ꎬ
纵坐标没有标注数值是因为控制屏所采集的数据为

模拟量ꎬ数值是非真实的ꎬ仅可代表数值变化趋势ꎮ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触发电流在触发前很小ꎬ随着

中性点电压的上升ꎬ触发电流逐步增大ꎬ在 ａ 时刻后

持续呈尖峰脉冲状ꎬ即表明可控硅被触发ꎬ此时控制

屏上显示的中性点电压为 ３９.４３ Ｖꎬ一次侧值即为

２３９０ Ｖꎬ与其触发电压门限值对应ꎮ 随着中性点电

压在到达 ６ ｋＶ 后逐步降低ꎬ即代表“接地消失”ꎬ触
发电流逐步减小ꎬ恢复非导通状态的正弦波ꎮ 图中ꎬ
由 ｂ 到 ｃ 再到 ｄꎬ触发电流渐变至很小的数值ꎬ恢复

到触发前的状态ꎮ

图 ３　 触发电流波形

　 　 分析触发实验可知ꎬ在可控硅导通前ꎬ阻尼电阻

承受功率随着中性点电压的增大也逐步增大ꎬ触发

电压越高ꎬ阻尼电阻承受功率和能量越大ꎮ 因此ꎬ触
发电压不可一味提高ꎮ 除此ꎬ触发电压若设置过低ꎬ
会造成频繁虚幻接地ꎬ引起调度人员误判ꎮ 结合现

场工作经验及资料参考[１６]ꎬ非金属性接地中性点电

压约为 ２０００ Ｖꎮ 因此ꎬ实验设备的触发电压设置合

理ꎬ满足运行要求ꎮ
２)跟踪调挡实验

在中性点处加入 ５０ Ｖ 电压源ꎬ即代替正常运行

情况下串联回路中的不平衡电压ꎬ为消弧线圈补偿提

供电流ꎮ 回路中分次串联不同大小的电容ꎬ观察消弧

线圈控制屏能否跟踪电容电流的变化相应地改变补

偿电流值ꎮ 设置电容分别为 ８ μＦ、１６ μＦ、３０ μＦ、
４０ μＦ、６５ μＦ、８０ μＦ、９０ μＦꎬ实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由表 ２ 可以看出ꎬ在电容值为 ８ μＦ、１６ μＦ、９０ μＦ
时ꎬ由于电容电流没有达到消弧线圈的最低调节值

５０ Ａ 或是超过最高调节值 １６５ Ａꎬ挡位始终运行在

极限挡ꎬ并且控制系统报出“容量越限”的告警信

号ꎬ此时计算误差较大ꎮ 在电容值为 ３０~８０ μＦ 时ꎬ
消弧线圈控制系统均可正常调挡补偿容流ꎬ虽存在

一定的计算误差ꎬ但均满足残流 ５~１０ Ａ 的要求ꎮ
对跟踪调挡时有载开关的动作时间进行统计ꎬ

从 １挡调至２５挡用时２９６ ｓꎬ调挡次数为２４次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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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跟踪调挡实验结果

实验电容值 / μＦ
控制屏显示参数

电容值 / μＦ 电容电流 / Ａ 中性点电压 / Ｖ 中性点电流 / Ａ 挡位

计算参数

理论计算容流 / Ａ 误差 / ％

８ １５.６ ０.３０ ０.１４７ 越限 １ １５.２ ２.６

１６ ３０.２ ０.９９ ０.４７７ 越限 １ ３０.４ ０.７

３０ ５６.３ ２.１４ １.３２３ ６５.２ ４ ５７.０ １.２

４０ ７５.２ １.８３ １.４４３ ８４.５ ８ ７６.０ １.１

６５ １２１.０ １.０８ １.２７６ １３２.０ １８ １２３.５ ２.０

８０ １５６.８ ０.９８ １.１７３ １６２.５ ２４ １６１.５ ２.９

９０ １６５.５ ０.９１ １.１０２ 越限 ２５ １７１.０ ３.２

均每次调挡用时约 １２ ~ １３ ｓꎮ 可以看出ꎬ有载调压

开关动作时间较长ꎬ对补偿电流的计算误差存在一

定的影响ꎬ验证了前面所述的原因分析ꎮ

３　 针对虚幻接地的改进措施

关于所提出的导致虚幻接地的原因ꎬ结合现场

实际运行ꎬ提出以下抑制措施:
１)针对不同挡位触发电压存在差异的情况ꎬ提

出一种“自适应”触发装置ꎬ设置触发电阻 Ｒ１ 和 Ｒ２ꎬ
使得可控硅能够灵活应对不同挡位有效触发ꎬ避免

高挡位容易触发引发虚幻接地ꎮ 原理如图 ４ 所示ꎬ
图中:Ｒ１、Ｒ２ 为触发电阻ꎻＲ 为阻尼电阻ꎻＫ 为反向并

联可控硅ꎬ有双向导通的作用ꎬ适用于大电流回路ꎮ

图 ４　 “自适应”触发装置原理

　 　 常规触发装置中ꎬ当中性点电压升高ꎬ阻尼电阻

两侧电压达到触发电压值ꎬ即触发可控硅短接阻尼

电阻ꎮ 在原有阻尼电阻两侧加入串联的触发电阻ꎬ
使得当阻尼电阻连同一个触发电阻两侧电压达到触

发电压值时ꎬ触发动作ꎮ 已知中性点电压为交流正

弦波ꎬ当其在正半波时ꎬ触发通路如图中红色线标

注ꎻ当其在负半波时ꎬ触发通路如图中蓝色线标注ꎮ
在挡位较低时ꎬ消弧线圈提供的电感电流小ꎬ若电压

为正ꎬａ 侧为低电位ꎬ则 Ｒ２ 两侧的电压较小ꎬ即(Ｕｎ－
ＵＲ２

)较大ꎬ能够容易达到触发电压ꎻ若电压为负ꎬｂ
侧为低电位ꎬ则 Ｒ１ 两侧的电压较小ꎬ即(Ｕｎ－ＵＲ１

)较
大ꎬ同样能够容易达到触发电压ꎮ 在挡位高时ꎬ消弧

线圈提供的电感电流大ꎬ类似地ꎬＲ１、Ｒ２ 两侧的电压

较大ꎬ即(Ｕｎ－ＵＲ２
)和(Ｕｎ －ＵＲ１

)较小ꎬ能够避免高挡

位易触发的弊端ꎮ
因此ꎬ触发装置中触发电阻的存在ꎬ可有效降低

不同挡位触发难易不同造成虚幻接地的风险ꎬ为消

弧线圈触发机构的设置提供新的思路ꎮ 其参数整定

方法可参考文献[２１]ꎬ但需依照具体消弧线圈参数

计算ꎮ
２)关于所述触发阈值影响补偿准确性的问题ꎬ

提供了一种实验方法用于检测阈值设置的正确性ꎬ
可消除阈值对系统出现虚幻接地的不良影响ꎮ

与前述调挡实验类似ꎬ在中性点侧加一定的电

压ꎬ分次串入不同大小的电容ꎬ观察消弧线圈控制系

统的变化ꎮ
消弧线圈在重新调挡时ꎬ前提条件是容性电流的

变化大于设备每一级挡位间的级差电流ꎬ否则会维持

原有挡位继续运行ꎮ 因此ꎬ实验选取的两次电容差值

应与级差电流对应ꎮ 以触发实验所用设备为例ꎬ设备

的级差电流为 ４.８ Ｖꎬ对应电容差值应为 ２.５ μＦꎮ
除此ꎬ实验选取的电容应大于消弧线圈调整下

限值 ５０ Ａ 对应的电容值ꎬ即 ２６.３ μＦꎮ 实验可安排选

取 ２７ μＦ 和 ２９.５ μＦ 的两个电容ꎬ分别串入消弧线圈

回路中ꎬ若消弧线圈控制系统在电容变为 ２９.５ μＦ
后ꎬ及时重新计算容性电流且正确升一挡ꎬ则阈值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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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确ꎻ若消弧线圈控制屏参数始终未发生变化ꎬ则
阈值设定过高ꎬ不能有效应对容性电流的微小变化ꎬ
计算不够准确ꎮ

阈值的设置也不能过低ꎬ否则使得系统中过于

微小的容性电流变化均会引起重新计算ꎮ 而如前所

述ꎬ容性电流的每次计算均需要调挡ꎬ频繁计算导致

频繁调挡ꎬ对消弧线圈有载开关的寿命会造成一定

的影响ꎮ
３)在同一个变电站存在多台消弧线圈并列运

行时ꎬ涉及到消弧线圈通信配合及容量承受两方面

问题ꎮ
以某 １１０ ｋＶ 变电站为例ꎬ其接线方式如图 ５ 所

示ꎬ有 ３ 台消弧线圈分别连接在不同段的母线上ꎮ 正

常运行方式是 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４、９０３ 断路器为合位ꎬ９１２、
９３４ 断路器为分位ꎬ３ 台消弧线圈各自独立运行ꎮ

图 ５　 某 １１０ ｋＶ 变电站一次接线

　 　 若 ３ 台变压器任一台故障时ꎬ为合理分配负荷ꎬ
使得剩余两台变压器各带两段母线负荷ꎬ导致 １ 号

消弧线圈单独运行ꎬ２、３ 号消弧线圈并列运行ꎮ 因

此ꎬ需要考虑 １ 号消弧线圈容量是否满足对应的Ⅰ、Ⅱ
段母线上对地电容电流要求ꎬ能否在容性电流很大

时提供相应的补偿电流ꎮ 除此ꎬ还需考虑 ２、３ 号消

弧线圈主从设置ꎬ保证及时供应电感电流ꎮ
　 　 若 ３ 台变压器任两台变压器故障时ꎬ剩余一台

变压器需带全站负荷ꎬ此时ꎬ则需考虑 ３ 台消弧线圈

同时并列运行的问题ꎮ 一般情况下ꎬ设定两台消弧

线圈为主机ꎬ另一台为从机ꎮ 对于主机定挡在哪个

挡位以及从机满挡后另两台主机怎么再次分配ꎬ都
会影响到对容性电流的补偿是否准确ꎮ

综上所述ꎬ针对多台消弧线圈运行的问题ꎬ提出

了在投运前需根据不同运行方式ꎬ设定消弧线圈的

运行策略ꎬ避免消弧线圈因运行方式改变导致其容

量不能承受变化后的容性电流ꎬ进而补偿不准确ꎬ引
发虚幻接地ꎮ

４　 结　 论

通过对消弧线圈控制原理的分析及消弧线圈内

部各参数设置的探讨ꎬ归纳总结了生产实践当中引

发虚幻接地的众多原因ꎬ并通过实验进一步深入分

析上述原因的影响ꎮ 针对触发电压存在的现实问

题ꎬ创新性地提出了触发结构的改造升级ꎬ可有效抑

制虚幻接地的产生ꎬ并对触发阈值的检验及消弧线

圈并列运行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参考方案ꎬ具有一定

的工程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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