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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确保 1000kV变电站安全、经济运行，保证其供电可靠性，使我国特高压变电站运行管理工作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特编制本标准，用于指导 1000kV变电站现场运行规程的编制。 

本标准根据我国现有 500kV及 750kV变电站现场运行经验，参照国内外现有 1000kV交流系统技术

的研究成果和技术标准编制。1000kV 变电站运行规程的编制，除应执行本标准外，还应符合现行的国

家标准和电力行业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包含以下 6个部分： 

第 1部分：设备概况 

第 2部分：运行方式和运行规定 

第 3部分：设备巡检 

第 4部分：设备异常及事故处理 

第 5部分：典型操作 

第 6部分：变电站图册 

本标准的本部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的本部分由特高压交流输电标准化技术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的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公司运行分公司。 

本标准的本部分的主要起草人：王晓希、吴巾克、李建建、原敏宏、王志平、张嘉涛、谢松、李忠

全、杨爱民、陕华平、张海燕、秦艳伟、解涛、毛建坤。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管理中心（北京市白广路二条

一号，10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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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kV 变电站运行规程 
第 5 部分：典型操作 

 

1 范围 

本标准的本部分规定了 1000kV变电站现场运行规程的典型操作部分应具有的内容。 

本标准的本部分适用于 1000kV变电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L/T 961—2005 电网调度规范用语 

3 操作票填写项目 

3.1 操作票上应填写单位、编号、发令人、受令人、发令时间、操作开始时间、操作结束时间、操作
人签名、监护人签名、值班负责人签名、操作任务和操作项目。 

3.2 操作票填写操作项目应包括以下内容： 

3.2.1 应拉合的设备（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闸等），验电，装拆接地线，安装或拆除控制回路或
电压互感器回路的熔断器，切换保护回路和自动化装置及检验是否确无电压等。 

3.2.2 拉合设备（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刀闸等）后检查设备的位置。 

3.2.3 进行停、送电操作时，在拉、合隔离开关，手车式断路器拉出、推入前，检查断路器确在分闸位
置。 

3.2.4 在进行倒负荷或解、并列操作前后，检查相关电源运行及负荷分配情况。 

3.2.5 设备检修后合闸送电前，检查送电范围内接地刀闸已拉开，接地线已拆除。 

4 倒闸操作管理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倒闸操作应按设备管辖范围，根据调度员的命令填写倒闸操作票，变电站的现场运行规程应明确
本站设备的调度管辖范围。 

4.1.2 只有经调度部门批准有权接调度指令的当值运行人员才能进行调度业务联系；变电站进行倒闸操
作调度业务联系时，必须使用普通话及调度术语，互报单位、姓名。严格执行下令、复诵、录音、记录

和汇报制度，发布指令应准确、清晰，使用规范的调度术语和设备双重名称，即设备名称和编号。受

令单位在接受调度指令时，受令人应主动复诵调度指令并与发令人核对无误，待发令人确认并下达下

令时间后方可执行；指令执行完毕后应立即向发令人汇报执行情况，并以汇报完成时间确认指令已执

行完毕。 

4.1.3 倒闸操作按规定填写操作票，操作前进行模拟预演。填票人员应清楚操作任务和操作顺序，掌握
运行方式及设备状态，操作票应由具有审核资格的人员审核合格后执行。 

4.1.4 监护人、操作人应根据值班负责人的操作指令进行倒闸操作，监护人、操作人接令后复诵无误方
可执行。操作人员（包括监护人）应了解操作目的和操作顺序。对指令有疑问时应向发令人询问清楚无

误后执行。对于重要和复杂的倒闸操作，由当值的正值班员操作，值长或者副值长监护。 



DL / T 306.5 — 2010 

53 

4.1.5 倒闸操作可以通过就地操作、遥控操作、程序操作完成。1000kV 级设备停、送电必须进行遥控

操作，就地操作、程序操作只允许在设备检修状态下使用。 

4.1.6 变电站的倒闸操作应实行监护操作，监护操作时，其中一人对设备较为熟悉者作监护。 

4.1.7 倒闸操作应按规定填写操作票，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一个操作任务，严禁颠倒操作顺序，严禁跳
项操作，操作过程中不得进行与操作无关的工作。 

4.1.8 下列各项工作可以不用操作票，但应做好记录，事故应急处理应保存原始记录： 

a） 事故应急处理。 

b） 拉合断路器（开关）的单一操作。 

c） 拉开或拆除全站唯一的一组接地刀闸或接地线。 

4.1.9 操作过程中遇有事故时，应停止操作，报告调度；遇有疑问时，应向发令人询问清楚确认无误后，
再进行操作。 

4.1.10 在变压器的并（解）列操作中，应检查各侧断路器分、合位置及各侧负载的分配情况。 

4.1.11 继电保护及安全稳定自动装置的压板投退应按照调度指令执行。新设备首次投入的保护压板的
操作，值班人员应在继电保护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继电保护与一次设备联动试验时，值班人员应与

专业人员共同进行，并采取防止误动、误碰的措施。 

4.1.12 新设备首次送电或设备检修后，值班人员在送电前应进行现场检查。 

4.2 倒闸操作原则 
4.2.1 停电操作时先操作一次设备，后停用保护；送电时，先加用保护，后操作一次设备。 

4.2.2 若系统送电操作涉及两个系统时，原则上在短路容量大的一侧停送电，在短路容量小的一侧解合
环，尽量减小操作过电压。 

4.2.3 停电拉闸操作应按照断路器—负荷侧隔离开关—电源侧隔离开关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作
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禁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 

4.2.4 系统并列的条件为：相序相同、频率偏差在 0.1Hz以内；机组与电网并列，并列点两侧电压偏差

在±1%以内；电网与电网并列，并列点两侧电压偏差在±5%以内。 

4.2.5 1000kV变压器在投入运行前，必须检查调压变压器分接开关的位置符合要求。 

4.2.6 新安装的 1000kV变压器投运前宜进行零起升压，并进行空载冲击合闸试验 3次，大修后 2次。

第 1次冲击合闸后的带电运行时间不少于 30min，停电 10min后继续第二次操作，其后每次合闸后带电

运行时间可逐次缩短，但不应少于 5min。 

4.2.7 用断口带并联电容的断路器拉、合装有电磁型电压互感器的空载母线时，应先将该互感器停用。 

4.2.8 不同的站用电系统，转移负载前，低压侧负载应先拉后合。 

4.2.9 断路器合闸前，变电站必须检查继电保护已按规定投入。断路器合闸后，变电站必须检查确认三
相均已接通。 

4.2.10 交流母线为 3/2 接线方式，设备送电时，应先合母线侧断路器，后合中间断路器；停电时应先

拉开中间断路器，后拉开母线侧断路器。 

4.2.11 断路器因本体或操动机构异常出现“合闸闭锁”尚未出现“分闸闭锁”时，变电站值班员可根
据情况向调度申请拉开此断路器。 

4.2.12 下列情况下不得对断路器进行遥控操作： 

a） 控制回路故障。 

b） 操动机构压力异常。 

c） 监控信息与实际不符。 

4.2.13 正常运行时断路器的“远方/就地”选择开关应在“远方”位置。 

4.2.14 拉合隔离开关前，应检查相关断路器在断开位置。 

4.2.15 不允许使用隔离开关切、合空载线路、并联电抗器和空载变压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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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6 未经试验不允许使用隔离开关向母线充电。 

4.2.17 未经试验不允许用隔离开关拉合母线环流操作，且操作时需远方进行。 

4.2.18 操作线路并联电抗器隔离开关或合上线路侧接地刀闸之前，必须检查线路确无电压（线路 CVT

二次小开关合上的条件下进行）。只有在电抗器隔离开关已经拉开，线路侧接地刀闸已合上之后，才能

断开线路 CVT二次小开关，送电时相反。 

4.2.19 电压互感器停电操作时，先断开二次侧空气开关（或取下二次熔断器），后拉开一次侧隔离开关。
送电操作顺序相反。一次侧未并列运行的两组电压互感器，禁止二次侧并列。 

4.3 变压器操作原则 
4.3.1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 

a） 电压比相同。 

b） 阻抗电压相同。 

c） 接线组别相同。 

4.3.2 变压器停电操作，一般应先停低压侧、再停中压侧、最后停高压侧（升压变压器和并列运行的变
压器停电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顺序）；操作过程中可以先将各侧断路器操作到断开位置，再逐一按照

由低到高的顺序操作隔离开关到断开位置（隔离开关的操作须按照先拉变压器侧隔离开关，再拉母线侧

隔离开关的顺序进行）。 

4.3.3 两台及以上变压器并列运行，若其中某台变压器需停电，在未拉开该变压器断路器之前，应检查
总负荷情况，确保一台停电后不会导致运行变压器过负荷。 

4.4 断路器操作原则 
4.4.1 下列情况下，必须停用断路器自动重合闸装置： 

a） 重合闸装置异常时。 

b） 断路器切断故障电流次数超过规定次数。 

c） 线路带电作业要求停用自动重合闸装置时。 

d） 线路有明显缺陷时。 

e） 对线路充电时。 

f） 其他按照规定不能投重合闸装置的情况。 

4.4.2 若发现操作 SF6断路器漏气时，应立即远离现场（戴防毒面具、穿防护服除外）。室外应远离漏

气点并处在上风口；室内应撤至室外。 

4.4.3 手车式断路器的机械闭锁应灵活、可靠，禁止将机械闭锁损坏的手车式断路器投入运行或列为备
用。 

4.5 母线操作原则 
4.5.1 母线操作时，应根据继电保护的要求调整母线差动保护运行方式。 

4.5.2 母线停、送电操作时，应作好电压互感器二次切换，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向母线反充电。 

4.6 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操作原则 
4.6.1 当一次系统运行方式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对继电保护装置及安全自动装置进行调整。 

4.6.2 同一元件或线路的两套及以上主保护禁止同时停用。 

4.6.3 运行中的保护及自动装置需要停电时，应先退出相关压板，再断开装置的工作电源。投入时，应
先检查相关压板在断开位置，再投入工作电源，检查装置正常，测量压板各端对地电位正常后，才能投

入相应的压板。 

4.6.4 保护及自动装置检修时，应将电源空气开关（熔断器）、信号电源隔离开关、保护和计量电压空
气开关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