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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ＷＭ 波形特征的励磁涌流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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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励磁涌流与区内故障电流波形特征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用调制得到脉冲宽度调制

（ＰＷＭ）波形特征来识别励磁涌流的方法。 分析了利用励磁涌流调制得到 ＰＷＭ 波形与利用故障电流调制得

到 ＰＷＭ 波形的差异，设置了 ２ 个判据来识别励磁涌流和区内故障电流。 所提方法原理简单，灵敏性好，具有

一定抗电流互感器饱和能力，可靠性高。 ＭＡＴＬＡＢ 仿真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可准确、快速识别各种情况下的

励磁涌流和变压器区内故障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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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差动保护是电力变压器的主保护。 随着变压器
的容量越来越大，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快速性和可靠
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励磁涌流与变压器区内故障
电流的识别一直以来都是变压器差动保护研究的重
点。 目前工程上主要利用 ２ 次谐波原理［１］、间断角
原理［２］和波形特征原理［３⁃８］ 识别励磁涌流。 但是近
年来由于励磁涌流造成变压器保护误动的案例不在
少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寻求更快速和高效的励磁
涌流识别方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少新的励磁涌流
识别方法。 文献［９］利用构造的平行四边形来识别
励磁涌流，但是该方法对采样频率要求高，计算量大
且对计算精度要求高。 文献［１０］提出了在直方图
的基础上利用波形分布特征来识别励磁涌流。 该方
法原理简单、计算量小、灵敏性好，但是抗干扰能力
不强，在电流互感器饱和等情况下该判据会失效。
文献［１１］利用 Ｐｒｏｎｙ 算法拟合基波和 ２ 次谐波的能
量式，利用基波能量与 ２ 次谐波能量之比在发生区
内故障时远大于励磁涌流的原理来识别励磁涌流，
但是当发生严重的区内故障以及存在直流偏磁和电
流互感器饱和时，２ 次谐波能量很大，会使该方法
失效。

本文利用励磁涌流的波形特征，将信号波与载
波进行调制，通过得到的脉冲宽度调制（ＰＷＭ）波形
的特点来识别励磁涌流。 本文提出了 ２ 个励磁涌流
识别判据，双判据的综合使用可以准确地识别各种
情况下的励磁涌流，与 ２ 次谐波制动法和间断角识
别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的灵敏度更高，且识别时
间短。

１　 励磁涌流及其 ＰＷＭ 波形特点

１．１　 励磁涌流波形特点

励磁涌流含有非平稳波峰及大量的非周期分
量，且波形之间存在间断，其波形与正弦波存在较大
差距［１２⁃１３］，如图 １ 所示。 根据调制法原理可知，信号
波与载波信号进行调制时，会得到与信号波冲量相
等的 ＰＷＭ 波形。 若信号波为正弦波，与等腰三角
形载波进行调制时会得到一系列等幅不等宽的
ＰＷＭ 波形，且其宽度按正弦函数变化。 当信号为励
磁涌流时，由于间断角及非周期分量的存在，其产生
的 ＰＷＭ 波形会有一段长时间的缺失，且 ＰＷＭ 波形
的脉冲分布与正弦波调制产生的 ＰＷＭ 波形也有较
大不同，因此可利用该特点识别励磁涌流。

图 １ 励磁涌流与区内故障电流

Ｆｉｇ．１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１．２　 ＰＷＭ 波形的获得

取差流在 １ 个工频周期内的采样数据 ｘ（ ｉ）（ ｉ ＝
１，２，…，Ｎ，本文取 Ｎ＝ ８０，即采样频率为 ４ ０００ Ｈｚ），
然后进行下列处理。

ａ． 对 １ 个工频周期内的采样数据进行滤波去
噪，然后进行取绝对值和归一化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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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ｉ）＝ ｘ（ ｉ）
ｍａｘ［ ｘ（ ｉ） ］

　 ｉ＝ １，２，…，Ｎ （１）

ｂ． 产生等腰三角形锯齿波载波 ｐ（ ｉ） （ ｉ ＝ １，２，
…，Ｎ），载波比为 ２０（即载波信号的频率为 １ ０００
Ｈｚ，周期为 １ ｍｓ），幅值为 １．１。

ｃ． 按下列原则调制产生 ＰＷＭ 波：

　 ＰＷＭ（ ｉ）＝ １ ｘ（ ｉ）－ｐ（ ｉ）≥ε
０ ｘ（ ｉ）－ｐ（ ｉ）＜ε{ 　 ｉ＝ １，２，…，Ｎ （２）

其中，ε 为附加系数。
正常情况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流并不为

０，而是接近于 ０，为了消除这种影响，本文中取 ε ＝
０．０１。

２　 励磁涌流识别判据

２．１　 励磁涌流识别判据 １
图 ２、图 ３ 分别为按照第 １ 节方法对区内故障电

流和励磁涌流进行处理后产生的 ＰＷＭ 波形，图中，
纵轴为标幺值。

图 ２ 区内故障电流及其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图 ３ 励磁涌流及其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３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由调制特性可知，当一段连续正半弦波与载波
进行调制时，ＰＷＭ 波幅值为 ０ 的区间不会超过 １ 个
载波周期（即１ ｍｓ）， 经过取绝对值处理后进行调
制，ＰＷＭ 波幅值为 ０ 的区间也不会超过 ２ 个载波周
期。 区内故障电流的 ＰＷＭ 波幅值为 ０ 的区间出现
在故障电流过零点，正好对应载波零点，如故障角为
０°的情况下，取绝对值时区内故障电流的 ＰＷＭ 波形
在 ２ 个载波周期内为 ０，但不会超过 ２ 个载波周期。
而励磁涌流中存在间断角，调制产生的 ＰＷＭ 波幅值
在间断角期间为 ０，时间较长。 故设置励磁涌流识别
判据 １ 如式（３）所示（为便于叙述，下文简称判据 １）。

ΔＴ≥２．５ ｍｓ （３）
其中，ΔＴ 为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０ 的区间的最大长度。

由于载波信号周期为 １ ｍｓ，考虑一定的裕量系
数，本文阈值取 ２．５ ｍｓ，而 ２．５ ｍｓ 对应 １ 个工频周期
的角度为 ４５°，且其中还包含了信号波本身比载波小
的部分，实际上当间断角小于 ４５° 时也可能满足判
据 １，但不存在间断角时肯定不满足该判据。 判据 １
极大地减小了利用间断角原理识别励磁涌流的阈
值，使得励磁涌流识别更加快速、准确。
２．２　 励磁涌流识别判据 ２

在对称性涌流或电流互感器饱和等情况下，励
磁涌流间断角将减小甚至消失，或者出现上下偏移
的情况，导致判据 １ 失效（如图 ４ 所示，其中图 ４
（ｂ）、（ｃ）的纵轴为标幺值）。

图 ４ 电流互感器饱和时的励磁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４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ｗｈｅｎ
Ｃ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取一段标准工频正弦波最大值到最小值及其之
间半周期的采样数据（１ 个周期采样 ８０ 点，则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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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最小值及其之间数据为 ４１ 点），进行滤波和归
一化处理；同时，从待分析信号 １ 个周期的采样数据
中取出最大值与最小值及之间的数据进行滤波和归
一化处理。 若待分析信号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
采样点数不足 ４１ 点，不足的点通过在后面补 ０ 获
得；若采样点数超过 ４１ 点，只取前 ４１ 个采样点。 若
待分析信号在采样的起点处为最大值，则将标准半
周期正弦采样数据减去待分析信号采样数据；若待
分析信号在采样的起点处为最小值，则将标准正弦
波的采样值取负后再与待分析信号的采样值作差。
最后，将得到的差值取绝对值后再与载波进行调制。

图 ４ 所示的励磁涌流和图 ２ 所示的区内故障电
流的最值间半周期数据差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分
别如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图中，纵轴均为标幺值。

图 ５ 电流互感器饱和时励磁涌流与标准

正弦波的半周期数据差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ｎｅ ｗａｖｅ
ｉｎ ｈａｌｆ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ｗｈｅｎ Ｃ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图 ６ 区内故障电流与标准正弦波的

半周期数据差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ｉｎｅ ｗａｖｅ ｉｎ ｈａｌｆ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由图 ５、６ 可见，区内故障电流的最值间半周期
数据差很小，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矩形

波个数少甚至为 ０，且脉宽很小，而励磁涌流最值间
半周期数据差很大，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矩形波个数多且脉宽较大。 据此提出励磁涌流识
别判据 ２，见式（４）（为便于叙述，下文简称判据 ２）。

∑
ｎ

ｉ ＝ １
Ｔｉ ≥ Ｔｓｅｔ （４）

其中，Ｔｉ 为第 ｉ 个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 的脉宽；ｎ 为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 的脉宽总数；Ｔｓｅｔ为阈值。

判据 ２ 用于统计半个工频周期内 ＰＷＭ 波形中
幅值为 １ 时的宽度，当总宽度大于等于设定的阈值
Ｔｓｅｔ 时，判断为励磁涌流，否则判断为区内故障电流。

综合利用判据 １、２ 进行励磁涌流识别：当满足
判据 １ 时，直接判断为励磁涌流；当不满足判据 １ 时
再利用判据 ２ 来识别励磁涌流。

判据 １、２ 的配合使用，可以快速有效地识别出
励磁涌流与区内故障电流。 利用调制法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来识别励磁涌流，原理简单，灵敏度高，能
准确识别各种情况下的励磁涌流，其励磁涌流识别
流程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励磁涌流识别流程图

Ｆｉｇ．７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仿真验证及分析

３．１　 仿真模型的建立

利用 ＰＳＣＡＤ 建立如图 ８ 所示的仿真模型。 其
中，变压器采用铁芯饱和型变压器模型，变比为 ２２０
ｋＶ ／ １１０ ｋＶ，容量为 ８０ ＭＶ·Ａ，变压器饱和参数设置
为空心电抗为 ０．２ ｐ．ｕ．，瞬变衰减时间常数为 １ ｓ，膝
电压为 １．２５ ｐ．ｕ．，释放磁通削减时间为 ０．１ ｓ，磁化电

图 ８ 仿真模型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流为 ２． ０％；电流互感器变比为 ６００ Ａ ／ ５ Ａ。 利用
ＰＳＣＡＤ 对不同合闸角和考虑电流互感器饱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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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变压器空投、不同类型区内故障等进行仿真实
验［１４⁃１６］，获得相应的变压器差流波形，再将波形数据
导入 ＭＡＴＬＡＢ 中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３．２　 仿真分析

对称性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见图 ９，图 ９（ｂ）、（ｃ）
的纵轴为标幺值。 由图 ９ 可见，在 １ 个工频周期内，
对称性涌流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０ 的区间最大长度为
４．７５ ｍｓ，大于阈值 ２．５ ｍｓ，则满足判据 １；最大值和最
小值间的半周期采样数据与正弦半周期数据求差后，
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 的脉宽和为 ５ ｍｓ。

图 ９ 对称性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非对称性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如图 １０ 所示，其中

图 １０（ｂ）、（ｃ）的纵轴为标幺值。 由图 １０ 可见，变压

器空投时单向偏向一侧非对称励磁涌流 １ 个周期内

调制所得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０ 的区间最大长度为 ８．
７５ ｍｓ，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半周期采样数据与正

弦半周期数据求差后，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

为 １ 的脉宽和为 ３．５ ｍｓ。
发生区内单相接地时的故障电流及 ＰＷＭ 波形

如图 １１ 所示，其中图 １１（ｂ）、（ｃ）的纵轴为标幺值。
由图 １１ 可见，１ 个工频周期内的区内故障电流调制
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０ 的最大区间长度为 ０．７５
ｍｓ，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半周期采样数据与正弦
半周期数据求差后，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
的脉宽和为 ０。

由上述分析可见，判据 １ 可以识别大部分的励
磁涌流。 为了更好地区分区内故障电流与励磁涌

流，判据 ２ 的阈值 Ｔｓｅｔ取 １．２５ ｍｓ。 通过大量仿真实

验证明，区内故障电流与励磁涌流测得的数据与 ２

图 １０ 非对称性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１０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图 １１ 区内单相接地故障电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个判据的阈值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利用调制得到
的 ＰＷＭ 波形特征能够准确地识别励磁涌流。

表 １ 列出了在不同合闸角下的变压器空投时的

ΔＴ 和∑Ｔ 的值，表 ２ 列出了发生不同类型的区内故

障时 ΔＴ 和∑Ｔ 的值。 由表 １、２ 可见，设定的 ２ 个判

据阈值可有效区分励磁涌流与区内故障电流。
对于不同类型（双绕组 ／三绕组 ／自耦、单相 ／三

相共体 ／三相分体）、不同参数（容量、电压等级、变
比及其他参数）的变压器，其励磁涌流和内部故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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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不同合闸角时的励磁涌流识别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ｓ

合闸角 ／
（ °）

ΔＴ ／ ｍｓ ∑ Ｔ ／ ｍｓ
Ａ 相 Ｂ 相 Ｃ 相 Ａ 相 Ｂ 相 Ｃ 相

识别结果

０ ８．７８ ８．７５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００ ３．７５ 励磁涌流

４５ ７．７５ ３．５０ ９．７５ ３．２５ ３．２５ ３．２５ 励磁涌流

９０ ５．００ ８．２５ ９．７５ ３．００ ３．２５ ２．７５ 励磁涌流

１３５ ４．５０ ８．５０ ８．７５ ３．５０ ３．２５ ２．７５ 励磁涌流

１８０ １０．２５ ８．７５ ２．７５ ３．００ ２．７５ ３．７５ 励磁涌流

２２５ ９．５０ ３．７５ １０．２５ ３．２５ ３．２５ ２．５０ 励磁涌流

２７０ ４．７５ １０．７５ ８．５０ ３．００ ３．２５ ２．７５ 励磁涌流

３１５ １０．５０ ９．２５ ９．７５ ３．５０ ２．７５ ３．２５ 励磁涌流

表 ２ 不同类型区内故障的仿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故障类型 ΔＴ ／ ｍｓ ∑ Ｔ ／ ｍｓ 识别结果

单相接地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２５ 区内故障

两相接地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２５ 区内故障

三相短路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２５ 区内故障

相间故障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２５ 区内故障

接地故障合闸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５ 区内故障

相间故障合闸 ０．７５～１．７５ ０～０．５ 区内故障

图 １２ 发生电流互感器饱和时的区内

故障电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１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ｗｈｅｎ Ｃ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流具有相同的 ＰＷＭ 波形特征，因此可以采用相同
的阈值进行有效识别。
３．３　 抗电流互感器饱和分析

在系统发生故障时，由于非周期分量与剩磁等
因素的影响，容易发生电流互感器饱和。 电流互感
器饱和对变压器差动保护影响很大，在已有的励磁
涌流识别方法中较少考虑到电流互感器饱和因素。
图 １２ 为发生电流互感器饱和时的区内故障电流的

ＰＷＭ 波形（图 １２（ｂ）、（ｃ）纵轴为标幺值），其 ΔＴ ＝
０．７５ ｍｓ、∑Ｔ＝ ０．２５ ｍｓ，都不超过对应的判据阈值。
图 １３ 为发生电流互感器饱和时励磁涌流的 ＰＷＭ 波
形（图 １３（ｂ）、（ｃ）纵轴为标幺值），其 ΔＴ ＝ ３．７５ ｍｓ、

∑Ｔ＝ ５．２５ ｍｓ，均大于对应的判据阈值。

图 １３ 发送电流互感器饱和时的

励磁涌流及 ＰＷＭ 波形

Ｆｉｇ．１３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ｗｈｅｎ ＣＴ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因此可以看出利用调制所得 ＰＷＭ 波形特征来
识别励磁涌流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抗饱和性。

４　 结论

本文在分析励磁涌流与变压器区内故障电流波
形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 ＰＷＭ 波形特征
的励磁涌流识别方法。 该方法利用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特征识别励磁涌流。 通过计算采样 １ 个
工频周期数据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０ 的区
间最大长度，以及最值间半周期数据差调制得到的
ＰＷＭ 波形幅值为 １ 的脉宽和，设置了 ２ 个有效区分
励磁涌流和区内故障电流的阈值。 大量仿真表明本
文方法简单有效，灵敏度高，识别时间短，并具有一
定的抗电流互感器饱和能力。

参考文献：

［ １ ］ 邵德军，尹项根，张哲，等． 改进型二次谐波励磁涌流制动方法

［Ｊ］ ． 电网技术，２００６，３０（２４）：８４⁃８８．
ＳＨＡＯ Ｄｅｊｕｎ，ＹＩＮ Ｘｉａｎｇｇｅｎ，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ｉｚｉｎｇ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０（２４）：８４⁃８８．

［ ２ ］ 姚东晓，张凯，贺要锋，等． 变压器多特征励磁涌流识别方案研



　　 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第 ３８ 卷

究［Ｊ］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７，４５（１３）：１４９⁃１５４．
ＹＡＯ Ｄｏｎｇ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ＨＥ Ｙａｏ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ｕｌｔｉ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４５（１３）：１４９⁃１５４．

［ ３ ］ 王业，陆于平，蔡超，等． 采用自适应数据窗电流的励磁涌流鉴

别方法［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４）：７０２⁃７１１．
ＷＡＮＧ Ｙｅ，ＬＵ Ｙｕｐｉｎｇ，ＣＡＩ 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 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ｉｎｇ ｉｎｒｕｓｈ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ｎｄｏｗ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Ｊ］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４，３４（４）：７０２⁃７１１．

［ ４ ］ 王业，袁宇波，高磊，等． 基于 ＦＳＡＤ 及非周期分量的励磁涌流

鉴别算法［Ｊ］ ． 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２１）：１２７⁃１３５．
ＷＡＮＧ Ｙｅ，ＹＵＡＮ Ｙｕｂｏ，ＧＡＯ Ｌｅｉ，ｅｔ ａｌ． 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ｍａｇｎｅｔｉｚｉｎｇ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ＳＡＤ ａｎｄ ａ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３０（２１）：１２７⁃１３５．

［ ５ ］ 邵文权，乔妮，王建波． 基于波形互相关系数的变压器励磁涌流

识别方法［Ｊ］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５，４３（２３）：１４⁃２０．
ＳＨＡＯ Ｗｅｎｑｕａｎ，ＱＩＡＯ Ｎｉ，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ｂｏ．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ｃｒｏ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４３（２３）：
１４⁃２０．

［ ６ ］ 徐岩，周霏霏． 基于幅值特征的变压器励磁涌流和故障电流识

别［Ｊ］ ． 电网技术，２０１１，３５（９）：２０５⁃２０９．
ＸＵ Ｙａｎ，ＺＨＯＵ Ｆｅｉｆｅｉ．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ｒｏｍ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５（９）：２０５⁃２０９．

［ ７ ］ 凌光，苏斌． 一种基于差流波形特征的励磁涌流识别方法［ Ｊ］ ．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５，４３（６）：１９⁃２３．
Ｌ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ＳＵ Ｂｉｎ．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４３（６）：１９⁃２３．

［ ８ ］ 尤夏，张艳霞． 波动误差结合峰一峰间距法识别变压器励磁涌

流［Ｊ］ ．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２，３６（１４）：３６⁃４０，４５．
ＹＯＵ Ｘｉａ，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ｘｉａ．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ｙ ｆｌｕｃ⁃
ｔｕ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ｅａｋ ｔｏ ｐｅａｋ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 ３６ （ １４）： ３６⁃
４０，４５．

［ ９ ］ 闫富平，段建东，李笑，等． 利用动态四边形分析的配电网励磁

涌流识别方法［Ｊ］ ． 电网技术，２０１５，３９（７）：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ＹＡＮ Ｆｕｐｉｎｇ，ＤＵＡＮ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ｑｕａｄ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９（７）：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１０］ 王雪，王增平． 基于波形时域分布特征的变压器励磁涌流识别

［Ｊ］ ． 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４８⁃１５４．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ＷＡＮＧ Ｚｅｎｇｐ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ｉｍ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４８⁃
１５４．　

［１１］ 黄少锋，申洪明，刘欣，等． 基于能量信息的变压器励磁涌流识

别方法［Ｊ］ ．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４，３８（１８）：１１０⁃１１３．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ａｏｆｅｎｇ，ＳＨＥＮ 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Ｕ Ｘｉｎ，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３８（１８）：１１０⁃１１３．

［１２］ 骆健，吴罡明，丁大德． 一种高可靠的自适应励磁涌流制动方法

［Ｊ］ ．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０，３４（２）：８０⁃８３．
ＬＵＯ Ｊｉａｎ，ＷＵ Ｇ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ＩＮＧ Ｄａｄｅ． Ａ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３４（２）：８０⁃８３．

［１３］ ＮＡＧＨＩＺＡＤＥＨ Ｒ Ａ，ＶＡＨＩＤＩ Ｂ，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ＡＮ Ｓ 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Ｊｉｌｅｓ⁃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ｈｙｓｔｅｒｅ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ｕｒｏ⁃ｓｈｕｆｆｌｅｄ ｆｒｏｇ⁃ｌｅａｐ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Ｊ］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２，６（９）：７２７⁃７３４．

［１４］ 马静，王增平，王政军． 基于网格曲线频率特性识别励磁涌流

［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０８，２８（７）：２９⁃３２，３６．
ＭＡ Ｊｉｎｇ，ＷＡＮＧ Ｚｅ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ｊｕ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ｇｒｉｌｌｅ ｃｕｒｖｅ［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８，２８（７）：２９⁃３２，３６．

［１５］ 杜泽民，江亚群，黄纯，等． 基于 Ｔｓａｌｌｉｓ 小波熵的变压器励磁涌

流识别方法［Ｊ］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６，５２（４）：２５５⁃２６０．
ＤＵ Ｚｅ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Ｙａｑ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ｓａｌｌｉｓ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ｅｎｔｒｏｐｙ ［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５２（４）：２５５⁃２６０．

［１６］ 王雪． 变压器励磁涌流特征空间综合识别方法［ Ｊ］ ． 电力自动

化设备，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８３⁃８６
ＷＡＮＧ Ｘｕ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ｒｕ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２，３２（１１）：８３⁃８６．

作者简介：

胡　 松

　 　 胡 　 松（１９９３—），男，安徽安庆人，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Ｅ⁃ｍａｉｌ：２８０４７７５５７５＠ｑｑ．ｃｏｍ）；
江亚群（１９７１—），女，湖南长沙人，副

教授，博士，通信作者，研究方向为智能配电

网和电气信号处理（Ｅ⁃ｍａｉｌ：ｙａｑｕｎｊｉａｎｇ＠２１ｃｎ．
ｃｏｍ）；　

黄　 纯（１９６６—），男，湖南长沙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智能配电网、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电

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Ｅ⁃ｍａｉｌ：ｙｅｌｌｏｗｐｕｒｅ＠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ＨＵ Ｓ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ｑ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ｈｕｎ，ＧＡＯ Ｙｕｎｐ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８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ＰＷＭ（Ｐｕｌｓｅ Ｗｉｄｔｈ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ｔｗ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ｒｅ ｓｅｔ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ｙ ＭＡＴＬＡＢ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ｒｕｓ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ＰＷＭ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