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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发生同母多回线接地故障时，每条馈线的零序电流相比于单回线故障时有较大差

别，馈线零序电流保护可能不正确动作。 为此，首先推导了发生多回线同名相单相接地与单回线单相接地故

障时馈线零序电流间的关系，揭示了保护不正确动作机理。 提出了考虑负荷且能适用于不同类型多回线接

地故障的零序电流计算方法。 基于实际变电站参数搭建 ＲＴＤＳ 仿真模型，分析了不同类型多回线接地故障

对零序电流保护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适应馈线零序电流保护方案，利用故障前电压等参数将发生

多回线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修正为发生单回线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在不改变原有保护定值的情况下

使零序电流保护能够自主适应于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障。 基于 ＲＴＤＳ 和自主研发的保护测控装置的测

试结果表明，所提保护方案不受负荷电流的影响，能够在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障发生时正确动作，且能

够提高馈线零序电流保护对过渡电阻的耐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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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相比于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小电阻接地系统
能更准确地定位故障和排除故障，降低过电压，被越
来越多的大中城市配电网所采用［１⁃５］。 小电阻接地
配电网由于存在零序电流通路，在不对称接地故障
发生后，零序电流较大，一般会采用相应的零序电流
保护清除故障［６⁃７］。 同时，随着同塔多回架空线和同
沟多回电缆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配电网发生同母
多回线同时或相继接地故障的概率大幅增加，此时
的零序电流将出现与发生单回线接地故障时不同的
特征［８⁃９］。

目前针对小电阻接地系统零序电流保护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单回线接地故障方面［１０⁃１１］。 相比单回线
故障，发生同母多回线同名相接地故障时，馈线零序
电流因分流而大幅减小，可能导致零序保护拒动，甚
至会造成母线接地变压器的零序保护越级误动，扩
大停电范围。 而发生同母多回线异相接地故障时，
零序电流会显著增大，可能导致零序保护误动。 为
此，工程上主要采用延长母线接地变压器零序电流
保护的时间和降低馈线零序电流保护定值等方
法［１０⁃１１］，但这些方法降低了变压器保护的速动性，也
无法解决馈线零序保护误动的问题。 因此，需要进
一步提高小电阻接地配电网馈线零序电流保护的灵
敏性和选择性。

对此，文献［１２］提出了一种适用于配电网发生
相继接地故障情况的零序保护定值整定方法，但所

提定值整定方法的依据主要是现场运行和继电保护
整定经验，没有严格的理论推导，且仅能适用于多回
线发生相继接地故障的情况。 文献［１３］推导了单
回线和多回线接地故障零序电流关系，提出了相应
的零序电流计算方法和保护方案。 然而，该方法以
忽略线路负荷电流为前提，不符合工程实际。 此外，
该方法仅适用于多回线同相接地故障，不适用于异
相接地等其他故障类型。 因此，亟需针对小电阻接
地配电网同母多回线故障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分
析，构建能够适用于不同类型多回线接地故障且不
受负荷影响的零序电流保护方案。

对此，本文首先对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单回线及
多回线接地故障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了多回线与
单回线发生接地故障时馈线零序电流关系，进而提
出了考虑负荷且能适用于不同类型多回线接地故障
的零序电流计算方法。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自
适应馈线零序电流保护方案，利用故障前电压等参
数将不同类型多回线接地故障情况下的零序电流修
正为单回线空载接地故障情况下的的零序电流，从
而在不改变原有保护定值的情况下使馈线零序电流
保护能够自主地适应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障。
最后基于 ＲＴＤＳ 和自主研发的保护测控装置对所提
保护方案进行了验证。

１　 小电阻接地系统多回线接地故障分析

基于单回线的传统零序电流保护原理在发生
同母多回线故障时可能会不正确动作。 然而，以往
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依赖于仿真，对其机理的
解释不够明确。 因此，本节将从理论上揭示发生
多回线故障时传统零序保护可能拒动或误动的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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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如图 １ 所示。 图中，ＵＳ 为系
统电压；ＺＳ 为系统阻抗；ＺＴ０为接地变零序阻抗；Ｒ０

为中性点接地电阻；Ｌ１—Ｌｎ 为连接于同一母线的 ｎ
条馈线。

图 １ 小电阻接地配电网

Ｆｉｇ．１ Ｌｏ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１　 单回线单相接地

为了分析单回线接地故障与多回线接地故障零
序电流之间的关系，首先给出单回线接地故障的零
序电流计算方法。 以带负荷的 Ｌ１ 单独发生 Ａ 相金
属性接地故障为例，其复合序网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单回线单相接地故障复合序网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ｅｅｄｅｒ

图中，Ｚ＋
Ｓ、Ｚ

－
Ｓ 和 Ｚ０

Ｓ 分别为系统正序、负序和零

序阻抗，Ｚ０
Ｓ ＝Ｚ０

Ｔ＋３Ｒ０，Ｚ
＋
Ｓ ＝Ｚ

－
Ｓ；Ｚ

＋
Ｌ１、Ｚ

－
Ｌ１和 Ｚ０

Ｌ１分别为故

障点之前的正序、负序和零序阻抗，且 Ｚ＋
Ｌ１ ＝Ｚ

－
Ｌ１；Ｚ

＋
ＬＤ１

和 Ｚ－
ＬＤ１分别为馈线 Ｌ１ 故障点之后的线路阻抗与负

荷阻抗之和的正、负序分量；Ｉ０（１）ｆ１ 为Ｌ１ 的零序电流。
为便于叙述，下文中上标（ｍ）表示 ｍ 条馈线发

生故障、下标数字代表线路编号。
假设负荷的正、负序阻抗相等，由图 ２ 可得发生

单回线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如式（１）所示。

Ｉ ０（１）
ｆ１ ＝

ＵＳ

２（Ｚ＋
Ｓ＋Ｚ

＋
Ｌ１）＋（Ｚ０

Ｓ＋Ｚ０
Ｌ１）（Ｚ

＋
Ｓ＋Ｚ

＋
Ｌ１） ／ Ｚ

＋
ＬＤ＋（Ｚ０

Ｓ＋Ｚ０
Ｌ１）
（１）

由式（１）可知，对于小电阻接地系统，由于 Ｚ０
Ｓ

较大，（Ｚ０
Ｓ ＋Ｚ０

Ｌ１） （Ｚ＋
Ｓ ＋Ｚ

＋
Ｌ１） ／ Ｚ＋

ＬＤ这一项不能忽略，因
此，计算小电阻接地系统的零序电流必须考虑负荷
的影响。

可令 Ｚ０
Ｌ１ ＝ ｋＺ＋

Ｌ１，则当线路空载时，式 （ １） 可
变为：

Ｉ ０（１）
ｆ１ ＝

ＵＳ

Ｚ＋
Ｌ１（ｋ＋２）＋２Ｚ

＋
Ｓ ＋Ｚ０

Ｓ

（２）

式（２）为后续的多回线零序电流修正计算奠定
了基础。
１．２　 同母多回线同名相单相接地

从对零序电流保护影响的角度考虑，多回线同
相接地故障最值得关注［９，１３］，因此，本节分析这种故
障类型对传统零序电流保护的影响机理。 当带负荷
的 ｍ 条馈线在同一位置发生同名相单相金属性接
地故障时，其正序网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多回线单相接地故障正序网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ｅｅｄｅｒｓ

图中，Ｕ＋
φ．ｆ 为母线正序电压；Ｉ＋（ｍ）

ｆ１ 、Ｉ＋（ｍ）
ｆ２ 、…、Ｉ＋（ｍ）

ｆｍ

和 Ｉ＋（ｍ）
ＬＤ１ 、Ｉ＋（ｍ）

ＬＤ２ 、…、Ｉ＋（ｍ）
ＬＤｍ 分别为各馈线正序电流的故

障分量和负荷分量；Ｖ＋（ｍ）
ｆ１ 、Ｖ ＋（ｍ）

ｆ２ 、…、Ｖ＋（ｍ）
ｆｍ 为各馈线

的故障点正序电压；Ｚ＋
ＬＤ１、Ｚ

＋
ＬＤ２、…、Ｚ＋

ＬＤｍ为各馈线故
障点后线路和负荷正序阻抗之和。 由图 ３ 可得：

Ｕ ＋
φ．ｆ ＝ ＵＳ－ Ｚ ＋

Ｓ ∑
ｍ

ｉ ＝ １
（Ｉ ＋（ｍ）

ｆｉ ＋ Ｉ ＋（ｍ）
ＬＤｉ ） （３）

Ｕ＋
φ．ｆ ＝Ｚ

＋
Ｌ１（Ｉ

＋（ｍ）
ｆ１ ＋Ｉ＋（ｍ）

ＬＤ１ ）＋Ｚ＋
ＬＤ１Ｉ

＋（ｍ）
ＬＤ１ （４）

负序网是在正序网的基础上将系统电源置零，
同理可得：

Ｕ －
φ．ｆ ＝ －Ｚ

－
Ｓ ∑

ｍ

ｉ ＝ １
（Ｉ －（ｍ）

ｆｉ ＋ Ｉ －（ｍ）
ＬＤｉ ） （５）

Ｕ－
φ．ｆ ＝Ｚ

－
Ｌ１（Ｉ

－（ｍ）
ｆ１ ＋ Ｉ－（ｍ）

ＬＤ１ ）＋Ｚ－
ＬＤ１Ｉ

－（ｍ）
ＬＤ１ （６）

由于配电负荷侧不存在零序回路，同理可得：

Ｕ０
φ．ｆ＝ －Ｚ０

Ｓ∑
ｍ

ｉ ＝ １
Ｉ０（ｍ）
ｆｉ （７）

Ｕ０
φ．ｆ ＝Ｚ ０

Ｌ１Ｉ ０（ｍ）
ｆ１ ＋Ｖ ０（ｍ）

ｆ１ （８）

其中，Ｕ０
φ．ｆ为母线零序电压；Ｉ０（ｍ）

ｆｉ 为 Ｌ１ 的零序电流；
Ｖ ０（ｍ）

ｆ１ 为 Ｌ１ 的故障点零序电压。
首先分析各回线负荷相同的情况。 由于 Ｚ＋

Ｓ ＝
Ｚ－

Ｓ，则根据故障边界条件联立式（３）、（５）得：

　 Ｕ＋
φ．ｆ＋Ｕ

－
φ．ｆ ＝ＵＳ－２ｍＺ＋

Ｓ Ｉ ０（ｍ）
ｆ１ －ｍＺ＋

Ｓ（Ｉ
＋（ｍ）
ＬＤ１ ＋Ｉ－（ｍ）

ＬＤ１ ） （９）

设负荷的正负序阻抗相等，联立（４）、（６）可得：

　 Ｕ＋
φ．ｆ＋Ｕ

－
φ．ｆ ＝ ２Ｚ＋

Ｌ１Ｉ０（ｍ）
ｆ１ ＋（Ｚ＋

Ｌ１＋Ｚ
＋
ＬＤ１）（Ｉ

＋（ｍ）
ＬＤ１ ＋Ｉ－（ｍ）

ＬＤ１ ） （１０）
由于故障点故障相电压为 ０，可得：

Ｚ＋
ＬＤ１（Ｉ

＋（ｍ）
ＬＤ１ ＋ Ｉ－（ｍ）

ＬＤ１ ）－（Ｚ０
Ｌ１＋ｍＺ０

Ｓ）Ｉ ０（ｍ）
ｆ１ ＝ ０ （１１）

联立式（９）—（１１）可得到同母 ｍ 回线发生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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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单相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的表达式为：

Ｉ０（ｍ）
ｆ１ ＝

ＵＳ

２（ｍＺ＋
Ｓ＋Ｚ

＋
Ｌ１）＋（Ｚ

＋
Ｌ１＋Ｚ

＋
ＬＤ１＋ｍＺ

＋
Ｓ）（Ｚ０

Ｌ１＋ｍＺ０
Ｓ） ／ Ｚ

＋
ＬＤ１

（１２）
考虑实际情况，可将式（１２）进行简化。 通常系

统正序阻抗与线路正序阻抗之和远小于负荷阻抗，
故有（Ｚ＋

Ｌ１ ＋Ｚ
＋
ＬＤ１ ＋ｍＺ

＋
Ｓ ） ／ Ｚ＋

ＬＤ１≈１。 令 Ｚ０
Ｌ１ ＝ ｋＺ＋

Ｌ１，则由
式（１２）可得：

Ｉ０（ｍ）
ｆ１ ≈

ＵＳ

Ｚ＋
Ｌ１（２＋ｋ）＋ｍ（２Ｚ＋

Ｓ ＋Ｚ０
Ｓ）

（１３）

由于 Ｚ０
Ｓ 较大且配电网线路较短，即（２Ｚ＋

Ｓ ＋Ｚ０
Ｓ）≫

Ｚ０
Ｌ１＋２Ｚ

＋
Ｌ１，则比较式（２）和（１３）可知同母 ｍ 回线发

生同名相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约为发生单回
线故障时零序电流的 １ ／ ｍ，即：

Ｉ０（１）ｆ１ ≈ｍＩ（ｍ）
ｆ１ （１４）

此时，馈线零序保护可能拒动。
当各回线所带负荷不同时，以两回线发生同名

相单相金属性接地故障为例，由式（４）、（６）和（８）
可得：
　 　 　 Ｕφ．ｆ ＝ＺＬ１∑Ｉ０（２）ｆ１ ＋Ｚ＋

Ｌ１（Ｉ
＋（２）
ＬＤ１ ＋Ｉ－（２）ＬＤ１ ）＝

ＺＬ２∑Ｉ０（２）ｆ２ ＋Ｚ＋
Ｌ２（Ｉ

＋（２）
ＬＤ２ ＋Ｉ－（２）ＬＤ２ ） （１５）

其中，ＺＬ１∑和 ＺＬ２∑分别为各馈线故障点前的各序线
路阻抗之和。 由式（１５）可得两馈线的零序电流为：

Ｉ０（２）ｆ１ ＝
Ｕφ．ｆ－Ｚ

＋
Ｌ１（Ｉ

＋（２）
ＬＤ１ ＋Ｉ－（２）ＬＤ１ ）

ＺＬ１∑
（１６）

Ｉ０（２）ｆ２ ＝
Ｕφ．ｆ－Ｚ

＋
Ｌ２（Ｉ

＋（２）
ＬＤ２ ＋Ｉ－（２）ＬＤ２ ）

ＺＬ２∑
（１７）

由式（１６）、（１７）可知，２ 条故障馈线的零序电流
会受负荷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差别，可能出现 １ 条馈
线的零序电流大于定值而另一条馈线的零序电流小
于定值的情况。 此时，两回线的零序保护相继动作，
总动作时间延长。 此外，不同故障线路的故障点距
母线的电气距离不同（线路参数不同或故障位置不
同），同样会导致 ２ 条馈线的零序电流出现较大差
别，进而导致零序保护相继动作。 该结论将在第 ２
节通过仿真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１．３　 同母多回线异相接地故障

相比于多回线同名相接地故障，异相接地故障
发生概率更高。 此时，相当于母线发生相间短路的
情况，每条馈线的零序电流远大于单回线单相接地
时的零序电流，可能引起零序保护越级误动作。 为
分析零序保护的选择性需要准确计算零序电流，然
而对于这种类型的故障，目前多采用基于多端口理
论的复故障计算方法［１４］，该方法由于需要计算各序
网的端口阻抗，过程繁琐且不够直观。 对此，本节给

出了一种简洁有效的计算方法。 以两回线发生此类
故障为例，当 Ｌ１ 和 Ｌ２ 分别发生 Ｂ 相和 Ｃ 相金属性
接地故障时，可得到基于理想变压器的故障复合序
网如附录中图 Ａ１ 所示［１４］。 由图 Ａ１ 可得回路电流
方程如式（１８）所示。

（Ｚ＋
Ｓ＋Ｚ

＋
Ｌ１＋Ｚ

＋
ＬＤ１）Ｉ

＋
Ｌ１＋Ｚ

＋
Ｓ Ｉ

＋
Ｌ２－ａＺ

＋
ＬＤ１Ｉ ０

ｆ１ ＝ＵＳ

Ｚ＋
Ｓ Ｉ

＋
Ｌ１＋（Ｚ

＋
Ｓ＋Ｚ

＋
Ｌ２＋Ｚ

＋
ＬＤ２）Ｉ

＋
Ｌ２－ａ２Ｚ＋

ＬＤ２Ｉ０ｆ２ ＝ＵＳ

（Ｚ－
Ｓ＋Ｚ

－
Ｌ１＋Ｚ

－
ＬＤ１）Ｉ

－
Ｌ１＋Ｚ

－
Ｓ Ｉ

－
Ｌ２－ａ２Ｚ－

ＬＤ１Ｉ０ｆ１ ＝０
Ｚ－

Ｓ Ｉ
－
Ｌ１＋（Ｚ

－
Ｓ＋Ｚ

－
Ｌ２＋Ｚ

－
ＬＤ２）Ｉ

－
Ｌ２－ａＺ

－
ＬＤ２Ｉ ０

ｆ２ ＝０
－ａ２Ｚ＋

ＬＤ１Ｉ
＋
Ｌ１－ａＺ

－
ＬＤ１Ｉ

－
Ｌ１＋（Ｚ０

Ｓ＋Ｚ０
Ｌ１＋Ｚ

＋
ＬＤ１＋Ｚ

－
ＬＤ１）Ｉ ０

ｆ１＋Ｚ０
ＳＩ０ｆ２ ＝０

－ａＺ＋
ＬＤ２Ｉ

＋
Ｌ２－ａ２Ｚ－

ＬＤ２Ｉ
－
Ｌ２＋Ｚ０

ＳＩ ０
ｆ１＋（Ｚ０

Ｓ＋Ｚ０
Ｌ２＋Ｚ

＋
ＬＤ２＋Ｚ

－
ＬＤ２）Ｉ０ｆ２ ＝０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１８）
其中，ａ ＝ ｅｊ１２０° 。 此时的馈线零序电流可直接由式
（１８）计算得到。 类似地，当更多回线发生异相或同
相接地故障时，可由相应故障复合序网列写回路电
流方程。 而相应的故障复合序网可在图 ４ 的母线节
点上并联更多的故障支路得到［１４］。 据此，可得到 ｍ
回线发生任意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求解方程
如下：

Ｚ＋ ０ －Ｋ１Ｚ
＋
ＬＤ

０ Ｚ－ －Ｋ２Ｚ
－
ＬＤ

－Ｋ２Ｚ
＋
ＬＤ －Ｋ１Ｚ

－
ＬＤ Ｚ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Ｉ＋

Ｉ－

Ｉ０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
Ｕ′Ｓ
０
０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１９）

其中，Ｉ＋、Ｉ－和 Ｉ０ 分别为各馈线正序、负序和零序电
流列向量；Ｕ′Ｓ为系统电压列向量。 阻抗矩阵中的所
有子矩阵均为 ｍ×ｍ 方阵，其定义如下：

ａ． 矩阵 Ｚ＋的对角线元素为 Ｚ＋
ｉｉ ＝Ｚ

＋
Ｓ ＋Ｚ

＋
Ｌｉ＋Ｚ

＋
ＬＤｉ，非

对角线元素均为 Ｚ＋
Ｓ；

ｂ． Ｚ－与 Ｚ＋类似，但所有元素均为负序阻抗；
ｃ． Ｚ０ 的对角线元素为 Ｚ０

ｉｉ ＝Ｚ０
Ｓ＋Ｚ０

Ｌｉ＋Ｚ
＋
ＬＤｉ＋Ｚ

－
ＬＤｉ，为

非对角线元素均为 Ｚ０
Ｓ；

ｄ． Ｚ＋
ＬＤ和 Ｚ－

ＬＤ的对角线元素分别为 Ｚ＋
ＬＤｉ和 Ｚ－

ＬＤｉ，
非对角线元素均为 ０；

ｅ． Ｋ１ 和 Ｋ２ 为对角线矩阵，Ｋ２ ＝ １ ／ Ｋ１，Ｋ１ 的对角
线元素可表示为式（２０）。

Ｋ ｉｉ ＝
１ 馈线 ｉ Ａ 相故障
ａ 馈线 ｉ Ｂ 相故障

ａ２ 馈线 ｉ Ｃ 相故障

ì

î

í
ïï

ïï
（２０）

求解式（１９）即可得到同母多回线同名相或异
相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各馈线的零序电流，为分析
零序保护在发生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障时的灵
敏性和选择性提供依据。

２　 多回线故障仿真分析

为验证第 １ 节的理论分析，并以东莞市某变电
站 １０ ｋＶ 系统为依据基于 ＲＴＤＳ 搭建如图 １ 所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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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电阻接地配电网。 模型中，Ｚ＋
Ｓ ＝ ｊ０．３９２ Ω；每相 ＺＴ０ ＝

ｊ１２ Ω，Ｒ０ ＝ １２ Ω。 该变电站 １０ ｋＶ 馈线的分段处未
装设保护，故只有零序保护 Ｉ 段动作于跳闸，根据线
路长短和参数，保护定值为 ３ Ａ 或 ４ Ａ，时间定值为
０．３ ｓ；零序保护Ⅱ段动作于告警，保护定值为 １．２５ Ａ，
时间定值为 １．２５ ｓ。

模型中共四回线，均为电缆 架空线混合线路，
电缆型号为 ＹＪＶ－３×３００，其正序和零序阻抗分别为
０．０６＋ｊ０．０８９ Ω ／ ｋｍ 和 ０．６＋ｊ０．２６７ Ω ／ ｋｍ［１５］。 各馈线
的电缆长度均为 ８ ｋｍ，电缆末端有型号为 ＬＧＪ－１８５
的架空线路，其正序和零序阻抗分别为 ０．１５８＋ｊ０．３６
Ω ／ ｋｍ 和 ０．４７４＋ｊ１．０８ Ω ／ ｋｍ。 架空线长度分别为 １．５
ｋｍ、１．２ ｋｍ、１ ｋｍ 和 ０．８ ｋｍ。 每回线最大输送有功
功率为 １０ ＭＷ，功率因数均为 ０．８５。 测试中零序保
护定值均为 ４ Ａ（零序互感器变比为 ２５０ Ａ∶５ Ａ ），零
序保护正方向判据为－９０°＜ａｒｇ（Ｕ０ ／ Ｉ０）＜－２７０°［１６］。

图 ４ 为距母线 ４ ｋｍ 处发生两回线 Ａ 相金属性
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有效值 Ｉ ０（２）

ｆ１ 和 Ｉ ０（２）
ｆ２ 及零序电

流相对于零序电压的相角 φ０
ｆ１和 φ０

ｆ２与负荷的关系。

图 ４ 零序电流有效值、相角与负荷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ｏｒ ｏｆ
ｚｅ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 ｌｏａｄ

由图 ４ 可知，当两回线发生同名相单相接地故
障时，若负荷相同，则各馈线的零序电流约等于最大
零序电流的一半。 当负荷相差较大时，两回线的零
序电流差别很大，甚至会出现发生正方向故障但零
序电流为反方向的情况，严重影响零序保护的正确
动作。

图 ５ 为 Ｌ１ 和 Ｌ２ 在不同距离发生 Ａ 相金属性接

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有效值 Ｉ ０（２）
ｆ１ 和 Ｉ ０（２）

ｆ２ 及相角 φ０
ｆ１

和 φ０
ｆ２。 由图 ５ 可知，当发生两回线同名相单相接地

故障时，零序电流的大小和相位均受故障距离的影
响，同样会出现发生正方向故障但零序电流为反方
向的情况。

综上所述，当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发生同母多回
线同名相或异相单相接地故障时，馈线零序保护可
能拒动或误动。 此外，负荷和故障电气距离的变化
会导致不同馈线零序电流发生显著变化，从而降低
零序保护的灵敏性。 因此，有必要从算法上改进原

图 ５ 零序电流与故障位置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ｚｅ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有的零序电流保护。

３　 自适应馈线零序电流保护方案

传统馈线零序保护在发生单回线故障时有较好
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对于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
障，若能将故障馈线的零序电流修正为该馈线单独
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则能够使零序保
护在不改变原有定值的基础上自适应于多回线
故障。

当图 １ 所示的配电网在同一母线有 ｍ 条馈线发
生同名相或异相单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由于故障
点相电压为 ０，则对于任意一条故障馈线，若故障相
为 Ａ 相，则有：

Ｕφ．ｆ ＝Ｚ
＋
ＬＩ

＋（ｍ） ＋Ｚ－
ＬＩ

－（ｍ） ＋Ｚ０
ＬＩ０（ｍ） （２１）

其中，Ｉ＋（ｍ）、Ｉ－（ｍ）和 Ｉ０（ｍ）分别为任意馈线出口处测量
到的正、负和零序电流。 令 Ｚ０

Ｌ ＝ ｋＺ
＋
Ｌ，可得：

Ｕφ．ｆ ＝Ｚ
＋
Ｌ（Ｉ

＋（ｍ） ＋Ｉ－（ｍ） ＋ｋＩ０（ｍ）） （２２）
联立式（２）、（２２）可得到任一故障馈线空载情

况下单独发生单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表

达式：

　 Ｉ０（１）ｆ ＝
ＵＳ（Ｉ

＋（ｍ） ＋Ｉ－（ｍ） ＋ｋＩ０（ｍ））
Ｕφ．ｆ（２＋ｋ）＋（Ｉ

＋（ｍ） ＋Ｉ－（ｍ） ＋ｋＩ０（ｍ））ＺＳ∑

（２３）

其中，ＺＳ∑为系统侧总阻抗。
实际工程中，零序电流互感器测得的是 ３ 倍零

序电流。 此外，由于系统电压 ＵＳ 无法获取，可以用
故障前相电压 Ｕφ．ｎ近似代替，并借用距离保护中零
序补偿系数 ｋ０ 的概念，将式（２３）变为：

３Ｉ０（１）ｆ ＝

　
Ｕφ．ｎ［３Ｉ

＋（ｍ） ＋３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Ｕφ．ｆ（３＋３ｋ０）＋［３Ｉ
＋（ｍ） ＋３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ＺＳ∑

３
（２４）

其中，ｋ０ ＝ （Ｚ０
ｌ －Ｚ

＋
ｌ ） ／ （３Ｚ

＋
ｌ ），Ｚ

＋
ｌ 和 Ｚ０

ｌ 分别为单位长
度线路的正序和零序阻抗。 若故障相为 Ｂ 相或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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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式（２４）需分别变换为式（２５）和（２６）。

３Ｉ ０（１）
ｆ ＝

Ｕφ．ｎ［３ａ２Ｉ＋（ｍ） ＋３ａ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Ｕφ．ｆ（３＋３ｋ０）＋［３ａ２Ｉ＋（ｍ） ＋３ａ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ＺＳ∑

３
（２５）

３Ｉ０（１）ｆ ＝
Ｕφ．ｎ［３ａＩ

＋（ｍ） ＋３ａ２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Ｕφ．ｆ（３＋３ｋ０）＋［３ａＩ
＋（ｍ） ＋３ａ２Ｉ－（ｍ） ＋（３ｋ０＋１）Ｉ０（ｍ）］

ＺＳ∑

３
（２６）

式（２４）—（２６）为零序电流修正算法，其意义在
于：当同母多回线发生同名相或异相接地故障时，可
以利用系统侧总阻抗 ＺＳΣ，零序补偿系数 ｋ０，正、负、
零序电流以及故障前后的故障相电压 Ｕφ．ｎ和 Ｕφ．ｆ，修
正得到该回线单独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
Ｉ０（１）ｆ 。 由于传统馈线零序电流保护的定值在发生单
回线单相接地故障时有较好的灵敏性和选择性，因
此，利用 Ｉ０（１）ｆ 与原有的定值进行保护判别能够使馈
线零序电流保护自主适应于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
故障，消除零序保护拒动或误动的可能。

当发生两相接地故障时，零序保护常作为相间
过电流保护的后备保护。 当 ｍ 条线路在相同距离
处发生两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由于故障相的故障
点电压为 ０，则式（２１）依然成立。 因此，仍可利用式
（２４）—（２６）将零序电流修正为单回线发生单相故
障时的零序电流。 同时将两相接地故障的零序电流
修正为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可提高零序保护
的灵敏性。

此外，多回线故障的形式主要为相继故障。 因
此，在保护启动后，应采用零序电压和零序电流突变
量作为判据持续检测是否发生相继故障。 若零序电
压或零序电流突变量大于定值，则可认为有相邻线
路发生相继故障。 此时应延时一定时间并重新测量
并计算各电气量和零序电流修正值。

根据之前的分析，可得到自适应馈线零序电流
保护逻辑如图 ６ 所示，图中，ＵＡｎ、ＵＢｎ、ＵＣｎ 和 ＵＡｆ、
ＵＢｆ、ＵＢｆ 分别为故障前和故障后的三相相电压；ｄ（ ）
表示突变量。 由于零序电流的修正计算需要用到多
种电压、电流相量，为提高精度在保护启动后延时
１０ ｍｓ 以确保足够的计算时间窗。 此外，当发生多回
线同名相相继故障时，由于电流发生了突变，同样为
了提高计算精度而再次延时 １０ ｍｓ。

所提保护方案中保护定值及其整定方法如下：
ａ． 零序电流启动定值 Ｉ ０

ｓｔａｒｔ、突变量启动定值

Ｉ ０
ａｂｒｕｐｔ 和零序电压启动定值 Ｕ ０

ｓｔａｒｔ按照躲开最大不平
衡电流整定；

ｂ． 零序电流动作定值 Ｉ ０
ｓｅｔ与原有馈线零序电流

保护定值相同；
ｃ． 零序电流时间定值 Ｔ ０

ｓｅｔ与原有馈线零序电流
保护定值相同；

ｄ． 系统综合阻抗定值 ＺＳ∑ ＝Ｚ＋
Ｓ ＋Ｚ

－
Ｓ ＋Ｚ０

Ｓ；
ｅ． 零序补偿系数 ｋ０ ＝（Ｚ０

Ｌｎ－Ｚ
＋
Ｌｎ） ／ ３Ｚ

＋
Ｌｎ。

值得指出的是，配电网线路常存在分段，且不同
分段的线路型号可能不同，但对于不同型号的电缆
或架空线，其正序阻抗与零序阻抗的比值通常是一
样的，即零序补偿系数不会因为线路型号的不同而
不同。 此外，配电网线路虽然可能存在电缆 架空线
混合线路，但是较少出现多段混合的情况，且以电缆
为主的混合线路中，架空线主要存在于整条线路的
首端或末端，且长度通常较短，故采用固定的零序补
偿系数不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图 ６ 自适应零序电流保护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ｚｅ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４　 实验验证

４．１　 多回线故障计算方法验证

首先利用第 ２ 节所搭建的仿真模型对所提多回
线故障零序电流计算方法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所有线路负载率均为 ５０％的情况下，发生单回
（馈线 Ｌ１）、两回线（馈线 Ｌ１ 和 Ｌ２）和三回线（馈线
Ｌ１、Ｌ２ 和 Ｌ３）Ａ 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馈线 Ｌ１ 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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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 ＲＴＤＳ 仿真结果和式（１９）的计算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中，故障位置用其与母线的距离表示。

表 １ 多回线同相接地故障零序电流的仿真结果和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ｚｅ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ｍ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ｅｅｄｅｒｓ

故障
位置 ／ ｋｍ 对比 Ｉ ０（１）

ｆ１ ／ Ａ Ｉ ０（２）
ｆ１ ／ Ａ Ｉ ０（３）

ｆ１ ／ Ａ

０．５
仿真 ６．６３５∠－１３４．２° ３．３８１∠－１３４．１° ２．２２８∠－１３４．５°
计算 ６．５９５∠－１３５．０° ３．２７５∠－１３５．０° ２．１６２∠－１３５．０°

４．０
仿真 ６．１４３∠－１３４．２° ３．２１７∠－１３４．２° ２．１３４∠－１３４．５°
计算 ６．１３１∠－１３４．９° ３．１２６∠－１３４．９° ２．０８３∠－１３５．０°

８．５
仿真 ５．４９６∠－１３４．１° ２．９８２∠－１３４．２° ２．００３∠－１３４．４°
计算 ５．５０４∠－１３５．０° ２．９０９∠－１３５．０° １．９６３∠－１３５．０°

　 　 由表 １ 可知，本文所提计算方法精度较高，且 ｍ
回线发生同名相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约为发
生单回线故障时零序电流的 １ ／ ｍ。

表 ２ 为所有线路负载率均为 ５０％，在 ８．５ ｋｍ 处
发生两回线（馈线 Ｌ１ 和 Ｌ２）和三回线（馈线 Ｌ１、Ｌ２

和 Ｌ３）异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各馈线的零序电流。
由表 ２ 可见，本文所提计算方法精度较高。

表 ２ 多回线异相接地故障零序电流的仿真结果和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ｚｅｒｏ⁃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ｅｅｄｅｒｓ

故障类型 对比 Ｉ ０（１）
ｆ１ ／ Ａ Ｉ ０（１）

ｆ２ ／ Ａ Ｉ ０（１）
ｆ３ ／ Ａ

Ｂ，Ｃ
仿真 ３５．０７∠１３４．３° ３５．２７∠－５０．６° —
计算 ３５．１５∠１３４．５° ３５．４２∠－５０．３° —

Ａ，Ｂ，Ｃ
仿真 ４０．０１∠１１４．８° ４０．０１∠－１２５．５° ４０．０∠－５．１°
计算 ３９．９７∠１１３．６° ３９．９７∠－１２６．５° ４０．１∠－６．３°

　 　 对比表 ２ 和表 １ 可知，当发生多回线异相接地
故障时，每条馈线的零序电流远大于发生单回线单
相故障时的零序电流，零序保护可能越级误动。
４．２　 保护方案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自适应零序保护方案的选择
性和灵敏性，基于 ＲＴＤＳ、实时数字仿真功率放大器
和自主研发的 ＤＰＭＣ－２１ 线路保护装置搭建了闭环
测试系统，对所提保护方案进行测试。 测试所用线
路保护装置采用双核处理器 ＯＭＡＰＬ１３８；具有双光
纤以太网通信端口，支持 ＩＥＣ６１８５０ 通信规约；具有
１６ 位高精度 ＡＤ 采样，采样频率为每周期 ８０ 个点。
测试中自适应零序保护 Ｉ 段的定值为 Ｉ ０

ｓｅｔ ＝ ４ Ａ，Ｉ ０
ｓｔａｒｔ ＝

１ Ａ，Ｔ ０
ｓｅｔ ＝ ０．３ ｓ，ＺＳ∑ ＝ ３６＋ｊ３７ Ω，ｋ０ ＝ １．４０－ｊ１．０８。

４．２．１　 单回线故障测试

为验证本文所提保护方案在单回线故障时的可
靠性，分别对不同负载率下馈线 Ｌ１ 发生 Ａ 相和 ＢＣ
两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测量值、修正值
以及保护动作情况进行记录，结果如附录 Ｂ 中的表
Ｂ１ 所示。 此外，表 Ｂ１ 中还记录了文献［１３］中所提
方法的测试结果，表中零序电流的相角为零序电流
相对于零序电压的角度。

由表 Ｂ１ 可知，发生单回线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

受负荷影响较大，在距母线 ８．５ ｋｍ 处发生故障时，
负载率为 １００％情况下的零序电流比负载率为 １００％
情况下的零序电流减小了 １３．８％，零序保护的灵敏
性降低。 而所提保护方案能够使零序电流修正值更
加接近线路空载情况下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
电流测量值。 线路满载故障发生于距母线 ８．５ ｋｍ
处时修正误差最大，为 ４．１％，且线路末端的架空线
不会显著影响修正精度。 由此可见，本文所提保护
方案适用于单回线接地故障，能有效减少负荷以及
故障类型对零序保护的影响。 此外，本文所提保护
方案的零序电流修正值均不会大于线路空载发生单
相金属性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因此，当馈线分段
处装设保护时所提保护方案不会出现越级误动作的
情况。 而文献［１３］所提保护方案的零序电流修正
精度受负荷影响较大，且该方案无法修正两相接地
故障时的零序电流。
４．２．２　 多回线故障测试

为验证本文所提自适应零序保护方案在发生同
母多回线同名相接地故障时的有效性，分别对不同
负载率下馈线 Ｌ１ 和 Ｌ２ 同时发生金属性接地故障时
的零序电流测量值、修正值以及保护动作情况进行
记录，结果如附录 Ｂ 中的表 Ｂ２ 所示。

由表 Ｂ２ 可知，当发生不同类型多回线同名相接
地故障时，本文所提保护方案均能够将零序电流修
正至接近相同距离单回线空载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
序电流，保护快速可靠动作。 此外，比较表 Ｂ１ 和表
Ｂ２ 可知，本文所提方案的零序电流修正值不会大于
单回线空载单相接地时的零序电流，当馈线分段处
装设保护时所提保护方案不会出现越级误动作的情
况。 文献［１３］所提保护方案的零序电流修正精度
受负荷影响较大，尤其在两回线负荷相差较大时，负
荷较大的馈线零序电流修正值可达 ２１．５７ Ａ，远大于
单回线空载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此时若馈
线分段处装设保护，文献［１３］所提保护方案会出现
越级误动作的情况。 此外，当发生多回线异相接地
故障时，本文所提保护方案能够将零序电流修正至
接近相同距离单回线空载单相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
流，消除了零序保护误动作的可能。
４．２．３　 非金属性接地故障测试

为了验证所提自适应零序电流保护方案对过渡
电阻的耐受能力，测试并记录了所有馈线负载率均
为 ５０％时，在距母线 ４ ｋｍ 处发生非金属性接地故障
时的零序电流修正结果和保护动作情况，测试结果
如附录 Ｂ 中的表 Ｂ３ 所示。 对比表 Ｂ１ 和表 Ｂ３ 可
知，虽然过渡电阻的存在会影响本文所提零序电流
修正算法的精度，但是所提算法能够有效补偿零序
电流，显著提高零序保护对过渡电阻的耐受能力。
而且当过渡电阻存在差异时，本文所提方法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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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弥补过渡电阻差异导致的零序电流差
异。 对于多回线异相故障，当过渡电阻存在差异时，
本文所提方法仍能够将零序电流修正至接近单回线
故障时的零序电流，防止保护误动作。 而文献［１３］
所提保护方案在有过渡电阻的情况下对零序电流的
补偿效果较差。
４．２．４　 相继故障测试

配电网中多回线故障通常相继发生，为了验证
本文所提保护方案在多回线相继故障时的动作情
况，测试了在馈线 Ｌ１、 Ｌ２ 和 Ｌ３ 的负载率分别为
１００％、５０％和 １０％时，Ａ 相和 ＢＣ 相发生相继金属性
接地故障时馈线 Ｌ１ 的零序电流修正情况，ＲＴＤＳ 仿
真测试结果如附录 Ｃ 中的图 Ｃ１ 所示。

图 Ｃ１ 中，馈线 Ｌ１、Ｌ２ 和 Ｌ３ 相继发生 Ａ 相或 ＢＣ
相金属性接地；Ｉｏ＿ｍ为零序电流测量值；Ｉｏ＿Ｆｉｘ１和 Ｉｏ＿Ｆｉｘ２
分别为本文和文献［１３］所提保护方案的零序电流
修正值。 由图可知，发生多回线相继接地故障时，零
序电流会随着故障线路的增加而显著减小，不满足
定值，本文所提保护方案能够将零序电流补偿为接
近单回线故障时的零序电流，而文献［１３］所提保护
方案的修正精度较差，且无法适用于两相接地故障
的情况。

５　 结论

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发生同母多回线同相或异相
接地故障时，馈线零序保护可能会出现不正确动作
的情况。 为此，本文首先对小电阻接地配电网单回
线及多回线接地故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多回线与
单回线发生接地故障时馈线零序电流关系。 提出了
一种考虑负荷且能适用于不同类型多回线接地故障
的零序电流计算方法，所提多回线故障零序电流计
算方法相比于传统多重故障计算方法更加简单，且
具有较高的精度。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适应馈线
零序电流保护方案。 该保护方案可在发生同母多回
线接地故障时将每条馈线的零序电流实时修正为该
馈线单独发生接地故障时的零序电流，从而在不改
变原有保护定值的情况下使馈线零序电流保护能够
自主地适应不同类型的多回线接地故障。

基于 ＲＴＤＳ 的仿真测试验证了本文所提保护方
案的有效性。 且本文所提保护方案可有效减少负荷
及过渡电阻对零序电流保护的影响，提高零序电流
保护的灵敏性和选择性，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基于本文所提自适应馈线零序电流保护方案所研发
的 ＤＰＭＣ－２１ 线路保护装置已在东莞市某变电站投
入运行。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ｅ．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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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两回线异相接地故障复合序网 

Fig.A1 Complex-sequence network of different phase grounding fault of two feeders 

  



附录 B 
表 B1 单回线金属性接地故障测试 

Table B1 Test results of metal grounding fault of single feeder 

保护方案 负载率/% 故障位置/km 
零序电流测量值/A 零序电流修正值 零序保护动作情况 

A 相接地 AB 相接地 A 相接地 AB 相接地 A 相接地 AB 相接地 

本文 

0 0.5 6.975∠-134.2º 3.518∠-134.2º 6.776∠-132.9º 6.775∠-188.8º 动作 动作 

100 0.5 6.726∠-134.2º 3.393∠-134.2º 6.673∠-133.1º 6.675∠-189.0º 动作 动作 

0 4.0 6.645∠-134.2º 3.374∠-134.2º 6.623∠-132.9º 6.430∠-186.6º 动作 动作 

100 4.0 6.105∠-134.2º 3.044∠-134.2º 6.340∠-133.8º 6.372∠-187.2º 动作 动作 

0 8.5 6.127∠-134.2º 3.179∠-134.2º 5.987∠-133.0º 5.929∠-189.0º 动作 动作 

100 8.5 5.280∠-134.2º 2.626∠-134.2º 5.874∠-133.5º 5.892∠-190.6º 动作 动作 

文献[13] 
0 8.5 6.127∠-134.2º 3.179∠-134.2º 5.976∠-133.1º 3.529∠-143.9º 动作 不动作 

100 8.5 5.280∠-134.2º 2.626∠-134.2º 5.146∠-133.3º 3.003∠-142.6º 动作 不动作 

                   注：故障位置用其与母线的距离表示，后同。 

表 B2 两回线金属性接地故障测试结果 

Table B2 Test results of metal grounding fault of two feeders 

故障 

类型 

保护 

方案 

负载率/% 故障位置/km 零序电流测量值/A 零序电流修正值/A 保护动作情况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A 相 

接地 

本文 

0 100 0.5 0.5 5.813∠-147.3º 1.732∠-84.3º 6.573∠-133.1º 6.572∠-133.1º 动作 动作 

50 50 0.5 0.5 3.381∠-134.1º 3.397∠-134.2º 6.578∠-132.5º 6.578∠-132.5º 动作 动作 

0 100 8.5 8.5 5.664∠-147.1º 1.356∠-64.3º 5.805∠-134.8º 5.743∠-135.2 动作 动作 

50 50 8.5 8.5 2.982∠-134.2º 2.987∠-134.1º 5.778∠-134.6º 5.778∠-134.6º 动作 动作 

50 50 0 8.5 8.889∠-143.1º 2.466∠11.9º 6.578∠-132.5º 5.404∠-137.2º 动作 动作 

文献[13] 
0 100 8.5 8.5 5.664∠-147.1º 1.356∠-64.3º 5.794∠-133.8º 21.57∠-169.8º 动作 误动作 

50 50 8.5 8.5 2.982∠-134.2º 2.987∠-134.1º 5.179∠-132.1º 5.172∠-132.2º 动作 动作 

AB 相 

接地 

本文 

0 100 0.5 0.5 3.315∠-151.2º 1.023∠-67.6º 6.572∠-190.3º 6.572∠-190.3º 动作 动作 

50 50 0.5 0.5 1.707∠-134.0º 1.706∠-133.8º 6.577∠-190.2º 6.577∠-190.2º 动作 动作 

0 100 8.5 8.5 3.178∠-150.9º 0.919∠-45.3º 5.752∠-189.9º 5.755∠-190.0º 动作 动作 

50 50 8.5 8.5 1.522∠-134.0º 1.520∠-133.8 5.759∠-190.3º 5.759∠-190.3º 动作 动作 

50 50 0 8.5 5.189∠-146.0º 1.959∠12.6º 6.628∠-191.9º 5.746∠-192.0º 动作 动作 

文献[13] 
0 100 8.5 8.5 3.178∠-150.9º 0.919∠-45.3º 3.491∠-159.3º 7.624∠-140.0º 不动作 误动作 

50 50 8.5 8.5 1.522∠-134.0º 1.520∠-133.8 2.308∠-136.7º 2.311∠-136.7º 不动作 不动作 

L1 B 相 

L2 C 相 
本文 

0 100 8.5 8.5 35.18∠141.6º 35.05∠-43.3° 5.75∠172.2º 5.76∠-67.6º 动作 动作 

50 50 8.5 8.5 35.15∠134.5° 35.42∠-50.3° 5.81∠166.5º 5.83∠-73.5º 动作 动作 

 

表 B3 非金属性接地故障测试结果 

Table B3 Test results of nonmetallic grounding fault 

故障 

类型 

保护 

方案 

过渡电阻/Ω 零序电流测量值/A 零序电流修正值（A） 保护动作情况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馈线 L1 馈线 L2 

A 相 

接地 

本文 

5 — 5.077∠-134.1º — 5.503∠-134.1º — 动作 — 

20 — 3.171∠-134.3º — 4.309∠-127.3º — 动作 — 

5 5 2.869∠-134.2º 2.870∠-134.1 5.707∠-134.6º 5.707∠-134.5 动作 动作 

5 20 4.174∠-133.3º 2.179∠-134.1º 5.592∠-133.3º 5.179∠-139.1º 动作 动作 

20 20 2.042∠-134.2º 2.042∠-134.1 4.434∠-134.2º 4.437∠-134.1 动作 动作 

文献 

[13] 

20 — 3.171∠-134.3º — 3.205∠-133.9º — 不动作 不动作 

20 20 2.042∠-134.2º 2.042∠-134.1 3.174∠-140.3º 3.174∠-140.3º 不动作 不动作 

L1 B 相 

L2 C 相 

本文 

5 20 8.30∠167.1º 7.17∠-41.1º 5.34∠210.4º 3.88∠-44.2º 动作 不动作 

20 20 4.34∠123.5º 5.31∠-80.5 3.93∠169.2 4.04∠-76.65 不动作 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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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三回线相继故障测试结果 

Fig.C1 Test results of successive fault of three fee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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