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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向家坝—上海直流滤波器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DC filter for

Xiangjiaba鄄Shanghai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C1 ／ μF L1 ／ mH C2 ／ μF L2 ／ mH C3 ／ μF L3 ／ mH R1 ／ Ω
1.05 9.847 3.286 582.95 5.105 11.745 3095

0 引言

电力需求持续快速增长，能源资源分布不均，电网
发展相对滞后，这对发展特高压输电提出了客观要
求［1鄄3］。 而特高压直流（UHVDC）输电在提高输送容
量、减少输电损耗、节约走廊土地资源等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4鄄7］。

研究表明，单极接地故障是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
发生概率较高的故障之一，其通过极线间的电磁耦
合作用，在健全极线路上产生较为严重的过电压，
是直流线路过电压的研究重点 ［8鄄11］。 文献［12鄄13］
对 ± 800 kV 直流线路故障过程中电磁耦合特性进
行研究分析；文献［14］对单极线路接地在健全极线
路产生的缓波前过电压的沿线分布进行研究并给出
绝缘配合方案；文献［15］研究了特高压直流线路距整
流站不同距离发生对地闪络故障时过电压的沿线分
布及水平，并对部分过电压影响因素进行计算分析。

本文采用电磁暂态计算软件 EMTDC 以及行波
理论将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分成第一次跃升和第二
次跃升 2 个阶段，并对 2 次电压跃升作用的形成机
理进行分析；同时，分析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参数、直
流滤波器型式、直流控制系统、杆塔接地电阻、线路
中点杆塔是否装设避雷器、输电线路参数以及输送
功率等因素对该过电压的影响；最后，讨论了限制该
过电压的主要措施，并指出控制直流滤波器主电容
是限制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关键因素，并给出直
流滤波器主电容推荐取值范围。

1 直流线路单极故障过电压仿真

1.1 仿真计算参数
本文依据 ±800 kV 向家坝—上海直流输电工程

参数，通过仿真计算对直流输电线路过电压产生机
理、影响因素以及防护措施进行分析。 该工程输电
线路导线参数如表 1 所示。

复龙换流站及奉贤换流站的直流极线与中性线
间各配置一组直流 2 ／ 12 ／ 39 三调谐直流滤波器，具
体电路及参数如图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800 kV 直流输电线路导线参数
Table 1 Conductor parameters of ±800 kV

UHVDC transmission lines

导线参数 架空地线 导线

型号 LBGJ-180-20AC 6×ACSR-720 ／ 50
钢芯铝绞线

外径 ／ mm 17.5 36.2
直流电阻 ／ （Ω·km-1） 0.469 6 0.039 8

水平距离 ／ m 27.8 22
塔上悬挂高度 ／ m 63 48

弧垂 ／ m 13 18
分裂间距 ／ mm — 450

地线是否分段接地 是 —

摘要： 将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分成第一次跃升和第二次跃升 2 个过程，并基于极线间
的电磁耦合作用和波过程阐述了 2 次电压跃升的产生机理；分析了直流滤波器主电容、直流滤波器型式、直
流控制系统、杆塔接地电阻、线路中点杆塔是否装设避雷器、输电线路参数和输送功率等多种因素对该过电
压的影响。 仿真结果表明，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参数是限制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关键因素，其他因素对
该过电压影响不大，为控制过电压幅值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1.7 倍，建议 ± 800 kV 特高压线路的直流滤波器
主电容参数取值范围为 1~2 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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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向家坝—上海直流滤波器电路图
Fig.1 Circuit of DC filter for Xiangjiaba鄄Shanghai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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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仿真计算结果
正极性线路沿线从 0～100% 发生单极接地故

障，相应的健全极负极性线路沿线（0～100%）过电压
分布的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 另外，正极性线路距
离线路中点 ±30 km 范围内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相
应的健全极负极性线路距离线路中点 ±30 km 范围
内过电压分布的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 2、图 3 可以看出，单极接地故障位置对单
极接地故障过电压有较大影响，直流系统在完整双
极运行方式下，线路中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过电
压最大；故障点距离线路中点较远时，健全极上沿线
过电压一般在相应的接地故障处达到最大值；而当
故障点距离线路中点较近时，健全极上沿线过电压
一般在相应的接地故障处关于线路中点的对称位置
（即两端换流站直流滤波器放电电流波在线路上相
遇的位置）达到最大值。

通过对向家坝—上海直流输电工程的仿真计
算，得到故障极（正极）线路中点接地时健全极（负
极）线路中点过电压波形曲线如图 4 所示，电压跃升
过程用 A、B、C、D、E 5 个点来表征。

由图 4 可以看出，健全极线路中点电压在正常
工作电压下经过 2 次电压跃升后达到峰值。 开始时
系统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健全极线路中点电压约
为 - 783 kV，如曲线 AB 段所示；在 6 s 时刻，故障极
线路中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健全极线路中点电压
瞬间由 -783 kV 直接跃升至 -981 kV，如曲线 BC 段

所示；在曲线 CD 段，健全极线路中点电压由 -981 kV
逐渐上升至 - 1 055 kV，该过程持续大约 6.5 ms（恰
好为故障电流波从故障点传播至换流站端部再返回
至故障点所需要的时间）；故障电流波返回至故障点
瞬间，健全极线路中点电压发生第二次跃升，电压上
升至 -1254 kV，如曲线 DE 段所示。

2 过电压机理分析

直流线路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故障极上主要
会发生 2 个过程：首先，接地瞬间一个与故障极电压
幅值相同、极性相反的电压波由故障点向两侧换流站
传播，使得故障极线路上的电压下降至零，并产生相
应的电流波；接着，当电压波传到换流站两侧，故障
极线路的直流滤波器主电容会对故障点开始回传放
电的波过程，并在故障极沿线产生一个较大的脉冲
放电电流。

假设故障极为正极，稳态运行时全线对地电容
充电至 U0=+800 kV，此时若在线路中点发生金属性
单极接地故障，故障极线路接地故障点电压瞬间由
U0 = + 800 kV 下降为零。 这就相当于有一个幅值为
-U0 的电压行波，沿着故障极线路由故障点向两侧
换流站同时开始传播，该行波在故障极线路的传播过
程如图 5 所示。

考虑电压波 -U0 由故障点向左侧传播的过程。
通常电流行波、电压行波均以向右为正方向，故从故
障点处向左侧换流站传播的电压波 -U0 是一个电压
反行波，此时线路上产生的相应电流反行波为：

i0 = - （- U0） ／ 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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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故障极线路距离线路中点 ±30 km 范围内
发生接地故障时健全极线路过电压分布

Fig.3 Overvoltage distribution along healthy line
when grounding fault occurs within ±30 km from

midpoint of faulty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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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故障极线路发生沿线接地故障时
健全极线路沿线过电压分布

Fig.2 Overvoltage distribution along
healthy line for different grounding

fault locations of faulty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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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故障极线路中点发生接地故障时
健全极线路中点过电压波形

Fig.4 Overvoltage waveform of healthy line
midpoint when grounding fault occurs at

midpoint of faulty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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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正极线路中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
故障极线路电压行波传播过程

Fig.5 Propagation of voltage traveling wave on
faulty line whe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ccurs at midpoint of positiv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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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Z 为波阻抗；i0 为电压反行波在故障极线路上
产生的电流反行波。

仿真计算得到的故障极线路中点电流波形如图
6 所示。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开始时系统处于稳定运
行状态，线路运行电流为额定电流 4 kA，如曲线 A1B1

段所示；随后，故障极线路中点电流发生 2 次跃升，
在故障发生瞬间 ，由额定工作电流 4 kA 跃升至
6.38 kA，如曲线 B1C1 段所示；故障发生约 6.5 ms 后，
故障极电流再次由 6.03 kA 跃升至 6.50 kA，如曲线
D1E1 段所示。 实际上，第一次电流跃升是由向换流
站传播的电压反行波 -U0 造成的，由文献［14］中的
方法可估算向家坝—上海工程直流线路的波阻抗
约为 380 Ω，代入式（1）可估算出故障极线路电流第
一次跃升作用使线路电流上升至 6.13 kA，与仿真计
算得到的 6.38 kA 接近，验证了故障瞬间确实是电压
波 -U0 从故障点向两端换流站传播的过程；而第二
次电流跃升是由故障极线路的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向
故障点回传放电造成的，它的数值与主电容的大小
直接相关。

在故障点左侧附近，故障极线路与健全极线路
电流对应关系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以看出，由于
极线间的电磁耦合作用，与故障极线路电流的 2 次
跃升（在额定电流 +4 kA 的基础上正突变）相对应，
健全极线路电流也会发生 2 次反向跃升（在额定电
流 -4 kA 的基础上负突变）。

直流系统在双极运行方式下，当一极发生接地故
障时，故障极线路故障点处会产生同时向两端换
流站传播的故障电压波（与故障极电压幅值相同、极
性相反），并产生相应的故障电流波，由于极线间电
磁耦合作用，该故障电流波电流突变处（B2C2 段）会
在健全极线路感应产生相应的反向突变脉冲电流

（B3C3 段），并对故障点附近的健全极线路对地电容
充电，从而造成健全极线路电压的第一次跃升；接
着，待电压波传到两侧换流站，故障极线路的直流
滤波器主电容会对故障点放电并产生较大的突变脉
冲故障电流（D2E2 段），同样由于极线间的电磁耦合
作用，该突变故障电流也会在健全极线路上感应出
反向突变脉冲电流波（D3E3 段）（它的大小主要由故
障极线路直流滤波器主电容放电脉冲电流和极线间
互感耦合系数共同决定），该反向脉冲电流波又会对
故障点附近的健全极线路对地电容充电，导致健全
极线路电压的第二次跃升。 上述 2 次电压跃升叠加
在健全极对地正常工作电压上，从而在健全极线路
形成较为严重的过电压。 另外，若单极接地故障发
生在故障极线路中点，则由两端直流滤波器主电容
放电所产生的第二次电压跃升会在健全极中点处产
生叠加，产生最严重的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若单极
接地故障发生在故障极线路其他位置（非中点），则
第二次电压跃升将不会在健全极线路发生叠加，此
时产生的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没有前者严重。 因
此，故障极线路中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健全极
线路上的过电压最严重。

由图 7 可以看出，在健全极线路上，故障点左侧
会产生 2 次负的电流脉冲跃升（负突变），会对健全
极线路（负极）对地电容反向充电，充电过程如图 8
所示 ，造成了健全极线路
电压在额定电压（-800 kV）
基础上的 2 次跃升，其电流
与电压的对应关系如图 9
所示 。 类似地 ，在故障点
右侧，健全极线路上会产
生 2 次正的电流脉冲跃升
（正突变），也会对健全极线
路（负极）对地电容反向充电，
同样造成了健全极线路电
压在额定电压（- 800 kV）
基础上的 2 次跃升。

实际上，第一次电压跃升是由第一个过程———

图 9 健全极线路电流和电压波形
Fig.9 Current and voltage waveforms of healthy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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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故障极线路中点电流波形
Fig.6 Current waveform of faulty line mid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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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故障点左侧附近故障极线路与健全极线路电流波形
Fig.7 Current waveforms of faulty and healthy

line points left to faul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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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故障点左侧健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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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极线路接地瞬间向两端换流站传播的 -800 kV
故障电压波产生的，一般无法进行控制；而第二次电压
跃升是由第二个过程———故障极线路直流滤波器主
电容对故障点放电的波过程造成的，可以通过直流滤
波器主电容加以控制。

仿真计算表明，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增大将直接
导致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第二次跃升作用明显增
加。 在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值取为 1 μF、2 μF、3 μF
和 4 μF 这 4 种情况下，故障极线路电流与健全极线
路电流分别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
出，随着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增大，在故障极线路上
产生的放电电流增大，因此通过极线间电磁耦合作
用在健全极线路上产生的感应电流增大，从而导致
过电压上升，进一步验证了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值是
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关键影响因素。

3 影响因素分析

直流线路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的健全极线路过
电压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据影响程度主要可分
为关键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 2 类。
3.1 关键影响因素
3.1.1 直流滤波器主电容

对于图 1 所示直流滤波器电路，当直流滤波器
主电容分别为 1 μF、2 μF、3 μF 和 4 μF，故障极线路
中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最严酷情况），相应的健
全极线路中点过电压仿真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可以看出，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参数是影
响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关键因素，主电容越大，过
电压幅值越大；当主电容取 2 μF 时，过电压幅值为
1357 kV，已达到额定电压的 1.7 倍。
3.1.2 直流滤波器型式

在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中，向家坝—上海直流输
电工程采用每站每极一组直流 2 ／ 12 ／ 39 三调谐直
流滤波器，具体电路和参数如图 1 和表 2 所示；锦
屏—苏南直流输电工程采用每站每极一组 2 ／ 39 双
调谐滤波器和一组 12 ／ 24 双调谐滤波器并联的直
流滤波器，具体电路和参数如图 12 和表 4 所示；云
南—广东直流输电工程采用每站每极一组 12 ／ 24 ／
45 三调谐直流滤波器，具体电路和参数如图 13 和
表 5 所示。

本节将向家坝—上海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

表 5 云南—广东直流滤波器参数表
Table 5 Parameters of DC filter for

Yunnan鄄Guangdong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C1 ／ μF L1 ／ mH C2 ／ μF L2 ／ mH C3 ／ μF L3 ／ mH
1.2 9.345 2.824 15.919 2.647 4.656

表 4 锦屏—苏南直流滤波器参数表
Table 4 Parameters of DC filter for Jinping鄄

South Jiangsu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组名 型式 组数 ／
极

C1 ／
μF

L1 ／
mH

C2 ／
μF

L2 ／
mH

R1 ／
Ω

1 2 ／ 39 1 0.80 11.99 1.825 964.0 5 700
2 12 ／ 24 1 0.35 89.35 0.810 48.86 10 000

图 10 故障极线路电流与主电容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faulty line current

and main 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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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锦屏—苏南直流滤波器电路图
Fig.12 Circuit of DC filter for Jinping鄄
South Jiangsu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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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值对单极接地故障
过电压的影响

Tabｌe 3 Influence of main DC filter capacitor
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主电容 ／ μF 过电压 ／ kV 主电容 ／ μF 过电压 ／ kV
1 1 243（1.55 p.u.） 3 1 400（1.75 p.u.）
2 1 357（1.70 p.u.） 4 1 422（1.78 p.u.）

图 11 健全极线路电流与主电容关系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y line current

and main capac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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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云南—广东直流滤波器电路图
Fig.13 Circuit of DC filter for Yunnan鄄
Guangdong DC transmiss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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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滤波器型式分别替换成锦屏—苏南和云南—
广东 2 种直流滤波器型式，对健全极线路中点过电
压进行仿真计算 ，3 种情况下的过电压计算结果
如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以看出，3 种直流滤波器型式对过电
压幅值几乎没有影响；另外，考察 3 种不同型式的直
流滤波器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其总的主电容参数
分别为 1.05 μF、1.15 μF、1.2 μF，三者很接近。 因
此，在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参数值接近的情况下，即
使采用不同直流滤波器型式，一般也不会对过电压
整体水平产生太大影响，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值才是
影响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最关键性因素。
3.2 一般影响因素
3.2.1 直流控制系统

考虑到线路发生故障后，需要经过故障电流波
在故障极线路的传播时间以及保护装置的延时作用
后，直流保护装置方能发出保护指令，而该时间一般
都会比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达到最大值的时间长，
两侧控制系统无法及时对该故障作出反应。 因此，
直流控制系统通常不会对该过电压幅值产生影响。
3.2.2 杆塔接地电阻

杆塔接地电阻可以降低线路对地闪络时的暂态
分量，从而使得健全极线路上的过电压幅值有所降
低，但其对该过电压的整体波形及其幅值出现时间
基本没有影响。 不同杆塔接地电阻情况下的健全极
线路中点过电压仿真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表 7 可以看出，随着杆塔接地电阻阻值增大，
健全极线路中点过电压幅值稍有下降，但影响较小。
3.2.3 线路中点杆塔装设避雷器

在杆塔接地电阻取 0 Ω 且直流滤波器主电
容分别取为 1 μF、2 μF、3 μF 和 4 μF 4 种情况下，
分析在线路中点杆塔上装设避雷器（与换流站极线

处特性相同）对该过电压的影响。 当故障极线路中
点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该避雷器对健全极线路中
点过电压幅值的影响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可以看出，在线路中点处装设的避雷器
对该过电压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效果不太明显 。
在主电容取值为 4 μF 的情况下，线路中点杆塔处装
设避雷器可使过电压从 1 422 kV 下降至 1 340 kV，
过电压水平仅降低 5.8%。 因此，通常情况下不建议
采用在杆塔中点处加装线路避雷器的方式来限制该
过电压。
3.2.4 输电线路长度

±800 kV 向家坝—上海直流输电工程线路长度
为 1907 km，在不同的线路长度下，故障极线路中点
发生接地故障，健全极线路中点过电压与线路长度
的关系如表 9 所示。

由表 9 可以看出，随着直流输电线路长度逐渐
增加，过电压水平略有升降，但变化规律不明显。 这
主要是因为线路长度变化并不会对互感耦合系数产
生太大影响，故特高压直流线路长度变化对该过电
压幅值的影响通常不大。
3.2.5 输送功率

直流系统双极平衡运行方式下，几种典型输送
功率运行工况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影响情况如
表 10 所示，其中输送功率为标幺值。

由表 10 可以看出，随着输送功率增加，过电压
水平呈下降趋势。 当输送功率从 0.10 p.u. 增大到
1.05 p.u.，过电压水平仅下降 2.8%，可见输送功率对
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影响较小。

表 9 不同线路长度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影响
Table 9 Influence of line length 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线路长度 ／ km 过电压 ／ kV 线路长度 ／ km 过电压 ／ kV
1 500 1 249 2 100 1 255
1 700 1 254 2 300 1 279
1 900 1 253

表 8 线路中点杆塔装设避雷器对过电压的影响
Table 8 Influence of arrester installed on tower

at line midpoint on overvoltage

线路中点杆塔装设
避雷器情况

线路过电压幅值 ／ kV
C1= 1 μF C1= 2 μF C1= 3 μF C1= 4 μF

不装设避雷器 1 243 1 357 1 400 1 422
装设避雷器 1 211 1 312 1 331 1 340

表 6 不同直流滤波器型式对单极
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影响

Table 6 Influence of DC filter type 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直流滤波器型式 主电容 ／ μF 过电压 ／ kV
向家坝—上海工程型式 1.05 1 254
锦屏—苏南工程型式 1.15 1 263
云南—广东工程型式 1.20 1 258

表 7 不同杆塔接地电阻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影响
Table 7 Influence of tower grounding resistance 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杆塔接地电阻 ／ Ω 过电压 ／ kV 杆塔接地电阻 ／ Ω 过电压 ／ kV
0 1 254 10 1 227
1 1 251 15 1 214
5 1 240

第 4 期 周 浩，等：±800 kV 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产生机理及影响因素

表 10 不同输送功率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的影响
Table 10 Influence of transferring power 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输送功率 过电压 ／ kV 输送功率 过电压 ／ kV
0.10 1 264 0.75 1 245
0.25 1 256 1.00 1 239
0.50 1 252 1.05 1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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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a. 故障极线路发生单极接地故障时，会在沿线
产生 2 次电流跃升，由于极线间的电磁耦合作用，在
健全极线路上也会产生 2 次反向电流跃升，2 次电
流脉冲会对健全极线路对地电容反向充电，从而造
成健全极线路电压在额定电压的基础上发生 2 次跃
升，从而导致过电压。

b. 直流滤波器主电容是影响单极接地故障过电
压的最关键因素，适当控制主电容数值，就可以有效
地控制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幅值；另外，在总的主电
容相接近的情况下，直流滤波器型式（双调谐或三调
谐等）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影响不大。 研究表明，
为了使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水平不超过 1.7 p.u.，
± 800 kV 特高压线路直流滤波器主电容参数宜控制
在 1 ～ 2 μF。

c. 直流输电线路结构及其参数主要包括极导线
对地高度、极间距离、极导线分裂间距、极导线分裂
数、子导线横截面积等因素，它们会对单极接地故障
过电压产生一定影响，但影响幅度通常不大，考虑到
直流线路电磁环境的限制，直流输电线路结构及其参
数通常变化不大，故实际上直流输电线路结构及其
参数通常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影响不大。 杆塔接
地电阻一般对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影响也很小，当
杆塔接地电阻由 0 Ω 增大到 15 Ω，过电压仅下降
3.2%。 另外，直流控制系统对该过电压无影响，输电
线路长度以及输送功率对该过电压影响不大。

d. 在线路中点杆塔装设线路避雷器可以适当降
低该过电压，但效果不明显；在过电压幅值为 1.78 p.u.
情况下，若在线路杆塔中点装设一只与换流站极线
处特性相同的避雷器，过电压仅下降 5.8%。 因此，
通常不建议采取在线路中点装设线路避雷器的方
式来限制单极接地故障过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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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oltage generation mechanism during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f
± 800 kV UHVDC transmission lin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ZHOU Hao，LI Jiyuan，WANG Dongju，QIU Yuting，LI Sha，HAN Yuchua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Abstract： The overvoltage process of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f UHVDC transmission lin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the first voltage jump and the second voltage jump.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two voltage jumps
is studied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coupling between two poles and the wave process.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overvoltage are analyzed，such as main DC filter capacitor，DC filter type，DC control
system，grounding resistance of line tower，arrester installed on tower at line midpoint，transmission line
parameters，transferring power，etc. Simulative results show that，the main capacitor of DC filter is a critical
factor to limit the overvoltage while the other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overvoltage. Recommended capacitance
of the main capacitor of DC filter for ±800 kV UHVDC lines is from 1 μF to 2 μF for limiting the overvoltage
within 1.7 times of rated voltage.
Key words： UHV power transmission； DC power transmission； single鄄pole grounding fault； overvoltage；
mechanism analysis； failure analysis； influencing factors； wave process

Fault locatiｏn algorithm for double鄄circuit UHV transmission lines on same tower
WANG Yan，HAO Liangxia，XU Yuqin

（School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aoding 071003，China）
Abstract： A fault lo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amplitude characteristics of hyperbolic cosine function is
presented for the double鄄circuit UHV transmission lines on same tower. The half鄄wave Fourier narrow鄄band
filtering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extract the electrical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both ends and the six鄄
sequence component method is then applied to decouple them. A hyperbolic cosine fault locating functio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homotopic positive鄄sequence fundamental components and the reference point
producing the maximum amplitude of fault locating function is taken as the fault loc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ve test prove that，immune to the system impedance，fault point transition resistance，line
distributed capacitive current and other factors，the method has high fault locating accuracy and quick
calculating speed，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ite applications.
Key words： UHV power transmission； AC power transmission； double鄄circuit transmission lines on same
tower； electric fault location； narrow鄄band filtering； fault locating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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