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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中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的功能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省级及以上电网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建设和运行。地区电网电力调度自动
化系统的研制、建设和运行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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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厅 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厅 15544.l 三相交流系统短路电流计算第 l 部分： 电流计算

our 516 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运行管理规程

our 559 22okv～750kV 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

our 584 3kV～llOkV 电网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整定规程

our 890.301 能盘管理系统应用程序接口（EMS-APO 第 301 部分： 公共信息模型 CCIM）基础

our 101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整定计算数据交换格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厅 14285、 OB厅 15544.l 、 our 559、 DUf 584、 our 890.30 1 、 our 101 l 、 DL厅 516界定的以

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继电保护定值在钱校核及预警 on-line relay setting verifying & early warning 

通过在线获取电网运行的实时信息，进行保护定值的灵敏性、选择性等方面的计算与分析， 实现

继电保护定值的在线校核与预警。

3.2 
节点 node 

在电网计算分析等值闺中电流的汇集点或支路的汇集点．节点一般对应于运行电网的母线等。

3.3 
支路轮断 turn off the line in sequence 

将某一节点上所有支路元件按设定原则依次断开，以获得各种情况下保护的配合系数的方式。

3.4 
等值电网 equ ivalent network 

由电力系统中各元件的等值电路连接起来构成的网络剧，也称等效电网。各元件的等值电路由能

反映该元件电气特性的集中参数如等值阻抗WC.导纳连接而成。

3.5 

等值阻抗 equivalent impedance 

能集中反映电网元件在特定的运行状态（如稳态或暂态〉时电磁关系或电压与电流关系的工频阻

抗值。在等值电网中， 各元件用它们的等值阻抗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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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时间级差 “me step 
根据保护装ftft.能指标，并考虑断路器动作时间和战障媳弧时间，能确保保护配合关系的最小时

间差，以!ll表示．

3.7 
CIM-E语言 ClM-E la nguage 

CIM-E语言将电）J系统传统的面向关系的数据描述方式与面向对象的CLM相结合，既保留了面向关

系方法的肉放恕， 鳞－~了其长期的研究成果，又吸收了而向对象方法的特点（如类的继承性等〉。 CIM-E

话芹的命名源于CIM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公共的息模型）以及Easy （简单）、 Efficiency （高

效）、 Electric-power （电力） 3个英文词头， 具有简洁、高效和适用于捎述和交换大型电网模型的特点。

3.8 
潮流计算 power flow calculation 

利用电网模型和参数、拓扑连接关系和电网运行方式数据，求解出母线电压幅值和相角，井计算

电网各支跻的功率．

3.9 
敬障集 fault set 

由调度人员和运行分析人员给出的包括各种可能的多巫预想他障的集合， 运行中，使用者可以激

活拟关注的战阳集进行分析计算．

3.10 
故障录波 fa ult record 

用于电力系统战障或异常工况的电压、电流数据记录和有关保护及安全向动装置动作顺序记录，

再现故障和异常运行时电气量的变化过程， 并完成战院攻波数据的综合分析，为确定战障原因、正确

分析和评价保护及自动装置的动作行为提供依据．

4 总则

4.1 继11_1.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是电力调皮自动化系统的 ·个应闸，其体系架构、接口和相关技术

符合电力调皮向动化系统的要求．采用模块化设计，并满足后续功能的扩展需求．

4.2 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是离线整定计算的补充、完齿， 能对电网实时运行、检修计划等工

作提供技术支撑．

4.3 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应满足 our 559和 DUf 584 的基本原则．

5 功能要求

5.1 故障电流计算

5.1.1 对故障电流计算方法的要求

5.1.1.1 为满足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的需要，应具备考虑电网的实际接线、潮流、友电和负荷
水平、发电机及负荷模型等对战障电流影响的功能．

5.1.1.2 应能根据各项定值校核的实际要求，选择考虑潮流影响和不考虑潮流影响的战障电流计算方法。

5.1.2 对政障樊型和故障点设置的要求

5.1.2.1 应支持以 F类型故障的计算：单相接地知路、两相接地知路、两相相间短路、 三相短路、断线

战降等简单攸障和跨线披障等复故障，支持披障序列定义，对于各种类型短路故障，应具备设咒过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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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的功能。

5.1.2.2 故障点可设置于线路上的任意位置、母线、变压器绕组出口、友电机出口、串联补偿电容器两
侧等．

5.1.3 对故障计算处理能力的要求

5.1.3.1 应能处理特殊的电网结构， 如小阻抗支路、母联及分段断路器、侃立区域等，能处理多重等序

全线互感、部分互感支路等．

5.1.3.2 应能处理电网内部元件的方式变更， 如线路、变压器和发电机等的投运和停运，互感线路挂地

检修，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不接地或经阻抗接地等．

5.1.3.3 计算规模应能满足对实际电网建模并考虑电网未来发展的需要．
5.1.3.4 故障电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应满足GB厅 l5544 的要求．

5.2 在线校核及预警

5.2.1 总体要求

应能利用电网运行数据， 自动对当前方式和预想方式下主保护及后备保护的相关定值进行校核，

并按预定要求进行顶瞥．

5.2.2 电网运行方式选择

应能实现对同…变电站、同一送电断面内的元件进行轮断，能自动生成“N-k” （k可设置〉故障U!

等比较严重的电网运行方式并进行相关定值校核，能对顶想方式进行校核．

5.2.3 启动方式

应支持如下方式的动在线校核计算：

a）周期启动：

b）事件启动z

c）人工启动．

5.2.4 启动定值校核

应能实现以下启动定值的校核：

a）电压启动值：

b）电流启动值：

c）其他启动缸．

5.2.5 主保护定值 （包括动作定值、 闭锁定值等〉 校核

应能实现以下要求：

a）母差保护定值灵敏性的校核：

b）线路纵联保护〈纵联电流差动、纵联距离、纵联方向、纵联零序电流〉定值灵敏性的校核：

c）变压器差动保护定值灵敏性的校核．

5.2.6 后备保护校核

应满足以下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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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距离保护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包括电阻和电抗两个方向），接地距离保护校核应考虑零序补偿

系数的影响 ：

b ) 距离Ill段定值躲负荷能力（重要断而线路在“N-k”潮流转移后是否会造成距离m段保护动作）：

c）失灵保护的电流及复压闭锁定值的灵敏性：

d）军厅，电流保护的灵敏性和选择性：

e）过电流保护的灵敏性和选挥性〈含复压闭锁元件〉：

。 可设置定值校核计算过程所需分析的设备伯国 （指与故障点相隔的设备数），支持分析继电保

护设备动作行为：

g）可实现不同原理保护间的选择性校核－

5.2.7 预想方式分析

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历史数据管理功能， 能自动记录历史运行方式，保存人工修改后的运行方式：

b）支持对任意选取保布的历史数据进行校核计算分析，进行临时检修、陪停等方式下的定值灵敏

性佼核和后备保护选择性校核等计算分析工作：

c）支持在己有数据的基础 t对电网的运行参数进行修改，如修改系统的接线、发电机出力及负荷

大小，并重新进行分析计算：

d）基于检修计划等信息校核保护定值灵敏性和选择性．

5.2.8 定值预警

应能根据定值在线校核结果实现以下预警：

a）对于不满足灵敏性要求的保护启动定值进行预臀：

b）对于不满足灵敏ff..~求的主保护动作定值进行预警：

c）对于不满足灵敏性、选择性等要求的后备保护定值进行预警。

5.3 故障分析

5.3.1 故障再现分析

应能根据故障录波等的忠实现以下功能：

a）模拟故障发生的过程：

b）计算故障点的位'll ;

c）计算过披．电阻的大小：

d）统计分析过液也阻大小的分布规律等．

5.3.2 故障模拟

4 

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a）模拟战障情况，分析保护 （纵联保护、 距离保护、零序保护、失灵保护等）的动作情况，建立

继电保护装置或安全自动装置的逻辑模型，逻辑模型应包含与原理定值相关的启动（闭锁〉元

件、测盘元件（考虑不同保护的动作特性〉、时间元件及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

b）模拟典型继ll!保护装1i'1~的动作逻辑， 如距离保护的阻抗圆〈阻抗四边形〉、母线保护的复压闭

锁等， 典型继电保护装到动作模型详见附录 A:

c）考虑故障时某套保护拒（误〉动及故障时断路器拒动等复杂情况：

www.kvee.cn



d）体现保护动作的时序性， 以圄形、动画等方式直观展示保护动作情况．

5.4 统计分析

应提供完替的计算统计功能，可自动统计如下内容：

a）启动定值合格率：

b）主保护定值合格率：

c）后备保护定值合格率．

5.5 维护管理

应能实现以 V内容的维护管理：

DL / T1创0- 2016

a）模型和参数维护： 对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的各种数据进行维护，包括修改、定义、增

加、删减：

b）校核原则维护： 对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的校棋l鼠则迸行维护：

c）用户权限管理： 可利用权限管理功能设定权限， 对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预警进行使用、管

理和维护：
d）应用与进程的管理： 能够对继电保护定值在钱校核及预警的各个应用与任务进程进行监视、切

换以及运行参数的修改等．

6 展示界面要求

6.1 展示信息

应能展示以 F信息：

a）正常校核结果， 包括保护灵敏性分析结果、后备保护配合关系分析结果、距离田段保护定值躲

负荷能力校核结果等：

b）告警信，也， 包括主保护不满足灵敏性的预警，后备保护不满足灵敏性的预警， 距离皿段躲负荷

的预警，各段保护的保护范围、 后备保护不满足选择性的预僻，模拟故障保护动作情况预

警得．

6.2 展示方式

展示方式如 F:

a）应能在地理接线图上展示预警信息， 并可根据简要选择显示简化的预警信息或者详细的预警内

容：
b）应能对正常状态、异常状态分别进行者色：

c）可采用列表、曲线、相盘图、二维着色图、 三维曲面、动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

7 撒据接口

7.1 鼓据输入

7.1.1 从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状态估计或模型管理获取如 F数据：

a）模型数据（含设备参数和一次设备拓扑关系〉：

b）图形数据：

c) 电网运行数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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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从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调度计划类应用获取如 F数据：

a）未来运行方式：

b）设备检修计划．

7.1.3 从继电保护定值整定软件或调皮管理系统（OMS）获取继电保护定值及相关参数．

7.1.4 从保护设备在线监视与分析模块或继电保护战阳的息管理系统获取战障求波文件．

7.2 数据格式

7.2.1 模型数据格式

应支持CIM-E 或 CIMXML语言格式文件的导入和导出，宜采用全模型．

7.2.2 图形数据格式

应支持CIM-G或SVG语言格式文件的导入和导出．

7.2.3 电网运行数据格式

应采用E语言规也文件的方式．

7.2.4 未来方式数据格式

应采用E语言规范文件的方式。

7.2.5 继电保护定值搬据格式

宜采用XML文件的方式，具体内容宣满足our 1011的要求．

7.3 撒据输出

7.3.1 应能向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告警模块传送如 1-·1斗符信息：

a）保护灵敏性告密的，也：

b）后备保护选择性竹嚼的息：

c）距离田段保护定ffi躲负荷能力校核告警信息等．

7.3.2 可根据需要， 向调度付理系统（OMS）传送各类技核结果信息。

8 技术指标

6 

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带性能至少应满足以下技术指标：

a） 可用率大于 99.5%:

b）短路电流计算误差不大于 5%;

c）舍网定值在线校核 4次所需时间应在 5min 以内：

d）历史断丽、技核结果、顶警信息等数据非储时间应不少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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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典型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模型

A.1 基本要求

在进行继电保护定值在线校核及预警计算分析时， 应根据短路电流及潮流计算结果，对典型继电

保护动作逻辑进行模拟， jf:提供动作行为分析．本附录给出了线路后备距离保护、线路纵联电流是动

保护、母线是动保护装置的典型动作模型。

A.2 线路后备距离保护动作模型

根据线路后备距离保护动作模型，校核距离囚段躲负荷阻抗能力．模拟主保护不动作时，故障点

周围系统 m 级范围内的后备保护动作行为 （m 值可以设置〉． 典型的距离保护阻抗继电器特性如图

A.l～图 A.6 所示。

A.2.1 圆特性阻抗继电器 （适用于距离保护 I 、 II 、 田段〉

』X

也抗线

R 

固 A.1 圆特性阻抗继电器

输入值 Zw、 Rw、 ψm、 0 分别为距离保护阻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序阻抗角定值、

偏移阻抗角定值（根据线路氏度， θ取值 。。、 1 5。、 30。〉。

A.2.2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1 （适用于距离保护 I 、 1I 、囚段〉

jX 

Xzol 

R 

图 A.2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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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值Xzo、 Rro、伊m分别为距离保护电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序阻抗角定值． 伊m

国定为 60。．

各段距离元件动作特性均为多边形特性． 各段相间、接地距离元件分别计算 X 分址的电抗值和 R

分量的电阻值． 动作边界倾斜角固定．

A.2.3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2 （适用于接地距离保护 I 、 II段〉

··..- -“- - “- -·. 

', Ft 
、
、
、
、

、
、
、
、
、

』X

龟
d

x
· . 

AM-- m
w吨

‘

,,,
,

. 

i’’
f

- 

i’’- 
Zm 

, , 
, , , 

, , 
, , 

45°1 ! , 

R -
r 

,
J.,,,,, 

R 

、、、、、、、、、~！•

图 A.3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2

输入值Zw、 Rw、 ψm分别为距离保护阻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J¥阻抗角定值。

R分址的偏移门槛取值： R’＝ min(0.5R旬，0.5Zzi»

X 分冕的偏移门槛取值与额定电流 IN 有关： X’＝ m缸（5 1儿，0.25Zm) o 额定电流为 SA 时， 取

1n、 0.25 倍接地距离 I 段阻抗定值的较大值：额定电流为 IA 时，取 sn、 0.25 倍接地距离 l 段阻抗定
值的较大值．

偏移阻抗 I 、 H段元件在动作特性平面第一象眼右上角有下倾，下倾角为 12°0 国 A.3 中， Fi 为方

向元件、均为电抗线，~为负荷限制电阻线，实钱包围的部分为保护动作区域．

A.2.4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3 （适用于相间距离保护 I 、 H段〉

输入值 Zw、 Rw、 φa 分别为距离保护阻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序阻抗角定值－
R’、 X’的取值范围同 A.2.3R’、 X’取值。

• Fi 
、
、
、
、
、
、
、
、

、
、

、、 jX

、、 Zw

nuw R
’’’ 

45°1: 
’ ,ZD 

、、、、、、、~o

-
WA 

al 
，
，

吁
，
，
，
，

,“ 

8 

R 

三二、、、、飞、.f•

图 A.4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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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间距离R轴动作边界取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的－半， 相间距离电抗线下倾角为 24。。

A.2.5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4 （适用于接地距离保护田段）

、Fi
、
、
、
、
、
、

jX 
/ Zw 

R 

r 气、、＼、王t

固 A.5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4

输入值 Zw、 Rw、伊ZD 分别为距离保护阻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序阻抗角定值－
R’ 、 X’的取值范围同 A.2.3 R’ 、 X’取值。

电抗线下倾角为 0。。

A.2.6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 5 （适用于相间距离保护囚段〉

、 Fi
、
、
、
、
、
、

jX 

, , , , , , , , 
, , , , , , 

45。 I/

/ Zw 

气；；＿

X' 飞、、、、、、.f•

围 A.6 四边形阻抗继电器5

输入值 Zzo, Rzo、伊四分别为距离保护阻抗定值、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线路正序阻抗角定值。

R’、 X’的取值范围同 A.2.3R’ 、 X’取值。

电抗线下倾角为 0。．相间距离R轴动作边界取负荷限制电阻定值的一半。

A.3 线路纵联电流差动保妒动作模型

A.3.1 线路纵联电流差动保护动作方程

线路纵联电流差动保护动作方程如下：

?”> KIZI>4> 
f er»> l oz 

φ＝ A,B,C 

(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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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I» 一一相差动电流：

I'D» ←一相制动电流：

K 一一制动系数；

loz 一一差动电流保护动作门槛值．

线路纵联电流差动保护动作特性曲线如图 A.7 所示。

!co 

忠
心
、
卡
／

fro 

图 A.7 线路纵联电流差动保护动作特性曲线

以国 A.8 所示的线路内部故障为例：

I伽＝liMll> + i阳｜，为两侧电流相盘’和的幅值：

J 'lJ» ＝仇。 － i叶为两侧电流相量差的幅值：

K = 0.6, jMll> 为 M侧相电流，儿。为 N侧相电流。

6) J一→
FZ
/ 

h@ 

图 A.8 线路内部故障示意图

A.3.2 弱馈逻辑判断

发生高阻故障时，电流启动元件有可能不动作，此时，若收到对侧的差动保护允许信号，未启动

侧保护采用以下辅助判据：

a）低电压辅助判据：未启动侧判别差动继电器动作相关相、相间电压， 若小于 65%额定电压，

则低电压辅助判据启动， 向对侧发送允许信号。

b）苓序电压辅助判据： 未启动侧判别等序电压大于 2V， 则等序电压辅助判据启动， 向对但tl发送

允许信号。

A.4 母线差动保护动作模型

母线保护动作判据为：

｛~：DOI> > Kl n» 
le~ ＞ l oz 

φ＝ A,B,C 

( A.2 ) 

叫t.jjl ( A.3) 

l zo ＝羽毛｜ ( 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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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K 一一比率制动系数：

儿一一第j个连接元件的电流：

/oz←一差动电流保护动作门槛值。

母线差动保护动作特性曲线如图 A.9 所示。

lc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v 

』E
,
L 

D ,,, 

lw 

图 A.9 母线差动保护动作特性曲线

差动保护根据母线上所有连接元件电流值计算出大差电流，构成大差比率差动元件，作为差动保

护区内故障判别元件。根据各连接元件的隔离开关位置开入计算出各条母线的小差电流，构成小差比

率差动元件， 作为故障母线选择元件。

比率制动系数采用高低两个定值，母联断路器处于合闸位置时，大差比率制动系数采用高值 0.5 ,

小差比率制动系数采用高值 0.6： 母线处于分列运行时，大差比率制动系数采用低值 0.3 ， 小差比率制
动系数采用低值 0.5 .

低电压闭锁定值为 70%额定电压， 苓序。Uo）、负序电压（ U2）闭锁值分别为 6V、 4V。

注：以上模型术涵盖所有维也保护动作模型， 而且可能肉厂家不同， 在内部特性及取值上可能在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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