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三  输电线路阶段式电流及电压保护装置运行与调试 

【学习目标】 

（1）掌握阶段式电流保护的工作原理、整定计算与正确接线。 

（2）理解方向电流保护的基本原理和方向元件动作方向。 

（3）掌握方向电流保护的整定计算与正确接线。 

（4）掌握零序分量的概念和零序保护的基本原理。 

（5）理解零序滤过器的工作原理。 

（6）掌握大接地系统中零序分量的特点。 

（7）了解小电流接地保护的工作原理。 

电网输电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其主要特征是电流增大、电压降低。利用电流增大、电

压降低的特性可以构成线路的电流保护、电压保护。 

任务一  三段式电流保护构成与运行 

【任务描述】 

某 35kV/10kV 变电所中，35kV 母线有两路进线、两路出线，10kV 母线有两路进线、

多路出线。在其中一路输电线路上设置三相短路故障点，故障点的位置可设置在线路首端、

20%处、50%处、80%处、末端等，试为该 10kV 输电线路配置电流保护方案。 

【知识链接】 

电流保护就是利用电力系统在短路或异常工况下电流增大的特征所构成的继电保护。最

原始形态的继电保护——熔断器就是一种电流保护。最简单的电流保护是反应相电流的三段

式，即电流速断保护、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和定时限过电流保护。 

一、瞬时电流速断保护 

根据对保护装置速动性的要求，在满足可靠性和保证选择性的前提下，保护装置的动作

时间，原则上越短越好。因此，各种电气元件应力求装设快速动作的继电保护。仅反应电流

增大而瞬时动作切除故障的电流保护，称为（无时限或瞬时）电流速断保护。 

1．定  义 

电流速断保护是指动作电流按躲开保护范围末端最大三相短路电流整定，不带动作时限



 

 

的电流保护。 

2．几个基本概念 

1）最大运行方式和最小运行方式 

最大运行方式就是在选定的短路计算点短路时，系统等值阻抗最小，而通过所研究的设

备的短路电流最大的运行方式。最小运行方式就是在选定的短路计算点短路时，系统等值阻

抗最大，而通过所研究的设备的短路电流最小的运行方式。 

2）最小短路电流与最大短路电流 

在最大运行方式下三相短路时，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为最大，称之为最大短路电流。

在最小运行方式下两相短路时，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为最小，称之为最小短路电流。 

3）保护装置的整定 

所谓整定，就是根据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确定保护装置动作值、灵敏系数、动作时

限等的过程。 

3．保护的建立 

如图3-1-1所示，假定在每条线路上均装有电流速断保护，则当线路 A～B 段上发生故

障时，希望保护 2 能瞬时动作，而当线路 B～C 段上故障时，希望保护 1 能瞬时动作，它们

的保护范围最好能达到本线路全长的 100%。 

图 3-1-1 中，以保护 2 为例，当本线路末端 k1 点短路时，希望电流速断保护 2 能够瞬时

动作切除故障，而当相邻线路B～C的始端（又称为出口处）k2 点短路时，按照选择性的要

求，速断保护 2 不应该动作，因为此处的故障应由速断保护 1 动作切除。但是实际上，k1 点

和 k2 点短路时，从保护 2 安装处所流过的短路电流在数值上几乎一样的。因此，希望速断保



 

 

护2在k1点短路时能动作，而k2点短路时不动作的要求就不能同时满足。同样的，保护1

也无法区别 k3 点和 k4 点的短路。 

为解决这个矛盾，并优先保证动作的选择性，即从保护装置启动参数的整定上保证下条

线路出口处短路时不启动，在继电保护技术中，这又称为按躲开下一条线路出口处短路的条

件整定。 

对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电流速断保护而言，能使该保护装置启动的最小电流值称为

保护装置的启动电流，以 Iact（动作电流）表示，当实际的短路电流 Ik＞Iact 时，保护装置才

能启动。保护装置的启动值Iact 是用电力系统一次侧的参数表示，它所表示的意义是当被保

护线路的一次侧电流达到这个数值时，安装在该处的这套保护装置就能够启动。 

根据电力系统短路的分析，当电源电势一定时，短路电流的大小决定于故障类型及短路

点和电源之间的总阻抗。相同的故障类型，短路点离电源越远，则线路中的短路电流就越小。

因此，根据计算可绘制出短路电流随故障点不同的变化曲线 Ik＝f(l)。图 3-1-1 中，曲线Ⅰ为系

统最大运行方式下的三相短路电流特性，曲线Ⅱ为系统最小运行方式下的两相短路电流特性。

当系统运行方式或故障类型改变时，Ik 都将随之变化。图 3-1-1 中，按启动电流的整定值大

小作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直线，该直线和曲线Ⅰ交于 M 点，和曲线Ⅱ交于 N 点，则 M 点到保护 2

安装处的距离为速断保护 2 的最大保护范围 Lmax，N 点到保护 2 安装处的距离为保护 2 的最

小保护范围 Lmin。 



 

 

 

图 3-1-1  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特性的分析 

4．保护范围 

电流速断保护对被保护线路内部故障的反应能力（灵敏性）只能用保护范围的大小来衡

量。保护范围通常用线路全长的百分数表示。由图 3-1-1 可知，电流速断保护不能保护线路

的全长，并且保护范围直接受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最大运行方式下三相短路时保护范围最

大，最小运行方式下两相短路时保护范围最小。一般要求最大保护范围大于 50%，最小保护

范围大于（15%～20%）。 

5．动作时限 

电流速断保护是仅反应于电流增大而瞬时动作的电流保护，因此又被称为无时限电流速

断保护或瞬时电流速断保护。它没有人为延时，只考虑继电保护固有的动作时间，在时间上

不需要与下一段线路配合。 

6．整定计算 

为了保证电流速断保护动作的选择性，动作电流按躲开下一条线路出口处的最大短路电流

(3)
k maxI  计算，因此，对于保护1，其启动电流不需大于k4点短路时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考虑实际存在的各种误差影响和必要的裕度，引入大于 1 的可靠系数 relK  ，一般取 1.2～1.3。 



 

 

(3)
act rel k maxI K I 
                                               （3-1-1） 

7．组成与接线 

电流速断保护的单相原理接线如图 3-1-2 所示，保护由检测启动元件（电流继电器 KA）、

中间元件（中间继电器 KM）和信号元件（信号继电器 KS）组成。电流互感器 TA 的二次侧

连接电流继电器 KA 线圈，KA 常开触点闭合后启动中间继电器 KM，经串联的信号继电器

KS 接通跳闸线圈 YR，从而使断路器跳闸。 

 

图 3-1-2  电流速断保护的单相原理接线图 

接线中采用中间继电器 KM 的原因如下： 

（1）电流继电器的接点容量比较小，不能直接接通跳闸线圈，因此先启动中间继电器，

然后再由中间继电器的大容量接点接通跳闸回路。 

（2）当线路上装有管型避雷器时，利用中间继电器来增大保护装置的固有动作时间，以

防止管型避雷器放电时引起电流速断保护误动作。 

8．电流速断保护的优缺点 

电流速断保护的主要优点是接线简单可靠、动作迅速，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它的缺点

是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并且保护范围直接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当系统运行方式变

化很大时，电流速断保护就可能没有保护范围；在最大运行方式下整定后，在最小运行方式



 

 

下无保护范围；被保护线路的长度很短时，电流速断保护也可能没有保护范围。 

二、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由于有选择性的电流速断保护不能保护线路的全长，因此可考虑增加一套新的保护来切

除线路上电流速断保护范围以外的故障，同时也能作为速断保护的后备，这就是限时电流速

断保护。 

对这个新保护的要求，首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护线路的全长，并且具备足够的灵敏

度；其次是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下，力求具有最小的动作时限。正是因为它能以较小的动

作时限较快地切除全线范围以内的故障，因此称之为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1．定  义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是指带较短动作时限，动作电流按躲开下一段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的

动作电流整定的电流保护。 

2．整定原则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与下一条线路的电流速断保护配合，不仅动作时限上要配合，而且保

护范围、整定计算上也要配合。 

（1）为了保护本线路全长，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必须延伸到下一条线路中去，

这样当下一条线路出口处短路时，它就能切除故障。 

（2）为了保证选择性，必须使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动作带有一定的时限。 

（3）为了保证速动性，时限应尽量缩短。时限的大小与延伸的范围有关。为使动作时限

小，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范围不能超出下一条线路电流速断保护的范围末端。 



 

 

3．动作时限 

为了保证选择性，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比下一条线路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时限高出

一个时间级差 t 。因此，在图 3-1-1 所示的线路上，线路 A～B 上的保护装置 2 的限时速断

保护的动作时限 2t 应比下一条线路 B～C 上保护装置 1 的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时限 1t高出一

个时间级差 t ，即 

2 1t t t                                                    （3-1-2） 

t 的大小要保证在重叠保护区内发生故障时保护动作的选择性，若过大则速动性差，过

小则不能保证选择性。在工程上考虑各种因素， t 一般取 0.35～0.6s，通常取 0.5s。对于采

用数字电路构成的静态型时间继电器，由于其精度极高，可以将 t 压缩到 0.35s 左右。 

4．保护范围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能保护线路全长，并延伸到下一段线路去，但不能超过下一段线路的

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末端。因此，限时电流速断保护不能保护下一段线路全长，也不能

作为下一段线路的后备保护。 

5．整定计算 

动作电流按躲开下一条线路电流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进行整定，引入可靠系数 relK  。 

act 2 rel act 1I K I 
                                                （3-1-3） 

对可靠系数 relK  ，考虑到短路电流中的非周期分量已经衰减，故可选取得比电流速断保

护可靠系数 relK  小一些，一般取 1.1～1.2。 

6．灵敏度校验 



 

 

灵敏度应以本线路末端短路时的最小两相短路电流来校验。 

(2)
k min

sen

act 2

1.5
I

K
I






≥                                           （3-1-4） 

7．组成与接线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单相原理接线如图3-1-3所示，保护由检测启动元件（电流继电器

KA）、时间元件（时间继电器 KM）和信号元件（信号继电器 KS）组成。它和电流速断保护

接线的主要区别是用时间继电器 KT 代替了原来的中间继电器 KM，这样当电流继电器 KA

动作后还必须经过时间继电器 KT 的延时才能动作跳闸。而如果在延时之前故障已经被切除，

则电流继电器 KA 立即返回，保护随即复归原状，不会形成误动作。 

 

图 3-1-3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单相原理接线图 

8．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优缺点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动作可靠，能保护本条线路全长；缺点是不能作

为下一条线路的后备保护（有时只能对相邻元件的一部分起后备保护作用）。 

三、定时限过电流保护 

1．定  义 

定时限过电流保护是指其动作电流按躲开最大负荷电流整定，用适当的延时保证动作选



 

 

择性的电流保护。 

2．整定原则 

动作电流按躲开被保护线路的最大负荷电流，且在自启动电流下继电器能可靠返回进行

整定。 

（1）在正常运行情况下过电流保护不应动作，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 Iact 必须大于最大负

荷电流 L maxI  。 

（2）外部短路故障被切除后，保护装置应能返回。因此，返回电流 Ir 大于自启动电流 Iss。 

（3）保护范围内发生短路时，保护装置应灵敏动作。 

3．保护范围 

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不仅能够保护本线路的全长，而且能保护下一条线路的全长；不仅可

以作为本线路的近后备保护，而且可以作为下一条线路的远后备保护。 

4．整定计算 

Kr 越小，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越大，其灵敏性就越差，这是不利的。这就是要求过电流

继电器应有较高的返回系数的原因。 

rel ss
act L max

r

K K
I I

K 


                                           （3-1-5） 

式中  relK  ——可靠系数，一般取 1.1～1.2； 

Kss——自启动系数，一般取 1.5～3； 

Kr——返回系数，应为 0.85～0.95； 

L maxI  ——被保护设备最大负荷电流。 

5．动作时限 



 

 

如图 3-1-4 所示，假定在线路上的母线 A、B、C 处装设过电流保护 1、2、3，各保护装

置的启动电流均按照躲开被保护线路上各自的最大负荷电流来整定。这样当 k1 点短路时，保

护 1～3 在短路电流的作用下都有可能启动。但要满足选择性的要求，应该由离故障点 k1 最

近的保护 3 动作切除故障，而保护 1、2 在保护 3 动作将故障切除后立即返回。这个要求只能

依靠各保护装置设置不同的时限来满足。 

 

（a） 

 

（b） 

图 3-1-4  过电流保护的阶梯形时限特性 

保护 3 位于电网的最末端，只要 k1 点发生短路故障，它就可以瞬时动作切除故障， 2t 即

为保护 3 的固有动作时间。对于保护 2 来说，为了保证 k1 点短路时动作的选择性，其动作时

限 2 3t t 。引入时限极差 t 后，保护 2 的动作时限为 2 3t t t   。 

保护 2 的动作时限确定以后，当 k1 点短路而保护 3 拒动时，保护 2 将以 2t 的时限切除故

障，此时为了保证保护 1 动作的选择性，必须整定 1 2t t 。引入时限极差△t 后，保护 1 的动

作时限为 1 2t t t   。 

一般来说，任一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限应选择比相邻下一级各元件保护的动作时限高出



 

 

至少一个 t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保护动作的选择性。这种保护动作时限的配合形状像一

个阶梯，故称为阶梯形时限特性。 

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限是从系统的末端（负荷侧）向电源端逐级递增的，每一级递增一

个时限级差 Δt，即 1 2 3 2t t t t t      。时限级差 t 一般取0.3～0.5s。过电流保护的时限特

性在整定好之后是固定的，由专门的时间继电器予以保证，其动作时限与短路电流无关，因

此称为定时限过电流保护。 

当故障越靠近电源端时，短路电流越大。而根据以上分析，按照选择性的要求，越靠近

负荷侧，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限越短；越靠近电源端，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限越长。此时过

电流保护动作切除故障的时限反而越长，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

电网中广泛采用电流速断保护和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来作为线路的主保护，以快速切除故障，

而利用过电流保护来作为线路和相邻元件的后备保护。任一线路过电流保护的动作时限必须

与该线路末端变电所母线所有出线保护中的动作时限最长者配合。 

6．灵敏度校验 

为了保证在保护范围末端短路时，过电流保护能动作，对动作电流必须按其保护范围末

端可能的最小短路电流进行灵敏度校验。 

当过电流保护作为本线路主保护或近后备保护时，应选择本线路末端短路时出现的最小

短路电流进行灵敏度校验，并要求灵敏度应不小于 1.5。 

(2)
k min

sen
act

1.5
I

K
I
 

本末≥                                         （3-1-6） 

当过电流保护作为下一条线路后备保护（远后备）时，其保护范围延伸至下一条线路末



 

 

端，此时应选择下一条线路末端短路时出现的最小短路电流进行灵敏度校验，并要求灵敏度

不小于 1.2。 

(2)
k min

sen
act

1.2
I

K
I

 

下一末≥                                        （3-1-7） 

7．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优缺点 

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工作可靠，保护范围广，能够保护被保护线路的

全长，也能保护相邻线路全长及相邻元件的全部，具有远后备保护的优势。其缺点是在具有

多级保护的线路中，越靠近电源端其动作时限越大，速动性差，对靠近电源端的故障不能快

速切除。而且在重负荷线路中，其灵敏度较低，因此一般作为主保护的近后备保护及相邻线

路的远后备保护使用。 

四、阶段式电流保护 

1．概  念 

电流速断保护、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和定时限过电流保护都是反应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

护。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是靠选择动作电流来保证选择性。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是靠选择动作

电流和动作时限来保证选择性。定时限过电流保护是靠选择动作时限来保证选择性。 

电流速断保护动作迅速，但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限时电流速断保护能保护线路全长，

却不能作为下一段线路的后备保护，因此必须采用定时限过电流保护作为本条线路和下一段

线路的后备保护。由电流速断保护、限时电流速断保护及过电流保护相配合共同构成的保护，

叫做三段电流保护。其中瞬时电流速断保护（电流Ⅰ段）和限时电流速断保护（电流Ⅱ段）为

主保护，定时限过电流保护（电流Ⅲ段）为后备保护。 



 

 

实际上，供配电线路并不一定都要装设三段式电流保护，应当根据电网具体情况确定。

如线路-变压器组接线，电流速断保护按保护线路全长考虑后，可不装设限时电流速断保护，

只需装设电流Ⅰ段和电流Ⅲ段即可。又如，在较短线路上，电流速断保护的保护范围很短，甚

至可能没有保护范围，此时只需装设电流Ⅱ段和电流Ⅲ段。因此，对于不同的线路，应根据具

体情况，装设相应的阶段式电流保护。 

2．保护的配合 

每个保护都有预先划分的保护范围，划分保护范围的基本原则是任一个元件的故障都能

被可靠地切除并且造成的停电范围最小。 

保护范围相互重叠，保证任意点的故障都置于保护区内。各种保护之间配合的总原则是：

①保护范围重合，则动作时限不能相同。②动作时限相同的，保护范围不能重合。 

1）保护装置的灵敏度配合 

保护装置的灵敏度配合就是保护范围的配合。也就是在各种可能出现的运行方式下，某

设备的带时限动作的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末端，应在下一级相邻设备的要求同它相配合的保

护装置的保护范围末端以内。这样，当供电系统任意一点发生故障时，离故障点最近的保护

装置灵敏度最高，离故障点越远的保护装置灵敏度最低。 

2）保护装置的时限特性配合 

保护装置的时限特性配合是指某设备的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限，应大于下一级相邻设备的

要求同它相配合的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限。这样，当供电系统任意一点发生故障时，离故障点

最近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最短，离故障点越远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越长。 



 

 

3）三段式电流保护的时限特性分析 

三段式电流保护的时限特性如图 3-1-5 所示，保护 1 的电流Ⅰ段保护的保护范围只是本线

路 WL1 中的一部分，其动作时限为继电器固有动作时间 1t
Ⅰ，无人为延时。 

电流Ⅱ段保护的保护范围延伸到下一级线路 WL2 中，但不能保护 WL2 的全长，而且为

了保证 选择性 ，其 保护 范围末 端不超 过保 护 2电流Ⅰ段的 保护 范围末 端 。其动 作时限为

1 2t t t  Ⅱ Ⅰ 。电流Ⅰ段、Ⅱ段保护构成线路的主保护。 

电流Ⅲ段保护作为电流Ⅰ段、Ⅱ段保护的近后备保护和下一级线路的远后备保护。其保护

范围为线路 WL1 和 WL2 的全部，其动作时限为 1t
Ⅲ。根据阶梯形原则， 1 2t t t  Ⅲ Ⅲ ，其中 2t

Ⅲ

为线路 WL2 上保护 2 的电流Ⅲ段保护。 

 

图 3-1-5  三段式电流保护的时限特性分析 

3．原理接线图 

继电保护的原理接线图一般可以用归总式原理接线图和展开式原理接线图两种形式来表示。 

1）归总式原理接线图 

归总式原理接线图是用来表示保护装置的工作原理的，它以二次元件整体形式表示各二

次元件之间的电气联系，并与一次接线有关部分画在一起。其相互联系的电流回路、电压回

路以及直流回路综合在一起，二次元件之间连线按实际工作顺序画出，不考虑实际位置。这



 

 

样对继电保护整个装置形成一个清楚的整体概念。归总式原理接线图对分析继电保护装置二

次回路的工作原理，了解动作过程都很方便。但由于电路中各元件之间的联系是以整体形式

连接，当元件较多时，接线相互交叉，显得凌乱，加之没有画出元件内部接线、元件端子及

连接线无符号标注，实际接线及查线很困难。 

在图 3-1-6 所示的三段式电流保护的归总式原理接线图中，KA1、KA2、KS1、KCO 组

成电流Ⅰ段保护，KA3、KA4、KT1、KS2 组成电流Ⅱ段保护，KA5、KA6、KA7、KT2、KS3

组成电流Ⅲ段保护。出口中间继电器 KCO 触点带0.1s延时，为的是躲过避雷器的放电时间。

电流继电器 KA7 线圈中流过的电流为 A、C 两相电流之和，是为了在 Yd 联结变压器后发生

两相短路时提高过电流保护的灵敏性。任一段保护动作均有相应的信号继电器 KS 的掉牌指

示，可以知道哪段保护动作，从而分析故障的大致范围。 

 

图 3-1-6  三段式电流保护的归总式原理接线图 

2）展开式原理接线图 

继电保护展开式原理接线图是按供电给二次回路的每个独立电源来划分的，即将二次回

路按交流回路、直流操作回路、信号回路及保护出口回路等划分为几个主要部分。每一部分



 

 

又分为许多行。交流回路按 A、B、C 相序排列。直流回路按元件先后动作顺序从上到下或

从左到右排列，其中同一个继电器元件的线圈及触点要分开表示在各相回路里。各回路中，

属于同一元件的线圈和触点采用相同的文字符号。各行或列中各元件的线圈、触点按实际连

线方式，即按电流通过方向，依次连接成回路。在各行右边一般有文字说明，说明回路名称

和各个回路的主要元件的作用。 

图 3-1-7 为根据图 3-1-6 所示的三段式电流保护归总式原理接线图绘制的展开式原理接线

图，它由交流电流回路、直流回路和信号回路三部分组成。交流电流回路由电流互感器 TAa、

TAc 构成两相星形联结，二次绕组接电流继电器 KA1～KA7 的线圈。直流回路由直流屏引出

的直流操作电源正控制小母线（＋WC）和负控制电源小母线（－WC）供电。信号回路由直

流屏引出直流操作电源正信号小母线和负信号小母线供电。 

     

图 3-1-7  三段式电流保护的展开式原理接线图 

从展开图中看，属于同一继电器的各个组成部分（如线圈、触点）被画在不同的回路中，



 

 

属于同一个继电器的全部部件均标注同一符号。在绘制展开图时，尽量按保护动作顺序从左

到右、从上到下依次排列。展开图右侧有文字说明，以帮助了解各回路作用。 

展开图虽然不如归总式原理图那样形象，但它能清楚地表达保护装置动作过程，易于查

找错误，对于复杂回路的设计、研究、安装和调试来说非常方便。因此，展开图在生产上得

到广泛应用。 

4．三段式电流保护的优缺点 

三段式电流保护的主要优点是接线简单可靠，并且一般情况下都能较快切除故障。它一

般应用于35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单侧电源电网中。其缺点是灵敏度和保护范围直接受系统

运行方式和短路类型的影响。此外，它只在单侧电源供电网络中才有选择性。 

五、电流保护的接线方式 

所谓电流保护的接线方式，是指电流保护中电流继电器线圈与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之间

的连接方式。对保护接线方式的要求是能反应各种类型故障，且灵敏度尽量一致。电流保护

接线方式主要有：三相三继电器式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三继电器式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两继

电器式不完全星形接线和两相一继电器式电流差接线。 

1．三相星形接线（完全星形接线） 

这种接线方式如图 3-1-8 所示，三相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接成星形，三相的电流继电

器线圈也接成星形，电流互感器星形中性点与电流继电器星形中性点连接，每相电流互感器

二次线圈的另一端与每相电流继电器线圈的另一端对应连接。三相的电流继电器触点并联。 

任何一个电流继电器动作，都可以使后面的时间继电器或中间继电器动作，引起断路器



 

 

跳闸，信号继电器发出保护动作的信号。 

当发生任何形式的相间短路时，最少有两相流过短路电流，有两个继电器同时动作。可

见，三相星形接线方式作为相间短路保护是可靠的。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它还可以兼

作接地保护。 

这种接线方式比较复杂，主要用于重要设备的保护中。 

 

图 3-1-8  三相星形接线 

2．两相星形接线（不完全星形接线） 

这种接线方式如图 3-1-9 所示，通常电流互感器和电流继电器都装在 A、C 两相，B 相无

保护。在两相或三相短路时，最少有一相流过短路电流，因此最少有一个继电器动作。 

       

        （a）两相两继电器式接线                       （b）两相三继电器式接线 

图 3-1-9  两相星形接线 

这种接线方式能满足相间短路保护的要求，接线简单，在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