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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一  电气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学习子情境1  牵引变压器的运行与维护 

学习任务书 

小组编号：                       成员名单：                 

学习任务描述 

通过本情境的学习，要求能够做到：读懂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铭牌，熟悉牵引变电所

主变压器的结构、正常巡视内容和特殊巡视内容。 

学习任务：牵引变压器的运行与维护。 

学习对象：牵引变压器。 

工    具：生产文件、工作工具、量具等。 

学习步骤： 

（1）认识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 

（2）熟悉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结构。 

（3）了解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 

（4）读懂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铭牌内容。 

（5）熟悉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正常巡视内容。 

（6）熟悉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的特殊巡视内容。 

学习方法 

资讯：接受学习任务，根据引导问题，通过学习查找资料、网络信息等，建立总体印象。 

计划：与小组成员、老师、师傅讨论牵引变压器在变电所中的影响和意义。 

决策：与老师或师傅进行专业交流，确定本项目的工作步骤和涉及的工具，拟定检查、

评价标准。 



实施：按确定的工作步骤完成行动化学习任务，发现问题，共同分析，遇到无法解决的

问题时请老师或师傅帮助解决。 

检查：（1）生产文件准备好了吗？ 

（2）工具准备好了吗？ 

（3）安全事项有哪些？ 

评价：与同学、老师、师傅进行专业交流，有改进的建议吗？ 

学习目标 

（1）明确牵引变压器的作用、结构及工作原理。 

（2）明确牵引变压器运行中的要求。 

（3）对牵引变压器的日常巡视做出规划，确定所要涉及的内容、仪表、工具等。 

（4）了解牵引变压器运行中和检修时的注意事项。 

行动化学习任务 

第一部分：进行牵引变压器知识的学习 

任务 1：查阅《牵引变电所运行检修规程》中有关牵引变压器的要求。 

任务 2：查阅各种资料，熟悉牵引变压器的结构。 

任务 3：列出牵引变压器结构表。 

任务 4：列出牵引变压器巡视表。 

任务 5：查阅牵引变压器在运行中的规定。 

第二部分：进行牵引变压器的日常巡视 

任务 6：完成牵引变压器结构表的填写。 

任务 7：完成牵引变压器的巡视。 

任务 8：总结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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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信息 

一、牵引供电系统的组成 

图1.1.1所示为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示意图。该系统由高压输电线、牵引变电所、

牵引网、分区所、开闭所等组成。牵引变电所将电力系统输电线路的电压从 110kV（或 220kV）

降到 27.5kV，经馈电线将电能送至接触网；接触网沿铁路上空架设，电力机车升弓后便可从

其上取得电能，用以牵引列车。牵引变电所所在地的接触网设有分相绝缘装置，两相邻牵引

变电所之间设有分区所（又称分区亭），接触网在此也相应设有分相绝缘装置。牵引变电所至

分区所之间的接触网（含馈电线）称供电臂。接触网、钢轨回路（包括大地）、馈电线和回流

线统称为牵引网。牵引供电构成的回路是：牵引变电所—馈电线—接触网—电力机车—钢轨

和大地—回流线—牵引变电所。牵引供电设备的检修运行由供电段负责，牵引供电系统的运

行调度则由供电调度负责，供电调度通常设在分局和铁路局调度所。 

 

图 1.1.1  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系统示意图 

（一）牵引变电所 

牵引变电所是交流工频单相电力牵引供电系统的主要环节，它完成变压、变相和向牵引

网供电等功能，并实现三相交流一次供电系统与单相电力牵引系统的接口及系统交换。牵引

变电所停电后，可由相邻变电所实现越区供电，但牵引网电压水平会有所下降。 

一般情况下，一条电气化铁道沿线设有多个牵引变电所，相邻变电所间的距离为40～

50km。在长的电气化铁路中，为了把高压输电线分段以缩小故障范围，一般每隔 200～250km

还设有支柱牵引变电所，它除了完成一般变电所的功能外，还把高压电网送来的电能，通过

其母线和输电线分配给其他中间变电所。 

根据牵引主变压器类型的不同，牵引变电所可分为单相牵引变电所、三相牵引变电所和



三相-两相牵引变电所 3 种类型。 

（二）接触网 

架空接触网是一种悬挂在电气化铁道钢轨上方，并和轨面保持一定距离的链型或单导线

系统，是专为电力机车或电动车组提供电力的特殊供电回路。机车通过受电弓与接触网滑动

接触可取得电能。正常供电时，由牵引变电所馈线到接触网末端的一段供电线路，称为供电

分区或供电臂。由于牵引负荷常处于运动中，对于接触网的要求除了提供数量足够并符合质

量标准的电能外，还应保证牵引负荷受流的稳定性。 

（三）馈电线 

馈电线是连接牵引变电所和接触网的导线，也称馈出线。馈电线一般采用钢芯铝绞线，

其作用为将变电所的电能输送给接触网。 

（四）回流线 

回流线是牵引供电回路的一部分，是连接轨道和牵引变电所主变压器接地相的导线。它

将流经电力机车的负荷电流引回变电所中。 

（五）轨  道 

轨道除了作为电力机车的导轨外，同时还是牵引供电系统中回流电路的一部分，在供给

机车的电流中有一部分是流入大地的，轨道的作用就是将大地中的回流导入变电所中。在早

期的牵引变电所中设有专用线，专用线的钢轨与区间的钢轨接通，就不设回流线，直接用扁

钢将专用线钢轨与牵引变压器接地相接通，但在实践中因专用线引起了接地网腐蚀，故改设

回流线。 

（六）分区所 

在交流电气化铁道上，为了增加供电的灵活性，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常在两个相邻供电

分区的分界处用分相绝缘器断开。若是单线电气化区段，在分相绝缘器断开处设旁路隔离开

关，以便实行一侧变电所事故时临时越区供电。若是复线电气化区段，则在断开处设置开关

和相应的配电装置，组成分区所，如图 1.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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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分区所 

分区所的作用如下： 

（1）可以使两相邻的供电区段实现并联工作或单独工作。当实现并联工作时，分区所的

断路器闭合，否则打开。 

（2）当相邻牵引变电所发生故障而不能继续供电时，可以闭合分区所的断路器，由非故

障牵引变电所实行越区供电。 

（3）双边供电的供电区内发生牵引网短路事故时，可由分区所的断路器切除事故点所在

处的一半供电区，非事故段可照常工作。 

（七）开闭所 

交流电力牵引系统开闭所实际上是起配电作用的开关站，是在牵引网有分支引出时，为

了不影响电力牵引安全、保证供电可靠而设置的带保护断路器等设施的控制场所。在离牵引

变电所较远的铁路枢纽地区，除线路区间外，还有许多负载如枢纽编组站、客车站、电力机

务段等需要牵引供电，为了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和灵活性，缩短事故范围，一般将接触网进行

横向分组和分区供电。在这些负载附近设立有开闭所，由开闭所的多路馈线向接触网各分组

和分区供电，如图 1.1.3 所示。 

 



图 1.1.3  开闭所 

此外，在复线 AT 牵引网中，由于 AT 供电方式供电电压增高，供电臂距离增长，可达

40～50km，为提高供电灵活性，进一步缩小接触网事故停电范围，降低牵引网电压损失和

电能损失，也可在分区所与牵引变电所之间增设开闭所，又称辅助分区所。 

开闭所的主要设备是断路器。电源进线一般设两回路，复线时可由上、下行牵引网各引

一回路，出线则按需要设置。当出线数量较多时，也可将开闭所母线实行分段。 

（八）自耦变压器站 

自耦变压器站简称 AT 所，是 AT 牵引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将自耦变压器（AT）按一

定间隔距离跨接在 AT 牵引网的接触网、正馈线和钢轨间。工频单相交流电气化铁道采用 AT

供电方式时，沿线 10～15km 设置一台自耦变压器，自耦变压器设于沿铁路的各站场上，同

时将分区所和开闭所合并，以利于运行管理。 

（九）分相绝缘器和分段绝缘器 

分相绝缘器又称电分相，串在接触网上，目的是将两相不同的供电区分开，并使机车受

电弓光滑过渡，主要用在牵引变电所出口处和分区所处。分段绝缘器又称电分段，分为纵向

电分段和横向电分段，前者用于线路接触网上，后者用于站场各条接触网之间。分段绝缘器

通过其上的隔离开关将有关接触网进行电气连通或断开，以保证供电的可靠性、灵活性和缩

短停电范围等。 

二、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 

电力系统中性点是指三相电力系统中绕组或线圈采用星形连接的电力设备（如发电机、

变压器等），各相的连接对称点和电压平衡点，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其对地电位为零或接近

于零。 

电力系统中性点的接地方式有两大类：一类是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过低阻抗接地，称为

大电流接地系统；另一类是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称为小电流接地系统。 

（一）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若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流过接地点的故障电流很小（小于 500A），称该系统为小电流

接地系统，简称小电流系统（35kV 及以下电网）。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

依然能正常工作，2h之内允许暂时继续运行，因此可靠性高；但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

其他两条完好相的对地电压升高到线电压，是正常运行时电压的 3 倍，因此绝缘要求高，

进而增加绝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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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为了减小接地电流，使其降至允许值范围内，可以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法，该

系统称为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通常采取的补偿方式有全补偿、过补偿和欠补偿三种，

由于全补偿和欠补偿电路极易产生过电压而损坏设备，所以一般不采用全补偿和欠补偿，而

采用过补偿。 

（三）中性点接地系统 

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流过接地点的故障电流很大（大于 500A），称该系统为大电流

接地系统，简称大电流系统（110kV 及以上电网）。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其他两条完

好相的对地电压不升高，因此可降低绝缘费用；但该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短路电流大，必

须迅速由保护装置切除故障部分，即其供电可靠性较差。 

目前，我国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为： 

（1）对于 6～10kV 的系统，由于设备绝缘水平按线电压考虑，对于设备造价影响不大，

因此为了提高可靠性，一般均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 

（2）对于 110kV 及以上的系统，主要考虑降低设备绝缘水平，简化继电保护装置，一般

均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并采用送电线路全线架设避雷线和装设自动重合闸装置等措

施，以提高供电可靠性。 

（3）20～60kV 的系统，是一种中间情况，一般一相接地时的电容电流不是很大，网络

不是很复杂，设备绝缘水平的提高或降低对于造价影响不是很显著，所以一般均采用中性点

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 

三、变压器的基本知识 

（一）变压器分类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某一电压（电流）等级的电能转换为相同频率另一电压（电

流）等级的电能的静止电器，因其主要作用是变换电压，故称变压器。变压器为了适应不同

的使用目的和工作条件，其类型很多，结构和使用原理也不尽相同，一般可按结构、电源相

数、冷却方式、绕组形式、用途等不同进行分类。 

1. 按结构分类 

变压器按铁芯类型可分为芯式和壳式。 

芯式变压器：绕组包围铁芯，用于高压的电力变压器。 

壳式变压器：铁芯包围绕组，用于大电流的特殊变压器。 

2. 按电源相数分类 

单相变压器：一、二次绕组均为单相，用于单相负荷或三相变压器组。 



三相变压器：一、二次绕组均为三相，用于三相系统的升、降电压。 

多相变压器：一次绕组为三相，二次绕组为多相。 

3. 按冷却方式分类 

油浸自冷式变压器：通过油自然对流冷却。 

油浸风冷、水冷式变压器：用空气或水作冷却介质冷却。 

空气自冷式变压器：依靠空气对流进行冷却，主要是干式变压器，一般用于小容量变

压器。  

强迫油循环冷却变压器：用油泵进行循环冷却。 

充气式变压器：变压器身放在一封闭的铁箱内，箱内充满特殊气体。 

4. 按绕组形式分类 

双绕组变压器：同一铁芯上有两个绕组，用于连接电力系统中的两个电压等级。 

三绕组变压器：同一铁芯上有高、中、低压三个绕组，一般用于连接三个电压等级。 

多绕组变压器：同一铁芯上有三个以上绕组的变压器。 

自耦变压器：输出和输入共用一组绕组的特殊变压器，用于连接不同电压的电力系统，

也可作为普通的升压或降压变压器用。 

5. 按用途分类 

电力变压器：用于电力系统中输配电系统的升、降电压。 

特种变压器：调压器、电炉变压器、整流变压器、工频试验变压器、矿用变压器、仪用

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 

（二）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1）额定容量 NS ：额定状态下变压器输出的单相或三相总视在功率，单位为 kV·A。 

（2）额定电压 NU ：变压器长时间运行时，设计条件所规定的电压值（线电压，单位

为 kV）。  

（3）额定电流 NI ：变压器在额定电压和额定环境温度下各部分温升不超过允许值的情况

下长期运行时，所允许通过的电流值，单位为 A。 

（4）空载损耗 PO：又称铁损，是指变压器一个绕组加上额定电压，其余绕组开路时，变

压器所消耗的功率。变压器的空载电流很小，它所产生的铜损可忽略不计，所以空载损耗可

认为是变压器的铁损。 

（5）负载损耗 PL：又称短路损耗或铜损，指变压器一侧加电压而另一侧短接，使电流为

额定电流时，变压器从电源吸取的有功功率。 

（6）额定温升：变压器绕组或上层油面的温度与变压器外围空气的温度之差。 

（7）空载电流 IO：变压器一次侧施加额定电压，二次侧断开运行，一次绕组通过的电流

称为空载电流或励磁电流，通常以额定电流的百分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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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压器型号说明 

变压器的型号通常由表示相数、冷却方式、调压方式、绕组等材料的符号，以及变压器

容量、额定电压、绕组连接方式组成。表示方法为： 

基本型号＋设计序号—额定容量（kV·A）/高压侧电压（kV） 

（1）绕组耦合方式：O—自耦；F—非自耦。 

（2）相数：S—三相；D—单相。 

（3）绕组外绝缘介质：不标—变压器油；G—空气；Q—气体；C—成型固体浇注式；CR

—包绕式；R—难燃液体。 

（4）冷却方式：不标—自然循环冷却装置；F—风冷却器；S—水冷却器。 

（5）油循环方式：不标—自然循环；F—强迫循环；D—强迫导向循环。 

（6）绕组数：不标—双绕组；S—三绕组；F—双分裂绕组。 

（7）调压方式：不标—无励磁调压；Z—有载调压。 

（8）绕组导向材质：不标—铜；B—铜箔；L—铝；LB—铝箔。 

（9）铁芯材质：不标—电工钢片；H—非晶合金。 

（10）电力变压器后面的数字部分：斜线前数字—额定容量（kV·A）；斜线后数字—额定

电压（kV）。 

（四）牵引变压器的连接方式 

1. 纯单相接线 

图 1.1.4 所示为变压器纯单相接线图。单相变压器的高压侧（110kV 或 220kV）引出端

为 A、X，低压侧（27.5kV）引出端为 a、x。在实际应用中，单相牵引变压器的高压端子 A、

X 分别接至三相系统的两个相线上，低压端子 a 接至牵引母线上，x 接至接地网和钢轨上。 

 

图 1.1.4  纯单相接线 

用于牵引变电所中的单相牵引变压器与一般的单相变压器是不同的。一般的变压器末端

X 总是接中性点，因而绝缘是按半绝缘结构设计的；而牵引变压器的 X 端是接三相系统的相

线，故末端 X 的绝缘等级与首端 A 的绝缘等级应是一样的，变压器绕组是按全绝缘结构要求

设计的。 

纯单相接线的主要优点是变压器容量得到充分利用，且变电所的主接线简单，设备少，

占地面积小，投资少。其缺点一是单相负荷在三相系统中形成的负序电流较大，虽经换相连



接在总体上可减少对三相系统的影响，但在局部的影响是较大的，故只能用于电力系统容量

较大、地方电网较发达地区，这样铁路的负荷电流对它们来说所占比例可忽略不计。哈（尔

滨）大（连）线便是全线采用纯单相接线，接入电力系统 220kV 的电网中。二是不能实现双

边供电，且牵引变电所中无变电所自用三相电源，所需电源只能从附近电网引入或由劈相机、

单相-三相变压器等方式供给。 

2. 单相 Vv 接线 

图 1.1.5 所示为变压器单相 Vv 接线图。两台单相变压器高压侧的首端 A1、A2 分别接在

不同的两个相线 U、V 上，而末端 X1、X2 接于剩下的一个相线 W 上，成为公共端。低压侧

两个末端 x1、x2 为公共端，接于接地网和钢轨及架空回流线上，两个首端 a1、a2 分别接于两

条牵引母线上，向牵引变电所两侧牵引网供电。此时两个供电区段电压相位差为60，相邻

接触网相对电压为 27.5kV，必须采用分相绝缘。 

 

图 1.1.5  单相 Vv 接线 

单相 Vv 接线变电所的优点是变压器容量利用率高，可以供给变电所三相电源，可对牵

引网实现双边供电。与纯单相接线比较，单相 Vv 接线负序电流减小，对系统的影响较小，

我国阳（平关）安（康）线即采用这种接线。其缺点是当一台变压器故障时，备用变压器投

入倒闸作业复杂。 

3. 三相 Vv 接线 

三相 Vv 接线是将两台 Vv 接线的单相变压器安装在同一个油箱内，并对相关部件进行一

些简单组合，其实质是两台单相 Vv 接线的变压器，如图 1.1.6 所示。两台单相变压器的高压

侧端子分别为 A1、A2、X1、X2，在变压器油箱内已将 X1 与 A2 连接在一起，这样引出油箱外

时只有 3 个端子。A1 引出线标为 A，X1 与 A2 引出一个公共端子标为 C，X2 引出线标为 B；

低压侧四个端子 a1、x1、a2、x2 分别引出油箱，可根据需要连接。 

三相 Vv 接线变压器是在单相 Vv 接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结构。其在运行电气性能上类

似于单相 Vv 接线，但在结构上较单相 Vv 结构紧凑，接线简单方便，易于设立固定备用变压器。 

4. 三相 Yd 连接 

三相牵引变电所中，一般采用双绕组油浸式变压器作为主变压器，变压器的连接绕组为

YN,d11 标准接线组，如图 1.1.7 所示。三相牵引变压器的高压侧接成 YN 接线方式，三相绕

组端子 A、B、C 分别接 110kV 电网的 U、V、W 相，也可根据换相的要求接其他相，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