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一  通用供电基础 
 

 

任务一  认识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 

内容摘要 

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是为轨道交通运营提供动力能源的一个庞大系统，是国家和城市电网中

的用电特大户。它从国家和城市电网接受电源，通过变配电，将合适的电源提供给城市轨道交通各

个部门和系统。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又是国家电力系统中的一部分，它的安全、可靠运行离不开

国家电力系统的支撑。电力系统是由发电厂、变电所、输电线、配电系统及负荷组成的，国家电力

系统运行稳定与否将最终影响城轨供电的可靠性。  

学习目标 

（1）掌握电力系统的概念、组成。  

（2）掌握电力系统中性点运行方式的类型特点及应用范围。  

（3）掌握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的供电方式种类、概念。  

（4）主变电所的功能、电气主接线结构。  

（5）降压变电所的功能、电气主接线结构。  

（6）牵引变电所的功能、电气主接线结构。  

（7）中压环网的功能、结构。  

一、电力系统基本知识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猛发展，对电能的需求越来越大。城轨交通的电能取自城市电网，电网

的电能由发电厂提供。发电厂是电能的生产单位，发电厂发出的电能是不能储存的，电能的生产（电

厂）和消耗（用户）必须随时平衡，也就是说电力的生产、输送、分配和使用的全过程，是由发电

厂、变电所和用户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整体在同一瞬间实现的。在这一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

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电力生产维持下去。城轨交通的供电系统就是这条链上的重要用户，城市电

网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城轨供电的质量和可靠性。同样地，如果城轨供电系统出现

故障，也会影响城市电网的电力平衡。  



 

 

（一）发电厂  

发电厂是把不同形式的能源（例如化学能、水能、原子能等）转换成电能的工厂。根据发电厂

所利用的能源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火力发电厂  

利用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来发电的称火力发电厂，简称火电厂。我国煤炭资源较丰富，

火电厂仍是我国发电的主要形式。有很多电厂建在煤矿边上就称为坑口电厂。为了提高燃烧效率，

现代的火电厂都把煤块粉碎成煤粉，在炉膛内能够完全燃烧，将锅炉内的水烧成高温、高压的蒸

汽（化学能转变成热能），蒸汽冲动汽轮（热能转变成机械能），使其带动与其联轴的发电机旋转，

发出电能（机械能转换成电能）。  

2．水力发电厂  

从水库引水，利用位能冲动水轮机（水能转换成机械能），并使其带动与其联轴的发电机旋转，

来产生电能（将机械能转变成电能）的发电厂称为水电发电厂。例如三峡的水力发电，就是在长

江中拦江筑坝，提高上游的水位，形成水库，使上、下游形成尽可能大的落差。这样的能源是环

保清洁的，是今后能源发展的一个方向。  

3．原子能发电厂  

原子核在核反应堆中的分裂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原子能转换热能），用此热能把水加热成

蒸汽，蒸汽冲动轮机使其带动发电机旋转发电。例如我国的秦山核电站，它的电力生产过程与凝汽

式火力发电厂相类似，但它是以核反应堆代替了蒸汽锅炉。  

由于原子能发电厂在电力生产过程中将核废料妥善处置后，便不会产生有害烟尘，不污染空气，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环保的。原子能发电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因为它的能量密度远远高于煤炭，可以

以少量的原子能燃料代替大量的煤炭，特别是在我国南方少煤地区，建设原子能发电厂具有更重要

的经济和科学研究价值。  

此外，还有潮汐发电厂、地热发电厂、风力发电厂、太阳能发电厂等。  

我国现有的发电厂是以火力发电厂为主，其中凝汽式火力发电厂仍占多数。同时正在大力发展

水力和风能发电，例如长江口崇明岛的风能发电。  

（二）电力网  

电网是指由输配电线路将相近的电厂、送变电站联络起来，形成地区或全国性网络，以便进行

统一管理和运行调度，为电能的输送提供一个庞大的网络。另外，为了把电能输送到较远的用电地

区，降低输电线路对电压的损耗，通常发电厂发出的电能都须经升压变压器把电压升高（例如

110kV、220kV、500kV 等），然后通过电网和输电线路送到用电地区，再经变电所的降压变压器

把电压逐级降低后分配使用。所以，变电所的主要任务是变换电压，其次还有集中和分配电能，控

制电能的流向和调整电压的任务。电网的电压一般为 0.4kV、10kV、35kV、110kV、220kV等，

而发电机的电压一般为 6.3kV、10.5kV、13.8kV、15.75kV、18kV等，城市轨道交通电源进线电

压为 110kV。发电厂不能直接向用户供电，必须通过电网变配电后供给用户。电力系统原理性电路

图如图 1-1所示。  

 

 

 



 
 

 

 

图 1-1  电力系统原理性电路图  

（三）电力系统及其额定电压  

1．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指电力生产、变配电、输送和用户使用组成的发、供、用的一个整体，通常是两个

及以上的发电厂和若干个变配电所及其输电线、配电网和它们的用户组成的一个庞大整体。其中输

电线和相连的变电所部分称为电力网。发电厂向电网输送电能，用户从电网接收电能。在这当中，

电网起着电能调节、分配和输送的重要作用。如果电能不够，它可以通过增加连接发电厂数量或减

少用户连接数量（减负荷），来平衡电能；如果电能富余，它还可以通过减少连接发电厂数量或向其

他电网输送电能，来平衡电能。  

2．电力系统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压是指电气设备长时间正常工作时的最佳电压，额定电压也称为标称电压。当电气设备

的工作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容易损坏设备，而低于额定电压时将不能正常工作。  

额定电压是电气设备（包括用电、供电设备）长期稳定工作的标准电压。额定电压可以从用电

设备和供电设备两方面进行理解，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表示设备出厂时设计的最佳输入电压，通常

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电源供给电压。供电设备的额定电压表示供电系统的最佳输出电压，需要与用

电设备的额定电压进行匹配，包括电网额定电压、发电机额定电压和电力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电力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所出现的超过工作电压的异常电压升高，属于电力系统中的一种电磁扰

动现象。电工设备的绝缘长期耐受着工作电压，同时还必须能够承受一定幅度的过电压，这样才能

保证电力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研究各种过电压的起因，预测其幅值，并采取措施加以限制，这是

确定电力系统绝缘配合的前提，对于电工设备制造和电力系统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过电压是指工频下交流电压均方根值升高，超过额定值的 10%，并且持续时间大于 1min的长

时间电压变动现象。过电压的出现通常是负荷投切的瞬间的结果，正常使用时在感性或容性负载接

通或断开情况下发生。例如：切断某一大容量负荷或向电容器组增能（无功补偿过剩导致的过电压）。 



 

 

3．电网的额定电压  

同一电压级别下，各种设备的额定电压并不完全相等，为了使各种相互连接的电气设备都能运

行在较有利的电压下，各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之间存在相互配合的问题。为此将电力线路的额定电

压和系统的额定电压统一，把它称为电网的额定电压。  

4．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  

所谓电气设备额定电压就是电气设备能够长时间工作的最适合的电压。此时电气设备中的元器

件都工作在最佳状态，只有工作在最佳状态时，电气设备的性能才能比较稳定地发挥，电气设备的

寿命在这样的工作电压下才得以延长。  

变压器的额定电压较为复杂，一次绕组与系统的额定电压相同，二次绕组比系统的额定电压高

10%，如果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小于 7%或直接与用户连接时，则规定比系统的额定电压高 5%。  

（四）建立统一的电力系统的优点  

1．降低最高负荷  

因为在同一电网中，当某一地区出现用电高峰时，另一地区可能是用电低谷，电网中总电能需

求量的增加或减少是很少的，此时电网是不需额外增加电能供给的。电网越大、容量越大，出现上

述情况的可能性越多，越容易调节。因此可以相对减少发电机的装机容量。  

2．减少备用容量  

只要各电厂错开检修时间，就可以利用系统中的有些发电厂作为备用机组互相支援，不必每个

电厂都装备用机组，这样就减少了总的备用容量。  

3．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和电能质量  

由于电网越大，上网供电的发电机组越多，系统容量也越大，个别机组的容量占整个电网容量

的比重相对较小，所以故障时对系统的影响较小，因而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和电能的质量（频率、

电压）。  

4．提高发电设备的经济运行  

充分利用水电厂在电力系统中起着调峰的作用，这样可以使高效率的大机组得到充分地利用。  

（五）电力系统的中性点  

我国 110kV及以上电网一般采用大电流接地方式，即中性点有效接地方式（在实际运行中，为

降低单相接地电流，可使部分变压器采用不接地方式）。这样中性点电位固定为地电位，发生单相接

地故障时，非故障相电压升高不会超过 1.4 倍运行相电压，暂态过电压水平也较低，故障电流很大，

漏电保护能迅速动作跳闸，切除故障，系统设备承受过电压时间较短。因此，大电流接地系统可使

整个系统设备绝缘要求水平降低，从而大幅降低造价。  

现行水利电力部制定的《电力设备接地设计技术规程》（SDJ 8）规定：3～60kV系统，当单相

接地电流大于 30A 时；20kV 以上电网中，接地电流大于 10A时，则采取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的运行方式。110kV 及以上的系统，一般采取中性点直接接地的运行方式。对于 380/220V 低压配

电网络，为得到两个不同的电压级也采取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  



 
 

 

对于电网系统的设备来说其中性点的运行方式不同，技术特性和工作条件也不同。这样对整个

电网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及其设备的绝缘和继电保护不同。这是一个影响到经济和技术并由各方面因

素决定的综合性问题。  

1．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我国 3～10kV系统，大多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运行方式。这主要是因为电压等级不高，单相接

地时，虽然非故障相电压升高 3倍，但设备的绝缘是根据系统的线电压设计的，对设备绝缘影响不

大。当单相接地时系统可以允许继续运行两小时，这就为查找故障赢得了时间，大大提高了供电的

可靠性。系统故障的 70%以上是接地故障，对线路的损害主要是由接地点的电容电流造成的。  

正常运行时，三相系统是对称的，用 ACI 、 BCI 、 CCI 表示各相对地电容电流， 0CI 表示对地总的

电容电流，同时不考虑相间电容，如图 1-2（a）所示。  

1）系统正常运行  

系统正常运行时，理想情况下，负荷是对称的。那么三相电压 AU 、 BU 、 CU 是对称的，中性点

的电位为零。各相对地电容电流也是对称的（各相对地的电容是相等的），即 A B C 0 0C C C CI I I I       。

［图 1-2（b）为 A 相电流向量图；图 1-2（c）为电容电流向量图］。  

 

（a）电路图  

           

                 （b）A 相电流向量图                       （c）电容电流向量图  

图 1-2  正常运行时，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系统图  

2）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当任何一相（例如 C 相）绝缘受到破坏而接地时的电路图，如图 1-3（a）所示。此时，C 相对

地的电压变为零，中性点电位偏移，未故障两相对地的电压升高 3倍，即变为线电压。C 相发生完

全接地时的向量图，如图 1-3（b）所示。由图可以确定各相对地的电压 AU  、 BU  、 CU  的大小和方向： 

A A C A C AC( )U U U U U U             



 

 

B B C B C BC( )U U U U U U             

C C C( ) 0U U U        

          

                    （a）电路图                                    （b）向量图  

图 1-3  C 相发生接地时，中性点不接地的三相系统图  

从图 1-3（b）可以确定， A B A| | | | 3 | |U U U     ， AU  和 BU  之间的夹角为 60，A、B两相对地电

压值升高 3倍，这样其对地电容上所加的电压也升高 3倍。所以，对地电容电流也较正常时的电

容电流 0CI 升高 3倍。根据图中可确定非故障相对地的电容电流，而 C 相对地的电容电流为零，因

为 C 相对地的电容被短路了。  

设电流的正方向是由电源到电网，则可得出通过 C 相接地点的电流（简称接地电流） CI   

A B( )C CI I    ， A B A B 03 3 3C C C C CI I I I I         ，由于 ACI  和 BCI  是电容电流，故分别超前 AU  和 BU  90，

因而 ACI  、 BCI  两电流之间的夹角也是 60，将它们相加即得 CI  。C 相接地电流 CI 为电容电流，故 CI

超前电压 CU 90。由向量图可得  

C A B3 3C CI I I    

A B 03C C CI I I    

所以  C 03 CI I                                                            （1-1） 

由（1-1）式可知，单相接地电流等于正常时一相对地电容电流的 3 倍。  

若已知每相的对地电容 C，则可得到  

因为  31
10CX C

   

所以  03 3C CI I U C                                                    （1-2） 

式中   U——正常运行时的相电压，kV；  

——角频率，rad/s；  

C——相对地的电容，F；  

CX ——对地电容的容抗，k；  

因此，接地电流 CI 的值与网络的电压、频率和每相对地的电容有关，而每相对地的电容与电网

的结构（电缆、架空线）和线路的长度有关。在实用中，接地电流可近似地用下式计算：  

架空线路  
350C

Ul
I                                                            （1-3） 

电缆线路  
10C

Ul
I                                                             （1-4） 

式中   U ——电网的线电压，kV；  



 
 

 

l——线路长度，km；  

CI ——接地电流，A。  

非金属接地模块分为：烧制型非金属接地模块与压制型非金属接地模块。非金属接地模块是一

种以导电非金属材料为主的接地体，是用于降低接地电阻的专用产品，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土壤环境，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应用更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与传统接地体相比，具有降阻效率高、接地电阻稳

定、减少地电位反击、使用寿命长、抗腐蚀、无毒环保、施工安装方便等优点，广泛适用于防雷接

地、安全保护接地、交流工作接地、直流工作接地、防静电接地、屏蔽接地及其他特殊接地。压制

型接地模块缺点：运输施工时容易碎，在地下容易受天气变化影响，模块与扁钢连接不好造成电阻

升高。烧制型模块具有不变形、不会碎、无污染、长寿命、性能稳定等特点，是理想接地材料，唯

一的不足是成本高。  

非金属性接地（包括经过一定电阻或消弧线圈接地）时，接地相对地的电压大于零而小于相电

压，非接地相对地的电压则大于相电压而小于线电压。  

由前面分析可知，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网络非故障相线电压的大小和相

位差仍维持不变，在这种系统中相对地的绝缘水平是根据线电压设计的，虽然未故障相的相电压会

升高 3倍，但对设备的绝缘没有多大影响。因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时，可以继续运

行。但是，不允许长期运行，因为长期运行时可能引起未故障相绝缘薄弱的地方损坏而造成相间短

路。为此，在这种系统中，一般都装设专门的绝缘监察装置，以监视有无接地故障发生。中性点不

接地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按规定一般允许暂时继续运行不超过两小时。  

2．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缺点  

工业生产用电是三相 380V的，其中有一条中性线是从发电机的中性点引出来，此中性点接到

地上，称为“零线”。常用的电力系统分为两种，一种是中性点接地，一种是中性点不接地。至于中

性点要不要接地，这取决于技术上和安全上的要求，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属于较大电流接地系统，一般通过接地点的电流较大，可能会烧坏电气

设备。发生故障后，继电保护会立即动作，使开关跳闸，消除故障。目前我国 110kV 以上系统大部

分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对于不同等级的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按下述原则选择：

220kV 以上电力网，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110kV 接地网，大部分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方式，

少部分采用消弧线圈接地方式；20～60kV 的电力网，从供电可靠性出发，采用经消弧线圈接地或

不接地的方式，但当单相接地电流大于 10A 时，可采用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3～10kV 电力网，

供电可靠性与故障后果是其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多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  

中性点有电源中性点与负载中性点之分，它是在三相电源或负载按 Y 形连接时才出现。对电源

而言，凡三相线圈的首端或尾端连接在一起的共同连接点，称电源中性点，简称中点；而由电源中

性点引出的导线便称中性线，简称中线，常用 N 表示。三相四线制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和三相四线制

中性点接地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当中性点接地时，则称为零线；若不接地时，则称为中线。配电系

统中，为防止电网遭受过电压的危害，通常将变压器的中性点，变压器的外壳，以及避雷器的接地

引下线共同于一个接地装置相连接，又称三点共同接地。这样可以保障变压器的安全运行。当遭受

雷击时，避雷器动作，变压器外壳上只剩下避雷器的残压。  

（1）优点：采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由于限制了单相接地电流，对通信的干扰较小；另

外单相接地可以运行一段时间，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2）缺点：采用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当一相接地时，另两相对地电压升高 3倍，易产生

间隙性电弧，使绝缘薄弱地方击穿，从而造成两相接地短路。  



 

 

3．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将系统的中性点直接接地也是防止单相接地时产生间歇电弧过电压的一种方法，如图 1-4 所示。

由于单相短路电流很大，因而零序保护灵敏，继电保护装置能可靠动作，将接地的线路切除，使系

统的其他部分恢复正常运行。这样在发生单相接地时，就不会产生间歇电弧。同时，因中性点电位

为接地体所固定，非故障相对地的电压不升高，因而各相对地的绝缘水平只需按相电压考虑，这就

降低了设备对绝缘的要求。设备的绝缘要求降低，实际就降低了高压电气设备的造价。所以 110kV

以上的超高压系统，一般采取中性点直接接地的方式。  

 

图 1-4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图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缺点：  

（1）单相接地时，短路电流值很大，故障被切除前将引起电压降低，会影响系统的稳定。另外，

由于强大的短路电流的导体周围形成较强的单相磁场，使邻近的电子设备受到干扰。例如城轨交通

的信号和通信设备。因此，在大容量的电力系统中，为了减小单相短路电流，也有采用中性点经电

抗器接地的（这样可限制单相短路电流值，不过却损失了部分零序保护的灵敏度）。  

（2）在发生单相接地时，由于必须断开故障线路，用户供电不得不中断。为了克服这一缺点、

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普遍地装设了自动重合闸装置（ZCH）。当发生单相

接地故障时，在继电保护的作用下断路器自动断开，经一定延时后再自动重合，若故障消除，用户

供电即可得到恢复。如果单相接地为永久性的，则继电保护将再次断开断路器，这样供电设备还要

遭受二次故障电流的损害。对于重要的一类负荷，为保证不间断供电，则应另装设备用电源。  

4．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的优缺点  

（1）优点：对电源中性点接地系统，若发生某单相接地，另两相电压不升高，这样可使整个系

统绝缘水平降低；另外，单相接地会产生较大的短路电流，从而使保护装置（继电器、熔断器等）

迅速准确地动作，提高了保护的可靠性。  

（2）缺点：对电源中性点接地系统，由于单相短路电流很大，开关及电气设备等要选择较大容

量，并且还能造成系统不稳定和干扰通信线路等。  

5．各种电压等级供电线路的接地方式  

（1）在 110kV及以上的高压或超高压系统中，一般采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其目的是为了降

低电气设备绝缘水平，提高继电保护的灵敏性，免除由于单相接地后继续运行而形成的不对称性。  

（2）工厂供电系统采用电压在 1～35kV，一般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因工厂供电距离短，对地

电容小，单相接地电流小，这样允许运行一段时间，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供电可靠性，对通信干

扰小。  

（3）1kV以下的供电系统（380/220V），除某些特殊情况下（井下、游泳池），绝大部分是中性

点接地系统，主要是为了防止绝缘损坏而遭受触电的危险。  



 
 

 

二、66kV 供电系统 

66kV 供电系统采用主变电所 66kV 进线电源。  

地铁线路通常设有两座以上的主变电所，它们的 66kV电源取自市网的不同变电所，是不同

源的。通常情况下，一座主变电所由同一个市网变电站取两路 66kV 电源，或取自不同地区变电所

的各一段母线。  

（一）一次接线及要求  

变电所的电气主接线，是由特定符号表示的各种电气设备及其连线和母线所组成的输送和分配

电能的电路，主接线图通常也称为一次接线图。  

主接线的确定对变电所电气设备的选择、继电保护装置的配置以及运行的可靠性和经济性有着

重要的影响。  

1．对主接线的基本要求  

（1）根据上级电网结构和用户的要求，应保证供电的可靠性和电能质量。  

（2）接线应力求精简、明晰，方便调度和操作。无多余的设备，尽可能减少操作次数，避免发

生误操作。  

（3）倒闸操作方便，能保障工作人员以及设备的安全。  

（4）检修维护方便，能保障检修工作的安全进行。  

（5）应使接线的投资和运行的费用最经济，具备扩建的可能性。  

2．一次接线图标画法  

主接线图和其他电路图不同，图中以单根连线代表交流电的三相导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在

主接线图上可注明设备的型号、规格或不注型号、规格。如果仅画出主要一次设备，可作为倒闸操

作用的模拟图。主接线的基本环节是变压器、引出线、断路器、闸刀和母线。  

（二）主变一次接线  

城轨主变电站 66kV 一次接线通常有三种接线方式：  

（1）内桥接线方式。此种接线方式供电灵活性较好，两路电源互为备用。当一路电源故障退出

运行时，可以通过桥断路器，实现另一路电源同时供两台变压器。  

（2）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此种接线方式供电灵活性比内桥接线方式稍差。当一路电源故障

退出运行时，另一路电源则能继续供给主变电站原供电区域中的负荷。  

（3）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此种接线方式兼顾了地区高压配电作用，有利于城市

电网电源与电源之间的联络，提高了地区电网可靠性，但增加了主变电站工程的投资。如图 1-5

所示。  

如果上级变电所的馈线继电保护范围延伸至本线路及降压变压器低压侧时，允许在变压器的高

压侧只装隔离开关。如果变电所中短路电流不超过高压熔断器的遮断容量时，允许采用高压熔断器

来保护主变压器。但是当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时，整个线路必须停止工作，而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

接线方式就可避免这样的情况，只需断开变压器开关即可。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也可以满足电力

系统有穿越性功率经过环进环出开关。这些是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的优越性。  



 

 

     

图 1-5  环进环出线路接线  

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因为进线和联络开关相当于市电网在本站的延伸，于是变压器开

关相当于直接和市电网线路连接，故称这种接线方式为环进环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实际上是

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的一种。这种接线方式高压侧和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相比多了环进环出开

关，虽然用的电气设备较多，但留出了发展的空间。  

三、35kV 供电系统 

35kV 供电系统指连接主变电站和各城轨牵引、降压变电站的 35kV 环网，由城轨牵引和降压

变电站，以及 35kV断路器和变压器等构成。系统中性点采用接地变绕组经电阻接地的小电流接地

形式，接线方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接地变压器（以下简称“接地变”）接在主变压器（以下简称“主

变”）35kV 母线上的，另一种是接在 35kV 出线侧，最后经接地电阻接地。  

1．城轨主变电站 35kV 一次接线  

图 1-6所示为 4#线主变 66kV和 35kV接线图，其中 66kVⅠ段和Ⅱ段、35kVⅠ段和Ⅱ段分别

为单母线接线，35kVⅢ段和Ⅳ段为单母线分段接线，在大多数城轨主变中 35kV 接线方式一般都

为单母线分段接线。  

图中 4#线主变通过 35kVⅠ /Ⅱ段向 6#线站供电，而该主变所辖 4#线负荷通过 35kVⅢ /Ⅳ段母

线馈出，正常运行时，Ⅲ /Ⅳ段母线 35kV 分段开关处于分闸状态，自切装置投入。当 I/II 段母线故

障时，主变压器 35kV 开关跳闸，35kVⅠ /Ⅱ段母联开关跳闸，35kVⅢ /Ⅳ段分段开关自切。此时 6#

线开关站负荷自动被切除，保证 4#线负荷供电。当Ⅲ /Ⅳ段母线故障时，35kVⅠ /Ⅱ段母联开关跳闸，

35kVⅢ /Ⅳ段分段开关不自切，此时 6#线馈线开关仍能保证供电。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接线方式使

得 4#号线和 6#号线的供电运行相互之间干扰最少。  

2．中心变电站 35kV 接线  

中心变电站 35kV为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是从主变电站的 35kVⅠ /Ⅱ段母线上各引入一路电源

构成线路变压器组接线方式，35kVⅠ /Ⅱ路电源经动力变压器降压至 10kV，供给 10kVⅠ /Ⅱ段母

线，并和各个降压变电站 10kV 侧构成 10kV 环网供电系统，如图 1-7 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