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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智能高压开关装置是一种应用于高压电网，具有自

动控制，监控，保护，通讯等多种功能的装置。该系统

综合运用了电力电子、计算机、通信、传感等多种技术，

对高压电网进行智能控制与优化调度。本发明的智能化

高压开关装置由开关装置、控制装置和保护装置三部分

组成；通讯单元、传感器等部件可以实现对高压电网的

远程控制，自动检测，故障判定，安全可靠，操作简单，

节能环保。

一、智能高压开关电气集控的系统组成

高压开关设备作为供电系统中的关键模块，要做到

实时监控、模型预测、故障告警和故障预测。采用集控

平台系统对高压开关设备进行集中管理和监控，如图 1

所示。整个平台分为接口层、数据层、平台层、业务层

和发布层。接口层采用 UDP、TCP/IP、modbus 等传输方

式，将现场开关数据采集到后台中。数据层作为现场采

集数据的存储站和中转站，对于实施数据库和关系数据

库，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将相应的数据存储到不同的数

据库中。平台层以数据中心为依托，将系统部署到相应

的服务器中，向下承接数据层和接口层、向上支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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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和发布层。智能高压电气集控平台系统如图 1 所示。

图1　智能高压电气集控平台系统图

二、高压开关电气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1.动触头与静触头分离速度大小

动静触头的分离速度是高压开关电气一个重要的选

择指标。当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上升，高压开关电气

感应到电流急剧增加，保护机构开始动作，动静触头开

始分离，如果速度不够快，随着动静触头接触的面积越

来越小，电流越来越大，势必会引起开关不能分段短路

电流，从而引起火灾。而当动静触头在电流未达到顶峰，

甚至电流刚起步时就分段，可以保证整个用电系统的安

全；但是当高压开关过分灵敏时，电力系统中出现的毛

刺电流也可能使开关动作，从而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出

现误动作的情况 [1]。

2.开关端口的个数

当高压开关端口处于同一相位时，开断的相位同时，

多个触点动作一致。当电源断电不同步时，由于端口的

不同步，动静触头的接触电阻不同，从而形成环流，并

且可能一相已经断开，另外两相没有及时分开，从而造

高压开关电气稳定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吴　超　柳志超　耿晓璐

�

摘　要：高压开关在电力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安全稳定是维持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高压隔离开关检

测技术实现了对高压开关的实时检测，为集控平台提供了数据依据。项目表明，实时检测系统可以节约人力、提高

效率、保证供电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高压开关柜中影响其稳定性因素的温度的测量和其主要特性。基于此，本文

详细分析了高压开关电气稳定影响因素及应对策略。

关键词：高压开关；电气稳定；影响因素；应对策略

�



141

工程建设与技术 | 第2卷/第10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

成另外两相电压由原来的相电压变为线电压，烧毁系统

中所带的负载，而且另外两相承担了三相的短路电流，

更容易造成高压开关不能分开，导致火灾事故发生。高

压开关端口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2　高压开关端口示意图

三、提高高压开关的稳定性的主要方法

1.定期检修监测设备

为了提高智能监控系统在高压开关柜中的应用效率，

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必须对其进行定期的检修和监

控。操作者要时刻注意监控装置系统的内部软、硬件，

对各种软、硬件的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同时对

系统的软、硬件进行定期的升级，确保系统的各种处理

技术都达到一流水准；提升智能化监控诊断的有效性。

高压开关柜各装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许多因素会对

其工作品质产生影响。如果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标准化，

就必须对监控装置进行合理的使用，把影响操作结果的

因素信息导入到诊断装置中，从而提高诊断和监控的精

度。在这一作业中，为了保证整个监控诊断装置的质量，

必须对其进行定期的维修。

2.使用较高性能的材料

高压开关电气材料本身的质量是保证系统稳定性的

决定性因素，只有好的结构和电气材料才能承受相应的

工作电流和短路电流，甚至承受高出正常电流几十倍的

动作冲击电流。而系统的机构材料和绝缘材料，是保证

高压电气正常工作的基础。如果高压开关的动静触头和

电气材料质量不符合要求，当工作中有电阻不符合要求

时，就很容易出现过热、过负荷烧毁等事故。如果高压

开关电气的材料中的电气参数相差过大，在正常工作、

过电流等情况下很容易出线断相、烧毁电气的情况。

3.更新诊断技术

在大数据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诊断方法需要适时地

更新。随着电力系统中设备数目的不断增加，对其工作

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一些安全隐患如果不

应用更先进的诊断技术，是很难发现的；很难发现装置

操作上的问题。操作者需在监控装置内装设更先进的感

应器，使装置工作时各种数据资料能被合理地传送。然

后在传感器的帮助下，综合分析数据，精确地发现设备

在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对问题部位进行科学标准

化的处理，从而使设备监控诊断的有效性得到真正的提

高。同时，运营商也要对设备软件进行定期的升级，将

最新的设备运行信息进行合理的存储。并通过相应的软

件对其进行连续的分析，使其能够有效地提高设备的工

作状况，提高监控诊断的效率。通过不断地更新故障诊

断技术，使高压开关柜的操作数据更为准确，进而提升

了整个地区的供电质量 [2]。

4.提高灭弧室的性能

高压断路器可以在提高灭弧室的灭弧能力的同时优

化灭弧断口的电场。通过对灭弧室进行优化、改善其断

口的电场等方式优化灭弧室的结构参数，可以更好地提

高灭弧室的灭弧能力，更好地进行灭弧。高压开关灭弧

室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图3　高压开关灭弧室示意图

5.完善人员综合素质

在高压开关柜的监控系统中，由于采用了故障诊断

技术，所以具有很强的自动化特点。要使这一特性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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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下去，就必须选用适当的操作者，并对其进行更多

的行为（如诊断、监控等）的合理控制。在进行设备监

控诊断过程中，应合理地选择合适的运行人才，对监控

系统的运行进行科学的管理，对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

进行严密的控制；提高设备监控精度。此外，企业管理

部门也应对员工进行定期的技能教育和训练，把监控流

程和故障诊断方法融入到教育和训练之中，让更多的员

工明白监控诊断的技能；并在诊断和监控工作中应用适

宜的诊断方法。在大数据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也要把

大数据技术融入到技能教育和训练之中，以适当的训练

方式让操作者接受最新的信息技术，提高大数据技术的

应用。这样，就可以全面地提升设备监控与诊断的质量。

有关部门要发挥人的作业能力，对高压开关柜的监控诊

断状况进行标准化，让其更科学地工作 [1]。

6.加强设备检验与日常维护

高压电气长期处于高压、灰尘、高温的工作环境下，

日常的巡检和维护等工作不可缺少，很多重大的电气事

故在初期都是有可能被发现并将隐患排除。高压电气一

般是长期保持 24h 不间断工作，其负荷变化、环境温度

变化及逐年老化等问题都可能导致高压电气带病工作，

从而在到达临界点之后出现电气事故，如短路、着火甚

至爆炸，从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设备日常检查和维

护要做到对每一台重要的高压开关设备建立台账，从而

掌握其全面的工作状态，当其出现不合理状况后，及时

对其进行检修，并记录台账，以作为进行电气维护的重

要依据，甚至可以将多年积累的资料整理作为指导高压

电气开关更换、维修、点检的指导意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对低压配电箱的工作状况进行标准化

时，要采用适当的智能化监控体系，对各个环节进行监

控，同时要注意对其进行检查。通过对故障诊断技术

和检测监控系统的装备进行定期的升级，同时还要对

工作人员的整体能力进行相应的提高，从而保证电力

系统在配电网中的正常工作状况，提高地区电力供应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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