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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56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的公告

现批准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0227-2017 ，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 其中，第 4. 1. 2(3) 、

4.2.6(2)条(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原国家标准《井联

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7-2008 同时废止 。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7 年 3 月 3 日



前言

本规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 20 14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识建标 (20 1 3 J

169 号)的要求，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会同有关单位对《井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7一2008

修订而成的 。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

l.本规范的适用范围由 750kV 及以下变电站，扩大到 1000kV

及以下变电站;

2 . 修改了"剩余电压""耐爆能量"等名词解释，增加了"负荷开

关"名词解释;

3 . 修改了并联电容器装置接线图;

4 . 修改了低压井联电容器装置元件配置接线图;

5 . 增加了并联电容器装置整体绝缘水平的技术规范;

6. 增加了对1l0kV 并联电容器装置投切开关技术要求，并给

出了不同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投切开关选型建议;

7. 修改了串联电抗器电抗率推荐取值;

8 . 增加了"同一装置中的放电线圈的励磁特性应一致"要求;

9. 增加"污秽、易燃、易爆等特殊环境地区应参照《爆炸危险环

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选择布置形式"的规定;

10. 删除电容器框架层数及排数要求;

1l.将"严禁直接利用电容器套管连接或支承硬母线"修改为

"不应直接利用电容器套管连接或支承硬母线"，并取消其强条

要求;

12 . 增加电容器装置防火应符合《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



火规范 ))GB 50229 的有关规定;

13. 增加电容器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要求 。

本规范共分 9 章和 l 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 : 总则 ，术语、符号

和代号，接入电网基本要求， 电气接线，电器和导体选择，保护装置

和投切装置，控制回路、信号回路和测量仪表，布置和安装设计、防

火和通风等。

本规范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

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 本规范在执

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意积累资料，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国电力工

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东风路

18 号，邮政编码 : 61002 1) ，供今后修改本规范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编单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电力工业无功补偿成套装置质检中心

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吴怡敏 邹家勇 李龙才冯小明余波

吴向军胡 晓张化良蒲自告李彬

杨关戴波赵启承夏传泰

主要审查人:林浩杨-~傅闯 梁琼董海健

王崇枯许伟董斌张广桥罗 琛

李成博 肖 民 向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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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使电力工程的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中，贯彻国家的技术

经济政策，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和运行检修方便，制

定本规范 。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 looO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变电站、配电站

(室)中无功补偿用三相交流高压、低压井联电容器装置的新建、扩

建工程设计。

1. O. 3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设计，应根据安装地点的电网条件、补

偿要求、环境状况、运行检修要求和实践经验，确定补偿容量、接线

方式、配套设备、保护与控制方式、布置及安装方式。

1. O. 4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设备选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

规定 。

1. O. 5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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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和代号

2. 1 术语

2. 1. 1 电容器元件 capacitor element 

由电介质和电极所构成的电容器的最小单元部件 。

2. 1. 2 单台电容器 capacitor unit 

由电容器元件组装于单个外壳中并有引出端子的组装体 。

2. 1. 3 电容器 capacitor 

本规程中，"电容器"一词是当不需要特别强调"电容器单元"

或"电容器组"的不同含义时的用语 。

2. 1. 4 集合式电容器 assembling capaci tor 

将电容器集装于一个箱体中的组装体 。

2. 1. 5 自愈式电容器 self- heali ng capacitor 

具有自愈性能的电容器 。

2. 1. 6 电容器组 capacitor bank 

电气上连接在一起的多台电容器。

2. 1. 7 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 insta llation of h ig h voltage shunt 

capacltors 

由电容器和相应的电气一次及二次配套设备组成，并联连接

于标称电压 lkV 以上的交流三相电力系统中，能完成独立投运的

一套设备 。

2. 1. 8 →体化集合式电容器装置 installation of integrated style 

assembling capacitor 

将电抗器、放电线圈、集合式电容器在箱体内完成相互之间的

电气连接并集装成一个整体的设备 。

2. 1. 9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 low-vo ltage shunt capacito r 

• 2 • 



installa tion 

由低压电容器和相应的电气一次及二次配套元件组成，井联

连接于标称电压 lkV 及以下的交流三相配电网中，能完成独立投

运的一套设备。

2. 1. 10 电抗率 reactance ratlo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串联电抗器的额定感抗与串联连接的电容

器的额定容抗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2. 1. 11 放电器件 discharge device 

安装在电容器内部或外部，当电容器从电源脱开后能将电容

器的剩余电压在规定时间内降低到规定值以下的设备或元件。

2. 1. 12 串联段 sen es sect lon 

在多台电容器连接组合中，相互并联的单台电容器群 。

2. 1. 13 剩余电压 residual vo ltage 

电容器脱开电源一定时间后 ，电容器端子间残存的电压 。

2. 1. 14 涌流 inrush transient current 

电容器组投入电网时的过渡过电流 。

2. 1. 15 负荷开关 load-breaking swi tch 

能够在正常的导电回路条件或规定的过载条件下关合、承载

和开断电流，也能在异常的导电回路条件(例如短路)下按规定的

时间承载电流的开关设备 。 按照需要，也可具有关合短路电流

能力 。

2. 1. 16 外熔断器 externa l f uses 

装于单台电容器外部并与其串联连接，当电容器发生故障时

用以切除该电容器的熔断器 。

2. 1. 17 内熔丝 internal fus es 

装于单台电容器内部与元件串联连接，当元件发生故障时用

以切除该元件的熔丝 。

2. 1. 18 耐爆能量 bursting energy 

电容器内部发生极间或极对壳击穿时，外部并联电容器对故



障电容器放电引起故障电容器外壳或套管破裂的最小能量。

2. 1. 19 放电线圈最大配套电容器容量 口laXlmu口1 reactlve 

power of capacitor co-ordination for a discharge coil 

能满足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容器的剩余电压降至规定值以下，

与放电线圈并联的电容器组容量上限值 。

2. 1. 20 不平衡保护 unbalanc巳 protectlOn

利用对电容器(组)内特定部分之间的电流差或电压差组成的

保护 。

2. 1. 21 环境空气温度 ambient air temperatur巳

电容器安装地点的空气温度(气象温度〉。

2. 1. 22 冷却空气温度 coo ling air t emperature 

在稳定状态下，电容器组的最热区域中，两台电容器外壳最热

点连线中点的空气温度。仅为一台电容器时，则指距电容器外壳

最热点 O.lm ，距底 2/3 高度处测得的温度。

2.2 符 号

1. ym-一-涌流峰值的标么值 ;

K 电抗率;

η-一一谐波次数;

Q一一电容器容量;

Qcx一一发生 n 次谐波谐振的电容器容量;

S 电容器组每相的串联段数;

Sd一一并联电容器装置安装处的母线短路容量;

U c 电容器端子运行电压;

U，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母线运行电压;

F一一涌流计算式中计及电源影响的系数。

2.3 代 号

C一二一电容器;

. 4 • 



lC ， 2C 、 3C一一并联电容器装置分组回路编号;

C1 、 Cz 、 Cn 单台电容器编号;

FU二一一熔断器;

FV一一避雷器;

HL 指示灯;

b. I二二桥差电流;

10一一中性点不平衡电流;

FR一-一热继电器;

KM一一交流接触器;

L一一串联电抗器或限流线圈;

QF一一断路器;

QL 负荷开关;

QG一二接地开关;

QS一一隔离开关或刀开关;

TA←一→电流互感器;

TV 放电线圈;

b.U-一相不平衡电压;

U。一一开- 口 三角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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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入电网基本要求

3.0.1 并联电容器装置接入电网的设计，应按全面规划、合理布

局、分层分区补偿、就地平衡的原则确定最优补偿容量和分布

方式 。

3. O. 2 变电站的电容器安装容量，应根据本地区电网元功规划和

国家现行标准中有关规定经计算后确定，也可根据有关规定按变

压器容量进行估算 。 用户的并联电容器安装容量，应满足就地平

衡的要求 。

3. O. 3 并联电容器分组容量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电容器分组投切时，应满足系统无功功率和电压调控

要求。

2 当分组电容器按各种容量组合运行时，应避开谐振容量，

不得发生谐波的严重放大和谐振，电容器支路的接入所引起的各

侧母线的任何一次谐、波量均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4549 的有关规定 。

3 发生谐振的电容器容量，可按下式计算 :

Qcx = Sd (ιK) 
n 

(3. O. 3) 

式中: Qcx---发生 n 次谐波谐振的电容器容量(MV . A); 

So 并联电容器装置安装处的母线短路容量(MV . A); 

n一一谐披次数，即谐波频率与电网基波频率之比;

K 电抗率 。

3.0.4 井联电容器装置宜装设在变压器的主要负荷侧。当不具

备条件时，可装设在三绕组变压器的低压侧 。

3.0.5 当配电站中元高压负荷时，不宜在高压侧装设井联电容器



装置 。

3.0.6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安装地点和装设容量，应根据分散

补偿和就地平衡的原则设置，并不得向电网倒送元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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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接线

4. 1 接线方式

4. 1. 1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各分组回路可采用直接接入母线，并经

总回路接入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图 4. 1. 1 - 1 和图 4 . 1. 1 -2) 。 当同

级电压母线上有供电线路，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也可采用设置

电容器专用母线的接线方式(图 4. 1. 1 -3) 。

4. 1. 2 并联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并联电容器组应采用星形接线 。 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

电网中，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的中性点不应接地。

2 并联电容器组的每相或每个桥臂，由多台电容器串并联组

合连接时，宜采用先并联后串联的连接方式。

3 电窑器并联总容量不应超过 3900kvar。

3 

线 线

图 4 . l. 1-1 同级电压母线上无供 图 4 . l. 1-2 同级电压母线上有供

电线路时的接线方式 电线路时的接线方式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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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1. 1 -3 设置电容器专用母线的接线方式

注 :a一一电容器专用母线 ，

4. 1. 3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可与低压供电柜同接一条母线。低

压电容器或电容器组 ，可采用三角形接线或星形接线方式。

4.2 配套设备及其连接

4.2.1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下列配套设备(图 4 . 2 . 1) : 

1 隔离开关、断路器或负荷开关;

2 串联电抗器(含阻尼式限流器) ; 

3 操作过电压保护用避雷器;

4 接地开关 ;

5 放电器件;

6 继电保护、控制、信号和电测量用一次及二次设备;

7 单台电容器保护用外熔断器，应根据保护需要和单台电容

器容量配置。

4.2.2 井联电容器装置分组回路投切开关应装设于电容器组的

电源侧。

开关型式应根据具体工程通过经济技术性比较后确定。



FV 01 

TV 

)_ QG 

图 4. 2. 1 并联电容器组与配套设备连接方式

4.2.3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串联电抗器宜装设于电容器的电源

侧，并应校验其耐受短路电流的能力 。 当铁心电抗器的耐受短

路电流的能力不能满足装设于电源侧要求时，应装设于中性

点侧 。

4.2.4 电容器配置外熔断器时，每台电容器应配置一个专用熔

断器。

4.2.5 电容器的外壳直接接地时，外熔断器应串接在电容器的电

惊侧 。 电容器装设于绝缘框(台)架上且串联段数为 2 段及以上

时，应至少有-个串联段的外熔断器串接于电容器的电源侧 。

4.2.6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放电线圈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放电线圈与电容器宜采用直接井联接线 ;

2 放电线圈一次绕组中性点不应接地。

4.2.7 并联电容器装置宜在其电源侧和中性点侧设置检修接地开

关 ; 当中性点侧装设接地开关有困难时，可采用其他检修接地措施。

• 10 • 



4.2.8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抑制操作过电压的避雷器，避雷器

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避雷器连接应采用相对地方式(图 4.2 . 8) ; 

FV 

图 4 . 2. 8 相对地避雷器接线

2 避雷器接入位置应紧靠电容器组的电源侧;

3 不得采用三台避雷器星形连接后经第四台避雷器接地的

接线方式 。

4.2.9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宜装设下列配套元件(图 4.2 . 的，当

采用的电容器投切器件具有限制涌流功能和电容器柜有谐波超值

保护时，可不装设限流线圈和过载保护器件:

1 总回路刀开关和分回路投切器件;

2 操作过电压保护用避雷器;

3 短路保护用熔断器;

4 过载保护器件;

5 限流线圈;

6 放电器件;

7 谐波含量超限保护、自动投切控制器、保护元件、信号和测

量表计等配套器件 。

4. 2. 10 低压电容器装设的外部放电器件，可采用三角形接线或

星形接线，并应直接与电容器(组)并联连接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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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元件配置典型接线



5 电器和导体选择

5.1 一般规定

5. 1. 1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设备选型，应根据下列条件确定:

1 电网电压、电容器运行工况;

2 电网谐波水平;

3 母线短路电流;

4 电容器对短路电流的助增效应;

5 补偿容量和扩建规划、接线、保护及电容器组投切方式;

6 海拔高度、气温、湿度、污秽和地震烈度等环境条件;

7 布置与安装方式 ;

8 产品技术条件和产品标准 。

5. 1. 2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电器和导体选择，应满足在当地环境条

件下正常运行、过电压状态和短路故障的要求。

5. 1. 3 并联电容器装置总回路和分组回路的电器导体选择时，回

路工作电流应按稳态过电流最大值确定 。

5. 1. 4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电气设备绝缘水平，不应低于变电站、

配电站(室)中同级电压的其他电气设备 。

5. 1. 5 制造厂生产的井联电容器成套装置，其组合结构应便于运

输、现场安装、运行检修和试验，并应使组装后的整体技术性能满

足使用要求 。

5.2 电窑器

5.2.1 电容器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组成井联电容器装置的电容器，可选用单台电容器、集合

式电容器 。 单组容量较大时，宜选用单台容量为 500kV . A 及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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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电容器 。

2 在占地面积受限、高地震烈度、强台风地区宜选用一体化

集合式电容器装置 。

3 电容器的温度类别应根据安装地点的环境空气温度或屋

内冷却空气温度选择 。

4 安装在严寒、高海拔 、湿热带等地区和污秽、易燃、易爆等

环境中的电容器，应满足环境条件的特殊要求 。

5.2.2 电容器额定电压选择，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按电容器接入电网处的运行电压进行计算 。

2 应计人串联电抗器引起的电容器运行电压升高 。 接入串

联电抗器后，电容器运行电压应按下式计算 :

U _= ll_s . _ 1 =一 . ---
.,f3s 1-K 

式中 :U， 电容器的端子运行电压 (kV ) ; 

U s -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母线运行电压(kV ) ; 

s-一一电容器组每相的串联段数 ;

K一一电抗率 。

( 5. 2. 2) 

5.2.3 电容器的绝缘水平应按电容器接入电网处的电压等级 ，电

容器组接线方式确定的串并联组合、安装方式，环境条件要求等 ，

根据电容器产品标准选取 。 不同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绝缘水

平应符合表 5.2 . 3 规定的数值 。

表 5.2.3 不同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绝缘水平① (kV)

一 次 电路 二 次电路

系统标称电压 工频耐受电压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工频耐受电压

(方均根值) (峰值) (方均根值〉

10 42 75 3 

20 55 125 3 

35 95 18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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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3

一次 电路 二 次 电路

系统标称电压 工频耐受电压 雷电冲击耐受电压 工频耐受电压

(方均根值) (峰值) (方均根值〉

66 140 325 3 

200 450 
110 3 

275Ø 650 (2) 

注.①表中所示绝缘水平仅适用于海拔 1000m 及 以下地区，对于海拔超过 1 000m

地区 ，绝缘水平应进行海拔修正 ;低电压等级电容器绝缘水平可参考现行国

家标准《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GB/T 16935 的相关规定 。

②适用于 1 000kV 变电站内1l0kV 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

5.2.4 单台电容器额定容量选择 ，应根据电容器组容量和每相电

容器的串联段数和并联台数确定，并宜在电容器产品额定容量系

列的优先值中选取 。

5.2.5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应根据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要求

选择 。

5.3 投切开关

5.3.1 用于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断路器选型，应采用真空断路器或

SF6 断路器等适合于电容器组投切的设备 。 对于 1 0kV 及以下并

联电容器装置，宜选用真空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对于 35kV 及以

上并联电容器装置，宜选用 SF6 断路器或负荷开关。 所选用断路

器/负荷开关技术性能除应符合断路器/负荷开关共用技术要求

外，尚应满足下列特殊要求:

1 应具备频繁操作的性能;

2 合、分时触头弹跳不应大于限定值;

3 投切开关开合容性电流能力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高压交

流断路器 ))GB/T 1984 中 C2 级断路器要求;

4 应能承受电容器组的关合涌流和工频短路电流，以及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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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高频涌流的联合作用。

5.3.2 并联电容器装置总回路中的断路器，应具有切除所连接的

全部电容器组和开断总回路短路电流的能力 。 分组回路可采用不

承担开断短路电流的开关设备 。

5. 3.3 低压井联电容器装置中的投切开关切除电容器时，不应发

生重击穿 ;投切开关应具有可以频繁操作的性能。宜采用具有选

相功能和功耗较小的开关器件 。 当采用普通开关时，其接通、分断

能力和短路强度等技术性能，应符合设备装设点的电网条件 。

5.4 熔断器

5. 4.1 用于单台电容器保护的外熔断器选型时，应采用电容器专

用熔断器 。

5.4.2 用于单台电容器保护的外熔断器的熔丝额定电流，可按电

容器额定电流的1. 37 倍~l. 50 倍选择 。

5.4.3 用于单台电容器保护的外熔断器的额定电压、耐受电压、

开断性能、熔断性能、耐爆能量、抗涌流能力、机械强度和电气寿命

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5.5 串联电抗器

5.5. 1 串联电抗器选型时，应根据工程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选用干式电抗器或油浸式电抗器。安装在屋内的串联电抗器，宜

采用设备外漏磁场较弱的干式铁心电抗器或类似产品 。

5.5. 2 串联电抗器电抗率选择，应根据电网条件与电容器参数经

相关计算分析确定，电抗率取值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仅用于限制涌流时，电抗率宜取 0. 1 %~ 1 % ; 

2 用于抑制谐波时，电抗率应根据并联电容器装置接入电网

处的背景谐波含量的测量值选择。当谐波为 5 次及以上时，电抗

率宜取 5 % ; 当谐波为 3 次及以上时，电抗率直取 12 % ，亦可采用

5 %与 12 %两种电抗率由装方式 。



5.5.3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合闸涌流限值，宜取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的 20 倍;当超过时，应采用装设串联电抗器予以限制 。 电容器组

投入电网时的涌流计算，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

5.5.4 串联电抗器的额定电压和绝缘水平，应符合接入处的电网

电压要求 。

5.5.5 串联电抗器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所连接的并联电容器组的

额定电流，其允许过电流不应小于并联电容器组的最大过电流值 。

5.5.6 并联电容器装置总回路装设有限流电抗器时，应计入其对

电容器分组回路电抗率和母线电压的影响 。

5.6 股电线圈

5.6.1 放电线圈选型时，应采用电容器组专用的油浸式或干式放

电线圈产品 。 油浸式放电线圈应为全密封结构，产品内部压力应

满足使用环境温度变化的要求，在最低环境温度下不得出现负压 。

5.6.2 放电线圈的额定一次电压应与所井联的电容器组的额定

电压一致 。

5.6.3 放电线圈的额定绝缘水平应符合下列要求 :

1 安装在地面上的放电线圈，额定绝缘水平不应低于同电压

等级电气设备的额定绝缘水平;

2 安装在绝缘框(台)架上的放电线圈，其额定绝缘水平应与

安装在同一绝缘框(台)上的电容器的额定绝缘水平一致。

5. 6.4 放电线圈的最大配套电容器容量(放电容量) ，不应小于与

其并联的电容器组容量;放电线圈的放电性能应能满足电容器组

脱开电辉、后，在 5s 内将电容器组的剩余电压降至 50V 及以下 。

5.6.5 放电线圈带有二次线圈时，其额定输出、准确级，应满足保

护和测量的要求 。

5.6.6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放电器件应满足电容器断电后，在

3min 内将电容器的剩余电压降至 50V 及以下 ; 当电容器再次投

入时 ， 电容器端子上的剩余电压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O . 1 倍 。



5.6. 7 同一装置中的放电线圈的励磁特性应一致。

5. 7 避雷器

5.7.1 用于井联电容器装置操作过电压保护的避雷器 ，应采用元

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

5.7. 2 用于井联电容器操作过电压保护的避雷器的参数选择，应

根据电容器组参数和避雷器接线方式确定 。

5.8 导体及其他

5.8.1 单台电容器至母线或熔断器的连接线应采用软导线，其长

期允许电流不宜小于单台电容器额定电流的 1. 5 倍 。

5.8.2 井联电容器装置的分组回路，回路导体截面应按井联电容

器组额定电流的 1. 3 倍选择，并联电容器组的汇流母线和均压线

导线截面应与分组回路的导体截面相同 。

5.8.3 双星形接线电容器组的中性点连接线和桥形接线电容器

组的桥连接线，其长期允许电流不应小于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

5.8.4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所有连接导体应满足长期允许电流的

要求，并应满足动稳定和热稳定要求 。

5.8. 5 用于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支柱绝缘子，应按电压等级、泄漏

距离、空气净距、机械荷载等技术条件，以及运行中可能承受的最

高电压选择和校验。

5.8.6 用于并联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的电流互感器，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额定电压应按接入处的电网电压选择;

2 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最大稳态不平衡电流;

3 电流互感器应能耐受电容器极间短路故障状态下的短路

电流和高频涌放电流，不得损坏;

4 准确级应满足继电保护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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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护装置和投切装置

6.1 保护装置

6. 1. 1 单台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方式(内熔丝、外熔断器和继电

保护) ，应在满足并联电容器组安全运行的条件下，根据各地的实

践经验配置 。

6. 1. 2 高压并联电容器组(内熔丝、外熔断器和无熔丝)均应设置

不平衡保护 。 不平衡保护应满足可靠性和灵敏度要求，保护方式

可根据电容器组接线在下列方式中选取:

1 单星形电容器组，可采用开口三角电压保护(图 6. 1. 2- 1) 。

C 

图 6. 1. 2-1 单星形电容器组开口三角电压保护原理接线

2 单星形电容器组，串联段数为两段及以上时，可采用相电

压差动保护(图 6. 1. 2-2) 。

3 单星形电容器组，每相能接成四个桥臂时，可采用桥式差

电流保护(图 6. 1. 2-3) ，对于 llokV 及以上的大容量电容器组，直

采用串联双桥差电流保护 。

• 19 • 



图 6. l. 2-2 单星形电容器组相电压差动保护原理接线

ci ci 
' T … 寸
」囚」
|寸寸 1

单桥差接线

T "'T 
|I 

双桥差接线

图 6. 1. 2-3 单星形电容器组桥式差电流保护原理接线

4 双星形电容器组，可采用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图 6. 1.2-4) 。

C 

图 6. 1. 2-4 双星形电容器组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原理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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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平衡保护的整定值应按电容器组运行的安全性、保护动

作的可靠性和灵敏性，并根据不同保护方式进行计算确定 。

6. 1. 3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设置速断保护，保护应动作于跳闸。速

断保护的动作电流值，应按最小运行方式下，在电容器组端部引线

发生两相短路时，保护的灵敏系数符合继电保护要求进行整定;速

断保护的动作时限，应大于电容器组的合闸涌流时间 。

6. 1. 4 井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过电流保护，保护应动作于跳闸 。

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值，应按大于电容器组的长期允许最大过电

流整定 。

6. 1. 5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母线过电压保护，保护应带时限动

作于信号或跳闸 。

6. 1. 6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母线失压保护，保护应带时限动作

于跳闸 。

6. 1. 7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串联电抗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油浸式串联电抗器，其容量为 O. 18MV • A 及以上时，宜

装设瓦斯保护。当油箱内故障产生轻微瓦斯或油面下降时，应瞬

时动作于信号;当油箱内故障产生大量瓦斯时，应瞬时动作于断路

器跳闸 。

2 干式串联电抗器，直根据具体条件设置保护。

6. 1. 8 电容器组的电容器外壳直接接地时，宜装设电容器组接地

保护 。

6. 1. 9 集合式电容器应装设压力释放和温控保护，压力释放动作

于跳闸，温控动作于信号。

6. 1. 10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应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保护、过电

压保护和失压保护，并宜装设谐波超值保护 。

6.2 投切装置

6.2.1 并联电容器装置宜采用自动投切方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电站的井联电容器装置，可采用按电压、无功功率和时



间等组合条件的自动投切方式;

2 变电站的主变压器具有有载调压装置时，自动投切方式的

电容器装置可与变压器分接头进行联合调节，但应对变压器分接

头调节方式进行系统电压闭锁或与系统交换无功功率优化闭锁;

3 对于不需要按综合条件投切的并联电容器装置，可分别采

用电压、无功功率(电流)、功率因数或时间进行自动投切控制 。

6.2.2 自动投切装置应具有防止保护跳闸时误合电容器组的闭

锁功能，并应根据运行需要设置控制、调节、闭锁、联络和保护功

能，同时应设置改变投切方式的选择开关 。

6.2.3 变电站中有两种电抗率的并联电容器装置时，其中 12 %

的装置应具有先投后切的功能 。

6.2.4 并联电容器的投切装置严禁设置自动重合闸 。

6.2.5 低压井联电容器装置应采用自动投切 。 自动投切的控制

量可选用无功功率、电压、时间等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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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回路、信号回路和

测量仪表

7.1 控制回路和信号回路

7. l. 1 井联电容器装置，应根据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设备配置对

其进行监控 。

7. l. 2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断路器与相应的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之间，应设置闭锁装置 。

7. l. 3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设置断路器的位置信号、运行异常的

告警信号和事故跳闸的信号 。

7. l. 4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可采用就地控制。宜设置内部故障

告警信号 。

7.2 测 量 仪表

7.2.1 并联电容器装置所连接的母线 ，应装设一个切换测量线电

压的电压表。

7.2. 2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总回路，应装设无功功率表(或功率因

数表)、无功电度表，每相应装设一个电流表 。

7.2.3 当总回路下面连接有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时，总回路

装设的无功功率表应为双向测量无功功率，并应装设分别计量容

性和感性的无功电度表 。

7.2.4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分组回路中，可仅设一个电流表 。 当井

联电容器装置与供电线路同接在一条母线时，宜在并联电容器装

置的分组回路中装设无功电度表 。

7.2.5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测量回路接入微机监控系统时，总回路

与分组回路可不再装设测量表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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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6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装设电流表、电压表及功率因数

表，当投切控制器具有电流、电压和功率因数显示功能时，可不再

装设电流表、电压表及功率因数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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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置和安装设计

8.1 一般规定

8. 1. 1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布置和安装设计，应利于通风散热、运

行巡视、便于维护检修和更换设备，以及预留分期扩建条件 。

8. 1. 2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布置形式，应根据安装地点的环境条件、

设备性能和当地实践经验选择。一般地区宜采用屋外布置;严寒、

湿热、风沙等特殊地区宜采用屋内布置，污秽、易燃、易爆等特殊环

境地区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要求选择布置形式。不同布置形式应符合以下规定:屋内布

置的并联电容器装置，应采取防止凝露引起污闪事故的安全措施 。

8. 1. 3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设置安全围栏，围栏对带电体的安全距

离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 5352 

的有关规定，围栏门应采取安全闭锁措施，并应采取防止小动物侵

袭的措施 。

8. 1. 4 供电线路的开关柜不宜与并联电容器装置布置在同一配

电室中 。

8. 1. 5 并联电容器装置中的铜、铝导体连接，应采取装设铜铝过

渡接头等措施 。

8. 1. 6 并联电容器组的框(台)架、柜体结构件、串联电抗器的支

架等钢结构构件，应采取镀钵或其他有效的防腐措施 。

8. 1. 7 并联电容器组下部地面和周围地面的处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屋外油浸式并联电容器组安全围栏内，宜铺设一层碎石或

卵石(混凝土基础以外部分) ，其厚度应为 100 mm~ 1 50mm，并不

得高于周围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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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屋内并联电容器组下部地面，应采取防止油浸式电容器液

体滥流措施。屋内其他部分的地面和面层，可与变电站的房屋建

筑设计协调一致 。

8. 1. 8 电容器室的屋面防水设计，不得低于屋内配电装置室的防

水标准 。

8. 1. 9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宜采用屋内布置，也可根据安装布置

需要和设备对环境条件的适应能力采用屋外布置 。

8. 1. 10 低压电容器柜和低压配电屏可同室布置，但宜将低压电

容器柜布置在同列屏柜的端部 。

8. 1. 11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室，可采用温凝土地面，面层可采用

水泥砂浆抹面并压光或与其所在建筑物设计一致 。

8.2 井联电容器组的布置和安装设计

8.2.1 并联电容器组的布置，宜分相设置独立的框(台)架 。 当电

容器台数较少或受到场地限制时，可设置三相共用的框架 。

8.2.2 分层布置并联电容器组框(台)架层数应根据电压等级、容

量及场地条件来确定。

8.2. 3 并联电容器组的安装设计最小尺寸，宣符合表 8. 2.3 的

规定 。

表 8.2.3 并联电容器组安装设计最小尺寸 (mm)

框(台〉架顶部至

屋内顶面净距

1000 

8. 2.4 屋外或屋内布置的并联电容器组，应在其四周或一侧设置

维护通道，维护通道的宽度不宜小于1. 2m。 电容器在框(台)架上

单排布置时，框(台)架可靠墙布置;电容器在框(台)架上双排布置

时，框(台)架相互之间或与墙之间，应留出距离设置检修走道，走

道宽度不宜小于 1m 。



8.2.5 并联电容器组的绝缘水平应与电网绝缘水平相配合 。 电

容器的绝缘水平和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电容器绝缘水平与电网一致时，应将电容器外壳和框

(台)架可靠接地;当电容器绝缘水平低于电网时，应将电容器安装

在与电网绝缘水平相一致的绝缘框(台)架上，电容器的外壳应与

框(台)架可靠连接 ，并应采取电位固定措施 。

2 集合式电容器在地面安装时外壳应可靠接地 。

8.2. 6 并联电容器安装连接线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电容器套管相互之间连接线，以及电容器套管至母线和熔

断器的连接线，应有一定的松弛度;

2 单套管电容器组的连接壳体的导线，应采用软导线由壳体

端子上引接 ;

3 不应直接利用电容器套管连接或支承硬母线 。

8. 2.7 井联电容器组三相的任何两相之间的最大与最小电容之

比，电容器组每组各串联段之间的最大与最小电容之比，均不宜超

过 1. 02 0 

8. 2.8 并联电容器装置中未设置接地开关时，应设置挂临时接地

线的母线接触面和地线连接端子 。

8.2.9 并联电容器组的汇流母线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

8.2. 10 外熔断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装设在通道一侧 ;

2 安装角度、喷口方向和弹簧拉紧位置，应符合制造厂的产

品说明，拉紧弹簧必须保持规定的弹力状态;

3 熔丝熔断后，尾线不应搭在电容器外壳上 。

8.2.11 并联电容器装置，可根据周围环境中鸟类、鼠 、蛇类等小

动物活动的实际情况，采取封堵、挡板和网栏等措施 。

8.3 串联电抗器的布置和安装设计

8.3.1 油浸式铁心串联电抗器的安装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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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宜布置在屋外，当污秽较重的工矿企业采用普通电抗器

时，应布置在屋内;

2 屋内安装的油浸式铁心串联电抗器，其油量超过 100kg

时，应单独设置防爆间隔和储油设施 。

8.3.2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的安装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宜采用分相布置的一字形排列或三角形排列;

2 当采用屋内布置时，应加大对周围的空间距离，宜避开继

电保护和微机监控等电气二次弱电设备 。

8. 3.3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布置与安装时，应满足防电磁感应要

求 。 电抗器对其四周不形成闭合回路的铁磁性金属构件的最小距

离，以及电抗器相互之间的最小中心距离，均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电抗器对上部、下部和基础中的铁磁性构件距离，不宜小

于电抗器直径的 O . 5 倍;

2 电抗器中心对侧面的铁磁性构件距离，不宜小于电抗器直

径的1. 1 倍;

3 电抗器相互之间的中心距离，不宜小于电抗器直径的1. 7 倍 。

8.3.4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支承绝缘子的金属底座接地线，应采

用放射形或开口环形 。

8.3.5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组装的零部件，直采用非导磁的不锈

钢螺栓连接;当采用矩形母线与相邻设备连接时，矩形母线宜采用

立式安装方式。

8.3.6 干式铁心电抗器应布置在屋内，安装时应满足产品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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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火和通风

9.1 防火

9. 1. 1 屋外井联电容器装置与变电站内建(构)筑物和设备的防

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22 9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 1 6 的有关规定 。

当井联电容器室与其他建筑物连接布置时，相互之间应设置

防火墙，防火墙上及两侧 2m 以内的范围，不得开门窗及孔洞 。 电

容器室的楼板、隔墙、门窗和孔洞均应满足防火要求 。

9. 1. 2 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设置消防设施，并符合下列要求 :

1 属于不同主变压器的屋外大容量并联电容器装置之间，直

设置消防通道;

2 属于不同主变压器的屋内并联电容器装置之间，宜设置防

火隔墙 。

9. 1. 3 井联电容器组的框(台)架和柜体，均应采用非燃烧或难燃

烧的材料制作 。

9. 1. 4 井联电容器室应为丙类生产建筑，其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

应低于二级 。

9. 1. 5 井联电容器室的长度超过 7m 时，应设两个出口 。 并联电

容器室的门应向外开启。相邻两个并联电容器室之间的隔墙需开

门时，应采用乙级防火门 。 井联电容器室不宜设置采光玻璃窗 。

9. 1. 6 与并联电容器装置相关的沟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并联电容器室通向屋外的沟道，在屋内外交接处应采用防

火封堵;

2 电缆沟道的边缘对并联电容器组框(台)架外廓的距离，不

宜小于 2m;引至并联电容器装置处的电缆，应采用穿管敷设并进



行防火封堵 ;

3 低压并联电容器室内的沟道盖板，宜采用阻燃材料制作 。

9. 1. 7 油浸集合式并联电容器，应设置储油池或挡油墙 。 电容器

的浸渍剂和冷却油不得污染周围环境和地下水 。

9. l. 8 并联电容器装置宜布置在变电站最大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

9.2 通风

9.2.1 井联电容器装置室的通风量，应按消除屋内余热计算 。

9.2.2 井联电容器装置室的夏季排风温度，应根据电容器的环境

温度类别确定，不应超过表 9.2 . 2 规定的电容器允许的最高环境

温度 。

表 9.2.2 电容器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 OC )

代 号 最 高 24 h 平均值 年平均最高

A 40 30 20 

B 45 35 25 

C 50 40 30 

D 55 45 35 

9.2.3 串联电抗器小间的通风量，应按消除屋内余热计算，夏季

排风植度不宜超过 40
0

C 。

9.2.4 井联电容器装置室，直采用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

足要求时，可采用自然进风和机械排风 。

9.2.5 在风沙较大地区，并联电容器装置室应采取防尘措施，进

风口宜设置过滤装置。

9.2.6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布置方向，应减少太阳辐射热对电容器

的影响，并宜布置在夏季通风良好的方向 。

9.2.7 并联电容器装置室设置屋面保温层或隔热层的结构设计，

应根据当地的气温条件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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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容器组投入电网时的涌流计算

A.0.1 同二电抗率的电容器组单组投入或追加投入时，涌流应

按下列公式计算 :

I 据 m=」二(l -ß~)+l
,/ K . I..l 

卢= 1 一t三E
，\/ ~ ' KS d 

CA. O. 1-1) 

CA. O. 1-2) 

Q=Q' 十Qo (A. O. 1-3) 

式中 : I , ym-一涌流峰值的标么值(以投入的电容器组额定电流峰

值为基准值) ; 

Q一一同一母线上装设的电容器组总容量 (Mvar) ; 

Qo-一正在投入的电容器组容量 CMvar );

Q' 一一所有正在运行的电容器组容量 CMvar) ; 

卢一一→电源影响系数。

A. O. 2 当有两种电抗率的多组电容器追加投入时，涌流计算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设正在投入的电容器组电抗率为 Kl' 当满足一旦一 < :
K 1 Sd - 3 

时，涌流应按下式计算:

I .vm= _1二+ 1 CA. O. 2) 
v'Kl 

2 仍设正在投入的电容器组电抗率为托，两种电抗率中的

Q __2 CI Q 
另一种电抗率为儿，当满足 飞 且 <一时，涌流仍KS d -;::;.- 3 'LL. K 2 S d --- 3 

应按本规范式 A. 0.1 计算，其中 : K =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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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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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9 

《 高压交流断路器 ))GBjT 1984 

《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jT 14549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GBT 16935 

《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jT 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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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7 - 2017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7-2017 ，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 2017 年 3 月 3 日以第 1456 号公告批准发布 。

本规范是在原国家标准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 GB 

50227-2008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井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

GB 50227-2008 的主编单位是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

设计院、济南迪生电子电气有限公司，参编单位是 : 电力工业元功

补偿成套装置质检中心，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

宇工程有限公司，辽宁电能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是 : 张化良、

胡晓、蒲陆、胡劲松、冯小明、李彬、高元、孙卫民、陶勤、赵启成、孙

士民 。

本次修订主要是考虑到近年来，随着我国特高压输电系统迅

速发展，1l0kV 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已经大量使用，同时电

容器制造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上一版规范内容已经无法完

全涵盖和适应新的技术发展，需进行修订 。 在本次修订过程中，编

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特高压工程实践经验，参

考了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取得了重要的技术参数。为

了方便广大设计、施工管理、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井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编制组按章、节、条的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

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

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

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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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l. 0.1 本条为制定本规范的目的。

本条强调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要贯彻国家的基本建设方针，

体现我国的技术经济政策，技术上要把安全可靠放在首位，在技术

经济综合指标上要体现技术先进，同时，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要为

运行创造良好的条件。

1. O. 2 本条为本规范的适用范围 。

本规范修订前的适用范围为 750kV 及以下变电站和低压配

电室，根据我国交流 loookV 特高压工程发展的需要和工程实践

经验总结，以及部分单位提出 的意见，本次修订后适用范围扩大到

lOOOkV 变电站，该电压等级变电站的主变第三线圈电压为

llOkV，本规范适用的电容器组电压范围也是 llOkV ，所以，规范

条文规定元须因扩大适用范围而变动内容 。 另外，本规范不适用

于换流站中 220kV 及以上的交流滤波器 。

本规范的重点为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的技术要求 。 对于

配电网中电力用户的低压电容器补偿，一般都是采用成套低压电

容器柜，此设备由制造厂成套供货，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要求

直接选择成套产品，不需要进行安装(组装〉设计(即购买元部件，

按设计图组装成装置〉 。 所以，本规范仅在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设

备选型和安装设计方面做了必要的技术规定。

l. O. 3 本条为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原则的共性要求。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时要考虑各工程的具体情况和当地实践

经验，不能一概而论 。 本规范的一些条文规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要正确理解，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和习惯性做法合理运用条文规定 。

1. O. 4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备选型要从工程条件和实际需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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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备运行安全可靠 。 此外，设备选型尚应符合国家现行产品技

术标准的规定，其中包括电力行业标准和制造行业的产品标准 。

1. O. 5 本条明确了本规范与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 。 本规范为并

联电容器装置设计和装置安装设计、成套低压电容器柜选型和装

置安装设计的统一专业技术标准 。 本规范所涉及的技术内容在国

家现行标准中已有规定的，除了需要在本规范中强调的规定，不再

重复其他标准条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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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和代号

为执行本规范条文规定时正确理解特定的名词术语含义，特

列入了一些与本规范相关的名词术语，便于执行条文规定时查找

使用 。 同时 ，将条文和附录中计算公式采用的符号，以及条文附图

中的代号也纳入本章集中列出，方便应用 。

条文和附录中计算公式采用的符号，是按本专业的特点和通

用性来制订的 。

条文附图中的图形符号，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工业系统、装

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GB 7159 的规定，并

结合本专业的通用习惯制订的 。

本次修订增加了术语"负荷开关 load- breaking sw i tch" ，其英

文表示及术语解释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 ))GB/T 2900 . 20-2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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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入电网基本要求

3.0.1 本条是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的总原则 。

并联电容器是容性无功的主要电源 。 元功电源的安排，应在

电力系统有功规划的基础上，同时进行无功规划 。 原则上应使元

功就地分区分层基本平衡，按地区补偿元功负荷，就地补偿降压变

压器的元功损耗，井应能随负荷(或电压)变化进行调整，避免经长

距离线路或多级变压器传送无功功率，以减少由于无功功率的传

送而引起的电网有功损耗，达到降损节能 。

3.0.2 本条是确定并联电容器装置总容量的原则规定。

每个变电站原则上均应配置一定补偿容量的感性无功和容性

元功，本规范针对的是容性无功补偿 。 变电站配置无功补偿容量

应根据无功规划，进行调相调压计算来确定 。 计算原则按照现行

行业标准《电力系统电压和元功电力技术导则 )) SD 325 规定，在

《全国供用电规则》中还规定了负荷的功率因数，由高压供电的工

业用户和装有带负荷调整电压装置的高压工业用户，功率因数应

为 O . 90 以上 。

据调查，在变电站中，并联电容器安装容量占主变容量的比

例，由于各地电网情况和无功补偿容量的差异而略有不同，一般不

少于 10 % ，不大于 30 % 。 因此，如果没有调相调压计算依据，并联

电容器的装设容量，也可大致按主变压器容量的 10 % ~30%来估

算 。 无功缺额多的地区取高值，缺额少则取小值 。 在新制订的企

业标准《 国家电网公司电力系统元功补偿配置技术原则 》中，对各

级电压变电站的估算值做了细化规定 : 500kV 为 1 5% ~20%; 

220kV 为 1 0 % ~30 % ;35kV~ 1l0kV 为 10%~ 25 % ;公用配电网

为 20%~ 40 % 。 或者按变压器最大负荷时，高压侧功率因数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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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O. 95 进行补偿，同时，强调电力用户的元功补偿装置，应有防止

向系统反送无功功率的措施 。 在国家电网公司的企业标准中 ， 对

功率因数值进一步要求为:在 35kV~220kV 变电站中，在主变最

大负荷时一次侧功率因数不应低于 0.95 ，在低谷负荷时功率因数

不应高于 O . 95 。 但近年来，我国电网系统规模增速较快，根据南

方电网公司元功调研结论， 500kV 电压等级变电站在重负荷情况

下，按变压器容量的 20 %配置无功，已经不够 ， 建议增加到 30% 。

基于此，在规程中，依然推荐根据安装点无功规划计算确定 。 若按

主变压器容量选择时，建议按主变容量的 10 %~30 %选择 。

3.0.3 变电站中装设的并联电容器总容量确定以后，通常将电容

器分成若干组再进行安装，分组原则主要是根据电压波动、负荷变

化、电网背景谐波含量，以及设备技术条件等因素来确定 。 实际

上，目前电力行业标准((35 kV~ 2 20kV 变电站元功补偿装置设计

技术规定 >> DLj T 5242 、 (( 330kV ~ 7 50kV 变电站元功补偿装置设

计技术规定 >> DLj T 5014 中均有条文规定要求电容器分组投切时

电压波动不宜超过母线额定电压的 2. 5% ，而 《 电力系统设计手

册》中则没有针对具体电压等级，而是要求所有电压等级电容器分

组投切时波动不超过母线额定电压的 2. 5% 。 事实上，设计单位

在实际操作时，在电网系统不是特别弱的情况下，也均按 2 . 5 %波

动要求设计分组容量 ，但是对于极端弱系统的情况，在运行可以接

受的情况下，为避免分组过多，投资大幅度增加，也会突破这个

原则 。

各分组电容器投切时，不能发生谐振，同时也要防止谐波的严

重放大 。 因为，谐振是谐波严重放大的极端状态 ，谐振将导致电容

器组产生严重过载，引起电容器产生异常声响和振动，外壳膨胀变

形，甚至产生外壳爆裂而损坏 。 为了躲开谐振点，电容器组设计之

前，应测量或分析系统主要谐波含量，根据设计确定的电抗率配

置，按本条规定的谐振容量计算公式 3 . O. 3 计算，在设计分组容量

时，避开谐振容量;电容器组在各种容量组合投切时，均应能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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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振点 。 加大分组容量，减少组数是躲开谐振点的措施之一 。 同

时，要考虑运行时容量调节的灵活性，以便达到较高的投运率，使

电容器发挥最大的效益。另外，正式投产前，应进行投切试验 ， 测

量系统谐波分量变化，如有过分的谐波放大或谐振现象产生，应采

取对策消除 。

分组电容器在不同组合下投切，变压器各侧母线的任何一次

谐波电压含量，均不应超过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

波 )) GB/ T 14549 的规定，标准中规定的谐披电压限值详见表 1 。

表 1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限值 ( 相 电压 )

电网标称电压 电网总谐波畸变率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

( kV ) c%) 奇次 f民次

0. 38 5. 0 4. 0 2. 0 

6 
4. 0 3. 2 1. 6 

10 

35 
3. 0 2.4 1. 2 

66 

11 0 2. 0 1. 6 o. 8 

3.0.4 井联电容器装置装设在主变压器的主要负荷侧，可以获得

显著的无功补偿效果:降低变压器损耗，提高母线电压。一般

500kV 变电站的主要负荷侧在 220kV 侧 ; 220kV 变电站的主要负

荷侧在 llOkV 侧，东北地区则在 66kV 侧 。 由于 22 0 kV 、 11 0 kV

设备较贵，到目前为止，还没在 220kV 、 llOkV 电压等级上装设并

联电容器组的工程实例，一般是在变电站的三绕组变压器的低压

侧装设电容器。

需要说明，对于 llOkV 变电站，其主要负荷侧通常在 35kV

侧，如果把电容器仍然装设在 lokV 侧，则在技术上是不合理的。

当变电站的主要负荷侧在 66kV 及以下时，因为有成熟的系列设

备可以配套，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应执行本条规定，将无功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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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容器组装设于主要负荷侧 。

3.0.5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补偿效果，降低损耗，防止用

户的无功补偿电容器向电网倒送无功 。 考虑到有的用户执行本条

规定有困难，本次修订时不再强调严格执行本条规定，而是允许稍

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执行本条规定 。

3. 0.6 本条为低压无功补偿的原则规定，执行这条规定有利于降

低线路损耗，获得显著的技术经济效益 。 用户无功补偿应尽量分

散靠近用电设备，用户的集中补偿装置也要尽量靠近负荷中心，以

使元功流动距离最短，减少线路损耗 。 为了满足电网对无功补偿

的要求，强调用户无功补偿的功率因数应达到要求，应符合《全国

供用电规则 》的规定 。 为了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本条规定特别强

调电力用户不得向电网倒送无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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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接线

4. 1 接线方式

4. 1. 1 本条对并联电容器装置分组回路接入母线的三种方式和

适用条件做了一般性规定，对应于每种接线方式都提供了附图，现

说明如下:

(l ) 500kV 及以上变电站采用自祸变压器，部分 220kV 变电

站采用三绕组变压器，低压侧只接站用变压器和电容器组，属于第

一种接线方式，即图 4 . 1. 1 - 1 所示，这种接线方式比较常见 。

(2)在一条母线上既接有供电线路，又接有电容器组，在电力

部门和电力用户的变电站、配电站(室)中相当多采用这种接线方

式，属于第二种接线方式，即图 4 . 1. 1 - 2 所示 。

(3 ) 为了满足电网运行中不断变化的无功需求，通常需要电容

器组频繁投切，若分组回路采用能开断母线短路电流的断路器，因

断路器价格较贵会引起工程造价提高，为节约投资，设置电容器组

专用母线，专用母线的总回路断路器按能开断母线短路电流选择，

分组回路开关不考虑开断母线短路电流，采用价格便宜的真空开

关，满足频繁投切要求 。 即图 4 . 1. 1 -3 所示方式，这种方式在

3 5kV 以上电压等级 比较少见，但是，近期发展起来的 lOkV 自动

补偿柜采用的正是这种接线方式 。 需要说明，分组回路作电容器

投切的开关设备不是断路器，而是价格便宜、可频繁投切的接

触器。

变电站中每台变压器均应配置一定容量的电容器以补偿其无

功损耗，与主变一起投入运行 。 不考虑两台或多台主变压器下装

设的并联电容器装置互相切换运行 。 如果采用切换方式，会造成

电气接线和保护装置的复杂化，增加工程投资，而并未带来明显的



技术经济效益 。

针对本条，本次修订将母线电压等级提高到了 llOkV 。

4. 1. 2 本条规定了并联电容器组和每相或每个桥臂的接线方式，

以及串联段并联容量的规定 。

据调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并联电容器组接线有两类:

三角形类(单三角形、双三角形) ; 星形类(单星形、双星形) 。 绝大

多数并联电容器组的电压为 6kV 和 l OkV ， 接线方式为三角形，这

种接线方式在技术上存在问题 。 可以说是当时电容器产品的额定

电压造成了这种接线方式，如:电容器额定电压为 6kV 和 lOkV ，

正好接成三角形用于 6kV 和 lOkV I也 网 。 因为，当时电容器产品

种类少，又没有设计标准可遵循，工矿企业中的并联电容器组大量

采用三角形接线 。 单串联段的三角形接线并联电容器组，发生极

间全击穿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极间全击穿相当于相间短路，注入故

障点的能量，不仅有故障相健全电容器的涌放电流，还有其他两相

电容器的涌放电流和系统的短路电流 。 这些电流的能量远远超过

电容器油箱的耐爆能量，因而油箱爆炸事故较多 。 在当时，全国各

地发生了不少三角形接线电容器组的爆炸起火事故，损失严重 。

而星形接线电容器组发生全击穿时，故障电流受到健全相容抗的

限制，来自系统的工频电流大大降低，最大不超过电容器组额定电

流的三倍，并且没有其他两相电容器的涌放电流，只有来自同相的

健全电容器的涌放电流，这是星 lf;接线电容器组油箱爆炸事故较

少的技术原因之一 。 所以，本规范规定的并联电容器组接线方式

是星形接线，全国都应遵循 。

根据我国目前的设备制造现状，电力系统和电力用户的并联

电容器装置安装情况， 750kV 及以下变电站的并联电容器组的电

压等级为 66kV 及以下，而 66kV 及以下电网为非有效接地系统，

在建的特高压交流工程的 llOkV 也是采用的非有效接地系统，所

以，星形接线电容器组中性点均应不接地 。

电容器组接线方式选择，应根据电容器组容量和!采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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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综合考虑 。 常用电容器组接线和保护方式主要有 4 种 : 单星

形接线采用开口三角电压保护;单星形接线采用相电压差动保护;

双星形接线采用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单星形接线采用桥式差

电流保护 。 据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院近期调查: 10kV 电容器组

容量为 7800kvar 及以下， 35kV 电容器组容量为 8400kvar 及以

下，采用单星形开口三角电压保护，分别占 74 . 4 %和 43 . 9% ;随着

电容器组容量增大，采用这种接线方式的比例减少，尤其是 35kV

电容器组，容量在 l OMva r ~ 20Mvar 时很少采用; 35 kV 电容器

组，容量为 20Mvar 及以下，采用单星形接线相电压差动保护的占

57% ，单组容量超过 20Mvar 者不采用; 10kV 电容器组，容量为

8000kvar~ 1 0020 kvar，采用双星形接线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较

多， 以前占总容量的 24.7 % ，现在是 43 . 2% ;35kV 电容器组，采用

双星形接线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方式同样很多，但是， 500kV

变电站的大容量电容器组采用这种接线，由于保护灵敏度不够，安

全性差，已有不少事故;以前， 10kV 和 35kV 电容器组，采用单星

形接线桥式差电流保护的较少，绝大多数用在 66kV 电容器组，由

于这种保护方式的灵敏度高，今后，将在 35kV 和 66kV 电容器组

中大量采用 。 为 了解决采用双星形接线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的

灵敏度不够的问题，有少数 500kV 变电站的 60Mvar 电容器组，采

用了在一套开关回路下将 60Mvar 电容器分成 3 个单星形接线的

电容器组，每个组 20Mvar，其目的是减少井联台数，提高安全性，

其缺点是保护灵敏度并不理想，而且，使装置复杂化 。 在单星形、

两星形、三星形接线中，由于采用的保护是按单星形设置，其实质

仍是单星形，仅仅是接线方式上的新花样，并不是一种新的接线方

式。单星形接线是电容器组的最基本的接线方式，其他接线方式

都是由单星形演变来的 。 各种保护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选用时

应根据工程条件，用其优点，避开缺点。

并联电容器组的每相或每个桥臂，由多台电容器串并联组合

连接时，当采用先并后串，一台电容器出现击穿故障，故障电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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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系统的工频故障电流;另一部分来自健全

电容器的放电电流，由于故障电流大，能使外熔丝迅速熔断，从而

把故障电容器迅速切除，这时健全电容器电压将会升高，只要不超

过允许值，电容器组可继续运行 。 而采用先串后并的电容器组，当

一台电容器击穿时，因受到与之串联的健全电容器容抗的限制，故

障电流比上述情况小，外熔丝不能迅速熔断，故障时间延长，与故

障电容器串联的健全电容器，因长期过电压而可能损坏 。 在故障

相同的情况下，先并后串接线方式，健全电容器上的电压升高较

低，有利于安全运行 。 应当注意:当并联容量超过限值时，需要采

取切断均压线的串并联分隔措施，这种方式保护整定计算不能采

用常规公式，否则，将会造成保护整定值错误，留下事故隐患，因

此，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公式推导 。

限制电容器组的并联容量是抑制电容器故障爆破的重要措施 。

本条规定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标称电压 1kV 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

联电容器 第 3 部分 :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 )) GB/Z 

11024.3 - 200 1 中第 5.3. 1 条规定提出 。 其主要原因是当并联电

容器容量增大时，一旦单台电容器出现短路故障，与之井联的电容

器会通过此电容器放电，过大的放电能量会超出单台电容器耐爆能

量极限值，此时会发生严重的爆炸事故，不仅会导致电容器损坏停

运，甚至可能导致其他设备及人身伤害，因为本条第 3 款规定涉及

设备安全运行，所以定为强制性条文 。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容器设

备生产能力的提高，虽然单台电容器外壳耐爆能力有所提升，但通

过对大量设备生产厂家进行调研，目前虽有部分厂家尝试将单台电

容器耐爆能量提高到 2010 ，但尚无成熟产品，因此，本次修订不改变

对并联容量的规定，本条第 3 款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4. 1. 3 为使低压集中补偿尽量靠近负荷中心，低压电容器柜与低

压配电盘应接于同一条母线，这样，既节约投资，又缩短元功输送

距离，达到节能目的 。 国内外低压并联电容器组，主要采用三角形

接线 。 根据低压并联电容器的结构性能和实际应用情况，低压并



联电容器不同于高压井联电容器，出现事故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

接线方式 。 因此，三角形接线和星形接线，对低压并联电容器组来

说都是正常接线方式 。

4.2 配套设备及其连接

4.2. 1 本条规定主要提示并联电容器装置的配套设备及其连接

方式的常规配置，应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并联电容器装置配置都一

样 ，如:已有相当多的电容器组不装设外熔断器;有的电容器组不

装设放电线圈等 。 配套设备的连接方式是由电容器组的接线方式

和设备性能所决定，设计时应当注意 。

本次修订主要是根据特高压 110kV 并联电容器投切开关选

择的工程实际情况，将投切开关形式由断路器扩展到断路器或负

荷开关 。 ll okV 并联电容器装置由于电压高、容量大，国内大部

分厂家断路器都不能满足频繁投切要求，因此，提出可采用断路器

或负荷开关作为投切设备 。

4.2.2 本条是根据实践经验总结而制订的要求，因为，如果将分

组回路的断路器装设在电容器组的中性点侧，发生故障时，虽然断

路器已经开断，但故障并没有被切除，可能导致扩大性事故发生 。

断路器装设于中性点侧 ，主要有两个原因 : 一是断路器的开断电流

不能满足装设于电源侧的需要 ;二是想选择价格便直的真空断路

器，满足电容器组需要频繁投切的需要 。 从目前设备生产情况来

看，能够用于电容器组的断路器，无论是其开断电流或是频繁操作

性能，完全可以满足装设于电源侧的要求，为了保证运行安全 . 不

应将其装设于中性点侧 。 本次修订特别针对 ll OkV 并联电容器

装置增加了选用断路器或负荷开关的规定，目前，具备 110kV 并

联电容器装置投切断路器及负荷开关设备生产能力的厂家较少，

因此，无论是断路器还是负荷开关设备投资均较高，但是随着各设

备厂家技术水平的提升，两者的价格差异会运渐体现，因此，本条

文提出在 llO kV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过程中，应通过经济技术性



比较来选择投切开关 。

4.2.3 串联电抗器装设在电源侧，既有抑制谐波和合闸涌流的作

用，又能在电抗器后短路时起限制短路电流的作用，装设在电源侧

的电抗器应有耐受短路电流的能力(耐受峰值电流和耐受短时电

流) 。 当串联电抗器耐受短路电流的能力不能满足装设在电源侧

要求时，将其安装在中性点侧，则其不能限制短路电流 。 安装在中

性点侧时，其在正常运行时承受的对地电压低，可不受短路电流的

冲击，对耐受短路电流的能力要求低，减少了事故发生，使设备运

行更加安全，可以采用价格较低的普通油漫式电抗器和干式铁心

电抗器 。 串联电抗器装设在电源侧应采用干式空心电抗器或加强

型油浸式电抗器，而且，需要核算其耐受短路电流的能力是否满足

要求 。 特别注意，将串联电抗器装设在电源侧虽然具有限制短路

电流的作用，但对电抗器的技术性能要求高，高强度的加强型油浸

式电抗器也可能不满足要求 。 部分制造厂的产品样本把电抗器装

设在电源侧 ，并未对电抗器的动热稳定能力作特别说明，选用厂家

的成套装置时，需进行落实和验算核对，不能认为加强型产品都可

以安装在电源侧 。

4.2.4 本条规定强调如果电容器配置外熔断器保护，应采用电容

器专用熔断器而不能采用其他产品替代 。 熔断器的配置方式，应

为每台电容器配一个，以前曾有过用一个熔断器保护多台电容器

的配置方式，这种方式难于达到保护电容器的目的，将留下事故隐

患 。 原规范第 4.2. 4 条规定"严禁多台电容器共用一个喷逐式熔

断器" 。 由于这种方式很少出现，本次规范修订在要求不变的前提

下对条文规定做了适当修改 。

4.2.5 电容器有两极，一极接电掠侧，另一极接中性点侧 。 外熔

断器应该装在哪-侧，要具体分析 。 对单串联段的 lOkV 电容器

组，电容器的绝缘水平与电网一致，电容器安装时外壳直接接地，

外熔断器应装在电源侧 。 作为电容器的极间保护，外熔断器装在

电源侧或中性点侧，作用都一样 。 但是，当发生套管闪络和极对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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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穿时，故障电流只流经电源侧，中性点侧元故障电流，所以，安装

在中性点侧的外熔断器对这类故障不起作用 。 另外，当中性点侧

已发生一点接地(中性点连线较长的单星形或双星形电容器组均

有此可能) ，若再发生电容器套管闪络或极对壳击穿事故，相当于两

点接地，装设在中性点侧的外熔断器被短接而不起保护作用 。 据调

查，为了安装接线方便，把 lOkV 电容器组的外熔断器装在中性点侧

的情况是有的，这种方式存在缺陷，不应采用。对于安装在绝缘框

(台)架上的多串联段电容器组，当电容器为双排布置，如把外熔断

器都装设在电JÆ、侧，对外熔断器的巡视和更换都不方便;如把外熔

断器都装设在中性点侧，对特殊故障又不起保护作用 。 本条规定要

求，既要考虑外熔断器的保护效果，又要考虑运行与检修方便 。

4.2.6 本条是原规范第 4. 2. 6 条和第 4.2.7 条合井的条文 。

电容器是储能元件，断电后两极之间的最高电压可达J2uN
(UN为电容器额定电压均方根值 ) ，最大储能为 cu/ ， 电容器自身

绝缘电阻高，不能自行放电至安全电压，需要装设放电器件进行放

电 。 电容器放电有两种方式:在电容器内部装设放电电阻，与电容

元件并联;在电容器外部装设放电线圈(原规范叫放电器 ) ，与电容

器直接并联 。 放电电阻和放电线线圈，都能达到电容器放电目的，

但放电电阻的放电速度较慢，电容器断开电源后，剩余电压在

5min 内才能由额定电压幅值降至 50V 以下;放电线圈放电速度

快，电容器组断开电源后，剩余电压可在 5s 内降至 50V 以下 。 两

种放电方式，二者必具其一，或者两种方式都具备 。 总之，在电容

器脱离电师、后，应迅速将剩余电压降低到安全值，从而避免合闸过

电压，保障检修人员的安全和降低单相重击穿过电压 。 放电线圈

是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必不可少的一种配套设备，经过多年的发

展，各种电压等级的放电线圈已有系列产品，并且已经有了专业技

术标准，工程设计时应根据需要选用 。

以前，曾经在工程中使用过的放电设备有四种接线方式 :V

形、星形、星形中性点接地和与电容器直接并联。其中，星形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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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接地是一种错误的接线方式，极少在工程中出现 。 东北电力试

验研究院对不同接线方式放电设备的放电性能进行过研究，在同

等条件下 (电容器组为星形接线，容量相同)电容器组断电 l s 后 ，

电容器上的剩余电压值如表 2 所示 。

表 2 放电线圈不同接线方式时的剩余电压 ( V )

序号 接线方式 对地电压 极间电压 备注

1 :二三 2014 2997 2728 559 404 155 

c 

a 

吟b 
2 2014 299 7 2728 559 404 J 55 

c WTV 
a 

怜b 禁止
3 

c 

马jTV
使用

-'-

4 ;JZ 1116 2977 5857 3688 40 '1 3284 

注 :C代表电容器 . TV 代表放电线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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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当放电线圈采用序号 1 和序号 2 两种接

线方式时放电效果较好，虽然两种接线方式的剩余电压数值都一

样，但两种接线方式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当这两种接线方式的二次

线圈为开口三角形接线时伞，序号 1 的开口三角电压，能准确反映三

相电容器的不平衡情况;序号 2 的开口 三角电压反映的是三相母

线电压不平衡，不能用于电容器组的不平衡保护 。 因此，当放电线

圈配合继电保护使用时，应采用序号 1 接线 。 序号 3 接线方式，由

于形成了 L-C 串联回路，在断路器分闸时，将产生过电压，可能导

致断路器重击穿 。 东北地区某变电站的 66kV 电容器组，误采用

了中性点接地的电压互感器作放电线圈使用，投产试验时，测到过

电压 。 即使断路器没有发生重击穿，对地过电压也可达 2. 4 倍，如

发生重击穿，过电压倍数更高，这对电容器是非常危险的 。 产生这

种过电压的原因是 L-C 串联回路产生的谐振，因此，序号 3 接线

方式禁止采用 。 序号 4 接线方式，放电效果差，当产生放电回路断

线时，将造成其中一相电容器不能放电，虽然这种接线只用两相设

备，但安全性差，不宜采用 。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当放电线圈采用星形接线时，中性点不应

接地，接地会产生极高的过电压，不仅可能导致电容器及放电线圈

设备本体损坏，甚至可能导致断路器等设备损坏，造成极为严重的

后果，因此，将此条第 2 款列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

需要说明的是，放电回路必须为完整通路，不允许在放电回路

中串接开关或外熔断器(单台电容器保护用外熔断器不在此例) 。

为了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不能因某种原因使放电回路断开而终

止放电，本条规定强调直接并联的含义就在于此 。

4.2.7 放电器件往往不能将电容器的残留电荷放泄殆尽，为确保

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检修工作进行之前，还必须对电容器组进行

接地放电 。 虽然停电时挂临时接地线也是放电方式之一 ，但操作

过程麻烦，不能设置防止误操作的机械或电气连锁，安全性差 ，接

地开关可装设电气连锁，所以本条推荐装设接地开关。



需要说明的是，星形接线电容器组长时间运行后，虽然有放电

器件放电，但中性点仍会积存电荷，如仅在电源侧接地放电，中性

点仍残存电荷不能放完，电位不为零，将对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构

成威胁 。 某供电局曾发生一例这种事故:一个电容器组停电检修，

检修人员在电容器组的电源侧挂了接地线，以为已经做好了安全

措施，即开始进行检修工作，当检修人员的手臂碰到中性点导体

时，发生了触电事故 。 为杜绝此类事故发生，检修工作进行之前，

应在电容器的电源侧和中性点侧，同时进行短路接地放电 。

需要注意，当电容器的外熔断器熔断，或电容器内部连线断

线，这种情况的电容器脱离运行时，均可能带有残留电荷，为保证

安全，在接触这些电容器之前，应进行对地短接放电 。

4.2.8 本条首先强调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设置操作过电压保

护，因为电容器组投切时产生过电压是无法避免的，为了降低过电

压幅值，保护回路设备的安全，应装设抑制操作过电压的避雷器 。

并对避雷器的接线做了 3 款规定:操作过电压来自电源侧的开关

投切，所以规定避雷器的装设位置应在电容器组的电源侧;根据对

并联电容器装置操作过电压的研究，通常性能好的断路器是极少

发生重击穿，产生单相重击穿，出现的是对地过电压，装设相对地

避雷器，即可抑制对地过电压 。 只有质量差的断路器才有可能出

现两相重击穿，产生极间过电压。设备选择时要严格把好断路器

质量关，不要把质量差的断路器用于电容器组回路，在这种情况

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操作过电压保护设置，只需针对对地过电压

就行了 。 如果断路器质量较差 ，或者对断路器质量不放心，需要考

虑出现两相重击穿的可能性，由于对电容器的极间过电压没有成

熟的保护措施，要设置这种保护，应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进行计算机

模拟计算，按照计算结果分析确定 。 本规范考虑的是断路器仅仅

发生单相重击穿，只需要设置电容器对地绝缘保护，在这种情况

下，应装设的是相对地避雷器或中性点对地避雷器;有部分工程想

解决电容器组的极间过电压保护，采用 4 台避雷器 (3 台星形连



接， 1 台中性点对地)连接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元论是避雷器的运

行可靠性还是电容器的极对地保护水平都不可靠，又无电容器的

极间保护功能，预期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出现故障隐患，因

此，不推荐采用这种方式 。

4.2. 9 为了使成套低压电容器柜满足安全运行要求，设备配套元

件应齐全。本条规定为在通常情况下的元件配置，在一定条件下，

有的元件可不装设，例如 : 电容器回路的投切器件或电容器本身，

具备限制涌流的功能时，可以不装设限流线圈 。 有谐波超值保护

时，可不装设过载保护器件 。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让电力用户在选

择低压井联电容器装置时，核对产品的配套元件是否齐全，低压并

联电容器装置元件配置见图 4.2.9 。

4. 2.10 本条是对低压电容器组的放电器件连接方式的规定 。

根据东北电力试验研究院对三角形接线电容器组的放电器件

接线方式所做的测试研究，采用三角形接线和不接地星形接线放

电效果好 。 基于对放电器件不同接线方式的测试研究，中性点接

地将会引起谐振，低压电容器放电器件采用星形接线时，也不能中

性点接地 。 虽然 V 形接线使用元件少，接线简单，但放电效果差

和存在缺陷，特别是当放电回路断线则造成其中一相电容器不能

放电，安全性差，故不宜采用 。 据了解，有少数低压电容器柜用户，

为了节电在放电回路中串接开关辅助接点，电容器投入运行时，停

止放电，电容器停电时才接通放电回路，由于这种方式电容器运行

时没有信号监测，曾发生过接点烧坏事故，造成放电回路不通，留

下事故隐患，因此，不能采用这种节电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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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器和导体选择

5.1 一般规定

5. 1. 1 本条所列 8 款要求是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在设备选型时

应考虑的主要问题。并联电容器装置接入处的母线电压决定电容

器的额定电压，电网运行工况则关系到装置中各设备的参数 。 如 :

电容器组投入容量与涌流倍数和谐波放大倍数均有关，涌流倍数

和谐披放大倍数又与电抗率有关;电网谐波水平是决定串联电抗

器参数和电容器分组容量的条件;母线短路电流和电容器组对短

路电流的助增效应，是校验设备的动热稳定的条件，特别是选择断

路器的重要条件;电容器组容量是选择单台电容器容量的依据之

一;接线和保护存在互相配合的关系;电容器组投切方式不同对断

路器性能的要求也不同，采用自动投切装置对电容器组进行频繁

投切，要求断路器应具有频繁投切的功能，少油断路器(产品已经

被淘汰，部分地区几年前就停用了)就不能满足要求，则需要选用

真空开关，但真空开关分闸时存在一定的重击穿概率，又需要考虑

用避雷器抑制操作过程中产生的过电压;环境条件是设备选择的

重要依据，关系到电气设备外绝缘爬电距离、产品的类别，例如 :耐

低温产品、耐污秽产品、湿热带产品、高海拔产品等;屋内布置有防

污染的效果 ，屋外布置则需要考虑环境的污秽等级;为了降低电容

器安装框架高度可能需要采用卧式电容器;制造行业制订的产品

标准，如: ((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 ))]BjT 7111 ， (( 低压关联电容器装

置 ))]BjT 7113 、 《集合式高压并联电容器 ))]BjT 7112 和 IEC 标准

《并联电容器 ))IEC 60871 等 。 电力行业制订的设备选择标准，如 :

《高压并联电容器使用技术条件 )) DLjT 840 、 《 高压并联电容器单

台保护用熔断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42 、《高压并联电容器用串联



电抗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62 、 《高压并联电容器用放电线圈使用

技术条件 ))DL/T 6 5 3 等也是设计的依据 。 如前所述，本条所列 8

款要求，在设备选型时均应给予全面考虑 。

5. 1. 2 本条规定为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电器和导体选择应满

足的技术要求 。 为了保证安全运行，选用的电器和导体应满足运

行电压、长期允许电流、短路时的 '?)J 热稳定及操作过程的特殊要

求，操作过程的特殊要求包括:合闸预击穿、合闸涌流、分闸可能产

生的重击穿和由此而产生的过电压及其保护等 。

根据为本规范所做的科研成果，电网中集中装设大容量的并

联电容器组，将会改变装设点的网络性质，并联电容器组对安装点

的短路电流起助增作用(见第 5 . 1. 1 条第 4 款要求) ，并且，助增作

用随着电容器组容量增大和电容器性能的改进(介损和有效电阻

降低) ，以及开关动作速度加快而增大 。 在电容器组的总容量与安

装点的母线短路容量之比不超过 5% (对应于 K = 5 % ) 或 10 % (对

应于 K= 12 %) ， 在这种情况下的助增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不考虑。

如果按本规范规定装设电容器组，其总容量一般不会超过安装点短

路容量的 5% ，是可以不计助增作用的 。 少数情况需要考虑助增作

用时，可按照导体和电器选择设计标准中提供的方法计算，按常规

方法计算的短路电流值要乘上助增校正系数(有效值校正系数，冲

击值校正系数) ，即可得到考虑助增影响后的短路电流值 。

5. 1. 3 本次修订删除了原规范中"过电流倍数应为回路额定电流

的1. 3 0 倍"的说法，原因是与第 5.8.2 条重复 。

5. 1. 4 井联电容器装置是变电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证其安

全运行对电网十分重要 。 因此，强调其外绝缘配合应不低于相同

电压等级的其他电气设备 。

5. 1. 5 本条规定是对并联电容器成套装置结构的要求，成套装置

应有灵活的组装结构，运输时可化整为零，运到现场后又要容易组

装成成套装置，并能保持其成套装置的性能，在结构上应达到方便

运输、安装、检修和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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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电容器

5.2.1 本条为电容器选型的技术原则规定，包括对电容器形式、

适用的环境条件、特殊要求等提出了规定 。

电容器的形式选择要体现技术先进、适合国情、符合产品标准

等原则 。 至于选用常规单台电容器、集合式电容器或容量超过

500k var 的大容量电容器，以及自愈式电容器组成电容器组，可根

据工程具体条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本条不做限制性规定 。

需要说明，这几种类型的产品各有优缺点 ， 例如: 单台电容器组合

灵活，更换故障电容器方便，价格便宜，工程中采用最多的是这种

形式，但特殊环境可能需要建电容器室采用屋内安装，单台电容器

的维护工作量大 ;集合式电容器在屋外安装时占地较少，安装设计

简单，施工方便，工期短，耐候性好、运行维护工作量少，价格较贵 。

为了保证运行可靠性及安全性，集合式电容器产品的场强取值较

低，原材料消耗多，1[1箱内装有大量的绝缘油，经济性不如单台电

容器，而且，一旦出现放障，整台停运，补偿容量损失大 .在现场不

能更换大箱体内的故障电容器，需返厂修理，引起的电容器组停运

时间较长;自愈式电容器为干式元油，适合于要求设备无油化场

所，这种产品价格较贵，电压和l容量系列尚未形成 ，技术上仍处在

发展完善阶段;充 SF6 气体绝缘的集合式电容器与自愈式电容器

都不是技术上成熟的产品，在电容器选型时应予以注意。

第 2 款是本次修订增加的新的条款，推荐了在特定条件下，

可选用集合式并联电容器装置，且提出宜选用一体化集合式电

容器装置，原因是近年来，随着框架式电容器装置技术的成熟，

集合式电容器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小，但集合式电容器具有低

位布置，占地较小、抗震能力强、接线简单、可靠性高、安全性好、

运行维护量少等优势，且通过进一步将串联电抗器、放电线圈、

集合式电容器在油箱内完成相互之间电气连接井集装成一个整

体，减少或节省了原来电抗器、放电线圈需要额外占用布置面积



及大量外部电气连线所需的导线材料和绝缘空间，其结构紧凑、

体积小、少维护、高可靠、安全的优势更加明显 。 近年来，随着我

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变电站建设时征地难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

集合式及一体化结构集合式电容器装置结构紧凑、抗震能力强

的优势可能会重新体现出来 。 因此本次修订增加此条文用作电

容器选型参考 。

第 3 款是限制性规定，是环境条件对电容器选型的要求，是必

要条件，应予以满足，达不到环境条件的要求将影响设备的安全

~1丁 。

第 4 款是特殊环境条件，应对电容器提出特殊要求的规定 。

5.2.2 本条规定为电容器额定电压选择的主要原则 。 额定 电压

是电容器的重要参数 ，在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时，正确选择电容器

的额定电压十分重要 。 众所周知，电容器的输出容量与其运行电

压的平方成正比 ( 即 Q=ωC(f) ，电容器运行在额定电压时 ， 则输

出额定容量 ， 当运行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时，则电容器的输出容量也

就低于额定容量(俗称亏容) 。 因此，在选择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时，

如果安全裕度取值过大，则输出容量的亏损也大，所以应尽量使其

接近额定电压 。 反之，如选择的电容器额定电压低于运行电压 ，将

会造成电容器运行过载，如果长期过载运行，会使电容器内部介质

产生局部放电，从而造成对电容器绝缘介质的损害 。 局部放电会

使固体介质和液体介质分解，介质分解产生的臭氧和氮的氧化物

等气体 ，将会使电容器的绝缘介质受到化学腐蚀，造成介质损耗增

大，产生局部过热，进一步可能发展成绝缘击穿，使电容器损坏 。

由于电容器组长期过载而引发事故的例子，各地都出现过 。 因此，

电容器过载运行是不安全的，为了确保安全，应避免电容器长期过

载运行，所以，在选择电容器额定电压时要考虑电容器组投入运行

后的预期母线运行电压 。 为了使电容器的额定电压选择合理，达

到经济和安全运行的目的，在分析电容器预期的运行电压时，应考

虑下面几种情况:



(1)并联电容器装置接入电网后引起的电网电压升高;

(2)谐波引起的电网电压升高;

(3)装设电抗器引起的电容器端子电压升高;

(4)相间和串联段间存在的容差，将形成电压分配不均，使部

分电容器承受的电压升高;

(5)轻负荷引起的电网电压升高 。

并联电容器装置投入电网后引起的母线电压升高值可按下式

计算 :

6.U=队02
式中 :6.U 母线电压升高值(kV) ; 

U ,o -- 并联电容器装置投入前的母线电压 (kV) ; 

Q 母线上所有运行的电容器组容量(Mvar) ; 

Sd-一母线三相短路容量(MV . A) 。

(1) 

选择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可先由公式求出计算值，再从电容器

的标准系列中选取，电容器额定电压的计算公式如下:

U<'N= __l . 05 USN 
CN 

JES(1K) 

式中 :UCN 单台电容器的额定电压(kV) ; 

USN -一一电容器接入点电网标称电压 ( kV ) ; 

S 电容器组每相的串联段数;

K一一←电抗率 。

(2 ) 

式 2 中系数1. 05 的取值依据是 : 电网最高运行电压一般不超

过标称电压的1. 07 倍，最高为1. 1 倍，运行电压的平均值约为电

网标称电压的1. 05 倍 。 将具体工程选取的电抗率 K 值和每相电

容器的串联段数 S 值代入式 2 中，即可算出电容器的额定电压计

算值，然后，从电容器额定电压的标准系列中，可选取接近计算值

的额定电压。

本次修订删除了原规范中"电容器应能承受1. 1 倍长期工频

• 63 • 



过电压"的说法，原因是此说法中"1. 1 倍长期工频过电压"的说法

容易产生歧义，条款原意是指电容器安装点的工频过电压可能达

到系统标称电压的1. 1 倍，电容器应能够承受这个电压，但是规程

使用者容易理解成电容器应能承受最高工频过电压乘以1. 1 倍，

这样，会大大增加电容器绝缘水平 。 由于第 1 款中已经说明电容

器电压选择应按安装处过电压选择，因此，可删除1. 1 借过电压的

说法 。

5. 2.3 确定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是电气设计的最基本原则之一。

电容器的绝缘水平选择应遵守这一通用原则，在国家现行标准中

对各级电压的电气设备绝缘水平均有明确规定 。 电容器绝缘水平

应根据串联段数和安装方式，提出不同要求 :落地安装时应不低于

同级电压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安装于绝缘框(台)架上的电容器，

应根据单台电容器额定电压和绝缘平台分层数综合考虑确定，例

如 :35kV 电容器组，每相由 4 个串联段组成，单台电容器额定电

压为 5 . 5 kV (对应于 K = 5 % ) 或 6kV (对应于 K = 12 % ) ， 绝缘平

台分两层，单台电容器绝缘水平不应低于 1 0kV 级 。

本次修订增加了不同电压等级电容器成套装置绝缘水平的要

求，对于 66kV 及以下并联电容器装置，其绝缘水平与对应电压等

级常规设备相同，但对于 llokV 并联电容器装置，其绝缘水平高

于常规 llokV 设备，因此此处引用了现行行业标准(( 1 000 kV 变电

站 ll okV 并联电容器装置技术规范 )) DL/ T 1182 中的条款，对装

置整体绝缘水平进行了规定 。

5.2.4 本条为单台电容器容量选择规定，并联电容器组的单台电

容器容量选择，首先考虑的是电容器组容量，随着电容器组容量的

增大，为了减少台数，单台电容器也要相应选择较大的容量，如 :

5 Mvar 以下的小容量电容器组，单台电容器容量宜选 50kvar 或

l OO kvar; 1 0 Mvar~20Mvar 容量 电容器组，单台电容器容量宜选

用 200 kvar 、 334k叩门 20Mva r~ 6 0Mvar 或更大容量的电容器组，

单台电容器容量宜选 334kva r 或 500 kvar 及 以上的单台电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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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小容量的电容器组，宜选择标准产品，在电容器额定容量优

先值中选择，电容器额定容量优先值为 : 50kva r 、 100kvar 、

200kvar 、 33 4 k var 、 500 k var，无特殊情况，不宜采用非标准产 品 。

500 kvar 以上的大容量电容器，尚未制订优先值系列，通常是制造

厂根据大容量电容器组容量'配置需要定制的 。

为了运行安全，每相各串联段的并联电容器台数，不应超过最

大并联容量(根据所选用的单台容量即可计算出并联台数) ，否则，

某一台电容器发生贯穿性击穿事故，注入故障电容器的能量，将超

过其外壳耐爆能量，从而会发生电容器外壳爆裂事故，甚至是事故

扩大 。 最大并联容量 3900kvar 的限定值，来自现行国家标准《标

称电压 lkV 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 3 部分 : 井联电

容器和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 ))GBjZ 1102 4 . 3 - 2001 中第 5.3. 1 条

的规定，能量限值条件是按电容器电压为额定电压峰值的1. 1 倍

和耐爆能量为 15kJ 计算得出的，当预计工频过电压较高时，并联

容量应相应降低 。

5.2.5 用户的低压无功补偿选用的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都是

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低压电容器柜由生产厂家在工厂生产 ，厂

家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和不同的技术要求，有不同形式的产品

供货 。 电容器柜中装设的电容器是金属化膜自愈式电容器 。 截

至目前，电容器行业产品统计中，已经没有油浸筒式低压电容器

产品的产量 ，也就是说，油浸?自式电容器已被淘汰 。 低压电容器

就只有一利产品，设备厂家根据环境条件和技术要求，采用不同

容量的金属化膜自愈式电容器，组装成不同容量的成套柜供用

户选择 。 自愈式电容器具有诸多优点，如:故障击穿时故障电流

使金属层蒸发，介质迅速恢复绝缘性能，即所谓自愈性;它体积

小、重量轻、损耗小、温升低;这种产品可以做到无油不燃，避免

火灾危险。金属化膜自愈式电容器内部配有保护装置，当内部

元件永久性击穿时可以自动断路 。 等效采用 IEC 标准的我国 国

家标准已经颁布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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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投切开关

5.3.1 本条提出了断路器选型要求，这是根据实践经验和当前情

况提出的，随着设备制造的发展，过去使用较多的少油断路器已经

逐步被替代，所以 ，本规范规定并联电容器装置应选用真空断路器

或 SF6 断路器，不再对少油断路器的技术要求作规定 。 用于井联

电容器装置断路器技术性能，除了应符合一般断路器共用技术条

款的要求外，并应满足电容器回路的特殊要求 :

1 并联电容器装置要随无功功率需求和电压调节的要求进

行投切，所以，每天断路器的投切次数多，动作频繁，满足频繁投切

的需要，是对断路器的一个特殊要求 。

2 并联电容器装置回路具有独特的电路特性，断路器在合分

过程中产生的弹跳和分闸重击穿都将导致产生过电压，过电压是

造成电容器故障的重要原因，所以选择断路器必须慎重 。 根据实

践经验总结和相关规定对开关弹跳提出的限定值为:合闸弹跳时

间应小于 2ms;分闸弹跳距离应小于开关断 口 间距的 20 % ; 投切

开关开合容性电流时，是否发生重燃现象，决定了投切过程中产生

的过电压水平及投切开关的寿命，选择性能良好的投切开关，能够

大大减少投切过程中重燃的概率，是并联电容器装置可靠运行的

重要保障。《高压交流断路器 )) GB/ T 1984-2014 中对断路器开

合容性电流能力进行了规定，其中 C2 级断路器相对常规断路器

而言，在验证容性电流开断过程的型式试验中具有非常低的重击

穿概率，基于对高压电容器装置运行可靠性的考虑，目前实际工程

中也均明确要求电容器装置投切断路器应选用 C2 断路器，因此，

本次修订增加此规定 。

3 承受关合涌流，以及工频短路电流和电容器高频涌流的联

合作用，是电容器组回路断路器的特殊运行工况，断路器应具备这

种特殊性能 。 一般来说，对于真空断路器，尚应在投运前对其进行

高压大电流老炼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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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本条为井联电容器装置总回路断路器选择的一个重要原

则 ，当分组回路发生短路而断路器拒动或母线短路时，总回路断路

器应承担切除母线上全部运行的电容器组并开断短路。对分组回

路断路器，可以要求其有开断短路电流的能力;亦可不承担开断短

路电流，只要求其其有投切电容器组的能力，以便采用价格便宜和

投切性能更好的开关设备，如真空开关或 SF6 断路器 。 总回路和

分回路断路器各司其职的配置方式，可降低工程造价，但现在采用

配置比较少了，本条规定保留这种方式，作为一种选择 。 需要说

明，采用串联电抗器后短路作为分回路断路器选择条件，可以选用

技术经济性能均住的产品，其措施为:断路器(经电流互感器)至串

联电抗器之间的连线加大相间距离，并采用绝缘包封，这种方式已

在华东地区采用。

5. 3.3 成套低压电容器柜的重要配套元件是投切开关，其质量的

好坏将直接影响低压元功补偿的安全运行 。 当采用普通开关时，

其接通和分断能力及短路强度等参数十分重要，影响运行安全和

使用寿命，选择低压电容器柜时，应校核其是否满足设备装设地点

的短路电流水平要求 。 质量差的开关在切除电容器时容易发生重

击穿，并将产生操作过电压，危害电容器的安全运行，这种产品不

得选用 。 为了随负荷大小增减无功补偿容量，低压电容器采用自

动投切，投切次数比较频繁，投切开关必须经久耐用 。 随着产品升

级换代，现在单纯使用接触器用于投切低压电容器的方式已经很

少，采用性能优良的智能复合开关己与日俱增，本条规定推荐采用

智能复合开关产品 。 可控硅与接触器配合的智能复合开关必将成

主流产品，它能够达到运行安全，长寿命的使用要求 。 如 : FK 系

列智能复合开关，它选用晶闸管开关和磁保持或接触器开关井联

运行，在接通和断开的瞬间具有可控硅过零投切的优点，而在正常

接通期间又具有磁保持开关零功耗的优点 ;FK 系列复合开关还

具有:无冲击(过零投入，过零切断)、开关接通后低功耗、不用外加

散热片、无须外接串联电抗器、输入信号与开关光电隔离、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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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显著优点，可替代接触器或晶闸管开关，广泛用于低压元功补偿

领域 。

5.4 熔断器

5.4.1 当电容器采用外熔断器保护时，因为，这种电容器专用;恪

断器，额定电流 50A 以下，已经有了成熟的系列产品，但 50A 以上

还存在问题，尚不能全部通过试验项目，因此，选用时应慎重 。 本

条明确规定单台电容器保护用外熔断器应采用专用熔断器，今后，

不得再采用其他非电容器专用的产品替代，配套设备选择时应遵

循这条规定 。

5.4.2 本条为外熔断器熔丝额定电流选择规定 。

本规范要与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协调一致，电力行业标准《高

压并联电容器单台保护用熔断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42 已经进行

了修订，熔断器的熔丝额定电流选择己修改，本条中电容器额定电

流 1. 37 倍~ 1. 50 倍的规定 ，就是该标准的修订值 。

5. 4.3 本条为外熔断器选择的基本要求，是原规范第 5.4 . 2 条与

第 5 . 4 .4 条的合并条文 。 由于电容器专用熔断器己有产品标准

《高压并联电容器单台保护用熔断器订货技术条件 ))DL 442 ，标准

中对产品的技术参数和性能，如 : 额定电压、耐受电压、开断性能、

熔断性能、耐爆能量、抗涌流能力、机械性能和电气寿命等，都有明

确的规定，当电容器需要配置外部熔断器，在选择产品时应遵循 。

对熔断器的性能要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电容器在允许的过电流情况下，熔断器不应动作，而且保

护性能不应改变 。

(2) 电容器内部元件发生击穿短路，当击穿元件达到一定数量

时，过电流大于1. 1 倍熔丝额定电流时，熔丝应动作将故障电容器

切除 。 外熔丝的小容性电流开断特性要求:过电流达到1. 5 熔丝额

定电流时，小于 755 开断 ;达到 2. 0 倍熔丝额定电流时，小于 7 . 5 5 开

断 。 使电容器内部故障尚未发展到贯穿性短路之前被切除。

栋梁
高亮

栋梁
高亮



(3)外熔断器在开断电容器贯穿性短路时，应能耐受来自自身

和相邻并联电容器的高频高帽值放电电流(耐爆能量) ，开断后应

能耐受加于其上的最高电压，断口间不得出现重击穿。

(4)熔丝特性的分散性应在允许范围之内，不能太大，运行中

既不能产生误动作，也不能出现"拒动"现象。

综合上述，外熔丝的保护性能:小容性电流开断、耐爆能量 、大

容性电流开断，以及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的反时限特性，使其能达

到在电容器发生击穿短路时迅速被切除，这是外熔断器的优点，当

然，前提是外熔丝性能稳定可靠与合理配置正确使用 。 不能满足

上述几点要求的熔断器不能选用，被选用的熔断器应由制造厂提

供近期的试验报告供核查 。

5.5 串联电抗器

5.5.1 本条规定为串联电抗器选型原则 。 目前，电抗器产品有干

式和油浸式两大类，其中干式电抗器包括 : 干式空心电抗器、干式

半心电抗器和干式铁心 l也抗器 。 这两大类电抗器各自具有不同特

点 : 干式空心电抗器的优点是无油 、噪声小、磁化特性好、机械强度

高，适合室外安装;干式半心电抗器和干式铁心电抗器具有无油、

体积小、漏磁弱的特点，干式铁心电抗器可做成三相式产 品、安装

简单、占地少，这两种产品安装在屋内，其防电磁感应效果优于干

式空心电抗器 。 油浸式铁心电抗器损括小、价格便宜、通常为三相

共体式结构，并具有体积小、安装简单、占地少的优点，屋内外安装

均可，缺点是要考虑其防火要求 。

对安装在屋内的电气一次设备通常有两点要求:元油化;对

电气二次弱电设备影 H向小 。 针对这两点要求，要达到无油化就

要采用干式电抗器;对电气二次弱电设备影响小，就是要求电抗

器本体周围漏磁弱，这样只有半心式电抗器或干式铁心电抗器

满足要求 。

针对以上情况，电抗器选型时，各工程要根据工程条件和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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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不同要求，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 。

5.5.2 串联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抑制谐波和限制涌流，电抗率是

串联电抗器的重要参数，电抗率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电抗器的作用，

电抗率选择就是要根据它的作用来确定 。 电抗率与多种因素有

关，其中电网谐波对其取值影响较大，应根据电网参数进行相关谐

波计算分析确定，本条提出的电抗率适用范围仍是原则性规定，现

简要说明如下:

1 当电网中谐波含量甚少，可不考虑时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

仅为限制电容器组追加投入时的涌流，电抗率可选得比较小，一般

为 O.1 % ~ 1 % ，在计及回路连接线的电感(可按 1μH/m 考虑)影

响后，可将合闸涌流限制到允许范围，在电抗率选取时，可根据回

路连接线的长短一并考虑来确定按上限或下限取值 。

2 当电网中的谐波不可忽视时，应考虑利用电抗器来抑制谐

波 。 为了确定电抗率，应查明电网中背景谐波含量 ，以便按不同情

况采用不同的电抗率 。 为了抑制谐波放大，电抗率配置原则是 :使

电容器组接入处的综合谐波阻抗呈感性 。

根据电网背景谐波，原规范认为，电抗率配置范围如下 :

( 1) 当 电网背景谐波为 5 次及以上时，电抗率配置可按 4. 5 %~

5 % 。 根据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对谐放的研究报告， 当电抗率采用

6%时，其对 3 次谐波放大作用比 5 %大，为了抑制 5 次及以上谐

波，同时又要兼顾减少对 3 次谐波的放大，电科院研究报告建议电

抗率选用 4. 5 %~5 % 。 同时， 6 %与 5 %的电抗器相比:容量大、自

身消耗的无功多 、价格贵 、经济性差 。

( 2 ) 当电网背景谐波为 3 次及以上时，电抗率配置有两种方

案:全部电容器组的电抗率都按 1 2 %配置;或采用 4. 5 % ~5 % 与

12 %两种电抗率进行组合 。 采用两种电抗率的条件是电容器组数

较多，其目的是节省投资和减少电抗器自身消耗的容性无功(相对

于全部采用 12 %的电抗器) 。

根据近年来我国电网实际情况，串联电抗器电抗率基本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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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即 5 %和 12 % .因此，本次修订仅推荐这两种电抗率 。

应当说明，在一个变电站中，原则上可按上述方案进行电抗率

配置 。 但是，对一个局部电网进行谐波控制时，要在技术经济上对

电抗率进行优化配置，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当地的实

际情况，采用计算机模拟计算，以便得到最佳配置方案 。 为了检测

电抗率配置效果，每个工程在投产前，均应进行谐波测试，通过测

试数据来了解谐波放大状况，并对电抗率配置提出评价和改进

措施。

5.5.3 单组电容器投入，通常合闸涌流不大，在电容器组接入处

的母线短路容量不超过电容器组容量的 80 倍时，单组电容器的合

闸涌流将不超过 10 倍电容器组额定电流 。 电容器组追加投入时

的涌流倍数较大，而且组数愈多，涌流愈大，投入最后一组电容器

时涌流达到最大 。 高频率高幅值涌流对开关触头和回路设备的绝

缘将会造成损坏 。 根据国内多年的运行经验，确定了涌流的限值

倍数，因为 .20 倍涌流未见对回路设备造成损坏，所以，规定 20 倍

涌流作为限值 。 本规范附录 A 提供了涌流计算公式，实际上，只

要装设有抑制谐波的串联电抗器，合闸涌流均不会超过电容器组

额定电流的 20 倍 。

5.5.4 串联电抗器的额定电压应与接入处的电网标称电压相配

合 。 应注意:串联电抗器的额定电压与其额定端电压是两个不同

的参数，额定电压是指串联电抗器适用的电压等级，而额定端电压

是指串联电抗器一相绕组两端，设计时采用的工频电压方均根值，

它与电抗率大小有关。

串联电抗器的安装方式与其绝缘水平有关，并以绝缘水平决

定安装方式，当串联电抗器的绝缘水平低于电网的绝缘水平时，应

将其安装在与电网绝缘水平一致的绝缘平台或绝缘支架上;当串

联电抗器绝缘水平不低于电网绝缘水平时，可将其安装在地面基

础上 。 例如 : 35kV 电抗器，当其对地绝缘水平值，工频 lmin 耐压

为 85V(方均根值) .雷电冲击耐压为 200kV(峰值) .可将其安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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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基础上;当其对地绝缘水平值，工频 lmin 耐压为 35V(方均

根值) ，雷电冲击耐压 134kV( 峰值) ，这种电抗器不能安装在地面

基础上，只能安装在 35kV 绝缘平台上 。

5.5.5 串联电抗器与电容器组是串联连接，流过串联电抗器与电

容器组的电流值是一样大小，电容器组会出现工频过电流，这是正

常工况，这种工况将加重电抗器运行时的负担，以往曾出现过电容

器组在过电流时，引起串联电抗器过热事故 。 为了确保串联电抗

器的运行安全，其过电流能力不能低于电容器组的过电流值，并Jll

将其作为对串联电抗器的重要技术参数 。

5.5.6 总回路装设的限流电抗器实际上加大了回路电感，当分组

回路的电感较大时，总回路限流电抗器电感，对分回路影响相对较

小，甚至可以忽略，当分组回路装设的是小电抗器或不装电抗器

时，则需考虑限流电感的影响，忽略它可能会造成较大的误差，从

而使分组回路的电抗率失准 。 同时，限流电抗器将引起母线电压

升高，可根据其电感参数计算电压升高值 。

5.6 放电线圄

5.6.1 放电器件包括装设在电容器外部的放电线圈和装设在电

容器内部的放电电阻 。 本条为放电线圈的选型规定，经多年的设

备制造发展和运行实践检验，放电线圈已经形成定型产品，采用电

压互感器作为电容器组放电器的情况已不存在 。 放电线圈产品有

油浸式和干式两种，油浸式放电线圈的早期产品，不是全密封型，

运行时容易吸潮进水，在全国各地已经多次发生事故。而在其后

研制的全密封型放电线圈和干式放电线圈没有吸潮进水问题，事

故较少 。 为保证全密封放电线圈的安全运行，产品结构应保证其

内部压力在恰当范围内，使其在最低环境温度时，不应出现负压，

在最高环境温度时，内部压力不应大于 O.lMPa ，上述要求是根据

实践经验提出来的 。

5.6.2 放电线圈与电容器组是并联连接，二者承受相同的工作电

• 72 • 

栋梁
高亮

栋梁
高亮



压和同样的运行工况，所以，放电线圈的额定电压应与其井联的电

容器组的额定电压一致 。

5.6.3 本条是对放电线圈绝缘水平的要求，放电线圈的绝缘水

平与安装方式有关，安装方式有两种 : 在地面基础上落地安装和

在绝缘台架上安装。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安装，放电线圈的绝缘

水平均应与其并联的电容器组的绝缘水平相一致。一般来说，

在绝缘台架上安装时，放电线圈的额定电压低、绝缘水平也低，

因此，设备价格便宜，同时安装占地面积小 。 例如 :3 5 kV 电容器

组采用 lOkV 电压等级的放电线圈，与 l OkV 电容器组(串联段)

并联 ，安装在电容器组的绝缘台架上， 比采用 35 kV 电压等级的

放电线圈，在地面基础上安装，既价格便宜又少占地，但是，二次

线圈如果要引出作继电保护用，就需要采用落地安装方式，因

为，绝缘台架上安装的放电线圈，二次线圈是无法引出绝缘台架

的，这需要设计时考虑 。

5.6.4 本条是对放电线圈容量和放电性能的要求 。

放电线圈的放电容量(最大配套电容器容量) ， 是其重要技术

参数，无论放电线圈采用哪种接线方式，其放电容量应不小于与其

并联的电容器容量。

本条对放电线圈的放电时间和剩余电压的要求，是从满足电

容器组自动投切提出来的，自动投切时间间隔短，需要快速放电;

手动投切的电容器组，投切J时间间隔长 . 电容器放电时间可以加

长，因此，放电线圈用于手动投切的电容器组，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再者，放电时间的长短对放电线圈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也就没有

必要生产两种形式的放电线圈，满足两种投切方式对放电时间的

不同要求，所以，放电线圈的放电时间和剩余电压参数，首先要满

足自动投切要求，于动投切自然满足要求 。

5.6.5 单星形电容器组采用开口三角电压保护或相电压差动保

护时，需要采用带有二次线固的放电线圈，二次线圈的性能参数 :

二次负荷、额定输出、电压误差、准确级，均需满足二次线保护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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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要求，设备订货时应向制造厂提出 。

5. 6.6 本条为对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放电器件要求，其放电时

间和剩余电压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 电力电容器 低压功率因数

补偿装置 ))GBjT 22582 规定协调一致 。

5.7 避雷器

5.7.1 本条为电容器组操作过电压保护用避雷器的选型规定 。

元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性能优良，这种避雷器在国内外各级电

压的过电压保护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限制电容器组操作

过电压也是用这种避雷器 。 由于带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间隙

放电时，产生过冲击电压，这种过冲电压足以构成对电容器绝缘的

威胁甚至造成损坏，电力行业的反事故措施中 巳明文规定 ， 禁止在

电容器组中使用带间 l嫂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产品，为保证安全 ，特

制订本条规定。

5.7.2 限制电容器组操作过电压的避雷器参数选择(持续运行电

压 、额定电压、直流 lmA 电压、方波通流容量) ，与避雷器的接线

方式(相对地、中性点对地〕和电容器组的电抗率、 电容器组容量有

关，若要获得准确数据，可以根据这些已知条件由计算机计算确

定，再在已有的产品中选择符合计算值要求的避雷器 。 操作过电

压保护用避雷器的主要参数是方波通流容量，可以按电容器组容

量估算 : 装设于相地之间的避雷器 ， 24 Mvar 及以下， 2ms 方波电流

应不小 于 500A 。 容量大于 20Mvar 的电容器组，容量每增加

20Mvar ，按方披电流增加值不小于 400A 进行估算 。

5.8 导体及其他

5.8.1 本条规定有两个要求:一是对导线型式的要求，为了避免

电容器套管受力，不允许用硬导线连接，应选择软导线 ; 二是对导

体载流量要求， 即截面要求，l. 5 倍额定电流是根据电容器允许的

稳态过电流值规定的 。 电容器稳态过电流是由 多种因素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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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过电压、谐波、电容器的容量正偏差，考虑这些因素电容器的

稳态过电流为1. 37 In (I n 为单台电容器额定电流〉 。 单台电容器

至外熔断器或母线的连接导线的截面较小，为增加可靠性适当加

大导线截面，并与相关行业标准取一致，故规定按不小于1. 5 倍单

台电容器额定电流来选择导线截面 。 户外布置电容器端子应带绝

缘帽应根据用户要求及使用条件确定 。

5.8.2 本条是对电容器组回路导体、汇流母线和均压线导体截面

选择的规定 。 因为，汇流母线和均压线中通过的电流，不会超过分

组回路的最大工作电流，为保证安全，按回路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导

线， 同时，也可减少导线规格，方便于设备安装 。

回路工作电流取 1. 3 倍额定电流的依据是:电容器组的容量

偏差不超过+ 5 % (以前容量偏差按十 10% ) 、电容器长期过电压不

超过额定电压的1. 1 倍、在谐波和过电压的共同作用下，电容器组

的稳态过电流值按 1.3 倍电容器组额定电流考虑 。 如果并联电容

器装置装设有串联电抗器，正常工况的回路工作电流将小于电容

器组的额定电流计算值，而且，电容器厂从自身利益考虑，电容器

组的容量正偏差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就是+5%也很难达到，所以，

在谐波和l过电压的共同作用下，回路电流一般不会超过l. 3 倍电

容器组额定电流 。 否则，可设置过负荷保护动作跳闸，因此，取l. 3

倍电容器组额定电流作为选择国路电气设备和导体的条件是安全

的，也是合理的 。

5.8.3 正常情况下，单星形桥形接线电容器组的桥连接线和双星

形电容器组的中性点连接线，通过的为不平衡电流，该电流是由电

容器组的容差造成的 ，数值很小 。 当故障电容器被外部熔断器切

除后，容差增大，不平衡电流增加，按最严重情况考虑，最大稳态不

平衡电流将不超过电容器组的额定电流，本条对上述连接线导体

截面的选择规定，可满足安全要求 。

5.8.4 对导体动热稳定的要求是保证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

按照允许电流选择的导体，虽然已经满足了回路载流要求，但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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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截面导体来说，可能没有满足动热稳定要求，动热稳定就成了

限制性条件，在短路状态可能损坏 。 总之，在导体选择时，正常运

行时的允许电流和事故状态下的动热稳定电流，是同时应满足的

两个条件 。

5.8.5 支柱绝缘子选择和校验的技术条件是:电压等级、泄漏距

离、机械强度，本条予以强调 。 多层布置的电容器组绝缘框架，为

加强底层支柱绝缘子的强度，可采用增加支柱绝缘子数量或者采

用高一级电压等级的产品，这是常用的两种方式 。

5.8.6 本条为原规范第 5 . 8. 6 条与第 5 . 8. 7 条的合井条文，原规

范对不平衡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分别制定了一条规

定 。 本条规定针对单星形接线采用不平衡电压保护和l双星形接线

采用不平衡电流保护的电容器组，选择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

提出的要求 。 这些要求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标称电压 1kV 以上

交流电力系统用井联电容器 第 3 部分:并联电容器和井联电容

器组的保护 >>GB/Z 11 024 . 3-200 1 的规定并参照《井联电容器和l

并联电容器组的保护导则 >>IEC 60871 - 3 中的要求井结合工程实

践提出的 。 在双星形接线采用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 中，电流互

感器的准确等级可选 10P 级 。 为了使电流互感器不致因臣问短

路电流和高频涌放电流冲击而开裂损坏， IEC 标准要求在电流互

感器的一次侧装设间隙或避雷器 。 我国采取以下措施:在电流互

感器的一次和二次侧同时装设低压避雷器、只在一次侧装设低压

避雷器、采用加强电流互感器的臣间绝缘来提高抗冲击能力、在满

足继电保护灵敏度的前提下加大电流互感器的变比等，这些都是

有效措施 。

对于单星形接线采用开口 三角电压保护或单星形接线采用相

电压差动保护，工程中通常采用放电线圈二次侧抽取电压用于不

平衡保护，用于电压差动保护的专用放电线圈一次侧有中间抽头，

用三个套管引 出，与电容器组的两个串联段对应连接，有两个二次

电压线圈，可检测差电压，二次线圈的准确等级可用 0 . 5 级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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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工程中已经应用很普遍。

无论是选择电流互感器或电压互感器，对使用来说最主要的

要求有两点:满足保护灵敏度要求，故障状态不损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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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护装置和投切装置

6. 1 保护装置

6. 1. 1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单台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通常有以下

3 种方式:内熔丝加继电保护、外熔断器加继电保护和无熔丝仅有

继电保护 。 外熔断器加继电保护方式，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小

容量电容器组上采用;内熔丝加继电保护方式，前几年主要是进口

电容器和集合式并联电容器采用，近期，我国发展起来的大容量单

台电容器装设有内熔丝，也采用这种保护;电容器内部没有熔丝保

护，又不装设外熔断器仅采用继电保护，这种方式也比较少。需要

说明，还有一种双重熔丝保护:内熔丝电容器又装设单台电容器外

部熔断器，仅仅少数工程采用这种方式 。 在"内熔丝+继电保护+

外熔断器"方式中的外熔断器仅作为短路保护，采用外熔断器是为

了克服内熔丝的保护死区，即 : 电容器内部引线之间短路和电容器

套管闪络击穿，以及作为电容器内部元件串联段发生击穿短路(内

熔丝保护失效)的后备保护 。 鉴于这种保护在电容器内部元件发

生故障时是由内熔丝来切除的，随着元件被切除增多电容减少，故

障电容器工作电流反而减小，因此，在内熔丝发挥有效保护作用的

过程中，外熔断器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熔断器的开断小容

性电流的性能和功能不起作用，只有在内熔丝失效，电容器故障发

展成贯穿性短路时，外熔断器才起作用，开断来自相邻电容器的放

电电流或开断工频容性大电流，从而迅速切除故障电容器，在双重

熔丝保护中外熔断器仅作为内熔丝的后备保护，要求它具备耐爆

能量和开断容性大电流性能，直选用限流式熔断器，但实际情况

是，外熔断器仍然采用喷逐式(喷射式) ，它开断大故障电流性能不

理想，保护放果不佳。由于双重熔丝保护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也不是电容器保护标准上推荐的方式，本规范取消这种方式 。

本条规定的含义在于 : 为了电容器的安全运行，单台电容器内

部故障保护不能缺少，但装设哪种方式(内熔丝、外熔断器或继电

保护) ，取决于两点，一是电容器本体情况:是否具备装设内熔丝条

件;无内熔丝电容器是否能选择得到合格的外熔断器(额定电流超

过 50A 元试验合格的熔断器产品供选择) ;二是本地区的实践经

验 。 本条修订条文特别提出了应在满足井联电容器组安全运行的

前提下，根据当地实践经验选择保护方式的要求 。 本条不做限制

性规定，留有选择的余地 。

6. 1. 2 电容器发生故障以后，其电容量发生变化，将引起电容器

组内部相关的两部分之间的电容量不平衡，利用这种特性可以构

成各种保护方式 。 本条第 1 款~第 4 款所列的 4 种保护方式是最

常用的 。 其基本原理是利用电容器组内部相关的两部分之间电容

量之差，形成的电流差或电压差构成的保护，故称为不平衡保护

(不平衡电流保护或不平衡电压保护) 。 单台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

可以选择内熔丝、外部熔断器或继电保护 。 为防止电容器组内部

故障(某一台或几台电容器故障) ，必须装设不平衡保护 。 不同电

压与不同容量的电容器组有不同的接线方式，不同接线方式又有

不同的不平衡保护方式供选择，无论哪一种电容器组都必须配备

一种不平衡保护，这是电容器保护的重要原则，必须遵循 。 本次修

订增加了对于 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应使用双

桥差保护，原因是随着容量的增加，一组并联电容器所含电容器台

数更多，如 66kV 电压等级井联电容器装置容量一般不超过

120Mvar ，但 llOkV 电压等级并联电容器装置容量达到 240Mvar ，

对 110kV 并联电容器装置若仍采用单桥差保护，其灵敏度虽仍能

满足要求，但较 66kV 及以下并联电容器装置保护灵敏度己大大

降低，根据目前 lOOOkV 特高压变电站工程经验，1lOkV 电压等级

井联电容器装置采用双桥差保护更加合理 。

电容器发生故障，最显著的特征是引起电容器电压升高，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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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升高超过允许值，保护必须动作 。 电容器的 IEC 标准和我国

国家标准，均规定了电容器长期运行的工频过电压倍数，据此，形

成了各种不平衡保护动作条件(不平衡电流保护其实质仍然是电

容器过电压) 。 各种保护方式的采用情况大致是:单台电容器内熔

丝与继电保护配合，现在己是常用保护方式;外熔断器与继电保护

配合的保护方式将会逐渐减少;无熔丝电容器组采用不平衡保护

作为单台电容器和电容器组内部故障保护，这种方式在工程中采

用较少。工程中常用的不平衡保护有以下 4 种:

(1)开口 三角电压保护(三相电压不平衡保护) :将放电线圈的

一次侧与单星形接线的每相电容器并联，放电线圈的二次线圈接

成开口三角形，在三角形连接的开口处接一个低整定值的电压继

电器，这样就构成了开口三角电压保护 。 这种保护方式的优点是:

不受系统接地故障和系统电压不平衡的影响、不受三次谐波的影

响、灵敏度高、使用的设备数量少、安装简单，是国内中小容量电容

器组 (20Mvar 及以下)常用的一种保护方式， 10kV 电压等级中应

用最多 。 应当注意:当这种保护用于多段串联的电容器组时，由于

放电线圈的电压变比大，保护动作信号小，保护整定值难以与电容

器内熔丝配合;放电线圈三相性能差异和电源三相不平衡都会产

生起始不平衡电压，将影响保护灵敏度。

(2) 电压差动保护: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电容器组每相要有两个

及以上的串联段组成，两个串联段的电压值相等(也可以不相等，

而且，采用不相等配置方式可以提高保护灵敏度，在集合式电容器

上早就这么用了) ，放电线圈的两个一次线圈电压应与串联段的电

容器端电压相配合，放电线圈的一次线圈与电容器并联连接，放电

线圈的两个二次线圈，按差电压接线井连接到电压继电器上，即构

成了电压差动保护。这种保护方式的优点是:不受系统接地故障

和系统电压不平衡的影响、动作比较灵敏、根据动作指示可以判断

出故障相别 。 这种保护方式的缺点是:使用的设备比较复杂、特殊

情况需要增加设置电压放大回路、对称故障时，保护不会动作。这



种保护 lOkV 电压等级较少采用，主要用于 35kV 电压等级，容量

不超过 20Mvar 。 应当注意:这种保护的灵敏度也要受放电线圈 '性

能的影响;当电容器组的串联段增多时，保护灵敏度显著降低，使

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3)桥式差电流保护:当电容器组的串联段数为双数并可分成

两个支路从而形成桥接线时，在桥路上接一台电流互感器，即构成

桥式差电流保护 。 这种保护最先是在东北地区的 66kV 电容器组

上采用，现在，大容量 35kV 电容器组也开始采用 。 其优点是 : 由

于保护是分相设置的，根据动作指示可以判断出故障相别;不受外

界因素影响;保护灵敏度高 。 缺点是发生对称故障时，保护不动

作 。 需要注意:为了耐受故障状态时的涌放电流，不平衡保护用电

流互感器需选择加强绝缘型或在满足保护灵敏度的前提下提高变

比，但也有大容量的内熔丝电容器组，为了保证安全选择特殊变比

的电流互感器，变比有 : 5 /1A 或 3 / 1A 甚至 l / lA 。

(4)双星形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将一组电容器分成两个星

形电容器组，其容量相等(也可以不相等，原理可行，也有保护整定

计算公式，就是在实际工程中少有应用) ，在两个星形接线的中性

点间装设小变比的电流互感器，即构成了双星形中性点不平衡电

流保护 。 这种保护在 l okV 和 35kV 两种电压等级都有应用，并

有成功的经验 。 保护的优点是:若三相与两臂电容量均衡，则保护

不受外界影响、保护灵敏度高;其缺点为:电容器组安装时调平衡

较麻烦;对称故障时保护不动作。应当注意 : 容量超过 20Mvar 的

电容器组，由于保护灵敏度不够，已经出现不少事故，现在均以桥

式差电流保护替代;中性点连线上的电流互感器选择时，应选加强

绝缘型 CT，或在满足保护灵敏度的前提下提高变比的 CT ，以耐

受故障状态时的涌放电流不损坏 。

上述 4 种保护方式也可检测单台电容器故障，因此，可用来作

为单台电容器内部故障保护 。 无论是不平衡电流或是不平衡电

压，保护整定原则都是一致的:当采用外部熔断器保护时，一台或



多台电容器的外部熔断器熔丝熔断后，将引起正常电容器过电压，

不平衡保护整定值按单台电容器过电压允许值确定，电容器工频

过电压允许值按电容器额定电压的1. 05 倍，这在标准中是有规定

的;当采用内熔丝保护和无熔丝保护时，不平衡保护的整定值应按

故障电容器内部正常元件的过电压不超过允许值确定，电容器元

件过电压允许值通常按1. 3 倍 。 为了避免由投切或其他!瞬态过程

引起保护误动作，不平衡保护应有一定延时，典型的延时整定为

0 . 15~ 1. 05 ，对于装设有外部熔断器的电容器组，不平衡保护与熔

断器的配合也是特别重要 。

需要说明 ，不平衡保护(不平衡电流或不平衡电压)有一个通

病:当出现对称故障时(如双星形接线的同相臂上出现相同故障)

不能反映 。 对外熔丝电容器组来说，由于电容器台数并不是很多，

发生对称故障的概率很小，问题也就不大;但对内熔丝电容器组的

电容器元件确是非常之多，发生对称故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是

应当注意的问题之一;内熔丝电容器组还有两个应注意的问题:内

熔丝电容器隔离元件引起的电容量变化比外熔丝隔离整台电容器

要小得多，要求保护必须非常灵敏，保护的动作值还必须躲过电容

器组的起始不平衡值;内熔丝电容器元件过电压比单台电容器整

台过电压更早、更高，因此，保护整定值应按元件过电压允许值考

虑;不平衡保护的另一个问题是起始(或初始，下同)不平衡值(电

流或电压) ，起始不平衡最好为零，由于电容器制造都有误差，就是

运行时太阳照射不均衡，都会引起各部分之间电容偏差，所以，起

始不平衡为零是达不到的 。 电容器安装时经过调配，应使不平衡

量小于一台电容器故障时引起的不平衡量，便于保护识别而动作，

否则，就要有相应的措施 。

不平衡保护的整定值应根据不同保护方式进行取值 : 当采用

外熔断器保护时，不平衡保护按单台电容器过电压允许值整定，当

作为单台电容器内部故障时应按单台电容器内部元件故障率进行

保护整定计算。采用内熔丝保护和无熔丝保护的电容器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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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保护按电容器内部元件过电压允许值整定 。

6. 1. 3 针对并联电容器装置外部引线和配套设备的短路故障，设

置带有短延时的速断保护和过流保护，动作于跳闸。由总断路器

与分组断路器控制多组电容器分别投切时，电流保护可装设在总

回路上 。 可配置成两段式保护:第一段为短时限的速断保护，第二

段为过流保护，与分组过流保护相配合 。 当串联电抗器装设在电

源侧时，分组回路保护动作跳开本回路断路器;分组断路器不满足

开断短路电流要求时，电抗器前短路应跳开总断路器 。 当电抗器

装设在中性点侧时，短路故障均应跳开总断路器 。 应采取措施 :加

大相间距离，或连接导线采用绝缘材料封包，使跳总断路器的机会

减到最少 。

速断保护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以及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

流，均考虑了继电保护相关规定和电容器组合闸特性来确定整

定值 。

6. 1. 4 由于系统电压波动、谐波、电容器的短路故障，会引起过大

的电容器电流，装设电流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其作用非常重要 。 原

规范第 6. l. 4 条要求设置过负荷保护，由于过电流与过负荷并无

实质性差别，两种保护功能重叠，用过电流比用过负荷更确切，所

以，本次修订删除了过负荷保护，只保留过电流保护 。

6. 1. 5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电容器在工频过电压下运行

发生绝缘损坏 。 电容器有承受过电压的能力，在我国现行标准中

有具体规定:电容器在1. 1 倍额定电压下允许长期运行(每 24h 中

8h ) ; 在1. 1 5 倍额定电压下允许运行 30min; 在1. 2 倍额定电压下

允许运行 5min; 在1. 3 倍额定电压下允许运行 1mi凡原则上过

电压保护可以按标准中规定的电压和时间作为整定值，但是，电网

过电压并不是经常出现，为确保安全起见，实际整定值选得比较保

守 。 例如:在1. 1 倍额定电压时动作信号，在1. 2 倍额定电压时经

55~ 1 05 动作跳闸，延时跳闸的目的是避免瞬时电压波动引起

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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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压保护的电压继电器有两种接法:一是接在放电线圈的

二次侧;另一种是接在母线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这种方式应经由

电容器装置的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辅助接点闭锁，以便使电容器

装置断开电源后，保护能自动返回，过电压继电器应选用返回系数

较高 (0.98 以上)的晶体管继电器 。 当设置有按电压自动投切的

装置时，可不另设过电压保护，当由自动投切转换为手动投切时应

保留过电压跳闸功能 。

当变电站只有一组电容器时，过电压保护动作后应将电容器

组的开关跳闸;如有两组以上电容器时，可以动作信号或每次只切

除一组电容器，当电压降至允许值即停止切除电容器组(自动或手

动) 。

6. 1. 6 井联电容器装置设置失压保护的目的在于防止所连接的

母线失压对电容器产生的危害 。 电容器在运行中突然失压将会产

生以下问题 :

(1)电容器组停电后立即恢复送电(有电源的线路自动重合

闸) ，将造成电容器带电荷合闸，致使电容器过电压而损坏;

(2)变电站停电后恢复送电，可能造成变压器带电容器合闸，

变压器与电容器的合闸涌流，以及过电压将使二者均受到损害;

(3)停电后恢复送电，可能造成因无负荷而使母线电压过高，

这也可能引起电容器过电压。

基于上述原因，本条规定设置失压保护，保护的整定值既要保

证在电容器失压后能可靠动作，又要防止在系统电压瞬间下降时

误动作。电压继电器的动作值可整定为 50 % ~60 % 电网标称电

压，带短延时跳闸。

母线失压保护在时限上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

(1)同级母线上的其他出线故障时，在故障切除前，一般不宜

先停电容器组;

(2) 当备用电源自动投切装置动作时，在自投装置合上电源

前，应先将电容器组回路开关跳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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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源线路停电再重合时，在重合闸前也应先将电容器组回

路开关跳闸 。

6. 1. 7 串联电抗器是并联电容器装置中的重要配套设备，长期以

来串联电抗器处于无保护下运行，往往是事故扩大了才发现，下面

对电容器组保护是否能保护电抗器做以下分析:

(1)过电流与速断保护对串联电抗器不起作用 。 在电容器组

母线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相同容量的电容器组工作电流将是随电

抗率 K 值改变而变化 :K 值减小，电流也随之下降 。 当运行中串

联电抗器出现臣间短路，电感值减小，引起 K 值减小，这时回路电

流反而变小了，如果电抗器完全短路，这时回路工作电流达到最小

值，仅为电容器组电流 。 作为回路的过电流保护和速断保护，不会

有反应 。

(2) 电压差动保护和桥式差电流保护对串联电抗器不起作用 。

从这两种保护方式的保护原理来看，它仅仅是检测电容器内部故

障，只要电容器不发生故障，即使串联电抗器完全短路，不平衡电

压与不平衡电流，不会检测到变化 。

(3)开口 三角电压保护对串联电抗器故障灵敏度低，甚至处于

死区 。 故障原理分析表明:电容器组为 1 个串联段或 K=5 %及以

下时的 2 个串联段，串联电抗器故障处于保护死区 ; 2 个串联段

时，即使 K=12 % ，要在电抗器的电抗值降低达到 40% 以上，保护

才能检测到，但此时电抗器故障已经很严重了 。 如电容器组采用

内熔丝保护，对串联电抗器保护会有所改善，但仍需校验保护灵

敏度 。

(4) 中性点不平衡电流保护对串联电抗器故障灵敏度低，甚至

处于保护死区。在双星形接线的电容器组中，如果串联电抗器接

在电源侧，当某一相电抗器发生故障，虽然引起中性点电位偏移，

但电容器组的三相两臂电容量仍然平衡，中性点连线上没有不平

衡电流流过，保护不会动作;假如电抗器接在中性点侧，当某相某

臂电抗器发生故障，此时，中性点连线上将流过不平衡电流，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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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电抗率和电抗器击穿故障程度有关 : 电容器组的串联段为 4

及以下时，不平衡保护对电抗器的保护效果差，甚至不起保护作

用，即使串联段等于 4 ， K=12 % ，要电抗器击穿短路大于 20 %保

护才能动作，对电抗器来说是危险的。当不平衡保护与内熔丝保

护配合时，对串联电抗器保护会有所改善，仍然需要校验保护的灵

敏度是否满足要求。

为了及早发现串联电抗器故障并及时切除并联电容器装置，

避免事故扩大酿成更大的损失，如经校验电容器组保护无法对电

抗器提供有效保护时，就要考虑设置串联电抗器专用保护，特别是

对无人值班变电站，尤其必要 。

从准确可靠与经济实用出发，针对不同结构的电抗器设置不

同形式的保护 。 油浸式铁心电抗器宜装设瓦斯保护，瓦斯保护是

判断油浸式电抗器故障的有效措施 。 装设瓦斯保护的串联电抗器

的起点容量可为 O. 18MV . A 及以上，起点容量不做严格规定，小

于 O. 18MV • A 的电抗器也可装设瓦斯保护 。 其他形式的串联电

抗器，如 : 干式空心、干式铁心、干式半，心电抗器，也应设置适当的

有效保护，避免事故扩大 。 在屋内靠近串联电抗器附近，装设具有

高灵敏度的烟火报警器，一旦电抗器发生臣间短路出现烟气、烟火

时，报警器动作报警或同时切除井联电容器装置;对于电抗率大于

4 . 5%的电抗器可采用专用的电压五感器，跨接于电抗器两端，检

测电抗器运行中的端电压变化，设置端电压保护，当电抗器的端电

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如 85 % ) ，保护动作切除并联电容器装置。对

于电抗率小端电压小的电抗器，由于电抗器故障时的端电压变化

小，检测困难，保护的有效性差 。 这种基于端电压变化原理的保

护，很少出现在工程中 。 倒是与串联电抗器并联连接的过电压阻

尼装置，已经在很多工程中应用，据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特高

压变电站的1l0kV 电容器组中也装设了这种设备 。

6. 1. 8 为了防止电容器外壳直接接地的电容器组，发生电容器极

对壳绝缘击穿，或套管闪络击穿后，没有接地保护，不能即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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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间过长可能在另一相发生同类事故，引起多相接地而引起

事故扩大 。 装设在绝缘台架上的电容器组，发生上述故障时，电容

器组的绝缘台架对地仍然是绝缘的 ，所以，这种电容器组可不装设

单相接地保护 。

6. 1. 9 本条为针对集合式电容器的特点设置的保护 。

6. 1. 10 本条为指导性规定，供用户在低压电容器柜订货时对设

备的保护功能提出要求 。 其中短路保护、过电压保护和失压保护

是应具备的基本保护 。 谐波电流进入电容器将造成电容器过电压

和过电流，对电容器有不利影响，是造成电容器损坏的原因之一 。

因此，电容器接入点的低压电网有谐披时，宜设置谐波超值保护 。

谐波超值保护的限值按 O. 69 倍电容器额定电流考虑，则电容器最

大电流不会超过 1. 30 倍电容器额定电流，这样就可以不装设过电

流保护元件，当未装设谐波超值保护时，应装设过电流保护器件 。

6.2 投切装置

6.2.1 变电站的并联电容器装置采用自动投切，可以使输出的元

功功率自动适应负荷变化的需要，从而减轻了变电站运行人员的

操作劳动量 。 根据我国情况，按并联电容器装置在电网中的作用、

设备功能和运行经验，本条提出了下列情况供分别选用自动投切

的控制方式:

1 变电站的井联电容器装置，根据其装设的目的，按电压、无

功功率和时间等组合条件对电容器组进行自动投切控制 。

2 自动投切的电容器装置与变压器分接头进行联合调节的

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调整控制电网的无功功率优化运行和运行电

压水平，达到既满足变压器一次系统的优化无功功率或电压要求，

又满足变压器二次系统的电压要求 。

对变压器分接头调节方式进行系统电压闭锁或注入系统优化

无功功率闭锁，其目的是:抑制变压器分接头的过度调节，防止一 、

二次系统之间不合理的无功功率交换，在一次系统没有足够的无



功补偿支撑情况下，造成一次系统电压的过高或过低运行，防止发

生电力系统的电压崩溃。这就是防止变压器分接头调压的负

效应。

3 上述采用并联电容器装置，采用的是综合条件控制的自动

投切，投切控制比较复杂。对一些投切要求可简化的并联电容器

装置，可分别采用按电压、无功功率(电流〕、功率因数或时间为单

一控制量进行自动投切，也可满足要求。

6.2.2 本条规定是对自动投切装置的功能要求，防止保护跳闸时

误合电容器组的闭锁功能和投切方式选择开关都是必须具备的，

其他功能则应根据运行和变电站情况的需要确定，如主变压器不

是有载调压变压器时则可减少相应的功能 。

6.2.3 本条对变电站中有两种电抗率的电容器组规定了投切顺

序要求，采用两种电抗率是为经济有效地抑制 3 次及以上谐波，要

达到抑制谐波，电容器组投入后，呈现的综合谐波阻抗应呈感性，

如果电容器组投入后的综合谐波阻抗呈容性，则会产生谐波放大 。

为了电容器组投切过程中综合谐波阻抗应呈感性，电抗率为 12 %

的电容器组应先投后切，电抗率为 4. 5 % ~5 . 0 % 的电容器组应后

投先切 。

6.2.4 由于经保护装置动作而断开的电容器组在一次重合|明前

的短暂时间里，电容器的剩余电压不能降低到允许值，如果设置了

自动重合闸，将使电容器在残压较高的情况下，重新加压，致使电

容器过电压超过允许值而损坏 。 因此，规定并联电容器组回路严

禁设置自动重合闸 。 应当注意，当并联电容器装置与供电线路同

接一条母线，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而装设了重合闸，这时并联电容

器装置的回路保护，应具有闭锁自动重合闸的功能 。

6.2.5 本条为指导性规定，供用户在低压电容器柜订货时对电容

器投切功能提出要求，充分发挥低压无功补偿的经济效益，在低谷

负荷时不向电网倒送元功，避免因电网无功过剩而造成不利影响 。

按电力部门要求低压电容器柜应采用自动投切 。 自动投切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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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根据负荷性质选择 : 变化大，电压不稳定，可考虑按负荷、电压

和功率因素进行综合控制 ;如负荷和电压较平稳，并随时间有规律

变化，也可只用时间作控制量，因此，控制量的选择要根据低压用

户无功补偿的具体情况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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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控制 回路 、信号回路和

测量仪表

7.1 控制回路和信号回路

7. 1. 1 本条为根据近期设备的发展变化对并联电容器装置控制

提出的要求 。 随着变电站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并联电容器装置也

进入了综合自动化控制范围，控制方式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发生了

变化，它不仅仅依靠自动投切装置来进行控制，今后变电站的井

联电容器装置，应主要考虑利用变电站的综合自动化设备进行

监控 。

7. 1. 2 本条规定是对井联电容器装置断路器的控制方式所做的

具体要求 。

7. 1. 3 由于各地误操作事故频繁发生，作为防止事故对策，要求

电气产品应有防止误操作功能，故做本条规定 。

成套开关柜所具备的防止误操作功能 : 防止误分、误合断路

器;防止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挂接地线) ; 

防止带接地线(接地开关)合断路器(隔离开关) ;防止误入带电间

隔 。 很多 lOkV 电容器组是以成套柜的设备形式供货并安装在屋

内，它类似开关柜和具有网门，也应具备上述的功能要求 。

7. 1. 4 安装在低压配电室中的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都是采用就

地控制 。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低压无功补偿装置的

控制和测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能型数字化的控制器产品

已经占据半壁河山，只是由于价格较贵，尚未得到普及，但无论如

何它将替代早期普通产品 。 不管采用哪种控制器，低压井联电容

器装置的运行和停止状态，均应有明确的信号显示，便于识别 。 由

于装置内部故障不易发现，如果有了内部故障的预告信号便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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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现问题，早做处理，避免事故扩大，所以，提出这项要求是适

宜的 。

本次修订考虑到普通型控制器产品几乎已不再使用，因此删

除了原条款中普通型控制器的说法 。

7.2 测 量 仪表

7.2.1 应对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母线电压进行测量，当母线上已经

装设有电压表时，表计不应重复装设。

7.2.2 本条规定是对总回路应装设的测量表计的规定.为检测总

回路的无功功率、电流和计量无功电度，应装设相应的表计 。 分相

装设电流表的目的是为了检测总回路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

7.2.3 当总回路下面连接有并联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时，为了分

别计量容性和感性无功电度量，总回路应设置分别计量容性和感

性无功电度的电度表，该电度表还应有逆止机构防止倒转 。

7.2.4 为避免表计过多使控制屏面上布置困难，在分组回路中可

只装设一个电流表。当并联电容器装置与供电线路同接在一条母

线时，在并联电容器装置分组回路中装设无功电度表的目的是为

了计量用户消耗的元功 。

7.2.5 根据目前情况，很多变电站已装设有计算机监控系统，当

测量回路已接入计算机监控设备时，元论是总回路或分组回路的

测量表计功能已由计算机替代，所有测量表计均可不再装设 。

7.2.6 本条规定为指导性规定，供用户在低压电容器柜订货时 ，

对测量表计提出要求。其中电流表、电压表和功率因数表都是必

备的 。 低压电容器柜的控制和测量与以前设备相比，已有了很大

的变化，测量已实现数字化 。 当前，已经有了全数字化设计，人机

界面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器的低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它

可以实时显示电网功率因数、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电

压总谐波附变率、电流总谐波畸变率、频率的平均值及电容投切状

态、等信息;控制器具有以下功能:设置参数可以中文提示，数字输



人;电容器投切控制程序支持等容量、编码及模糊控制投切方式;

手动补偿/ 自动补偿两种工作方式;取样物理量为无功功率;有谐

波测量及保护功能;有标准的现场总线通信接口，方便接入智能开

关柜系统 。 这些功能极大地方便了运行控制和检测回路参数，是

升级换代产品，在这种设备上，已不需要装设测量表计，这是设备

选型时应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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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布置和安装设计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本条规定为并联电容器装置布置和安装设计时应考虑的

主要技术问题。

8. 1. 2 本条规定为并联电容器装置布置形式选择原则 。 布置形

式选择的依据有三个条件 : 环境条件、设备性能、当地实践经验 。

在这三个条件中设备性能是主要的，甚至是决定因素 。 只要设备

性能允许，推荐采用屋外布置。屋外布置和屋内布置是本规范规

定在工程中选用的正规布置形式。为防止夏季烈日对电容器外壳

直接照射引起温升过高，一些地区曾经采用半露天布置(即屋外搭

遮阳棚) ，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工程采用石棉瓦做遮阳棚，

容易破裂漏雨，并出现过被大风吹掉棚顶的事故;半露天布置容易

使电容器表面积灰尘，又失去了雨水自然清洗条件，很容易出现污

闪事故;冬季遮阳棚顶暖和，引来麻雀栖息，黄鼠狼和猫捕食麻雀

又容易造成短路事故 。 因此，今后不推荐这种布置形式 。

屋外布置的优点是:省去了修建房屋的工作量，可缩短工期，

节约工程造价;在运行上通风散热条件好，风和雨水可对电容器进

行自然清洗;屋外布置的缺点是 :受天气和环境污染影响大，以前，

每到夏季电容器事故率就上升，特别是酷暑天降暴雨后损坏多，究

其原因是电容器质量差所造成的，随着电容器质量的提高，屋外电

容器组的年损坏率已大大下降，除特殊地区或特殊环境外，应优先

考虑采用屋外布置 。

屋内布置的电容器组，受天气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小，防范鸟害

和小动物侵袭的效果好。但缺点是土建施工量大，工期长，工程造

价高，如设置了机械通风还会增加运行费。在严寒 、湿热、风沙、污

栋梁
高亮



秽等特殊地区，当设备性能不满足屋外安装条件或技术经济合理

时，可采用屋内布置，但屋内布置容易产生凝露，而凝露又会发生

污闪事故，需要采取措施予以防止 。

8. 1. 3 原规范本条为强制性规定 ，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安全围栏对

带电体的安全距离按现行行业标准《高压配电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 5352 有关规定执行 。 为了防止小动物危害电容器组的安

全运行，应采取防止小动物侵袭的措施 。 本次修订基于规程中强

条从严的原则 ，考虑到本条并不涉及人身安全问题，因此取消了其

强制性要求规定 。

8. 1. 4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供电线路开关柜的安全运行，防止因

电容器事故影响供电线路的正常运行 。

8. 1. 5 本条为配电装置的通用规定，因为并联电容器装置曾出现

过多起无铜铝过渡措施引起的接头过热事故，所以本条规定予以

强调，提请安装设计时注意 。

8. 1. 6 本条规定为通用要求 。 钢部件刷漆防腐，措施简单方便，

但防腐效果不如镀辛辛好。因此，有条件时均应对钢结构件进行热

镀镑，使其达到长期防腐的目的 。

8. 1. 7 本条规定的并联电容器组下方地面和周围地面的处理方

式，是工程中较为普遍方式，实际上各地的做法花样很多，不强求

统一性，允许有不同做法，设计时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决定，但

必须注意环境保护，电容器事故外壳破裂流出 的漫渍液不得对地

下水造成污染，也不得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

8. 1. 8 本条规定是对电容器室的建筑设计提出的限制性规定，各

地均应遵循 。

8. 1. 9 随着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低压并联电容器装置产品的质

量提高了，品种日益多样化，已有屋外型产品供选择，但多数产品

仍为屋内型，应根据安装布置条件来选择产品 。

8. 1. 10 低压电容器事故较少，事故的影响面小，后果不十分严

重 。 把低压电容器柜与低压配电盘安装在同一个配电室方便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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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室的设备布置，这种做法全国比较普遍。把低压电容器柜布

置在同一列屏柜的端部是为了缩小事故影响范围，避免电容器柜

出现事故时两边的低压配电盘受影响。

8. 1. 11 本条是根据国内较普遍的做法提出的推荐性规定。

8.2 并联电容器组的布置和安装设计

8.2.1 本条规定是为了避免或减少相间短路事故，缩小电容器爆

裂起火的影响范围，减少损失 。 分相设置电容器组会增加占地面

积，但这样做有利于安全， 35kV 和 66kV 电容器组，容量较大 ， 基

本上都是分相布置 ;6kV 和 lOkV 电容器组，容量相对较小，基本

上是采用三相一体的分层框架，这种安装方式应适当加大相间距

离，以保证相间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

8.2.2 本条规定是对电容器组框架设计提出的原则性要求，目的

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利于电容器通风散热 。 良好的通风散热条件是减少电容器

故障的重要保证。 在层间设置隔板(为了防止上层电容器漏油滴到

下层电容器上) ，以及在电容器柜(框台架)的四周用钢板围护，这些

做法均会影响到电容器的通风散热，使电容器幅升增加，导致电容

器的故障发生，设备生产制造和设备采购均应注意这个问题 。

(2)方便维护和更换设备 。 电容器框架设计，应考虑运行检修

工作的方便 : 巡视设备的运行状况、停电后对设备进行检查和清扫

工作、对故障电容器进行更换的工作 。 电容器的框架设计还应考

虑以下方面:方便维护人员上到多层框架的顶部，如有脚踩的踏步

板，顶部和层间有供维护人员站立和脚踩的位置 。 总之，要给电容

器的运行维护和检修尽量创造方便条件 。

(3)节约占地。工程建设要节约占地，这是我们的国策 。 分层

布置节约占地，在采用分相布置时，也要考虑将电容器分层放置 。

为方便运行维护和检修，框架分层不宜超过三层 ，若超过三层，站

在地面不易看清上层设备的运行状况，为降低框架高度，可考虑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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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横放式电容器 。 节约占地和方便运行维护，在电容器框架设计

时二者均应兼顾 。

本次修订考虑到目前变电站运行检修水平的提升，多数大容

量并联电容器框架分层已经超过三层，因此删除了原条款中的对

层数及排数的要求。

8.2. 3 本条对电容器组安装设计的最小尺寸做了规定，现做如下

说明 :

(1)电容器间距 。 电容器介质损耗产生的热量主要依靠对流来

散发，其散热量与单台电容器容量和介损大小有关。 不同容量的电

容器在框架上放置，彼此之间的距离取多大合适，应通过电容器温

升试验来确定。试验研究说明 : 随着电容器安装间距加大，电容器

温升则逐渐降低，当间距达到某一数值后，下层温升与一台单独运

行的电容器温升己比较接近，该距离即可作为电容器安装时的最小

距离。原规范规定电容器的安装间距为 100mm，随着电容器产品的

发展进步，制造电容器的原材料改变，全膜电容器已取代膜纸复合

电容器，全膜电容器损耗小、谧升低。西安电力电容器研究所，对全

膜电容器安装间距与温升进行了试验研究，选用 100kvar 、 334kvar 、

500kvar 三种容量的电容器，分上、 中、下三层安装在框架上 。 根据工

程中的实际应用，电容器在框架上安装又分别采用了立放与卧放两种

产品，每层安装两排，排间距离只取一种 : 100rnrn。 电容器的安装间距

采用 :40rnrn、 50nun 、 60rnrn 、 100rnrn。对每种安装距离都进行长时间通

电试验，使电容器的温升达到稳定，得到大量的试验数据。该项目研

究成果，经组织行业技术专家进行评审，评审意见建议 "在此研究报

告的基础上，规范中电容器安装间距可以修订，考虑其他因素如电容

器外壳膨胀、环境、温度、单台容量等情况下，适当缩小现行间距，以不

小于 70mr丑为宜，单台容量较小的还可适当减少，但不小于 50rnrn o"

(2)排间距离 。 在框(台)架上安装两排电容器时，排间应有一

定距离，以利通风散热和维护更换电容器。原规范规定的最小间

距为 200mm 是国 内以前较为普遍的采用值 。 基于在上面(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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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同情况，本次规范修订，由 200mm 缩小到 lOOmm 。

(3)底部距地面距离 。 为使电容器通风散热良好，电容器不能

直接安装在地面上，因为安装在地面上既影响通风散热，又容易造

成电容器底部锈蚀。本条规定的屋外电容器组对地距离高于屋

内，是为了防止下雨时泥水溅到电容器器身上，以及防止小动物爬

到电容器上造成事故。本条规定的距离，是按照全国比较通用的

lOkV 电容器组尺寸来规定的， 35kV 和 66kV 电容器组安装时的

电容器底部对地距离，比 lokV 电容器组的电容器底部对地距离

要大得多，满足本条规定不成问题。

(4)框架顶部至屋顶净距。从利于空气对流散热考虑，框架顶

部至屋顶距离越大越好，但由这个条件无法确定一个合理值。为

满足检修人员站在上层框架上不致头碰屋顶为条件，则可确定一

个最小尺寸，本条规定的框架顶部至屋顶的最小净距为 lOOOmm ，

即是以上述条件确定的。该距离规定，满足 66kV 及以下各级电

压的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带电距离要求。

并联电容器组安装示意图见图 1 。

斗 H一目。

(a) 

" 

+扣∞1-

「了 (b)
图 l 并联电容器组安装示意图

注:括号中的数值适用于屋外布置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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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为电容器组设置的通道(走道〉有两种:一种称为维护通

道，正常运行时能保证运行人员通行安全的巡视通道 ;另一种称为

检修走道，因电容器组的带电体无防护遮拦，正常运行时人员不能

进入该通道，停电后才允许人员进入，比维护通道要窄一点，可减

少占地 。

规定两种通道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

在电容器组四周都设置维护通道，将会增加占地面积，也无

十分必要;为了节省占地，不可能全部通道都改成检修走道 。 当

屋内只有一组电容器时，通常只在电容器框(台)架的一侧设置

维护通道，另 一侧与墙之间设检修通道 ; 当屋 内有两组电容器

时，通道设置又有两种情况 : 一是电容器组靠两侧墙布置，在两

组框(台)架之间设维护通道，在框(台)架与墙之间检修走道;二

是两组电容器不靠墙布置，在两组电容器框架之间设检修走道，

框(台)架与墙之间设维护通道 。 当框(台〉架上安装的电容器只

有一排时，框架与墙之间可以不设检修走道，采用靠墙布置。屋

外电容器组的通道(走道)设置可参照上述情况考虑 。 通道(走

道)设置示意图见图 2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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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c) 

图 2 屋外并联电容器组通道(走道〕设置示意图

8.2.5 本条规定是根据绝缘配合要求提出的，是电气设计的通用

原则。当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不低于电网时，设备可直接装设在地

面上，金属外壳需接地;当电气设备的绝缘水平低于电网时，应将其

装设在绝缘台架上，绝缘台架的绝缘水平不得低于电网的绝缘水

平 。 例如 :额定电压为 11/)3电容器，它的额定极间电压为 6. 35 kV , 

这种电容器的绝缘水平是 lOkV ，可以作星形连接用于 lokV 电网，

电容器的外壳与框(台)架连接井一起接地;额定电压为 6kV 的电容

器，它的额定极间电压和绝缘水平都是他V，采用 4 段串联接成星

形用于 35kV 电容器组，极间电压满足要求，但是每台电容器的绝缘

水平都比电网的绝缘水平低，需要把电容器安装在 35kV 级的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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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台)架上才能满足绝缘配合要求。安装在绝缘框(台)架上的电

容器外壳具有一定电位，电位悬浮会使电容器运行不安全，应将电

容器外壳与框(台)架可靠相连，固定电位，防止电位悬浮引起部分

电容器过电压损坏 。

为了防止运行人员触及带电的电容器外壳，框(台)架周围应

设置安全围栏 。

集合式与箱式电容器的绝缘水平均不低于电网绝缘水平，安

装方式都采用安装在地面基础上，为保证安全，外壳应可靠接地 。

8. 2.6 本条对电容器安装连接线做了三点规定，说明如下:

1 电容器的资套与箱壳的连接比较脆弱，因此无论正常运行

或事故情况，均应避免套管受力而使其焊缝开裂引起渗漏油。即

使现在采用了滚装套管，无焊缝连接，强度大大提高，连接处仍然

是容易漏油的薄弱环节，不能受力过大 。 所以，与套管连接的导线

应使用软导线，并应使这种软导线保持一定的松弛度，安装设计时

应对施工安装提出要求。

2 单套管电容器的接壳端子虽然与外壳是连接在一起的，但

为了保持回路接触良好，不能用外壳连接线代替接壳导线，接壳导

线应由接壳端子上引出，以保持载流回路接触良好。

3 据调查，以前有不少电容器组直接用电容器套管支持连接

硬母线，即我们常说的硬连接 。 硬连接引起事故的教训很多:安装

时受力和运行中热胀冷缩，均会使电容器套管承受过大应力，电容

器套管与外壳的连接处很容易发生问题，继而出现电容器的渗漏

油;用硬母线连接的电容器组，当一台电容器发生爆裂时，与其相

邻的电容器瓷套因受硬连接线牵连而被拉断，会造成多台电容器

损坏 。 本次修订基于规程中强条从严的原则，考虑到近年来电容

器制造水平的提升，上述问题发生的概率大大减小，且本条并不涉

及人身安全问题，因此取消了其强制性要求规定。

8.2. 7 中性点不接地的星形接线电容器组，当三相之间和每相各

串联段之间电容值不平衡，正常运行时会产生电压分布不均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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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值不平衡加大则电压分布不均也随之加大，电容值小的某一相

或某一个串联段承受的电压高。因为电容器产品在制造时就存在

着容差，在电容器组安装时也不可能将电容量调配得十分均衡，所

以从理论上讲希望容差为零，使电压达到均衡分布，实际上办不

到 。 因此，就从需要与可能考虑，容差应尽量小一些 。 本条规定的

容差为现行电力行业标准的数据，国网公司企业标准的要求，比本

条规定更加严格，要求值更小，各电容器制造厂在电容器安装配平

时都可以达到 。 容差越小，电容器运行时电压分配的不均匀性也

就小，同时，不平衡保护的初始不平衡电压与不平衡电流也小，这

样才有利于保护整定和提高灵敏度 。

8.2.8 本条为一般性规定，目的在于提请设计和设备安装施工时

注意，没有装设接地开关的并联电容器装置，应该把检修时挂临接

地线的接地端子预留好，以利电容器组检修前进行接地放电时

使用 。

8.2.9 汇流母线是按允许载流量选择的，能满足长期通过电流的

要求，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机械强度，一段时间后将会出现塌弯，

对装设有熔断器的电容器组，将产生熔断器的拉紧弹簧松弛，熔断

器熔断时其尾线将不能顺利弹出 ，电弧不能熄灭从而引起事故 。

即使没有装设外熔断器，连接线松紧程度不一致，影响外观 。 通常

采用母线背角钢，或缩小支柱绝缘子距离，来提高母线机械强度 。

为了节约投资，一般不采用加大母线尺寸的方式 。

8.2.10 本条规定对熔断器安装提出技术要求:

1 将熔断器装在通道侧是为了巡视和更换熔丝方便;

2 熔断器安装位置是否正确关系到它的正确动作 。 如 :将熔

断器垂直安装，熔断器的 l质口对着电容器，电弧可能喷射到套管或

箱壳上;熔断器安装角度如不能达到熔丝尾线与熔管成一条直线，

或熔丝拉紧弹簧不到位，则可造成熔丝尾线不能顺利弹出熔管，导

致重击穿，产生过电压而损坏电容器，也可能引起熔丝的群爆 。

3 外熔丝熔断后尾线如搭在电容器箱壳上可能会形成接地



故障 。

工程中出现熔断器错误安装的例子很多，本条规定的技术要

求非常必要，应写入施工图中 。

还应说明，熔断器安装后不能一劳永逸，因为熔断器长期运行

后可能产生熔管受潮发胀或拉紧弹簧锈蚀弹力下降，一旦熔丝熔

断，尾线难以弹出，熔丝的开断性能也要变差。当电容器发生故障

熔断器应该发挥作用时，如果它失效了将会造成事故扩大，因此，

应定期对熔断器进行外观检查和性能测试，及时更换失效品，才能

保持熔断器性能的完好状态 。

8.2.11 本条为一般性条文，提请设计人员注意，并联电容器装置

设计时，要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好防范鸟类、鼠、蛇类等小动

物侵袭的措施 。 据调查，各地都发生过小动物进入并联电容器装

置造成的短路事故，而且，此类事故在变压器上和配电装置中也时

有发生。防范小动物侵袭的措施各个地区是不一样的，没有必要

进行统一规定 。 各工程可根据周围环境中小动物活动情况 ，并参

照本地区相应电压等级配电装置采用的措施予以实施 。 对小动物

不可不防，但也不能花太多的投资去设防 。 各地采取的防小动物

措施有:在屋外并联电容器装置的设置四周网状围栏，但在多雨潮

温地区要有网状围栏的防锈蚀措施 ;采用全封闭网笼的形式，但比

较少;电容器室通常采用封堵 : 在进风口 、排风口和窗口装设金属

网，在电缆沟道口进行封堵，对所有墙洞进行封堵，门口设置挡板，

高度约 500mm 。 上述这些措施都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 。

总之，各地可按本地区的情况和习惯做法，因地制宜采取不同

的措施来防范小动物侵袭 。

8.3 串联电抗器的布置和安装设计

8.3.1 本条对油浸式铁心串联电抗器的安装布置提出要求 :

1 油浸式铁心串联电抗器和变压器一样是屋外设备，将其安

装在屋外通风散热条件好，无须设置防爆措施;工矿企业污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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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当采用套管爬电距离较小的普通设备时，为了防止套管污

闪事故，应将电抗器布置在屋内，并应采取通风散热措施保证运行

安全 。

2 油 浸式铁心串联电抗器屋内布置时，当其油量超过

lOOkg，应参照变压器安装规定，设防爆间隔 。

8.3.2 本条对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的安装布置提出要求:

1 空心电抗器采用分相布置的水平排列或三角形排列("一"

字形或"品"字形) ，由于相距加大，有利于防止相间短路和缩小事

故范围。三相叠装式虽然可以缩小安装场地，但是相间距离小，相

间短路的可能性增加，安全性差 。 设备安装时，对三相叠装顺序还

有特殊要求，因此，这种方式不推荐采用 。

2 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虽然在屋外或屋内安装均可，但是空

心电抗器周围有强磁场，屋外安装容易解决防电磁感应问题 。 如

果需要将空心电抗器安装屋内时，必须考虑使其远离变电站的计

算机监控和继电保护等电气二次弱电设备，防止发生电磁干扰事

故，影响继电保护和微机的正常工作 。 建议屋内装设串联电抗器

时，选择设备本体外漏磁场较弱的产品，如干式铁心电抗器或带有

磁屏蔽的电抗器 。

8.3.3 本条对干式空心串联电抗器安装布置时防电感应提出要

求 。 空心电抗器的特点是 :线圈磁力线经空间形成闭合回路，因而

设备本体周围存在着强磁场，为了降低在临近导体，包括铁磁性金

属部件和钢铁件接地体中，引起严重的电磁感应电流发热，产生电

动力效应，安装设计时要满足防电磁感应要求，在厂家提供的设备

安装图中，防电磁感应的距离要求都有明确规定 。 个别厂家会提

出两个防电磁感应的距离要求:一是对铁磁性金属体的距离;二是

对形成闭合回路的铁磁性金属体的距离，如果设备外形图上有此

两项要求，在设备安装设计时均应满足要求 。

本条 3 款规定的 3 个尺寸要求，是在对国内几个主要电抗器

生产厂家调查基础上提出的，数据规定能涵盖国内各制造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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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本条规定接地线采用放射形或开口环形，是为了不使导体

形成环形回路，切断电磁感应电流的通路，减少损耗 。 为了增加接

地回路的可靠性，接地线与主接地网采取两点相连 。

8.3.5 本条规定是为了降低空间磁场在母线和连接螺栓中的涡

流损耗，避免引起过热 。 采用不锈钢螺栓时须注意，只有非导磁材

料加工的螺栓才能起到减少涡流发热问题 。

8.3.6 本条规定基于干式铁心电抗器的产品特点，目前还没有屋

外型产品 。 安装时尚需满足制造厂提出的相关规定，如设备接地、

通风散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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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火和通风

9.1 防火

据调查，电容器曾多次发生爆炸事故引起火灾，虽然单台电容

器充油量不多，但并联电容器装置是由多台电容器成组的，一台电

容器爆炸起火可引起多台损坏，甚至可能造成整个电容器室被烧

毁 。 因此，对电容器室的防火要求不应低于同电压等级的配电

装置 。

本节的条文规定，考虑了与国家现行标准。~llOkV 高压配

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0 和 (( 220kV~750kV 变电站设计技术

规程 ))DL/T 5218 保持一致 。

9. 1. 1 目前，电容器产品已有多种类型，干式电容器和充 SF6 气

体绝缘电容器是不可燃的，这些都是元火灾危险的产品，只是所占

的比例还比较小，大量的电容器还是属于可燃介质类，具有火灾危

险性 。 可燃介质电容器与变电站内建(构〉筑物和设备的防火距

离，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 )) GB

50229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 16 有关条文规定执行，使标

准规定达到一致性 。 当场地紧张无法达到上述标准规定的防火距

离时，可采用防火墙分隔来减少用地，也可采用联合建筑来减少用

地。在联合建筑中与相邻其他用房的隔墙，以及电容器室的楼板、

隔墙、门窗、孔洞等均应满足防火要求 。

9. 1. 2 井联电容器装置的消防设施是指消防通道、防火隔墙和能

灭油火的消防设备等，本条对消防设施提出了要求:

1 安装在不同主变压器的屋外大容量电容器装置之间，设置

消防通道，加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既有利于防火，也方便灭火，消

防通道的设置应与站高压井联电容器用内道路做统一考虑，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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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起到方便运行和搬运设备的作用 。

2 为了缩小屋内并联电容器装置的火灾事故范围，在属于不

同主变压器的并联电容器装置之间，设置防火隔墙是必要的，工程

设计应予以考虑 。

9. 1. 3 本条规定对井联电容器组的框(台)架、低压电容器柜的柜

体等，采用非燃烧材料，目的是防火或防止火灾事故蔓延，并与电

容器室建筑防火要求相一致 。

9. 1. 4 本条规定电容器室房屋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 。 根据现在

建筑材料的供货情况，一般能达到一级，规定为二级都能达到 。

9. 1. 5 本条与高压配电装置设计的技术要求一致，但强调两个电

容器室之间的门，应为乙级防护门，耐火极限为 o . 驰 。 电容器屋

内除巡视外，无人值班，对采光无特殊要求 。 尽量少设采光窗，对

隔热、采暖和减少玻璃窗维护工作有利，还可减少电容器爆裂时造

成玻璃窗碎片飞溅伤人 。

9. 1. 6 沟道出口的防火封堵，日的是防止电气火灾扩散 。

9. 1. 7 油浸集合式电容器油箱里油量较多，设置储油池或挡油

墙，发生事故时可防止电容器绝缘油和冷却泊，向四周流散，污染

周围环境和地下水，防止油流着火后火灾蔓延 。 储油池的长、宽和

深度尺寸，与设备的外形尺寸和油量多少相关，可参照变压器的具

体做法确定 。

9. 1. 8 把并联电容器装置布置在变电站常年最大频率风向的下

风侧，其目的是当电容器发生着火事故时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影响 。

9.2 通凤

9.2.1 控制电容器运行温度是保证电容器安全运行和使用年限

的重要条件 。 运行温度过高可能导致介质击穿强度降低，或导致

介质损耗(tanó')的迅速增加 。 若温度继续上升，将破坏热平衡，造

成热击穿，影响电容器的寿命 。 电容器一般都靠空气 自然冷却，所

以周围空气温度对电容器的运行温度影响很大。并联电容器装置



室，通风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屋内余热 。 在进行电容器室的通风计

算时，电容器室的余热量包括两项:电容器的散热量和通过围护结

构传入屋内的太阳辐射热量。

计算电容器散热量时，主要考虑的是电容器的介质损耗转换

的热量。 介质损耗功率按下式计算 :

?s= Qc tanδ 

式中 :P ，一一电容器介质损耗功率 ( kW) ; 

Qc一一电容器室内安装的电容器容量 ( kvar) ; 

t a nô一一电容器的介质损耗角正切值 。

(3) 

9. 2.2 排风温度是以排热为主要目 的的通风计算中的一个关键

数据，它对通风量的影响非常明显 。 因此，确定排风温度是十分重

要 。 在确定排风温度时，首先考虑电容器安全运行适用的环境温

度，又要与电容器屋内布置的其他设备，适用的环境温度以及通风

系统的经济性做统一考虑 。 参照采暖通风标准的规定 ，电容器以

及与其有关的电气设备的适用环境温度，本条了对排风温度 的工

程采用值做了规定 。 为使得对排风温度的规定更加明确，本次修

订增加了电容器运行环境温度的规定，此规定应用了现行国家标

准《标称电压 1 000V 以上交流电力系统用并联电容器 第 1 部

分:总则 ))GBjT 11024 . 1 中的规定 。

9.2.3 串联电抗器小间的通风，以排除屋内余热为主要目的 。 由

于通过围护结构传入屋内的热量与电抗器散热量相比甚小，所以，

在进行电抗器小间通风量计算时，通过围护结构传入屋内的热量

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电抗器适用的环境温度，参照油浸式变压器

的有关规定，本条对电容器室的排风温度和排风温差做了规定 。

9.2. 4 自然通风是安全可靠的通风方式，有效而又节能，所以，在

工程设计中应优先采用有组织的自然通风方式 。 当采用自然通风

方式达不到排除屋内余热所需要的通风量时，应设置机械通风装

置。 一般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的通风方式 。 由于电容器屋内

电容器台数较多，布置分散，所以散热比较均匀，因而需要均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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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设置一些进、排风口，合理地组织气流，以期得到较好的通风效

果 。 一般来说，电容器室的机械排风口不会设置很多，因此，多设

置一些进风口并合理地组织气流显得非常重要 。

9.2.5 在风沙较大的地区，进风口设置防尘措施，可以与进风过

捕、结合起来统一考虑 。 在一般地区的电容器室设置的防雨百叶

窗、双层百叶窗加遮雨棚、出风弯管等是防止雨雪飘人屋内的有效

措施，在进、排风口加铁丝网则是防止小动物进入屋内的有效方

法 。 设计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利用 。

9.2.6 减少太阳辐射热和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在并联电容器装置

设计时，应予以综合考虑 。 布置电容器室应尽量避免夏季西晒，利

用夏季最大频率风向的影响，使尽可能多的自然风进入电容器室，

以获得最好的夏季通风效果 。 屋外电容器组布置时，应尽量使电

容器的小面朝向太阳直射时间最长的方向，减少由太阳辐射热引

起的温升，同时，并联电容器装置的布置设计时，也应考虑利用夏

季主导风向的通风散热作用，求得二者兼顾的优良效果 。

9.2.7 严寒和高温地区的井联电容器装置室，应考虑室内的保温

或隔热，其屋面在不增加太多投资的情况下设置保温层或隔热层，

可起到控制室温的作用，对电容器的安全运行有利，屋面结构设计

时应予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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