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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站电气主接线
一、变电站电气主接线概述

二、主接线的设计原则

三、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四、变电站电气主接线

五、中性点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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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电所电气主接线概述
• 是变电所电气设计的首要部分，也是构成电力系
统的重要环节。主接线的确定对电力系统及变电
所本身运行的可靠性、灵活性、经济性密切相关，
并且对电气设备的选择、配电装置的布置、继电
保护和控制方式的拟定有较大影响。因此，必须
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全面分析有关影响，通过技
术经济比较，合理确定主接线方案。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1、主接线设计依据

变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

分期和最终建设规模

负荷大小和重要性

系统对主接线提供的资料

二  主接线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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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接线设计的基本要求

可靠性：指主接线能可靠的工作，以保证对
用户不间断的供电。

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正常运行或故障情况下
都能迅速改变接线方式。

经济性：主要是投资少、占地面积小、能量
损失小。

二  主接线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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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压器—线路组接线

2.桥接线

3.单母线接线

4.单母线分段接线

5.双母线接线

6.双母线分段接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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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带旁路母线的母线制接线

8.3/2断路器接线

9.双母线双断路器接线 

10.变压器—母线接线

11. 4/3断路器接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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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压器—线路组接线

   变压器—线路组接线是一台变压器与一条线路
构成一个接线单元。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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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a）

线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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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设备少、高压配电装置简单、占地
面积小、本回路故障对其他回路没有影响。

•缺点：可靠性不高。线路故障或检修时，
变压器停运；变压器故障或检修时，线路
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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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桥接线 

     桥接线又分为内桥接线、外桥接线和扩大
桥接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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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桥接线

  内桥接线是桥断路器接在线路断路器内侧。

优点：线路的投入和切除操作方便，线路故障
时，仅故障线路断路器断开，其他线路和变压
器不受影响。

缺点：桥断路器检修停运，两回路需解列运行。
变压器的投入和切除操作需要动作两台断路器，
操作较复杂。当变压器故障时，两台断路器动
作，致使一回无故障线路停电，扩大了故障切
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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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桥接线

   外桥接线是桥断路器接在外侧，另外两台断
路器接在变压器回路。 

   当线路发生故障时，需动作与之相连的两台
断路器，从而影响一台未发生故障的变压器
运行，因此，外桥接线只能用于线路短、检
修和故障少的线路中；主要用在变压器投入
和切除操作比较频繁、通过桥断路器有穿越
功率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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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大桥接线

• 其接线特点与内桥接线或外桥接线基本相同 。
• 因该种接线需用的断路器数量与单母线接线
相同，所以在实际工程中采用得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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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母线接线 

   特点是整个配电装置只有一组母线，所有
电源和出线都接在同一组母线上。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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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单母线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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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它是母线制接线中最简单、清晰，采
用设备少、造价低、操作方便、扩建容易。

• 缺点：可靠性不高。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4. 单母线分段接线 

• 用断路器将母线分段，分段后的母线和母线
隔离开关可分段轮流检修。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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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具有单母线接线的简单、清晰，采用设备少、操作方便、
扩建容易等优点外，增加分段断路器后，提高了可靠性。

• 缺点：当分段断路器故障时，整个配电装置会全停；母线和母线
隔离开关检修时，该段母线上连接的元件都要在检修期间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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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双母线接线

     每一元件通过一台断路器和两组隔离开
关连接到两组母线上，两组母线间通过母
线联络断路器连接。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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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双母线接线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华
端
星
 



优点：
    双母线接线与单母线接线相比，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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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
双母线接线与单母线接线相比

1）增加了一条母线和母线隔离开关，增加了设备及相应的构支架，
加大了配电装置的占地和工程投资。

2）当母线或母线隔离开关故障时，倒闸操作复杂，容易发生误操作。

3）隔离开关操作闭锁接线复杂。

4）电压回路接线复杂。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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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双母线分段接线

     在双母线中的一条或两条母线上加分段断路器，形成双母线单
分段接线或双母线双分段接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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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双母线分段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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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母线单分段或双分段接线克服了双母线接线存在全停可能性的
缺点，缩小了故障停电范围，提高了接线的可靠性。

   特别是双母线双分段接线，比双母线单分段接线只多一台分段断
路器和一组母线电压互感器和避雷针，占地面积相同，但可靠性
提高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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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带旁路母线的接线
   带旁路母线的接线可分为单母线带旁路、单母线分段带旁路、双
母线带旁路、双母线分段（单分、双分）带旁路等接线方式。

   加旁路母线及旁路断路器的目的是利用一套公用的母线、公用的
断路器和公用的保护装置。在母线引出各元件的断路器、保护装
置需停电检修时。通过旁路母线由旁路断路器及其保护代替，而
引出元件可不停电。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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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母的三种接线方式 
1）有专用旁路断路器的旁母接线

2）母联兼作旁断路器的旁母接线

3）用分段断路器兼作旁路断路器的旁母接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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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母线

专用旁路断路器

双母线

母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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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路母线的负面影响

1）旁路母线、旁路断路器及在各回路的旁路
隔离开关，增加了配电装置的设备，增加了
占地，也增加了工程投资。

2）旁路断路器代替各回路断路器的倒闸操作
复杂，容易产生误操作，酿成事故。

3）保护及二次回路接线复杂。

4）用旁路代替各回路断路器的倒闸操作，需
要人来完成，因此带旁路母线的接线不利于
实现变电所的无人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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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旁路母线的环境主要发生了
以下几个方面变化

1）电力系统接线的可靠性有了较大提高。

2）由于设备制造水平的提高，高质量的断路
器不断出现，断路器本身需要检修的几率不
断减少，而每次检修的时间又非常短，旁路
母线的使用几率也在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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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继电保护装置的微机化，维护工作大
量减少，需要停电维护的几率很小。特别是
双重化配置的保护，可以一套保护运行、另
一套保护停用更换插件，不需要旁路保护代
替。

4）220kV及以下新设计的变电站，一般都按
无人值班方式设计。旁路母线给无人值班带
来不便。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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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2断路器接线

在两主母线之间串接三台断路器，组成一个
完整串（Diameter)，每串中两台断路器之
间引出一回线路或一组变压器（通称为一个
元件）。每一个元件占有3/2台断路器，即
3/2断路器接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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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断路器接线具有如下优点: 
高可靠性，高运行灵活性。

运行操作、设备检修方便。

母线故障不会停电。

隔离刀闸不作操作电器，减少误操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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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断路器接线具有如下缺点:

重合闸实现复杂，涉及两个断路器

使用断路器较多（3/2)，造价高

继电保护复杂（讲一下为什么复杂）

CT回路复杂，保护和测量回路需接入两组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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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断路器接线应用:

用于大中型电厂和变电站

220KV一般不宜采用

330KV及以上超高压输变电系统经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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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双母线双断路器接线 

   在接线中有两条母线，每一元件经两台断
路器分别接在两条母线上。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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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出线
出线 出线

图1－7 双母线双断路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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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如下： 
1）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2）运行灵活。 

3）分期扩建方便。 

4）利于运行维护 。

5）设备投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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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变压器—母线接线 

变压器台数较多的超高压变电所（例如有4
台变压器），可将两台变压器接在母线上，
而另两台变压器接在串内。

这种接线不仅可靠性、灵活性都较高，而
且布置上也较方便（变压器进串的接线、
布置上较方便）。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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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1－8 变压器母线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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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3断路器接线

这是由3/2断路器接线演变来的接线方式，
即在3/2断路器接线的串内再串入一台断路
器，就可再引出一个元件，形成4台断路器
接3个元件的接线方式。 

三  高压配电装置基本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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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L2

QF2

QF1
L3

QF3

QF4

第一串 第二串 第三串

图1－9 4/3断路器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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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如下：
   1）对超高压配电装置有更好的经济性。

   2）在双重故障情况下，停电范围大于3/2 
断路器接线。

   3）4/3断路器接线通常不能采用断路器成列
布置，中间元件引出也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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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110kV主接线设计

2. 35～220kV主接线设计

3. 220～500kV主接线设计

四 变电站电气主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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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110kV主接线设计

变电站高压侧宜不设断路器或断路器较少的
接线。

线路3回及以下、主变为3台及以下终端变电
站，宜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或桥形接线，如高
压侧线路有穿越功率，宜采用外桥、单母线
或单母线分段。6～35kV负荷侧宜采用单母线
分段。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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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5~110kV主接线设计

主接线回路宜采用无油断路器，市区和地下
变电站可采用GIS。配电装置易于检修、操作
的开关柜，不宜设置旁路设施。

母线上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可合用一组隔离
开关，变压器引出线上的避雷器不宜装设隔
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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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5~220kV主接线设计
减少电压等级，简化接线。

线路3回及以下、主变为3台及以下终端变电站
宜采用线路变压器组或桥形接线，如高压侧线
路有穿越功率，宜采用外桥、单母线、单母线
分段或其他接线。6～110kV负荷侧宜采用单母
线分段或其他接线。宜考虑负荷均匀分配。

地下变电站的66～220kV配电装置宜采用GIS。
35kV及以下配电装置宜选用开关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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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0~500kV主接线设计
当线路、变压器等元件总数为6回及以上，且
变电站在系统中重要地位时，宜采用一个半断
路器接线或双母线分段接线。

采用一个半断路器接线时，电源回路和负荷回
路配对成串，同名回路在不同串内。当变压器
多于两台时，多出的变压器不进串，直接经断
路器接母线。

330kV～500kV双母线，6～7回一条母线装分段
断路器，8回及以下两条母线装分段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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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0~500kV主接线设计

110kV～220kV双母线，10～14回一条母线装分
段断路器，15回及以下两条母线装分段断路器

110kV～220kV母线上避雷器和电压互感器宜合
用一组隔离开关。330kV～500kV避雷器和母线
电压互感器不应装设隔离开关。

安装在出线的耦合电容器、电压互感器和接在
变压器引出线或中性点上的避雷器，不应装设
隔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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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0~500kV主接线设计
330kV～500kV线路并联电抗器回路，不宜
装设断路器或负荷开关。

330kV～500kV母线并联电抗器回路应装设
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在满足继电保护和计量的前提下，每串宜
装设三组CT.

与两种110kV及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连
接的主变压器，一般优先选用自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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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网中性点接地

中性点不接地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中性点经高电阻接地

五 中性点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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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

110～500KV采用中性点接地方式

---凡是自耦变压器须直接接地或经小电阻
接地

---凡是中、低压有电源的升压站和降压变
电所至少应有一台变压器直接接地。

五 中性点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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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KV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消弧线圈接
地

---任何运行方式下，电网不得失去消弧线
圈的补偿。

---如变压器无中性点或中性点无引出，应
装设专用接地变压器。

五 中性点接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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