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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
配电网保护策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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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实现配电网继电保护策略的自适应优化,根据继电保护故障处理流程,将保护分为故障辨识和出口决策

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配电网继电保护策略两级优化方法。首先,依托运行方式

跟踪,实现故障辨识环节的保护动作定值整定;其次,开放故障辨识环节产生的故障信息给出口决策环节,从而实现

出口决策环节的优化整定;最后,着重研究融合故障信息的出口决策环节优化方法,通过故障拓扑、保护出口配合以

及重合闸效益分析,给出配电网继电保护在应对不同故障场景下保护出口决策的隔离动作选择、出口定值整定与重

合闸策略选取,有效提升保护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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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realizetheadaptiveoptimizationoftherelayprotectionstrategyofthedistributionnetwork,the

protectionisdividedintothefaultidentificationandexitdecision-makingprocessintermsofthefaulthandlingprocess

oftherelayprotection.Onthisbasis,atwo-leveloptimizationmethodforrelayprotectionstrategyofthedistribution

networkbasedonthefusionofoperationmodeandfaultinformationisproposed.Firstofall,relyingonthetracking
oftherunningmode,thefixedvaluesoftheprotectionactioninthefaultidentificationprocessareset.Then,thefault

informationgeneratedbythefaultidentificationprocessisopenedtotheexportdecision-makingprocesssoastoreal-

izetheoptimalsettingoftheexportdecision-makingprocess.Finally,thispaperfocusesontheoptimizationmethod

oftheexitdecision-makingprocessintegratingfaultinformation.Throughthefaulttopology,protectionexitcoordi-

nationandreclosingbenefitanalysis,theisolationactionselection,exitfixed-valuesettingandreclosingstrategyse-

lectionofprotectionexitdecision-makingforthedistributionnetworkrelayprotectioninresponsetodifferentfault

scenariosaregiventoeffectivelyimprovetheprotection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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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的接入带来配电网运行特征的变化,助
增及外汲效应给传统配电网保护的选择性与灵敏性

带来重大考验[1-2]。另一方面,配电网主动管理策略

也使得配电网时刻面临着网络拓扑的改变,配电网

的运行方式变动频繁,使得固定化的保护策略难以

适应配电网所有的运行工况[3-4]。
配电网智能化改造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配电

网的保护朝“智能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5-6],使得

配电网的保护能够寻求更多的运行信息来改进自身

的决策。为提升配电网保护的适应性以应对运行方

式的变化,国内外的研究主要由两方面深入开展。

1)研究差动保护方法在配电网中的应用。文献

[7-8]研究了网络化电流差动保护在配电网中的应

用;文献[9]则进一步提出了配电网中采用阻抗差动

保护以降低差动保护的同步需求。纵联保护对采样

数据的同步性能要求高,需要高可靠性的通信网络

支撑,降低了其在配电网中的应用[10]。

2)实时分析、提取配电网的运行状态实现对运

行方式的跟踪,以达到对保护定值与动作策略的动

态整定[11]。文献[12]提取网络设备的连接关系、开
关的变位信息,从而实现基于配电网运行方式的在

线跟踪的保护在线调整;文献[13-14]计及了运行过

程中的电压信息,以电压关联因子的方式应对运行

方式的差异。在运行方式跟踪的辅助下,实现了保

护定值与配合方案的自动调整。拓扑分析是此类方

法的重要实现手段,基于图论演算[7]、最小生成树法

则[14]有效识别网络的联络点,进而实现自适应的自

愈策略。已有的研究已经充分实现了配电网保护策

略在运行方式在线跟踪的情况下的自适应寻优。
在当前网络拓扑与潮流状态下,基于运行方式跟

踪的配电网保护给出了定值配置与出口策略的选择

方法。这也意味着,在各种不同的故障条件下,保护

始终具有唯一的定值整定与出口策略[15]。因此,当
前保护策略的自适应仅仅针对配电网运行方式的自

适应,无法实现根据故障条件的变化改进保护的出口

策略。事实上,在配电网保护单元给出故障的辨识结

果(故障信息)的情况下,保护单元的出口策略可融合

故障信息,来选择更为合理的保护出口时序、动作开

关以及重合闸方案,以进一步提升保护策略的适应性。
为此,本文融合配电网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提

出配电网继电保护策略两级优化方法。首先,跟踪

配电网的运行方式,实现保护故障辨识环节的动作

定值整定;然后,在取得保护的故障辨识信息后,结
合保护对故障分布的判断结果实现对出口决策环节

的优化整定。针对出口决策环节的优化整定,本文

结合故障信息给出故障网络拓扑、保护出口配合以

及重合闸效益分析方法,进而实现在两级优化方法

作用下的故障隔离策略、保护出口时序整定以及重

合闸方案选择。在所述两级优化方法作用下,配电

网保护应对不同运行方式使故障场景的灵活性与合

理性得到有效提升。

1　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的融合与保护

策略的两级优化方法

　　配电网复杂的运行工况以及高供电可靠性需求

要求配电网保护充分提高其自适应能力。配电网保

护的自适应,需要体现两方面的需求:①根据配电网

运行方式的变化而自动调整故障辨识策略,实现故

障辨识环节的优化;②根据配电网的故障条件选择

最为快速、有效、合理的保护配合、开关动作以及重

合闸措施等出口决策方法,实现出口决策环节的优

化。从自适应保护的实际需求出发,构造保护策略

两级优化方法,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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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保护策略两级优化

Figure1　Two-leveloptimizationofprotectionstrategybasedontheoperationmodeandfaultinformation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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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基于运行方式跟踪的保护动作定值整定

配电网保护为监测配电网的运行状态,需要与

运行方式相匹配。具体而言,运行方式的改变对保

护的故障辨识环节带来故障特征的变化,配电网保

护需要跟踪运行方式实现对其自身动作定值的调

整。现有研究就运行方式跟踪的自适应保护已给出

许多解决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为融合故障信

息的第2级优化。

1.2　融合故障信息的保护出口策略优化整定

运行方式跟踪能够满足保护对故障前网络拓扑

与潮流的感知,根据第1级优化结果,保护各单元将

得到固定的、预想的出口策略。事实上,运行方式仅

仅确定了故障前网络的运行拓扑与潮流。实际故障

点的不同将导致对于同一运行方式,故障网络拓扑、

故障潮流分布也存在差异,这一差异反映到具体的

出口策略上也将有所不同。换言之,故障的不确定

性是基于运行方式跟踪的第1级保护预配置无法全

面考虑的,因此给第2级优化带来了应用空间。

第2级优化保护故障辨识环节将开放保护的故

障信息,利用通信网络获取不同保护单元的故障信

息结果,推导故障分布情况,根据故障点的实际位置

优化出口决策环节的决策逻辑。

1)尽可能地缩小故障停电范围。考虑到配电网

断路器不能够得到完备配置,仅考虑第1级整定,只

能通过断路器隔离故障元件,难以做到故障隔离范

围的尽可能小。考虑故障信息的情况下可以确定故

障点的分布,判断故障电流的组成,结合第2级优化

整定以发挥负荷开关在故障隔离的作用。

2)尽可能快地保证故障的隔离。第1级整定认

为保护、开关元件将按照出口时序进行动作,事实

上,保护可能因为灵敏性因素或异常运行因素的存

在而拒动。按照第1级整定的定值无法灵活实现时

序的缩减。考虑故障信息的情况下可以确定需要配

合的保护范围,压缩整体的保护出口时序,实现第2
级优化。

3)尽可能实现复电选择的合理化。传统的保护

认为,利用重合闸可以有效降低瞬时故障的影响,而

城市电缆网络的建设降低了瞬时故障发生率,也降

低了重合闸的效益。根据第2级优化整定可以结合

故障位置的不同,判断重合闸是否具备更优的经济

效益,做出最合理的自愈选择。

2　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故

障隔离策略

2.1　故障网络拓扑提取与分析

故障网络拓扑的确定需要两方面的信息融合:

①配电网故障前的拓扑连接关系,可以通过配电网

开关的位置变位情况获得;②配电网的故障信息,配

电网保护故障辨识环节将给出实时的故障分析结果

用于确定故障点分布,由此,可形成配电网的故障网

络拓扑。

从配电网的接线出发,获取配电网的接线方式,

定义:若2 个开关关联同一元件,则有开关距离

L0=1;若2个开关未同时关联同一元件,则有L0=

∞ 。考虑配电网运行方式的变化,当开关由闭合状

态调整为分闸状态时,则与此开关关联的开关距离

L0 将修正为∞。

1)利用Dijkstra算法(最小路径算法),结合配

电网的接线情况L0,可以获得2个开关之间是否具

有电气连接关系:当某一开关i与某电源出口开关s
之间的 Dijkstra距离L(i,s)≠ ∞ 时,则说明此开

关与该电源存在电气连接。

2)以主电源开关为参考点,确定开关之间的上

下级关系,当L(i,s)=L(j,s)-L(i,j)时,则i为

j上游开关。用r(ij)表示开关的上下游情况,当

r(ij)=1时,说明开关i位于开关j的上游,否则

为0。

在取得保护故障辨识环节开放的故障信息的情

况下,将故障信息表达为开关的上行方向上的故障

判断结果向量Pup 及下行方向上的故障判断结果向

量Pdown ,元素Pup
i =1说明开关i所对应的保护上

行方向上存在故障,元素Pdown
i =1说明开关i所对

应的保护下行方向上存在故障。根据故障判断结果

向量,可判断开关是否关联故障元件,若

P
up

f ·∏
j≠f

(1-P
up

f ·r(j|f))=1

Pdown
f

·∏
j≠f

(1-Pdown
f

·r(f|j))=1

ì

î

í (1)

则可判断开关f 直接关联故障元件,即对开关f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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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当开关f 检出上游发生故障(Pup
f =1),且开关

f 的上游开关j均未检出故障 (Pup
j

·r(j f)=0)

时,式(1)中的第1式成立,表示开关f 直接与故障

元件相关联;当开关f 检出下游发生故障(Pdown
f =

1),且开关f 的下游开关j 均未检出故障(Pdown
j

·

r(f j)=0)时,式(1)中的第2式成立,表示开关f
直接与故障元件相关联。

2.2　基于故障网络拓扑分析的故障隔离策略优化

故障隔离需要具体指导开关切断故障电流。配

电网存在多种开关类型,包括断路器、负荷开关等,

不同开关只能在特定的工况下工作。随着故障网络

拓扑的不同,不同开关承受的短路电流也将不同。

因此,在已知故障网络拓扑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开关

承受的短路电流情况自适应取得配电网的故障隔离

策略。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断路器具备故障隔离操

作能力,而负荷开关能开断和关合正常负荷水平的

电流。因此,开关是否能够参与故障隔离操作,主要

针对负荷开关进行分析。

利用 Dijkstra算法,分别取得任一开关与故障

点之间的距离L(i,f)以及各电源与故障点之间的

距离L(s,f),则故障点与指定电源之间串接的开

关必需满足:

L(s,f)=L(i,s)+L(i,f) (2)

　　当负荷开关不位于系统电源与同步机型的分布

式电源之间时,负荷开关将被视为可参与故障隔离

操作。将开关是否能够执行故障隔离操作用统一的

向量表示,简单记为Ŝ,当元素为1时,表示该开关

可执行故障隔离操作,否则为0。此时,意味着负荷

开关在当前运行方式下可代替断路器执行故障隔离

操作,从而缩小故障停电范围。

3　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出

口时序优化

3.1　保护出口配合范围的确定与分析

不同保护元件需要通过有效的时序加以配合,

因此,需要确定参与时序配合的保护元件组成。参

与保护时序配合的元件具备以下要素:

1)保护本身是否能够给出故障指示。配电网保

护可能由于灵敏性能差异,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实际

故障的存在,此外,保护可能由于自身异常、退出等

原因,无法给出故障判断结果,则此类保护单元不将

执行出口。因此,在保护出口的时序配置中,可不考

虑此类保护单元的影响。

2)保护即使能够辨识故障的存在,保护关联的

开关也应具备文2.2中所述故障隔离操作条件。一

旦保护所关联的开关不具备故障隔离操作条件,保

护同样不执行出口,同样在保护出口的时序配置中,

移除此保护单元的影响。

保护能否给出故障指示以及开关能否参与故障

隔离操作,可通过故障信息提取。以下行方向(正方

向)元件的保护为例,参与时序配合的元件应满足:

Adown
i =Pdown

i
·Si (3)

其中,Pdown
i

为向量Pdown 内部元素,Si 为向量Ŝ 内

部元素。当且仅当保护有效辨识故障Pdown
i =1,且

自身关联开关具备故障隔离操作能力Si =1,保护

将参与出口时序整定,即Adown
i =1。

3.2　基于出口配合分析的保护时序定值优化

从保护配合的角度来看,当某一保护单元未给

出动作信号,即Ai=0的情况出现时,意味着其他保

护之间“距离”的缩短,则保护优化决策过程如下。

以下行方向的时序整定为例,有

Tdown
i =

∞, Adown
i =0

Δt·∑
Lmax

L=1

(∏
j(L=1)

(Adown
j

·r(i|j))),Adown
i =1

ì

î

í 　 (4)

其中, ∏
j L=1( )

(Adown
j

·r(i|j))表示开关i距离为1的

下游开关是否需要给出故障指示。

依次计算开关距离L=1到Lmax 的开关是否给

出故 障 指 示,从 而 获 得 开 关i 的 时 序 整 定 结 果

Tdown
i

。考虑到配电网开环运行以及同时发生2点

故障的情况较小,则式(4)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Tdown
i =

∞, Adown
i =0

Δt·∑
Lmax

L=1

(∑
j(L=1)

(Adown
j

·r(i|j))),Adown
i =1

ì

î

í 　 (5)

即对开关i而言:当其检测到故障发生时,开关i的

75



电　　力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报 2022年3月

时序定值将根据下游保护的在线情况与动作结果进

行优化。从开关距离为1开始,确定以此开关距离

的所有保护中是否产生动作信号,如产生则增加一

个阶级的动作时间,并以此类推,直至开关距离最大

为止。

当某一开关距离的下游保护均未给出动作指示

时,相应的 ∑
j L=1( )

(Adown
j

·r(i|j))将没有动作结果

输出,从而在时序上可以减掉相应的动作延迟,从而

在时序上保证了保护的配合优化。

4　基于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融合的重

合闸策略

4.1　重合闸效益分析

重合闸有效避免了瞬时故障造成的长时间停电

现象,但却拖慢了永久故障情况下的复电进程。当

故障发生在不同的元件上,是否采取重合闸对整体

的复电效益影响也将不同,而复电效益实质上与配

电网所处的运行方式与故障点分布有关。

融合运行方式与故障点分布的重合闸效益分析

如下。

1)维持正常供电的负荷计算。当元件x 故障

切除后,能够有效维持正常供电的负荷为

ΔImaintain=ILD_down
s -ILD_down

bs
+∑

bk

ILD_down
bk

(6)

式中　ILD_down
s

为系统所接的所有负荷;ILD_down
bs

为

主电源跳闸操作脱离的负荷;∑
bk

ILD_down
bk

为能够在

故障过程中始终维持供电的负荷量。

2)具备转供条件的负荷计算。当故障点被有效

隔离后,此时,可通过主系统恢复供电的负荷为

ΔIup
recover=ILD_down

s -ILD_down
fup (7)

式(7)表明,依靠主系统实现恢复供电的负荷,可根

据主电源所带负荷总数与故障元件关联的上游开关

fup 所带负荷大小相减取得,即此时除故障元件下

游外,系统其余负荷均可通过主电源恢复供电。

当计算通过联络开关s′恢复的负荷,首先判断

联络开关是否位于主电源与故障元件关联的上游开

关之间,即Ls′,s( ) =∞ 时,下游各分支无法通过联

络开关s′取得供电恢复。否则,判断故障元件关联

的下游开关fdown 是否与联络开关s′ 之间存在通

路,若存在通路,则下游开关fdown 可以通过联络开

关s′取得供电恢复,否则不能。

ΔIdown
recover=

ILD_down
fdown ,ifL(s′,fdown)≠ ∞

0, ifL(s′,fdown)=∞{ (8)

因此,总的具备转供条件的负荷为

ΔIrecover=ΔIup
recover+ΔIdown

recover (9)

4.2　基于效益分析的重合闸选择

是否采用重合闸策略将对复电效果产生明显差

异。记故障切除时刻起至重合闸完成时所经时长为

ΔT1;若重合闸失败,线路完成转供的时长为ΔT2,线

路检修时长为ΔT3。此外,考虑元件k发生瞬时故障

的概率为1-a% ,用负荷损失时长衡量复电效益。

1)采取重合闸策略下的复电效益。

Hy=(ILD_down
s -ΔImaintain)·

ΔT1·(1-a%)+(ΔIrecover-ΔImaintain)·

ΔT2·a%+(ILD_down
s -ΔIrecover)·ΔT3·a%

(10)

其中,第1项表示重合成功情况下的负荷损失时长;

第2项表示重合失败情况下可转供的负荷损失时

长;第3项表示不可转供负荷损失时长。

2)不采取重合闸策略下的复电效益。故障切除

后线路直接进行重构策略,造成的负荷损失为

Hn=(ΔIrecover-ΔImaintain)·

(ΔT2-ΔT1)+(ILD_down
s -ΔIrecover)·ΔT3

(11)

其中,第1项表示可转供的负荷损失时长;第2项表

示不可转供负荷损失时长。因此,复电方式是否考

虑进行重合闸,可通过判断Hy与Hn的大小关系决

定。从而实现复电效益的最大化。

5　算例分析

为了保证算例分析的有效性和一般性,本文挑

选典型的配电网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如图2所示,基

于PSCAD/EMTDC平台对配电系统进行仿真分

析,研究两级优化方法对保护策略的优化作用。其

中各负荷元件的额定电流设置:ILD
D =20、ILD

L =30、

ILD
H =20A。分布式电源 K 为同步机型分布式电

源,F、J为逆变型分布式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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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f2

f1

f3S

D

A B C E G I H

JLF
DG

M
N O P

K DG

DG

图2　算例分析

Figure2　Casestudy

5.1　故障隔离策略分析与验证

根据图2仿真算例的配置参数,形成初始化的

开关距离,如:L(S,A)=1、L(S,S″)=1、L(S,B)=
∞ 。其他开关距离可以此类推。考虑当前运行方

式,对初始化的开关距离的表示结果进行修正,则其

中L(S,S″)=∞ 。

假设故障发生在f1 上,实时仿真给出的保护

故障辨识结果,即故障信息为

Pdown=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S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Pup=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S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由式(1)可知,故障点位于 A、B之间,进而分析各开

关与故障点及各电源之间的位置关系。

对于开关 A有

L(S,A)=L(S,A)+L(A,A)

L(K,A)=L(K,A)+L(A,A)

因此,开关 A在故障点、系统电源S及同步机型分

布式电源 K之间,开关 A在此故障情况下不能参与

故障隔离操作。

对于开关C有

L(S,A)<L(S,C)+L(C,A)

L(K,A)<L(K,C)+L(C,A)

因此,开关C不在故障点、系统电源S及同步机型

分布式电源 K之间,开关S在此故障情况下可参与

故障隔离操作。

因此,在f1 故障的情况下,能够参与故障隔离

操作的开关组合如下:

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S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可见,由故障网络拓扑的分析,部分负荷开关可以被

当成断路器执行故障隔离操作,提供了有效的故障

切除优化方法。

假设故障点发生在f2 上,能够参与故障隔离

操作的开关组合如下:

Ŝ=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S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由于故障点的改变,开关 C背侧连接系统电源,因

此不再能够执行故障隔离操作,意味着只能通过断

路器B实现故障f2 的切除。由此2组案例比较,

可以说明融合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对保护策略的改

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分布式电源接入位置

情况下算法的灵活性,本文变换同步机型分布式电

源(TDG)和逆变型分布式电源(NDG)位置,如图3
所示,其中 K、F、J、Q、R、S虚线部分为不同类型分

布式电源可能接入位置。在f1、f2 和f3 等不同故

障点故障时,参与故障隔离操作的开关组合情况如

表1所示。

S″

S′

f2

f1

f3S

D

A B C E G I H

JQF
DG

M
N O P

K DG

DG

DG

DGR

L

DG
S

图3　不同分布式电源接入情况

Figure3　Accesssituationtodifferent

distributedpowersources

表1　不同接入情况下参与隔离操作的开关组合

Table1　Switchcombinationsinvolvedintheisolation

operationunderdifferentaccessconditions

DG接入位置

TDG NDG

故障时开关组合

f1 f2 f3

K F、J S、K、B B、F、E I、J

K Q、J S、K、B B、E I、J

J F、K S、K、B B、F、G I、J

J Q、K S、K、B B、G、Q I、J

J、K F、Q S、K、B B、F、G、Q I、J

5.2　保护出口时序动态优化

在文5.1中的故障网络拓扑分析基础上,分析

保护的出口时序配合范围。当故障发生在f1 上

时,对于下行方向的保护时序定值,参考保护的动作

输出Pdown ,有开关 A、K、S需进行时序整定。进一

步考虑开关是否具备故障隔离操作条件Ŝ ,则开关

A被排除在时序配合范围外。综合以上考虑,针对

f1 处故障,下行方向上只需要完成开关S与 K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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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序整定,即开关S、K将在Δt的时间内快速动作。

对于上行方向的保护定值时序,参考保护动作

输出Pup ,由开关B、C、E给出故障判断结果。进一

步考虑开关是否具备故障隔离操作条件Ŝ ,由于开

关B、C、E均具备条件,上行方向上的保护动作时序

定值将由此3个开关共同决定,而不需要计及其他

开关的配合关系。

因此,根据故障时下行和上行的保护定值的分

析,保护的时序定值结果为

T=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S
[∞ Δt2Δt ∞ 3Δt ∞ ∞ ∞ ∞ ∞ ∞ Δt Δt]

从保护定值的时序定值结果可知,保护的动作时序

不再需要考虑线路全长的各级保护单元,保护动作

时序可以得到尽可能大的缩小,与此同时,还兼顾了

开关的动作特性。

5.3　重合闸的效益判断

假设重合闸时间为ΔT1=2s,转供完成时间为

ΔT2=60s,检修时长为 ΔT3 =5400s,瞬时故障

发生概率为2%。当故障位于f2 处,故障发生时将

动作于开关B、F、E,如不采取重合闸措施或重合闸

失败,则动作开关C、E将故障隔离,并合上开关B,

S′恢复系统供电。因此,当故障发生在f2 时,可以

预先计算出

ΔImaintain=ILD_down
S -ILD_down

B +ILD_down
E =ILD

H +ILD
L

ΔIrecover=ΔIup
recover+ΔIdown

recover=ILD
D +ILD

L +ILD
H

分析采取重合闸策略将造成负荷损失时长达到

Hy=1176.8A·s;不采取重合闸策略将造成负荷

损失时长达到Hn=1160A·s。因此,当故障发生

在f2 处时,可以判断不采取重合闸策略将得到更

好的复电效益。

当故障位于f3 处,故障发生时将首先动作于

断路器I、J。因此,当故障发生在f3 时,可以预先

计算出:

ΔImaintain=ILD_down
S -ILD_down

I =ILD
D +ILD

L

ΔIrecover=ΔIup
recover+ΔIdown

recover=ILD
D +ILD

L

分析采取重合闸策略将造成负荷损失时长达到

Hy=105840.8A·s;不采取重合闸策略将造成负

荷损失时长达到Hn=108000A·s。因此,故障发

生在f3 时可以判断采取重合闸策略将得到更好的

复电效益。

从不同故障情况下负荷损失结果的分析可以看

出,不同故障点分布将得到不同的重合闸选择,这意

味着融合故障信息可以避免重合闸选择的盲目性,

取得更好的保护效果。

6　结语

为充分发挥运行方式与故障信息在配电网继电

保护策略中的优化作用,本文设计了继电保护策略

两级优化方法。首先,基于运行方式实现保护故障

辨识环节的动作定值整定,以取得故障辨识信息;然

后,根据故障信息实现出口决策环节的优化整定。

在所述分析方法的辅助下,配电网保护能够取得以

下效果:

1)配电网保护能够基于故障网络拓扑分析,判

断开关与故障点及电源的串联关系,兼顾负荷开关

动作能力获得合理的故障隔离策略;

2)配电网保护能够根据保护出口配合分析,缩

小保护的配合范围,进而缩小保护的出口时限;

3)配电网保护能够根据不同故障点的重合闸效

益分析,给出是否采取重合闸以获得更好的保护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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