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填空题：  

1、变压器气体保护的作用是保护变压器内部线圈短路或铁芯故障，

并反映变压器油面    下降   。   

2、变压器瓦斯保护分为轻瓦斯和重瓦斯保护，其中重瓦斯保护动作

于跳闸，轻瓦斯保护动作于发信号。  

3、BCH 一 2 型差动继电器，其短路线圈的作用是为了躲变压器励磁

涌流 。  

4、差动保护因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型号不同而产生不平衡电流，

解决办法是在整定计算时引入同型系数。  

5、变压器差动保护由于变压器调压抽头改变而产生不平衡电流，解

决办法是在整定计算时提高保护动作值。  

6、采用 BCH-2 构成的变压器差动保护的基本侧是以流入差动继电

器的二次电流的大小决定的。  

7、为了防止变压器外部短路引起变压器线圈的过电流及作为变压器

本身差动保护和气体保护的后备，变压器必须装设相间短路过电流保

护。  

8、中性点直接接地的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应

装于中性点引出线上。  



9、单母线分段接线的双绕组变压器，相间短路后备保护第一时限应

断开分段断路器，第二时限断开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10、变压器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负序电压主要反应不对称

短路故障，正序电压反应三相对称短路故障。?  

11、双绕组降压变压器复合过电流保护，电压元件应接于低压侧电

压互感器上。  

 

二、选择题： 

1.对于单侧电源的双绕组变压器，采用带制动线圈的差动保护，其制

动线圈 B 

(A)应装在电源侧；(B)应装在负荷侧；(C) 应装在电源侧或负荷侧；

(D)可不用。  

2、当变压器外部故障时，有较大的穿越性短路电流流过变压器，这

时变压器的差动保护 C。  

(A)立即动作；（B）延时动作；（C）不应动作；（D）视短路时间

长短而定。  

  

3、变压器励磁涌流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 A。  

（A）6-8 倍；（B）1-2 倍；（C）10-12 倍；（D）14-16 倍。  



  

4、变压器励磁涌流的衰减时间为 B。  

（A）1.5-2s ；（B）0.5-1 s ；（C）3-4 s ；（D）4.5-5 s 。  

  

5、变压器差动保护差动继电器内的平衡线圈消除哪一种不平衡电流

B  

（A）励磁涌流产生的不平衡电流；（B）两侧相位不同产生的不平

衡电流；（C）二次回路额定电流不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D）两

侧电流互感器的型号不同产生的不平衡电流。  

6、谐波制动的变压器纵差保护中设置差动速断元件的主要原因是 B。  

（A）为了提高差动保护的动作速度；（B）为了防止在区内故障较

高的短路水平时，由于电流互感器的饱和产生高次谐波量增加，导致

差动元件拒动；（C）保护设置的双重化，互为备用；（D）为了提

高差动保护的可靠性。  

  

7、气体（瓦斯）保护是变压器的 C。  

(A)主后备保护；（B）内部故障的主保护；（C）外部故障的主保护；

（D）外部故障的后备保护。   



8、变压器过励磁保护是按磁密 B 正比于 B 原理实现的。  

（A）电压 U 与频率 f 的乘积；（B）电压 U 与频率 f 的比值；（C）

电压 U 与绕组线圈匝数 N 的比值；（D）电压 U 与绕组线圈匝数 N

的乘积。  

三、判断题：  

1、变压器的故障可分为内部故障(变压器油箱里面发生的各种故障)

和外部故障(油箱外部绝缘套管及其引出线上发生的各类故障)。( √ )  

2、气体保护能反映变压器油箱内的各种短路、运行比较稳定、可靠

性比较高，因此能完全取代差动保护的作用。（ × ）  

3、变压器在运行中补充油，应事先将重瓦斯保护改接信号位置，以

防止误动跳闸。（  √）  

4、变压器气体继电器的安装，要求变压器顶盖沿气体继电器方向与

水平面具有 1% －1.5% 的升高坡度。( √ )  

5、Y，d11 组别的变压器差动保护，高压侧电流互感器（TA）的二

次绕组必须三角形接线。（√  ）  

6、变压器励磁涌流和短路电流均包含有很大成分的非周期分量，往

往偏于时间轴的一侧。（ × ）  

7、在空载投入变压器或外部故障切除后恢复供电等情况下，有可能

产生很大的励磁涌流。（ √ ）  



8、当变压器发生少数绕组匝间短路时，匝间短路电流很大，因而变

压器气体保护和纵差保护均会动作跳闸。（×  ）  

9、中性点接地的三绕组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的差别

是电流互感器装设的位置不同。三绕组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装于变

压器的中性线上，而自耦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则分别装于高、中

压侧的零序电流滤过器上。( √ )  

10、对于分级绝缘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或经放电间隙接地时应

装设零序过电压和零序电流保护，以防止发生接地故障时因过电压而

损坏变压器。( √ ) 

11、变压器的气体保护范围在差动保护范围内，这两种保护均为瞬

动保护，所以可用差动保护来代替气体保护。（× ）  

12、对只有两回线和一台变压器的变电所，当该变压器退出运行时，

可以不更改两侧线路保护定值，此时不要求两回线相互之间的整定配

合有选择性。（ √ ）  

四、问答题：  

1、什么是瓦斯保护？有哪些优缺点？  

答：（1）当变压器内部发生故障时，变压器油将分解出大量气体，

利用这种气体动作的保护装置称为瓦斯保护。 



（2）瓦斯保护的动作速度快、灵敏度高，对变压器内部故障有良好

的反应能力，但对油箱外套管及连线上的故障反应能力却很差。  

2、瓦斯保护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1）变压器内部的多相短路。（2）匝间短路，绕组与铁芯或

与外壳间的短路。（4）油面下降或漏油。（5）分接开关接触不良

或导线焊接不良。 

3、变压器励磁涌流具有哪些特点?  

答：(1)包含有很大成分的非周期分量，往往使涌流偏于时间轴的一

侧。 

(2)包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并以二次谐波成分最大。 

(3)涌流波形之间存在间断角。 

(4)涌流在初始阶段数值很大，以后逐渐衰减。  

4、变压器空载合闸时励磁涌流的产生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1)铁芯中的剩余磁通； (2)铁芯磁通不能突变； 

(3)合闸时电压初相角； (4)铁芯极度饱和。  

5、变压器通常装设哪些保护装置？  



答：变压器通常装设的保护有：瓦斯保护、电流速断保护、综差保护、

复合电压起动的过流保护、负序电流保护、零序电流保护、过负荷保

护。 

6、变压器差动保护不平衡电流是怎样产生的？ 

答：:(1)变压器各侧电流互感器型号不同； 

(2)变压器两侧的电流相位不同； 

(3)电流互感器标准变比与计算变比不同； 

(4)变压器调压分接头改变；改变； 

(5)变压器励磁涌流。  

 

7、全绝缘和分级绝缘变压器接地保护有何异同？  

答:变压器接地保护均应装设反应零序电流、零序电压保护；对全绝

缘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发生接地故障后，中性点接地变压器先切除；对

分级绝缘的变压器并列运行发生接地故障后，应将中行点不接地变压

器先切除。  

填空题：  

1、发电机定子绕组的故障主要是指定子绕组的相间短路、匝间短路和单相

接地短路。  

2、发电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纵差动保护不会动作。  



3、发电机定子绕组发生单相接地，当接地电容电流大于 5 安时，

保护动作于跳闸。 底页二，必须包含以下内容，除此之外学生可灵

活书写：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书写以下内容： 

（一）实习目录：实习内容条理总述 

（二）前言：说明实习的目的、任务、过程。 

概述本次实习课程的性质、任务，××专业班级在××地方（主

要场地）进行了多长时间的××实习教学等内容。 

（三）实习目的在测量的过程中,所得数据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我们应该不气馁,

坚持重测、重新计算,一次次地练习,一次次得提高测量水平,不断在教训中获得宝贵经验.在这

里要感谢老师的指导,实训之初,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多亏的老师的耐心讲解,才使我

们解决了不少测量中的难题.  

通过实际的测量实训,让我学到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东西,主要是熟悉了水准仪、全站仪的

用途及其使用方法,掌握了仪器的检验和校正方法等.最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对仪器

的实际操作能力,巩固了理论教学知识的同时,也拓展了与同学之间的交际合作的能力  

首先,通过实际操作,我基本掌握了课堂所学的测量学知识,知道如何正确使用水准仪、全

站仪测量距离、角度、高差等.既然是要测量就离不开实践.实践是对测量学知识的最好检验,

只凭在课堂上的听课,我并没有掌握很多具体知识,尤其是对仪器的使用更是一塌糊涂. 

当第一天开始测量的时候,我的心里还一阵发愁,当真正接触的时候,发现其实并没有想

象中难,听别人一说或者翻阅一下课本,然后自己动手操作一遍,就基本掌握了方法.但要想提

高效率和测量精度,则需要经过不断地操作练习了.  

其次,我懂得了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特别是在使用全站仪这样

精密的仪器时,更要做到精益求精. 

因为稍有差错就可能导致数据的偏差很大,更会导致以后其它点的测量出错,最终导致数

据计算的错误,比如我们刚开始测量角度时,一个基准点没有瞄准,导致一个角度偏小,然后角

度的闭合差也不符合要求,经过校验,才发现问题出在哪儿。 

（1）实验仪器的整平对实验数据的误差有很大的影响；  

（2）水准测量和水平角测量均需检查闭合差,超过差限则一定要重新测；  

（3）要注意计算问题,计算最好由两个人完成,一个初步的计算,一个检验,不过,在此过程当中,

也还是出现了计算错误的问题,我们在不断的重复检验之中算出了正确的数值,尽量让误差减

少到了最少.。 

通过这次实训,让我体会到了团队精神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测量学的严谨性,无论是少了

中间的哪一环都无法完成任务,任何一个步骤、环节,都少不了,也出不得错,一步错步步错,因

此,测量学才有“从整体到局部、先控制后碎部”的工作原则,并要求做到“步步有检核”.当然,

搞好测量既离不开团队的合作,也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 



 

 

 

 

 

 

 

 

 

 

 

就整个测量实训来说,我们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不过这其中也反映出了我们还有许多的

不足,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逐一克服,不断提高我们的测量水平。 

 

 

与该门实习课程教学大纲（或实习教学任务书、指导书）要求一

致。 

（四）实习内容 

叙述测量的顺序、方法、精度要求、计算成果及示意图等。分项

记录本次实习教学的全部内容，每一项含原理、操作过程、结果等。 

（五）实习心得 

介绍实习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处理方法、对实习的意见和建议等。

学生个人做本次实习的总结。 

（四）成绩评定 

1、考核的依据是 

实习中的表现，出勤情况，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实际作业技

能的熟练程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成任务的质量，所交成果

资料及仪器工具保护的情况、实习报告的编写水平等。  

2、考核的方式有 



进行口试质疑、笔试或操作演示

等。

、说明

凡违反实习纪律或缺勤累计达到或超过 2 天、实习中发生吵架

事件、损坏仪器工具几其他公物、未按时上交成果资料和实习报告，

抄袭他人成果、伪造成果等，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则本次实习成绩均

作不及格处理。 

四、实习期间小组长的责任： 

1 、实习期间的各项工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组长要切实负责．合

理安排，使每人都有练习的机会，组员之间应团结协作，密切配合，

以确保实习任务顺利完成。 

① 随时掌握小组的实习进度，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任务，没

有完成任务，就没有实习成绩。 

② 带领小组成员，搞好团结，服从统一安排，决不能随心所欲，

无组织无纪律，保证每个同学认真参加实习，学习知识，以达到有效

的实习目的。 

③ 实习期间，负责保管好小组的各项实习资料，不得丢失，实

习完后，负责收集和上交全部资料（包括小组成员个人上交资料）。 

④ 负责受护好小组所使用的各种仪器和工具，不得损坏和丢失。 

⑤ 负责本小组成员的考勤，严格作好详细记录，以备老师随时

检查。 

2 、实习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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