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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保护题库(填空部分) 

1。继电保护的可靠性是指保护在应动作时（不拒动），不应动作时(不

误动). 

2。反应故障电流增大而动作的保护称为（过电流保护）。 

3。欠量动作的继电器其动作值是指能使继电器动作的(最大值）. 

4.电力系统相间短路的形式有（三相短路)和(两相短路). 

5。电力系统接地短路的形式有(两相接地短路）和（单相接地短路)。 

6.对本元件的主保护起后备作用的保护称为（后备保护）。 

7。变压器差动保护的不平衡电流分(稳态)不平衡电流和（暂态)不平

衡电流. 

8.接地系统是指(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和（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 

9．对于距离保护后备段，为了防止距离保护超越，应取常见运行方

式下（最小）的助增系数进行计算。   

10．对于零序电流保护后备段,为了防止零序电流保护越级,应取常见

运行方式下(最大）的分支系数进行计算。 

11。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能够对线路接地故障进行保护的主要有：

（纵联)保护、（接地距离）保护和（零序）保护。 

12.纵联保护的通道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电力线载波）、(微波）、(光

纤)、和（导引线）. 

13。高频保护通道设备主要指：高频电缆、结合滤波器、（耦合电容

器）、（阻波器）。 

14。分相电流差动保护是通过架空地线复合光缆经光电转换，比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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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两侧电流的(相位）和（幅值)，来判别故障点范围的. 

7。通信系统中通常以（dB）作为电平的计量单位。 

8.在大量采用纵差保护之前,我国的线路纵联保护信号大致有三种：

分别是① (闭锁)信号；② (允许)信号；③ （命令)信号. 

9。闭锁式纵联保护跳闸的必要条件是高值起动元件动作且正方向元

件（动作),反方向元件（不动作)，收到过闭锁信号而后信号又消失。  

10．闭锁式高频方向保护在故障时启动发信，而（正向元件动作）时

停止发信。其动作跳闸的基本条件是(正向元件动作且收不到闭锁信

号). 

11.闭锁式高频保护在区外故障时，两侧都先(启动发信）。一侧正方

向元件动作使高频信号停止；另一侧正方向元件不动作，通道上(高

频信号）不会消失,故线路不会跳闸。  

12．高压线路的纵联方向保护中通常采用任一反方向元件动作,立即

闭锁正方向元件的停信回路，目的是防止故障（功率倒向）时保护误

动作。   

13．现代微机式高频方向保护中普遍采用正、反两个方向元件，其中

反方向元件动作要比正方向元件动作(灵敏）。   

14．方向高频保护是比较线路两端（功率方向)，当满足(功率方向同

时指向线路）条件时,方向高频保护动作.   

15．故障时发信的闭锁式方向高频保护（不受）振荡影响，区内故障

伴随高频通道破坏，保护(可以）动作。   

16．负序方向高频保护(不受)振荡影响，在线路发生对称三相短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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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动作。 

15。线路闭锁式纵联保护启动发信方式有：（保护）启动、（远方)启

动和手动启动。   

16.220kV 线路闭锁式纵联保护的停信回路有（本保护停信）、(断路

器跳闸位置停信）和(其他保护停信）. 

17。某断路器距离保护 I段二次定值整定 1Ω，由于电流互感器变比

由原来的600/5改为750/5，其距离保护I段二次定值应整定为（l.25）

Ω。 

18．助增电流一般使测量阻抗(增大），汲出电流一般使测量阻抗（减

小）。  

19．复合电压过电流保护的电压元件两个继电器只要有一个动作，同

时（过电流继电器）动作，整套装置即能启动。 

20。零序电流方向保护是反应线路发生接地故障时零序电流分量和

（零序电压分量）的多段式零序电流方向保护装置。 

21.零序功率方向继电器靠比较（零序)电流与（零序）电压之间相位

关系来判断. 

22。重合闸一般有 4种工作方式，即:（综合）重合闸方式、(单相）

重合闸方式、(三相）重合闸方式、（停用）重合闸方式。   

23．重合闸的启动方式有（保护）启动和（断路器和把手位置不对应)

启动两种方式。   

24．采用单相重合闸的线路,当断路器单相偷跳时,可通过（重合闸的

不对应启动方式)将断路器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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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压线路保护总动作时间 0.08s,重合闸时间 1s，断路器动作时间

0。06s ，则故障切除时间为(0.14s）。  

95．线路两端配有同期无压检定的重合闸,若线路一端的重合闸检定

方式为(同期检定)，另一端的重合闸检定方式为（无压检定和同期检

定)。  

96．重合闸检无压侧应同时投（检同期)。 

2 ．母线差动保护起动元件的整定值，应能避开外部故障的（最大

不平衡)电流。  

3 ．断路器失灵保护按(断路器)配置。   

4 ．断路器失灵保护，是近后备中防止（断路器）拒动的一项有效

措施，只有当远后备保护不能满足（灵敏度）要求时，才考虑装设断

路器失灵保护.  

 

5 ．断路器失灵保护由（保护跳闸接点与相关电流判别元件以“与"

方式)起动，当断路器拒动失灵保护动作后切除（失灵断路器所在母

线上的所有）断路器.  

6 ．断路器失灵保护时间定值的基本要求：断路器失灵保护所需动

作延时,应为（断路器跳闸时间）和（保护返回时间之和）再加裕度

时间。   

7 ．断路器失灵保护的延时均(不需）与其他保护的时限配合,因为

它在其他保护（动作后）才开始计时。   

8 ．断路器失灵保护相电流判别元件的动作时间和返回时间均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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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20ms )。  

25．如 3/2 断路器接线形式变电站某线一线串的中间断路器拒动,应

采用（远方跳闸装置)，使(线路对端断路器跳闸并闭锁其重合闸)的

措施。  

26．如断路器与电流互感器之间发生故障不能由该回路主保护切除形

成死区,而由其他线路和变压器后备保护切除又将扩大停电范围，并

引起严重后果时,应装设（断路器失灵)保护。   

27.220kV 双母线运行方式下,当一组母线故障,母线差动保护动作而

母联断路器拒动时，需由母差保护中的母联失灵回路或(对侧线路的

后备保护）来切除（非故障母线).   

28．为了保证在电流互感器与断路器之间发生故障时，本侧断路器跳

开后对侧（高频保护）能快速动作,应采取的措施为(母差或断路器位

置）跳闸停信。  

29．将母线上所有各连接元件的电流互感器均按同名相、同极性连接

到差动回路的保护称之为母线（完全差动保护)；只将母线上所有电

源元件的电流互感器均按同名相、同极性连接到差动回路、而无电源

元件的电流互感器不接入差动回路的保护称之为母线（不完全差动保

护)。   

30．母差保护配置电压闭锁元件主要为了防止（差动继电器误动作或

误碰出口中间继电器造成母差保护）误动。   

31．当母线内部故障有电流流出时，应(减小)差动元件的比率制动系

数,以确保内部故障时母线保护正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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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在电流相位比较式母线差动保护装置中，一般利用（差动继电器)

继电器作为启动元件，利用(相位比较)继电器作为选择元件。   

33．在母线倒闸操作过程中，需将双母线完全电流差动保护切换成由

启动元件直接切除双母线的方式，但对隔离开关为就地操作的变电

站，为了确保人身安全，此时,一般需将（母联)断路器跳闸回路或控

制电源断开. 

34．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是所有并联运行变压器的变比相等、（短

路电压）相等和（绕组接线组别）相同。   

35．变压器故障主要类型有：各相绕组之间发生的（相间短路）,单

相绕组部分线匝之间发生的(匝间短路），单相绕组或引出线通过外壳

发生的单相接地故障等. 

36．微机变压器保护装置所用的电流互感器宜采用（Y或星)形接线，

其相位补偿和电流补偿系数由(软件）实现.   

37．变压器差动保护为了减小不平衡电流，常选用一次侧通过较大的

短路电流时铁芯也不至于饱和的电流互感器，一般选用(D ）级电流

互感器。 

38．区分变压器励磁涌流和故障电流的常用判据有（2 次谐波制动）

原理、（波形对称比较)原理、(间断角）原理。   

39。500kV自耦变压器由于是单相变压器组而具备了采用分相差动的

条件。这种差动保护的优点：一是组成差动回路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可

以一律接成（星形)，使得保护变压器相间故障与接地故障具有相同

灵敏度;二是它不像传统差动保护那样受(励磁涌流）的影响,从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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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整定值提高灵敏度。   

40．变压器短路故障的后备保护,主要是作为(相邻元件）及（变压器

内部故障）的后备保护.   

41．变压器中性点间隙接地的接地保护采用（零序电流继电器）与（零

序电压继电器）并联方式构成，带有 0.55 的时限.   

42．中性点放电间隙保护应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刀闸断开后（投入),

接地刀闸合上前（断开）。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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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序过压）和(间隙过流）保护,以防止发生接地故障时，因过电

压而损坏变压器.  

44．自耦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各侧）都应装设，至少要在送电侧和

（负荷侧)必须装设。 

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动作投(信号）。   

45．对变压器绕组故障，差动保护的灵敏度(小于)瓦斯保护.  

46．变压器瓦斯保护，轻瓦斯作用于(信号）;重瓦斯作用于（跳闸)。 

二次回路标号按“（等电位）”的原则标注,即在电气回路中,连于一点

上的有导线需标以相同的回路标号。   

47．中央信号装置由(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组成,预告信号一般分为

(瞬时）和(延时）两种。  

48．信号回路要求动作可靠,反映保护动作的信号须自保持，只可以

（人工复归).  

49．继电保护所用的电流互感器稳态变比误差不应大于（10％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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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误差不应超过（ 7°）.   

50．在电压回路中,当电压互感器负荷最大时，至保护和自动装置的

电压降不得超过其额定电压的（3%）.   

51．电压二次回路一相、两相或三相同时失压,都应（发出警报）,

闭锁（可能误动的）保护。   

52．保护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电压切换时,应检查并保证在切换过程

中不会产生(反充电）,应同时控制可能误动保护的正电源. 

保护用 10P20 电流互感器,是指互感器通过短路电流为（ 20 )倍额定

电流时，稳态变比误差不超过( 10％ ）.   

53。10％的误差曲线，是供给继电保护人员校验电流互感器的（准确

度)用的曲线，曲线上任一点,均表明电流互感器误差 10%时,一次电

流下允许的二次最大负载(阻抗）。   

54．电流互感器不能满足 10%误差要求时可采取的措施有：①增大二

次电缆截面；②串接备用互感器；③改用容量大的互感器；④(增大

电流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   

55．当电流互感 10％误差超过时,可用两组同变比的互感器绕组（串

接)的方法，以提高电流互感器的（带负载）能力.   

56．电流互感器的二次负担等于(电流互感器两端电压)与（电流互感

器绕组内流过的电流）的比。 

57．用于 220~500kV 大型电力变压器的电流互感器应选用 P 级或 TP

级，P级是一般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其误差是在（稳态正弦一次电流)

条件下的误差,TP 级电流互感器可用于暂态条件下工作,是有（暂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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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要求的保护用电流互感器。   

58．暂态型电流互感器分为 TPS、（TPX），(TPY），(TPZ)四个等级。  

59．有一组电流互感器有 TPY 和 TPS 两种等级，母差保护电流回

路应选择接入（ TPS ）级二次绕组中，线路保护电流回路应选择

接入（  TPY )级绕组回路中。  

60．电流互感器二次不得(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不得(短路）。 

61．变压器的瓦斯保护应做到防水、防（油渗漏）及密封性好。 

62.应注意校核继电保护通信设备传输信号的（可靠性和冗余度）， 设

备的问题而引起保护不正确动作. 

63.110kV 线路宜采用（远)后备保护，220kV 线路保护宜采用(近）

后备保护。 

64．电网继电保护的整定不能兼顾速动性,选择性或灵敏性时按下列

原则取舍：局部电网服从整个电网;下一级电网（服从）上一级电网;

局部问题（自行消化）； 尽量照顾局部电网和下级电网的需要；保证

重要用户供电。  

65．电力设备由一种运行方式转为另一种运行方式的操作过程中,被

操作的有关设备均应在(保护的范围内），部分保护装置可短时失去

（选择性)。 

66．高压电网继电保护的运行整定，是以保证电网（全局）的(安全

稳定运行）为根本目标的。   

67．继电保护技术监督应贯穿电力工业的全过程,在发、输、配电工

程初设审查、设备选型、（运行维护)、(设计）、（审查）、（安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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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实施继电保护技术监督。   

68．电力系统故障动态记录装置的主要任务是记录系统大扰动如短路

故障、系统振荡、频率崩溃、电压崩溃等发生后的有关(系统电参量

的变化过程）及（继电保护与安全自动装置）动作行为。   

69．继电保护后备保护逐级配合是指（灵敏度)及（动作时间）上，

与上一级线路或元件的继电保护整定值相互配合. 

70。零序电流保护的速动段,在恢复三相带负荷运行时，不得因断路

器的短时(三相不同步）而误动作。如果整定值躲不过，则应在重合

闸后增加（0.1s）的时延. 

71.变压器各侧的过电流保护按（躲变压器额定电流）整定,但不作为

短路保护的一级参与选择性配合,其动作时间应（大于）所有出线保

护的最长时间.  

72。220kV 变压器的中性点经间隙接地的零序过电压保护定值一般

可整定( 180V ）。 

73。在某些条件下必须加速切除短路时,可使保护(无选择性)动作。

但必须采取补救措施。如重合闸和备自投来补救. 

74。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接地点的正确设置方式是：电流互感器的二

次侧只允许有(一个）接地点，对于多组电流互感器相互有联系的二

次回路接地点应设在(保护室）。   

75．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安装位置的选择，既要考虑消除（保护死区）,

也要尽可能消除（电流互感器本身故障）所产生的后果。  

76．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的检验分三种：新安装设备的验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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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装置的定期检验、运行中装置的补充检验，其中定期检验分全

部检验、（部分检验)、（用装置进行断路器跳合闸检验）。 

77。新投运的保护装置应在第一年内进行一次（全部）检验。 

78。带方向性的电流保护、距离保护、差动保护等装置，在新投运或

设备回路经较大变动时，必须用（一次电流)和(工作电压)来检验其

电流、电压回路接线的正确性.  

79．对电流继电器,通以（1。05）倍动作电流及保护装设处可能出现

的最大短路电流检验其动作及复归的可靠性。对低电压继电器应加入

(最高)运行电压并检验，应无（抖动）现象.   

80．保护实测动作时间与整定时间误差最大值不得超过整定时间级差

的（10 %）.  

81．用于超高压的电网保护,直接作用于断路器跳闸的中间继电器，

其动作时间应小于(10ms ).   

82．实际工作中，只能用(整组试验）的方法检验保护回路和整定值

的正确性.  

83．保护装置进行整组试验时，不宜用(将继电器接点短接的）办法

进行.传动或整组试验后不得（再在二次回路上进行任何工作），否则

应作相应的试验。  

84．检查微机型保护回路及整定值的正确性的方法是(只能用除由电

流电压端子通入与故障情况相符的模拟量外,保护装置处于投入运行

完全相同状态的整组试验方法）。   

85．微机保护装置内部电压变换器变比的测量值与标准值相差一般应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0812013206

100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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