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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现有母线保护数据模型缺少对母联死区和母联充电保护数据模型的

定义'结合智能变电站相关技术规范$分析了母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的输入%输出及定值等

数据$并建立了
V1OG#"

母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的数据模型$完善了母线保护的逻辑建模$

对智能变电站保护数据模型配置及相关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保护数据模型&智能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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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1A#?"*

!!

智能变电站是智能电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

变电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用
WI1A#?"*

通信标准'

WI1A#?"*

标准采用面向对象思想对物理设备进行

了抽象$建立了一%二次设备及其相互关系的数据模

型$从而实现对整个变电站的数据建模'因此$使用

WI1A#?"*

标准进行设备数据建模是智能变电站的

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智能变电站的推广应用$基于

WI1A#?"*

的数据建模已进入应用阶段'由于早期

WI1A#?"*

标准还不够完善$同时其约定的保护逻辑

节点类与国内使用习惯存在较大的差距$缺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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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保护逻辑节点类和数据类的定义$无法表达保

护深层次语义的差别(

#

)

$这样致使国内各研究人员

和厂家在理解与实现这些未定义的逻辑节点类和数

据类上存在差异'国家电网公司在4

WI1A#?"*

工程

继电保护应用模型5标准中对
WI1A#?"*

的数据建模

进行了基本模型%服务及扩展规则的统一规范(

$

)

$但

仍然有少数保护数据模型在标准中未提及或建立的

数据不够完善$例如缺少母联2死区保护3和2充电保

护3的详细数据模型'笔者运用
WI1A#?"*

建模思想

和
O1Q

配置方法$以某智能变电站为例$针对保护

建模时所遇到的缺少2死区保护3%2充电保护3两个

问题在工程应用中展开分析并给予解决'

8

!

智能变电站保护数据模型存在问题

WI1A#?"*>C>B

标准对于保护功能节点的规范与

我国国情结合得不紧密$也未兼顾不同厂家的实现$

使保护装置信息模型的建模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这

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保护控制字设置%保护闭锁逻辑

的定义%保护投退功能的实现%保护事件数据的扩充

以及保护测量值传输等方面(

!

)

'目前国内智能变电

站采用的数字式保护模型与
WI1A#?"*

标准中现有

数据模型不匹配$同时需配置的保护数据模型在

WI1A#?"*

标准中无相应数据模型'在有双母接线的

国内智能变电站中$母线保护装置中基本上配置有母

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但母联死区保护和充电

保护数据模型并未在
WI1A#?"*

标准中定义$而且国

网公司
$*#*

最新发布的
WI1A#?"*

工程继电保护应

用模型中也无母联死区保护逻辑节点的规范和补充&

而充电保护仅在标准的注释中简单提到为过电流保

护逻辑节点
VHb1

的不同实例$使用逻辑节点名

2

12/VHb1

3

(

$

)

$但充电保护的数据并未补充和细化$

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些特殊保护数据模型的配置'

9

!

特殊保护数据模型配置研究

9:8

!

保护数据模型相关的逻辑节点和数据

与保护逻辑节点相关的逻辑节点包括有用于系统

服务的物理信息节点
QVN<

和系统服务节点
QQ)*

$用

于测量的基本测量节点
LL@6

和序分量计算节点

LÒW

$用于输入输出的状态信息输入节点
]]Wb

和跳

闸输出节点
VHd1

$闭锁逻辑节点
]]Wb

$保护控制字逻

辑节点
]]Wb

$用于事故分析的扰动记录节点
d<dI

'

与保护相关的数据有装置系统参数定值%保护定值%控

制字%功能软压板%

]bbOI

软压板等'

在保护定值建模时$保护定值按面向
Q)

对象

分散放置$一些多个
Q)

公用的启动定值和功能软

压板放在
Q)*

下'定值单采用装置
W1<

文件中定

义固定名称的定值数据集的方式'数据集包括装置

参数数据集
V/-/J8:8-

%定值数据集
K9O8::5.

3

%保护

动作事件数据集
K9H-5

S

W.0&

%保护告警事件数据集

K9̂ /-.5.

3

%保护自检事件数据集
K9E'/-J

%保护测

量信息数据集
K9d8'/

;

E5.

%保护开入信息数据集

K9d8'/

;

<5.

%保护录波信息数据集
K9d8'/

;

d8=

%保护

软压板数据集
K9d8'/

;

I./

等'

9:9

!

逻辑节点及数据对象实例化建模

参照厂家经验$给出配置方法研究'在
Q)

实

例化建模时$同一种保护的不同段分别建不同实例$

同一种保护的不同测量方式分别建不同实例'逻辑

节点实例化表现为前缀"

V-805U

#

\

逻辑节点类

"

Q)1QEOO

#

\

逻 辑 节 点 的 实 例 名$如 用

2

12/VHb1#

3来表示充电过流
W

段保护$逻辑节点

实例前缀
V-805U

可以由多组约定的标识代码构成$

以补充逻辑节点的语义$通过2

V-805U\Q)1QEOO

3

形式的逻辑节点能表达保护信息的深层次语义'当

一个
Q)

中的
<b

若需要重复使用时$应按加阿拉伯

数字后缀的方式扩充'软压板在
QQ)*

中统一加
I./

后缀扩充'需要统一扩充的逻辑节点类和数据类的

定义需符合
<Q

,

H?A*(CB

要求&按照
WI1A#?"*

标准

扩充的数据对象应包含数据的命名空间
K/:/)9

数据

属性$非扩充的数据则可以不包含该数据属性'根据

国网最新标准4

WI1A#?"*

工程继电保护应用模型5扩

充信号和定值的命名空间为2

O]11

!

$**G

3$并在装置

的
W1<

模型的
K/:/)9

中应标明&统一扩充的数据用
I

表示$国网标准化中定义的定值用
IO]

表示$各厂家

统一规范的自定义定值用
Ib

表示'

9:;

!

特殊保护数据模型配置

下面以南京南瑞母线保护装置的母联死区保护

和母联充电保护为例$讨论保护数据模型配置在国

内智能变电站的应用'

根据
WI1A#?"*

标准$微机母线保护装置
WI<

的母联死区保护和充电保护逻辑设备
Q<

接收电流

互感器逻辑节点"

H1Hd

#%电压互感器逻辑节点

"

H%Hd

#上传的电流%电压采样值$通过运算及逻辑

判断$当此数值超过保护的整定值时$母联死区保护

逻辑节点和充电保护逻辑节点动作$经保护跳闸逻

辑节点
VHd1

的
H-

跳闸出口信号将向断路器逻辑

节点"

@1Dd

#发出跳闸信号$同时将该事件上报到

人机接口'为更好地理解母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

保护的保护数据模型$需先了解与母线保护相关的

逻辑 节 点$共 有
QQ)*

%

QVN<

%

H%Hd

%

H1Hd

%

LL@6

%

VHd1

%

d<dI

%

]]Wb

$如表
#

所示'

CB

第
#$

期
!!!!!!!!!!!!

罗
!

建$等!智能变电站保护数据模型配置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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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

母线保护相关的逻辑节点

逻辑节点 逻辑节点类
L

,

b

基本逻辑节点

管理逻辑节点
QQ)* L

物理设备逻辑节点
QVN< L

母线相关逻辑节点

电流互感器
H1Hd L

母线电压互感器
H%Hd b

母线电压测量
LL@6 b

母线大差电流测量
LL@6 b

母线失灵动作
dDdF L

辅助功能

保护动作
VHd1 L

故障录波
d<dI L

保护自检

保护自检告警
]]Wb L

]bbOI

和
O%

接口

间隔位置输入
]]Wb b

间隔其他开入
]]Wb b

采样值输入
]]Wb b

间隔跳闸%闭重%起失灵出口
VHd1 L

$(!(#

!

母联死区保护数据模型配置

由母联死区保护的原理和逻辑框图可知$母联

死区保护是由母联过流元件%复合电压闭锁元件%时

间元件等构成$其出口跳
'

母或
(

母上的各连接元

件$为防止母联在跳位时发生死区故障将母线全切

除$当两母线都处运行状态且母联在跳位时母联电

流退出小差计算'分析母联死区保护的输入输出量

及事故记录可知输入信号有母联电流%

#

母电压%

$

母电压%母联
H +̂

%大差比率差动元件%

#

母比率差

动元件%

$

母差比率差动元件%母差跳
#

母%母差跳
$

母&输出信号有死区跳
#

母%死区跳
$

母%母联电流

退出小差&故障录波信号有故障序号%暂态录波状态

等$如表
$

所示的母联死区保护信号部分'

表
9

!

母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相关信号

功能
母联死区

保护信号

母联充电

保护信号

输入

信号

母联电流

#

母电压

$

母电压

母联
H +̂

大差比率差动元件

#

母比率差动元件

$

母差比率差动元件

母差跳
#

母

母差跳
$

母

母联电流

#

母电压

$

母电压

母联
H +̂

!

续表
$

功能
母联死区

保护信号

母联充电

保护信号

输出

信号

母联电流退出小差

死区跳
#

母

死区跳
$

母

充电闭锁母差

充电跳母联

故障

录波

故障序号

暂态录波状态

故障序号

暂态录波状态

在对比国网公司4

WI1A#?"*

工程继电保护应

用模型5中各保护逻辑节点数据与母联死区保护的

输入输出和定值数据后$发现母联死区保护和

A#?"*

标准中复合电压闭锁过流逻辑节点模型数据

相似$因此可应用母联死区保护逻辑节点为复压闭

锁过流数据模型逻辑节点
V%b1

的不同实例$例如

使 用 逻 辑 节 点 名 2

<8Ka.V%b1

3 "全 称

<8/Ka&.8V%b1

#表 示 死 区 保 护' 通 过 使 用

WI1A#?"*

标准的通用数据建模方法和遵守国网标

准对国内保护的本土化建模约定$文中建立了逻辑

节点母联死区保护
<8Ka.V%b1

的数据模型$其中

包括公用逻辑节点信息%定值信息%状态信息%功能

软压板%

]bbOI

软压板'其中公用逻辑节点信息

包括模式
L&K

%行为
D82

%健康状态
N8/':2

%逻辑节

点铭牌点信息
)/JV':

$其他数据在表
!

中详细

列出'

表
;

!

逻辑节点母联死区保护
K-0N&TUVG

中文描述 属性名
!!

属性

类型

定值信息

死区保护电流定值
O:-%/'O] EO]

死区保护时间定值
b

S

<'HJJ9 W)]

1H

断线告警定值
HE -̂.O8: EO]

1H

断线电流定值
HED'_O8: EO]

母线低电压闭锁定值"线电压#

D'_%/'%

SS

EO]

母线负序电压闭锁定值"相电压#

D'_%/'%$ EO]

母线零序电压闭锁定值
%*D'_%/' EO]

经复压闭锁投入
D'_%&'I./ OV]

经其他侧复压闭锁
D'_b:2%&'I./ OV]

投死区保护
I./M'8 OV]

状态信息

启动
O:- E1<

动作
b

S

E1H

?B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

第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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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中文描述 属性名
!!

属性

类型

功能软压板

远方修改定值
d8JO8:I./ OVO

投死区保护软压板
<8Ka.V%b1I./ OV1

母联间隔投入软压板
D,9H58I./ OV1

间隔投入软压板
D/

;

I./ OV1

投母联分列运行软压板
D,9H58E

S

:I./ OV1

支路刀闸位置强制使能
Q._I./ OV1

支路母线
#

强制刀闸位置
O8:D,9#Q._I./ OV1

支路母线
$

强制刀闸位置
O8:D,9$Q._I./ OV1

]bbOI

软压板

远方控制
]bbOI d8J]&I./ OVO

母联退出小差计算软压板
IUQ:<50I./ OV1

支路
]bbOI

联跳出口软压板
]&H-I./ OV1

$(!($

!

母联充电保护数据模型配置

由母联充电保护的原理和逻辑框图可知$母联

充电保护由母联过流元件及时间元件构成$其出口

作用于跳母联断路器$同时闭锁母差'分析母联充

电保护的输入输出量及事故记录可知输入信号有母

联电流%

#

母电压%

$

母电压%母联
H +̂

&输出信号有

充电跳母联%充电闭锁母差&故障录波信号有故障序

号%暂态录波状态等$如表
$

所示的母联充电保护信

号部分'

由于国内相关标准已说明逻辑节点母联充电保

护采用名为2

12/VHb1

3的逻辑节点$使用同母联死

区保护建模相同的方法$建立逻辑节点母联充电保

护逻辑节点
12/VHb1

数据模型$除公用逻辑节点

信息外$母联充电保护逻辑节点
12/VHb1

的定值

信息%状态信息%功能软压板%

]bbOI

软压板如表
B

所示'

表
<

!

逻辑节点母联充电保护
G$'T!VG

中文描述 属性名
属性

类型

定值信息

充电保护相电流定值
O:-%/'E EO]

充电保护零序电流定值
O:-%/'!W* EO]

充电保护时间定值
b

S

<'HJJ9 W)]

反时限特性
W.78-:L&K W)]

反时限指数
W.78-:IU

S

EO]

反时限曲线类型
HJE1-7 W)]

反时限基准值
HJO:-%/' EO]

!

续表
B

中文描述 属性名
!!

属性

类型

投充电保护
I./M'8 OV]

加速段投入
O

S

KI./ OV]

零序反时限永跳投入
b1D'_d8= OV]

状态信息

启动
O:- E1<

动作
b

S

E1H

功能软压板

远方修改定值
d8JO8:I./ OVO

投充电保护软压板
12/VHb1I./ OV1

]bbOI

软压板

母联
]bbOI

跳闸出口软压板
D,9H58]&H-I./ OVO

充电闭锁母差软压板
O8:b1D'_I./ OV1

母联启动失灵软压板
D,9H58O:-DFI./ OV1

;

!

应用分析

在实际应用中$以某智能变电站配置的南瑞继

保
V1O>G#"

母线保护保护装置为例$同时参照国网

公司智能变电站相关标准和厂家经验$对母联死区

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工程化建模时所遇到的问题给

予解决'为检验保护整定值及保护动作的正确性$

需做保护整组调试试验'整组调试时$投入保护压

板及控制字$电流电压均通过光纤加入'调试母联

充电保护时$投入母联充电保护压板及控制字$短接

母联
H +̂

开入"

H +̂Y#

#$向母联
HE

通入大于母

联充电保护定值的电流$母联充电保护动作跳母联'

调试母联死区保护时分
$

种情况$一种是母联开关

处于合位时的死区故障$用母联跳闸接点模拟母联

跳位开入接点$投入母联死区保护压板及控制字$模

拟母线区内故障$保护发母线跳令后$继续通入故障

电流$经整定延时母联死区保护动作将另一条母线

切除'二是母联开关处于跳位时的死区故障$短接

母联
H +̂

开入"

H +̂Y#

#$故障前两母线电压均应

正常$按上述试验步骤模拟母线区内故障$保护应只

跳死区侧母线'目前母联充电保护在工程中的建模

调试效果可行$母联死区保护模型因国网标准尚未

补充$本 文 所 提 的 逻 辑 节 点 母 联 死 区 保 护

<8Ka.V%b1

数据模型可作为参考'

<

!

结
!

论

根据
WI1A#?"*

建模思想$结合国网 4

WI1

A#?"*

工程继电保护应用模型5和
WI1A#?"*

标准$

GB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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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智能变电站
WI1A#?"*

工程中保护建模和配

置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针对南瑞继保微机母线保

护装置进行了建模研究$提出了用2

<8Ka.V%b1

3逻

辑节点表示母联死区保护逻辑节点$并详细配置了

母联死区保护和母联充电保护的数据模型'通过相

应的建模使得装置和变电站的数据变得透明化$增

加了数据的确定性$满足数据读取和互操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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