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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高速、重载铁路的快速发展，与之相适

应的变配电所改造工作也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其中的重点

及难点就是微机保护及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升级改造。因为改

造时必须一边运行一边改造施工，而设备拆装、过渡、调试、

倒接和试运行等过程复杂且必须在计划内时间内完成，安全

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针对上述情况，下文将结合中国朔黄铁路原平分公司

龙宫变配电所综合自动化系统的改造工程来探讨其中的关

键环节控制。

龙宫变电所为 110KV牵引变电所，其微机保护系统为

2006年投入使用，未进行过升级，设备已经老化，为了保

证设备安全运行，提高供电可靠性，决定于 2020年对微机

保护系统及交直流系统同时进行更新改造。

开工前要认真会审设计单位提供的图纸，从改造工程

的实际出发去制定施工进度计划，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在

向上级生产技术负责部门及调度运行部门申报的同时，还要

及时做好安全以及技术方面的交底工作。参与施工的各类人

员对自己的工作任务有全面的了解，切实掌握自己工作上的

技术措施、工作任务和安全职责。施工方要根据方案提前做

好材料、机具的准备 [1]。

交直流系统改造计划在新基础上进行新交直流盘的安

装，安装完成后利用临时电缆将电源从既有交直流系统接入

新交直流系统，进行新交直流系统调试。调试完成后既有

-
-

Abstract

of equipment concentration, high technical dif�culty and complex wiring.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key issues of process

Keywords

试论如何做好铁路牵引变配电所继保改造工程
彭豫忞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平分公司，中国·山西原平

摘 要

变配电所是整个铁路电力系统的心脏，是保证铁路牵引、信号、通信等行车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它具有设备集中、
技术难度高、接线复杂等特点。论文主要是针对目前铁路变配电所继电保护改造工程在过程管理及风险管控方面的重点问
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提高铁路供电系统改造工程的平稳性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

铁路电力系统；变配电所；继电保护工程

【作者简介】彭豫忞（1982-），男，中国四川德阳人，本

科，高级技师，助理工程师，从事牵引变电所及10KV配电

所设备寿命年限的预防性检修与试验、变电所内大中修改造

工程、综合自动化系统及继电保护配置、变配电所智慧运维

建设等研究。



20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卷·第 21 期·2021 年 11月

交直流系统不退出使用，变电所微机保护系统更新改造过程

中，新旧交直流系统同时使用。变电所微机保护系统更新改

造全部完成后，退出既有交直流系统，启用新交直流系统，

并对旧交直流系统拆除。

按照设计需在既有盘柜基础上进行新盘柜组立，因此

要利用天窗点全所停电将既有盘柜过渡至正前方约 1米的位

置，盘柜移位完成后要对既有盘柜内二次接线全部进行检

查，检查二次接线是否有松动的情况，同时重点对盘柜二次

接地线进行检查，差动回路 N线是否接地良好，电流回路

是否开路，电压回路是否短路 [2]。新盘柜安装前，要检查基

础槽钢的平整度，二次电缆敷设要求整齐美观，二次接线要

求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接线并连接牢固。

龙宫变配电所设置互为备用的两个主变系统，施工时

应以系统为单位进行二次线倒接。天窗点内，退出全所备自

投，解除两个系统之间相关设备闭锁，进行交直流环路改

造。天窗点外对备用系统进行既有二次电缆的拆除和新二次

电缆的接线。完成两个主变系统的倒接、调试及送电后，在

天窗内完成备用馈线和母线压互的倒接，最后轮流进行四条

馈线的倒接。倒接工作作为继电保护改造施工的重中之重，

在施工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确认好各个设备之间

的闭锁关系，保证闭锁关系解除后相关设备能正常运行；②

在拆除闭锁线以及设备本体二次线时，需要对拆除的线缆进

行标记以及拍照做好记录，并做好绝缘包封；③及时申请供

电局进行计量回路校验；④在系统倒接时，需要利用临时电

缆在新旧盘柜回流端子并接，保证新旧后台机均能采到回流

电流；⑤为了保证新旧综自都能采集到馈线电压，需要在系

统开通时，在天窗点内采用短接线将既有综自盘柜电压小母

线和新综自盘柜电压小母线并接，天窗点结束时，采用倒接

完成的系统带全所运行；⑥进行定值参数设置时，要安排专

人输入，专人确认，输入完成之后认真进行复查，并打印存

档签字备案 [3]。

新的系统二次接线完毕后要立即进行调试，调试项目

包括：检查断路器控制回路、CT极性核对、主变差动及非

电量传动、全所遥信点位核对、全所加压加流试验、保护装

置试验等。由于一个系统调试完成投入运行才能进行另一个

系统的倒接，所以调试与倒接施工必须交叉进行，因此调试

中应特别注意不能影响正常运行的系统，提前制定试验方

案，确定工作内容、人员安排，试验中解除的闭锁、拆除

的二次线要做好记录，试验完毕后逐一进行恢复。分析实

验结果判定综自系统功能是否正常，并出具正式试验报告。

倒接工作完成后，要恢复所有闭锁关系，并进行全所备自投

试验。

设备送电前要细致检查，要检查开关、刀闸位置就地

和后台是否一致，工程涉及范围内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否拆

除。在投运过程中，要求不断对保护、测控、电度计量各个

屏的电流、电压进行监控，出现异常要立即进行处理。送电

后要加强巡视，做好巡视记录，如出现问题立即联系相关单

位处理。

由于继保改造固有的特殊性，施工难度大，停电周期短，

交叉配合施工多，安全风险大，如何做好变电所继保改造项

目风险管理，确保工作现场风险的“可控，能控、在控”，

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从人员的配备上把关，施工人员、监理、盯

控人员、运行人员等各岗位人员配备均要数量合理，关键岗

位均持证上岗，未经安全生产培训的人员或考核不合格的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其次，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

动，使广大相关人员真正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必要性，

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个员工的内心，让员工做到自觉遵守各项

安全生产法令和规章制度。最后，相关人员要通过技术交底、

学习施工方案，了解停电计划和工程的实施进度，提前对改

造期间的特殊运行方式、现场的危险点等风险因素进行综合

统计，结合现场场地、设备、作业的实际情况，分析可能存

在的不确定因素、危险点，制定相应的预控措施，确保人身

安全可控。

①使用大型机械作业时，操作人员应接受过铁路电气

化安全教育，执行“专人指挥、专人防护”制度，远离设备

带电部分，不得影响既有设备的运行。工作完成后，施工负

责人与值班员共同检查确保现场无任何遗留材料及工器具。

②针对施工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故障应制订完善

的应急预案，本所及相邻所的值班员要熟悉掌握越区供电

方案。

③实行全员质量盯控，继保改造项目的质量管理必须

依靠所有相关员工的共同完成。及时发现改造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分析原因并进行整改。

变电所继电保护改造工程通常会伴随一次设备检修试

验等工作，各施工作业存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交叉，运行设备

与施工设备交叉。为此，值班员应将带电设备全部围起来，

实现施工区域与运行区域之间的完全隔离，同时开辟了施工

专用通道。对于部分需要临时拆除的遮拦部分，利用活动遮

拦进行隔断。视现场情况合理分出“检修人员步行通道”和

“运行人员巡视通道”，在入口处放置明显的标示牌。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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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大风天气时，不得进行室外作业。

铁路牵引变电所继保改造工程涉及的部门众多，有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地方供电局、设

备供应商等。首先要加强施工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提高成

员安全意识及技术素质，避免出现因人员对计划、措施和方

案等未学习或理解有误造成事故；其次，要贯彻和落实责任

制，明确项目中各岗位人员的责任，做到职责明确、工作内

容清楚，责任及具体工作落实到人，形成人人肩上有责任的

工作氛围；最后必须注意对相关单位之间的协调，避免各单

位之间因为配合不当而被迫中断工作或进行重复性工作，影

响施工进度。定期召开工作协调会，组织施工各方参加，在

会上就当前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通报，

并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做要求。

铁路变配电所二次继保改造工程是一项较复杂的工程，

因为其所涉及的环节众多和现场情况比较复杂。而目前继电

保护装置的自动化程度以及微机化程度不断提高，这对于

其中的施工管理以及参与施工人员的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

因此我们要将这项继保改造工程纳入一个更为科学、更加合

理的管理体系中去，通过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管理制度，打

造出适合新发展时期的一项优质的变配电所二次继保改造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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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现如今中国对于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因

此对于输电塔的涉及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开展输电塔设计工

作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对物美价廉的建筑塔新型材料

进行考虑，确保资源和成本不被浪费，可以对高负荷电量进

行承载，最终实现既安全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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