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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istribution of network fault finding, isolation and restoration line,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10kV distribution lines and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ult, The local intelligent processing principle to solve the complex problem 

of fault isolation and route discovery, In this paper, the re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automation technology is analyzed, the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are expounded, 

and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s of different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fault conditions should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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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配网对网内故障的发现、隔离和线路的复电，文中首先对国内10kv配电线路的现状及器故障类型和特点

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采用就地智能处理原则解决对故障的发现、隔离和线路的复电问题，并针对配网自动化技术的实现方式

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其原理和特点，对于不同的配电网和故障情况应该采用不同的实现方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配电网；10kv，故障；自动化；实现方式。 

1.引言 

馈线自动化是指对配电线路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在故障发生后实现快速准确定位和迅速隔离故

障区段，恢复非故障区域供电（Feeder Automation，简称FA）。对于系统中两种类型的输电线路而言，架

空线路自动化技术实现的主要方式有：主站集中性、电压电流型、电压时间型、分布智能型等；而对于电

缆线路，其自动化技术实现方式则只有主站集中性、电压时间型、分布智能型三种。上述的几种自动化技

术均能够快速完成线路故障的定位、隔离、复电。针对架空线路、混合线路和电缆线路的故障停电，现在

常用的最佳解决原则是就地智能处理原则，采用该种处理原则，在技术上具有免维护，不依赖通信和主站

的优点，从经济上看，其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易实施等优点，就地智能处理原则可分为三种处理策略：

主干分段就地智能处理，分支分界就地智能处理，用户分界就地智能处理。 

2.10kv配电线路的现状分析 

2.1 国内 10kV 配电线路现状 

在城市核心区，配电网线路以电缆线路居多，在一般城区，城市远郊区及农村又以架空线路居多，在

核心区与一般城区的交界处则是架空电缆混合线路 ，架空线路多数是开关本体，基本不具备自动化接口

和改造条件；电缆线路多数是开关柜，除新装设备，也基本不具备改造条件。 

2.2 10kv 配电线路故障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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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配网自动化，应对各输电线路故障进行正确的分析、隔离和复电，通过理论及实践总结，可得

到下述结论： 

（1）架空线路故障类型特点 

①馈线故障出现频繁，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②瞬时性故障和单相接地故障多，会造成停电，甚至破坏绝缘，损坏设备； 

③用户故障不断增加，用户出门故障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2）电缆线路故障类型特点①馈线故障发生概率少，停电次数少； 

②永久性故障占多数，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③故障点更多分布在配电站点内和电缆接头处，属于发展性故障，会破坏绝缘甚至损伤设备； 

④用户故障不断增加用户出门故障会造成大面积停电。 

（3）架空线路和架空电缆混合线路的故障停电问题则是配网自动化就地智能处理重点解决的问题。 

3.馈线自动化实现方式 

结合10kv配电网的故障类型和特点，为提高配电网发现、隔离、恢复故障的能力，实现配电网自动化，

现阶段主要的配网自动化实现方式如下： 

3.1 主站集中型 FA 技术 

1、工作原理 

主站系统根据配电终端检测到的故障告警信息，结合变电站的保护动作信号进行综合判断，确定故障

类型和故障区段，自动或手动隔离故障点，恢复非故障区段的供电。 

2、特点 

（1）线路类型无限制，架空、电缆、混合都适合；  

（2）不要求变电站重合闸配合 

（3）无须保护配合，实施方便，管理简单 

（4）分段不受限，扩展灵活 

（5）主干线路开关采用蓄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分界开关配置超级电容作为后备电源 

（6）依赖通信及主站，投资较大，每次故障，整条线路存在短时停电。 

3.2 分布智能型 FA 技术 

1、工作原理 

配电馈线主干线上各个相邻开关的配电终端通过通信网络（光纤/GPRS），相互交换电压/过流、开关

位置和故障状态等多种信息。发生故障时不需主站参与控制快速隔离；而后通过通信获得相关的开关已经

隔离故障信息，按预定的恢复机制恢复正常区间供电的一种馈线自动化系统。 

2、特点 

（1）DTU可自行收集处理相关故障信息并进行控制决策 

（2）不会对系统造成多次过流冲击 

（3）架空与电缆线路都适用 

（4）不依赖于主站完成配电网故障自愈控制，动作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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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通信的速度、稳定、要求比较高；投资比较大运维要求高 

3.3 电压时间型 FA 技术 

1、工作原理 

主干线分段及联络开关采用“电压-时间型”负荷开关，与变电站重合闸配合，自动隔离故障，恢复

非故障区间的供电。当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变电站保护跳闸，第一次重合闸，开关得电后逐级延时合闸，

当合闸到故障点后，变电站再次跳闸，同时FTU通过电压－时间逻辑判断出故障点并闭锁两端开关；故障

隔离后，变电站二次重合，恢复故障点前段线路供电，联络开关延时合闸，自动恢复故障点后段线路供电。 

2、特点 

⑴开关采用“来电即合、无压释放”的原理，无蓄电池，真正免维护； 

⑵不依赖通信及主站实现就地智能保护功能； 

⑶资金投入小，周期短，见效快；  

⑷适合城郊或者农村架空中压配电线路； 

⑸需要变电站2次重合闸配合，用户须受到2次短时停送电影响； 

⑹故障区段负荷侧恢复供电时间大于45S。 

3.4 电压电流型 FA 技术 

1、工作原理 

电压电流型馈线自动化是在电压-时间型基础上，增加了故障电流辅助判据。使非故障区间分段开关在

第一次重合闸后闭锁分闸，减少第二次重合闸后恢复供电时间。 其次主干线设置带时限和二次重合闸的

分段断路器，其后端线路发生故障自行切除，大大减少变电站出线断路器的跳闸次数。  

2、特点 

（1）减少50％变电站出线断路器跳闸，缩小故障引起的停电范围； 

（2）变电站出线断路器重合成功率大幅提高，可达到90％以上； 

（3）减少重合闸恢复供电时逐级合闸时间，减少非故障区段停电时间； 

（4）无通信可实现故障的就地迅速隔离； 

（5）适用于10kV架空、电缆等典型结线； 

（6）要求变电站保护动作时间至少是在0.15S以上。 

4.结语 

将主站系统接入升级线路中，采用FA就地智能故障处理方可在输电线路中实现对线路运行状态的管、

监、控、优，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配电网结构越来越复杂，配网中某条线路的小故障若不及时切除

将会影响到其他线路，甚至演变成为三相短路，扩大故障的影响范围，实现配网自动化将能够有效解决上

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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