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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kV 变电所电气一次部分设计

摘  要

作为汇聚电源的变电所，采取升压、降压的方式对电能进行分配，直接联系用户和发电

厂，形成了二者的中间环节。主要涉及升压、降压这两种变电所。一般情况下，升压变电所

负责升压部分，发电厂距离很近，而降压变电所则相反，和发电厂相距很远，与负荷中心的

距离较近。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目的是设计220kV降压变电所。这种变电所在我国电力

供应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20kV降压变电所的建设对地区电力供给有很大影响，该网络

的完成能够有效解决地区电力负荷问题，大大提高了地区电力供给的可靠性。本文在设计过

程中，对220/110/10 kV降压变电所进行初步设计，主要完成电气主接线方案、主变压器选

择、短路电流计算等设计内容，针对短路电流选择互感器，并进行校验，最后简单介绍了防

雷和接地保护以及继电保护。从而对变电所的电气一次部分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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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疫情

常态化防控机制下，我国有效控制疫情，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每当为了快速恢

复一个地区受创的经济的时候，建设基础设施总是打头阵的一步。作为电力新基建电网的枢

纽环节的变电所，它的建设自然是重中之重。完善变电所的设计，同样对十四五规划中构建

现代能源体系有积极作用。

220kV变电所在国家的电力供应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20kV变电所的建设对地区电力

供给有很大影响，该网络的完成能够有效解决地区电力负荷问题，大大提高地区电力供给的

可靠性。

此次毕业设计必须学习和掌握专门为变电站设计的电气一次工程的一般流程，将以前学

过的电气专业课程的基本知识全面应用，同时需慎重咨询相关电气设计手册及各种相关参考

资料。这是对我近四年专业学习的一次综合测试同时也为将来的其他电力设计相关工作打下

良好的基础。

2 设计基本概况

2.1 设计原始资料

概述：根据当地电力系统规划，需要考虑新建220kV区域电力变电所。变电所项目完成

后，将会并入110kV、220kV电力网络，向附近负荷并网供电。

所址地理及气象条件：变电所位于城郊荒地，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环境污染小。最热

月的平均气温是28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为16摄氏度，绝对最高温度是40摄氏度，土壤温度是

18摄氏度，海拔153m。

各级电压侧功率因数和最大负荷利用小时数为：

220kV侧          cosφ = 0.9           Tmax = 3800小时/年

110kV侧          cosφ = 0.85          Tmax = 4200小时/年

10kV侧           cosφ = 0.85          Tmax = 4500小时/年

系统情况：220kV侧电源近似为无穷大系统，归算至本所220kV母线侧阻抗为0.16 (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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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VA)，110kV侧电源容量为1000MVA，归算至本所110kV母线侧阻抗为0.32（Sj=100 

MVA），10kV侧没有电源。

设计内容：此次项目设计只需完成电气一次部分工程的总体初步设计，针对给定的原始

数据，完成以下工作：

（1）对原始资料分析，选择主变台数和容量

（2）主接线方案的拟定与选择

（3）短路电流计算

（4）电气一次设备选择

（5）配电装置、防雷保护设计

2.2 负荷统计

（1）站用负荷：变电所总的所用最大负荷为150 kVA。

（2）110kV负荷：其中有两回容量为40 MVA的出线供给远方大型冶炼厂，其余作为一些

地区变电所进线。

（3）10kV负荷：总的负荷为30 MVA，最大一回出线负荷为3000 kVA，Ⅰ、Ⅱ类重要用

户占60%。

2.3 工程概况

各个电压等级出线回路数如下：

（1）220kV：出线6回（其中备用2回）；

（2）110kV：出线8回（其中备用2回）；

（3）10kV：出线12回（其中备用2回）。

3 主变压器的选择

3.1 主变压器的容量和台数的确定

参考《电力工程电气设计手册》，结合本次设计资料，此次设计宜配置两台主变。

容量的确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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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负荷容量：

S1 = 30 × 0.6 = 18 MVA

全部负荷的80%：

S2 = 70 × 0.8 = 56 MVA

选用2台容量为63000kVA的变压器作为主变压器。其中一台设备停运时，仍然能够有效

保证重要供电负荷的连续供电。

3.2 主变压器型式的选择

主变压器相数：在此次项目设计中，变电所的地址选择为城郊地区的荒地，地势相对较

平，交通非常便捷。所以，为更好地完成设计任务，本文选择三相变压器。

绕组：我国110kV或更高电压的变压器通常选择Y型接线；而在电压等级不到35kV的情况

下，主要选择△型方式接线。此次项目设计的变电所为220kV、110kV、10kV三种电压等级，

故选用三绕组式的变压器，各级绕组间的连接方式为 Y /Y / △。

调压方式：本文在设计过程中，主变选择有载调压方式，可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调整。

主变压器的冷却：本文在设计过程中，选择强迫油循环风冷却主变压器。

3.3 主变压器的选择结果

综合以上情况，选择SFPSZ10-63000/220型变压器（三相强迫油循环风冷三绕组有载调

压变压器），数量为两台，用作主变压器。在运行正常的情况下，需要投入两台；值得一提

的是，在一台进行检修停运的情况下，另一台完全能达到保证全部重要负荷供电的要求。

其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1）额定容量：63000(kVA)

（2）额定电压：高压—220±8×1.25%；中压—121；低压—11（kV）

（3）连接组标号：YN/yn0/d11

（4）空载损耗：53.9

（5）短路阻抗（%）：高-中12-14；高-低22-24；中-低7-9

（6）空载电流（%）：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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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气主接线的设计

4.1 220kV电气主接线

具体工作如下：

（1）方案一

图4.1 220kV侧主接线图方案一

仔细观察上图，呈现了较为常见的双母线接线。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一组为母线，另

一组备用。

这种接线的优点有：

1）能够可靠性供电。在供电不中断的情形下，对母线进行检修。对某个回路断路器进

行检修时，应该对回路供电进行中断。

2）便于后续扩建。如果后期存在扩建需求，在扩建过程中，可延伸至母线任意端。

综合以上分析，本方案满足该变电所220kV侧主接线的要求。

（2）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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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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142146003006142

https://d.book118.com/657142146003006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