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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主要内容包括了海洋石油工程所有各专业的设计和施工、HSE（职业
卫生、安全与环保）评价报告的编写，以及海上油气田的陆上终端的介绍。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第3册）：海洋石油工程电气、仪控、通信设计》包括了第四篇海上
油气田电气、仪控、通信系统设计。
第四篇是按照详细设计深度要求而编写的，着重强调电气、仪控、通信专业的设计基础、设计内容、
设计步骤、设计深度等基本要点以及设计过程中的技术关键。
本指南适合从事海洋石油工程设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
从事海洋石油工程研究、建设和海上油气田生产管理的人员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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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通信设备选型 附录一《概念设计、基本设计、详细设计技术文件典型目录》之表5电气、表6仪表
、表11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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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虽然继电保护仍能快速切断故障，断开发电机组，但铁芯的严重烧损依然不可避免
。
即使将接地故障电流限制到发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电阻上消耗的功率仍可达到发电机组容量的一半
。
因为阻抗值低，热容量大，所以发电机的体积很难缩小。
同时，在发生接地故障的瞬间，对发电机突然加上一个冲击负荷，还容易引起机轴变形等。
另外，采用此种接地方式的接地电流大，由此带来不少的问题和麻烦，如人身安全、设备安全和通信
干扰等均需采取措施，而且运行和维护的费用也会相应增加。
 4.中性点经消弧线圈的接地方式 在选择发电机的中性点接地方式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将接地故障
电流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
实际上，包括高电阻接地方式在内的各种电阻接地方式，均无法补偿发电机的接地电容电流，相反，
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接地故障电流。
这是电阻接地方式固有的缺点，而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方式，可以将接地的故障电流值限制到1A以内。
这样，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可避免铁芯被电弧烧损，并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带故障运行。
 发电机组的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方式的优点主要是： （1）限制发电机绕组中的机械应力； （2）
限制暂态过电压； （3）限制故障点的损伤。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的接地方式采用的不是很普遍，主要是因为继电保护存在的困难。
最近几年随着微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有所改善。
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利用发电机的三次谐波和基波零序电压构成的100％定子接地保护来解决，并逐步
在国内外的电力系统中推广使用。
目前，国外采用的多是反映中性点单侧3次谐波电压变化的方案，中国则主张采用机端和中性点双侧3
次谐波电压的变化方案，后者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最近几年利用微机可以很方便地“跟踪”和“记忆”发电机端和中性点3次谐波电压的变化，根据“
自适应原理”，“自调整原理”和“相角突变原理，，等构成的3次谐波保护，克服了常规保护的确
定，获得了很高的灵敏度。
其中后一原理的概念清晰，计算工作量小，所构成的接地保护具有受发电机工况变化的影响小等优点
。
 另外，要防止发电机铁芯烧损，并不是只有瞬间跳开发电机才最安全。
实际上，只要将接地故障电流限制到安全范围之内，在必要的情况下，便可以允许发电机带单相接地
故障继续运行一定的时间。
这样，就同时提高了发电机和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第三节 中性点接地系统的保护 当发生单相短路故障时，如果电力系统的中性点采用的是大电流接地
方式，那么继电保护装置可以在瞬间跳开故障线路，从而减少人身触电的伤亡事故。
小电流接地系统的继电保护的选择问题，一直是国际上存在的技术难题，这节将主要分析和介绍小电
流接地系统的继电保护问题的解决办法。
 为解决小电流接地系统的接地保护选择性，国内外的许多专家一直在进行着悉心的研究，所采取的方
法基本上可分为增大与不增大接地故障电流两大类。
 一、传统接地保护 1.增大故障点的有功电流 当发生单相永久性接地故障时，一般经过8s后自动投入与
消弧线圈串联或并联的接地电阻，增大故障点的有功电流，待到12s时再将接地电阻自动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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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洋石油工程设计指南(第3册):海洋石油工程电气、仪控、通信设计》适合从事海洋石油工程设计
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
从事海洋石油工程研究、建设和海上油气田生产管理的人员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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