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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并联电容器装置技术及应用》是在多年积累的试验研究成果和大量运行、制造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目前的工程实际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八章，主要对无功补偿的原理、作用及补偿配置的原则，并联电容器装置中主要设备的性能
和质量要求，装置的关键技术问题，装置结构及其参数选择，装置的故障保护，装置的运行及电力系
统无功、电压优化控制等方面作了系统的介绍。
　　《并联电容器装置技术及应用》从电力系统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内容丰富全面，不但深入讨论了并联电容补偿的基本理论和系统分析，而且着重提供了并联电
容器装置设计、制造和工程应用的主要方法，同时还介绍和诠释了最新的相关电力行业标准及规范、
国家标准和IEC的有关规定。
　　《并联电容器装置技术及应用》可供电力系统和并联电容器及其装置制造行业工程技术人员以及
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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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三种故障形式的共同特点：一是突发性的直接击穿短路，参与短路放电的能量最大；二是故
障通道主要在油中或油与电容器芯子的分界面上，电弧直接燃烧使油与绝缘纸汽化，形成局部的高气
压，并通过油（液体介质）迅速向外传递，对外壳或套管形成的冲击力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三是所列
的三种极间直接短路击穿的故障均属于发生在电容器芯子外围的典型故障，在内熔丝电容器中，则处
于熔丝保护范围以外，属于保护“死区”，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4）元件击穿故障。
由局部缺陷引发的个别元件击穿，在电容器内部绝缘故障中较为多见。
由于电容器组内的元件总数很多，对于有内熔丝保护的电容器，一个元件的击穿若不采用测单台电容
器电容量的方法是很难被检出的，对电容器运行影响亦不大。
即便是对于无内熔丝电容器，一个元件击穿会短接整个串联段，使单元的电容量明显增大，但在某些
情况下，如单元的串联段数n较大时，对于整个电容器组在运行中，可能由于故障保护的灵敏度不够
高而无法被检出，仍会带故障继续运行。
但是，这往往是故障继续扩大发展的开始。
在故障电容器内部，故障元件对邻近完好元件的影响以及故障的发展趋向，在不同的电容器结构内是
不同的。
　　在常见的无内熔丝电容器内部，已知其元件是按先并联后串联的方式组成的。
某一元件击穿时，相并联的所有元件向击穿故障点放电，一般情况下，这个放电能量十分有限，不会
产生严重的后果。
但故障元件将短接整个故障串联段，高于单元额定电流的工频故障电流将流过故障点，产生过热、起
弧，并导致周围介质的劣化、汽化。
同时，由于故障单元内健全元件串联段上的电压升高，也可能导致元件的继续击穿。
可见，故障发展的趋势是沿着串联方向发生元件的逐个击穿，最终使故障单元的极问全短路。
另外，随着元件的逐个击穿，故障电流增大也越来越快。
故障通道的电弧能量快速增大将使油和介质加速汽化，箱体内部压力迅速增大，致使箱壳膨胀变形，
最终破裂。
或者是在故障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箱体膨胀变形，使得油面下降，箱体上部出现绝缘薄弱的“负压区
”，此时，上述的极间击穿短路将很容易发生于“负压区”，短路故障点将发生“转移”。
这两种情况在元件击穿故障发展到单元发生贯穿性元件会击穿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可能出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后一种情况往往会以短路放电的形式出现。
　　实际的故障发展过程比上述情况要复杂得多，不可能一一具体地进行描述。
但是，就其发展的阶段可以知道，由于电容器组内的单元台数众多，以及中性点不接地的接线特点，
在故障初期，由于电容器组内部故障保护的灵敏度不够，无法检出故障，故障电容器将继续带“病”
运行，到故障发展后期，故障电流增大加快，故障发展更迅速，则要求有措施及时检出并切断故障的
电流回路，终止其故障的发展。
对于无内熔丝电容器，由于元件击穿时同时短接了整个故障串联段，故障发展过程中，工频故障电流
增大显著，使故障检出及保护配合比较容易实现。
这是此类电容器的一个特点。
　　对于有内熔丝电容器，个别元件的击穿将由内熔丝的迅速开断而被可靠隔离。
已经知道内熔丝是在并联元件的放电电流作用下开断的，工频故障电流来不及进入故障点，因此，故
障对电容器的影响仅限于被隔离了的故障元件所在的串联段中，熔丝开断后带病电容器的电流将低于
正常运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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