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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着重讲述单机容量500～6000kW、装机容量25000kW及以下、联网电压等级不超过kV的小型水电
站的电气设备，主要包括电站主接线及其接入方式、短路电流计算、高低压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与选
择应用、配电装置及电气布置、防雷保护等电气一次设备，以及控制、信号、测量、同期等电站常规
二次回路。

　　《水电站电气设备》为中等专业学校“水电站电力设备专业”和“水电站机电设备专业”的电气
设备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专科学校、职工中专或技工学校等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材的有关专业教学用书
；亦可供从事小型水电站与小电网设计、运行、安装、检修及管理等工作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与电气
工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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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主变台数、容量和型式的选择 主变是主接线的中心环节，其台数、容量和
型式的初步选择是构成各种主接线方案的基础，并在主接线方案的经济比较过程中与方案一并确定。
以下是初步选择主变时应遵循的要点。
 一、主变台数的选择 由于变压器的运行可靠性高，检修周期长（10年左右大修一次），损耗低，加上
小型水电站总容量不大和对可靠性的要求不很高，每一升压级的主变台数应以1～2台为宜。
台数过多引起综合投资和运行费用的显著增加，并使配电装置和电气布置变得复杂。
 两台主变联合运行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已相当高，可用于小系统中的骨干小型水电站或梯级电站中的联
合升压变电站。
并列送电的两台主变在枯水季节或电网低负荷时可切除一台保持经济运行；在丰水满发季节，一台主
变因故退出工作时，另一台主变在允许的过负荷范围内仍可送出电站的大部分功率。
此外，两台主变对工程分期投产有利，避免主变在初期运行阶段积压容量和长期处于低负荷低效率下
运转。
 主变台数的选择与水电站的接入方式及主接线的其它环节（如机组台数，容量，基本接线形式等）密
切相关。
应大体上使主变与其它各环节有相一致的可靠性。
例如三台及以下机组接于不分段单母线再升压至一回35 kV输电线路的小型水电站，即使负荷很重要，
选择2台主变也未必可取。
因为这些环节中，发电机和线路的可靠性比变压器的低得多，整个供电系统的可靠性主要已不取决于
变压器。
 近区变压器一般以一台为宜。
容量比重大的近区变压器就是电站的主变。
因近区变压器升压侧电压较低，其本体和相应的高压配电装置的价格不高，作为主变宜选择2台。
 二、主变容量的选择 水电站的主变容量应满足丰水满发季节通过最大输出功率的需要，避免出现功
率输出的“瓶颈效应”。
但过大的主变容量不仅增加设备费用，且加大有功和无功损耗，是不可取的。
发电机不但可靠性远比变压器低，且一般不允许过负荷运行，而变压器有较大的过载能力。
故小型水电站中的主变不考虑事故备用容量。
各种接线中的主变容量为： （1）发——变组（包括扩大组）中的主变容量应与同组发电机容量相匹
配。
 （2）接于发电机汇流母线上的一台主变，其容量应为该母线上发电机的总容量与近区最小负荷之差
。
 （3）接于发电机汇流母线上的2台并列运行的主变压器，其总容量也按上述原则确定，但两主变的阻
抗电压百分数应与它们的额定容量成反比。
鉴于阻抗电压值不易控制，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宜采用同容量、同型号、甚至同厂家的同一批产品。
 （4）接于发电机汇流母线上的两台非并列运行主变，第一台接入电网，第二台直接带一片负荷，则
第一台主变的容量应为该母线上发电机的总容量减去第二台主变与近区变压器最小负荷之和。
第二台主变容量则由计算负荷确定。
 （5）梯级联合开发的中心水电站，其主变容量还应加上其它梯级电站转送升压的最大功率。
 （6）小电网中的单台主变容量不宜过大，约可控制在系统总容量30％以下。
 实际选择的主变容量取相近并稍大的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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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专业学校教材：水电站电气设备》根据水电部1990～1995年中等专业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
教材选题和编审出版规划、并按中专水电类教研会审定的课程教学大纲编写，作为水电站电力设备专
业与机电设备专业的电气设备课程教材。
　　本书着重阐明水电站电气设备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既保留该课程的理论系统性，又适当收入
我国多年来在小水电建设方面成熟的先进技术经验，紧密地结合我国小型水电站的实际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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