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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security risk problems in substation operation, such as the mistakes and the errors of operating, 
preventive measures that are not in place, lack of safety training and aged equipment that is not updated in timely man- 
ner, etc., the paper combines the common processing methods of DC system of grounding fault, capacitor fault, and 
circuit breaker fault, and propos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of substation operatio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afety 
management of substation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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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变电站存在的操作失误与错误、防范措施不到位、缺少安全培训、设备老化未及时更新等变电运

行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结合直流系统接地故障、电容器故障、断路器故障等常见的故障处理方法，提出变

电运行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变电运行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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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变电运行是电网运行管理倒闸操作和事故处理

机构，是电网安全的最前线，其运行状况的优劣直接

影响到整个大局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变电运行作业

必须要结合实际、严格流程、从严执行、务必安全。

在变电运行管理方面，一定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的各

种规章制度和各层各级岗位责任制。 

近年来国民经济发展迅猛，电能供需矛盾日趋突

出，变电站数量增长迅速，许多变电站运行过程中出

现了设备老化，人员紧张等问题，运行管理不善等原

因导致电力责任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对变电运行过程

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研究，有助于提高变电运行安

全管理水平。 

2. 变电运行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2.1. 操作失误与错误 

变电操作员是保证变电运行的直接执行者。由于

变电运行特点是维护的设备多，出现异常和障碍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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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操作繁琐乏味，容易造成人员思想上的松懈，

所以在变电运行中，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可能影响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甚至造成重大事故。人员操作

错误或失误是变电运行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而引起

错误操作的原因可能是操作人员技术不过关、精神不

集中、缺少安全意识等[1]。 

2.2. 防范措施不到位 

由于变电运行管理的失误，导致了许多事故的发

生，这主要表现为管理比较混乱，管理制度不科学，

管理者的水平和能力不足，发现安全隐患时，处理不

及时或处理措施不得力，从而导致了各种安全管理隐

患。再次是变电站运行管理工作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的各种规程和各级岗位责任制，培养合格的运行人

员，值班人员贯彻落实防止误操作事故的措施未到

位，如检修人员可以不经运行人员许可就擅自使用五

防解锁钥匙。在执行危险点分析与控制措施工作方面

存在流于形式、应付检查的现象，并没有真正落在实处。 

2.3. 缺少员工安全培训 

职工培训中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职工安全素质

及专业技能难以满足工作要求，没有真正使安全制

度、要求和措施深入职工日常工作。工作人员安全意

识淡薄，过去长期养成习惯性违章行为未得到根本性

纠正。 

2.4. 设备不合格、老化，未能及时更新 

电气设备生产不合格，质量达不到国家安全标准

而应用到变电设备中，设备的隐患威胁着变电运行的

安全。再者电气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老化，超过使用寿命年限，而检修人员没有及时

进行改造，是造成安全事故的隐患[2]。主要表现有：

首先没有认真做好选用性能优良的电气设备；其次没

有重视对设备的监造和出厂试验，确保设备各项功能

全面和实用；再次没有对安装调试的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没有把好验收关；最后为没有对已经老化的设备

进行及时的改造。 

3. 常见的故障处理 

3.1. 直流系统接地故障及处理 

直流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先检查是哪一极接地，

并且要判断接地的原因，具体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处理：直流回路的工作先停止后进行检查，然后进行

回路的分、合实验，实验的顺序是：事故照明、信号

回路、充电回路、户外合闸回路、户内合闸回路、载

波备用电源回路、高压控制回路、直流母线等，以上

顺序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具体实施。根据以上情况判断

接地的回路，再分合保险或拆除线路。 

3.2. 电容器的故障及处理 

电容器经常有以下故障：外壳漏油或者膨胀现

象、内部声音有异常响动的现象、套管破裂并发生闪

络、外壳温度异常升高使示温片脱落的现象等[3]。故

障处理常用的方法如下：当电容器爆炸着火时，应该

马上切断供电电源，并用附近的沙子、灭火器或其它

灭火材料进行灭火，并防止着火范围扩大；当电容器

的保险熔断时，在获得调度同意后，切断电容器的断

路器，并使电容器放电，然后进行外部检查，观察套

管的外部是否有闪络痕迹，外壳有没有变形、漏油现

象，接地装置有没有短路故障的现象发生等，并用摇

表测试极与极之间、极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值，如果

没有发现故障，再重新换上新保险后合闸，如果送电

后保险还熔断，则为故障电容器。应先恢复无故障部

分送电，再对故障电容器进行彻底维修，应该注意如

果保险熔断的同时断路器也跳闸，不能强制送电；维

修电容器时，应先将电容器反复放电，直至电容器对

地无火花及无放电声音时为止，但检修人员还应该戴

上绝缘手套，以免电容器未放完电，发生触电事故。 

3.3. 断路器拒绝合闸及处理 

在远地控制时，有时断路器发生拒绝合闸的故

障，这种故障发生的时间长，甚至有扩大事故发生范

围的可能[4]。发生断路器拒绝合闸时，应该首先检查

电源的电压值，如果不正常，就将电压进行调整之后

进行合闸；如果合闸后，绿灯闪亮，红灯不亮，电流

表、电压表无指示，报警喇叭响，断路器机械位置指

示器仍指示在分闸位置，则表明断路器未合上，原因

可能是合闸时间太短引起，这时应该继续长时间合闸

一次；也可能是操作回路内故障或者操作机构卡住引

起的。如果是操作机构内故障，首先应该将各接触点

接触良好，接着检查有无合闸线圈烧毁现象，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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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消除后再进行合闸，如果控制开关与合闸线圈均

动作良好，但断路器跳闸绿灯熄灭后又重新亮起，呈

现出跳跃现象，操作电压正常，这样就可以判断操作

机构有故障了，可能是操作机构调整不准确不够灵

活，或者是挂钩脱钩，应该将操作机构重新进行调整，

或者维修好后再进行合闸。 

4. 变电运行安全管理制度 

4.1. 落实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 

通过采取监督、考核、保证措施，形成—个安全

保证体系，全站运行人员对安全齐抓共管，并且持之

以恒，用黑板报、安全标语事故教育录像、事故快报、

安全简报等手段和安全活动、安全形势分析讨论会、

典型事故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增强运行人

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变电运行人员的安全责任

感，使其能认真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安全操作；指标分

解到人，责任落实到人，使每个岗位都有一套完备的

责任制和奖罚细则，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从而激发

运行人员安全工作责任心[5]。 

坚持开展反习惯性违章活动。反习惯性违章、总

公司的安全通报、会议精神、各种规章制度及安全措

施等作为学习的重点，并结合变电站的具体情况，查

找安全生产上的问题和隐患，制定措施及时处理，使

安全活动具有针对性[6]。计划地进行反事故演习和事

故预想，锻炼运行人员的事故处理应急能力。充分发

挥站长的组织指挥才能，突出其“主心骨”的作用，

做事故来时临危不乱，能快速、正确地处理事故坚持

开展运行分析制度。 

4.2. 提高变电运行人员的专业素质 

对变电运行员进行到位的技术培训和安全意识

培训，减少由运行人员导致变电运行的安全问题。首

先，培养变电运行人员个人安全的意识，给予恰当的

技能培训。引导变电运行员整理工作日志，对工作经

验进行总结，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错误的再次

发生。第二，对变电运行员进行安全意识教育。结合

以往发生的事故，加强变电运行员的自我防护意识，

防止事故的发生。同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对不严

按操作规范操作的员工进行批评，最大限度的避免

安全事故的发生。 

格 

4.3. 强化设备管理，建立变电设备的巡查检查 

制度 

对变电设备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建立变电设备的

巡查检查制度是变电运行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7]。首

先，在建立变电系统时，对设备选型工作要认真进行，

确保设备的质量，保证变电运行后不会由设备质量问

题导致运行故障。变电系统正常运行以后，要对变电

设备建立严格的巡查检查制度。通过对设备进行定期

的巡查，排除变电运行设备突发性绝缘劣化、人为破

坏以及异物落入等现象，保证变电设备的安全运行。

通过对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掌握设备的运行状况，

对设备存在的隐患进行控制，保证设备长期安全的运

行。 

5. 结论 

变电站的安全管理水平决定着整个变电运行的

安全状况，只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断提高变

电运行值班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设备管理水平以及

文明生产水平，才能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综上所述，无论是培训还是制度的制定，

最终都是要让变电运行人员能够自觉认真贯彻变电

所运行管理制度，熟练掌握处理各种电气事故的能

力，缩短处理事故的时间，并确保变电设备安全运行，

认真执行各种规程制度，提前控制工作中危险点，才

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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