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分类、

特征及应用

摘要：供电系统的中性点接地方

式涉及电网的安全运行，供电可靠性，

过电压和绝缘的配合，继电保护，接

地设计等多个因素，而且对通信和电

子设备的电子干扰、人身安全等方面

有重要影响。目前供配电系统的接地

方式主要有中性点不接地、中性点直

接接地、中性点经电阻接地和中性点

经消弧线圈接地四种，本文对这四种

中性点接地方式进行了分类、分析与

比较，并针对发展中城市配电系统中

接地变的应用进行分析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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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是指电

力系统中的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中性点

与地的连接方式。可以分为大接地电

流系统和小接地电流系统，前者即中

性点直接接地电流系统，后者又分为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和中性点经消弧线

圈或电阻接地系统。

1.大接地电流系统

大接地电流系统，即将中性点直

接接地。该系统运行中若发生一相接

地故障时，就形成单相接地短路，线

路上将流过很大的短路电流，使线路

保护装置迅速动作，断路器跳闸切除

故障。大电流接地系统在发生单相接

地故障时，中性点电位仍为零，非故

障相对地电压基本不变，这是它的最

大优点。因此在这种系统中的输电设

备绝缘水平只需按电网的相电压考

虑，较为经济。此外，该系统单相接

地故障时，不会产生间歇性电弧引起

的过电压，不会因此而导致设备损坏。

大接地电流系统不装设绝缘监察装

置。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缺点也很

多，首先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不

允许电网继续运行，防止短路电流造

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可靠性不如小接

地电流系统。其次中性点直接接地系

统在运行中若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

其接地点还会产生较大的跨步电压与

接触电压。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单相

接地故障时产生的接地电流较大，对

通讯系统的干扰影响也大，特别是当

电力线路与通讯线路平行走向时，由

于耦合产生感应电压，对通讯造成干

扰。

2.小接地电流系统

小电流接地系统，即中性点不接

地或经消弧线圈或电阻接地系统。小

接地电流系统可分为中性点不接地系

统，中性点经消弧圈接地或经电阻接

地系统。

2.1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即是中性点

对地绝缘。这种接地方式结构简单，

运行方便，不需任何附加设备，投资

经济。适用于 10kv架空线路为主的辐

射形或树状形的供电网络。中性点不

接地系统优点在于发生单相接地故障

时，由于接地电流很小，若是瞬时故

障，一般能自动熄弧，非故障相电压

升高不大，不会破坏系统的对称性，

根据安规规定，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

障后可允许继续运行不超过两小时，

从而获得排除故障时间，相对地提高

了供电的可靠性。中性点不接地方式

缺点在于因其中性点是绝缘的，电网

对地电容中储存的能量没有释放通

路。在发生弧光接地时，电弧的反复

熄火与重燃，也是向电容反复充电过

程。由于对地电容中的能量不能释放，

造成电压升高，从而产生弧光接地过

电压或谐振过电压，其值可达很高的

倍数，对设备绝缘造成威胁。

2.2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即

是将中性点通过一个电感消弧线圈接

地。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优点在

于其能迅速补偿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

相接地时产生电容电流，减少的弧光

过电压的发生。虽然中性点不接地系

统具有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仍可以继续

供电的突出优点，但也存在产生间歇

性电弧而导致过电压的危险。当接地

电流大于 30a 时，产生的电弧往往不

能自熄，造成弧光接地过电压概率增

大，不利于电网安全运行。而消弧线

圈是一个具有铁心的可调电感，当电

网发生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通过消

弧线圈时呈电感电流，对接地电容电

流进行补偿，使通过故障点的电流减

小到能自行熄弧范围。而当电流过零

而电弧熄火后，消弧线圈尚可减少故

障相电压的恢复速度，从而减少了电

弧重燃的可能，有利于单相接地故障

的消除。这可使电网持续运行一段时

间，相对地提高了供电可靠性。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的缺

点主要在于零序保护无法检出接地的

故障线路。当系统发生接地时，由于

接地点残流很小，且根据规程要求消

弧线圈必须处于过补偿状态，接地线

路和非接地线路流过的零序电流方向

相同，故零序过流、零序方向保护无

法检测出已接地的故障线路。中性点

经消弧线圈接地仅能降低弧光接地过

电压的概率，还是不能彻底消除弧光

接地过电压，也不能降低弧光接地过

电压的幅值。

2.3中性点经电阻接地

中性点经电阻接地系统，即是中

性点与大地之间接入一定电阻值的电

阻。该电阻与系统对地电容构成并联

回路，由于电阻是耗能元件，也是电

容电荷释放元件和谐振的阻压元件，

对防止谐振过电压和间歇性电弧接地

过电压。中性点经电阻接地系统的缺

点在与由于接地点的电流较大，当零

序保护动作不及时或拒动时，将使接

地点及附近的绝缘受到更大的危害，

导致相间故障发生。此外当发生单相

接地故障时，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非

永久性的，均作用与跳闸，使线路的

跳闸次数大大增加，影响了用户的正

常供电，使其供电的可靠性下降。

如今，随着大中型城市的电网发

展，10kV配电系统开始由线路供电改

为地下电缆供电，在节省空间的提高

了安全程度之外带来了一个弊端，那

就是改为电缆线路后线路的电容电流

增加，城市发展迅速使得变电站的配

电系统负荷大幅度增加，需要增加接

地变进行补偿。

总之，在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

采用哪种接地方式要根据电压等级的

高低、系统容量的大小、线路的长短

和运行气象条件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

综合比较来确定的，以达到较好的工

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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