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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系统概述 
 

1、系统概述 

◆ 系统主接线图 

 

10kV 母线分为一级负荷贯通、综合贯通两段母线；每段母线调压器后面的馈出线上现

各装设有两套容量均为 100kVar 的固定电抗器，测试时均投入运行。即每段母线调压器后

各投入 200kVar 的 10kV 固定电抗器。 

 



                                                       杭州银湖电气 

 第 - 3 - 页 

◆ 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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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测试报告 

一、测试目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动车/高铁 10kV 配电所电能质量，对于 10kV 系统电压、电流、功率

因数、谐波等进行检测和分析，对贯通线、自闭线上的负荷运行时系统的各种性能指标做

全面的了解，从而为电缆线路容性充电功率造成的低功率因数等问题找到最佳的解决方

案。 

 

二、测试数据及分析 

◆ 测试点：本次共测试 4个点，分别为： 

    进线一： 

    PT采样点：柜号 N11，变比：10000/100端子号：XT15-(521，522，523) 

    CT采样点：柜号 N07，CT变比：200/1端子号：112，122，133 

    进线二： 

     PT采样点：柜号 N12，变比：10000/100端子号：XT15-(531，532，533) 

     CT采样点：柜号 N08，CT变比：200/1端子号：112，122，133 

    一级负荷馈出【天津方向】： 

    PT采样点：柜号 N21，变比：10000/100端子号：521,522,523 

    CT采样点： 柜号 N21，CT变比：50/1端子号：112，122，133 

    综合贯通馈出【北京方向】： 

    PT采样点：柜号 N22，变比：10000/100端子号：521,5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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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采样点： 柜号 N22，CT变比：50/1端子号：112，122，133 

① 测试时间：进线一  2014年 11月 21日 22:40  ~  2014 年 11月 22日 22:52 

             进线二  2014年 11月 23日 01:46  ~  2014 年 11月 23日 23:50 

             一级负荷馈出【天津方向】 

                     2014年 11月 24日 01:40  ~  2014 年 11月 24日 11:58 

             综合贯通馈出【北京方向】 

                     2014年 11月 24日 12:54  ~  2014 年 11月 25日 08:26 

② 测试人员：杭州银湖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邹俊峰 

③ 测试地点：10kV高压开关室  

④ 采样间隔：10S 

⑤ 测试仪器：FLUKE 435  电流传感器：i5S  分析软件：FLUKE Power Log 2.9.2 

⑥ 工况说明：测试时，10kV 配电所内每段母线调压器后面馈出线路上均投入 200kVar 的

固定电抗器运行，区间上的电抗器数量及容量不详。 

⑦ 依据标准及规范： 

    GB/T 12325-2003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GB/T 12326-2008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GB/T 1454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GB/T 15543-1995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允许不平衡度》 

    GB/T 15945-1995     《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频率允许偏差》 

 

◆ 进线二 ： 

A、电压、电流、相位瞬时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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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电压与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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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功与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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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功率因数： 

PF： 计算值 W/VA     

Cosφ/DPF：基波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角的余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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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功率和电能瞬时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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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电压波形瞬时截屏图 

 

 

G、谐波： 

谐波电流瞬时截屏图 

 

 

时间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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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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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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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数据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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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测试结果分析 

    从以上统计的数据可知，10kV 系统配备的电抗器容量不够，功率因数低

的原因是电缆线路容性充电功率未能被并联电抗器补偿掉，容性无功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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