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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用电设备，有不同的补偿方式，要使用电

设备得到有效的补偿，需正确选择补偿的型式、容量，合

理确定接线方式、电容器的安装等，以取得较好的补偿效

果。本文针对10	kV高压电动机无功补偿装置的设置进行

讨论。

1	10	kV电动机无功补偿装置的应用

1.1 无功补偿装置的型式

为了进行无功补偿，并联电容器的配置方式一般有三

种：个别补偿、集中补偿及分组补偿。

个别补偿是将电容器直接接到用电设备上，实行就地

补偿。采用这种补偿方式的特点是一对一的补偿，即一台

电动机并接一台补偿装置，补偿效果明显，达到线路压降

和线路损耗同步减少。

集中补偿是将电容器集中安装在配电室高低压母线

上，这种补偿方法可以采取集中管理，便于维护，运行可

靠，利用率高。但是不能补偿出线上的无功电流，故不适

用于10	kV电动机出线的接线。

分组补偿是将电容器分组安装在各配电室或车间变电

所的母线上。这种补偿方法的效果介于个别补偿和集中补

偿两种方法之间。

综合上述，10	kV高压电动机采用个别补偿型式的补

偿效果最为明显。这也符合GB	50052-95《供配电系统设

计规范》中第5.0.3条的规定：高压部分的无功功率宜由高

压电容器补偿。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

备的无功功率宜单独就地补偿。

1.2 无功补偿装置容量的确定

图1为10	kV电动机回路主接线示意图，下面以某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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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0 kV电动机主回路接线示意图

3.2 降损与网络完善工程结合

借助网络完善工程对高损台区进行重点整改。对10	

kV迂回线路进行改造，更换了线径过细的导线；对配变

进行合理调配，根据负荷情况采取用大换少，整体调配等

方式配置配变容量，提高了供电质量并降低了配变损耗；

在网改时合理安装电容补偿，提高了功率因数；把“三

高”（高故障率、高线损率、高供电量）台区在网络完善

工程中优先实施，实现了早整改、早降损、早增效。

3.3 降损与营销精益化管理工作结合

实现从精细到精益化的转变，线损管理全方位、全过

程做到精益求精；严格落实线损闭环管理，从计划到落

实，从考核到兑现、从制定措施到实施效果都严格按程序

办事。

3.4 降损与专业化管理工作结合

各供电所设线损专（兼）职岗位，提高线损管理专

业化水平；线损“四分”管理到位，进行分压、分片

（所）、分线、分台区管理。主网线损与线路工区和调度

所考核挂钩，供电所综合线损率与各供电所挂钩考核，10	

kV分线线损与高压维护班挂钩考核，低压线损率与配电

班挂钩考核。

3.5 台区降损与引进低压集抄系统工作结合

充分利用低压集抄系统先进科技手段降损，在线跟踪

高损台区中用户用电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反窃电，同时

利用其对台区三相电流平衡状况、实时电压、功率因数进

行实时采集分析，为台区技术降损提供理论依据；对高

损、大供电量、用户比较集中的台区优先上集抄；实现台

区关口与用户表计同步抄表，提高了台区线损的真实性，

为线损考核和制定降损计划提供了真实数据。

巴东县电力公司近年来积极推行 	 “三”“四”

“五”的线损管理模式，降损节能和增效成果显著：2008

年公司综合线损率为7.74%，同比下降了1.34个百分点；

高压综合线损率为6.61%，低压线损率为10.25%，达到并

低于省一流县供电企业的线损指标要求。

（责任编辑：马宗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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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10	kV电动机回路的实际参数，计算需要装设无功

补偿装置的容量。

电动机参数：P	=	630	kW，cosj 1	=	0.87，η	=	0.94，

按照提高功率因数计算所需的补偿容量，补偿后cosj 2	=	

0.90。

Q	=（P/η）×（tgj 1-	 tgj 2）=（630/0.94）×(0.567	-	

0.484)	=	55.41	kvar。

考虑到实际产品规格，选用75	kvar的就地无功补偿装

置。

经返算，实际补偿后的cosj 2	=	0.91，符合功率因数达

到0.90以上的规定。

1.3 无功补偿装置的接线

图2为并联补偿装置的接线示意图。如图所示，并

联补偿装置采用带自放

电电阻的三相电力电容

器，并接于电动机侧，

与电动机同步投切，可

改善电动机启动时对电

网的冲击。一次侧配置

电容器专用的高压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确保设备安全

运行；配置用于操作过电压保护的氧化锌避雷器，同时

配置电流互感器及高压带电显示器。该装置的最大特点

是无操作部件，使用安全，维护简便。

1.4 无功补偿装置的安装

无功补偿装置为一对一配置，故无功补偿装置安装在

电动机附近，方便接线，便利运行维护工作。

该类无功补偿装置为成套柜式设备，安装时需考虑安

装地点的通风散热、运行维护等因素，当距离电动机较近

时，需综合考虑室内的运行条件，如加装风机或空调等措

施。由于是室内地面安装，安装时底部距地面距离须满足

规范不小于200	mm的要求，并采取防止凝露污闪的安全

措施与油浸式并联电容器组下部地面，应采取防止油液体

溢流的措施。

2	10	kV电动机无功补偿装置的特点

2.1 不存在过补或欠补现象

由于无功补偿装置采用一对一补偿方式，直接并接于

电动机侧，与电动机的操作、运行同步，补偿合理，不存

在过补或欠补问题，补偿效果最为明显。

2.2 不需要装设电容器自动投切装置

无功补偿装置本身无任何操作元件，不需要操作，随

电动机同步投切；同时无功补偿容量是根据电动机的参数

计算确定，电容器不需要分组投切，只需一次性随电动机

的启动投入使用，接线简单，布置清晰，维护方便。

3	需注意的问题

3.1 控制设备的保护装置按“电动机—电容器组”来确定

采用就地独立补偿时，由于补偿装置和高压电动机

共用一套控制设备，故在进行保护定值整定时，该馈电

线和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电容器

组”的参数确定。如图1，启动控制柜中的保护装置进行

参数整定时，电流电压整定值需考虑电容器组的接入，

即把电动机和电容器组作为成套装置进行整体考虑，以

便同时对电动机和电容器进行保护，确保设备的安全稳

定运行。

3.2 补偿电容器的容量不能超过电动机空载的无功功率

由于电动机空载时将出现过补偿，亦即功率因数超

前，同时电动机停机切断电源时，电动机对电容器放电，

使仍在旋转着的电动机变为感应发电机，感应电势可能超

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好多倍，对电动机和电容器的绝缘不

利，故补偿电容器的容量还须校验该容量不超过电动机空

载的无功功率，即满足Q≤0.9√3UeIo（Io为电动机的空载

电流）的要求。

3.3 电容器的使用要求

并联电容器组和大多数的电器不同，总是在满负荷条

件下运行。如在运行中电压、电流和温度超过了规定的限

值，就会缩短电容器的寿命。由于影响电容器质量、寿命

的因素很多，故在应用中应遵照有关规程、制造厂家的使

用说明等。

3.4 对电动机回路的要求

一般来说，采用独立补偿方式，对于长期稳定运行

在额定电流下的电动机是最适用的，取得的补偿效果也

最好。故对采用该种补偿方式的电动机需为不可逆转工

作制，且无大的冲击性负载；当电动机在断电后仍在转

动或产生相当大的反电动势时，不得再启动，同时避免

使用在星—三角或自耦减压启动装置中使电容器开路的

转换线路里。

4	结束语

选择不同补偿方式，效果会有较大的差别，根据不同

的用电设备合理确定补偿方式才能有效提高功率因数，提

高电网电压质量，确保补偿技术经济、合理、安全可靠。

本文阐述了适用于10	kV高压电动机的就地无功补偿型式

及其特点，该补偿方式接线简单、操作维护方便、补偿效

果明显，故广泛应用于10	kV高压电动机中。

（责任编辑：马宗禹）

图2 并联无功补偿装置接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