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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操作手册 V3.0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此手册。并请严格按照安装操作手册要求操作使

用，阅读后请妥善保管，以备日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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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补偿系统介绍

1.1 共补

装置补偿回路由投切元器件、电抗器、电容器组成，一些装置中的三相电容器组可以不

经电容器投切器件而接入主电源回路。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共补系统示意图

1.2 分补

装置补偿回路由投切元器件、电抗器、电容器组成，电容器组采用星形接法，中性线与

主电源回路中性线相连。正常运行时可分别控制各相电容器投切器件的接通或断开，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分补系统示意图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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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混合补偿

装置内同时装有三相式控制的电容器组（共补）和分相式控制的电容器组（分补）。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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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部分元件及线缆选择

2.1 电源总进刀闸或断路器选择

装置电源总刀闸和断路器应能连续承受在额定频率和方均根值等于额定电压的正弦电

压下得到的电流的 1.5 倍的电流。

选择断路器或刀熔开关时，按如下计算：

Ir=1.5×In； 其中

c
n= 3 N

QI
U 。

Qc 为补偿容量， UN 为工作电压，In 为回路工作电流。

2.2 电容器分组熔断器（或断路器）选择

a) 每个电容器分组均应装设保护熔断器或有相同功能的断路器。

b) 装设熔断器时，注意安全距离。为防止故障时拉弧，需要加装隔弧装置。

c) 熔断器额定工作电流（有效值）应按 1.5～2 倍单组电容器额定电流选取。

选择熔断器或者断路器时，按如下计算：

I=1.6×In；其中 c
n= 3 N

QI
U

Qc 为单组补偿容量，UN 为工作电压，In 为单回路工作电流。

表 2.2.1 柜内部分元器件选型推荐表（0.4kV 系统）

单回路补偿

容量（kvar）

补偿

方式

熔断器

（A）

接触器

（A）

电缆

铜（mm2）

5 单相 32 32 10

10 单相 63 63 16

15 单相 100 100 25

25 三相 63 50 10

30 三相 63 63 16

40 三相 80 80 25

50 三相 125 100 25

60 三相 160 125 25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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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容器投切器件选择

电容器投切器件应适合装置以分-合闸最小时间间隔进行切除-投入的操作。电容器投切

器件分断时不应发生重击穿或电流续流。

选择投切元器件时，按如下计算：

I=1.4×In；其中 c
n= 3 N

QI
U

。

Qc 为单组补偿容量，UN 为工作电压，In 为单回路工作电流。

2.4 电气连接导线的选择

2.4.1 主回路

主回路连接线应紧固、接触良好，主电路导线允许载流量应不小于可能通过该电路最大

工作电流的 1.5 倍，主回路绝缘导线端头需按照规范制作，保证主回路接线牢固和安全。

2.4.2 控制回路

电压控制回路绝缘导线的截面应根据要承载的额定工作电流来选择，但应不小于

1.5mm2(多股铜芯绝缘导线)或 1.0mm2(单股铜芯绝缘导线)。绝缘导线端头需按照规范制作，

保证控制回路接线牢固和安全。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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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元器件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3.1 晶闸管模块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模块安装要求：

该设备要求垂直安装，下方有自带的散热风扇，投切开关之间的垂直距离至少保持 10cm，

若多排安装，则排与排之间应相互交错安装，以利于设备通风散热，且保持一定的水平距离，

方便布线和散热。（注：投切开关与下层电抗器之间垂直间距不小于 15cm）。

在谐波含量大于 5%的场合下使用此开关，建议根据情况采取谐波治理措施。

使用单相开关，需确保电容器零线接牢，否则将造成开关承载过高电压。

由于可控硅自身特性及保护电路原因，在没有触发信号时主路会有很小的漏电流，因此：

在没有触发信号时，连接在主路里的 LED 指示灯可能会出现微亮现象，这种现象属正常状

况。

3.2 电抗器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电抗器安装在电容器上层。该设备根据柜型可以横向安装或者纵向安装（垂直），但安

装倾斜度不大于 5 度，安装横梁的支撑强度应充分考虑电抗器的重量，长时间运行不能发生

明显形变。电抗器过温保护点应接入控制回路。（注：电抗器之间的水平间距不小于 10cm）

3.3 电容器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电容器应安装在最下层，禁止与电抗器同层安装。电容器（垂直安装）底部有安装螺杆，

将螺杆穿过金属安装板上的安装孔后，拧紧螺帽即可固定。对连接电容器主回路端的导线制

作冷压端子，保证电缆与电容器端头可靠连接。（注：电容器之间的间距不小于 5cm）

其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 1：在安装底座上开安装孔（螺杆直径 12mm）

步骤 2：拆除电容器螺母，将电容器直立安装螺柱穿过开孔

步骤 3：将螺母对好螺柱牙纹，用扳手(力矩 12N.M)上紧

注意：必须将螺丝牙纹对齐后方可上紧，如没对齐强行拧紧会导致螺柱断裂！

3.4 分相补偿元器件的安装及注意事项

分相晶闸管开关、电抗器、电容器的安装可参考附录。分相补偿时 A/B/C 三相三个电

抗器共用一只晶闸管开关的同一个温度保护点，可将电抗器上的三个温度保护点串接后与晶

http://www.tysen-kld.com


KLD-BKS/BKT 系列

www.tysen-kld.com 6 / 10

闸管开关上的过温保护点连接，电抗器与投切开关之间间距不小于 15cm。

3.5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正常使用条件下，装置内裸露带电导体相间及它们与外壳之间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应

不小下表规定。

表 3.5.1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额定绝缘电压（V） 最小电气间隙（mm） 最小爬电距离(mm)

60< Ui ≤660 12 16

660< Ui ≤1000 14 20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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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柜内散热设计选择与建议

补偿柜应有良好的散热措施以保证产品正常的运行，下表为柜内排风量的建议。

表 4.1 柜内排风量建议

电容器的容量（kvar） 柜内排风量要求（m3/h）

小于 50 80

0～100 160

100～200 360

200～250 600

250～300 900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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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无功补偿柜内元件示意图

注意：无功补偿柜内安装排布，应充分考虑后期维护

接触器投切

由 于 电 容 器 受 温 度 影 响 较

大，滤波电抗器是柜内主要发热

源，电容器和滤波电抗器应分层

安装，不宜混装在一起，安装层

次宜采用左侧示意图示

电抗器上常闭温度保护点应

统筹在控制回路中，以保证温度

过高时切除此回路

电抗器进线方式为‘左进右

出’或‘上进下出；电抗器电容

器采用一拖二或者一拖多的接法

时，电抗器到电容器的连接线缆

必须分别单独连接

电容器接线端应做冷压端子

和护套，接线时注意压紧螺丝，

避免连接处发热烧毁端子

分回路熔断器应优先选用一

体式熔断器组；如果采用单独安

装式，则熔断器相间必须安装隔

弧挡板

投切开关应选择电容专用接

触器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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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硅共补
由 于 电 容器 受 温 度 影 响 较

大，滤波电抗器是柜内主要发热

源，电容器和滤波电抗器应分层

安装，不宜混装在一起，安装层

次宜采用左侧示意图示

可控硅安装两层时应注意上

下间距，并且上下层可控硅应错

位安装，避免温度对可控硅造成

影响；可控硅主回路线缆为‘左

进右出’，做冷压端子，安装时注

意压紧螺丝，严禁二次端子接错

电抗器上常闭温度保护点应

连接在可控硅常闭端子处，以保

证温度过高时切除此回路。

电容器接线端应做冷压端子

和护套，接线时注意压紧螺丝，

避免连接处发热烧毁端子

电抗器进线方式为‘左进右

出’或‘上进下出’；电抗器电容

器采用一拖二或者一拖多的接法

时，电抗器到电容器的连接线缆

必须分别单独连接

分回路熔断器应优先选用一

体式熔断器组；如果采用单独安装

式，则熔断器相间必须安装隔弧挡

板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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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控硅分补

由于电容器受温度影响较大，

滤波电抗器是柜内主要发热源，电

容器和滤波电抗器应分层安装，不

宜混装在一起，安装层次宜采用左

侧示意图示

可控硅安装两层时应注意上

下间距，并且上下层可控硅应错

位安装，避免温度对可控硅造成

影响；可控硅主回路线缆为‘左

进右出’，做冷压端子，安装时注

意压紧螺丝，严禁二次端子接错

电抗器上常闭温度保护点

应依次串接在可控硅控制常闭

端子处，以保证温度过高时切除

此回路

电容器接线端应做冷压端

子和护套，接线时注意压紧螺

丝，避免连接处发热烧毁端子

电抗器进线方式为‘左进右

出’或‘上进下出’；电抗器电

容器采用一拖二或者一拖多的

接法时，电抗器到电容器的连接

线缆必须分别单独连接

分回路熔断器应优先选用一

体式熔断器组；如果采用单独安装

式，则熔断器相间必须安装隔弧挡

板

http://www.tysen-k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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