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相不平衡的原因、危害以及解决措施！

三相不平衡是电能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影响电力系统的因素有很多，但正常性不平衡

的情况大多是因为三相元件、线路参数或负荷不对称。由于三相负荷的因素是不一定的，所

以供电点的三相电压和电流极易出现不平衡的现象，损耗线路。不仅如此，其对供电点上的

电动机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危害电动机的正常运行。

配电网三相不平衡的原因

1、三相负荷的不合理分配。

很多的装表接电的工作人员并没有专业的对于三相负荷平衡的知识概念，因此在接电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要控制三相负荷平衡，只是盲目和随意的进行电路的接电荷装表，这在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三相负荷的不平衡。

其次，我国的大多数电路都是动力和照明混为一体的，所以在使用单相的用电设备时，用电

的效率就会降低，这样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配电变压器三相负荷的不平衡状况。

2、用电负荷的不断变化。

造成用电负荷不稳定的原因包括了地 II 经常出现的拆迁，移表或者用电用户的增加；

临时用电和季节性用电的不稳定性。这样在总量上和时间上的不确定和不集中性使得用电的

负荷也不得不跟随实际情况而变化。

3、对于配变负荷的监视力度的削弱。

在配电网的管理上，经常会忽略三相负荷分配中的管理问题。在配电网的检测上，对配电变

压器的三相负荷也没有进行定期的检测和调整。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造成了三相不平衡的现象，例如线路的影响以及三相负荷矩的不相

等等。

三相不平衡的危害



1、增加线路的电能损耗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网络中，电流通过线路导线时，因存在阻抗必将产生电能损耗，其损耗与

通过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当低压电网以三相四线制供电时，由于有单相负载存在，造成三相负载不平衡在所难免。

当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时，中性线即有电流通过。这样不但相线有损耗，而且中性线也产生

损耗，从而增加了电网线路的损耗。

2、增加配电变压器的电能损耗

配电变压器是低压电网的供电主设备，当其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时，将会造成配变

损耗的增加。因为配变的功率损耗是随负载的不平衡度而变化的。

3、配变出力减少

配变设计时，其绕组结构是按负载平衡运行工况设计的，其绕组性能基本一致，各相额定容

量相等。配变的最大允许出力要受到每相额定容量的限制。

假如当配变处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负载轻的一相就有富余容量，从而使配变的出

力减少。其出力减少程度与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度有关。

三相负载不平衡越大，配变出力减少越多。

为此，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其输出的容量就无法达到额定值，其备用容量亦相应

减少，过载能力也降低。假如配变在过载工况下运行，即极易引发配变发热，严重时甚至会

造成配变烧损。

4、配变产生零序电流

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将产生零序电流，该电流将随三相负载不平衡的程度而

变化，不平衡度越大，则零序电流也越大。运行中的配变若存在零序电流，则其铁芯中将产

生零序磁通。

(高压侧没有零序电流)这迫使零序磁通只能以油箱壁及钢构件作为通道通过，而钢构件的导

磁率较低，零序电流通过钢构件时，即要产生磁滞和涡流损耗，从而使配变的钢构件局部温

度升高发热。

配变的绕组绝缘因过热而加快老化，导致设备寿命降低。同时，零序电流的存也会增加配变

的损耗。

5、影响用电设备的安全运行



配变是根据三相负载平衡运行工况设计的，其每相绕组的电阻、漏抗和激磁阻抗基本一致。

当配变在三相负载平衡时运行，其三相电流基本相等，配变内部每相压降也基本相同，则配

变输出的三相电压也是平衡的。

假如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其各相输出电流就不相等，其配变内部三相压降就不相

等，这必将导致配变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

同时，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运行，三相输出电流不一样，而中性线就会有电流通过。

因而使中性线产生阻抗压降，从而导致中性点漂移，致使各相相电压发生变化。

负载重的一相电压降低，而负载轻的一相电压升高。

在电压不平衡状况下供电，即容易造成电压高的一相接带的用户用电设备烧坏，而电压低的

一相接带的用户用电设备则可能无法使用。所以三相负载不平衡运行时，将严重危及用电设

备的安全运行。

6、电动机效率降低

配变在三相负载不平衡工况下运行，将引起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由于不平衡电压存在着正

序、负序、零序三个电压分量，当这种不平衡的电压输入电动机后，负序电压产生旋转磁场

与正序电压产生的旋转磁场相反，起到制动作用。但由于正序磁场比负序磁场要强得多，电

动机仍按正序磁场方向转动。

而由于负序磁场的制动作用，必将引起电动机输出功率减少，从而导致电动机效率降低。同

时，电动机的温升和无功损耗，也将随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而增大。所以电动机在三相电压

不平衡状况下运行，是非常不经济和不安全的。

改进配电网三相不平衡的技术

1、注重对三相负荷的合理分配

在对三相负荷的分配问题上，电力工作人员应当在实际的工作中将相关的数据进行认真的采

集和记录，达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用电负荷的状态。

其次，可以通过装设平衡装置的方式来达到更好三相平衡的分配问题。

2、对三相负荷中不平衡电流的治理方法



根据不平衡电流电纳的补偿原理，在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时刻，主要出现了三相不接地的不

平衡负载，那么他们中的每一个相负载都可以同一个电阻和电容形成并联的形式。

因此，在不平衡电流治理电纳补偿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将不同性质符合的等效进行分析，确

定相间和相对地的无功补偿量。

当配电变压器要进行不平衡电流的补偿时，应该满足一下的几点原则。

一是需要注意到电流的治理应当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补偿功率因数，一个是调节三相电流不

平衡，这两者共同确定了补偿所需要的无功功率。

第二点，在实际的工程施工时，应当采用全容性的治理方式，与电感补偿相区分，避免出现

严重过补偿的情况。

第三点是需要考虑到负荷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基于这种特性，补偿量也应该根据

负荷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第四点表现在装置开关和补偿设备的投切次数的限制，要在设计时将全天的优化方案进行策

略的管理。

总之，在进行比例调节系数额设置时，需要同时考虑功率因数的限制条件以及过补偿限制的

条件。

3、增设对三相负荷的检测调整

定期开设对三相负荷的检测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对三相符合的合理分配以及控制后，相

关部门应当开设检测工作。

电力的平衡不能是绝对的，只能是尽力做到相对的平衡，在实际的检测工作中，各部门应当

以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的平衡度的衡量指标作为一个标准，将检测的结果进行专业的记录和

分析，对各相的负荷电流进行定期的检测，以便于及时发现一些三相的不平衡状况。

当在检测过程中发现有安全隐患的部位，要及时的进行调整和修改。对于检测过程中未发现

问题的部位，也应当提高瞽惕。在检测结束以后，不仅需要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还要进

行及时的反馈。

这里的反馈主要是指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出的三相需要进行的调整，以及对于新技术在三相中

运用的可能性预测。通过合理的检测和对检测结果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

不平衡现象的出现，降低用电事故的出现。

由不对称负荷引起的电网三相电压不平衡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

1、将不对称负荷分散接在不同的供电点，以减少集中连接造成不平衡度严重超标的问题。

2、使用交叉换相等办法使不对称负荷合理分配到各相，尽量使其平衡化。



3、加大负荷接入点的短路容量，如改变网络或提高供电电压级别提高系统承受不平衡负

荷的能力。

4、装设平衡装置。

简要列出以上几种解决三相电压或电流不平衡对电网及电能质量危害的技术措施。具体应该

采取哪一种措施更为合理有效，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技术和经济比较后确定实施。

在低压三相四线制的城市居民和农网供电系统中

由于用电户多为单相负荷或单相和三相负荷混用，并且负荷大小不同和用电时间的不同。所

以，电网中三相间的不平衡电流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用电不平衡状况无规律性，也无法

事先预知。导致了低压供电系统三相负载的长期性不平衡。对于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力部门

除了尽量合理地分配负荷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相不平衡的原因、危害以及解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