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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装置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装置内包含静电敏感组件，当移除装置外壳工作时，工

作接触面和工作人员必须良好接地，避免设备受到伤害。

禁止带电拔插通讯接头。

输入开关量为有源接点，确保正确接线。

现场调试时应注意大电流通电时间不能过长，本装置交

流回路 2 倍额定电流时可连续工作，10 倍额定电流时允

许 10s，40 倍额定电流时允许 1s。

确保输入电流极性、输入电压相序正确。

装置经开出传动试验后，请务必按复归键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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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适用范围

本装置是以电流电压保护为基本配置，同时集成了各种测量和控制功能的多功能装置，

适用于 1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电容器。应用领域覆盖电力、水利、交通、石油、化工、煤

炭、冶金等行业。

1.2 功能配置

（1）保护功能

1）二段式过流保护

2）二段式零序过流保护

3）反时限过流保护

4）反时限零序过流保护

5）不平衡电压保护

6）不平衡电流保护

7）过电压保护

8）低电压保护

9）非电量保护

10）TV 断线判别

11）控制回路断线

12）开关量录波功能

（2）遥测功能

1）8 路外部开关量输入遥信采集，断路器位置、手动分闸及事故遥信；

2）正常断路器遥控分合、分闸；

3）IA、IB、IC、3I0、UA、UB、UC、P、Q、Cosφ、等模拟量采集的遥测；

4）GPS 对时输入。

1.3 性能特点

装置的保护及安全自动功能均采用基于图形化界面的逻辑可编程的方式实现。采用逻辑

可编程方式构成的定型产品，其功能配置能够满足多数用户的要求。如对功能配置有不同要

求，修改工作可以在短时内完成。所有产品的功能配置在出厂前已由本公司完成，不增加用

户额外的工作量。

采用此种方式有以下优点：

1）缩短了相关产品的开发周期，产品功能的拓展也更为快速方便；

2）由于功能配置的变化不需修改软件，产品的核心构成不但在硬件上，而且在软件上

彻底模块化、平台化，增强了产品品质的可信赖性，简单、灵活、可靠三者得到完美的统一。

此外，本装置还具备如下特点：

1）完备的保护功能配置

装置已配置了各种保护功能。

2）一体化设计。

装置兼有遥测、遥控、遥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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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功能对各种测量量精度可达 0.5 级；

遥信可采用强电电源（110V/220V AC）直接输入，抗干扰强。每路具有独立可设的多种 属性，满

足不同速度、不同性质信号的快速捕捉；

遥控出口支持接点监视反馈，为主站控制提供防误功能；

本间隔防误闭锁及信号提示；

防水、防尘、抗振动设计，可安装于环境条件较为恶劣的现场运行，如开关柜。

3）人性化设计

产品采用全汉化液晶显示，人机界面清晰易懂；

实时显示及传送各种运行状态及数据，便于当地及远方巡检；

配备计算机界面的调试与分析软件，调试及维护简单方便；

4）大资源

保护功能模件的核心为 32 位微处理器，配置以大容量的RAM 和Flash Memory，使本产品具有极强的

数据处理、逻辑运算和信息存储能力。可记录的事件数不少于200 次,且信息在装置掉电后不会丢失；

采用 12 位的高精度A/D 转换器，完全满足各项测量指标；

配置了充足的开关量输入端，方便外部遥信量的接入；

设置了高精度的时钟芯片，并配置有 GPS 硬件对时回路，便于全系统时钟同步；

配备485串口，并集成了 IEC 60870-5-103 标准通信规约。

5）高可靠性

通过了国家级电磁兼容实验室快速瞬变、静电放电等 9 个项目的抗干扰试验，全部的试验结果证明其

电磁兼容性能指标大大高于国家标准要求；

组屏或安装于开关柜时不需增加辅助抗干扰模件。

6）硬件免调试概念

在采样回路中，选用高精度、高稳定的器件，保证正常运行的高精度，避免因环境改变或长期运行而

造成采样误差增大；

完善的自检功能，满足状态检修的要求；

产品中无可调节元件，无需在现场调整采样精度，大大提高运行稳定性。

2 技术性能及电气参数

2.1 额定电气参数

2.1.1 电源

2.1.1.1 直流电源

1）额定电压：220V、110V；

2）允许偏差：-20% ～ +10%；

3）波纹系数：不大于 5％。

2.1.1.2 交流电源

1) 额定电压：220V；

2) 允许偏差：-10% ～ +10%；

3) 波纹系数：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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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额定电流、电压

1）交流电流：5A、1A；

2）交流电压：100V、100/ 3 V；

3）频率：50Hz。

2.2 主要技术指标

2.2.1 测量元件特性的准确度

整定偏差：不超过±2% ；

温度变差：在正常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内，不超过±2.5% ；

综合偏差：不超过±4%。

2.2.2 接点容量

接点负载：直流 220V 5A(不断弧) 。

2.3 环境条件

正常工作环境温度：-10℃～＋55℃；

装置的贮存允许的环境温度为-25℃～＋5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装置的运输允许的环境温度为-25℃～＋70℃，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正常工作相对湿度：5％～95％；（产品内部不凝露，不结冰）；

正常工作大气压力：80kPa～106kPa。

2.4 功率消耗

1) 交流电流回路： 当 In=5A 时，每相不大于 1VA；

当 In=1A 时，每相不大于 0.5VA；

2) 交流电压回路： 当额定电压 UN时，每相不大于 1VA；

3) 直流电源回路： 当正常工作时，不大于 30W；

当装置动作时，不大于 50W。

注：In、Un为额定值，下同。

2.5 过载能力

1) 交流电流回路： 2倍额定电流，连续工作；

40 倍额定电流，允许 1s；

2) 交流电压回路： 1.4 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2 倍额定电压，允许 10s

2.6 绝缘性能

2.6.1 绝缘电阻

正常环境下，装置的外引带电回路部分和外露非带电金属部分及外壳之间，以及电气上无联系的各回

路之间，用 500V 的兆欧表测量其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 100 MΩ。

2.6.2 介质强度

在正常环境下，装置能承受 50Hz、2000V 历时 1min 的工频耐压试验，无击穿闪络及元件损坏现象（试

验过程中，任一被试验回路施加电压时其余回路应互联接地）。

2.6.3 冲击电压

装置的直流输入回路、交流输入回路、输出触点等各回路对地，以及电气上无联系的各回路之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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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受 1.2/50µs 的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当额定绝缘电压大于 60V 时，开路试验电压为 5kV；

当额定绝缘电压不大于 60V 时，开路试验电压为 1kV。试验后，装置应无绝缘损坏。

2.7 耐湿热性能

装置能承受 GB/2423.9 第 21 章规定的湿热试验。试验温度+40℃±2℃、相对湿度（93±3）％，试验

时间为 48h，在试验结束前 2h 内，用 500V 直流兆欧表，测量各外引带电回路部分对外露非带电金属部分

及外壳之间、以及电气上无联系的各回路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5MΩ；介质强度不低于表 1 规定的介

质强度试验电压值的 75％。

2.8 电磁兼容性

表格 1：电磁兼容性能

序号 电磁兼容试验项目 试验结果

1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9-2010 中规定的辐射电磁场干扰度Ⅲ级试验

2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10-2010 中规定的快速瞬变抗扰度 IV 级试验

3 1MHz 脉冲群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13-2008 中规定的 1MHz 和 100kHz 脉冲群抗扰度Ⅲ级

（共模 2.5kV、差模 2kV）试验，施加干扰期间，装置无误动或拒动现象。

4 静电放电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14-2010 中规定的静电放电抗干扰 IV 级试验

5 电磁发射限值 能符合 GB/T 14598.16-2002 中规定的电磁发射限制值

6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

度

能承受 GB/T 14598.17-2005 中规定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Ⅲ级

试验

7 浪涌（冲击）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18-2012 中规定的浪涌（冲击）抗扰度Ⅲ级试验

8 工频磁场抗扰度 能承受 GB/T 14598.19-2007 中规定的工频磁场抗扰度 V级试验

2.9 机械性能

2.9.1 振动(正弦)

1) 振动响应

装置能承受 GB/T 11287-2000 中 3.2.1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1 级的振动响应试验

2) 振动耐久

装置能承受 GB/T 11287-2000 中 3.2.2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1 级的振动耐久试验

2.9.2 冲击

1) 冲击响应

装置能承受 GB/T 14537-1993 中 4.2.1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1 级的冲击响应试验

2) 冲击耐久

装置能承受 GB/T 14537-1993 中 4.2.2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1 级的冲击耐久试验。

2.9.3 碰撞

装置能承受 GB/T 14537-1993 中 4.3 规定的严酷等级为 1级的碰撞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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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机箱结构

2.10.1 装置外形尺寸

图 1：NZB6021 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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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开孔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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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3 端子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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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NZB6021 端子定义

3 保护功能及原理

保护功能提供控制字投退方式。通过远方主站可对装置进行整定值修改等操作。

3.1 二段式过流保护

装置配置了二段式相间过流保护，在执行过流判别时，各段判别逻辑一致，其动作条件如下：

1）该段保护控制字投入；

2）IR>IL，IL为电流定值，IR为相电流；

3）T>TLS，TLS为延时定值。

Ux

U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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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段式零序过流保护

零序过电流保护在满足以下条件时出口跳闸：

1）I>IO，其中I为零序电流，IO为零序过流定值；

2）T>TOS，TOS为零序延时定值。

3）反时限过流保护

装置设置了专门的反时限过流保护，反时限保护元件是动作时限与被保护线路中电流大小自然配合的

保护元件，通过平移动作曲线，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全线的配合。装置提供常见的三类反时限特性，即一

般反时限、非常反时限、极端反时限，反时限特性由整定值中相应的“反时限曲线类型”整定。各反时限

特性公式如下：

1）一般反时限

1)(

14.0

02.0 -
=

p

p

I
I

t
t

2）非常反时限

1)(

5.13

-
=

p

p

I
I

t
t

3）极端反时限

1)(

80

2 -
=

p

p

I
I

t
t

其中： pt 为时间系数，范围是（0.01～1）； pI 为电流基准值； I 为故障电流； t为跳闸时间。

反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条件：

1）反时限过流保护控制字投入

2）IR>IRIL，IRIL为反时限电流定值，IR为相电流。

3.3 反时限零序过流保护

反时限基本原理与 3 相同。反时限特性由整定值中反时曲线类型整定，反时限零序过流不经方向元件闭锁，

其动作条件如下：

1）反时限零序过流保护控制字投入；

2）I>IRIO，其中I为零序电流，IRIO为零序过流定值。

3.4 不平衡电压保护

不平衡电压保护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跳闸动作：

1）不平衡电压保护控制字投入；

2）UUb>UBPVV，其中UUb为不平衡电压值，UBPVV为不平衡电压定值；

3）T>TBPVT，TBPVT为不平衡延时定值。

3.5 不平衡电流保护

不平衡电流保护在满足以下条件时跳闸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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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平衡电流保护控制字投入；

2）IUb>IBPIV，其中IUb为不平衡电压值，IBPIV为不平衡电流定值；

3）T>TBPIT，TBPIT为不平衡延时定值。

3.6 过电压保护

为防止电容器组在母线电压升高时发生过电压而损坏，过电压保护会切除电容器组。电压取自线电压。

1）过电压保护控制字投入；

2）任一线电压高于过电压整定值；

3）断路器在合位；

4）延时时间到。

保护出口动作于断路器跳闸。

3.7 低电压保护

电容器组失电后，若在其放电完成之前重新带电，可能会使电容器组承受合闸过电压。为此装置设置

了低电压保护以保证在再次上电之前将电容器跳开。低电压保护可经控制字选择是否经电流闭锁，以防止

PT断线时低电压保护误动。

低电压保护动作条件：

1）低电压保护控制字投入；

2）三个线电压均小于低电压定值；

3）三相电流均小于有流整定值；

4）断路器在合位；

5）延时时间到。

保护出口动作于断路器跳闸。

3.8 非电量保护

装置提供4路非电量保护，由控制字选择退出，告警或跳闸。如果选择退出时，可以作为自定义遥信上

传。

3.9 TV 断线判别

TV 断线条件：

1）TV 断线告警控制字投入；

2） VUUU cba 8>++ ， VUUU cba 30),,min( < ；

或 开关在合位， VUUU cba 8),,max( < 。

3.10 控制回路断线告警

控制回路断线告警条件：

1）控制回路断线告警控制字投入。

2）装置实时检测断路器位置状态，当分闸位置开入和合闸位置开入均为“0”时，经7s 后装置发“控

制回路断线”告警。位置状态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告警瞬时返回。

3.11 开关量滤波功能

为了方便分析故障发生时的电流电压变化，本装置添加了录波功能。在保护动作时记录电流电压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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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动化功能

装置提供 485 串口及 103 规约接入各种自动化系统。

4.1 通讯与规约

装置具有 1 个与自动化系统通信的 RS485 串口，可接入单网系统运行。

通信规约采用电力行业标准 DL/T 667-1999（IEC 60870-5-103）。与装置连接的具体规约文本参见《PGL

数字化保护装置串口 103 规约及互联说明》。

4.2 时钟同步

装置具备两种对时方式。一种由主站通过通信，以报文方式进行对时。另一种通过接收GPS 硬对时输

入。同时，装置内设置了具备高精度时钟芯片的硬件时钟回路，与上述任何一种或两种对时方式结合，可

确保与自动化系统时钟的精确同步。

4.3 测量与控制

装置与主站连接完成后，平时采用变化上送以及循环上送的方式传输实时数据。

4.4 装置信息代码表

4.4.1 事件信息表

表格 2：事件信息表

序号 事件名称 上传代码

1 过流一段保护 1

2 过流二段保护 2

3 过流三段保护 3

4 反时限过流保护 4

5 后加速过流保护 5

6 零序过流一段保护 6

7 零序过流二段保护 7

8 零序过流三段保护 8

9 反时限零序过流保护 9

10 后加速零序过流保护 10

11 低压侧零序过流 11

12 低压侧反时限零序过流 12

13 非电量保护 1 13

14 非电量保护 2 14

15 非电量保护 3 15

16 非电量保护 4 16

17 过负荷动作 17

18 低电压保护动作 18

19 过电压保护动作 19

4.4.2 告警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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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告警信息表

序号 事件名称 上传代码

1 过流三段告警 31

2 零序过流一段告警 32

3 零序过流二段告警 33

4 零序过流三段告警 34

5 反时限零序告警 35

6 后加速零序告警 36

7 低压侧零序告警 37

8 低侧反时限零序告警 38

9 过负荷 39

10 控制回路断线 40

11 TV 断线 41

12 零序过电压 42

13 非电量告警 1 43

14 非电量告警 2 44

15 非电量告警 3 45

16 非电量告警 4 46

4.4.3 遥测值信息表

遥测量有两种传输方式：通过召唤二级数据、通用分类传送。

1 召唤二级数据

表格 4：遥测值信息表

序号 参数名称 Inf 额定最大值

1 IA 140 3

2 IB 141 3

3 IC 142 3

4 UAB 143 20

5 UBC 144 20

6 UCA 145 20

7 P 146 100

8 Q 147 100

9 Cos 148 1

2 通用分类

遥测值组号：0

表格 5：遥测值信息表

序号 参数名称 条目号

1 IA 1

2 IB 2

3 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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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格 5

4 UAB 4

5 UBC 5

6 UCA 6

7 P 7

8 Q 8

9 Cos 9

4.4.4 遥信量信息表

遥信量组号：2

表格 6：遥信量信息表

序号 名称 条目

1 分闸位置 1

2 合闸位置 2

3 远方 3

4 弹簧未储能 4

5 非电量 1 5

6 非电量 2 6

7 非电量 3 7

8 非电量 4（后加速） 8

4.4.5 遥控量信息表

遥控组组号：3

表格 7：遥控量信息表

序号 名称 条目 备注

1 遥跳 1 双点信息

2 遥合 2 双点信息

4.4.6 定值组信息表

定值组组号：4

表格 8：定值组信息表

序号 名称 条目 数据类型 备注

1 线路 TA 变比 1 R32.23

2 线路 TV 变比 2 R32.23

3 相间低电压定值 3 R32.23

4 过流一段定值 4 R32.23

5 过流一段延时 5 R32.23

6 过流一段带低电压闭锁 6 UI 0：退出 1：投入

7 过流二段定值 7 R32.23

8 过流二段延时 8 R32.23

9 过流二段带低电压闭锁 9 UI 0：退出 1：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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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格 8

10 过流三段定值 10 R32.23

11 过流三段延时 11 R32.23

12 过流三段带低电压闭锁 12

13 反时限过流定值 13 R32.23

14 反时限过流时间系数 14 R32.23

15 反时限过流曲线类型 15 UI 0：一般 1：非常 2：极端

16 反时限过流带低电压闭锁 16 UI 0：退出 1：投入

17 后加速过流定值 17 R32.23

18 后加速过流延时 18 R32.23

19 后加速过流带低电压闭锁 19 UI 0：退出 1：投入

20 零序过流一段定值 20 R32.23

21 零序过流一段延时 21 R32.23

22 零序过流二段定值 22 R32.23

23 零序过流二段延时 23 R32.23

24 零序过流三段定值 24 R32.23

25 零序过流三段延时 25 R32.23

26 反时限零序过流定值 26 R32.23

27 反时限零序过流时间系数 27 R32.23

28 反时限零序过流曲线类型 28 UI 0：一般 1：非常 2：极端

29 后加速零序过流定值 29 R32.23

30 后加速零序过流延时 30 R32.23

31 低压侧零序过流定值 31 R32.23

32 低压侧零序过流延时 32 R32.23

33 低侧反时限零序定值 33 R32.23

34 低侧反时限零序时间系数 34 R32.23

35 低侧反时限零序曲线类型 35 UI 0：一般 1：非常 2：极端

36 低电压保护定值 36 R32.23

37 低电压闭锁电流 37 R32.23

38 低电压保护延时 38 R32.23

39 过电压保护定值 39 R32.23

40 过电压保护延时 40 R32.23

41 非电量保护 1 延时 41 R32.23

42 非电量保护 1 出口类型 42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43 非电量保护 2 延时 43 R32.23

44 非电量保护 2 出口类型 44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45 非电量保护 3 延时 45 R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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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格 8

46 非电量保护 3 出口类型 46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47 非电量保护 4 延时 47 R32.23

48 非电量保护 4 出口类型 48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49 过负荷定值 49 R32.23

50 过负荷延时 50 R32.23

51 零序过电压告警定值 51 R32.23

52 过流一段控制字 52 UI 0：退出 1：投入

53 过流二段控制字 53 UI 0：退出 1：投入

54 过流三段控制字 54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55 反时限过流控制字 55 UI 0：退出 1：投入

56 后加速过流控制字 56 UI 0：退出 1：投入

57 零序一段控制字 57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58 零序二段控制字 58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59 零序三段控制字 59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0 反时限零序过流控制字 60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1 后加速零序过流控制字 61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2 低压侧零序过流控制字 62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3 低侧反时限零序控制字 63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4 低电压保护控制字 64 UI 0：退出 1：投入

65 过电压保护控制字 65 UI 0：退出 1：投入

66 过负荷控制字 66 UI 0：退出 1：告警 2：跳闸

67 控制回路断线控制字 67 UI 0：退出 1：投入

68 TV 断线控制字 68 UI 0：退出 1：投入

69 零序过电压告警控制字 69 UI 0：退出 1：投入

70 二次谐波闭锁投退 70 UI 0：退出 1：投入

71 二次谐波闭锁定值 71 R32.23

5 装置定值清单

表格 9 ：NZB6021 定值清单

序号 定值名称 单位 定值范围 备注

1 线路TA变比 % 0.100~9999.000

2 线路TV变比 % 0.100~9999.000

3 过流一段定值 A 0.100~100.000

4 过流一段延时 S 0.000~100.000

5 过流二段定值 A 0.100~100.000

6 过流二段延时 S 0.010~100.000

7 反时限过流定值 A 0.1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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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格 9

8 反时限过流时间系数 0.010~1.000

9 反时限过流曲线类型 0~2 0:一般 1：非常 2：极端

10 零序过流一段定值 A 0.010~100.000

11 零序过流一段延时 S 0.000~100.000

12 零序过流二段定值 A 0.010~100.000

13 零序过流二段延时 S 0.010~100.000

14 零序反时限过流定值 A 0.010~100.000

15 零序反时限过流时间系数 0.010~1.000

16 零序反时限过流曲线类型 0~2 0:一般 1：非常 2：极端

17 低电压定值 V 10.000~150.000

18 低电压延时 S 0.010~100.000

19 低电压闭锁电流 A 30.000~150.000

20 过电压定值 V 50.000~100.000

21 过电压延时 S 1.000~100.000

22 不平衡电压定值 V 0.100~1200.000

23 不平衡电压延时 S 0.010~100.000

24 不平衡电流定值 A 0.010~100.000

25 不平衡电流延时 S 0.010~100.000

26 非电量开入1延时 S 0.000~999.000

27 非电量开入2延时 S 0.000~999.000

28 非电量开入3延时 S 0.000~999.000

29 非电量开入4延时 S 0.000~999..000

30 过流一段控制字 0~1 0：退出1：投入

31 过流二段控制字 0~1 0：退出1：投入

32 反时限过流控制字 0~1 0：退出1：投入

33 TV断线控制字 0~1 0：退出1：投入

34 控制回路断线控制字 0~1 0：退出1：投入

35 零序一段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36 零序二段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37 零序反时限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38 低电压保护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39 过电压保护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0 不平衡电压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1 不平衡电流动作方式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2 非电量开入1出口类型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3 非电量开入2出口类型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4 非电量开入3出口类型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45 非电量开入4出口类型 0~2 0：退出1：告警2：跳闸

6 人机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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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面板说明

图 4：NZB6021 面板示意图

装置设有 7 个指示灯，指示灯定义如下表：

表格 10 指示灯定义表

状态指示灯由6个指示灯组成，各灯功能如下：

表格 10 指示灯定义和功能表

指示灯 功 能

运行 装置正常运行是闪烁

告警 预告信号指示灯，在出现控制回路断线等各种预告信号时点亮

动作 继电器输出时，指示灯亮

合位 断路器合位输出时“合位”指示灯亮

跳位 断路器分位输出时“跳位”指示灯亮

通讯 对外通讯时指示灯闪烁

装置设有 9 个按键，按键定义如下表：

表格 11 按键定义表

键盘由9 个键组成，各键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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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按键定义和功能表

按键 主 要 功 能

ENTER 确认

ESC 返回

＋ 参数的递加

－ 参数的递减

↑ 向上移动选项

↓ 向下移动选项

← 向左移动选项

→ 向右移动选项

复归 动作信号复归

6.2 运行主界面

装置上电即进入运行主界面，运行主界面分两版显示：运行状态显示和遥测量显示。

图 5：运行状态显示

图 6：遥测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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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主界面在这两种显示中定时切换，在遥测显示界面中，遥测量滚动显示。

按任何键进入菜单界面。

6.3 菜单结构

菜单设计为多级菜单设计，选中菜单条目，按“确定”键，进入下级子菜单，按“取消”键返回上级

菜单。菜单结构如图 7 所示，分为三级。按“∧”、“∨”键选择菜单项，按“确定”进入相应下级菜单直

到最末端功能性项目，按“取消”返回上级菜单。

图 7：菜单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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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各功能菜单说明

6.4.1 数据显示

6.4.1.1 幅值显示

显示 AD 通道基波值，如图 8所示。

AD通道名

幅值 相角

图 8：基波显示

按“∧”、“∨”键，显示其他通道，按“取消”返回。

通道角度的显示以第一个通道为基准，第一个通道的角度恒为零。

6.4.1.2 DI 显示

显示 DI 输入状态，如图 9 所示。

图 9：DI 显示

按“∧”、“∨”键，显示其他通道，按“取消”返回。

6.4.1.3 遥测显示

显示装置遥测值，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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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遥测显示

按“∧”、“∨”键，显示其他通道，按“取消”返回。

6.4.1.4 遥信显示

显示遥信量状态，如图 11 所示。

图 11：遥信显示

按“∧”、“∨”键，显示其他通道，按“取消”返回。

6.4.1.5 定值显示

定值显示方式如图 12 所示。

图 12：定值显示

按“∧”、“∨”键，显示其他定值，按“取消”返回。

6.4.1.6 版本显示

显示装置软件版本号、校验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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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数据设置

6.4.2.1 时钟设置

设置装置时钟，如图 13 所示。

图 13：时钟设置

按“∧”、“∨”键，光标在年、月、日、时、分、秒间切换，按“<”、”>”键，移动光标，按“+”、

“-”改变数值，按“确定”设置时钟，按“取消”返回。

6.4.2.2 定值修改

该功能有密码保护，先进入密码输入界面，如图 14 所示。

图 14 ：用户密码输入

输入 0001，按“确定”，即进入定值设置界面。定值设置界面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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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定值设置

按“∧”、“∨”键，显示其他定值，按“<”、”>”键，移动光标，按“+”、“-”改变数值，按“确定”

设置定值。当要修改多个定值一定要先改变它们的值，最后按“确定”键一起完成设置，这样可以减少 FLASH

的插除次数，提高装置使用年限。

6.4.2.3 装置地址设定

装置地址指的是装置通过 103 规约对外连接的地址，可选范围 1-255。

设置界面如图 16 所示。

图 16：装置地址设定

6.4.2.4 通讯设置

通讯设置用于设置 485 串口的通讯参数。

设置界面如图 17 所示。

图 17 ：通讯设置

波特率：4800，9600，19200，57600，115200。

数据位：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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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位：1，1.5，2。

校验方式：无校验，偶校验，奇校验。

按“∧”、“∨”键， “<”、”>”键，移动光标，按“+”、“-”改变数值，按“确定”设置。

6.4.2.5 软压板设置

软压板设置有密码保护，需输入用户密码，才能进去设置。

6.4.2.6 遥控操作

遥控操作有密码保护，需输入用户密码，才能进去遥控操作。

遥控操作界面如图 18 所示。

图 18 ：遥控操作

按“+”、“-”改变数值，按“确定”发出命令。

6.4.3 报告显示

6.4.3.1 出错报告

显示装置出错记录，先进入记录选择界面，如图 19 所示。

图 19：出错记录序号输入

选好记录，按“确认”，进入记录显示介面，如图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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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出错记录显示

按“<”、“>”键，换行显示，按“∧”、“∨”键，更换出错记录显示。

装置最多可以保存 200 份出错记录。

6.4.3.2 事件记录

显示装置所保存的事件记录，先进入记录选择界面，选择方式同 6.4.3.1。

选好记录按“确认”，进入事件记录显示介面，如图 21 所示。

图 21：事件记录

按“<”、“>”键，换行显示，按“∧”、“∨”键，更换事件记录显示。

装置最多可以保存 200 份事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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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调试功能

本菜单进入出厂调试功能，先进入厂家调试密码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调试密码输入

输入密码 0002，按“确认”，即进入调试菜单区，此时装置自动进入调试态。

6.4.4.1 零漂调整-补偿所有通道

按下“补偿所有通道”，即进行所有 AD 通道零漂自动补偿。

6.4.4.2 零漂-单通道补偿

按下“单通道零漂补偿”，进入单通道零漂补偿界面。如图 23 所示。

图 23：单通道零漂补偿

按“∧”、“∨”键，切换到其他通道，按“确认”进行补偿。

6.4.4.3 幅值调整

幅值调整界面如图 24 所示。

图 24：幅值调整

按“∧”、“∨”键，切换到其他通道，按“确认”进行补偿。

6.4.4.4 跳闸输出

测试跳闸继电器，跳闸输出界面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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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跳闸测试

按“<”、“>”键，换行，按“∧”、“∨”键，翻页，按“+”、“-”改变状态，按“确认”键执行。

6.4.4.5 指示灯输出

测试面板指示灯。操作方法同 6.4.4.4。

6.4.4.6 内部定值

用于设置厂家所用的一些内部参数。操作方法同 6.4.2.3 定值设置。

6.4.5 运行切换

该菜单完成“运行态”与“调试态”之间的切换。一般装置在进入“调试功能”以后，如调试完毕，

退出“调试功能”后，如要进入“运行态”由该菜单完成切换，如不能切换至“运行态”说名装置内部有

出错。

6.4.6 信号复归

完成信号复归功能。

6.4.7 弹出信息

装置设有弹出信息窗口，当有出错或事件发生时，装置会弹出该信息，显示介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信息窗口

此时，按“<”、“>”、“∧”、“∨”键查看其他参数，按“确认”查看下一条信息。



共 29 页 第 27页

7 典型接线图

图 27：NZB6021 典型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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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型与订货

8.1 NZB6021 参数选型见表格 12

表格 12：NZB6021 参数选型表

NZB6021-

语言

中文 1

英文 2

频率

50Hz 1

60Hz 2

工作电源

110V AC/DC 1

220V AC/DC 2

相 CT 二次电流

无 0

1A 1

5A 5

零序 CT 二次电流

无 0

1A 1

5A 5

开入量形式

外部电源:AC/DC110V 1

外部电源:AC/DC220V 2

8.2 订货须知

订货时应指明：

1) 装置型号、名称及订货数量；

2) 根据参数配置表所列的项目逐一明确尾号；

3) 特殊的功能要求及备品或备件；

4) 供货地址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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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上海市松江区正泰自动化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思贤路3255号4号楼A座1-3楼

邮编：201614

售后服务

电话：（+86）21 6777 7777-85089；（+86）21 6777 7777926

传真：（+86）21 6777 7777-85085

网址：http：//www.chint.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