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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電所自動化數位式電驛控制連鎖功能 

(ABB REF541 電驛控制連鎖規劃) 

控制連鎖 ABB 柯佾寬

前言： 

在目前台電供電系統中是把電力從

345KV 降轉到 161KV 再降轉至更低的電

力等級至用戶端。其中用在 345KV 及

161KV 輸電系統中，線路保護都具備有--

--主保護及後衛保護。 

既有在 161KV 系統中，測距電驛用

來當主保護可能為 DCB 保護方式或

POTT 保護方式(需依台電需求而定)，當

然後衛保護也是不可少的。 

345KV 系統中，有兩套主保護系統

兩套後衛保護系統；一套主保護系統及後

衛保護系統為採用數位式測距電驛 POTT

保護方式(傳送 Permission Trip[准許跳脫]

的訊號)，另一套主保護系統及後衛保護

系統就為採用數位式測距電就採用 DCB

保護方式(傳送 Block Trip[禁止跳脫] 的

訊號)；當電壓等級越高，所需考慮到的

保護系統也需更謹慎。 

因應差動保護(87L)原理較測距保護

(21)原理簡單，加上差動電驛之穩定度及

可靠度都略優於測距電驛，因此台電陸續

把數位式差動電驛應用在輸電系統中之線

路主保護系統，後衛保護則由數位式測距

電驛把關，使得輸電級線路系統保護更加

穩定。 

因此我們可以把輸電級線路主加後

衛方式應用在變電自動化 161KV 控制系

統上---(主樣控制加上後衛控制)。 

變電自動化 161KV 系統中，數位式

饋線保護電驛可用來取代傳統 RTU(資訊

末端設備)，RTU 主要功能是資料的收

集，資料的收集可視為只是數位式保護電

驛其中之一的功能，數位式電驛除了可將

訊號做處理進而將資料往上傳送至

SCADA 系統外，也可以將連鎖條件加入

至數位式電驛控制功能中，進而把數位式

電驛強大功能發揮出來。 

目前既有 161KV -MCC 盤中，線路

的連鎖都靠盤體之間的硬體接線，如

161KV BUS TIE 的 DS(89A 或 89B)要投

入須考慮到 BUS BPT 的 ES(89BE1 或

89BE2)條件(參考下頁的範例總架構圖)，

此時，我們可以把盤體間之硬體接線當成

是主要控制方式，數位式電驛當成是後衛

控制方式；當盤體間連鎖硬體線有鬆動

時，此時如果投入 DS 開關會有危險，這

時後如果將控制連鎖條件寫入數位式電驛

程式中，即使盤體硬體連鎖線有鬆動滑落

現象，此時如投入 DS 開關，數位式電驛

會把關，數位式電驛會判斷此時 BUS 

BPT 及 BUS TIE 開關狀態(以 ABB REF-

541 來說，是利用通訊虛擬點做盤體與盤

體之間狀態開關的溝通方式)。 

當我們從監控系統中下操作物體開關

指令時，此時如果達到連鎖條件，DS 開

關就會投入，否則 DS 開關是不會投入成

功的。 

我們常把 RTU 定義為是資料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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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站，透過 RTU 來把通訊界面或格式

來做轉換處理，以搭配上端系統的通訊架

構。不過 RTU 的功能不像數位式電驛一

樣具有多功能用途，這也可更進一步來說

數位式電驛可程式控制功能強過於傳統

RTU之地方。 

因此，如果把連鎖條件寫入數位式電

驛中，對控制系統(操作開關)來說是有更

大的益處；當然前提是要數位式電驛能具

有可程式邏輯控制功能。 

在此先說明 ABB REF541 提供可從

REF541 面板投入開關選項，也就是在

SCADA 或現場 REF541 電驛面板上都可

操作投入(close)或開啟(open)物件開關，

可透過現場(Local)或遠端(Remote){L/R 功

能鍵}來選擇使用權限。 

當切換開關是在 L(Local)端時，此時

操作權就交由電驛；當切換開關是在 R 

(Remote) 端時， 此時操作權就交由

SCADA。當切換開關是在 R(Remote)端

時，現場人員是無法去操作開關，

SCADA監控人員因而不用去擔心此事。 

因此，使用操作開關的權限功能劃分

也是 REF541 電驛的一項功能優點。 

數位式電驛的控制連鎖功能是以本身

的通訊功能來做為媒介，通訊傳輸是透過

光纖來作為路徑，也就是電驛與電驛通訊

的傳輸媒介；當通訊品質受到干擾時，此

時控制功能的連鎖相對地也會受到干擾；

REF541 電驛通訊功能具有提供光纖傳輸

的路徑，此光纖材質不論是玻璃光纖或塑

膠光纖均可採用，玻璃光纖使用的距離遠

比塑膠光纖使用的距離來的遠。因此透過

光纖來傳輸，其通訊的品質是不用擔心

的。 

以下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ABB REF541

數位式電驛控制連鎖是如何做到的。

範例總架構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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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由 SCADA 監控系統下指令投入 TIE

盤 DS-B89A開關。 

{連鎖條件：當圖二之 TIE 盤 DS 開

關--B89A 要投入時，此時(1)圖一之 BPT

盤 ES 開關—89BE1 須為開啟狀態(OPEN 

STATUS)且(2)TIE 盤 CB 須為開啟狀態

(OPEN)且(3)TIE 盤 ES_B89AE 及(4) TIE 

盤 ES_B89BE 須為開啟狀態(OPEN)；當

這四個連鎖條件都滿足時，這時後才准許

TIE 盤 DS_B89A 投入}。 

“連鎖條件需依照台電規定而定，此

為範例” 

 

(圖一 BPT 盤 REF 電驛) 

 

(圖二 TIE 盤 REF 電驛) 
     

說明： 

ABB REF-541 電驛可利用通訊虛擬

點(COMM_IN ,COMM_OUT)方式來互相

做資料溝通，也就是利用通訊虛擬方式將

BPT 及 TIE 各開關狀態互相傳送到對

方。 

此方式是利用 BPT 盤 REF541 內建

通訊傳送功能，將要傳送到對方的訊號如

DS,ES,CB 狀態…等等，利用 BOOL2INT

傳送功能方塊，以 16 bit 透過虛擬通訊點

COMM_OUT1 傳送封包至對方 TIE 盤

REF541；此時在 TIE 盤 REF541 須內建

INT2BOOL 接收功能方塊，此 INT2BOOL

接 收 功 能 方 塊 將利 用 通 訊 虛 擬 點

COMM_IN1 所收到的封包再解成 16 

bit ，然而此時在 TIE 盤的 REF541 就可

知道 BPT盤 REF541 ES 開關 89BE1 的狀

態。 

由圖三 TIE 盤 REF 電驛圖中可知，

ES89BE1_opened 訊號就是從圖四 BPT 盤

REF 電驛 ES89BE1_opened 透過 COMM 

_OUT1傳送封包而收到。 

我們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比喻來說明： 

把 COMM_OUT 當成是 TX(資料傳

送端)，COMM_IN 當成是 RX(資料接收

端)；BPT 盤的 ES89BE1_opened 訊號是

由 TX 傳送出去到 TIE 盤，由 TIE 盤的

RX接收到 ES89BE1_opened 訊號。 

(註解 1：COMM_BPT(圖三)訊號是

通訊狀況處理訊號，也就是 TIE 盤 REF

電驛未收到 BPT 盤 REF 電驛所送出的通

訊訊號時，此時 COMM_BPT通訊訊號就

是 0 非 1，這時候也就是說通訊狀況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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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2：UPDATE_ALL(圖四)訊號

是偵測通訊狀況的時間，也可進一步說是

一直偵測通訊的狀況，當然也可寫程式為

多少 ms 或多少 S 偵測通訊狀況) 

此 圖 三 。 圖 四 之 通 訊 規 劃

UPDATE_ALL 及 COMM_BPT 訊號稍後

在圖十及圖十一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圖三 TIE 盤 REF 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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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BPT 盤 REF 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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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TIE 盤中 REF 電驛可得到

BPT 盤的 REF—ES_89BE1 狀態是否是開

啟 (OPEN)狀態，此時 TIE 盤 REF541 

DS_B89A 開關控制功能方塊(CODC1){圖

五}就會判斷是否有達到連鎖條件 (由

CLOSEENA 看出)，此時如果已達到連鎖

條件下從 SCADA 監控系統下指令投入

TIE 盤 DS_B89A，這時候 DS_B89A 就可

投入成功；相對地，如果此時沒有達到連

鎖條件，也就是上述提到的四個連鎖條件

缺一不可，在沒有達到連鎖條件情形下，

縱使從 SCADA 監控系統下投入 TIE 盤

DS_B89A指令還是不會成功的。

 

            
連鎖條件  

(圖五 TIE 盤 REF 電驛) 

 

範例二： 

由 SCADA 監控系統下指令投入

LINE盤圖六 DS-89A 開關。 

{連鎖條件：當圖六之 DS 開關--89A 

要投入時，*1.(1)此時圖一 BPT 盤之 ES

開關—89BE1 須為開啟狀態(OPEN STA-

TUS)且(2)LINE 盤 DS_89B 須為開啟狀態

(OPEN)且(3)LINE 盤  CB 須為開啟狀態

(OPEN)，或*2.(1) LINE 盤 DS_89B 須為投

入狀態(CLOSE)且(2)圖二之 TIE 盤 CB 須

為投入狀態(CLOSE)且(3)圖二之 TIE 盤

DS_B89A 及(4)TIE 盤 DS_B89B 須為投入

狀態(CLOSE)才准許 LINE 盤 DS_89A 開

關投入}。 

(由圖九左側來核對連鎖條件) 

“ *1與 *2為 OR Gate 條件 連鎖條件” 

此部份因為 Line 盤 DS89A 開關投入

的連鎖條件更複雜，所以在連鎖條件的考

慮下也更多，因此 Line 盤的 REF541 電

驛須從 BPT 盤的 REF541 電驛及 TIE 盤

的 REF541 電驛收到的物體開關訊號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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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所以通訊的規劃部份是更需要小心謹

慎的；假如有一開關狀態訊號無法利用通

訊方式傳送過來，這時，連鎖條件就會不

成立，此時 Line 盤的 DS89A 開關也就無

法投入成功。 

 

 

(圖六 LINE 盤 REF 電驛) 

 

說明： 

BPT 盤 REF541(圖四)內建通訊傳送

功 能 ， 將 要 傳 送 到 對 方 的 訊 號

ES_89BE1_opened，利用 BOOL2INT 傳

送功能方塊，以 16 bit(視為一個封包)透

過虛擬通訊點 COMM_OUT1 傳送至對方

LINE 盤 REF541 ；同樣地， TIE 盤

REF541(圖七) 內建通訊傳送功能，將要

傳 送 到 對 方 的 訊 號 TIE CB_ 

closed ,DS_89A_closed,DS_89B_closed,利

用 BOOL2INT 傳送功能方塊，以 16 

bit(視為一個封包 )透過虛擬通訊點

COMM_OUT1 傳送至對方 LINE 盤

REF541；此時在 LINE 盤 REF541 須內建

INT2BOOL 功 能 方 塊 ( 圖 八 ) ， 此

INT2BOOL 接收功能方塊將利用通訊虛

擬點 COMM_IN1(來自接收於 BPT 盤所

送出的訊號)及 COMM_IN2(來自接收於

BPT 盤所送出的訊號)所收到的訊號再解

成 16 bit ，然而此時在 LINE 盤的

REF541 就 可 知 道 BPT 盤 REF541 

ES_89BE1 的狀態及 TIE 盤 REF541 

CB,DS_89A 及 DS_89B的狀態。 

BPT 盤 REF541 ES_89BE1 的狀態是

由 LINE 盤 COMM_IN1 收到，TIE 盤

REF541 CB,DS_89A 及 DS_89B的狀態是

由 LINE盤 COMM_IN2 收到。 

(註解 3：COMM_BPT 及 COMM 

_TIE (圖八)訊號是通訊狀況處理訊號，也

就是 LINE 盤 REF 電驛未收到 BPT 盤及

TIE 盤 REF 電驛所送出的通訊訊號時，

此時 COMM_BPT 及 COMM_TIE 通訊訊

號就是 0 非 1，這時候也就是說通訊狀況

有問題) 

此圖七。圖八之通訊規劃 UPDATE 

_ALL 及 COMM_BPT 及 COMM_TIE 訊

號稍後在圖十及圖十一會有更詳細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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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TIE 盤 REF 電驛) 

 

 

(圖八 LINE 盤 REF 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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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E 盤中 REF 電驛可得到 BPT

盤的 REF541—ES_89BE1 狀態是否是開

啟 (OPEN)狀態及 TIE 盤的 REF541—

CB,DS_B89A 及 DS_B89B 狀態是否是閉

合(CLOSE)狀態(圖九)，此時由 LINE 盤

REF541 DS_89A 開關控制功能方塊

(CODC1)就會判斷是否有達到連鎖條件

(由 CLOSEENA看出)， 

此時如果已達到連鎖條件下從

SCADA 監控系統下指令投入 LINE 盤

DS_89A，這時候 LINE 盤 DS_89A 就可

投入成功；相對地，如果此時沒有達到連

鎖條件(上述 *1 或 *2 連鎖條件)，縱使

從 SCADA 監控系統下投入 LINE 盤

DS_89A指令還是不會成功的。

 

                                                 

 

     連鎖條件*2          連鎖條件*1 

 

(圖九 LINE 盤 REF 電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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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再補充說明註解 1及註解 2 及

註解 3之通訊傳輸循環架構： 

(圖十)為通訊資料封包以每 5 秒為一

單位循環來作通訊資料封包更新傳送，此

時間是可自由來規劃的，並不是一個固定

值，當然使用者也可規劃為 1秒甚至更快

的時間做通訊的訊號更新。 

此 UPDATE_ALL(Bo 位元)是以通訊

虛擬點 COMM_OUT 點(圖四，圖七)來傳

送至對方 REF541 電驛，此時對方

REF541 電驛會利用通訊虛擬 COMM_IN

點(圖三，圖八)所解成的 Bo 位元通訊訊

號來判定通訊狀況。 

進一步說；如果圖八之 LINE 盤

COMM_BPT 未收到從圖四之 BPT 盤

UPDATE_ALL 通訊訊號時，此時代表

LINE 盤與 BPT 盤之間通訊出了狀況，此

時 LINE 盤上 BPT_COMM_FAIL 訊號就

會為 1, BPT_COMM_FAIL 訊號為 1 時就

是告知通訊異常的警報(圖十一)；當通訊

異常發生時，SCADA 監控系統就會自動

得到從 REF541 電驛送出來的通訊異常警

報。

 

 

(圖十：通訊 UPDATE_ALL 訊號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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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通訊 COM_BPT 訊號邏輯) 



40 

變電所自動化數位式電驛控制連鎖功能 電驛協會會刊 18期 

結論： 

台電既有的變電所都幾乎是無人值班

的變電所，變電所裝置的設備有許多，相

關重要的狀態訊號(如 D/I,D/O,A/I 等)都

需回到控制中心，地方調度中心或區域調

度中心；相對地，控制中心，地方調度中

心或區域調度中心也可直接去操控各變電

所的物件開關，此時如把控制功能的條件

加入數位式電驛中，當控制中心，地方調

度中心或區域調度中心人員去操控開關投

入或打開時，此時等於是數位式電驛會幫

操作指令者執行多一項自動檢測關卡。 

因應變電所自動化(substation automa-

tion)架構(下圖)，數位式電驛功能除了保

護功能外，也可發揮出其它特性，其中之

一就是控制功能，這也是之前提到”主加

後衛控制”的方式，以硬體接線為主要控

制，數位式電驛內建控制連鎖程式為後衛

控制，借此把數位式電驛強大功能發揮出

來，也對安全性多了一項保障。

*ABB 對 TPC S.A 架構系統圖* 

前端處理器前端處理器

FrontendFrontend

Protocol:DNP3.0Protocol:DNP3.0

ADCSADCS

Mo 12. 11. 96    GMT 17:02.43.305

Ayer Rajah & Labrador    Feeder One

Local stationLocal station

DDCSDDCS

Protocol:CDCIIProtocol:CDCII

Gateway COM500Gateway COM500SYS500

SeriesSerie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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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驛協會會刊 18期 變電所自動化數位式電驛控制連鎖功能 

3 4 5 6

23 KV Bus

60

MVA

60

MVA
60

MVA

8 N9 10 ..7

5

161 KV Bus

76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 I N A L R E F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x = 80 ... 265 V dc /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I)

1M R S x 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 U )

U o n = 10 0 /1 1 0V (U o )

I on = 1 /5 A (I 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DER TER MI NAL R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 Hz

I n = 1 /5 A (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n = 100 /11 0 V ( U )

Uo n = 10 0/1 1 0 V ( Uo )

Ion =1/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 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 R S xx x xx x

9 8 1 5 0U n = 1 00 /1 1 0 V ( U )

U o n= 10 0 /1 10 V (U o )

Ion = 1 /5 A (I o )

95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EDER TER MI NAL R 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80 ... 2 65 Vdc / ac

fn = 50 H z

In = 1/5 A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U )

Uo n = 10 0 /1 1 0 V (Uo )

I on = 1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EDER TER MI NAL R 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80 ... 2 65 Vdc / ac

fn = 50 H z

In = 1/5 A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U )

Uo n = 10 0 /1 1 0 V (Uo )

I on = 1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 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 R S xx x xx x

9 8 1 5 0U n = 1 00 /1 1 0 V ( U )

U on = 10 0 /11 0 V ( U o )

Ion = 1 /5 A (Io )

95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DER TER MI N AL R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2 65 V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RS xx xxx x

981 5 0U n = 1 00 /110 V (U )

Uon = 10 0 /11 0 V (Uo )

Ion =1 /5 A(Io )

95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 E R MI N A L R E F 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u x = 80 ...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 n = 1 /5 A (I)

1M R S x 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1 1 0 V (U )

U o n = 10 0 /1 1 0V (U o )

Ion = 1 /5 A (I o )

95 0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 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 x = 80 ... 2 65 V dc /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I)

1M R S x 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 U )

U o n = 10 0 /1 1 0 V (U o )

I on = 1 /5 A (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 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 R S x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 1 0 V ( U )

U o n= 10 0 /1 10 V ( U o )

Ion = 1 /5 A (I o)

95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 H z

I n= 1 /5 A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 0 / 11 0 V ( U )

Uo n = 10 0/1 1 0 V ( Uo )

I on =1 /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 x = 80 . .. 2 65 V dc / ac

f n = 5 0 H z

I n= 1 /5 A (I)

1M R S x 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 0 / 11 0 V ( U )

U o n = 100 /1 1 0 V (U o )

I on =1 / 5A (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 5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 Hz

I n = 1 /5 A (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 0 /1 1 0 V ( U )

U on = 10 0 /11 0 V ( U o)

Ion = 1 /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ED ER TER MINA L R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H z

I n= 1 /5 A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1 00 /11 0 V ( U )

Uo n = 10 0/1 1 0 V ( Uo )

I on =1 /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EDE R TER MI NAL R 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80 ... 2 65 Vdc/ ac

fn = 50 H z

In = 1/5 A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 U)

Uo n = 100 /1 1 0 V (Uo )

I on =1 / 5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E DER TER MI NAL REF5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H z

I n = 1 /5 A (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n =1 00 /11 0 V ( U )

Uo n = 10 0/1 1 0 V ( Uo )

Ion =1 / 5 A(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 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 R S x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 1 0 V (U )

U o n= 10 0 /1 10 V (U o )

Ion = 1 /5 A (I o)

95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u x = 80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I)

1M R S x 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 1 0 V ( U )

U o n = 10 0 /1 1 0V (U o )

Ion = 1 /5 A (I o )

95 0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x = 80 ... 265 V dc /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I)

1M R S x 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0 / 11 0 V ( U )

U o n = 10 0 /1 1 0 V (U o )

I on = 1 /5 A ( Io )

95 0 9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 H z

I n = 1 /5 A (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 0 / 1 1 0 V ( U )

U on = 10 0 /11 0 V ( U o)

Ion = 1/ 5 A (Io )

95 0 9

8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 5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 u x = 80 . ..2 65 Vdc /ac

f n = 5 0 Hz

I n = 1 /5 A ( I)

1M RS xx xx x x

98 1 5 0U n = 1 0 0 /1 1 0 V ( U )

U on = 10 0 /11 0 V ( U o)

Ion = 1 / 5 A (Io )

95 0 9

1 2 3 4

2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 E E D E R T E R MI N A L R E F 54 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a u x = 80.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 I)

1M R S x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 1 0 V ( U )

U on = 10 0 /11 0 V ( U o )

Ion = 1 /5 A (Io )

950 9

1

aa

A B B T r a n s m i t O y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FE E D E R TE R MI N A L R E F5 41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U au x = 80 ...2 65 V dc /ac

f n = 5 0 H z

In = 1 /5 A (I)

1M R S xx x x x x

9 8 1 5 0U n = 1 00 / 1 1 0 V ( U )

U o n = 10 0 /1 1 0V (U o )

Ion = 1 /5 A (I o )

95 09

A B B  N e t w o r k  P a r t n e r  A G

C

E

R E R 5 8 1

GPS 接收器

Star Couple

集線器集線器r

光纖收容盒

光纖光纖

光纖光纖

 

A B B  N e tw o rk  P a r tn e r  A G

C

E

R E R 5 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