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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分析 Fault Analysis

1 引言

对于电力系统设备来说，无论是状态监测还是故障诊断，

基本上都是一类全新的技术，以此确保电力系统能够更好地

完成运行工作。因此，相关人员便需要提高重视程度，针对这

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2 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技术的基本概念

基于系统设备本身，在应用监测技术的时候，主要应用的

便是传感器，并应用一些最新的测量方式，从而能够得到相关

数据资料。对于这些数据来说，可以有效反映出设备现阶段的

工作情况，以此能够有效把握设备的运行质量，是否处于正常

的状态，是否有任何故障问题存在。

对于设备故障诊断工作来说，主要是基于其当前的影响

状态，以此获得相关数据内容，通过和正常运行时的数据展开

对比，能够推断出故障的种类以及出现的具体原因。一般来

说，主要是基于特征量本身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明确状态监测

的内容。

3 状态监测的相关技术

3.1 信号采集

设备在进行监测的时候，首要工作任务便是有效把握当

前诊断对象的基础信息，以此得到设备的相关电信号。基于其

状态量的差异化特色，选择不同的诊断方式。一般来说，具体

采样的方法主要为四类：其一是一次性处理，每一次采集时，

仅仅采集一个实际长度满足处理需求的信号即可；其二是基

于规定的时间要求进行处理；其三是结合当前出现的故障情

况，在第一时间发出信号，以此展开采样；其四是基于故障的

基本要求，采取一些针对性方式进行采样。

对于不同的设备来说，相关任务要求完全不一样，因此，

应用的监测方式也有着诸多差异。但凡变压器出现了任何问

题，基本上都是因为内部材料出现了老化的情况，因此，便需

要结合变压器本身的特点，采用局部放电的方式展开分析。而

对于电机来说，每次出现的故障类别都有着诸多区别，而且原

因也有很多种。因此，便可以尝试采用神经网络的方式展开预

测。在针对断路器的状况进行诊断时，最为常用的方式便是跳

闸轮廓法，以此能得到设备现阶段的信息资料。

3.2 数据传送

通常来说，主要负责信号处理的系统往往会和监测设备

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因此，在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很容易

受到外部因素的破坏。所以，工作人员便需要针对数据资料进

行处理。首先是展开 A/D转化，在完成数据压缩之后，对其进

行打包，最后再全部都传到控制中心内部。目前来说，在中国

当前电力领域之中，通讯设备的应用率越来越高，通过采用光

纤传输数字信号，可以有效处理外部干扰造成的影响[1]。

3.3 数据处理

内部中心在得到数据之后，通常会通过多种数学方案展

开处理。如在频谱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将时域连续时间信

号转化为频域不同的信号。不仅如此，最为常用的分析方式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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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神经网络以及小波分析等。在实际处理的过程之中，可以

通过数字技术方式，并将其和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以此完成

数据资料的处理工作，进而提升精确性。

4 故障诊断的相关技术

4.1 合理选择信号的特征量

在现有的所有能够进行正常使用功能的信息资料中，将

最为重要的内容提取出来，这便是信号处理的主要工作。当设

备在实际运行时，如果提供的数据资料更具精确性特点，那么

在进行故障诊断时，整体灵敏度便会得到提高。对于任何故障

特征量来说，绝对不是由单一问题造成的。然而通常来说，通

过对于这些特征量展开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基本上直接代

表着某些特定的故障问题。如果工作人员未能有效明确特征

量，自然无法对设备的运行情况予以把握，了解其当前究竟是

出现了故障还是正常运行。毕竟即便当设备在正常运行时，整

体表现同样和故障情况存在相同的部分，因此，便会让工作人

员做出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一情况，理应在方法层面做出最为

正确的决定[2]。

4.2 故障诊断工作

对于电力设备来说，自身出现故障的种类有很多种。即便

出现了同一类事故情况，往往也是由多种不同的状态共同展现

出来的。因此，在进行诊断时，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选择。

其一是部分故障会由多种情况表现出来，因此，便需要通

过传感技术的方式展开判断。面对同一问题，从多个方面入

手，并使用各类不同的传感器展开处理，从而能够基于不同的

特征表现，从中选择一类整体灵敏度更高的信息量，进而确保

决策判断的合理性。

其二是特征空间矢量法，首先针对故障问题的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并展开深入学习。之后再通过不同的方法，对其展

开修正。一般来说，所有故障对象往往都存在着慢时变性以及

不确定性的基本特点。

其三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以此保证技术分析的

方式更具科学性。相比于工作人员自主判断，人工智能分析问

题自然更为全面，往往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无法看到的内容。

4.3 信息技术以及故障分析技术

对于故障分析技术来说，主要是针对设备展开深入了解，

基于故障产生的实际情况，分析故障出现的具体原因。其一是

针对当前设备的特征量以及降维进行总结，以此采用一些识

别类技术，从而能够有效计算出具体参数内容，进而可以得出

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对于现有的设备来说，基本上都有了网

络传输的基本能力，因此，工作人员也可以通过信息传输的方

式进行判断。如果问题较为严重，还可以通过远程协助，向其

他人员求助，以此共同展开问题诊断。如此一来，设备状态的

判断将会更为精确。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可以尝试应用虚拟

诊断的设备，将当前得到的实时数据上传到网络平台之中。

5 当前现状以及未来发展

目前，对于系统状态的监测工作来说，基本上已经在欧美

国家得到了全面普及。特别是在美国，技术发展特别快，几乎

所有电力企业内部都无需人工展开检修，设备能够自主完成

处理工作。

在电力行业之中，无论是状态检测还是故障诊断，均取得

了非常好的效果。结合国外某些工厂提供的数据资料可以得

知，在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后，事故率大幅度下降，维修率同

样有所减少。如此一来，企业便无需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进行

维修，进而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

自从 1980年开始，中国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因此，比起国外企业，整体发展并不算晚。在经过了 30 多年

后，中国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研发的传感器。当前诸多工厂内部

都应用了这一设备，在线监测技术也得到了全面普及，从而使

得监测质量以及管理效果得到了提高。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

企业，开始从国外进口，并将其和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以

此创造了全新的监测系统，能够有效把握设备的运行质量。

然而，在与国外进行对比之后能够发现，中国传感器的技

术水平仍然较为落后。不仅许多企业并未意识到技术监测的

意义所在，而且软环境和管理体制均有着诸多缺陷。造成这一

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便是许多企业并未觉得监测技术有着很

高的应用价值，因此，在检修时，仍然在应用传统的技术。另

外，有些企业内部虽然已经有了相关设备，但是工作人员并未

掌握这一方面的技术，同时个人经验也不足，从而造成技术资

源被完全浪费。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电力企业来说，系统监测工作越来越重

要。因此，相关人员便需要提高重视程度，结合设备正常运行

的状况，对其展开把握，诊断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前进

行预案。如此一来，设备的整体水平必然会得到提高，进而能

够有效推动中国电力行业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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