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３　 短时互相关算法

　 　 图 ３ 中互相关系数 ｒ 的计算公式[１０]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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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ꎬ~表示对数组求平均值ꎮ

以此得到时移 ｎ 个离散点的互相关系数序列为

ｒ(ｎ)ꎬ然后对 ｒ(ｎ)取绝对值得到绝对互相关系数序

列曲线并用于电缆故障定位ꎬ此时电缆故障的反射

信息被放大ꎬ易于开展电缆故障定位工作ꎮ

２　 仿真测试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ꎬ下面开

展了仿真测试分析ꎬ仿真模型采用 １０ ｋＶ 交联聚乙

烯电力电缆ꎬ其单位长度的各参数值[１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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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ｃ 为缆芯半径ꎬ取 ４ ｍｍꎻ ｒｓ 为屏蔽层内半

径ꎬ取 ９.５ ｍｍꎻρｃ 为缆芯电阻率ꎬ取 １７.５ μΩｍｍꎻ
ρｓ 为屏蔽层电阻率ꎬ取 １７.５ μΩｍｍꎻμ０ 为真空磁

导率ꎬ取 ４π × １０－７ Ｈ / ｍꎻσ 为电介质的电导率ꎬ取
１０－１６ Ｓ / ｍꎻε 为电介质的介电常数ꎬ取 ２.０４×１０－１１ Ｆ / ｍꎮ

本仿真中电缆模型长度设置为 ３００ ｍꎬ故障位

置设置在距首端 ２００ ｍꎬ故障类型设置为经过渡电

阻接地故障[４]ꎬ过渡电阻值设置为 ３００ Ωꎮ
所提低压脉冲法测试信号选用高斯脉冲波ꎮ 高

斯脉冲波的时宽可以任意调节ꎮ 当作为测试信号的

高斯脉冲波设置为窄时宽时ꎬ测试信号和各反射信

号的时宽都会较窄ꎬ因此测试信号和各反射信号不

易形成混叠ꎬ测试盲区更小ꎻ但是此时测试信号中高

频能量较大ꎬ在电缆对高频信号的强衰减效应影响

下ꎬ测试信号的能量会衰减很快ꎬ导致反射信号的

能量较弱ꎬ难以检测ꎮ 当作为测试信号的高斯脉

冲波设置为宽时宽时ꎬ虽然测试信号和各反射信

号容易形成混叠ꎬ会造成较大的测试盲区ꎬ但是此

时测试信号的低频能量更大ꎬ抗衰减能力更强ꎮ
综上所述ꎬ应该根据被测电缆的长度选取对应的

测试信号时宽ꎮ 当电缆长度较短时ꎬ电缆整体的

衰减效应较弱ꎬ此时应选取窄时宽的测试信号ꎬ以
降低测试盲区的长度ꎻ电缆长度较长时ꎬ电缆整体

的衰减效应较强ꎬ此时应选取宽时宽的测试信号ꎬ
以增加测试盲区的代价提升反射信号的抗衰减能

力ꎬ便于反射信号的检测ꎮ
以此得到仿真电缆模型的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

如图 ４ 所示ꎮ 为了便于分析ꎬ已经将低压脉冲法测

试波形的时间横轴乘以电磁波波速得到距离横轴ꎮ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ꎬ由于在经过渡电阻接地故障点

位置和电缆末端位置处存在电缆的阻抗失配现象ꎬ
所以在相应位置出现了行波反射现象ꎬ导致低压脉

冲法测试波形在相应位置出现了反射波ꎬ通过分析

反射波的时延信息可实现电缆故障定位ꎮ 同时还可

以看出ꎬ由于经过渡电阻接地故障点位置的阻抗失

配程度较弱ꎬ因此该位置的反射波幅值较低ꎬ难以直

接从低压脉冲法的测试波形中检测到该反射波ꎻ当
故障的严重程度更弱时ꎬ该位置的反射波幅值更低ꎬ
更加难以检测ꎮ

图 ４　 仿真电缆模型的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

　 　 利用短时互相关对图 ４ 中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

进行处理得到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如图 ５ 所

示ꎮ 对比图 ４ 和图 ５ 可以看出ꎬ相比于低压脉冲法

测试波形曲线ꎬ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中经过渡

电阻接地故障点和电缆开路末端两处位置均出现了

明显的异常峰值ꎬ并且两处峰的幅值和陡度较大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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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信息更加明显ꎬ说明了所提方法可以有效放大低

压脉冲法测试波形中故障的反射信息ꎬ易于电缆故

障定位ꎮ

图 ５　 仿真电缆模型的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

３　 实例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所提方法的有效性ꎬ参考文

献[１２] ꎬ采用和电力电缆结构类似的通信同轴电缆

开展实际测试ꎮ 具体的测试系统如图 ６ 所示:同轴

电缆总长为 ４０ ｍꎬ在距首端 ２０ ｍ 处 Ａ 点设置过渡

电阻接地故障ꎬ过渡电阻的阻值为 ８１ Ωꎻ距首端 ４０ ｍ
的 Ｂ 点为电缆末端ꎬ设置为开路状态ꎬ可以视为开

路故障ꎮ 因此该同轴电缆可视为在 Ａ 点存在经过

渡电阻接地的软故障和 Ｂ 点存在完全开路的硬故

障两处故障ꎮ

图 ６　 低压脉冲法的测试系统

在图 ６ 中ꎬ开始测试时ꎬＰＣ 会根据测试电缆的

长度设定适宜的高斯脉冲波时宽ꎻ然后ꎬ由高斯脉冲

发生器接受时宽设定值后输出作为测试信号的高斯

脉冲波ꎬ测试信号经过 Ｔ 形连接器后进入电缆ꎬ在
电缆的故障处产生反射波ꎬ反射波信号和测试信号

都途经 Ｔ 形连接器后被示波器采集并保存ꎻ最后ꎬ
示波器将保存的测试信号和反射波信号传输给 ＰＣ
进行分析ꎮ

由于所做实验中测试电缆长度较短ꎬ仅有 ４０ ｍꎬ
因此高斯脉冲波时宽设置为 １６ ｎｓꎮ 通过测试得到

实测的低压脉冲波测试波形如图 ７ 所示ꎬ同样为了

方便分析ꎬ已将低压脉冲波测试波形的时间横轴乘

以电磁波波速得到距离横轴ꎮ 从图 ７ 中可以看出ꎬ
由于 Ａ、Ｂ 位置处均存在电缆故障ꎬ因此低压脉冲波

测试波形曲线中 Ａ、Ｂ 位置处均出现了反射信号ꎬ但
是该反射信号的能量受到故障严重程度和电缆中衰

减效应的影响ꎬ因此反射信号的幅值较低ꎬ峰值位置

不突出ꎬ难以准确定位电缆故障ꎬ当故障的严重程度

减轻时ꎬ该现象会进一步加剧ꎮ

图 ７　 实际电缆的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

利用所提短时互相关算法对图 ７ 中低压脉冲法

测试波形进行处理ꎬ得到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

如图 ８ 所示ꎮ 从图 ８ 中可以看出ꎬ由于电缆中 Ａ、Ｂ
位置存在故障ꎬ因此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中 Ａ、
Ｂ 对应位置处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峰值ꎬ相对于低压

脉冲波测试波形曲线而言ꎬ两处峰的幅值和陡度明

显增加ꎬ峰值位置更加突出ꎬ故障的反射信息被放

大ꎬ使故障定位更加容易ꎮ 综上所述ꎬ实测结果也说

明了所提方法可以有效地放大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

中故障的反射信息ꎬ便于电缆故障定位ꎮ

图 ８　 实际电缆的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

４　 结　 论

１)上面提出了将短时互相关算法应用于低压

脉冲法的电缆故障定位技术中ꎮ 该方法首先截取短

时参考信号ꎬ然后将短时参考信号进行时移后与低

压脉冲测试波形求取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ꎬ最
后读取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的峰值位置来定位

电缆故障ꎮ
２)传统的低压脉冲法测试波形中反射信号幅

值较低ꎬ峰值位置不突出ꎬ难以准确定位电缆故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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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互相关系数序列曲线可以有效提升故障处异常

峰的幅值和陡度ꎬ便于电缆故障定位ꎮ
３)仿真和实测结果表明ꎬ所提方法可以有效提

升对低压脉冲法中反射信息的识别能力ꎬ提高对电

缆故障的定位能力ꎮ

参考文献

[１]　 饶显杰ꎬ 周凯ꎬ 汪先进ꎬ 等 . 基于改进 ＳＶＤ 算法的

局部放电窄带干扰抑制方法 [ Ｊ] . 高电压技术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７(２) : ７０５－７１３.

[２]　 高树国ꎬ 刘贺晨ꎬ 范辉ꎬ 等. 考虑波速特性的小波变

换模极大值法的电力电缆局部放电定位研究[ Ｊ]. 电

网技术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０(７): ２２４４－２２５０.
[３]　 王丹阳ꎬ 唐健钧ꎬ 陈讴ꎬ 等. 基于时域反射法的航空

电缆故障定位技术研究[ Ｊ] . 航空制造技术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２(Ｓ２): ８４－８８.

[４]　 李露. 船用电力电缆故障诊断的仿真研究[Ｄ].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ꎬ ２０１７.

[５]　 杨帆ꎬ 曾莼ꎬ 阮羚ꎬ 等 . 中压交联电缆接头复合界

面受潮缺陷的诊断方法研究[ Ｊ] . 高压电器ꎬ ２０１４ꎬ
５０(５): １－５.

[６]　 余坤ꎬ 赫志伟ꎬ 王善民ꎬ 等. 基于低压脉冲法的电力

电缆外力破坏检测技术研究 [ Ｊ]. 四川电力技术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０(４): ４８－５２.

[７]　 陈伟ꎬ 王谦ꎬ 吴高林ꎬ 等. 基于时域脉冲反射的高压电

力电缆测长技术研究[Ｊ]. 中国仪器仪表ꎬ ２０２０(８):
８３－８７.

[８]　 李启飞ꎬ 温玮ꎬ 韩蕾蕾ꎬ 等. 基于短时互相关算法对

航空磁异常信号的检测 [ Ｊ]. 兵器装备工程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６): １７８－１８３.

[９]　 孟佳彬ꎬ 李智华ꎬ 吴春华ꎬ 等. 基于 ＳＳＴＤＲ 的光伏系统

对地故障检测方法[Ｊ]. 太阳能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１(１０):
１０９－１１８.

[１０]　 白春乐ꎬ 马娇 . 一种基于互相关系数的白噪声不相

关性检验方法[ Ｊ] . 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７(１０) : ６７－６９.

[１１]　 谢敏ꎬ 周凯ꎬ 赵世林ꎬ 等. 新型基于反射系数谱的电

力电缆局部缺陷定位方法[ Ｊ] . 电网技术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１(９): ３０８３－３０８９.

[１２]　 尹振东ꎬ 王莉ꎬ 陈洪圳ꎬ 等. 增广时频域反射法在电

缆复合故障检测中的应用[Ｊ].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０(２３): ７７６０－７７７３.

作者简介:
周　 涛(１９８４)ꎬ男ꎬ工程师ꎬ主要从事电气设备试验和

故障诊断方面的工作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５)

(上接第 ５ 页)
[６]　 宋玉才ꎬ冯智慧.架空电力线路导线断股原因分析及预

防措施[Ｊ].电工技术ꎬ２０１５(１２):１１－１２.
[７]　 ＳＩ Ｊｉａｊｕｎꎬ ＺＨＵ Ｋｕａｎｊｕｎ.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ｕｎｄ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ｃ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ＵＨＶＤＣ ｂｙ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ＥＳ[Ｃ].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ＥＡＭ)ꎬ ＩＥＥＥꎬ ２０１２: １－５.

[８]　 万建成ꎬ周立宪ꎬ刘臻ꎬ等. １０００ ｍｍ２ 大截面导线用防

振锤设计[Ｊ].电力建设ꎬ ２０１１ꎬ３２(１):９４－９８.
[９]　 ＬＩＵ Ｓꎬ ＳＵＮ Ｎꎬ ＹＩＮ Ｑ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ｅｗ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Ｈ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ｉｎ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ｉｒｅｓ[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ꎬ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１３－３１９.

[１０]　 赵颖越.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对全球变化的响应[Ｄ].
成都:四川师范大学ꎬ ２０１９.

[１１]　 全国架空线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防振锤技术条件

和试验方法:ＤＬ / Ｔ １０９９—２０２１[Ｓ]. 北京: 中国电力

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１２]　 程敏杰ꎬ王建文.利用机器视觉的直齿轮在线测量方

法研究[Ｊ].机械设计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７(３):１９－２２.
[１３]　 王刚ꎬ彭商贤ꎬ黄时聪ꎬ等.一种非接触式机器人位姿

精度测量系统[Ｊ].机械设计ꎬ１９９２ꎬ９(６):３７－３８.
[１４]　 谢源ꎬ康双扬.基于四目白光视觉的蜗杆压力角检测

研究[Ｊ].机械设计ꎬ２０２１ꎬ３８(６):７０－７４.

[１５]　 陈嘉麟ꎬ李金奎.光纤复合架空地线的防振[Ｊ]. 电力

系统通信ꎬ２００６ꎬ２７(９):６－９.
[１６]　 王藏柱ꎬ杨晓红.输电线路导线的振动和防振[ Ｊ].电

力情报ꎬ２００２(１):６９－７０.
[１７]　 刘胜春ꎬ王景朝ꎬ吴建生ꎬ等. ５００ ｋＶ 大跨越四分裂

导线及地线防振试验研究[ Ｊ] . 振动、测试与诊断ꎬ
２００７(４): ３３２－３３６.

作者简介:
刘敬华(１９７７)ꎬ男ꎬ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电

网设备运维管理ꎻ
赵　 彬(１９８７)ꎬ男ꎬ博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电网

风振防治ꎻ
邹　 赫(１９８５)ꎬ女ꎬ博士ꎬ经济师ꎬ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

投资、电力设备技术经济性评价ꎻ
李　 鹏(１９８４)ꎬ男ꎬ博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电网

风振防治ꎻ
李孟轩(１９９１)ꎬ男ꎬ博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电网

智能感知与传感ꎻ
汉京善(１９９２)ꎬ男ꎬ硕士ꎬ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

技术ꎻ
杨　 知(１９９２)ꎬ男ꎬ博士ꎬ高级工程师ꎬ研究为输电线路

防灾减灾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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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Ｑ６ 型气动操动机构断路器合后即分故障分析

黄楷敏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ꎬ 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　 要:电网正常运行时ꎬ断路器为电网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ꎮ 气动操作机构是断路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操作机构

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断路器的可靠性ꎬ保证气动操作机构的可靠性非常重要ꎮ 文中对西安西电开关有限公司

的 ＧＩＳ 设备断路器配备 ＣＱ６ 型气动操动机构存在合闸即刻跳闸的现象ꎬ从电气回路、机构机械传动、零部件材料检测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ꎬ剖析了机构缺陷的根本原因ꎮ 最终得出机构分合操动异常情况与机构零部件材料及设计基

本无关ꎬ主要原因在于分闸铁芯复位弹簧过短且弹力不足ꎬ并提出了处理防范措施ꎬ供同行参考ꎮ
关键词:气动机构ꎻ 合后即分ꎻ ＣＱ 型气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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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断路器在电网安全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１－３]ꎮ 气动操作机构是断路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操作机构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断路器的可靠

性[４－６]ꎮ 操作机构可分为弹簧操动机构、液压操动

机构结构、电磁操动机构结构、气动操动机构结构

等[７－１０]ꎮ 其中ꎬ气动操动机构有机构简单、动作可

靠、磨损小、稳定性高和噪声大的特点ꎮ 此外ꎬ设备

还配有防跳跃功能的机构ꎬ也不存在慢分和慢合的

问题[７－８]ꎮ 但在实际运行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ꎬ例
如气动操动机构的压缩空气中含有水分和杂质ꎬ压
缩空气会使水分进入工作缸、控制阀和储气罐ꎬ使零

部件锈蚀ꎬ进而使机构动作不灵活ꎬ严重时会降低气

动操作机构的可靠性ꎬ容易发生拒动现象[４]ꎮ 由于

密封要求高ꎬ最常见缺陷就是漏气致使频繁打压或

无法减压ꎬ导致断路器闭锁操动[１１－１３]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ꎬ一些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ꎮ

文献[４]提出给气动操作机构加装气水分离装置来

减小空气水分对气动操作机构稳定性的影响ꎮ 文

献[１４]从投资费用、经济效益及设备改造效果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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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综合考虑ꎬ提出购买一组新操作机构ꎬ用新机构换

下旧机构并送去检修ꎬ将检修好的机构更换另外的

旧机构ꎬ再检修另外的旧机构ꎬ以此来解决 ＣＱ６ 型

气动操动机构故障频繁的现象ꎮ
此次遇到的合后即分现象较为少见ꎬ针对此缺

陷ꎬ从电气回路、机构机械传动、零部件材料检测等

多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ꎬ一步一步剖析了机构缺陷

的根本原因ꎮ

１　 设备情况

某站 ２２０ ｋＶ 某线路 ２３７１ 断路器在备自投接入

时发现ꎬ该间隔断路器 Ｃ 相机构合后即分ꎬ无法保

持合闸状态ꎮ 查询同型号断路器历史缺陷ꎬ近期也

发生过该缺陷ꎬ当时紧急处理方式为更换分闸控制

阀ꎮ 该断路器由西安西电开关有限公司生产ꎬ型号

为 ２５０－ＳＦＭＴ－４０Ｂꎬ配套 ＣＱ６ 型气动机构ꎬ于 ２００２
年投运ꎬ设备主要铭牌参数如下:

型号　 　 　 　 　 　 　 ２５０－ＳＦＭＴ－４０Ｂ
额定电压　 　 　 　 　 ２２０ ｋＶ
额定电流　 　 　 　 　 ２０００ Ａ
额定频率　 　 　 　 　 ５０ Ｈｚ
额定短路开断电流　 ５０ ｋＡ
额定操作压力　 　 　 ０.５ ＭＰａ(２０ ℃)

２　 缺陷处理及分析

２.１　 电气回路检查

就地控制柜合闸ꎬ观察机构动作情况ꎮ Ｃ 相机

构可完成合闸动作后即刻分闸ꎮ 在断开控制电源

的状态下ꎬ确认线圈两端均无电压ꎻ解除分闸线圈

两端接线ꎬ采用手动合闸线圈ꎬ机构仍出现合后即

分现象ꎮ 由此可排除在合闸过程中ꎬ分闸控制回

路串电导致机构偷跳ꎬ即可排除二次电气回路导

致机构合后即分ꎮ
２.２　 机构机械传动检查

２.２.１　 ＣＱ６ 型气动操动机构动作原理

ＣＱ６ 型气动操动机构是一种以压缩空气为动力

进行分闸操动ꎬ以合闸弹簧为合闸力的高压断路器

操动机构ꎮ 分闸时ꎬ压缩空气推动活塞ꎬ活塞推动活

塞连杆(动触头连杆)完成分闸动作ꎬ同时为合闸弹

簧储能ꎻ合闸时ꎬ合闸弹簧推动活塞与活塞连杆(动

触头连杆)完成合闸动作ꎮ
在分闸位置时ꎬ合闸脱扣模块状态如图 １ 所示ꎮ

合闸线圈励磁后ꎬ合闸线圈的铁芯向下运动ꎬ带动铁

芯连杆撞击脱扣掣子ꎬ脱扣掣子与分闸保持掣子的

啮合被触脱ꎬ分闸保持掣子解脱后ꎬ活塞连杆和触头

在合闸弹簧力的作用下向上运动ꎬ从而合闸ꎮ
在合闸位置时ꎬ分闸脱扣模块状态如图 ２ 所示ꎮ

分闸线圈励磁后ꎬ分闸线圈的铁芯向下运动ꎬ撞击掣

子 ２ꎬ掣子 ２ 与掣子 １ 间的啮合就被释放ꎮ 当被解

脱时ꎬ圆柱阀便不受约束而靠弹簧力打开ꎮ 此时储

气罐中的压缩空气流入气缸ꎬ使活塞向下运动ꎬ带动

触头分闸ꎮ 在分闸过程的末期ꎬ圆柱阀又被与活塞

连在一起的凸轮拐臂压回最低端并被掣子 １ 锁住ꎬ
气缸内的压缩空气通过排气口排出ꎬ销钉“Ａ”被分

闸保持掣子锁住ꎬ断路器被保持在分闸状态ꎮ

图 １　 合闸脱扣模块(分闸位置)

图 ２　 分闸脱扣模块(合闸位置)

２.２.２　 缺陷部位排查

通过合闸动作原理可知ꎬ在机构完成合闸后ꎬ分
闸控制阀中的圆柱阀在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啮合的作用

下ꎬ保持关闭压缩空气通路ꎬ断路器在合闸弹簧的作

用下保持合闸状态ꎮ 初步怀疑掣子 ２ 未能啮合住掣

子 １ꎬ导致圆柱阀未能关闭压缩空气通路ꎬ使压缩空

气再次进入气缸实现分闸ꎮ
借用慢速拍摄机构拍摄合后即分的动作过程以

及正常合闸的动作过程ꎮ 通过慢放视频发现ꎬ在合

闸脱扣后ꎬＣ 相机构实际已完成合闸动作ꎬ但掣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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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啮合住掣子 １ꎬ从而掣子 １ 未能压住圆柱阀ꎬ贮
气缸内的压缩空气流入气缸将活塞向下推ꎬ使机构

即刻分闸ꎮ
在视频内发现分闸铁芯存在动作触碰掣子 ２ꎬ

影响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的啮合ꎮ 进一步怀疑原因为分

闸间隙过小、掣子 ２ 复位弹簧力不足或分闸铁芯晃

动使分闸脱扣器脱扣ꎮ
首先ꎬ检查分闸间隙ꎬ采用间隙尺分别测量三

相机构分闸铁芯与掣子 ２ 的间隙ꎬＡ、Ｂ、Ｃ 分别为

０.８ ｍｍ、０.７ ｍｍ、０.７ ｍｍꎬ满足厂家标准(０.５~０.９ ｍｍ)ꎬ
可排除分闸间隙过小导致分闸铁芯撞击掣子 ２ꎮ

进步一确认原因ꎬ将分闸铁芯临时卡住防止晃

动ꎬ手动按合闸线圈ꎬ机构能够顺利完成合闸ꎮ 经多

次试验ꎬ机构未再出现合后即分现象ꎮ 通过慢速摄

影检查ꎬ分闸铁芯卡住后ꎬ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可以完全

啮合ꎬ圆柱阀正常关闭ꎮ 从而可以排除掣子 ２ 复位

弹簧力不足ꎮ
进一步排查故障原因是否为合闸过程中分闸铁

芯晃动影响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的机械配合ꎬ检查分闸

驱动模块ꎬ发现 Ｃ 相分闸线圈存在明显晃动ꎬＡ、Ｂ
相分闸线圈相对稳固ꎮ 在稳固分闸线圈后再试验检

查ꎬ机构能正常合闸ꎬ但在多次试验后ꎬ仍出现多次

合后即分的现象ꎮ 在偶然合闸成功状态下ꎬ检查掣

子 １ 与掣子 ２ 的啮合情况ꎬ与正常机构(图 ３)对比ꎬ
发现啮合不完全ꎬ因此线圈晃动不是主要原因造成

分闸铁芯晃动ꎮ
由此可确认故障原因为合闸冲击产生的振动ꎬ

促使分闸铁芯在重力作用下推动掣子 ２ꎮ
分闸铁芯晃动情况与分闸铁芯复位弹簧弹力有

关ꎬ怀疑复位弹簧弹力不足导致铁芯晃动较大ꎮ 对

分闸线圈模块解体ꎬ检查复位弹簧ꎬ由于现场没有相

关弹力测量仪器ꎬ与新弹簧以及 Ａ、Ｂ 两相复位弹簧

进行对比ꎬ发现 Ｃ 相复位弹簧但明显短于其他复位

弹簧(见图 ４)ꎮ 咨询厂家标准ꎬ正常复位弹簧长度

为 ３４~３６ ｍｍꎬ而 Ｃ 相复位弹簧仅有 ３０ ｍｍꎮ 更换

新复位弹簧ꎬ调整为原有的分闸间隙ꎬ多次试验结果

均正常合闸ꎬ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正常啮合ꎬ同时开展断

路器特性试验ꎬ数据合格ꎬ故障消除ꎮ
２.３　 厂内检测零部件

为进一步检查分闸控制模块零部件是否存在工

艺问题ꎬ检修人员与厂家一起对原更换的相关零部

件进行检查及尺寸检测ꎬ检测结果如下:

图 ３　 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正常啮合实物

图 ４　 分闸铁芯复位弹簧

　 　 １)分闸铁芯过重或过长ꎬ在合闸冲击下产生的

振动造成误动ꎮ 于是对分闸电磁铁的铁芯的重量和

操动杆尺寸测量ꎬ结果均符合厂家标准要求ꎮ
２)分闸铁芯在多次励磁后ꎬ存在剩磁ꎬ在合闸

冲击下产生的振动造成误动ꎮ 对铁芯的材料进行化

验及漏磁试验ꎬ结果均符合相应标准要求ꎮ
３)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在多次机构动作下ꎬ存在磨

损或尺寸不满足要求ꎬ导致啮合不到位ꎮ 于是解体

掣子 １ 与掣子 ２(见图 ５)ꎬ并进行尺寸检测ꎬ检查结

果符合装配要求ꎮ

图 ５　 掣子 １ 和掣子 ２ 解体

４)分闸控制阀圆柱塞尺寸不满足要求ꎬ导致

无法关闭压缩空气通路ꎮ 对控制阀的关键部件进

行解体检查ꎬ并对其尺寸进行检测ꎬ检查结果符合

装配要求ꎮ
２.４　 小　 结

以上综合分析ꎬ机构分合操动异常情况与断路

(下转第 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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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产生原因ꎬ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１)主动触头组转轴接触电阻增大引起过热烧

结ꎬ导致了触头组的烧损ꎻ
２)ＵＣＧＲＮ 型有载分接开关在切换次数较少

时ꎬ在运行维护时应进行适当切换ꎬ保证奇偶侧绕组

的正常活动ꎻ
３)ＵＣＧＲＮ 型有载分接开关的油室油碳化过快

的问题应结合其开关结构进行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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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机构零部件材料及设计基本无关ꎬ主要原因在于

分闸铁芯复位弹簧疲劳或过短而弹力不足ꎮ 在合闸

冲击下产生的振动ꎬ使分闸线圈松动ꎬ同时分闸铁芯

在重力作用下会撞击掣子 ２ꎬ影响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的机械配合ꎬ使啮合不完全ꎬ从而导致机构存在合后

即分或误动的隐患ꎮ

３　 结　 论

为了保证 ＣＱ６ 型气动操动机构断路器的可靠

运行ꎬ日常工作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１)机构在合闸状态下ꎬ检查分闸线圈是否存在

松动ꎬ掣子 １ 与掣子 ２ 的啮合情况ꎮ
２)检查每相机构的固定情况ꎬ包括机芯与箱体

间的固定是否牢靠、整个机构与底架之间固定情况

检查、整体支撑结构刚性检查等ꎮ 通过使用不同规

格的调节垫ꎬ垫实所有存在的间隙ꎬ减少合闸产生的

震动量ꎮ
３)更换分闸铁芯复位弹簧时ꎬ应在满足分闸操

动低电压脱扣试验(即 ３０％ ~６５％Ｕｅ 脱扣电压试验

要求)的基础上ꎬ通过选择合适线圈、调整动作间隙

等措施保证断路器可靠分闸ꎮ
４)检查机构缓冲器ꎮ 参考断路器动作行程曲

线ꎬ检查机芯 ４ 根长螺杆与缓冲器的定位尺寸是否

存在偏差、缓冲行程是否合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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