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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电力系统智能化水平的提高ꎬ使得电力系统关键设备运行健康状态的检测要求不断提高ꎮ 声学检测技

术因具有无损检测、准确性高、应用前景广泛及定位方便等特性而成为电力系统故障检测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首

先ꎬ阐述了声学检测技术的机理ꎬ并且总结了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架构ꎻ其次ꎬ分别从声源信号采集、故
障诊断、故障定位及典型应用场景等方面综述了电力设备故障声学检测技术的关键问题与研究现状ꎻ最后ꎬ分析了电

力设备故障声学检测技术的局限性ꎬ并提炼出声学检测技术可能的四大研究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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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关乎民生国计ꎬ电力

系统设备不可避免会发生各种形式的故障ꎬ毫无预

警的电力事故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ꎬ因此加强

电力设备的状态检测具有重大意义ꎮ 为了适应电力

系统不断智能化及电力系统不断提高的检测要求ꎬ
无损检测技术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ꎮ 声学检测技

术作为无损检测的典型代表ꎬ具有检测精度高、准确

性强、定位方便等优势ꎮ 国内外学者已开展若干研

究ꎬ研究的方向主要涉及声学检测技术中信号采集、

故障诊断、故障定位以及声学检测系统的研发应用

等方面ꎮ
文献[１]概述了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设备绝

缘状态诊断、电力设备故障识别、电力设备局部放

电定位等电力领域的应用概况和发展前景ꎬ表明声

学检测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将在电力系统中具有

更重要的作用ꎻ但声学传感技术、声信号数据分析方

法、故障声源定位方法等作为限制声学检测在电力

系统中发展的关键技术在该文中缺少对应的评述ꎮ
文献[２]研究绝缘子不同放电类型的声发射信号特

征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声学信号时域特征ꎬ采用

可靠性指标进行故障模式识别ꎬ提高了模式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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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准确性ꎬ为电力设备异常放电类型的识别奠

定了一定的基础ꎮ 文献[３]介绍了国内基于超声波

检测的电力变压器故障定位技术研究进展ꎬ研究表

明超声波传感器阵列比单个探头具有更好的定位能

力ꎬ主要阐述了数学算法对于定位技术优化和超声

波传感器阵列结构优化的发展现状ꎮ
电力设备的声学检测技术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

段ꎬ其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方面还有待完善ꎮ 现有

的文献报道通常单独介绍不同的声学检测技术原

理、声学检测技术在不同的场景下的应用ꎬ较少有系

统性的综述声学检测技术的报道ꎮ 此外ꎬ对于声学

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的典型应用场景、主要难点和

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鲜有文献报道ꎮ
鉴于此ꎬ首先ꎬ介绍声学检测应用于电力系统的

基本原理及架构ꎻ然后ꎬ从故障信号采集、故障信号

诊断、故障源定位及典型的应用等方面对相关研究

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ꎻ最后ꎬ提出目前电力系统中的

声学检测技术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思路ꎬ为
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发展提供有益的

借鉴ꎮ

１　 电力系统声学检测原理

１.１　 电力设备异响机理

电力系统中的电力设备异响主 要 有 两 大

类[４－５]:１)电力设备机械振动异常引起的异响ꎻ２)电
力设备异常放电引起的异响ꎮ

电力设备机械振动引起的异常声响通常是由于

设备过负荷、设备组件松动或老化、设备潜在缺陷、
运输及安装不当的情况下ꎬ设备受到的电磁力导致

设备产生异常振动ꎬ进而通过设备的机械结构和空

气传导ꎬ形成异响ꎮ 如电力变压器的铁芯松动异响、
风扇异响等都属于电力设备的机械振动异响ꎮ

电力设备放电所致异响的激励源类型比较多ꎬ
激励源主要包括电晕放电、局部放电、沿面放电、微
粒放电等ꎮ 例如ꎬ电晕放电导致的异响通常是由于

电力设备高压端表面不均匀而导致电场畸变引起ꎮ
畸变的电场将电离附近的空气而产生等离子体ꎬ在
空气的电离过程中部分能量以声音的形式向外传递

产生异响ꎮ
不同电力设备的不同异常作为激励源所产生的

声信号各具特点ꎬ且电力设备故障类型和其激励产

生的声音信号通常具有强对应关系ꎬ因此通过检测

声音信号对电力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监测ꎬ保证电力

系统正常运行ꎬ具有较强的技术可行性ꎮ
１.２　 声学检测系统架构

声学检测技术与电力设备故障检测技术中的超

高频检测、红外检测、光学检测等技术的本质区别在

于所采集和分析的信号不同ꎬ但是基本应用架构有

着共通之处ꎮ 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应用的具

体解决方案架构一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电力系统声学检测应用架构

　 　 图 １ 中ꎬ声学检测在电力设备故障检测的应用

架构主要包括待测对象层、硬件处理层、数据分析

层ꎬ各层通过数据交互ꎬ为系统应用层提供故障处理

解决方案及依据ꎮ 待测对象层主要为电力系统中需

要检测的关键设备ꎻ硬件处理层主要功能为高保真

地采集待测对象的声音信号ꎻ数据分析层主要是通

过声音信号的识别ꎬ从而实现系统设备故障诊断及

故障定位ꎮ

２　 电力设备异常声信号采集

声信号精确采集是声学检测在电力系统的应用

基础ꎮ 声音传感器作为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

的测量元件ꎬ是可准确进行电力设备异常信号声学

检测的先决条件ꎮ 根据有效检测频率可将声音传感

器分为噪声传感器和超声波传感器两大类ꎬ噪声传

感器有效检测频率为 ２０ Ｈｚ~２０ ｋＨｚꎬ超声波传感器

有效检测频率大于 ２０ ｋＨｚꎬ可从物理上滤除人耳可

听范围的背景声信号ꎬ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ꎮ
声音传感器阵列技术比传统的单一声传感器检

测具有更高的检测精度ꎬ更能实现电力设备故障的

精确定向[６]ꎮ 文献[７]针对电力变压器中局部放电

难以准确定位的问题ꎬ引入相控阵列技术ꎬ研制了

１６×１６ 阵元的平面超声传感器相控阵列用以故障检

测与定位ꎬ但阵元数量较多ꎮ 文献[８]研发了一种

用于电力设备局部放电检测的复合式声传感器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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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应用高阶积量处理技术ꎬ对十字形超声阵列传感

器进行虚拟扩展使其具有 ６１ 阵元的阵列性能ꎬ从而

提高了超声阵列孔径和方向性锐度ꎬ将定位的相对

误差减小为 ５％ꎬ为阵列技术在电力设备故障检测

领域的实用化提供了可能性ꎮ
此外ꎬ学者在声传感器阵列排布对检测准确

率和定位效果等方面的影响也进行了诸多研究ꎮ
文献[９]对不同的声传感器阵列排布的声学性能进

行了定量评估ꎬ对比分析了 ３×３ 的平面阵和 ９ 个阵

元均匀圆环阵的声源定位效果ꎬ采用声源定向的准

确度作为评价指标对声传感器阵列排布的性能差异

进行定量评价ꎬ研究结果表明在阵元数量一致的情

况下ꎬ均匀圆环阵列具有更优的声学检测性能ꎮ 文

献[１０]基于降维技术优化了圆环形局部放电超声

阵列传感器的稀疏结构ꎬ计算时将二维阵列分解为

多组一维阵列ꎬ采用遗传算法执行直线阵搜索ꎬ最后

还原为二维圆形阵列计算其检测性能ꎬ提高了稀疏

阵列检测的成功率和准确度ꎮ

３　 电力设备故障声信号分析与诊断

３.１　 信号去噪

虽然电力系统中的声学信号可反映电力设备的

异常运行状态ꎬ但是通常也伴随着噪声污染ꎬ影响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ꎮ 除了电力设备产生的异响外ꎬ工
作人员运维时走动、巡视车运行、电力设备周围环境

等都会产生干扰噪声ꎮ
如何去除噪声污染是声学检测技术准确检测的

关键ꎮ 除在硬件设计过程中加入滤波环节以外ꎬ还
可通过数据处理进行去噪ꎬ已有研究表明小波去噪

是最常用的方法[１１]ꎮ
小波去噪的质量受到小波基、小波分解层数及

阈值设定的限制ꎬ目前大多数学者仅仅对其中某一

影响因素进行优化ꎬ不一定能达到最优的去噪效

果[１２]ꎮ 文献[１３]定义了适用于气体绝缘金属封闭

输电线路的声发射小波去噪复合评价指标ꎬ并提出

一种最优小波去噪算法ꎻ该算法通过小波基、分解层

数、阈值等自适应选择ꎬ实现最优化去噪效果的目

的ꎮ 文献[１４－１５]基于离散小波变换统计与能量分

析技术ꎬ使用小波数学形态联合降噪算法对信号进

行预处理ꎬ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与均方根技术优化

的 Ｍｏｒｌｅｔ 小波参数ꎬ结合改进组合的神经网络算法

建立了滚动轴承故障振动信号模型ꎮ

３.２　 特征提取

电力系统中不同设备的不同故障类型对应有不

同的声音信号特征ꎮ 为了准确地进行故障的分析与

定位ꎬ电力设备的故障特征提取方法显得尤为重要ꎮ
电力设备异常情况的声音信号特征提取方法包

括统计特征法、小波分析法、指纹特征法等[１６]ꎮ 小

波分析法具有能够从极强背景干扰中检测微弱信号

与提取时－频结构信息中“指纹”特征的能力[１７]ꎮ
文献[１８]通过对电力设备多种典型缺陷模型数据

的统计ꎬ提出一种改进的小波分析方法ꎬ重新定义了

充分利用小波变换域提供的时－频结构信息的特征

量ꎮ 文献[１９]提出基于风电机组叶片裂纹声发射

信号优化的小波重分配尺度谱裂纹扩展识别方法ꎬ
利用最小香农熵优化小波基函数的带宽参数ꎬ克服

了小波重分配尺度谱的时频分辨率不能同时达到最

佳的困难ꎮ 文献[２０]提出了自适应白噪声完备经

验模态分解算法以实现对电力设备放电故障异常声

信号的特征提取ꎮ 首先ꎬ对信号进行分解得到若干

个本征模态函数ꎻ然后ꎬ求取各峭度值ꎻ最后ꎬ选取合

适的峭度值对信号进行重构ꎬ提取放电故障的特征

量ꎮ 但是该方法仅针对变压器的放电故障进行测

试ꎬ不具有普适性ꎮ
３.３　 异常识别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人工智能算法

不断被应用于电力设备故障声学检测技术的故障识

别方面ꎮ 神经网络[２１]、支持向量机[２２] 等人工智能

算法在电力设备故障声学检测技术应用较多ꎮ
人工神经网络是最常见的应用于电力设备缺陷

识别的方法ꎬ将所提取到的特征量作为网络的输入ꎬ
利用已知的缺陷样本改变网络中的各层神经元的权

重来完成学习ꎮ 最后ꎬ设定权重进行电力设备缺陷

类型识别ꎬ但是训练过程中存在所需样本基数大且

容易局部收敛问题[２３]ꎮ 应用于电力设备故障声学

检测的人工神经网络主要有 ＢＰ 神经网络、学习向

量量化(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ｖｅｃｔ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ＬＶＱ)、自适应共

振理论(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ＡＲＴ)等[２４]ꎮ
支持向量机适合用于解决样本较少、数据维度

高、非线性等问题ꎬ但是难以确定规则化系数ꎬ预
测的结果不具备统计意义ꎮ 文献[２５]采用相关向

量机(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有效地解决了上述

问题ꎬ同时还以概率形式输出最终结果ꎬ提高了

电力设备故障的识别率ꎮ 文献[ ２６]提出一种多

特征融合与改进量子粒子群优化的相关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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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ｖｅｃｔ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融合声音检测算法ꎬ进
行断路器机械故障的识别ꎬ解决单一特征识别故

障的低准确性和低稳定性问题ꎮ
３.４　 故障定位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ꎬ电力设备故障准确定

位的要求也不断被提高ꎮ 目前ꎬ基于声学信号的故障

定位技术可大致分为延时定位、衰减定位、声电联合

定位、基于传感器阵列的定位技术等ꎮ
延时定位通过在待测设备的不同位置布置多个

声传感器ꎬ利用声音到达不同传感器的时差乘以波

速等于传感器与距离声源坐标距离之差的原理ꎬ求
得声源的三维坐标[２７]ꎮ 衰减定位通过声信号能量

和传播距离的指数衰减模型ꎬ反推求得到故障声音

位置[２８]ꎮ
基于阵列传感器的定位技术采集声源信号到

各声音传感器的相位差与方向角度ꎬ利用波速成

型算法等阵列信息处理技术进行声源位置的确定ꎮ
文献[２９]提出一种变压器局部放电的超声窄带阵

列信号波达方向估计算法ꎬ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多平

台侧向定位原理及优化全局搜索的变压器局部放电

超声阵列定位方法ꎬ大量试验表明算法定位成功率

高ꎬ且故障定位精度小于 １０ ｃｍꎮ
声电联合定位中电磁波信号为光速传播ꎬ达到

传感器的时间可视为 ０ꎬ声传感器和电传感器之间

的信号延时即为声源信号传到检测点的时间ꎬ利用

声信号传播速度乘以传播时间即可找到声源位置ꎮ
文献[３０]提出应用于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ｇａｓ 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 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ꎬＧＩＳ) 的声电联合定位方

法ꎬ首先ꎬ利用特高频定位法定位声源位置的大致范

围ꎻ然后ꎬ结合特高频与超声波进行二次定位ꎬ精确

定位声源的确切位置ꎬ有效排除了现场干扰并提高

了局部放电的定位准确性ꎮ 文献[３１]通过对基于

超声波传感器和特高频传感器的声电联合定位的建

模、求解完成 ＧＩＳ 盆式绝缘子的局部放电定位ꎬ相对

于常规的基于到达时差( ｔｉ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ｒｉｖａｌꎬ
ＴＤＯＡ)的声电联合定位法的检测精度有所提高ꎮ

４　 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的应用

４.１　 噪声检测

噪声检测在电力设备的变压器、电抗器、断路器

等关键电力设备的机械振动、谐波引起的谐振、典型

放电故障检测中应用广泛ꎮ
文献[３２]基于 ＧＩＳ 机械故障时振动产生的噪

声信号辐射的声场变化特性ꎬ采用具有方向性的声

传感器探头设计 ＧＩＳ 声场测量的声成像系统ꎬ并验

证了系统的检测性能ꎬ对 ＧＩＳ 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ꎮ 文献[３３]开发了基于 ｗｅｂ 技

术的变压器噪声监测系统ꎬ主要实现对监测信号的

查询与显示交互功能ꎬ缺少对异常信号的分析ꎮ 文

献[３４]利用.ＮＥＴ 技术开发了一套用于变压器振动

噪声检测的综合分析系统ꎬ该系统可采集变压器稳

态与短路冲击下的噪声信号ꎬ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

提取噪声特征量ꎬ为全面评估变压器运行状态提供

了可靠参考ꎮ 文献[３５]搭建了基于声音阵列传感

器的电力变压器铁芯振动声成像检测试验平台ꎬ得
到了图像特征值和铁芯不同松动程度的变化规律ꎮ
４.２　 超声检测

超声波检测技术的有效检测频率较高ꎬ因而具

有低频干扰信号噪声抑制能力ꎬ而被广泛应用于电

力变压器、ＧＩＳ、断路器等电力系统关键设备的放电

故障的检测ꎮ 典型的放电故障有局部放电、沿面放

电、微粒放电等ꎮ
文献[３６]利用超声波检测仪与常规脉冲电流

检测仪搭建了交流运行电压下 ＧＩＳ 故障实验检测系

统ꎬ对金属微粒的运动行为、局部放电及危害程度进

行研究ꎮ 文献[３７]研发了基于无线通信的声电联

合检测定位系统ꎬ主要用于 ＧＩＳ 交流耐压试验全过

程的局部放电和闪络放电的检测ꎮ
４.３　 声发射检测

声发射检测主要应用领域包括电力设备绝缘健

康状态、机械健康状态及局部放电故障的检测等ꎮ
文献[４０－４２]从实验产生的有效声发射信号特

性、故障检测系统研发和叶片损伤的定位技术等方

面ꎬ阐明了声发射技术在风电机组叶片故障检测的

多种应用ꎬ但是对风电机组叶片不同裂纹发生阶段

产生的信号特征量的分析和归纳较少ꎮ 文献[４３]
研发了一种光纤声发射传感器ꎬ并且利用光纤声发

传感器的光栅体积小、重量轻、灵敏度高和抗电磁干

扰的特点ꎬ研制了一套应用于变压器局部放电的在

线监测系统ꎮ 波兰的 Ｔ.Ｂｏｃｚａｒ 研制了基于声学检测

法的变压器局部放电故障专家系统ꎬ主要包括测量

子系统、处理分析子系统、知识库和故障分类子系

统ꎬ并开展大量的声发射实验ꎬ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

具有较高的检测可靠性[４４]ꎮ

５　 声学检测的关键问题及研究思路

声学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中具有良好的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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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ꎮ 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力系统智能化发展检测

要求ꎬ声学检测技术的检测有效性及故障定位精确

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１)传感器阵列及算法优化

目前ꎬ电力系统声学检测技术的发展瓶颈在于

定位准确性有待提高和直观交互性较差ꎮ 综合研究

声传感器阵列的排布规律及信号处理算法ꎬ减小声

传感器在电力系统应用中的检测误差ꎬ提高电力设

备故障定位的准确率ꎮ 一方面研究声传感器阵列的

最优排布ꎬ提高检测精度并减少阵元数目降低成本ꎻ
另一方面深度优化基于阵列信号处理技术的电力设

备故障定位或者声学成像处理算法ꎮ
２)声场仿真技术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ꎬ基于声学检测的

仿真分析技术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ꎮ 未来基于声学

检测的仿真分析技术可更准确地描述声场ꎬ更精准

地分析声波组成成分ꎬ可对声传感器的设计、故障诊

断分析等方面起到理论指导作用ꎮ 研究声场理论ꎬ
构建适应多种环境的电力设备故障声场分析模型ꎬ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等软件对声场进行仿真并给出可视化

结果ꎬ从而使得电力设备故障声信号分析或预测难

度得到极大简化ꎮ
３)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

电力系统中的电力设备不仅种类多且运行环境

复杂ꎬ给基于声信号的电力设备故障诊断带来一定困

难ꎬ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研究软件、硬件处理层面的

抗干扰能力、信号高保真能力以及提高去除干扰噪

声信号的能力ꎻ故障特征的选择与提取是电力设备

故障声学检测技术缺陷识别的前提条件ꎬ需提高电

力设备故障声信号特征提取的智能化水平ꎬ建立更

丰富的特征数据库ꎬ优化特征提取方法的自适应性ꎮ
４)故障定位技术

为提高电力设备故障定位的准确性及精度ꎬ提
高电力设备故障检测的效率ꎬ基于传感器阵列技术

及阵列信号处理方法的定位技术是未来一段时间内

声学检测故障定位技术发展的重点方向ꎬ主要包括

阵列信号处理方法的优化、新方法的提出及人工智

能算法的应用等ꎮ

６　 结　 论

推进以电力设备故障声学检测技术为代表的无

损检测技术的发展ꎬ是适应智能电网及电力系统智

能化发展的重要举措ꎮ 声学检测技术具有与设备无

直接电气连接、可实时在线监测、定位准确等优点ꎬ
为解决电力系统关键电气设备的状态检修提供重要

支撑ꎬ具有广阔的应用研究前景ꎮ
前面主要针对电力设备中故障声学检测技术的

基本原理、故障分析诊断及典型的应用等方面ꎬ综述

了声学检测技术的研究现状和关键问题ꎬ并对后续

可能的研究方向与思路进行探讨ꎮ 希望可以为声学

检测技术在电力系统故障检测方面的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ꎬ不断推进电力系统设备故障检测技术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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