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析机电设备的电气线路故障分析与处理

杨然

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

【摘要】机电设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尽管很多人不会直接接触这类设备,但是还是需要依靠其

给予人们基本的生活保障。机电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某个元件或者线路的影响产生故障,导致

生活驱动力的生产作业受损甚至停止。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机电设备电气线路故障及维修步骤,对故障处

理方法进行简要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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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科技时代,很多行业都开始向自动化

方向发展,机电设备在运行当中也逐渐开始以自动

化的形式体现其综合能力。但是在机电设备运行当

中一旦产生电气线路故障,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运作系统,有些设备的故障频次较多,对于系统作用

的产生有较大的负面作用。因此,需要强化对电气

线路故障的处理效果,避免机电设备在运行的过程

中频繁产生故障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1 机电设备电气线路故障分析
1.1 短路

短路是机电设备最常见的一种电气线路故障,
产生这个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线路受损,或者设备的

绝缘性能降低,导致其中的导电物质搭接处接触不

良,还有可能是受到其他事物的干扰,进而产生短路

现象。在机电设备产生电气线路短路之后,会直接

影响电力系统的运作,导致其整体失衡,甚至可能产

生系统瘫痪现象。就短路故障来说,一般在表现形

式上有两相短路或者三相短路、接地短路、变压器绕

组匝间短路等,在处理故障时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解决方法。在产生短路故障之后,机电设备的

正常运行会被扰乱,甚至整体的电力系统也会受到

很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产生这个故障之后,就需要

加强注意,特别是在处理故障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电

气线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短路故障的表现形式

进行合理的故障分析与处理。

1.2 超负载
负载超出主要是由于实际的电气控制系统在工

作当中产生的负载电流超出了电力设备能够负载的

电流,进而引起故障。在产生超负载问题之后,机电

设备无法正常运转,故障分析人员需要对电流超出

的多少及实践长短进行初步分析。如果故障较轻则

其主要会影响设备的安全性,设备的运转效率降低,
如果故障较重,则会直接产生设备瘫痪。虽然在故

障较轻时还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设备运转效率,但是

系统在实际运行当中还是难以保证其安全性,因此

也需要多加注意。无论超负载情况轻重,检测人员

都需要对这种现象进行专业的检测分析,再判断故

障的轻重程度,避免产生电气系统难以运转的问题。

1.3 电流超出
电流超出是一种过电流现象,这种故障主要是

机电设备在运行的过程中实际电流超过了电器元件

或者机电系统的额定电流。还有可能是机电设备在

运转的过程中期负载超出或者启动方式错误,在产

生这种故障之后,机电设备的安全性会受到较大的

影响。

1.4 电源缺相
电源缺相故障在机电设备运行过程中属于一种

不常见的故障,但是其对于整个系统的影响非常大,
会致使整体系统运行失常。电气控制系统中存在交

流异步电就会引发电源缺相故障。在实际的机电设

备运行当中,其正常需要三相电源,但是在某一项因

熔断产生故障之后,就会影响三相电源,导致其无法

正常接通。在电源无法接通之后,机电设备的运转

还会受到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进而导致故障的产

生接连不断,这对于电气线路导电效用的体现是非

常受影响的,所以需要注重电源缺相问题,加强故障

处理能力。

2 机电设备电气线路故障维修步骤
在维修机电设备的电气线路故障时,技术人员

需要明确掌握基本的维修步骤,这样才能强化故障

维修效用,避免在设备后期使用过程中产生其他的

问题。首先,技术人员需要熟练掌握机电设备的安

装与操作,在产生故障之后,需要按照机电安装图纸

及操作原理开展故障排查工作,做好故障检测,明确

主要的故障形式。其次,技术人员要与设备操作人

员进行交流,全面了解机电设备的电气线路故障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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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检修人员在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之后,就能够

与其他的技术人员共同协商,采取适当的方式开展

故障检测,提高维修效率。最后,在确定故障位置之

后,技术人员就可以利用具体的故障检测形式进行

分析,一旦监测点没有故障,就需要开展内部检测与

分析,对故障的处理方法进行汇总,为日后的故障检

测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

3 机电设备电气线路故障处理方法
3.1 电阻测量法

电阻测量法主要分为两种形式,在实际测量过

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方

法。第一种是分阶测量法,在测量的时候技术人员

需要断开被测电路的电源,还需要将其与其他的电

路断开,避免产生万用表烧坏问题,可能还会影响检

测数据结果。所以,为了避免测量数值不正确影响

后续工作,测量人员需要按照上述方式做好测量工

作。这种测量方式需要以测量值及理论值之间存在

的差异作为评判标准,在两者的数值一致或者接近

时,就可以判定电气线路没有故障。如果两者之间

的数据较大,则需要对线路中的接触不良现象进行

分析。在测量之后得到的数值为负数并且电阻为零

时,就说明存在电路短路现象。第二种是分段测量

法,在测量的过程中需要将电路中自然断开的点当

做分段点,将电气线路作为分数段,再开展线路的阻

值测量工作。如果得到的阻值无穷大,就说明电气

线路产生了故障,再采取其他的方式确定故障点,做
好故障处理工作。

3.2 电压测量法
电压测量相对来说比较繁杂,在实际开展检测

工作之前,技术人员要做好有关的准备工作,避免在

实际工作当中产生问题影响测量结果。在检测之

前,技术人员首先要对设备进行断路处理,再使用万

用表开展电压检测,得到机电设备电路两端的电压

数值。其还需要重点检测与故障点相关线路的电

压,确保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得出数值之

后还需要通过多次检测确定具体的数值,才能够对

其是否存在故障进行分析,再开展后续的处理工作。
在利用电压测量法时,检测人员也能够通过分阶测

量法及分段测量法对电压的数值进行分析与处理。
在利用分阶测量法时,技术人员需要将万用表的一

只表笔与设备的一端连接起来,再用另一只表笔与

线路的不同点位连接,以此确认故障位置。这时需

要对万用表在不同点位的读数进行确认,才能够判

断故障位置,在测量的过程中如果两只表笔之间没

有故障,那么万用表的读数需要与电源电压保持一

致。在得出的数值当中如果显示两个点位之间的电

压为零,则表示这段线路当中存在故障,测量人员需

要继续使用万用表开展测量工作,不断缩小测量范

围,最终确定断路点的位置。这种方式在实际检测

机电设备的电气线路故障时比较使用,并且对于技

术人员的能力要求不高,所以在日常工作及生活当

中使用频率较高。在使用分段测量法时,可以将其

看做与分阶测量法相似的一种形式,两者的工作原

理类似。不同的是,分段测量法在大型机电设备故

障检测当中比较适用,如果工作人员判断电气线路

的断路范围较大,就可以选择分段测量法开展检测

工作,以此提高工作效率。

3.3 短接测量法
当机电设备的故障点负载较小时,技术人员可

以采用短接测量法对其中存在的故障进行处理。在

使用短接测量法时,测量人员需要利用一根绝缘性

能较好的导线对电气线路当中可能存在故障的线路

进行连接,同时还需要保证导线的完整性。在检测

过程中如果电路接通就说明被检测的电气线路存在

故障,之后还需要缩短两点之间的距离多次检测,直
至确定具体的故障点位置。短接测量法可以细分为

局部短接法与分段短接法,当电气设备元器件数量

较少时,可以使用局部短接法。测量人员需要对相

邻的触点进行检测,一旦产生吸合现象则说明两个

触点之间存在故障,这种测量效率相对较高。在电

气设备元器件较多时,可以采取分段短接法进行测

量。测量人员可以将多个元器件进行短接确定故障

范围,再使用局部短接方式确定具体的故障位置。

4 结语
机电设备在产生电气线路故障之后,会在较大

程度上影响设备的运行效率,甚至会导致设备的运

行安全性降低。在处理有关的故障时,首先需要做

好故障检测工作,确定故障点,选择适当的方式开展

故障检测工作,再按照要求处理故障,提高电气设备

的运行质量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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