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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电工看了这篇空开故障文章，都默默点了收藏！

很多人遇到过空开故障引起的问题，那该如何判断空开故障的原因？该怎么解决空开故障？依据什么原
则选择空开的大小呢？

接下来会通过几个经典案例，教大家如何解决常见的空气开关问题。

1

案例回放：王先生家里常使用的大功率电器有浴霸、热水器、电磁炉、洗衣机、抽油烟机等，但是家里
的空气开关频繁跳闸，针对这种情况，王先生应该选用多大的空开？

案例分析

经过分析可知：王先生家中的空气开关在夜晚及节假日跳闸的频率较高，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在电源线足
够大的情况下，选择4平方的铜芯导线，漏电开关可以选30A的(具体参照热水器大电流)；



同时注意，漏电开关自动跳闸次数太多的情况下(一个月超过10次以上)必须要更换较大的漏电开关，另
外漏电开关使用超过5年以上即使工作正常也必须更换。

2

案例回放：家中空开原来在负荷较大时偶尔跳一次闸，但是近却总在夜晚6点半左右跳闸,且用电负荷不
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案例分析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欠电压保护在起作用。

新的空气开关一般有四种自动保护：

１ 过载保护

２ 电路短路保护

３ 漏电保护

４ 欠电压保护

晚六点正是用电高峰，老旧房子的电压低于正常值的情况尤为突出，空开欠电压保护产生作用。

3

案例回放： 空开合闸几分钟就跳闸（电表下面的接地保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案例分析

漏电保护器上面的接线孔， 有一个线柱，没有插在孔里。刚好挨着紧线柱的贴片，所以螺丝上的再牢固
仍然是接触不良，只要有大功率用电器工作，就会跳闸！

所以针对类似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步骤：

先检查空开上面的火线，看线柱有没有都在卡片里！

其次计算电流的大小，判断是否空开选型不当。

如果上述原因都排除了，可以求助人士检查一下线路！

一般家庭的进户线是4mm2的，空气开关选型不宜过小。从总开关至空调插座的导线线径太细，而空调的
负载有太大，也会造成跳闸。



空开老化，也会造成跳闸。如果仍然跳闸，就需要电工检查一下线路。

4

案例回放： 工厂空开白天正常工作，但每到凌晨总空开频繁跳闸，推上之后过1、2个小时内又会再次
跳闸，这种怎么解决？

PS：另外白天正常的用电量大，夜间只有1.5空调和小型冰箱在工作。

案例分析

可以利用排除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空开跳闸有几点原因：1.过负荷 2.有漏电的用电器或者线路 3.空开机构损坏。

外进线电压过高引起的。为空开问题，换；

，开关有问题；

第二，如果是空气开关就是线路过载了，如果是漏电开关那线路有漏的存在；

第三，你检查线路接头处或接线端有没有松动的，尽快加固。漏电保护器跳闸和空气开关跳闸性质不一
样，你应该把这个先搞清楚！如你所说应该是漏电保护器跳闸，负荷开关应该不会，除非有人偷你的电
。重点检查电气线路或是电器设备是否漏电。 

5

案例回放： 宿舍楼总空气开关 400A，分出7个100A的空开。白天用电负荷小，但是
400A的空开频繁跳闸 ，100A的空开却不跳闸。这是什么原因？

案例分析

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1. 空气开关本身就是不良品（概率极小）

2. 三相不平衡，负载集中于某一相（概率极小）

3. 400A空开有漏电保护功能，且线路漏电电流超过保护值。

4. 宿舍里有人使用质量不好的电器或者插排



5. 开关接线松动，接头处温度过高

6

案例回放： 乔迁新居，装修的时候原装电路没动，只更换了电器。总频繁跳闸，什么原因啊？

案例分析

可以更换新的空开，也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

7

案例回放： 为什么空开频繁跳闸，更换过后仍然如此？

案例分析

首先应该排除空开的问题了, 现在家用空开一般选用36A的。

初步估计是电源线路老化的问题。

先把空开的进线接上，负载线不接，合闸。如果跳闸，就是空开故障。若空开不调，再接上负载线（先
拔掉所有插座）。接着把灯打开，看看空开跳不跳。若不跳，再逐个试插座，若有跳闸，就排查该插座
的对应线路。

另外要计算家中电器总功率是多少，然后除以220，根据实际电流选择空开大小。

PS：需要注意你进户线，若空开选定20A以上的，线径要保持4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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