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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CD系列单相变压器多少钱 宏达变压器
镇江CD系列单相变压器

公司名称 无锡市宏达变压器厂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东村

联系电话  13906192134

产品详情

常见配电变压器故障的预防

针对以上配电变压器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可以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变压器故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本文
总结几点变压器故障的预防措施。

1、根据用电负荷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容量。既要避免因选择过小造成配电变压器烧坏;又要防止容量过大
，造成浪费。

2、变压器安装避免供电半径过大，防止末端用户电压过低，避开y爆y燃、污染严重及地势低洼的地方;
高压进线及低压出线便于施工、维护。

3、加强投运前检查。在变压器投入运行前，一般应做下列各项检查工作：①检查试验合格证，不合格不
允许使用;②检查油箱油阀是否完整，有无渗油情况;③检查油位是否达到指示范围、无油枕的变压器油应
高于分接头25mm，超过散热管的上管口;④检查分接头调压板是否松动，分接头的选定合适;⑤检查外观
是否整洁，套管有无污垢，破lie、松动，各部螺丝是否完整无缺;⑥检查高压熔丝配备是否合理。

变压器局部放电的检测方法

局部放电主要是干式变压器、互感器以及其他一些高压电气设备在高电压的作用下，CD系列单相变压器
厂家，其内部绝缘发生的放电。这种放电只存在于绝缘的局部位置，不会立即形成整个绝缘贯通性击穿
或闪络，所以称为局部放电。局部放电量很微弱，靠人的直觉感觉，如眼观耳听是察觉不到的，只有灵
敏度很高的局部放电测量仪器才能把它检测到。



干式变压器内部绝缘在运行中长期处于工作电压的作用下，特别是随着电压等级的提高，绝缘承受的电
场强度值很高，在绝缘薄弱处很容易产生局部放电，产生局部放电的原因是：电场过于集中于某点，或
者说某点电场强度过大，如固体介质有气泡，杂质未除净;油中含水、含气、有悬浮微粒;不同的介质组合
中，在界面处有严重电场畸变。局部放电的痕迹在固体绝缘上常常只留下一个小斑，或者是树枝形烧痕
。在油中，则出现一些分解的小气泡。

变压器局部放电的检测方法一般有：

1、电测法。利用示波仪或无线电干r仪，查找放电的特征波形或无线电干扰程度。

2、超声波测法。检测放电中出现的声波，并把声波变换为电信号，录在磁带上进行分析，利用电信号和
声信号的传递时间差异，可求得探测点到放电点的距离。

3、化学测法。检测油中各种溶解气体的含量及增减变化规律。该测试法可发现油中的组成、比例以及数
量的变化，从而判定有无局部放电(或局部过热)。

此外，近年来还研制出局部放电在线检测仪，能在变压器运行中进行自动检测局部放电。

为防止局部放电的发生，制造单位应对干式变压器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精心施工，提高材料纯净度，严
格处理各个环节的质量。运行单位应加强干式变压器维护、监测等工作，以有效地防止干式变压器局部
放电的发生。

三相电压不平衡

造成配变三相电压不平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作人员不合理分配三相负荷;居民私拉乱接等均能造成三相
负荷不平衡，从而引起当负荷轻的相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相电压降低，CD系列单相变压器多少钱，电流
升高，终导致变压器匝间短路，烧坏变压器。

高压保险丝熔断故障

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用电量增加迅速，CD系列单相变压器怎么样，原有
变压器容量小，造成变压器过载运行;或者是季节气候原因造成用电高峰，使变压器过载运行。由此产生
过高的温度则会导致绝缘老化，纸强度降低，导致绝缘破损，进而发生故障。

雷击损坏

按配网运行规程要求，配电变压器必须在高、低压侧安装合格的避雷器，且接地良好，防止雷击过电压
危害变压器高低压线圈及套管，避雷器的防雷接地引下线、变压器的金属外壳和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
应连接在一起，然后再与接地装置相连接，接地电阻应不大于4欧。但实际运行中有许多变压器的接地引
下线被盗割和破坏;或由于维护不当造成锈蚀严重接地电阻增大，甚至锈断等都将起不到引雷作用，造成
配变雷击故障。

漏油

变压器漏油主要是变压器经长期运行，镇江CD系列单相变压器，各连接处的密封胶垫老化、龟裂，造成
渗油，使绝缘油吸潮，导致绝缘性能下降。或者由于密封垫本身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焊接质量不良;安装工
艺和安装操作不规范;铸件有砂眼以及设备结构不合理和制造问题等等。



CD系列单相变压器多少钱-宏达变压器-
镇江CD系列单相变压器由无锡市宏达变压器厂提供。无锡市宏达变压器厂（www.wxsbyq.com）是江苏
无锡 ,其它的企业，多年来，公司贯彻执行科学管理、创新发展、诚实守信的方针，满足客户需求。在宏
达变压器领导携全体员工热情欢迎各界人士垂询洽谈，共创宏达变压器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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