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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论文集 

变压器故障分析中气相色谱技术的运用 

摘 要 气相色谱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项新技术，能够对运行中的变压器进行实时监测，

通过采集变压器箱体内的少量油样，分析油中气体的组分及其含量，就可以判断变压器是否

存在故障、故障的性质以及故障的大致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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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压器是供配电系统中的核心设备，我集团供配电系统中，共有油浸式变压器５０多

台，有１１０ＫＶ主变压器、６ＫＶ高压电机变压器、４００Ｖ变压器以及特殊用于静电除

尘的高压变压器。这些设备一旦出现故障，将对生产产生停电面大、周期长的严重影响。及

时了解油浸变压器内部运行情况并发现故障苗头，对保证变压器安全、可靠、优质运行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对于油浸式变压器，线圈和铁蕊全部浸没在变压器油中，无法通过肉眼及直

接测量来判断变压器的故障隐患，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来了解变压器的运行状况。气相

色谱技术的运用充分解决了这一难题。 

    一 气相色谱法的原理 

    色谱法又叫层析法，它是一种物理分离技术。它的分离原理是使混合物中各组分在两相

间进行分配，其中一相是不动的，叫做固定相，另一相则是推动混合物流过此固定相的流

体，叫做流动相。当流动相中所含的混合物经过固定相时，就会与固定相发生相互作用。由

于各组分在性质与结构上的不同，相互作用的大小强弱也有差异。因此在同一推动力作用

下，不同组分在固定相中的滞留时间有长有短，从而按先后秩序从固定相中流出，这种借在

两相分配原理而使混合物中各组分获得分离的技术，称为色谱分离技术或色谱法。当用液体

作为流动相时，称为液相色谱，当用气体作为流动相时，称为气相色谱。 

    色谱法具有：（１）分离效能高、（２）分析速度快、（３）样品用量少、（４）灵敏

度高、（５）适用范围广等许多化学分析法无可与之比拟的优点。 

    气相色谱法的一般流程主要包括三部分：载气系统、色谱柱和检测器。具体流程见下

图： 

    当载气携带着不同物质的混合样品通过色谱柱时，气相中的物质一部分就要溶解或吸附

到固定相内，随着固定相中物质分子的增加，从固定相挥发到气相中的试样物质分子也逐渐

增加，也就是说，试样中各物质分子在两相中进行分配，最后达到平衡。这种物质在两相之

间发生的溶解和挥发的过程，称分配过程。分配达到平衡时，物质在两相中的浓度比称分配

系数，也叫平衡常数，以Ｋ表示，Ｋ＝物质在固定相中的浓度／物质在流动相中的浓度，在

恒定的温度下，分配系数Ｋ是个常数。 

    由此可见，气相色谱的分离原理是利用不同物质在两相间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当两相

作相对运动时，试样的各组分就在两相中经反复多次地分配，使得原来分配系数只有微小差



别的各组分产生很大的分离效果，从而将各组分分离开来。然后再进入检测器对各组分进行

鉴定。 

    ＳＰ－３４３０气相色谱分析仪充分利用这一原理，能够快速、高效、准确地分析出变

压器油中气体的组分及其含量，根据这些气体的组分类型及其含量，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分

析、判断变压器是否存在故障、故障的性质以及故障的大致部位。 

    二 变压器的故障产生的气体及故障类型 

    １ 变压器绝缘材料产生的气体组分 

    油和固体绝缘材料在电或热的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各种气体中，对判断故障有价值的气体

有甲烷、乙烷、乙烯、乙炔、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正常运行的老化过程产生的气体主

要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在油纸绝缘存在局部放电时，油裂解产生的气体主要是氢和甲

烷。在故障温度高于正常运行温度不多时，产生的气体主要是甲烷。随着故障温度的升高，

乙烯和乙烷逐渐成为主要特征。在温度高于１ ０００℃时，例如在电弧弧道温度（３ ００

０℃以上）的作用下，油裂解产生和气体中含有较多的乙炔。如果故障涉及到固体绝缘材料

时，会产生较多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绝缘油和绝缘材料在不同温度和能量作用下主要产生的气体组分，归纳如下： 

    １）在１４０℃以下时有蒸发汽化和较缓慢的氧化。 

    ２）绝缘油在１４０℃到５００℃时油分解主要产生烷类气体，其中主要是甲烷和乙

烷，随温度的升高（５００℃以上）油分解急剧地增加，其中烯烃和氢增加较快，乙烯尤为

显著，而温度（约８００℃左右）更高时，还会产生乙炔气体。 

    ３）油中存在电弧时（温度超过１ ０００℃，使油裂解的气体大部分是乙炔和氢气，

并有一定的甲烷和乙烯等。 

    ４）设备在运行中，由于负荷变化所引起的热胀和冷缩，用泵循环油所引起的湍流，以

及铁芯的磁滞伸缩效应所引起的机械振动等，都会导致形成空穴和油释放溶解气体。如果产

生的气泡集在设备绝缘结构的高电压应力区域内，在较高电场下会引起气隙放电（一般称为

局部放电），而放电本身又能进一步引起油的分解和附近的固体绝缘材料的分解，而产生气

体，这些气体在电应力作用下会更有利于放电产生气体。这种放电使油分解产生的气体主要

是氢和少量甲烷气体。 

    ５）固体绝缘材料，在较低温度（１４０℃以下）长期加热时，将逐渐地老化变质产生

气体，其中主要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且后者是主要成分。 

    ６）固体绝缘材料在高于２００℃作用下，除产生碳的氧化物之外，还分解有氢、烃类

气体，温度不同，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比值有所不同，这一比值在低温时小而高温时大。 

    ７）铁钢等金属材料起催化作用，水与铁反应产生氢气。此外，奥氏不锈钢材能储藏

氢，与绝缘油接触释放出来溶解于油中。 

    下表为不同故障类型产生的气体组分： 

    有时设备内并不存在故障，而由于其他原因，在油中也会出现上述气体，要注意这些可



能引起误判断的气体来源。例如：有载调压变压器中切换开关油室的油向变压器本体渗漏或

某种范围开关动作时悬浮电位放电的影响：设备曾经有过故障，而故障排除后绝缘油未经彻

底脱气，部分残余气体仍留在油中；设备油箱曾带油补焊；原注入的油就含有某几种气体

等。还应注意油冷却系统附属设备（如潜油泵，油流继电器等）的故障产生的气体也会进入

到变压器本体的油中。运行中设备内部油中气体含量超过下表所列数值时，应引起注意。 

    仅仅根据分析结果的绝对值是很难对故障的严重性作出正确判断的，必须考察故障的发

展趋势，也就是故障点（如果存在的话）的产气速率。产气速率是与故障消耗能量大小、故

障部位、故障点的温度等情况直接有关的。如总烃的相对产气速率大于１０％时应引起注

意。 

    ２ 对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判断 

    当故障涉及到固体绝缘时会引起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含量的明显增长。但根据现有统计

资料，固体绝缘的正常老化过程与故障情况下劣化分解，表现在油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上，一

般情况下没有严格的界限，二氧化碳含量的规律更不明显。因此，在考察这两种气体含量时

更应结合具体变压器的结构特点（如油保护方式）、运行温度、负荷情况、运行历史等情况

加以综合分析。 

    对开放式变压器一氧化碳含量一般在３００ｐｐｍ以下。如总烃含量超出正常范围，而

一氧化碳含量超过３００ｐｐｍ，应考虑有涉及到固体绝缘过热的可能性；如一氧化碳含量

虽然超过３００ｐｐｍ，但总烃含量在正常范围，一般可认为是正常的；对某些有双饼式线

圈带附加外包绝缘的变压器，当一氧化碳含量超过３００ｐｐｍ时，即使总烃含量正常，也

可能有固体绝缘过热故障。 

    对贮油柜中带有胶囊或隔膜的变压器，油中一氧化碳含量一般均高于开放式变压器。 

    突发性绝缘击穿事故时，油中溶解气体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含量不一定高，应结合

气体继电器中的气体分析作判断。 

    ３ 变压器等充油设备内部发生故障的部位 

    了解变压器内部可能发生的故障类型，对气相色谱分析结果定论时有很大的帮助，变压

器等充油设备内部发生故障的部位主要归纳为： 

    １）过热故障发生的部位 

    ①过热性故障在变压器内常发生的部位主要为：载流导线和接头不良引起的过热故障。

如分接开关动静触头接触不良、引线接头虚焊、线圈股间短路、引线过长或包扎绝缘损伤引

起导体间相接产生环流发热，超负荷运行发热、线圈绝缘膨胀、油道堵塞而引起的散热不良

等。另一种是磁路故障，如铁芯多点接地、铁芯片间短路、铁芯与穿芯螺钉短路、漏磁引起

的油箱、夹件、压环等局部过热。 

    ②过热性故障占少油设备（互感器和电容套管）故障比例较少，发生的部位主要为：电

流互感器的一次引线紧固螺母松动，分流比抽头紧固螺母松动等；电容套管的穿缆线鼻与引

线接头焊接不良，导管与将军帽等连接螺母配合不当等。 

    ２）放电故障发生的部位 



    ①高能量放电（电弧放电）在变压器、套管、互感器内均有发生。引起电弧放电故障原

因通常是线圈匝层间绝缘击穿，过电压引起内部闪络，引线断裂引起的闪弧，分接开关飞弧

和电容屏击穿等。这种故障气体产生剧烈、产气量大，故障气体往往来不及溶解于油而聚集

到气体继电器引起瓦斯动作。 

    ②低能量放电一般是火花放电，是一种间歇性的放电故障，在变压器、互感器、套管中

均有发生。不同电位的导体与导体、绝缘体与绝缘体之间以及不固定电位的悬浮体，在电场

极不均匀或畸变以及感应电位下，都可能引起火花放电。 

    ③局部放电是指油和固体绝缘中的气泡和尖端，因耐压强度低，电场集中发生的局部放

电。这种放电不断蔓延与发展，会引起绝缘的损伤（碳化痕迹或穿孔）。如电流互感器和电

容套管的电容芯绕包工艺不良或真空干燥工艺不良等，都会造成局部放电。 

    三 诊断变压器等充油设备内部的潜伏性故障 

    在诊断变压器等充油设备内部的潜伏性故障时，应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做到

准确判断变压器的故障类型及故障的大致部位： 

    １ 故障下产气的累计性 

    充油电气设备的潜伏性故障所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大部分会溶解于油。随着故障的持续，

这些气体在油中不断积累，直至饱和甚至析出气泡。因此，油中故障气体的含量及其累计程

度是诊断故障的存在与发展情况的一个依据。 

    ２ 故障下产气的速率 

    正常情况下充油电气设备在热和电场的作用下也会老化分解出少量的可燃性气体，但产

气速率很缓慢。当设备内部存在故障时，就会加快这些气体的产气速率。因此，故障气体的

产气速率，也是诊断故障的存在与发展程度的另一个依据。 

    ３ 故障下产气的特征性 

    变压器内部在不同故障下产生的气体有不同的特征。例如局部放电时总会有氢；较高温

度的过热时总会有乙烯；而电弧放电时也总会有乙炔。因此，故障下产气的特征性是诊断故

障性质的又一个依据。 

    四 气相色谱分析运用举例 

    例１：利用色谱分析结果判断出变压器存在放电现象 

    ２００１年底，新厂区３＃锅炉静电除尘器Ｌ＃电场的电压升不起来，正常时应该升到

４～７万伏，因该电场电压升不到要求范围内，除尘效率严重下降。 

    对于这个故障的处理过程是：我们首先检查了控制电路，在排除控制电路的因素后，然

后把注意力集中到静电除尘器的升压变压器上。因该变压器内部装有高压硅堆、均压电阻、

电容和取样电路，且均浸没在变压油中，结构特殊，属于特种变压器，不允许随便拆开。为

了准确判断故障，首先对其进行了常规检测，包括变压器直流电阻、绝缘电阻等项目的检

测，没有发现问题，于是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法作进一步测试诊断。 

    我们取该台变压器油样后拿到色谱分析仪上进行分析，测出样品中溶解气体的成分和含



量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该变压器油中气体的总烃含量大大超过注意值１５０ｐｐｍ，且

烃类气体为主要成分，乙炔含量远远超过５ｐｐｍ的注意值，但因氢气和甲烷的含量很少，

造成烃类气体含量较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变压器存在长时间的间隙性放电造成的。根据前

述理论，判断该变压器存在严重的金属性电弧放电现象，应立刻停运并建议吊芯检查。 

    事后修理人员对该升压变压器进行吊芯检修，箱盖上孔盖一打开，就有刺鼻的气味溢

出，变压器芯子吊出箱体，整个芯子象涂上一层墨，那是由于电弧放电裂解变压油产生的积

碳附着在铁芯绕组和硅堆上形成的。用变压油反复冲洗，经细心检查，发现该变压器确实存

在电弧放电现象，故障部位位于高压线圈引出线与高压套管螺杆的连接处。由于该变压器结

构的特殊性，厂家为了装配方便，把高压引出线通过一个马鞍型卡子与穿墙螺杆作接触性连

接，由于长时间的运行，这个连接点出现了松动，造成接触不良，使变压器长时间处于电弧

放电的情况下运行，马鞍型铜卡子已烧蚀了一个不规则的洞。问题找到后我们对其进行了改

进，取消了马鞍型卡子，直接将高压引线用螺栓紧压在穿墙螺杆上，在进行了一系列检修

后，将芯子重新装回箱体并更换了变压器油，完毕通电试运行，一切正常。 

    例２：利用色谱分析结果判断出变压器存在过热现象 

    今年２月份，根据运行人员反映，新厂区４＃锅炉静电除尘器２＃电场无法运行，只要

一开机，高压控制柜的电源开关就跳闸，微机显示为过流动作。 

    接到反映后，我们配合运行人员一起检查了所有控制线路、主电源回路、电场内部的所

有控制电路，均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断定问题只可能出在变压器本身，于是拆除变压器的高

低压引线，对变压器进行常规的检测，绝缘电阻正常，直流电阻也正常，也没有发现问题。

再进行第二步变压油色谱分析来帮助检查。 

    取回变压器油样后，我们将其放到气相色谱分析仪上进行分析，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

其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因其乙炔含量为０ｐｐｍ，基本上可以断定变压器不存在放电现

象，但烷类及烃类气体含量非常高，总烃含量是注意值１５０ｐｐｍ的１００多倍，且乙烷

及乙烯是总烃的主要成分，二氧化碳含量也非常高。由此可以判断该变压器存在严重的过热

故障，过热使固体绝缘材料分解出上述气体，故障点温度大概为：３２２Ｌｏｇ（６８８

７．４７／７０１４．９２）＋５２５＝５２０℃。故建议该电场不得投运并立即吊芯检

查，以免使故障扩大。 

    接下来对该变压器进行了吊芯检查，整个铁芯吊出来后，立刻可看到有一个线圈的绝缘

材料已有被烧焦的痕迹，故障为低压线圈匝间短路，因存在短路故障造成很大的短路电流，

故该电场一开机电源开关就跳闸。回想吊芯前的检测，未发现问题的原因在于，低压线圈虽

然是匝间短路，但未造成低压线圈对高压线圈、及低压线圈对地短路，故绝缘电阻测试正

常。按理说线圈匝间短路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应降低，但是由于该线圈本身的电阻值就很小，

部分线圈匝间短路后其直流电阻变化不明显，故造成直流电阻也正常的假象，所以测变压器

直流电阻时没有发现问题。 

    因该变压器线圈绕组绝缘烧坏，维修较困难且修理费用比较贵，已不值得再修理，故最

后决定更换新的变压器。 

    六 总结 



    在用气相色谱连续检测充油电气设备内部故障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油中各种气体的含量

中有一项达到了注意值范围时，应开始引起注意，采取措施进行其它电气试验等，以便对设

备有无异常作出分析和判断。当试验结果中一项超过注意值上限时，应采取措施，尽早停止

运行，并用其它试验进行验证，进一步找出故障点，防止重大事故的发生。 

    用气相色谱法对充油电气设备油中气体含量的分析，能判明设备存在的故障，更重要的

是分析判断故障的性质，是过热性故障还是放电性故障及故障的大概部位是在裸金属部分还

是介入了固体绝缘，从而进一步估计故障的危害性，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作出正确处理，防

患于未然。 

    综上所述，利用气相色谱分析变压器油的气体组分及其含量，能够使技术人员充分掌握

并监测变压器的运行状态，能够提前知道变压器内部是否存在潜伏性故障，即在变压器运行

中（不停电、不吊芯的情况下），通过常规检测及色谱分析就可以把变压器内有无故障、有

什么样性质的故障诊断出来，这对于变压器的维护保养起到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从而更好地

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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