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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使用本仪器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对于使用本仪器的工作人员我们将视作已完成相

应的阅读和培训。如有不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而引起的一切安全事故，本公司恕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宗旨是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我们的产品，因此您所使用的仪器和配套软件可能

与说明书有细微上的差别。若使用说明书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疑问请与公司技

术服务部门联系。

安全要求

1. 变压器绕组变形试验应在所有直流试验项目之前或者在绕组充分放电后进行！

2. 使用时，请先将测试仪电源开关置于关闭位置，再接线。

3. 测试仪外壳、变压器外壳等应可靠接地。

4. 套管引线（包括架空线、封闭母线和电缆）应全部解开，并使这些引线尽可能远离变

压器套管（周围接地体和金属悬浮物需离开变压器套管 20cm 以上），尤其是与封闭母

线连接的变压器。

5. 遇紧急情况，应首先切断测试仪电源，再作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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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指标及特点
1.1 主要技术指标
1）扫频特性

频率范围：1KHz~2MHz（频率精确度 0.005%）

输出阻抗：50Ω

输出幅值：20Vpp（最大），输出幅度软件自动调节

扫频方式：采用线性分布的扫频检测方式, 等间隔（可选间隔：0.5kHz/1kHz/2kHz，默认 1kHz）

2）信号检测

检测范围：-100dB~+20dB

检测精确度：-60dB~+20dB 的范围内检测精确度±1dB

-80dB~ -60dB 的范围内检测精确度±2dB

3）数据显示

显示图谱：幅频/差异曲线/差异彩虹条

频率范围：1KHz~2MHz（可选）

数据对比：待分析数据以指纹数据作为参照对比

4）阻抗匹配

信号检测端输入阻抗：1MΩ

5）选频滤波特性

数字滤波器选频带宽为测量频率的 0.5%

6）电源

交流 220V，50Hz

7）物理特性

尺寸：364*236*320 mm 重量：9.8kg（不含包装箱）

8） 适用环境

温度：-10℃～45℃ 湿度：<90%，无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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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品特点

1. 技术性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DL/T 911-2004《电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法》；

2. 使用高性能嵌入式处理芯片、数字窄带滤波等技术，有效地抑制工频及高频干扰；

3. 可使用有线网络和无线 WIFI（分体机）两种方式连接测试仪，方便现场测量使用；

4. 扫频范围从 1KHz~2000KHz, 可以灵活选择扫频方式，便于数据对比分析；

5. 测量速度快，平均 1000 个频率点，测量时间不超过 1 分钟；

6. 一体机采用高可靠性工业电脑，屏幕分辨率为 1024X800, 显示效果清晰细腻；

7. 多种图谱和数据结果展示，如幅频图，差异曲线，差异彩虹条等，曲线高度自适应调整，有助

细节观测；

8. 系统主要功能都在一个操作界面内完成，方便用户操作；

9. 对测试数据可作“封存”，保护数据，方便后续纵向对比；

10. 支持测试数据报表生成和打印输出；

11. 短路保护，确保在接线时不小心短路情况下不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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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板操作及接线说明

2.1 面板示意图
一体机背面如下图 2.1 所示。

图 2.1 主机后面板示意图

（1） 接地 该端口是同外壳连在一起，开机前必须可靠接地

（2） 激励输出 使用同轴屏蔽电缆线连接变压器绕组的激励端

（3） 激励输入 使用同轴屏蔽电缆线连接变压器绕组的激励端

（4） 信号输入 使用同轴屏蔽电缆线连接变压器绕组的检测端

（5） 电源开关 通电后打开开关仪器启动引导 windows 开机

（6） 电源输入 交流电源输入 220V 50Hz

（7） 显示器 可外接 VGA 显示器接口

（8） USB 接口 接键盘鼠标等外设

（9） 网口 可外接网线和电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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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参考接线
2.2.1 接线要求
 检测前应拆除与变压器套管端部相连的所有引线，并使拆除的引线尽可能远离被测变压器套管。（对

于套管无法拆除的变压器，可利用套管末屏抽头作为响应端进行检测，但应自行备注清楚，并应与

同样条件下的检测结果做比较。）

 响应输入接线应采用专用线（端头接 50Ω匹配电阻）。

 变压器绕组的幅频响应特性与分接开关的位置有关，宜在最高分接位置下检测，或者应保证每次检

测时分接开关均处于相同的位置。

 因检测信号较弱，所有接地均应稳定、可靠，减小接触电阻。

 两个信号检测端的接地线均应可靠连接在变压器外壳上的明显接地端（如铁芯接地端），接地线应尽

可能短且不应缠绕。

2.2.2 接线示意图

如图所示，待测变压器为 YN 型三相变压器，O 端接激励输出和激励输入，B 相作为测量端接信号输入。

注意：激励输出端和激励输入端用绿色夹子测试线，信号输入端使用红色夹子测试线！

图 2.2 测试仪和变压器接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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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接线方式
接线时，非被试绕组悬空，对变压器不同的接线组别，分别按照下述方式接线，便于日后对检测结

果进行标准化管理。（输入端连接测试仪的“激励输入(输出)“试验钳，测量端连接测试的”信号输入

“试验钳）。

图 2.3 不同变压器接线方式

注意 在外连接Δ接线方式中，如果不解开连接，则可看做内连接Δ接线方式。

对于有平衡绕组的变压器，测试时必须解开平衡绕组的接地。

仪器的接地线和变压器的铁芯或外壳（接地点）连接在一起。

2.3 开关机

开机： 按照上述完成接线后，接通仪器 220V 电源后，按下一体机背面的红色电源开关，仪器开

机引导 WINDOWS 系统，等待引导完成后，可以通过点击桌面的“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快捷方式

图标，进入软件，点击“连接仪器”，等仪器连接上后，可以进行测试操作。

关机： 鼠标点击 WINDOWS 的关机按钮，等 WINDOWS 完成关机，屏幕点灭后，按下一体机

背面的红色电源开关，则整机完成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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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软件安装说明
注意：如产品为一体机或者出厂已配有笔记本电脑，软件默认已安装，可以通过桌面快捷方式启动

本软件，无需再次安装。若需重新安装可以参考下述步骤。

3.1 运行环境要求

硬件: CPU : Intel Core2 及以上

内存： 2G 及以上

硬盘： 80G 及以上

软件: 操作系统: Windows 7 、10(32 位或 64 位)及以上

报告生成软件: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7 及以上

在某些情况下 Windows 防火墙可能会阻拦软件数据传输，请关闭之

3.2 安装流程

在安装光盘或者 U 盘中找到安装文件” 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msi ”,双击运行该安装程序。

如有 360 等防火墙软件告警，请选择允许程序运行。

软件开始安装，弹出如图 3.1 所示欢迎界面，显示当前安装的软件版本号，确认安装，请点击“下

一步(N)>”按钮，如不需要再安装则点击“取消”按钮。

图 3.1 软件安装欢迎界面

确认安装后，显示如图 3.2 所示的“选择安装文件夹”界面，请选择一个安装路径，软件默认有

一个安装路径，由于后续试验数据采集需要一定的磁盘空间，请确保该目录所在分区有 10G 以上的剩

余空间，如空间不够，请点击”浏览(O)”按钮，选择其他目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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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选择软件安装路径

选择好软件安装路径后，点击“下一步(N)>”按钮，软件开始正式安装，如图 3.3 所示

图 3.3 开始安装

请注意，在已安装有低版本软件的电脑上安装高版本软件时，将会自动删除原有低版本软件，如果

在装有高版本软件电脑上，重新安装低版本，请先手动卸载掉原有版本，如果无法正常删除，请到控制

面板中找到“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交直流特性测试仪”，右键卸载后，重新安装。

软件安装完成后，将在桌面和开始菜单中自动生成快捷方式，如图 3.4 所示，需要运行本软件时，

请双击图标运行即可。

图 3.4 软件在桌面和开始菜单的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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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软件使用说明

4.1 界面操作
本软件界面设计采用时下流行的简约平面风格，力求操作方便，突出功能应用。

打开软件后，主界面如图 4.1 所示，默认为测试数据幅频曲线窗口。

本软件是为配合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主机使用，在不同信号频率激励下，检测“信号输入“端的

幅频响应，从而实现对绕组变形程度的测试，软件输出各被测试绕组的幅频曲线，各频率激励下的响应

值，相关系数，对比图谱，以及报告生成，数据导入导出等功能。

图 4.1 软件主界面

（1） 嵌入式主菜单

点击后，出现主菜单，包含“系统设置”，“导出报告”，“帮助”等。

（2） 测试功能按钮

用于连接仪器，开始测试，保存数据等测试过程控制。

（3） 频响曲线操作按钮

：曲线区放大按钮，点击该按钮后，鼠标移到曲线区，鼠标变成十字架形，此时按住

鼠标左键拖动，将选择的波形区放大；

：波形缩小按钮，点击该按钮后，曲线区缩小一定倍数；

：平移曲线区，点击该按钮后，鼠标移动到波形区，鼠标变成手形，按住鼠标左右移

动波形；

：显示全部，点击该按钮后曲线区显示全坐标范围内的曲线图；

：缩放还原，对之前曲线区的放大缩小做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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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为图片，保存当前显示的曲线区为 png 格式图片；

（4） 测试数据名区

a. 测试数据的名称和颜色

测试数据的名称由软件按照测试配置参数自动生成，如”HOB10_162242”, H 代表

高压绕组，O 代表激励输出（输入）端，B 代表信号输入端，10 表示分接位置 10，162242

表示测试时间为 16 点 22 分 42 秒；颜色和频响曲线颜色一致。 将鼠标悬停到测试波形

名称上，曲线自动加粗，并且由提示框提示该条曲线的测试日期。

b. 测试数据属性

测试数据分为指纹数据，待比较数据，隐藏数据；

名称前带 图标的，表示该条数据为“指纹数据”，“指纹数据”作为当前所有

展示的频响曲线的对比参照，软件下方的数据分析区的分析值也基于指纹数据计算得到。

名称前带 图标的，表示该条数据为“待比较数据”，此条数据将和“指纹数据”

做对比。

名称前带 （灰色）图标的，表示该数据为“隐藏数据“，此条数据的曲线不在

曲线区显示。

c. 右键菜单

在测试数据名区点右键，弹出如下菜单。“指纹数据“用于选择当前哪一条数据作为

指纹；”关闭数据“将选择的某一条数据从曲线区关闭显示（非删除，数据列表中仍存

在）；”关闭所有数据“将当前曲线区显示的所有数据都关闭，清空显示。

坐标轴类型，可选择普通坐标和对数坐标两种形式。

图 4.2 测试数据名区右键菜单

（5） 幅频响应曲线区

幅频响应曲线的绘制区域，可以显示多条频响曲线，曲线以不同颜色对应各测试数

据名；紫色的竖线作为游标，鼠标悬停到此游标上，鼠标变成左右向箭头，此时拖动游标，

界面下方的数据分析区将显示游标对应频率点的测量值和其他数据信息。

（6） 数据分析区

显示各条频响曲线当前游标所在位置的测量值，扫描频率，增益，相关系数，方差等

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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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数据分析选择按钮

用于切换数据分析区显示的类型，分为“相关系数/均方差”，“报告数据”,“差异

曲线”,”差异彩虹条”。

（8） 测试数据列表

以层级树形结构显示数据库中存储的测试记录。站点名，变压器名，测试日期三级分

类管理测试数据，双击某条测试数据，曲线区和数据分析区将显示该条记录。

（9） 基本信息区

根据测试数据列表中选择的层级，显示站点信息，变压器信息，某条测试记录的信息。

（10） 网络类型

显示当前电脑与测试仪的网络连接方式，分有线网络和 WIFI（分体机）两种。

4.2 连接仪器
一体机内部使用有线网络连接方式，网络设置固定在“有线网络”（默认）即可（WIFI 连接方式

为分体机上才支持）。

图 4.3 网络连接方式

在正式连接仪器之前，请先认真确认按照 2.2 节所述接线方式接好电缆，将网线可靠连接到网络接

口上，打开测试仪电源开关，等待 windows 引导完成，点击桌面“变压器绕组变形测试仪”快捷方式，

此时通过点击主界面中的“连接仪器”按钮，建立与仪器的连接，软件提示“握手成功”后， “连接

仪器“按钮变成”断开仪器”，此时可以开始测试。

如果连接仪器失败， 请尝试再次连接，如一直连接不成功，请联系厂家技术部门解决。

4.3 站点和变压器参数配置
仪器连接成功后，可右键点击界面左侧站点树，选择“添加站点“或”添加设备“来添加新站点和

新变压器，也可以右键选择“删除站点”或“删除设备“来删除不需要的站点和变压器，注意，删除操

作将清空保存的本设备（站点）下的所有测试数据！操作界面如图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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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添加站点、设备

当需要编辑某变压器时，将鼠标移至该变压器节点，右键点击“选择设备”, 界面左下方显示该变

压器信息，此时可以浏览和设置变压器信息，设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将信息录入数据库，

如图 4.5 所示

图 4.5 变压器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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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设置参数意义如下：

（1） 所属单位： 变压器的所属单位名称，确定资产的归属方，如 xxx 变电站；

（2） 设备名称： 变压器的名称，用于区别所属单位下不同变压器设备，如变压器#1;

（3） 变压器型号： 变压器型号名，可以设置成和变压器铭牌上一致；

（4） 相数： 变压器相数设置，单相变压器或三相变压器；

（5） 绕组数： 变压器绕组设置，双绕组或三绕组；

（6） 绕组类型：变压器绕组接线类型，分 Y 型，YN 型或三角型；

（7） 分接开关生产厂家：变压器所配置的分接开关厂家名称；

（8） 开关型号：变压器所配置的分接开关型号名；

（9） 开关序列号：分接开关厂家出厂序列号；

（10） 开关分列数：开关内部的过渡电路组数，分单分列，双分列或三分列；

（11） 起始位置：测试时分接开关的起始位置；

（12） 结束位置：测试时分接开关的结束位置；

（13） 中间位置：测试时分接开关的中间位置；

（14） 中间位置：分接开关是否有三个中间位置，如 9A，9B，9C；

4.4 系统设置
4.4.1 测试设置

开始测试前，需要先设置测试参数，请点击界面右上角 按钮，在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系

统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测试设置”选项，如图 4.6 所示

图 4.6 测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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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设置参数意义如下：

【基本设置】

1. 变压器： 在设备列表中已经选中的当前测试的变压器设备名；

2. 绕组类型： 当前测试的绕组时高压、低压、还是中压绕组，后续生成的测试名称分别以 H, L, M

开头；

3. 激励输出(入)端： 选择当前激励输出和激励输出所连接的相别或套管名；

4. 信号输入端： 选择信号输入所连接的相别；

5. 分接位位置：“当前分接位“设置当前分接开关所在位置，如分接位置发生改变，请选择；

【扫频设置】

开始频率(KHz): 扫频的起始频率，KHz 为单位；

结束频率(KHz): 扫频的结束频率，KHz 为单位，最大为 2000KHz;

扫频间隔(KHz): 扫频的相邻两个频率之间的间隔，0.5KHz, 1KHz, 2KHz 三档可选；

修改完测试设置后，点“确认“按钮，当前设置即刻生效。

4.4.2 网络设置
选择电脑以何种网络方式连接测试仪，IP 地址和端口不需要更改。

图 4.7 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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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分析设置

图 4.8 分析设置

【频段设置】

定义测试信号的频率区段，后续数据分析依据所设置的低中高频段来区分，一般情况下保持默认

设置即可。

频段 开始频率 结束频率

低频 1kHz 100kHz

中频 100kHz 600kHz

高频 600kHz 1000kHz

【曲线相关性告警】

在测试软件底部数据区是否显示相关性数据的严重，中度，轻度，正常等变形程度告警和颜色提

示，以及在自动生成的报表中，是否提示这些严重程度。

【幅频差异彩虹条】

差异彩虹条的绘制根据此处设定的相同频点不同曲线之间的幅频响应差值。

【表格显示】

选择数据分析区显示的可选项，分为“增益列“，”相关系数列“，”理论相关系数“，”均方

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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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波形设置
设置波形曲线的坐标类型，分为普通线性坐标和对数坐标两种，当设置为对数坐标时，响应曲线以

对数坐标形式绘制。

背景色，网格颜色，曲线宽度（默认为 1），游标颜色，低频，中频，高频的背景色。

图 4.9 波形设置

4.5 开始测试
常规测试步骤：

1. 按【安全要求】做好试验准备。

2. 按接线要求和接线方法进行接线，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且可靠；特别要注意检查信号接地线与历

次测试是否接在变压器外壳的同一位置上。

3. 开机并启动测试仪软件，点击“连接仪器“，等连接完成。

4. 在软件左侧数据列表区右键中添加站点或设备，记录变压器的属性，分接开关等信息（如已有

设备记录，此步骤可省略），右键选择要测试的设备，选中后设备名和所属站点名标红。

5. 点击“开始测试“，根据实际需求并参照以前的测试记录，确定要测试的绕组，分接位置及扫

频设置。

6. 点击“确定“后，软件开始扫频，绘制曲线，扫频进度条滚动，X 轴频率点按照设置的频率间

隔逐渐递增。

7. 等待测试结束，如需要保存当前测试曲线，点击界面右上方”保存数据“按钮，测量数据和波

形将保存到软件数据库中，并出现在左侧测量记录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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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复 5~7，对变压器各绕组逐一测试

------------------------------------------------------------------------------------------------

危险 变压器绕组变形检测应在所有直流试验项目之前或者在绕组充分放电后进行。

注意 每次点击“开始测试“前，均应认真核对扫频参数，确保同实际接线一致。

一次测试完成，需要点击“保存数据“才会把当前测试保存到数据库，否则下一次测试将覆盖当

前数据。如果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停止测试，请点击“停止测试“。

------------------------------------------------------------------------------------------------

图 4.10 测试进行中

4.6 测试数据管理
4.6.1 测试数据保存

测试开始后，请耐心等待一定时间，此时扫频进度条滚动，等扫频到结束点，进度条退出，此时请

确认当前测试数据是否需要保存，如需保存，点击界面右上角“保存数据”按钮，当前数据录入数据库

中，并会展示在软件左侧测试数据列表中，如不保存，则当前数据将被下一次测试覆盖。频响曲线以不

同颜色绘制，以区别不同的测试。测试数据名称区以对应的颜色显示测试名称，名称含义和属性请参考

4.1 节所述。

4.6.2 测试数据封存
由于绕组变形测试做纵向对比，时间上具有一定的跨度，为了确保数据安全，防止误操作误删除，

测试的数据可以封存，将某次测试保存后出现在数据列表中，在该条数据上点击右键，选择“封存数据

“，数据名前的图标变成 ，此时无法删除该数据，也无法删除其所属的设备，只有将封存取消后才

能做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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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测试数据管理

4.6.3 测试数据打开、删除、导出
数据列表区右键菜单中“打开数据“，和双击该测试数据一样，曲线区和数据分析区将显示该条测

试记录。”删除数据“将该条测试记录从数据库中删除，封存的数据将不可删除，需要先解除封存，注

意删除操作不可逆，请谨慎确认。”导出数据“将该条记录的源文件导出到电脑，供数据迁移使用。

4.6.4 测试数据导入和兼容
为方便历史测试数据的管理和对比，软件支持将从别的设备拷贝来的的测试数据导入到当前设备

上，右键选择设备名，点击“导入数据”，选择要导入的数据，数据格式支持本测试仪的自有格式，如

名为“HAB_1_202201.bin”格式文件， 也支持兼容其他厂家，将数据通过 U 盘拷贝到测试仪，然后

选择数据导入，如浦江宏顺格式，在数据类型中选择“浦江宏顺数据格式（*.txt）”, 如西湖电子格式，

在数据类型中选择“西电数据文件(*.XD)”，如圣泰数据格式，在数据类型中选择”圣泰数据(*.cvs)”

等，导入后，数据将出现在左侧目录列表中。

图 4.12 测试数据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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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数据兼容性导入选择

4.7 数据分析
4.7.1 分析方法

采用频率响应分析法判断变压器绕组变形，主要是对绕组的幅频响应特性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并

综合考虑变压器遭受短路冲击的情况、变压器结构、电器试验及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等因素。幅频曲线的

相似程度和相关系数的大小，可较直观地反应出变压器绕组幅频响应特性的变化，通常可作为判断变压

器绕组变形的手段。

1.纵向比较法

根据频率响应法检测原理，同一台变压器、同一绕组、同一分接开关位置幅频响应特性唯一，而跟

测量时间无关，这一幅频响应特性可以形象的称为“指纹”。“指纹”数据往往在变压器状况良好的情

况下测得，将不同时期的幅频响应特性与“指纹”数据比较，根据变化情况判断变压器的绕组变形。该

方法具有较高的检测灵敏度和判断准确度，但需要预先获得变压器原始的幅频响应特性，并应排除因检

测条件及检测方式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2.横向比较法

横向比较法是指对变压器同一电压等级的三相绕组幅频响应特性进行比较，必要时借鉴同一制造厂

在同一时期制造的同型号变压器幅频响应特性，来判断变压器绕组是否变形。该方法不需要变压器原始

幅频响应特性，现场应用较为方便，但应排除变压器的三相绕组发生相似程度的变形或者正常变压器绕

组的幅频响应特性本身存在差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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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数据选择
1. 在数据列表中点击站点名，设备名，测试时间，测试名称找到需要参加对比的数据。通过鼠标

右键或者双击选择需要对比的数据。

2. 将其中一条作为“指纹数据“（默认选中的第一条作为指纹），也可以通过 4.1 节第四点说述

选择其他数据作为指纹。

4.7.3 幅频响应曲线的观察
纵坐标为信号输入相对于激励输出的量化幅度值，以 dB 作为计量单位。

横坐标为激励输出信号的频率，以 KHz 为单位。

可以按照 4.1 节所述，通过曲线操作按钮和右键菜单来操作和设计频响曲线的显示方式和属性。

典型的变压器绕组幅频响应特性曲线，通常包含多个明显的波峰和波谷。经验及理论分析表明，幅

频响应曲线中的波峰或波谷分布位置以及数量的变化，是分析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重要依据，波峰或波谷

位置发生明显位移，或数量发生大的变化，提示变压器绕组发生变形，详细可参考《DL 911-2004 电

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法》所述。

图 4.14 幅频响应曲线图

4.7.4 数据分析（比较）结果
数据分析时，系统自动将待分析测试数据和指纹数据相比较，比较的差异值以曲线或颜色方式显示

出来。

要查看某类数据比较结果，请点击对应的数据分析区选项卡进行选择：

1. 【相关系数/均方差】

选择好要分析的测试数据和指纹数据后，包含高、中、低频段及全频段的工程相关系数、理论相关

系数、均方差，其中根据《DL 911-2004 电力变压器绕组变形的频率响应分析法》，使用工程相关系

数判断绕组变形程度（判断方法请参照 4.10 节），判断结果数值在表格中以不同背景颜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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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提示严重变形，黄色为明显，蓝色为轻度，白色为正常。

● 紫色显示的波形数据为指纹数据。

2. 【报告数据】

输出测试报告时所引用的各个数据结果，显示当前界面上所有频响曲线两两对比的相关系数列表。

3. 【差异曲线】

各待分析曲线与指纹曲线的差值形成的曲线图。

4. 【差异彩虹条】

彩虹条由【绿-黄-红】依次过渡的颜色显示，绿色代表差异较小、黄色代表明显差异、红色代表较

大差异；绿黄红各颜色对应的差异值可在【系统设置】--【分析设置】--【幅频差异彩虹条】中设

置，彩虹条的显示效果完全依赖于您设置的各颜色对应的差异值。

4.8 生成报告
本软件支持直接生成测试报告，点击界面右上角 按钮，在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出报告”选

项。 导出的报告以 WORD 文档格式另存到电脑硬盘，在生成报告前请确保电脑上已经安装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及以上版本的 WORD 软件。否则，报告将无法成功生成。

生成的报告格式如图 4.16 所示。

图 4.15 导出报告选项



24

变压器频响测试报告
变压器所属单位名称：默认站点 变压器名称：大湾变 1#

变压器型号：XXX 变压器相数：单相

变压器绕组数：双绕组 变压器绕组接线方式：Y型

分接开关生产厂家：XXXX 分接开关型号： TLMX

分接开关出厂序号：090910 分接开关分列数：单分列

幅频响应曲线

数据相关性结果

比较数

据

相关系数

-低频

相关系

数-中频

相关系

数-高频

相关系

数-全

频

均方差

-低频

均方差-中

频

均方差-高

频

均方差-全

频

HOB_10_

162242

-

HOB_10_

163026

3.86 2.65 1.3 2.82 0.02 0.04 0.06 0.05

HOB_10_

162242

-

HOB_10_

143143

0.35 0.18 -0.33 -0.18 31.81 33.59 33.68 33.42

HOB_10_

163026

-

HOB_10_

143143

0.35 0.17 -0.3 -0.18 31.81 33.59 33.71 33.44

被测开关分接位置： 测试时间：

测试温度： 测试人员：王 XX

试验结论：正常

图 4.16 导出报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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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数 据 相 关 性 结 果 列 表 展 示 了 每 两 条 曲 线 之 间 的 对 比 数 据 值 ， 如 “ HOB_10_162242 -

HOB_10_163026”表示将 HOB_10_162242 曲线作为参考，HOB_10_163026 相对于它的相关性

计算结果值。

4.9 帮助和关于
如在使用本软件过程中，遇到一些操作问题，请点击界面右上角 按钮，在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

择“帮助”，打开简易的帮助手册，对操作有概要说明，详细操作说明请参考本说明书。

请点击界面右上角 按钮，在出现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关于“，显示本仪器的详细型号，软件版

本号和固件版本号，固件版本为仪器硬件版本号，如使用过程中需要本公司技术咨询，请提供版本信息

给本公司。

4.10 相关系数 R 辅助判断绕组变形
设两个长度为 N 的传递函数幅值序列 x(k)、y(k)，k=0…N-1，且 x(k)、y(k)为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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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5．工程相关系数

其它

10101
)1log(

10 






 xyR

Rxy
xy

L
L

R

相关系数与变压器绕组变形程度的关系（仅供参考）

绕组变形程度 相关系数 R

严重变形 RLF<0.6

明显变形 0.6≤RLF<1.0 或 RMF<0.6

轻度变形 1.0≤RLF<2.0 或 0.6≤RMF<1.0

正常变形 2.0≤RLF 且 1.0≤RMF 且 0.6≤RHF

注：RLF 为曲线在低频段（1kHz~100kHz）内的相关系数

RMF 为曲线在中频段（100kHz~600kHz）内的相关系数

RHF 为曲线在高频段（600kHz~1000kHz）内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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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原理
在较高频率的电压作用下，变压器的每个绕组均可视为一个有线性电阻、电感（互感）、电容等分

布参数构成的无源线性双口网络，其内部特征可通过传递函数 H（jω）描述，如图 5.1 所示。如果绕

组发生变形，绕组内部的分布电感、电容等参数必然改变，导致其等效网络传递函数 H（jω）的零点

和极点发生变化，使网络的频率响应特性发生变化。

用频率响应分析法检测变压器绕组变形，是通过检测变压器各个绕组的幅频响应特性，并对检测结

果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根据幅频响应特性的差异，判断变压器可能发生的绕组变形。

图 5.1 频率响应分析法的基本检测回路

Us—正弦波激励信号源电压 Rs—信号源输出阻抗 R—匹配电阻

L、K、C—绕组单位长度的分布电感、分布电容及对地分布电容

U1、U2—等效网络的激励端电压、响应端电压

变压器绕组幅频响应特征采用频率扫描方式获得，连续改变外施正弦波激励源 Us 的频率 f

（ω=2πf），测量在不同频率下的响应端电压 U2 和激励端电压 U1 的信号幅值之比，获得指定激励端

和响应端情况下绕组的幅频响应曲线，幅频响应曲线通常以对数形式表示，即：

H（f）=lg[h(f)]=Klg[U2(f)/ U1(f)]=20lg[U2(f)/ U1(f)]

式中：

H(f)——频率为 f 时传递函数的模|H(jω)|

U2(f)/ U1(f)——频率为 f 时响应端和激励端电压的峰值或有效值|U2(jω)|和|U1(j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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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现场使用注意事项
按【接线示意图】和【接线方式】所述进行接线且确保连接可靠。

为便于比较，应查看以前的测试记录，按照统一的扫频方式进行测试, 对同一变压器的历次测试接

线应相同。

详细记录被试品的铭牌数据、原始工况有否异常以及被试品变压器当前测试状况下的分接开关位置

（这些信息可以在测试软件中进行记录）。

对刚退出运行的变压器进行测量，测量前应尽量让其散热降温；但在整个测量过程中应停止对其所

施的降温手段，保持温度，以免测量过程中温度变化过大而影响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一般测量一条曲线约 80 秒钟（1kHz~1000kHz,间隔 1kHz），需要存盘的数据请点击“保存数据”，

如果发现一次测试长时间不能完成，请尝试结束扫描后重新扫描。

如果在仪器正常使用中，发现测试数据明显不合理，请检查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 空气湿度大、试品表面脏污

空气湿度大、试品表面脏污或受潮，会使测试数据异常增大或减小，可采取清洁表面，烘干处理。

2. 接地线或信号线接触不良

接触不良会引起测量数据严重波动。如试品表面氧化层太厚、接地点上有油漆和生锈等。请保持接

触点良好的导电性，现场试验时应使接线各个连接点接触良好，以保证测量数据的稳定性。

3. 仪器端子接触不良

请务必保证仪器上的激励输入，激励输出，信号输入连接到变压器正确位置，端子牢固连接再仪器

连接件上。

试验前，如想确认试验线，夹具和连接有无问题，可以将仪器的激励输入，输出，信号输入三个实

验钳连接在一起（不需要接变压器绕组上），软件扫频，幅频响应曲线应该为 0dB 直线且平滑，否则

检查接线是否可靠。

注意事项：

在未经本公司允许或知情的情况下请勿擅自打开机器、拆卸或更换元器件，如遇到质量问题，请立

即与本公司技术服务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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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设备维护

7.1 日常维护

本仪器在平时不用时，应定期检查确保结构坚固，并存放在环境温度-20 - 60℃，相对湿度不超过

80%，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室内，防止雨水、灰尘进入，存贮时不应紧靠地面和墙壁。

7.2 运输

运输时请确保各装置固定，无松动，适当加以减震保护。搬运时，主机正面朝上，轻拿轻放，切勿

碰撞！

产品自发货起两年内，如果用户遵守运输、储存和使用规则，由于制造上的原因而使质量低于特性

要求的，本公司负责修理或更换。在产品使用寿命内，本公司负责提供有关本产品的维护、使用培训及

附件供应等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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