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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01
CATALOGUE



传统的故障定位方法存在定位精度低、
操作复杂等问题，难以满足现代电力系
统的需求，因此研究基于脉冲差分的高
压电缆故障定位方法及设备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高压电缆在电力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安全运行对保障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

性至关重要。

高压电缆故障定位是确保电缆安全运行
的关键技术之一，准确快速地定位故障
点对于减少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

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在高压电缆故障定位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取
得了显著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定位精度受电缆参
数和故障类型影响较大等。

目前，基于脉冲差分的高压电缆故障定位方法受到广泛关
注，该方法通过比较故障前后脉冲信号的差异来定位故障
点，具有定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压电
缆故障定位将更加智能化、自动化，实现更高效、准确的
故障定位。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主要内容：本研究旨在

研究基于脉冲差分的高

压电缆故障定位方法及

设备，包括脉冲信号的

产生、传输、接收和处

理等方面。

创新点 提出一种基于脉冲差分

的高压电缆故障定位算

法，该算法通过比较故

障前后脉冲信号的差异

来定位故障点，具有定

位精度高、抗干扰能力

强等优点。

设计并实现一种基于脉

冲差分的高压电缆故障

定位设备，该设备包括

脉冲信号发生器、传输

线路、接收器和数据处

理单元等部分，能够实

现高压电缆故障的自动

定位和报警。

通过实验验证所提方法

和设备的有效性和可行

性，为实际应用提供理

论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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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脉冲差分法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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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差分法的概念

脉冲差分法是一种利用高压电缆故障

时产生的脉冲信号进行故障定位的方

法。

该方法通过检测和分析故障点产生的

脉冲信号与正常信号之间的差异，从

而确定故障点的位置。



脉冲差分法的数学模型基于传
输线理论和电磁波传播原理。

通过建立电缆的等效电路模
型，将脉冲信号在电缆中的
传播过程转化为电路中的电
压、电流变化过程。

利用数学方法对脉冲信号的差
分特性进行分析和处理，提取

故障特征信息。

脉冲差分法的数学模型



脉冲差分法的优点与局限性

高精度

脉冲差分法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能

够准确地确定故障点的位置。

抗干扰能力强

该方法对噪声和干扰信号有较好的抑

制作用，提高了定位的可靠性。



脉冲差分法的优点与局限性

• 适用范围广：适用于不同类型和规格的高
压电缆故障定位。



受电缆参数影响
电缆的长度、截面积、绝缘材料等参数会对脉冲信号的传播特性产
生影响，从而影响定位精度。

对操作人员技能要求高
该方法需要专业的操作人员进行分析和判断，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要
求较高。

对硬件设备要求高
脉冲差分法需要高精度的信号采集和处理设备，成本相对较高。

脉冲差分法的优点与局限性



高压电缆故障类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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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缆内部导体断裂或连接不良导致的故
障。

导体断路

电缆绝缘层损坏或老化，导致绝缘性能下降
而引发的故障。

绝缘故障

电缆金属护层或导体与地之间发生短路故障。

接地故障

在高电压作用下，电缆绝缘瞬间击穿，形成
闪络放电现象。

闪络故障

高压电缆常见故障类型



故障电阻变化

故障点处的电阻值发生变化，可能呈现低阻、高阻或
开路状态。

电容电感变化

故障电缆的电容和电感参数会发生变化，影响电气性
能。

故障点放电特征

故障点处可能产生局部放电或电弧放电现象，具有特
定的放电特征。

故障时电缆的电气特性变化



不同类型的故障具有不同的电气特性，
增加了定位难度。

故障类型多样 电缆长度影响

环境干扰 电缆埋设情况

电缆长度越长，故障点定位精度越低，
需要采用更精确的定位方法。

现场环境中的电磁干扰、噪声等因素
可能影响定位准确性。

电缆埋设深度、走向等不确定因素给
故障点定位带来挑战。

故障点定位的难度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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