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检修前的故障调查 

 二、试车观察故障现象 

 三、用逻辑分析法确定故障范围，用排除法缩小故障范围 

 四、用测量法确定故障点 

 五、区分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  

 六、故障点的修复及注意事项 

 



 机床电气发生故障后，不要盲目进行检修。检修前，

应向操作者询问、了解故障发生前电路和设备的运行状

况及故障发生后的症状；故障发生前是否有不当操作情

况，如：施加过大负载、频繁启动、停止、制动等情况；

有无在以前的检修或技术革新中改动电路等。查看故障

发生前是否有明显的外观征兆，  



 1）电动机是否运转，转动时声音是否正常。 

 2）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继电器等电器是否按工作原理正常
工作，电磁线圈吸合声音是否正常。 

 3）与故障范围相关的电气线路、控制环节都要试车，如多台
电动机的顺序控制；单台电动机的多种工作方式及相关程序控制等。 

 4）以上试车用到看和听，试车停止切断电源后，还可通过触
摸检查电动机、变压器、电磁线圈等电器，看是否超过允许温升，
还可通过闻，看是否有异常气味产生。 

 5）试车前，为避免机床运动部分发生误动作或碰撞等意外情
况，可将生产机械与电动机分离；或将电动机与电器线路分离，然
后再试车，这也是判断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的有效方法之一。  



1．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是根据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电器元件
之间的动作顺序以及各控制环节之间的控制关系，结合试车
确认的故障现象作具体的分析，同时运用排除法迅速缩小故
障范围，从而判断最小故障范围。当故障的可疑范围较大时，
不必按部就班地逐级进行检查，这时可在故障范围内的中间
环节进行检查，来判断故障究竟发生在哪一部分，从而缩小
故障范围，提高检修速度。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的控制框图 

电器元件控制框图 



例1：如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用一只交流接触器控制启动、
停止，对于这台电动机不能启动 

故障的分析方法是：若接触器线圈不能得电，则故障必
定在电源电路或控制线路，而非主电路；若接触器线圈能
正常得电，则故障必定在主电路，而非控制电路。上述判
断正是利用了电动机主电路与控制电路的逻辑关系，即先
有控制电路工作，才有主电路工作，才有电动机启动。 



例2：如下图所示,
该线路为三相异
步电动机接触器
连锁正反转控制
线路。现以该线
路为例，说明如
何运用逻辑分析
法缩小故障范围。 

故障一：电动机
M正反转都不工
作，且试车时，
观察到接触器
KM1、KM2都不得
电。  

故障二：电动机
M正转工作正常，
反转不工作，且
试车时，观察到
接触器KM2线圈
不得电。  



1.电压法  

 电压法属带电操作，操作中要严格遵守带电作
业安全规定，确保人身安全，测量检查前首先将万
用表的转换开关置于相应的电压种类（直流、交
流），合适的量程（依据线路的电压等级）。 



电压分阶测量法  

①电压分阶测量法  



故障
现象 

测试
状态 

0-1 0-2 0-3 0-4 0-5 0-6 故障点 

按下
SB2
时，
接触
器线
圈KM

不得
电 

电源
电压
正常，
按下
按钮
SB2不
放 

0 FU熔断或接触不良 

380V 0 FR接触不良或动作 

380V 380V 0 

380V 380V 380V 0 

380V 380V 380V 380V 0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0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前提：假定一处故障，记住测试状态！ 



电压长分阶测量法  

①电压长分阶测量法  

0-1之间 380V 

0-4之间 0V， 

问题出在哪一段？ 



 ②电压分段测量法  

电压分段测量法 



故障
现象 

测试
状态 

1-2 2-3 3-4 4-5 5-6 6-0 故障点 

按下
SB2
时，
接触
器线
圈KM

不得
电 

电源
电压
正常，
按下
按钮
SB2不
放 

380V 0 0 0 0 0 FR接触不良或动作 

0 380V 0 0 0 0 

0 0 380V 0 0 0 

0 0 0 380V 0 0 

0 0 0 0 380V 0 

0 0 0 0 0 380V 

前提：假定一处故障，记住测试状态！ 



 ②电压长分段测量法  

电压长分段测量法 



2．电阻法  

电阻法属停电操作，要严格遵守停电、验电、防
突然送电等操作规程。测量检查时，首先切断电
源，然后将万用表转换开关置于适当倍率电阻档
（以能清楚显示线圈电阻值为宜）。 



电阻分阶测量法                                   

①电阻分阶测量法  



故障
现象 

测试
状态 

0-1 0-2 0-3 0-4 0-5 0-6 故障点 

按下
SB2
时，
接触
器线
圈KM

不得
电 

电源
电压
正常，
按下
按钮
SB2不
放 

∞ R R R R R FR接触不良或动作 

∞ ∞ R R R R 

∞ ∞ ∞ R R R 

∞ ∞ ∞ ∞ R R 

∞ ∞ ∞ ∞ ∞ R 

∞ ∞ ∞ ∞ ∞ ∞ 

前提：假定一处故障，记住测试状态！ 



②电阻长分段测量法  

电阻长分段测量法 



②电阻分段测量法  

          电阻分段测量 



故障现象 测试状态 测试点 正常阻值 测试阻值 故障点 

按下SB2时，
接触器线
圈KM不得

电 

电源电压
正常，按
下按钮SB2

不放 

1-2 0 ∞ 

2-3 0 ∞ 

3-4 0 ∞ 

4-5 0 ∞ 

5-6 0 ∞ 

6-0 R ∞ 

前提：假定一处故障，记住测试状态！ 



②电阻长分段测量法  

电阻长分段测量法 



局部短接法                                                  局部长短接法 



故障现象 测试状态 短接点 KM动作 故障点 

按下SB2时，
接触器线圈
KM不得电 

电源电压正
常，按下按
钮SB2不放 

1-2 吸合 FR接触不良或动作 

2-3 吸合 

3-4 吸合 

4-5 吸合 

5-6 吸合 

6-0 吸合 

请同学们补齐表格！ 

前提：假定一处故障，记住测试状态！ 



低压试电笔法 



故障现象 测试状态 1 2 3 故障点 

按下SB2时，
接触器线
圈KM不得

电 

接通电源 - - - FU 

220V  - - FR 

220V 220V - SB1 

若3、4点电压正常，则故障点在3、4之间 

故障现象 测试状态 0 6 5 4 故障点 

 

按下SB2时，
接触器线
圈KM不得

电 

接通电源 - - - - FU 

220V  - - - KM断 

220V 220V - - SQ 

220V 220V 220V - KA 



1. 属于电压法的一种，要带电操作，注意安全 



2. 试电笔只能测对地电压，不接地系统不能采用此法。只要带
电体与大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电位差（通常在60伏以上），验
电笔就会发出辉光。 



3. 氖管式试电笔不能用来测试安全电压以下的电路，
会导致氖管不发光， 测量范围一般为60~500v，
太低不发光，太高会有人身危险 



 短路故障发生后，短路处往往有明显烧伤、发黑痕
迹，仔细观察就可发现。有些情况，则是由于电器元件
绝缘老化导致可用摇表检测其绝缘电阻逐步接入法的基
本做法是换上新熔断器后，逐步将拆开的各支路一条一
条地接入电路。 

五、区分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   



 1）找出故障点后，一定要针对不同故障情况和部位采取正确的
修复方法，不要轻易采用更换电气元件和补线等方法，更不允
许轻易改动线路或更换不同规格的电气元件，以防产生人为故
障。 

 2）在修复故障点后，还要进一步分析查明产生故障的根本原因，
使修复的故障不再发生。 

 3）在故障点修理工作中，一般要求尽量复原。但是，有时为了
尽快恢复生产，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些适当的应急措施，但绝
不可草率行事，事后要复原。 

 4）较复杂的电气故障修复后，需通电试车时，应和操作者配合
避免产生新的故障。      

 5）每次检修后，应及时总结，做好纪录，对常出现故障的电路、
元件、器件等要认分析，总结原因，提出改进意见，进行技术
革新，减少故障发生率，提高生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