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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四象限整流器主电路故障以及相应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总结，重点针对中间直流环节预充电过程

中的电压和电流参数方程进行分析，提出变流器输入电流和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的估算方法。将估算参数与实

际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利用不同故障点在预充电过程的表现可以进行相应的故障诊断。通过仿真和试验对不

同故障点的工况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提出的故障诊断方法有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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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 circuit faults of the four-quadrant rectifi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fluence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oltage and current parameter equations in the pre-charging

process of the intermediate DC link，and the estimation method of the converter input current and the intermediate

DC link voltage was proposed. The estimated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detection results，and the

corresponding fault detection can be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faults in the pre-charging

process. Through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different fault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detection method proposed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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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四象限整流器是牵引传动变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能不仅直接关系到牵引变流

器对供电接触网的影响，而且与电机侧逆变器的

运行性能密切相关[1-3]。正因如此，四象限整流器

一旦出现故障通常将导致变流器停机，导致牵引

动力的丢失，从而影响整车的牵引能力。此时如

何快速准确判断其故障点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以两电平四象限整流器为基础，对其故

障点以及相应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对其主电路进

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针对预充电阶段的电

压、电流特征进行理论分析，针对不同故障点在

此阶段的表现进行相应的故障诊断，从而能够准

确地定位相应的故障。故障的准确定位可减少

变流器的运用维护时间，同时通过对电压、电流

的检查亦可以判断相关部件的特性参数变化，为

变流器的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通过仿真和试验的方法对不同故障点的测

量参数进行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故障诊断方法

有效可行，可用于四象限整流器故障定位，能够

为相关故障诊断和健康管理提供支持。

1 主电路故障分析

图 1是四象限整流器主电路[4-5]，从图中可以

看出四象限整流器主要包括三个环节：交流输

90



李伟，等：单相四象限整流器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电气传动 2024年 第54卷 第10期

入、整流功率模块和中间直流环节。其中交流输

入主要包括变压器、线路接触器K1、预充电电阻R
和预充电接触器K2，变压器可将接触网提供的高

压电降为变流器输入所需电压，K1在四象限整流

器正常工作时闭合，将交流电送入整流功率模

块，K2仅在主回路刚刚上电时为中间直流环节充

电使用，可将R接入以限制充电电流。整流功率

模块（由 T1~T4，D1~D4构成）则可将交流电变换为

直流电，并且保证能量的双向流动。直流环节主

要包括支撑电容Cd和二次滤波装置（由电感L2和
电容 C2共同构成），Cd确保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稳

定，二次滤波装置主要为中间直流环节的二倍频

电流提供通路[2]，避免其导致直流电压出现脉动。

图1 四象限整流器主电路

Fig.1 Main circuit of four-quadrant rectifier
如果四象限整流器在运行时部件出现故障，

那么必然会导致变流器无法正常工作，通常此时

最直接的现象将是出现异常的电压或电流。表 1
列出了不同部件故障时四象限整流器可能出现

的结果。
表1 四象限整流器不同部件故障时的现象

Tab.1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fault of the four-quadrant rectifier

序号

1

2
3
4

故障部件

充电电阻

功率模块

支撑电容

二次滤波环节

结果

运行时被短接，无法检测。只能在充电

过程进行测试

运行中出现模块短路或断路将导致输入

电流或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异常

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纹波增加

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出现二倍频脉动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当不同部件出现故障时

主要反映在电压和电流结果的异常上，但是如何

做进一步分析以确定真正的故障点更为重要。

2 故障检测方法

在前面对四象限整流器不同部件运行过程

中出现故障的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是运行过

程中能够检测到的信息是有限的，通常只能判断

出电压电流异常，此时故障保护的结果一般都是

要停止故障变流器工作，并根据其严重程度判断

是否能够重新投入运行。如果需要进一步确定

实际的故障原因，四象限整流器预充电过程[6]对

相关参数的检测就极为重要。下面重点介绍预

充电时主回路特点和充电过程分析。

2.1 预充电主电路

四象限整流器中间直流环节预充电主要目

的是通过充电电阻的限流作用防止中间直流环

节电容上出现过高的电流冲击，避免部件损坏。

预充电过程的主要特点是四象限整流器并未启

动工作，此时仅通过与 IGBT反并联的二极管进

行不控整流，线路接触器K1尚未闭合，预充电接

触器K2闭合，因此图 1的主电路可以简化为如图

2a中所示。在图 2a中输入电压 un为正弦交流电，

此时电源将通过预充电电阻R、整流模块二极管

向中间直流环节的支撑电容 Cd和二次滤波环节

的电容C2充电，in为输入电流，ud为中间直流环节

电压。为分析方便可将图 2a进一步等效为图 2b，
在图 2b中预充电电阻被移至直流环节，输入电压

uin等效为将正弦交流电全波整流后的脉波电压，

iin为输入电流。另外图 2b中的二极管D主要目

的在于利用其逆止效应，当输入电压低于中间直

流环节电压时不会形成反向的放电，这与实际四

象限整流器的充电过程也是一致的。

图2 预充电过程等效电路图

Fig.2 Equivalent circuit diagram of pre-charging process
图 2b中输入电压、电流与图 2a中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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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u in = {un un ≥ 0-un un < 0 （1）
i in = {in un ≥ 0-in un < 0 （2）

2.2 充电过程分析

首先针对图 2b中方框内的电路进行分析，采

用 Laplace变换方式可列出中间直流环节阻抗Xd
如下：

Xd = s2L2C2 + 1
s( s2L2C2Cd + Cd + C2) （3）

从式（3）可以看出该阻抗阶数较高，如不进行必

要简化将增加后续分析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L2和 C2构成二次滤波环节，因此

有下式成立[7]：

ω2 = 1
L2C2

（4）
式中：ω2为二次滤波谐振角频率。

将式（4）代入式（3）中，同时用Laplace变换为

角频率的表示形式可得：

Xd = j
ω2

ω22
- 1

ω ( - ω2
ω22
Cd + Cd + C2)

（5）

通常在 50 Hz工频电网供电时，谐振频率为

100 Hz，即
ω2 = 2πf2 = 200π （6）

如图 2b所示，由于四象限整流器在充电过程

中基本处于直流工况，并且二极管本身具有逆止

效应，因此在充电过程中 ω<<ω2，则式（5）可简

化为

Xd = 1
jω (Cd + C2) =

1
s(Cd + C2) （7）

在后面的频域分析和仿真计算中也表明这

种简化是合理的。

依据图 2b电路，考虑二极管的逆止效应，同

时结合式（7）的阻抗表达式可列出电路方程

如下：

{u in + i inR = udi in = s(Cd + C2)ud u in > ud （8）

{ud = Consti in = 0 u in ≤ ud （9）
式（8）和式（9）为输入电源向中间直流环节预充

电过程的电路方程，其中式（8）为输入侧向中间

直流环节提供能量的方程，式（9）表明二极管处

于逆止状态时中间电压将维持恒定，没有能量的

流动。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式（8），即输入电流和

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变化的情况，将式（8）转化为

微分方程如下式所示：

ì
í
î

ï

ï

u in + i inR = ud
i in = (Cd + C2) duddt

（10）
采用离散化方法[8-9]将式（9）离散化，并设C=

Cd+C2可得到离散化后的方程表达如下：

u in ( tk) + Ri in ( tk) = ud ( tk) （11）
i in ( tk) = CTs [ ud ( tk + 1) - ud ( tk) ] （12）

式中：Ts为采样周期；uin（tk），iin（tk），ud（tk）分别为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和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的采

样值。

由于 uin，iin和 ud均为四象限整流器进行控制

时所需要采集的参数[10]，因此根据式（11）可估算

当前变流器的输入电流值，而式（12）则可估算下

一周期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值。但是式（12）为微

分方程离散化后的形式，通常采样周期较小，估

算得到的中间直流环节电压与实际值在相邻的

采样周期之间相差不大，因此采用连续时间段内

的实际电流进行中间直流电压的估算，即式（12）
可改写为如下形式：

ud ( tk + 1) = ud ( t0) + TsC∑1
k

i in ( ti) （13）
图 3是预充电故障诊断流程图，从图中可以

看到，如果估算输入电流和中间电压在正常允许

范围表明变流器正常，如果估算输入电流或中间

电压超出规定范围则进入故障判断程序，具体故

障判断方法如表 2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图 3中
用于故障判断的电流是图 2b中的输入电流，如与

实际变流器输入电流比较还应根据式（2）进行变

换，转换至图 2a中的变流器输入电流。关于故障

判断阈值设置主要考虑传感器、信号转换、采样

等环节的精度，阈值过小易产生误保护，阈值过

大则容易导致保护时间增加，甚至保护失效。因

此本文实际使用的保护阈值按直流环节电压和

预充电电流最大值的3%设定。

传统预充电检测方法通常在预充电开始一

定时间后测试中间直流环节电压是否达到预定

的限值范围，通常需要 s级的检测时间。而本文

提出的检测方法的优势在于当预充电开始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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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时估算，如果存在故障，能够在更短的时

间得到检测结果。另外，如果充电过程没有异

常，还可在充电过程中估算R和C，最终可采用回

归分析得到本次充电过程中的期望值，通过长期

积累该数据可以反映变流器相关部件特性参数

变化，以用于变流器的健康管理系统。

另外如果存在多个故障同时发生，则需要对

故障进行具体分析。多个故障发生时存在两种

可能的结果：一种情况是严重的故障掩盖了其他

故障特征，单纯从充电环节测量的数据无法区

分，例如中间直流环节短路与二次滤波环节开

路，此时数据只能反映出短路情况，需待严重故

障处理完成后再进行其他故障处理；另外一种是

故障信息的叠加，如模块短路故障与二次滤波环

节开路，单纯依靠故障模型进行判断可能较为复

杂，因为故障组合之后的状态可能呈几何级数增

加，此时建议考虑采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对故障数

据进行判断。

3 仿真计算

3.1 仿真概述

仿真采用如图 2a所示的主电路，故障判断流

程按图 3进行编写。首先针对中间直流环节部件

阻抗参数进行了频域分析，比较了式（3）和式（7）
两种中间直流环节阻抗下整个电路阻抗的频域

特性，并比较了两种阻抗下中间直流环节的充电

过程。另外针对功率器件短路、二次滤波环节开

路和中间直流环节短路三种故障分别进行了仿

真，需要说明的是，在仿真和后面的试验中检测

到故障后只是将故障位置位，没有停止预充电过

程。仿真的基本参数如下：电源电压Un=1 900 V，
预充电电阻 R=56 W，直流侧支撑电容 Cd=3 mF，
直流环节工作电压 3 300 V，二次滤波电感 L2=
0.603 mH，二次滤波电容C2=4.2 mF。
3.2 仿真结果

图 4为不同中间直流环节阻抗下预充电回路

阻抗的频率特性，上半部分为式（3）对应的阻抗

特性，下半部分为式（7）对应的阻抗特性，从图中

可以看出除在 155 Hz附近式（3）对应的阻抗较

大，两种阻抗特性在低频部分基本是一致的，这

与前面的分析也是对应的。图 5为两种阻抗下的

预充电过程比较，从该图也可以看出两种阻抗下

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的变化基本保持一致，均在预

充电开始后 3 s达到 2 400 V左右。由此可见式

（7）所做的简化是合理且切实可行的。

图4 预充电回路阻抗频域特性比较

Fig.4 Comparison of frequency do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re-charging circuit impedance

图 6模拟了功率开关器件T1短路时的充电过

程，图中从上至下分别为故障信号、中间直流环

图3 预充电故障诊断流程图

Fig.3 Pre-charging fault diagnosis flowchart
表2 预充电过程故障判断

Tab.2 Failure judgment of the pre-charging process
参数

i*in（k）

u*d（k）

故障判断

>iin（k）
充电环节存在接触不

良或断路情况

>ud（k）
通常与充电环节存在

短路相关

<iin（k）
充电环节存在短路故障或充

电电阻异常

<ud（k）
直流环节电容值发生变化、

二次滤波环节开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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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电压、输入电流，虚线波形为本文方法估算的

电压和电流。从图 6中可以看出，在电源正半波

电源电流幅值逐步降低，但是在负半波电流幅值

则基本保持不变，说明只有正半波时向中间直流

环节充电，而负半波则通过T1形成短路。从直流

环节电压的上升过程也可以看出，中间直流环节

实际电压相比本文方法估算的电压明显要低，在

预充电开始后 0.5 s仅达到 800 V左右，而图 5中
正常充电过程则已达到 1 300 V左右，因此这种

故障导致达到相同电压时所需的充电时间会更

长。另外采用本文故障诊断预估的电流值在正

半波与实际电流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根据本文

的故障检测方法在充电开始后的 0.05 s左右即可

检测到故障的存在。

图6 功率器件短路工况仿真

Fig.6 Short circuit condition simulation of power device
图 7为二次滤波环节开路时的仿真波形，从

图中可以看出本文故障诊断预估的中间直流环

节电压比实际电压要低，这主要是由于直流环节

电容值的减少导致在同样电流下充电更快，在充

电开始后的 0.5 s即达到了 1 900 V左右。由于变

流器输入电流是根据实际中间直流环节电压估

算，因此与实际电流基本一致。根据本文的故障

检测方法在充电开始后 0.02 s左右即检测到故障

的存在。

图7 二次滤波环节开路工况仿真

Fig.7 Open circuit condition simulation of secondary filter link
图 8为中间直流环节短路时的充电过程模

拟，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电源正负半波电源电流

均比较大。但是中间直流环节电压由于短路，实

际电压一直保持在 0 V，与本文故障诊断预估的

电压值明显不一致，根据本文的故障检测方法在

充电开始后0.025 s左右即检测到故障的存在。

图8 中间直流环节短路工况仿真

Fig.8 Short circuit condition simulation of intermediate DC link

4 试验验证

采用变流器机组进行了故障诊断功能的试

验验证，试验系统主要电路参数与仿真基本相

同。试验系统结构如图9所示，外部10 kV供电送

入实验室，由实验室内部的升压变压器升至25 kV，
然后通过牵引变压器降压至 1 900 V送至牵引变

流器。虽然实际机组以及供电条件与仿真会有

差别，但是对于本文的故障诊断结果是相同的。

试验中的故障采用电缆短路或开路的方式进行

模拟，故障的类型与仿真中的相同。

图 10为功率开关器件 T1短路时的实际充电

过程。图 10a为变流器中间环节直流电压实际值

图5 预充电过程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pre-charg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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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估算值随时间变化的对比，图 10b为变流器输

入电流实际值和估算值随时间变化的对比。从

图中可以看出与仿真类似，在电源正半波实际输

入电流幅值没有衰减，预估的电流值与实际电流

出现了偏差，同时估算电压比实际电压高，估算

的中间电压在 1 s后已经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值

3 500 V。在充电开始后不到 0.1 s检测到故障

的存在。

图10 功率器件短路工况实际波形

Fig.10 Actual waveforms in the short circuit
condition of power device

图 11为二次滤波环节开路时的试验波形，与

仿真类似，预估的中间直流环节电压比实际电压

要低，在充电开始后的 0.5 s即达到了 2 000 V左

右，在充电开始后很快就检测到故障的存在。

图 12为中间直流环节短路时的充电过程试

验，其结果与仿真时类似，输入电流幅值基本保

持不变，实际中间直流电压一直保持为零，而估算

中间直流环节电压则明显偏高，不到 0.8 s就已经

达到可能的最大限值 3 500 V，根据本文的故障检

测方法在充电开始后很快检测到故障的存在。

通过仿真与实际试验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仿

真中所有器件均为理想状态，不存在输入检测误

差和信号延时等因素，而实际试验中存在信号转

换、采样误差、参数匹配等问题，导致仿真和试验

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从仿真和试验的总体效

果上看，本文的故障检测方法能够根据输入电流

和中间直流电压的估算值和实际值的比对迅速

有效地检测到故障现象。

图9 试验系统主电路结构

Fig.9 The main circuit structure of the test system

图11 二次滤波环节开路工况试验波形

Fig.11 Test waveforms in the open circuit condition
of secondary filter link

图12 中间直流环节短路工况试验波形

Fig.12 Test waveforms in the short circuit condition
of intermediate DC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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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交流传动系统已经成为我国铁路机车车辆

牵引的主流，并逐步发展成熟，但是由于交流传

动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一旦出现故障可能导致动

力丧失，对故障的准确定位和判断对于维修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因此针对部件的故障诊断仍需进

一步加强。本文针对四象限整流器在实际运行

中可能出现的故障提出了诊断方法，并采用仿真

和试验对故障诊断方法进行了确认。结果表明，

本文提出的方法切实可行，能够迅速检测各种故

障现象，可以满足四象限整流器故障诊断的要

求，亦可通过相关测量参数判断部件的特性参数

变化，从而为变流器的故障处理和健康管理提供

支持。另外针对多种故障同时出现的情况，如何

快速确定故障原因并加以区分，后续有必要进行

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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