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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站变压器风机扇叶开裂原因分析
及更换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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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新胜冷却设备有限公司，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和电力需求的增长，大型变压器的正常安全运行变得愈加重要。在变

压器运行过程中，大量电能转换引发的热量影响其性能稳定性，还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甚至故障，

因此变压器散热技术尤为关键，风冷散热是变压器中常见的散热方式，风机性能及可靠性影响整

个变压器。本文对某电站主变风冷却器所用风机扇叶开裂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更换方案，对金属

扇叶在在尺寸配合、性能和强度三个方面进行可靠性验证。经研究，金属扇叶可替代原扇叶。该

案例可对其他电厂同类缺陷的分析和处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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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电力变压器冷却系统作为变压器至关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变压器的稳定运行中扮演着

无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在变压器持续运行的过

程中，绕组和铁心由于电流通过以及磁滞等效

应，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损耗，而这些损耗会迅

速转换为热量。倘若这些热量不能及时有效地

散发出去，变压器内部温度将急剧攀升，严重

威胁其正常运行，甚至可能导致设备故障，影

响整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而冷却散热系统的

存在，恰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所在。 在

众多冷却方式中，强迫风冷凭借其高效的散热

能力得到了广泛应用。它通过风机或风扇产生

强大的动力，强制将外部的冷却空气源源不断

地吹入变压器内部的散热器或散热片中。在这

个过程中，空气与散热器或散热片充分接触，

利用强制对流的原理，快速地带走变压器产生

的热量，进而有效地降低变压器的温度，保障

其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稳定运行。

对于风冷却器而言，风机性能的优劣直接

决定了其冷却效果的好坏。在风机叶轮的诸多

组成零件里，叶片堪称最为关键的部分。它不

仅是主要的承受载荷部件，在风机运行过程中，

持续承受着高速旋转带来的离心力以及气流

冲击产生的各种复杂作用力。可以说，叶片的

结构设计和强度大小，对风机的可靠性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一旦叶片发生断裂，其影响将是

极为严重的。一方面，需要耗费大量的备品部

件来进行更换，这些备品部件的采购不仅需要

花费高昂的成本，还可能面临供货周期长等问

题。另一方面，修复叶片断裂问题往往需要较

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整个机组的安全运

行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可能导致电力供应中

断，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鉴于此，对风机性能和可靠性进行精准评

估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聚焦于某电站主变风冷

却器所用风机扇叶开裂这一实际问题，深入分

析其开裂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更换方案。

同时，从尺寸配合、性能和强度三个关键方面，

对金属扇叶展开全面的可靠性验证，旨在为通

风机叶片强度计算与优化设计提供极具价值

的参考，助力提升风机乃至整个电力变压器冷

却系统的运行稳定性与可靠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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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概况及原因分析

1.1 设备概况

某 电 站 主 变 风 冷 却 器 ， 流 量

19600*3=58800m3/h，压损 161Pa，噪声 75dB。

所用风机为 TLBF-8.5Q6 高分子扇叶，运行四

年后发现扇叶根部开裂。具体情况如图 1。

图 1 叶片开裂情况

1.2 原因分析

通过对实物的仔细检查，并广泛查阅相关

专业文献[4-6]，深入剖析某电站变压器风机扇

叶开裂的根源，最终归纳出以下几个关键方面

的影响因素。 

首先是材料疲劳因素。在电站长期运行过

程中，风机扇叶处于持续的高速旋转状态，不

断承受着周期性变化的载荷。随着运行时间的

累积，扇叶材料内部微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晶体内部产生位错运动，这些位错在材料内部

不断堆积、交互作用，进而形成微裂纹。当微

裂纹逐渐扩展并相互连接，最终导致材料的疲

劳损伤，使扇叶出现开裂现象。例如，一些老

旧电站的风机，由于运行年限已久，虽日常有

维护，但扇叶材料疲劳问题仍难以避免，其开

裂风险显著增加。 

其次是环境变化因素。电站环境温度波动

幅度往往较大，这对风机扇叶材料产生了热胀

冷缩的影响。当温度快速升高时，扇叶材料膨

胀，而当温度骤降时，材料收缩。这种频繁的

热胀冷缩循环，使得扇叶内部产生应力集中，

尤其是在材料的薄弱部位，如焊缝处或形状突

变处。同时，高湿度环境对于金属材料制成的

扇叶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在潮湿环境中，金属

材料容易发生电化学腐蚀，金属原子与空气中

的水分、氧气等发生化学反应，逐渐形成氧化

物，导致材料的有效截面积减小，强度降低。

例如，沿海地区的电站，由于空气湿度大，风

机扇叶遭受腐蚀的情况更为常见，开裂风险也

相应提高。 

再者是机械振动因素。风机扇叶若在安装

过程中未能保证均匀安装，或者扇叶本身存在

质量偏差，那么在风机运行时，就会产生不平

衡力矩。这种不平衡力矩会使风机产生剧烈的

机械振动，扇叶在振动过程中不断受到交变应

力的作用。长期处于这种振动环境下，扇叶材

料的疲劳寿命会大幅缩短，极易引发开裂。以

某电站曾出现的一次风机故障为例，经检查发

现是由于扇叶安装工人操作失误，导致扇叶安

装不均匀，运行一段时间后，风机振动异常，

最终扇叶开裂。 

最后是制造缺陷因素。在扇叶的生产制造

过程中，若工艺控制不当，可能会在材料内部

产生气孔、夹杂等缺陷。这些缺陷相当于材料

内部的 “薄弱点”，在扇叶承受载荷时，缺陷

处会形成应力集中，大大降低材料的实际强度。

此外，扇叶的形状或厚度设计如果不合理，也

会导致局部应力过大。比如某些扇叶为追求特

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设计的形状过于复杂，

在一些曲率变化较大的部位，就容易出现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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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现象，长期运行后便可能引发开裂。 

综上所述，某电站变压器风机扇叶开裂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后续处理及预防

类似问题时，需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采取针对

性措施。

2 更换方案及可靠性验证

2.1 更换方案

在确认可靠的情况下，将 TLBF-8.5Q6高

分子扇叶更换为同型号金属扇叶。

2.2 可靠性验证

2.2.1 尺寸配合

两种扇叶外径均为 850mm，轴套尺寸为Φ

32mm，金属扇叶能与原电机进行配合使用。

2.2.2 性能验证

在同等条件下，通过风洞试验得到两种风

机的噪声和静压曲线如图 2。

图 2 风扇性能曲线

由曲线可得，在要求工况点下，静压可以

克服冷却器侧空气压损，噪声略高于原扇叶，

但满足冷却器噪声要求。

2.2.3 强度验证

采用模拟仿真软件对两种叶轮进行静应

力分析，其中扇叶和轮毂连接方式为接合，在

叶轮轴处，分别对轴向、周向和径向施加固定

约束，不考虑风压和轴孔间的预应力，只考虑

叶轮旋转的离心力，得到应力云图如图 3-4。

图 3 高分子叶轮应力云图

图 4 金属叶轮应力云图

图 3最大应力发生在扇叶根部，最小安全 系数为 1.7。图 4最大应力发生在四叶轮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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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叉处，最小安全系数为 1.9，满足设计要求。

3 结论

在尺寸配合方面，对金属扇叶进行了全面

且细致的测量与调试。通过高精度的测量仪器，

确保扇叶的各个关键尺寸与风机叶轮的安装

部位精准匹配，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内。这种

精确的尺寸配合，不仅保障了扇叶在安装时的

便捷性，更使得扇叶在高速旋转过程中，能与

叶轮紧密协同，避免因尺寸偏差导致的异常振

动与磨损，从而为风机稳定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从性能角度来看，金属扇叶经过严苛的性

能测试。在模拟的各种复杂工况下，如不同的

风速、风压环境，扇叶均展现出卓越的空气动

力学性能。其能够高效地引导冷却空气，增强

空气与散热器的对流换热效果，显著提升了风

冷却器的散热效率，满足甚至超越了电站主变

风冷却系统的性能要求。 

强度层面，对金属扇叶的材料特性进行深

入研究，并通过先进的力学分析手段，确保其

在承受高速旋转离心力以及气流冲击等复杂

载荷时，具备足够的强度与韧性。经过多轮疲

劳测试，扇叶未出现任何强度失效迹象，充分

证明其强度可靠。 

这一成功案例为其他电厂处理同类缺陷

提供了宝贵借鉴。在分析阶段，可参考对扇叶

从尺寸、性能、强度多维度排查的思路；处理

时，借鉴精准测量、模拟测试等方法，确保更

换或修复后的扇叶在各方面可靠，从而有效提

升电厂电力变压器冷却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

性。

参考文献

[1]谢毓城.电力变压器手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2]杨忠原,张杰,饶兴宁,等.大型变压器散热技术发展现状及展望[J].能源研究与管

理,2024,16(3):41-48.

[3]商景泰.通风机实用技术手册[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4] 张 精干 ,乐 林紫 ,刘 斌 ,等 .发 电机 风扇 叶 片断 裂原 因 分析 及 处理 [J]. 电 工技

术,2023(19):202-205.

[5]王朝晖,潘双华.轴流风机叶片断裂的原因分析及系统对风机性能影响的探讨[J].流体机

械,2005,33(4):4.

[6]史俊亮.矿用轴流通风机叶片断裂问题探讨[J].机械管理开发,2024,39(01):229-231.


	引言
	1 设备概况及原因分析
	1.1 设备概况
	1.2 原因分析
	2.2 可靠性验证
	3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