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与设备维护检修

38

2020� 第2卷� 第3期·工程管理与技术探讨

地铁工程电动风阀调试中常见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王春龙*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36

摘� � 要：地铁工程中电动风阀的数量多、安装位置高，调试过程中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理。快速有效地解

决风阀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系到调试工作的进展和通风空调系统功能实现。本文结合工程项目实际，总结梳理

电动风阀调试过程中常见故障的判断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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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地铁机电专业设备单机调试过程中，通风空调系统的各类风阀因其数量多、安装位置分散且多处于高空以及风

阀故障情况不容易判断等原因，使得调试人员工作量繁重、调试进度滞后。本文结合调试过程中常见故障情况的处理

进行简单的说明和探讨。

二、地铁工程风阀种类

地铁工程常涉及的风阀种类有：手动风阀、70℃防火阀、280℃防烟防火阀、电动风量调节阀、电动防烟防火

阀、电动组合风阀。其中涉及电动调节的只有电动风量调节阀（二档、三档）、电动防烟防火阀、电动组合风阀[1]。

三种电动阀的执行机构工作原理基本一致，本文以数量最多的二档电动风量调节阀为例进行介绍。

电动风阀执行器样式及执行器接线图如图1、图2所示：

�

�����������������������������������图 1�电动风阀执行器样式��������������������������������������������图 2�电动风阀执行器接线图

电动风阀控制原理图及风阀控制箱接线图如图3、图4所示：

三、电动风阀调试流程及功能确认

（一）调试应具备条件

1. 风阀本体安装完成且后期无改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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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阀控制箱、环控电控柜安装及接线完成[2]。

3. 送电完成。

（二）调试流程

1. 就地操作，控制箱打到本地；在控制箱端进行控开、控关操作。

应具备功能：风阀本体动作正常；开关动作对应一致；开、关到位指示灯显示正确；开、关到位反馈信号正常
[3]。

2. 远程操作，控制箱打到远程；在BAS端进行控开、控关操作。

应具备功能：风阀能够正常动作，开关动作对应一致；开关到位显示与控制箱端保持一致。

3. 连锁信号测试，将连锁风阀控制箱打到本地，风阀关到位，远程启动风机；连锁风阀本地关到位以后将控制箱

打到远程，启动风机[4]。

应具备功能：控制箱在本地位时，风阀关到位，风机无法启动，风阀开到位，风机启动正常；控制箱在远程位且

风阀关闭时，启动风机应风阀先自动打开，风阀开到位以后风机启动[5]。

图3�电动风阀控制原理图

图4�风阀控制箱接线图

四、常见故障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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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地操作常见问题

1. 控开控关风阀不动作

（1）常见故障现象

调试过程中在控制箱操作，控开、控关风阀均不动作，或者其中一个操作风阀不动作。

（2）原因分析

控开、控关不动作的情况下，分析原因有三方面：

① 风阀本体在安装过程中造成的变形扇叶卡组。

② 电源线接触不实。

③ 电动执行器开关角度与本体正好相反。

④ 在安装过程中造成的电动执行器损坏。

（3）问题处理步骤

① 我们排除本体变形卡组情况，松开图1中的螺母，用扳手转动扇叶轴杆，如能转动排除卡组问题，不能即为该

问题。

② 检查风阀执行器接线端子处相应开关电源线在开关过程中是否带电，如无电源则应检查电源线接线情况，顺

序先后依次从执行器端→控制箱电源馈出端→控制箱电源线进线端→环控柜馈出端，逐步检查电源线直至解决电源问

题。

如有电源则应检查是否电动执行器开关角度与本体正好相反，操作方法是将图1中的螺母松开，使执行器与风阀

本体无机械固定，之后将风阀本体手动打开，执行器控制到开，再进行机械锁紧。最后再排查是否执行器损坏的情

况。

2. 控开控关动作不到位

（1）常见故障现象

调试过程中在控制箱操作，控开、控关风阀均有动作，但均无法达到最大开关角度。或者开、关只有一个能达到

最大角度。

（2）原因分析

控开、控关达不到最大开关角度的情况下，分析原因有两方面原因：

① 风阀本体局部变形卡组。

② 电动执行器开关角度与风阀本体不匹配。

（3）问题处理步骤

① 第1条问题可参照风阀不动作的情况对本体进行手动测试。

② 第二条问题也需要将图1中的锁紧螺母松开，通过手动方式将风阀本体和执行器的开关角度对应一致，然后再

进行锁紧。

3. 控开控关动作到位指示灯显示不正确

（1）常见故障现象

调试过程中在控制箱操作，控开、控关风阀时，风阀开关到位但相应的指示灯不亮，或者开关到位后指示灯显示

相反。

（2）原因分析

指示灯显示不正确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① 电动执行器反馈输出信号不正确。

② 控制线缆接线错误或者虚接[6]。

③ 控制箱内部接线错误。

④ 指示灯损坏。

（3）问题处理步骤

① 我们要在执行器接线端子处测试反馈信号是否正确，如图2所示：开到位、4~6通，关到位、4~5通，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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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出现开到位4~5通或5~6通的情况，这样说明执行器内部至接线端子的线序错误，只需找出公共端调整线序即

可。另一种情况是执行器内部的行程限位开关没有打开，需要打开图1的红色盖子，由厂家技术人员调整行程限位开

关的位置。

② 在执行器反馈正确的情况下，就要校对控制箱至执行器端子排的控制线缆是否虚接或者线序错误。

③ 在排除接线错误的情况下，我们要对指示灯做通电测试，指示灯没问题即需排查控制箱内部接线问题。

（二）远程操作常见问题

1. 远程无法操作问题

（1）常见问题

远程操作中，常出现控开控关操作风阀本体无反应，或者其中一个操作风阀本体无反应的情况

（2）原因分析

远程操作无反应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① 就地控制箱转换开关接线错误。

② 控缆接线线序错误。

③ 控制箱内部接线错误。

（3）问题处理步骤

① 我们要检查控制箱内的转换开关上的接线端子对应本地和远程的导通情况，需要排除是否接线错误导致BAS端

未收到打到远程位的信号。

② 重点检查控缆接线线序错误的情况，这也是施工过程中最容易导致问题的原因，需要技术人员对每个端子的接

线顺序逐一校对。确保控开控关线序与控制箱内部的对应端子接线一致。

③ 在排除施工接线错误的情况下，需要有控制箱生产厂家对控制箱内部接线进行检查，一般情况控制箱在出厂时

对各端子进行了测试，不会出现问题。但可能会因运输或者安装过程中的保护不当造成接线脱落或者元器件损坏的情

况。

2. 远程控制正常但信号反馈错误

（1）常见问题

远程操作中，控开控关风阀动作正常，但BAS端显示的风阀状态与实际不符。

（2）原因分析

远程操作无反应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① 控缆接线线序错误。

② 控制箱内部接线错误。

③ BAS端点位设置问题。

（3）问题处理步骤

前两种原因都可以参照远程无法操作的情况对控制电缆进行校线和控制箱内部接线进行检查。第三种原因需要由

BAS软件开发厂商对软件点位设置进行修改。

（四）问题归类及管理建议

结合问题原因及工程实际情况，将电动风阀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类问题：

1. 风阀本体问题

这类问题的出现通常是由于设备运输、安装、成品保护过程中的管控不到位造成的机械损伤，问题的处理通常由

设备厂商进行处理。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可以加强从风阀到货存储、安装工艺控制以及安装完成后的成品保护

等方面加强管控，尽量减少此类问题的出现。

2. 线缆敷设及压接问题

这类问题通常是由于工期压力、施工人员技术水平以及交叉作业等原因引起的，此类问题在调试过程中排查处理

起来是最耗费时间的，问题的处理通常由施工单位技术人员进行处理。施工单位应根据工期节点要求，合理安排施工

计划，并在施工过程中选在专业技术水平过硬的施工人员，确保在施工过程中线缆敷设压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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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箱柜内部问题

这类问题通常是由于出厂测试不到位或者到场后的元器件损伤导致，出现的概率比较低，但出现问题后的处理周

期比较长，且必须由厂家技术人员处理。避免出现这类问题需要厂家在出厂验收阶段对箱柜内部各类接线和端子的

反馈等信息进行逐一测试，确保出厂设备的完好。在调试阶段，厂家尽量对一些易损件（例如指示灯、转换开关、保

险）进行储备并由调试技术人员带至现场，发现损坏及时更换[7]。

四、结语

调试过程中发现问题就需要仔细的排查和判断，为了减少调试过程的人、财、物投入，我们更需要努力在设备安

装阶段做好施工工艺和成品保护，以严谨扎实的施工水准和创精品工程的态度去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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