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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计算机系统信号干扰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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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生产技术密集，设备众多，生产与管理过程中要求计算机系统能够长期、连续、安全稳定地运行。新疆天富热
电厂已投运的多套计算机控制、监视系统，几乎都遇到过各种情况的信号干扰，为此，天富热电厂微机中心进行了调
研，分析了产生信号干扰的各种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避免信号干扰的各项措施。 

                                       容易产生信号干扰的部件 

•计算机系统的CRT，受干扰时会显示偏斜、抖动、变色，严重时无法进行正常监视； 

•计算机的外部设备（键盘、鼠标等），使外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计算机主机，使计算机出现I/O端口死锁、计算机死机等故障； 

•计算机工业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使信号变成“坏”信号。 

                                           产生信号干扰的分析 

电厂中电磁设备众多，干扰信号的来源通常有下列几种： 

交流电磁感应 在交流强电导线或设备周围存在交变磁场，当弱电信号导线经过上述磁场附近时，将以电磁感应的形

式，对有用的信号产生干扰。 

空间辐射电磁波 电厂大功率的高频发生装置、直流电机整流子炭刷的滑动、电气装置接点开断时的火花以及电焊机

的弧光等，都会产生强烈的高频电磁波，以空间辐射的形式向四周扩散，引起干扰。 

接地不当 电厂中不论强弱电气设备的机架、外壳、箱体等都是接地的。当电气设备绝缘劣化，或供电系统负荷不平

衡时，大地中就将流过电流，形成接地压降，对计算机系统的弱电信号产生干扰。 

公共阻抗 计算机系统的设备常有一些内部电源导线以及外部信号公用零线等公用连线。这些公共线上流过电流时，

将产生阻抗压降，对信号回路产生干扰。 

多路信号并列传送 当若干路信号相互平行，并列传送且距离很近时，线间易产生干扰。 

                                            预防措施和消除方法 

物理性隔离 增大电子控制装置、信号导线与干扰源、动力导线之间的距离，这是减少干扰的有效措施。弱电信号导

线应避免和强电导线相互平行敷设，不能捆扎在同一个线束中，或使用同一电缆。同一个信号回路的两根导线，需敷设

在同一根电缆之中。弱电信号回路不应与强电系统共用接地线；弱电信号回路的公用地线应与同一个测量回路的另一根

导线一起敷设，不能借用大地作为信号传送导体。 

对于各种不同性能的计算机元件和导线，应按其不同电平、功率、抗干扰能力的大小，进行分类。同类型的元件和

导线应集中在一起，各自使用专用的端子箱、端子排，力求与别类的元件和导线保持一定距离，作物理性隔离。天富热

电厂5＃机组DCS系统中发电机定子及铁蕊温度点，因发电机本身交流电磁信号较强，导致此信号无法正常显示，检查发

现信号回路中夹杂有交流电压，检修时做隔离处理后，干扰消失。 

平衡电路电压 利用电路上的平衡关系，让两根传输同一信号的导线具有相同的干扰电压，可使干扰电压在这两根导

线的负载上自行抵消。用这种方法能有效地抑制外电路的电磁干扰。双绞线就是平衡电路的一种形式。 



屏蔽信号 屏蔽就是用金属屏蔽体把电力线或磁力线的影响限定在某个范围内，阻止电力线或磁力线进入某个范围，

把外界干扰与测量装置隔开。使测量信号不受外界电磁场的影响。使用屏蔽线和屏蔽电缆时，必须注重屏蔽层、外层都

不能流过电流，与地不能构成回路。 

正确接地 电测装置的接地，一方面是输入、输出信号有公共零电位，使得各级电信号间有一个基准电位作参考；另

一方面也是屏蔽体接至基准零电位以抑制干扰的需要。地电位十分复杂，为了尽量削弱干扰，要采取“一点接地”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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