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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polarity of long 

cable defects by using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ion(FDR) 

technology due to the results that are easily affected by the 

proportion of missing data in low frequency band.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resents a time-frequency pulse 

conversion algorithm of cabl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based on FDR to realize defect location and polarity 

discrimination. First, different types of th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of the cable are located by using the 

second-order Nuttall self-convolution window and fast Fourier 

calculation. Next, the time-frequency pulse conversion 

algorithm of cable impedance mismatch is proposed. The 

parameter design and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he 

time-frequency pulse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by using the good 

f requency  modula t ion  abi l i ty  and t ime-f 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ussian narrowband envelope signal. 

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ime-frequency pulses conversion 

algorithm is verified by the simul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Final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verified by the experiment of the 10kV 

XLPE cable with a joint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cable length 

is 1500m. The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ime-frequency pulse conversion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locate th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of long cab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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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e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time-frequency pulse conver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length 

cabl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proportion of missing data in low frequency band, and the 

polarity recognition rates of long cabl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s are effectively improved. 

KEY WORDS: long cable;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ion; polarity discrimination; time 

frequency pulse conversion 

摘要：为解决采用频域反射技术进行长电缆缺陷检测时，其

结果易受低频段数据缺失占比的影响，而难以判断电缆缺陷

极性的问题，该文提出一种基于频域反射技术的电缆阻抗失

配点时频脉冲转换算法以实现缺陷的定位和极性判别。首

先，采用 2 阶 Nuttall 自卷积窗的快速傅里叶计算方法对不

同类型的电缆阻抗失配点进行定位。其次，提出电缆阻抗失

配点时频脉冲转换算法，利用高斯窄带包络信号良好的频段

调节能力和时频特性，详细阐述了时频脉冲的参数设计和极

性判断方法。之后，运用仿真，对不同类型的阻抗失配点进

行时频脉冲转换，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最后，采用该算

法对实验室含接头长 1500m 的 10kV XLPE 电缆进行实验验

证。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时频脉冲转换算法可以有效地定

位长电缆阻抗失配点并且实现不同类型阻抗失配点的极性

识别；同时，不同长度电缆阻抗失配点的时频脉冲转换结果

不受低频段数据缺失占比的影响，有效提高了长电缆阻抗失

配点的极性识别率。 

关键词：长电缆；阻抗失配点；频域反射；极性判别；时频

脉冲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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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XLPE 电缆由于优良的电气及机械性能使其具

有较高的运行可靠性，并广泛应用于城市地下电

网、跨海输电、风电接入连接等长距离电能输送领

域[1-2]。由于电缆线路通常具有复杂的运行环境和安

装作业工况，随着服役时间增长，可能会导致电缆

线路局部位置出现性能劣化而引发缺陷，严重情况

下可能导致电缆系统的故障[3-4]，由此带来巨大的经

济损失和负面的社会效益。随着我国城市电缆线路

“老龄化”的加速，快速准确地对长距离电缆故障

或缺陷进行定位和极性识别，对电缆故障/缺陷检修

策略的制定，从而迅速恢复电力系统的运行具有重

要意义。 

电缆中的局部缺陷如局部破损、接头受潮等会

导致其物理参数变化，进而引起局部特性阻抗发生

变化，造成阻抗失配，形成一些阻抗失配点，导致

行波传输时在阻抗失配点处发生携带缺陷特征信

息的反射波。可通过反射波的传播距离定位电缆的

阻抗失配点；借助反射波的极性判断阻抗失配点的

类型[5]，例如局部破损会引起阻抗增大，形成正极

性的反射波，而接头受潮会引起阻抗减小，形成负

极性的反射波。 

时域反射(time domain reflectometry，TDR)法是

定位电缆故障的一种经典方法[6]，通过检测分析从

电缆首端注入的单极性低压脉冲信号在阻抗失配

点产生的反射信号特征以实现电缆故障定位和类

型识别[7-9]。但由于 TDR 中注入脉冲信号高频成分

较少，且易受色散效应和噪声信号影响[10]，难以对

较长电缆阻抗失配点进行定位和缺陷类型的极性

识别[11]。为了能对尚未发展成故障前的一些早期缺

陷进行探测，避免故障的发生，已开展频域反射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ometry，FDR)技术的研  

究[12]。通过分析电缆首端注入的线性扫频信号在阻

抗不连续点产生的反射信号特征来实现电缆阻抗

失配点的定位[13-15]。以 FDR 为基础，通过不同的

数学变换算法，将首端阻抗谱(broadband impedance 

spectroscopy，BIS)[13-15] 或反射系数谱 (reflection 

coefficient spectrum，RCS)[16-17]从频域变换到时域，

进而求出距离坐标，提高了电缆缺陷或故障定位的

灵敏度，但是这种基于频域扫描的方式只能得到缺

陷的反射强度，不能对电缆局部缺陷或故障点的极

性进行识别。 

文献[17]通过输入阻抗谱谐振点的偏移特性对

电缆本体老化缺陷和局部破损缺陷进行了识别，但

是该方法需要被测电缆的原始参数作为基线数据

进行对比辨识，不利于实际现场服役电缆使用。随

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将目光转向了对缺陷点的反

射特征如极性等进行识别，以了解缺陷的更多信

息，从而进行准确的诊断。结合 FDR 高灵敏度的

定位能力和 TDR 故障类型识别的优势，文献[18]

提出了基于 FDR 的特征时域波形恢复技术，该方

法虽能够较好地识别较短电缆(长度小于 1km)阻抗

变化特征如极性、脉冲形状等，但由于实际测试中

受到测试硬件输出频率带宽、功率和电缆长度的影

响，使得有效测试频段有限和高频信号在较长电缆

(长度大于 1km)中衰减大，从而造成特征时域恢复

波形发生畸变，难以判断其极性。因此，需要考虑

一种新的极性判断算法适用于长电缆线路的诊断

定位。 

高斯窄带包络信号具有优良的调频特性[19]，可

通过其参数调节实现任意有效测试频段的信号分

量，改善较长电缆低频段数据量缺失造成被测电缆

反射系数不精确而引起基线振荡问题。基于此，本

文在特征时域恢复技术原理的基础上，以高斯窄带

包络信号为入射信号，提出一种基于 FDR 的电缆

阻抗失配点时频脉冲转化识别算法，可实现长电缆

局部缺陷的极性识别，并通过仿真和实验验证了该

算法的有效性。 

1  基于 FDR 的阻抗失配点定位和特征识别 

1.1  基于 FDR 的电缆阻抗失配点定位原理 

根据传输线理论[20]，在高频信号下，电缆模型

需要用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等效，如图 1 所示为含阻

抗失配点的电缆分布参数模型。其中 R0(/m)、

L0(H/m)、G0(S/m)、C0(F/m)为电缆每单位长度下分

布参数模型中的电阻、电感、电导和电容[21]；Zx

为距离电缆首端阻抗失配点位置 x 的阻抗；Zin为输

入阻抗；ZL 为负载阻抗。 

根据传输线理论，长度为 l 的完好电缆首端反

射系数 Г0l(ω)[18]可以表示为 

 2 ( )L 0
0

L 0

( ) e r l
l

Z Z

Z Z
  




 (1) 

式中：Z0 为电缆本体特性阻抗；r()为信号在电缆

中的传播系数，可以由衰减常数()和相位常数

()进行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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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缆的分布参数模型 

Fig. 1  Distributed parameter model of power cable 

 ( ) ( ) j ( )r        (2) 

式中(ω)可进一步表示为角频率(2f，f 为电磁

波的频率)与电磁波在电缆中的传播速度 v(高频下

其近似为一定值)的比值： 

 
2

( )
f

v v

  
   (3) 

当电缆末端开路(ZL)时，首端反射系数 

 2 ( )
0 ( ) e r l

l
    (4) 

采用欧拉公式将式(4)展开得到 

 2
0 ( ) e [cos(2 ) sin(2 )]l

l l j l      (5) 

由于反射系数的虚部包含了相位信息，取反射

系数0l()的虚部进行讨论： 

 2 2
0

2
imag[ ( )] e sin(2 ) e sin(2 )l l

l

f
l l

v
     

   (6) 

从式(6)可以看出，当以频率 f 为自变量时，长

度为 l 的完好电缆，其首端反射系数虚部

imag[0l()]会出现等效频率 2l/v 的分量，因此通过

找寻反射系数虚部频谱最大畸变峰所对应的等效

频率即可对电缆末端进行定位。同理，假设电缆在

距首端 x 处存在阻抗发生失配点时，通过找寻等效

频率为 2x/v 的分量所对应的反射系数虚部频谱的

畸变峰值即可对电缆的阻抗失配点进行定位。 

引起电缆阻抗变化从而造成电缆阻抗失配的

类型有常见的经过渡电阻接地(Zx300)、开路故

障、短路故障[18]以及阻抗增大和阻抗减小[17]。因此

本文建立 3000m 长 10kV YJLV 型 XLPE 电缆在

2500m 处存在上述 5 种情况的仿真模型，电缆参数

如表 1 所示[16]，阻抗失配位置参数如表 2 所示[17-18]，

其中 Ch 为完好的电缆本体单位电容。仿真过程中，

选取 2阶Nuttall自卷积窗[22-23]对反射系数谱进行加

窗傅里叶变换(windowed Fourier transform，WFT)

计算，仿真结果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知，FDR 能

够准确定位阻抗失配点，但是不能识别电缆阻抗失

配点极性。 

表 1  10kV XLPE 电缆仿真参数 

Table 1  Simulation parameters of  

10kV XLPE power cable 

参数 数值 

缆芯半径 rc/mm 4.0 

屏蔽层半径 rs/mm 9.5 

缆芯电阻率c/(mm) 28.3 

屏蔽层电阻率s/(mm) 17.5 

XLPE 电导率/(S/m) 1×1016 

XLPE 介电常数/(F/m) 2.04×1011 

表 2  阻抗失配点参数设置 

Table 2  Parameter setting of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电缆样本编号 阻抗失配类型 距首端距离 x/m 参数设置 

1 经过渡电阻接地 2500 Zx300 

2 开路 2500 ∞ 

3 短路 2500 0 

4 阻抗增大 2500 0.95Ch 

5 阻抗减小 2500 1.08Ch 

距首端距离/m 

归
一

化
幅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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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阻抗失配点定位谱图 

Fig. 2  Location spectrum of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1.2  FDR 阻抗失配点时域恢复 

为了能够判断阻抗失配点的阻抗变化特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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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18]提出了阻抗失配点的特征时域恢复技术。其

基本原理为：首先利用 FDR 测试得到被测电缆的

传递函数，即反射系数；然后在被测电缆首端输

入一个时域激励信号 g(t)，将 g(t)与的时域冲激响

应进行卷积就可得到阻抗失配点的时域脉冲响应

y(t)，即特征时域恢复波形，如下所示： 

 ( ) IFT[FT( ( )) ]y t g t   (7) 

式中：FT()表示傅里叶变换；IFT()表示反傅里叶

变换。 

该方法可有效识别短电缆阻抗失配点阻抗变

化情况。随着电缆长度增加导致高频信号衰减严

重，实际测试时不得将上限测试频率 fmax 设置较低，

否则将导致低频段(0~fmin)缺失数据量在测试频段

内占比越多，使得时域恢复波形基线波动较严重，

难以判断阻抗失配点阻抗变化特征。以图 2 中阻抗

增大为例，改变上限测试频率，对频域定位曲线进

行特征时域恢复，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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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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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阻抗失配点特征时域恢复波形 

Fig. 3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characteristic 

 time domain recovery waveform 

由图 3 可知，随着上限频率降低，低频段缺失

的数据量相对有效测试频段数据量占比较多，中间

缺陷处的特征时域恢复波形基线波动越严重，难以

准确判断阻抗变化情况。为了提高在上限频率较低

时对电缆阻抗失配点阻抗变化情况判断的准确率，

下文将提出基于 FDR 的电缆阻抗失配点时频脉冲

转换识别算法。 

2  基于 FDR 的时频脉冲极性识别算法 

2.1  输入信号的选取 
为了保证所选入射信号的时频脉冲能量尽可

能在传递函数的幅频特性以内，选择具有良好时频

特性[24]的高斯窄带包络信号 g(t)作为时域入射信

号。其表示式为 

 
 

2
b

m d b b2
c

( )
cos[(2 ( ))( )]

2
a( ) e

t g
f g t g t g

gg t g


    

  (8) 

式中：ga 为幅值因数；gb 为时间因数，保证 g(t)在

时间中心点有最高主峰；gc为脉宽因数，同时决定

了时域中反射波的距离分辨率；gd为调频因数，可

根据测试系统需求通过其大小调节任意信号频段，

不存在低频段缺失的现象；fm为中心频率。 

2.2  高斯窄带包络信号的优化设计方法 

为提高电缆阻抗失配点阻抗变化情况判断能

力，对 g(t)参数进行优化设计。将幅值因数 ga设置

为 1，并进行归一化。由于是在电缆阻抗失配点定

位的基础上进行反射波形转换，所以将时间横轴转

换为距电缆首端的距离轴，故时间因数 gb 的参数设

置不会影响最终运算结果。调频因数 gd对 g(t)的频

率带宽进行调制，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算结果。

为此，设置 fm10MHz，gc0.1s，取 gd 分别为 0、

45、90rad/s2 时，分析 gd对 g(t)时频特性的影响。

图 4(a)为 g(t)的时域波形。利用希尔伯特变换[25-26]

求取 g(t)的时域上包络线[27-28]，如图 4(b)所示；再

通过傅里叶变换求取 g(t)的幅频特性曲线，如图 4(c)

所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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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 gd 时 g(t)的时频特性 

Fig. 4  g(t) tim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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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a)可以看出，高斯包络窄带信号 g(t)是

一种双极性脉冲，随着 gd 的增大，g(t)的频率变化

率越大，频率变化现象越明显，说明 g(t)的时域波

形呈现了其调频特性，因此将其定义为时频脉冲。

同时，不论参数如何变化，其幅值最大的峰只有一

个，因此，将其定义为主峰。从图 4(b)和 4(c)中可

以看出，随着 gd 的增大，g(t)的时间带宽不变，频

率带宽增加。说明 gd 越大，取得相同的时间带宽(反

射波距离分辨率)，需要更多的频域数据，即在频域

中需要更宽的测试频带或更高的测试上限频率。而

测试设备频带越宽，设备成本和技术要求越高；同

时上限频率越高，信号的高频成分衰减越大；此外，

在进行系统测试时还会引入较大噪声而降低测试

效果。综上所述，将 gd设置为 0rad/s2，此时式(8)

可改写为 

 

2
b

m b2
c

( )
cos(2 )( )

2
a( ) e

t g
f t g

gg t g


  

  (9) 

对式(9)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式(10)所示的幅频

曲线 abs(g(f))： 

 
2 2

m
c

1
[( ) ] /[2( ) ]

22
a c[ ( )] 2 e

f f
gabs g f g g

 
   (10) 

将输入信号 g(t)的离散信号记为 gn(t)。结合奈奎斯

特采样定理，设置离散采样频率 fn>2fmax。对式(10)

进行离散化处理，得到信号 gn(t)的幅频曲线如式(11)

所示。 

 
2 2

m
c

1
[( ) ]/[2( ) ]

22
n n a c[ ( )] 2 e

f f
gabs g f f g g

 
   (11) 

从式(11)中可以看出，gn(t)的频率分量是一个

高斯脉冲函数，gc决定信号频率带宽，信号的分布

特性与 ga无关。由于 abs(gn(f))为对称高斯函数，为

了保证 gn(t)合理分布在频域反射测试频带内，将中

心频率 fm设置为测试频带的中心，如下： 

 m max min min( ) / 2f f f f    (12) 

参考文献[18]，高斯函数的幅频特性与其脉冲

宽度值 gc相对应，当 gc越小时，g(t)的时间带宽会

越小，时域中反射波在距离轴上的分辨率会增加，

其相应的频率带宽会增加。因此对于频域反射测试

得到的有限频段数据而言，应使 gc尽量小，在提升

时域中反射波距离分辨率的同时，取得较大的频率

带宽以便合理地利用测试频段内的反射系数。综上

所述，设定一个比例系数阈值 kth，保证 abs(gn(f))

在 fmax 时为该函数峰值的 kth 倍，本文将其设置为

0.5%，得到参数 gc的值，如下所示： 

 th
c

max m

2ln

2 ( )

k
g

f f


 
 (13) 

2.3  时频脉冲反射波形极性识别方法 

为了对阻抗失配点的阻抗变化情况进行判断，

需要对其时域波形极性进行判断。从图 4(a)中可以

看出，时频脉冲是一种频率可调的双极性振荡信

号，不能直接判断其极性。同时，考虑到高频信号

在电缆中传播时，受衰减和色散效应的影响，使信

号本身发生畸变，而影响反射信号极性判断。因此，

首要分析高斯包络窄带信号的传播特性。 

为了分析衰减和色散效应对 g(t)传播特性的影

响，利用电缆的传递函数模拟 g(t)在电缆中传播。

信号 g(t)的参数设置为：fm1.5MHz，ga1V，gb20s

和 gc0.4s。利用傅里叶频谱计算方法得到仅存在

衰减效应和同时存在衰减、色散效应时 g(t)的传播

波形、时域上包络线和幅频特性曲线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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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t)信号时频特性 

Fig. 5  Tim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g(t) signal 

由图 5(a)可知，相较于原信号波形，仅存在衰

减效应时传播后的信号波形主峰位于时间带宽的

中间位置；当衰减效应和色散效应共同作用时，其

主峰发生了向右偏移现象，且侧峰 1 的幅值开始增

加，侧峰 2 的幅值开始减小，说明这主要是由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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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造成的。由图 5(b)可知，相较于原信号波形，

传播后的信号波形时域上包络线几乎不变。说明衰

减和色散效应不会影响 g(t)的时域上包络线，据此，

可用于反射脉冲时宽中心的确定。由图 5(c)可知，

相较于原信号波形，仅考虑衰减效应和同时考虑衰

减色散效应，传播后的信号波形中心频率会向左偏

移，导致波形的振荡周期变大，说明这是由衰减效

应造成的。 

接着，结合 g(t)反射信号的时频特性对反射信

号时频脉冲极性进行判断。 

1）根据被测电缆数据，将入射的时频脉冲信

号 g(t)通过频域传递函数转化为响应信号 y(t)，并由

此计算反射信号的时域包络线； 

2）取包络线峰值位置确定为反射脉冲的时宽

中心； 

3）受色散效应影响，其时频脉冲会向右偏移，

而其幅频曲线会向左偏移，因此将距离时宽中心最

近，且幅值最大的波峰确定为主峰。 

4）根据主峰峰向判断反射波峰极性。当主峰

向上时其值为正，向下时其值为负，因此，定义主

峰向上时为正极性；主峰向下时为负极性。 

综上所述，可通过时频脉冲的主峰峰向定性判

断电缆局部缺陷处的极性，但是，由于局部缺陷处

反射波的特征受注入信号[6, 18]、缺陷类型和程度
[29-30]、传播效应[31]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情况电缆局

部缺陷的主峰特征各异，其识别精度也不相同。因

此，针对某一确定电缆，在当前测试条件下，定义

采用该方法进行缺陷极性识别的精度x为 

 /x xm    (14) 

式中：为缺陷处主峰的幅值；xm 为距离首端 x 处

的时域包络线幅值。 

3  仿真验证 

3.1  仿真模型 

为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首先进行仿真

测试分析。仿真测试系统模型如图 6 所示，由宽频

阻抗谱测试仪、控制 PC 和被测电缆组成。采用控

制 PC 控制扫频信号源，fmin 设置为宽频阻抗谱仪允

许的最低下限频率 150kHz，fmax 设置为 2、3、4、5

和 6MHz。选取电缆的一端为测试端，即电缆首端；

然后将测试夹具分别夹至电缆缆芯和铜屏蔽层(接

地)，电缆末端设置为开路。同时，将图 3 转换为对

应的时频脉冲，如图 7 所示。 

宽频阻抗谱仪

x

l

电缆

首端

缺陷

电缆末端

控制PC

x

 
图 6  频域反射测试模型 

Fig. 6  Frequency domain reflection te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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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阻抗失配点时频脉冲波形 

Fig. 7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time  

frequency pulse waveform 

由图 7 可知，时域反射波形的包络线不会随着

频率的增大而发生变化。同时与特征时域恢复波形

(见图 3)进行比对，发现在同样的上限测试频率时，

本文所提方法不存在波形振荡，且其时域波形不受

色散效应影响，时域特征更加清晰，能够更有效地

提取测试上限频率相对较低时电缆阻抗失配点特

征信息，判断其阻抗变化情况。 

3.2  阻抗失配点极性判断 

本文以常见的经过渡电阻接地、开路故障、短

路故障、阻抗增大、阻抗减小讨论阻抗失配点的极

性判断。设置电缆长度 l 为 3000m，阻抗失配点距

离首端的距离 x 为 2500m，测试下限频率依据仪器

设备允许的最大下限频率(fmin150kHz)进行设置，

根据 3.1 节，测试上限频率 fmax 设置为 4MHz，阻

抗失配点的具体参数如表 2 所示。  

首先利用 FDR 测试技术对 1 号、2 号、3 号、

4 号和 5 号电缆进行频域反射测试，接着采用本文

所提方法对频域反射测试数据进行转换计算，得到

不同类型阻抗失配点的时频脉冲如图 8 所示；并根

据极性识别方法的精度计算公式，计算其精度如 

表 3 所示。 

由图 8(a)可知，1 号电缆样本在距首端 2500 和

3000m 处均出现了时域振荡脉冲波形，说明频域反

射法能够对电缆阻抗失配点准确定位。接着采用本

文所提方法对阻抗失配点阻抗变化情况进行判断。

从图中可看出，在 2500m 处，时域振荡脉冲波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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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时频脉冲波形 

Fig. 8  Time frequency pulse waveform 

主峰幅值为负，因此判断此处反射波为负极性，这

与经过渡电阻接地使阻抗失配处阻抗减小的真实 

表 3  阻抗失配点极性识别精度 

Table 3  Polarity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impedance mismatch point 

电缆样

本编号 
阻抗失配类型 

时域包络 

线幅值 

主峰 

幅值 

主峰 

识别率/% 

1 经过渡电阻接地 0.01278 0.01261 98.67 

2 开路 0.27407 0.27029 98.62 

3 短路 0.27408 0.27029 98.62 

4 阻抗增大 0.00668 0.00656 98.20 

5 阻抗减小 0.00989 0.00962 97.27 

情况一致；在电缆末端，主峰幅值为正，由此判断

电缆末端反射波为正极性，这和末端设置开路时阻

抗增加的真实情况一致。 

由图 8(b)、(c)可知，2 号和 3 号电缆样本在

2500m 处均出现了时域振荡脉冲波形。采用本文所

提方法对图 8(b)、(c)进行极性判断。可知 2 号电缆

样本阻抗失配点阻抗为正极性，与开路故障导致阻

抗增加的真实情况一致。3 号电缆样本阻抗失配点

阻抗为负极性，和短路故障导致阻抗减小的真实情

况一致。 

由图 8(d)、(e)可知，4 号和 5 号电缆样本在

2500m 处均出现了时域振荡脉冲波形。采用本文所

提方法对图 8(d)、(e)进行极性判断。可知 4 号电缆

样本阻抗失配点反射波为正极性，与局部缺陷导致

阻抗增加的真实情况一致。5 号电缆样本阻抗失配

点反射波为负极性，和局部缺陷导致阻抗减小的真

实情况一致。 

由表 3 可知，在当前测试条件下，本文所提方

法对阻抗失配点极性识别精度超过 97%，说明本文

方法能够有效对局部缺陷的极性进行识别。 

4  实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通过实验对

长 1500m XJLV-8.7/15kV 电缆在实验室进行测试，

该电缆在 200m 处设置中间接头(阻抗增加)，保持

末端开路。由于局部缺陷会引起局部特征参数单位

电容的变化，导致缺陷处阻抗发生变化而形成阻抗

失配。电缆本体的单位电容值往往大于中间接头，

使得中间接头的阻抗大于电缆本体阻抗，从而在接

头处形成阻抗失配[32]；同时由于中间接头为不同材

料贴合形成的复合界面，是电缆运行的薄弱环节，

因此，可以将电缆接头模拟为缺陷[17]。 

采用 FDR 对其进行测试，测试系统如图 9 所

示。控制 PC 输出设定频段的扫频信号，由端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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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FDR 测试系统图 

Fig. 9  FDR test system diagram 

将其功率二等分，一部分作为参考信号通过端口 2

由数据采集系统进行采集，再输入到控制 PC。另

一部分作为入射信号经过端口 4 和 5 注入电缆，端

口 5 还会采集电缆的反射信号经过端口 6，由数据

采集系统采集之后，输入到控制 PC，完成电缆首

端频域反射系数谱的测试和时频脉冲转换。 

系统参数设置如下：fmin0.15MHz，fmax4MHz，

测量点数为 3001。首先对该电缆进行 FDR 测试，

测试结果如图 10(a)所示；接着利用本文所提方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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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实验结果 

Fig. 10  Experimental results  

到阻抗失配点时频脉冲如图 10(b)所示；为了比对

说明本文所提方法有效性，对阻抗失配点特征时域

恢复脉冲波形进行计算如图 10(c)所示。 

从图 10(a)中可以看出，在 1500 和 200m 的位

置各存在一个明显的畸变点，根据实际电缆情况说

明 FDR 方法能够有效定位到实际电缆的阻抗失配

点。从图 10(b)中可以看出，在 200m 处出现时频脉

冲，根据本文所提极性判断方法，说明反射波形极

性为正，因此判断该处为局部阻抗增加的阻抗不连

续点，与电缆存在接头的实际情况一致；根据极性

识别精度计算方法，其时频脉冲包络线归一化幅值

为 0.01519，主峰的归一化幅值为 0.01477，识别精

度为 97.24%。同时在 1500m 处出现时频脉冲，根

据本文所提方法，判断该处发生了局部阻抗增加的

情况，与电缆开路时的实际情况一致，证明了本文

方法的有效性。从图 10(c)中可以看出，当上限频率

较低时，受衰减效应的影响，时域反射波形振荡较

严重，且 200m 处的特征时域恢复波形发生畸变，

特征模糊，难以准确判断该位置处的阻抗变化。 

综上所述，采用 FDR 方法能够对电缆的局部

缺陷进行定位，但是不能对电缆阻抗失配点的极性

进行识别；尽管基于 FDR 的特征时域恢复波形方

法能够根据阻抗失配点的特征时域恢复波形的形

状进行极性判断，但是在应对长电缆阻抗失配点的

极性判断时易受低频段数据量缺失占比的影响而

失效，此时，使用本文所提方法仍然能够对电缆阻

抗失配点的极性进行诊断。 

5  结论 

本文对高斯包络窄带信号的时频特性进行分

析，提出一种基于 FDR 和时频脉冲转换的长电缆

缺陷定位和极性识别算法，实现了电缆阻抗失配点

反射波形的极性判断。通过仿真和实测分析，得到

以下结论： 

1）基于仿真分析和实验测试发现，特征时域

恢复技术在应对较长电缆局部缺陷的极性识别时，

由于低频段数据量缺失占比较大使得时域恢复波

形基线振荡严重，难以进一步识别电缆局部缺陷处

的阻抗变化。 

2）通过高斯包络窄带信号的时频特性分析，

对其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使时频脉冲在有效测试频

带上能够在较小的时间宽度范围内具有较好的距

离分辨率；同时不存在低频段数据量缺失问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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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电缆的时频脉冲不存在基线振荡，易于电缆局

部缺陷处的极性判断。 

3）可利用高斯包络窄带信号的时域包络线不

受衰减和色散的影响找寻时频脉冲的时宽中心，并

且确定距离时宽中心最近且幅值最大的峰为主峰，

根据主峰的峰向识别电缆阻抗失配点的极性，进而

判断电缆局部缺陷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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