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用万用表测短路、断路、漏电
短路就是电源未经过负载而直接由导线接通成闭合回路。电力系统在运行中，相与相之

间或相与地（或中性线）之间发生非正常连接（即短路）时而流过非常大的电流。正常状

态下，相与相之间或相与地之间的电阻是非常大的，短路时，其电阻基本为零，用万用表

测电阻就完全可以了。这种测量，导电状态下很难有机会测到，但电路非接通状态下就很

好测量判定了。

断路当电路没有闭合开关，或者导线没有连接好，即电路在某处断开。处在这种状态

的电路叫做断路，又叫开路。用万用表测量时，其基本特征是电阻无阻大。

漏电是用电器外壳和市电火线间由于某种原因连通后和地之间有一定的电位差产生的。

检测漏电的最好方法就是用电笔接触带电体，如果氖泡亮一下立刻就熄灭，证明带电体带

的是静电；如果长亮定是漏电无疑。 怀疑线路漏电，直接将可能的漏电点对地测电压，如

果电压与交流电压接近，就是漏电了。也可以测电阻了，但操作性没有测电压方便。

断路
1 断路故障的检修 

电路断路故障是指电路的某一个回路非正常断开，使电流不能在回路中流通的

故障。 

1.1 断路故障的现象及危害 

断路故障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回路不通。如断线、电器接触不良等，在某些情

况下，断路还会引起电压变化，断路点产生的电弧还可能造成电器火灾和爆炸

事故。 

1.1.1 电路必须构成回路才能正常工作。电路中某一个回路断路，往往会造成

电器装置的部分功能或全部功能丧失（不能工作）。 

1.1.2 三相电路中，如果发生一相断路故障，可能使电动机因缺相运行而被烧

毁；还可能使三相电路不对称，各相电压发生变化，使其中的某相电压升高，

造成故障。三相电路中，如果零线（中性线）断路，则对单相负荷影响更大。 

1.2 断路故障原因的查找 

检修断路故障，首先要确定断路故障的大致范围，即在哪些线段，在哪些情况

下容易发生断路故障。 

1.2.1 电接触点是断路故障的多发点：在电路中，除了开关触点等电接触点由

于接触不良容易造成断路故障外，电路中的其他电接触点也容易发生断路故障。

 

a.导线相互连接点：无论是采用绞接、压接、焊接、螺栓连接等任何一种连接

方式的导线连接点，都是断路故障的多发点; 

b.导线受力点：在外力或反复作用力的作用下，也容易发生断路故障; 

c.铜铝过渡点：在电化学腐蚀下，最容易造成接触不良，产生断路故障。 

1.2.2 虚接点和虚焊点造成断路故障：形似接触实际上并未接触的连接点称为

虚接点，如为焊接连接则为虚焊点。用电烙铁焊接的连接点，若电烙铁温度偏

低、焊丝未完全熔化或松香过多又未完全熔化，都可能造成虚焊点。这种虚接

点和虚焊点，肉眼不能分辨，只有借用仪器才能检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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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灰尘也能造成断路故障：某接触器线圈的电吸合非常正常，但却不能接

通电路，经检查是接触器点上沾了一层灰尘，造成触点接触不良，类似这种因

灰尘、油污、锈迹等造成的电路断路故障也是常见的。 

1.3 检修断路故障的方法 

首先应根据故障现象判断出属于断路故障，再根据可能发生断路故障的部位确

定断路故障的范围和短路回路，然后利用检测工具，找出短路点。 

1.3.1 电压法：电路断开，电路中没有电流通过，电路中各种降压元件已不再

有电压降落，电源电压全部降落在断路点两端。因而可通过测量断路点的电压

判断出断路故障点。

图

1所示的简单电路，电源电压为直流100 V，通过常开触点 QF1和常闭触点

QF2、QF3、QF4，对电磁线圈Y进行控制。检测仪表为通用型万用表，选择直流

电压250 V挡位（大于或等于100 V挡位即可）。假定电路在 A处存在断路故

障点，当常开触点 QF1人为闭合（或采用导线短接）后，电磁线圈Y仍不能工

作。将万用表红表笔与电源“+”极相连，黑表笔与电源“-”极相连，万用表

指示应为100 V，然后，移动黑表笔，依次与端点1、2、3、4、5、6、7、8相

连，若万用表指示也为100 V，则说明这些点至电源“-”极的电路无断路故障。

当黑表笔移动至端点 9时，万用表指示为零，则断路故障就在 8-9之间。这时，

如果再测量 8-9间的电压，必与电源电压相等，进而可判断该电路只有 A处一

个断路故障点。

1.3.2 电阻法：电路出现断路故障后，断路点两端电阻为无穷大，而其他各段

的电阻近似为零，负载两端的电阻则为某一定值。因此，可以通过测量电路各

线段电阻值来查找断路点。检测电阻值一般采用万用表欧姆(Ω)挡。以图 2为

例，假定电路在 B点发生断路故障，查找的步骤：断开电源。将万用表置于欧

姆挡，且一般选择R×10 Ω或 R×1 Ω挡，而不要选择R×1 kΩ以上的高阻

挡，以免发生误差。将万用表的一表笔接在电路中的 L点，手持另一表笔，将

其接在1点，由于电源 L和1之间为一常开触点，应手动将其闭合后再断开，

观察表头指示，以检查此触点是否正常。再将常开触点 QF1短接，然后依次将

表笔接于2~8。在 7点处，万用表指示电阻为线圈Y的电阻 RY，即 R1-7=RY。在

8点处，万用表指示电阻为∞，则断路故障发生在 7-8之间的连接线处。

断路个人感悟：

电

压法：就是将电路中有开路的地方全部认为强制合上（通电状况下），然后

用万用表的表笔，两只表笔都接到电路的输入电压处，然后其中一支表笔不

动，一支表笔沿着其中的一根电线的各个接触点移动，没有断路的话电压都

显示为输入电压 U，如果在某处（N+1）电压显示为 0则，在此为为断路点，

断路点在(N,N+1)这一段线路中  

电阻法：就是将电路中有开路的地方全部认为强制合上（不通电状况

下），然后用万用表的表笔，两只表笔都接到电路的输入电压处，然后其中

一支表笔 A不动，另外一支 B表笔沿着表笔 B电线线路的各个接触点移动，



没有断路的话万用表中电阻都显示有数值，如果在某处（N+1）电阻显示为

∞（0.L M Ω）则，在此为为断路点，断路点在(N,N+1)这一段线路中 .

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把万用表两表笔接触在输入电压接触处，

然后一支表笔不动，一支表笔依次沿着线路移动。通电状况下如果万用表无

电压则此处为断点。不通电状况下万用表电阻为无穷大，那么此处为断点。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安全的花使用电阻法比较好。

短路和短接故障的检修
2 短路和短接故障的检修 

电路中不同电位的两点被导体短接起来或者其间的绝缘被击穿，造成电路不能

正常工作的故障，称为短路故障，某些情况下也称为短接故障。

图

3  短路和短接故障

在图3中，负载 R是电路中的主要降压元件，即电路工作时，电源电动势主要

降落在负载两端（A1、A2之间），A1、A2是不等电位的两点，若A1、A2被导

体短接，则电路不能工作，这样的故障称为短路故障。图中，开关 S断开时，

B1和 B2两点为不同电位；开关 S闭合时，B1和 B2两点为等电位。如果 B1、B2

之间被导体短接，将造成电路不能断开的故障，这种故障通常称为短接故障。 

短路是最常见的电路故障，其危害性最大，由此而引发的其它电器故障也最多。

在电路中，主要降压元件是负载（如电热器，电动机线圈等），也就是说，电

路正常工作时，负载两端短路是最严重的短路故障。 

2.1 金属性短路、非金属性短路和短接故障 

2.1.1 不同电位的两个金属导体直接相接或被金属电线短接，称为金属性短路。

金属性短路时，短路点电阻为零，因而短路电流很大。在图4(a)中，由于发

生金属性短路，回路中的电阻只有导线电阻 R，则短路电流为 I=U/R=220V/0 1

Ω=2 200 A。 

2.1.2 若不同电位两点不是直接相接，而经过一定的电阻相接，则称为非金属

性短路。非金属性短路时，短路点电阻不为零，因而短路电流不及金属性短

路大，但持续时间可能很长，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故障危害性更大。图

4(b)，为两处接地而构成了经过两个接地电阻的非金属性短路示意图。假定接

地电阻 RE均为 4 Ω，则短路电流为 I=U/2RE=220 V/(4＋4)Ω=27 5 A 。这个

电流可能还不足以使断路器跳闸、熔断器熔体熔断，但短路故障的长期存在会

造成更大的危险。

2.1.3 短接故障：电路中按钮、开关、继电器触点、熔断器等，是对电路通断

进行手动或自动控制的元件。电路工作时，这些元件均处于闭合状态，元件两

端电位相同；当其中某一元件断开时，断开元件两端电位不同。因此，这些元

件两端如果被短接，实际上属于短路故障，其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图5所示电

路中，当各元件中的一个发生短接故障时，都会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例如：

熔断器 FU被短接，电路失去过载和短路保护，从而造成电路更严重的故障；起

动按钮SB1被短接，只要有电源，电路就工作，无法对电路进行控制；停止按



钮SB2被短接，电路将不能断开；联锁触点 K2被短接，电路将失去联锁功能，

即 K2不工作，K1也能工作，这将引发更严重的故障。

2.2 短路故障的危害 

发生短路故障后，电路的阻抗比正常运行时电路的阻抗小得多，因此短路电流

比正常工作电流要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在高电压下，电路中的短路电流可

达数千万安培，从而将对电路中的导线、开关及其他元件造成很大的危害，还

会影响其它电路的正常工作。 

2.2.1 短路电流的电动力效应：在供电系统中，强大的短路电流，特别是冲击

电流，使相邻导体间产生巨大的电动力。这种电动力可能使母线弯曲变形，使

母线固定件损坏，也可能使闸刀开关相邻刀片变形，造成开关损坏。 

2.2.2 短路电流的热效应：短路电流的热效应具有最严重的危害。短路电流在

导体中产生的热量，全部用来使导体的温度升高。导体温度升高，使导体机械

强度下降，使触点金属熔化，小截面导线烧断，形成电路断路。在高温下，电

路中的传导元件，如开关触点、硅整流器件等将烧毁或造成热击穿。短路时的

高温使导体的绝缘材料等燃烧，进而引燃导体周围的易燃物，造成火灾。 

2.2.3 短路电流的电压降效应：强大的短路电流流过导线时，在导线阻抗产生

电压降落，从而使电网电压下降。以图6为例，在正常情况下，由于线路中电

流较小，沿线电压降较小，电源电压为 U1，到负载端电压为 U2（见图中曲线

2）；当 K点短路后，该点电压为零，电源端电压也大大下降，从而使接于该电

网中的电器设备不能正常工作。例如，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与其外加电压的平方

成正比，当电压降低很多时，电动机会因转矩减小到不足以带动机械工作而停

转，甚至使电动机烧毁。

2.3 短路故障原因

产生短路故障的基本原因是不同电位的导体之间的绝缘击穿或者相互短接。 

2.3.1 绝缘击穿：电路中不同电位的导体是相互绝缘的，如果这种绝缘被损坏，

就会发生短路故障。 

2.3.2 导线相接：两条不等电位的导线短接，这种短接可能是外力作用、也可

能是人为的误操所造成。例如，导线摆动，使两相导线相碰；树枝使导线短接；

临时短接线未拆，造成严重短路；线头不包扎，使导线短接；插座未上盖，导

线被短接。 

2.3.3 动物作祟：鸟类、老鼠等类动物作祟，也是电路短路故障的重要原因。 

2.3.4 在架空电力线路下方违章作业：在架空电力电路下方进行吊装和其他作

业，不按规定操作，也容易造成电力线路短路。 

2.4 检修短路故障的方法 

从检修电器故障方面来考虑，短路故障具有以下特点：短路点（即短路两
端）的电阻（或阻抗）为零或接近于零；短路电路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一旦
发生短路，一般不能再直接通电检查，与断路故障不同。短路故障发生后，
电路的保护元件（如熔断器、断路器等）动作，而保护元件可能控制多个回
路组成的区域，因而查找电器短路故障，必须先从故障区域找出故障回路，
然后再在故障回路中找到短路故障点。

短路故障回路的查找：万用表法—万用表法是在电路断电后，用万用表欧姆
挡（电阻挡）测定短路回路电阻的方法。以图 7为例，假定熔断器 FU的熔



体熔断，说明该熔断器保护的区域发生短路故障，这个故障区域包括 1~3三
个回路和干线。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将熔断器 FU的熔体接好，将万用表
置于欧姆挡“R×10 Ω”（不要置于倍数大的欧姆挡，以免因为人体电阻等
造成读数错误），接于 L、N 端，且断开 S1、S2、S3，使各回路断开，若万
用表指示电阻为零，说明短路故障发生在干线上，如图 7(a)所示。若万用
表指示电阻为“∞”或很大，则短路故障发生在 1~3的某个回路中。依次合
上开关 S1、S2、S3。若合上 S1、S2 时，万用表指示电阻为某一确定值，合
上 S3时，万用表指示电阻为零，则说明故障点在第 3回路中，如图 7(b)所
示。

   注：不能单独测某一线路或者某个元件后电阻为 0就说找个支路短接了，

因为电线一般都是两芯线或者三芯线，在测量支线中必须有一个负载，找个

负载有一定的电阻，然后用找个负载一起跟其他线路串着测量，原先有电阻，

加入一个线路后突然没电阻了，那么加入的那个线路跟负载之间肯定短路了。

也就说说要测量必须是（有电阻 R的负载+依次加入其他线路====突然电阻

为 0）判断出这些支路短路了，然后再在这些支路中依次排除没短路的地方，

最后找出短路点。OK?

短路故障点的查找：查找到短路故障支路后，还要继续确定故障点的具体部位。

短路故障点必然是回路中降压元件（如灯泡、电压型线圈、电动机绕组、电阻

等负载）的两端或内部。以图8所示的电路为例，查找该回路短路故障点的方

法是：断开降压元件R（图中为灯泡）的一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1-2之间

（即降压元件两端）的电阻。若电阻为零，说明短路点在此负载内部；若电阻

为某一数值，说明负载内部完好，短路点在负载设备外部。若短路点在外部，

再测量1-3点间的电阻。若阻值为零，则短路故障在 3#导线至 1#导线间。断开

这些线段的某些点依次测量，可找到确定的短路故障点。

短路个人感悟：线路短路的话，要检测处短路点，必须要再断开电源的情

况下才可以检测。短路点（即短路两端）的电阻（或阻抗）为零或接近于零；

一旦发生短路，必须先判断短路是在主干路还是支干路，先把所有的开关都

关了，然后把万用表的两只表笔接到主线路的 L,N，然后测量电阻值，如果

此时电阻值为 0，则是主干路短路了，如果电阻值不为 0，则是支干路短路

了，再依次合上每一个支干路，当合上某一支路 B时，若此时电阻为 0，则

此支路 B短路了。

支

干路短路点的查找：短路故障点必然是回路中降压元件（如灯泡、电压型线

圈、电动机绕组、电阻等负载）的两端或内部。断开降压元件 R（图中为灯

泡）的一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 1-2（电灯）之间（即降压元件两端）的

电阻。若电阻为零，说明短路点在此负载内部；若电阻为某一数值，说明负

载内部完好，短路点在负载设备外部。若短路点在外部，再测量 1-3点间的

电阻。若阻值为零，则短路故障在 3#导线至 1#导线间。断开这些线段的某



些点依次测量，可找到确定的短路故障点。断开这些线段的某些点依次测量，

可找到确定的短路故障点。

3 电路接地故障的检修 

电路中某电线非正常接地所形成的故障，称为接地故障。接地故障有单相接地

故障、两相或三相接地故障。对于中性点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实际上构成了

单相断路故障。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的单相接地，将使三相对地电压发生严重变

化，从而造成电器绝缘击穿故障等。 

在电路中，该接地的没有接地或因其它原因破坏了这个接地，都属于电器故障。

从本质上讲，电路接地故障就是电路对地的绝缘损坏，使电路对地的绝缘电阻

大大降低，甚至为零。因此查找电路接地故障，只要测量电路对地的绝缘电阻

即可，当此绝缘电阻很低时，则只要测量其间的电阻即可。因而查找电路接地

故障可以用兆欧表进行测量，也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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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用绝缘电阻表测量电路接地故障

图9所示电路，当三相电路的 L2相接地时，首先应断开电源，拆除与三相电路

相连的设备，使三相导线不能通过设备的绕组相互连在一起，然后用兆欧表依

次测量各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值（ΜΩ），而 L2相对地绝缘电阻为零或很低。当

绝缘电阻为零时，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效果一样；当还有一定的绝缘电阻时，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可能会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接地个人感悟：电路接地故障就是电路对地的绝缘损坏，使电路对地的

绝缘电阻大大降低，甚至为零。因此查找电路接地故障，只要测量电路对地

的绝缘电阻即可，首先应断开电源，拆除与三相电路相连的设备，使三相导

线不能通过设备的绕组相互连在一起，然后用兆欧表依次测量各相对地的绝

缘电阻值（Μ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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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识

干电池、蓄电瓶等都是直流电（有正负极标志）电压不同，有

1.5、3、6、9、12、24、36伏等等。民用电，是交流电 220伏。

二.电流的测量：先将黑表笔（负极）插入[COM"孔.红笔是正级。将万用表串进

电路中.保持稳定.即可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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