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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气智能化技术系列教材：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及组态软件综合应用技术》从推
广综合应用技术的角度出发，在阐述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及组态软件基本知识的基础上
，重点介绍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与组态软件在实践中综合技术应用。
同时，结合深圳市电工、电梯、制冷技师公共模块《可编程控制器、变频器与触摸屏的综合应用》的
实操考核要求，对技能操作进行了详细叙述。

　　《电气智能化技术系列教材：变频器、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及组态软件综合应用技术》为机
电类技师和电气智能化工程师教育培训教材，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工业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机械设计
制造及自动化、电气技术及其相关专业的参考教材，还可作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技能操作人员的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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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主电路电源电压是否在容许电源电压值以内。
 2.单个变频器运行的调试 单个变频器的通电前检查结束，先不接电动机，在给定各项数据后进行运转
。
 单个变频器调试步骤： 1）将速度给定电位器左旋到底。
 2）投入主电路电源，逆变器电源确认灯（POWER）应点亮。
 3）如无异常，将正转信号开关接通。
慢慢向右转动速度给定电位器，转到底时应为最高频率。
 4）频率表的校正。
 调整频率校正电位器，使频率指令信号电压为DC 5V时频率表指示最高频率。
 以上的程序如不能正常工作时，可根据使用说明书检查。
单个变频逆变器运转无问题后，再连接电动机。
 3.负载运行的检查 1）确认电动机、机械的状态和安全后，投入主电路电源，看有无异常现象。
 2）接通正转信号开关。
慢慢向右转动速度给定电位器，在给定3Hz处电动机开始以3Hz的频率转动（此时应检查机械的旋转方
向，判断是否正确。
如果有错，则要更改）。
再向右转动，频率（转速）就逐渐上升，从右到底即达最高频率。
在加速期间，要特别注意电动机、机械有无异常响声、振动等。
下一步将速度给定电位器向左返回，电动机转速下降，给定信号在3Hz以下则输出停止，电动机自由
停车。
 3）速度给定电位器右旋到底保持不变，接通正转信号开关，电动机以加速度时间给定标度盘上给定
的时间上升转速，并在最高频率下保持转速不变。
此时，加速过程中，如果过载指示灯闪亮，或者过载电流指示灯闪亮，则说明存在相对于负载的大小
加减速时间给定过短的情况，此时可把加减速时间重新给定长些。
 4）在电动机旋转中，关断正转信号开关，则电动机以加减速时间给定标度盘上给定的时间下降转速
，最后停止。
此时，在减速中，如果过载指示灯闪亮，或者再生过电压指示灯亮，则说明相对于负载的大小加减速
时间给定过短，可将加减速时间重新给定长些。
 5）在电动机运行中，即使改变加减速时间的给定，由于以前的给定状态被记忆，给定也不能变更，
所以要在电动机停止后改变给定值。
 6.4变频器的维护 虽然变频器也是精心制作而成的电子应用产品，但也难免发生故障或状况不佳的情
况。
另外逆变器中使用平滑电容器、冷却风扇等消耗性器件，也需经常维护。
这里就日常所需要的维护检查项目和方法，以及发生异常时的处理、恢复方法按实际的装置进行说明
，涉及程序方面的问题通过流程图等说明。
 1.日常的维护与检查 变频器是以电力半导体器件为中心构成的静止装置，使用时由于温度、湿度、尘
埃、振动等环境的影响，以及其零部件常年累月的运行而导致寿命缩短等原因而发生故障，因此为了
防患于未然，就必须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
 （1）维护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1）安全作业要落实 ①电源的切断，作业者本人要确认并操作，以免当
事者以外的人错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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