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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交流伺服驱动器是20世纪70年代初随电力电子技术、PWM控制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交流感应
电机调速装置。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功能已日臻完善，如何充分利用伺服驱动器的功能来解
决工程实际中的各类问题，是交流伺服应用技术人员所必须了解与掌握的知识。
　　本书是从工程技术人员的实际应用要求出发，系统阐述交流调速原理与理论，全面介绍当代交流
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的综合性书籍，内容包括交流调速的基本理论、调速原理与系统、调速系统的设
计、典型伺服驱动器的应用技术等方面。
　　本书在内容选择上力求做到理论阐述简洁明了、应用技术介绍全面系统、功能说明深入细致，使
得读者能够通过本书的学习具备“完全应用”交流伺服驱动器的能力。
全书分“交流调速基础”、“安川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
、“三菱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松下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4篇共15章。
　　第1～3章为“交流调速基础”篇，系统介绍交流调速理论、调速原理与系统组成、交流调速系统
的工程设计知识等，供读者了解交流调速的理论知识，为工程选型与设计计算提供参考。
　　第4～7章为“安川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篇，对安川∑II／∑V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电路设计
、功能、参数、操作、维修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介绍。
　　第8～12章为“三菱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篇，对三菱MR-J2S／J3／ES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电
路设计、功能、参数、操作、维修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介绍。
　　第13-15章为“松下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应用”篇，对松下MINASA4／A5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的电
路设计、功能、参数、操作、维修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介绍。
　　本书力求为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与高等学校师生、研究生等提供一本真正有实用价值的技术参考资
料与设计手册。
由于全书所涉及的参考资料与内容众多，编写工作量较大，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殷切期望得到
广大读者与同行专家的帮助指正。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安川∑Ⅱ／∑V系列、三菱MR.J2S／J3／ES系列、松下MINAS A4／A5系列
交流伺服驱动器的技术资料，并得到了以上公司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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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流伺服驱动从原理到完全应用》从交流伺服驱动系统设计、使用、维修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
，在广泛吸收国外先进设计思想、先进标准的基础上，全面介绍了交流调速理论、调速原理与系统组
成及工程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并对当前市场常用的安川∑Ⅱ/∑Ⅴ系列、三菱MR-J2S/J3/ES系列与松
下MINAS A4/A5系列伺服驱动器的规格、控制系统设计、功能、参数、操作、维修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全面、系统、深入、具体的介绍。
　　全书内容选择先进实用，理论阐述简洁明了，应用技术介绍全面系统，功能说明深入细致，编写
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工程应用，是迄今交流伺服应用类图书中较为完整、系统的工程设计
参考资料与应用技术手册，也是高等学校师生、研究生教学培训的优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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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6.2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　　交流永磁同步电机伺服系统需要进行电流变换与矢量计算，
因此，一般为采用微处理器的数字控制系统，图2.6.2为某实际交流永磁同步电机数字伺服驱动器的原
理框图。
　　该驱动器采用的是三相桥式二极管不可控整流电路，提高了驱动器的输入功率因数，输入回路安
装有短路保护与浪涌电压吸收装置。
驱动器的输入电压为三相200V（线电压），平波后的直流母线电压约为320V。
　　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上安装有能耗制动电阻单元，可以为电机制动提供能量释放回路。
此外，为了加快电机的制动过程，线路中还设计了将母线直流电压通过二极管直接加入到电机三相绕
组的直接制动电路，这一制动回路可以在驱动器逆变回路不工作时，为电机提供制动转矩。
驱动器的逆变回路采用了IGBT。
驱动，并带有为电机制动提供能量反馈通道的续流二极管。
　　驱动器的速度与位置控制通过CPU进行控制，速度与位置调节器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调节器的参
数可以根据系统情况进行修改。
驱动器带有可以进行参数设定／状态显示的操作／显示单元与通信总线接口，不仅可以通过操作／显
示单元检查驱动器工作状态、进行参数的设定与修改，而且还可以用于网络控制。
修改后的参数可以保存在EEPROM中。
　　驱动器带有CPU，因此，它可以直接接收外部位置指令脉冲，构成位置闭环控制系统。
如果需要，驱动器也可以接收来自外部的速度给定模拟电压，成为大范围、恒转矩调速的速度控制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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