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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分为变频器的原理?运行?维护和变频器的应用两篇。
第一篇共10章，在阐述变频器原理的章节中，重点为新型全控器件和变频器的控制。
特别详细地阐述近年来发展较快的矢量控制变频器、数控机床驱动用的伺服控制变频器、家用变频空
调器和太阳能发电专用变频器等。
在变频器运行?维护章节中，以1999年富士电机最新FR-5000变频器的说明书版本为例，详细介绍了其
运行、保护、故障诊断等功能。
第二篇共有4章，将变频器的应用分为节能、自动化、省力化、提高产品质量四大类，并以国内厂家
的18个应用实例进行解剖。
选用材料翔实，数据图表完全、具体，对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变频器应用的新书，为充分反映近年国内外变频技
术动态以飨读者，本书在编写时尽量引用1998—2000年的文献资料，具体表现在：　　①介绍了最新
出品的开关器件，如第四代IGBT模块、能直接向电网反馈能量的可控整流一逆变模块、超高压GCT元
件等。
　　②介绍了变频器的最新品种，如日本安川电机的节能型变频器、太阳能发电用的功率型变频器、
变频空调专用变频器等。
　　③介绍了日本富士电机1999年新产品矢量控制变频器，具有在线自检测、整定电机参数功能、变
频器和PLC及上位微机通信功能等。
　　④介绍了有代表性并有影响的国内变频器制造厂“华为电气”和“佳灵电气”的新产品。
　　本书编写的分工如下：第4章的4.3 节和第7章的7.4 、7.5 节由张淼副教授编写；其余全部章节由冯
垛生教授编写，全书由冯垛生教授定稿。
　　本书部分科研成果得到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参阅和利用了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特别是第二篇的变频器应用项目充实和丰富了
本书的内容，在此谨向原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殷切期望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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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变频器的应用与维护(第2版)》第一篇介绍变频器的原理、运行与维护。
在变频器原理的章节中重点介绍了近几年发展比较快的矢量控制技术和计算机控制、通信技术。
阐述的重点为通用变频器，介绍了PwM整流技术的工作原理及其实现方法，还特别介绍了20世纪90年
代末兴起的交流伺服控制变频器、家用变频空调器、高压变频器、太阳能发电变频器等，以满足不同
层次读者的需求。
此外，还分析了变频器在运行中发生的特殊故障（如噪声、浪涌电压、漏电流）的消除方法和目前常
见的国内外变频器产品的特点。
　　《变频器的应用与维护(第2版)》第二篇阐述变频器的应用，用18个变频器应用项目的实例来说明
应用的效果。
所提供的试验、运行数据翔实具体，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变频器的应用与维护(第2版)》可作为从事电气控制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岗位培训教材和
参考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机械电子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选修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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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7.3.3 转差型变频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7.3.4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简介7.4 变频器的单片机控
制7.4.1 87C196MC微机控制系统设计7.4.2 SP、VM波的形成7.4.3 87C196MC微机控制系统硬件设计7.4.4 
微机控制系统软件设计7.5 变频器的DSP控制7.6 变频器的通信控制7.6.1 PLC与变频器相连7.6.2 PC机通
过RS485与变频器相连7.6.3 PC机通过现场总线与变频器相连7.7 变频器参数的自检测和自校正7.7.1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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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维护8.1 维修和检测8.1.1 日常检查8.1.2 定期检查8.1.3 根据维护信息判断元器件的寿命8.1.4 检测8.2 
故障诊断8.2.1 故障的显示与复位8.2.2 故障诊断8.2.3 外界因素对变频器的不利影响及其防止对策8.3 变
频器的电磁噪声及其对策8.3.1 变频器产生的电磁噪声及其抑制方法8.3.2 变频器抗噪声选件的配置8.3.3 
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及其抑制技术8.3.4 变频器运行中漏电流和浪电电压的抑制9 特殊用途的变频
器9.1 交流伺服系统用的变频器第二篇　变频器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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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矢量控制并行发展的还有直接转矩控制方式，它以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作为被控量，强调转矩的
直接控制效果，并不刻意追求输出的电流为正弦波形。
异步电动机的直接转矩控制是直接在定子坐标上计算磁链的幅值和转矩的大小，对其进行直接跟踪调
节，以获得迅速的动态响应，其响应速度可小到1～2ms。
从转矩调控要求看，磁链有点误差，并不会对转矩控制性能产生重大影响。
这种控制方式的优点是对电动机参数变化不敏感。
　　1.2.3 功能综合化　　新一代的变频器由于有功能很强的微处理器支持，除能完成电动机变频调速
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内置的可编程、参数辨识及通信等功能。
例如：　　（1）自动加减速　　变频器可实现“模糊最优加减速”，它根据电动机的负荷状态而自
动设定加减速的最短时间。
或者在设定的最短加减速时间内，将加速电流限制，将减速的直流过电压控制在允许值以内。
　　（2）程序运行　　变频器可以根据预设的速度值和运行时间执行多段程序运行。
例如，各段运行时间、加减时间以及正反向均可事先设定。
　　（3）节电运行　　变频器能自动选定输出电压使电动机运行于最小电流状态，从而使电动机运
行损耗最低，其效率在原有节能基础上再提高3％。
　　（4）电动机参数辨识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需要根据电机参数推算转速观测值。
一般制造厂可将变频器供电的标准电动机参数事先设定好，也可以由用户将所用电机的参数进行新的
设定。
新型变频器也可以做到第一次试运行时按规定程序自动辨识电机参数并打印出来。
这样就拓宽了变频器的应用范围，而且使用很方便。
　　（5）通信和反馈功能　　新型变频器一般都带有RS232／422／485通信接口，可以实现上位工控
机对变频器的1对1或1对32的通信功能，可将上位机的运行指令下达，或将变频器的运行状态上传。
在需要高精度控制时，可选用编码器脉冲接口板，将转速反馈信号反馈到变频器，构成闭环系统。
变频器的通信功能，对于不同厂家有不同形式。
例如，变频器与PLc的连接、变频器在总线网络中的工作等均在以后章节中阐述。
　　1.3 变频器的基本类型　　变频器的种类很多，下面根据不同分类方法对变频器进行简单介绍，以
使对变频器尚不熟悉的读者能对变频器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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