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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变频器对电力设备运行性能的提升至关重要，很多

电力设备都会使用到变频器，为了确保变频器发挥其应

有价值，做好变频器的安装调试是前提。

同时，在变频器的使用中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而导致各种故障的发生，这对其使用性能造成了很大的

影响，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就需要做好对其故障

的有效处理，这些都是变频器使用和管理中需要重点关

注的内容。

1 变频器概述

对于变频器来说，它主要是借助电力半导体相应元

器件的通断作用把电源的频率由工频电源转换成另一种

所需的频率，它具备对交流异步电机软起动、运转精度

提升、变频调速、功率因素的改变、过压 / 过流 / 过载

保护等诸多功能。

在变频器内，实现了对高压、大功率的晶体管以及

电子控制等技术的集成使用，它主要作用是对交流电机

供电频率与幅值的改变，进而改变电机运动磁场的周期，

实现对电动机转速平滑控制的效果。通过变频器的使用，

让复杂性调速控制实现简单化，将变频器和交流的鼠笼

式感应电动机结合，对大部分传统系统内只能通过直流

电机来完成的工作情况实现了替代，且达到体积缩小、

维修率降低等效果 [1]。

变频器主电路结构如下图 1。

图 1   变频器主电路结构

2 电气设备中变频器的安装调试

2.1 电气设备中变频器的安装

变频器作为一种集成度极高的电子设备，运用到大

量电子元器件，工作状态下自身产生热量较大。为保障

设备稳定运行，其安装环境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环

境温度在 -10℃ ~40℃范围；环境的相对湿度在 90% 以

内；避免阳光直射；运行环境无腐蚀性、易燃气体，且

尘埃要少。

在安装中，可以采取墙挂式、柜式安装等方式。在

墙挂式的安装中，要求变频器和周围物体之间保持一定

的距离，往往要求两者的两侧距离不低于 100mm，上下

距离不低于 150mm；在柜式安装中（如下图 2），对单

台的变频器要尽量采取柜外冷却的方式安装，若采取柜

内冷却的方式时，要在柜顶安装抽风式冷却风扇，且要

尽量在变频器正上方位置安装；在对多台变频器进行安

装时，要尽量选择并列方式安装，若采取纵向方式进行

安装时，要在两台的变频器间进行隔板的加装，而不管

采取哪一类方式，都要对变频器选择垂直安装法 [2]。

图 2   柜式安装简图

在变频器安装中，接线作为重要部分，主要涉及到

主线路的接线、控制电路接线和变频器接地等部分。在

主线路的接线中，要求变频器的输入（R、S、T）和输出 

（U、V、W）绝对不可接错；且应做好对主电路的线径

选择，电源和变频器的接线与同容量的电机线径选择法

一样，在变频器和电机间的接线中，还要对线路的电压

降△∪进行考虑。在控制电路接线中，对模拟量的控制

线要选择屏蔽线，其屏蔽层靠近变频器的一端应与变频

器控制电路的公共端相接，不能和变频器的接地端或者

大地相接，而另一端应保持悬空；开关量的控制线可以

不选择屏蔽线，对同一信号两根线要互相绞合处理。在

变频器接地系统中，若对多台的变频器进行接地，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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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个变频器要分别与大地进行连接，不能让一台的变

频器接地与另一台的变频器接地端连接后再实施接地。

2.2 电气设备中变频器的调试

在对变频器调试中，主要涉及到空载通电的试验、

空载运行的试验、带载运行的试验。

在空载通电的试验中，首先要把变频器接地端子进

行接地，把变频器电源输入的端子通过漏电保护开关进

行电源连接，通电观察变频器显示屏显示内容是否正常，

有无故障，若不正常需要对变频器进行检查，并采取复

位处理。最后，对变频器操作键进行熟悉。变频器一般

都有 RUN（运行键）、STOP（停止键）、PROG（编程

键）、DATAPENTER（数据 P 的确认）、UP 和▲（增

加键）、DOWN（减少键）等 6 种键位类型，对变频器

的不同操作键基本具有相同的定义。此外一些变频器还

存在 MONITORPDISPLAY（监视键）、RESET（复位键）、

JOG（寸动键）、SHIFT（移动键）等。

在空载运行的试验中，参照电动机铭牌对电机基本

参数进行设置，并对变频器基频、最大的输出频率和转

矩特性等参数进行设置，并把变频器控制方式设置为键

盘模式，操作运行键和停止键，观察电动机的启动和停

止是否正常。另外，要对变频器的运行故障时的保护代

码进行熟悉，便于故障的及时处理，相关使用人员应能

够依据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来对变频器内部继电器相关

功能进行设定，便于与外部控制回路相互配合，实现相

关控制要求以及相应信号的传输。当变频器的实际输出

电流比设定的过载电流大时，变频器过电流保护动作，

切断变频器的输出。所以，在参数设置中应保证过载电

流的设置与电动机实际情况相匹配。

在带载运行的试验中，通过手动方式对变频器的面

板内运行与停止键进行操作，观察其电机运行和停止过

程变频器显示屏所显示的参数是否存在异常；若过程中

发生过流保护的动作，要对加速和减速时间重新设定。

在电机加速和减速时，其加速度主要是由加速转矩所决

定的，而在变频器的启动和制动过程，其频率的变化率

是由用户所设定。如果电机转动的惯量或者电机的负载

发生变化，依据预先所设定频率的变化率，在升速或者

减速中可能会出现加速的转矩不够情况，进而导致电机

的失速发生，也就是电机转速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出现

不协调，出现过电流或者过电压现象。因此，在试验中

要结合电机的转动惯量以及负载，对加速和减速的时间

合理设定，让变频器频率的变化率和电机转速的变化率

保持良好的协调性。

3 电气设备中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和处理

3.1 过载的故障

在变频器使用中，过载较为常见，它主要包括了变

频过载、电机过载等情况，可能是因为加速时间过短、

电压过低、直流的制动量太大、负载太重等原因造成的，

可以对加速时间和制动时间延长、转矩调整预制提升、

电网电压和输出电流检查等手段进行判断与处理。

3.2 过电流的故障

此类故障可分作减速、加速、恒速等类型过电流，

对此类情况可采取对加减速的时间调整、降低负荷突

变、能耗的制动元件设置、负荷的合理分配、传动比和

变频器的容量加大、线路检查、损坏的元器件更换等手

段进行处理。

3.3 参数的设置故障

此类故障往往会导致变频器无法正常地运行，一般

可按照说明书对参数进行修改，若修改后不能消除故障，

可以对全部参数进行出厂值的恢复，后按上述的步骤进

行重新设置，此过程要避免出于对电机转矩的提升而将

变频器转矩参数调至很高情况，此时变频器启动的电流

会特别大，容易对模块损坏。

3.4 过热故障和处理

在电气设备中变频器使用中，过热是十分常见的一

种故障现象，它是诸多故障呈现的一种综合现象表现，

往往导致其出现过热情况的原因是周围的温度过高、风

机堵转、温度的传感器存在性能的不良、马达过热等。

如“某台变频器在使用期间，客户反映其在运行约 0.5h

出现跳 OH 的情况”。面对此种情况，在对其故障分析

中，由于变频器是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故障，

因此温度的传感器出现故障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变频器

缺失存在温度的太高，在通电后看到风机缓慢转动，在

防护罩内堵满棉絮，判断可能是因为此类杂物导致风机

的运转性能不足，通过打扫后再开机，风机良好运行，

从而实现故障的排除。

4 结语

综上所述，变频器在很多电气设备使用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了确保其功能发挥，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做好变频器的安装调试，且还要根据其实际运行的情况

和发生的故障，及时进行有效处理，从而使变频器能够

稳定、良好运行，延长变频器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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