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部分



十四、仪表的使用（3）

 1、摇表：摇表又叫兆欧表；（大白P12—2）
P216  复P5

①、用途：测量电器

设备的绝缘电阻；

②、使用摇表的原因：

 1）电气设备在使用中，因发热、污染、受
潮；使绝缘电阻下降，可能会做成设备漏
电或短路，为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和人身
安全，必须对电机、电器设备及供电线路
作定期检查，发现有隐患及时排除。



 2）用万用表只能在低电压下测量绝缘电阻，
不能反映工作在高电压下电气设备的绝缘
性能。

摇表可发出500—5000伏电压，可真实反映
实际情况。

③、摇表的选择：

选择它的电压及测量范围；

 1） ≤500V设备，选500V或1000V，量限
0～200M     摇表；

 2） ＞500V设备，选1000V或2500V；
量限0～1000兆欧摇表。

NU


NU



④、正确使用与维护；（大白P12—2）

（1）测量前先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将设
备导电部分与大地接通，并充分放电。

（2）测量前要检查摇表好坏；

 1）不接表线或将表线分开时，以120转/分
速度摇动手柄发电，指针应指向∞位置。

 2）接上表线，将L（线路）与E（接地）两
线短接，慢摇手柄，指针应指为0；并立即
停摇；以防烧表。

不满足上述要求，说明表有故障，应检修
再用。



（3）、正确接线：

L接被测物导体，E接外壳或大地，G（屏
蔽）接被测物的屏蔽环上或不需测量部分

屏蔽环可将漏电流直接送回发电机而不经
测量机构，提高测量准确性。

（4）、应采用干净的单股线，不准用双股
绝缘导线或绞线作表线（避免因测量线绝
缘不良引起测量误差）

（5）、摇手柄由慢到快，发现指针为零时
立即停摇。以120转/分匀速摇动，一分钟
后读数。



（6）、测大电容设备时，读数时不能停摇，
应降速，拆除地线，并对被测物放电后才
能用手触及导体。

（7）、测设备绝缘电阻时，要记下当时温
度、湿度、被测物相关情况，以便对比分
析。

（8）、摇测大容量电器设备的吸收比，

 /     ≥1.3；

⑤、使用摇表测线路或设备时的规程规定：
（大白P12—2—4）

（1）、使用摇表测量高压设备及分布电容
大的设备绝缘应由两人担任。

60R 15R



（2）、测量用的绝缘导线后端部应有绝缘
套。

（3）、测量设备电阻应确实证明设备无人
工作后方可进行。

（4）、在有感应电压的线路上测量电阻时，
必须将另一回路同时停电，方可进行，雷
电时，严禁测量外线路绝缘。

（5）、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
应与带电设备保持安全距离，移动引线时，
必须注意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



⑥、几种常见电器绝缘电阻值：

（1）低压线路中，两导线间或导线对地间绝
缘电阻不小于0.5M     ；

（2）低压电动机的相间和相地绝缘电阻不小
于0.5M     ；







（3）各类电动工具的绝缘电阻

Ⅰ类电动工具不小于2M    ；

Ⅱ类电动工具不小于7M    ；

Ⅲ类电动工具不小于1M    ；

 2、钳表的使用和测量：

 （大白P13—3）P210

①用途：在不断开电路

 时需要测量电流的场合；

②分类：钳形交流表T—301；

 钳形交直流表；MG系列；MG20，MG21，MG24；
MG26；

 可测交流电流、电压；T—302、MG24、MG26









③、结构：由一只电流互感器和带整流装
置磁电系表头组成。

④、如何选用钳表：（大白P13—3—1）

（1）根据被测线路或电器设备的电压选择
钳表的额定电压等级；

测量低压设备电流的用低压钳表；

测量高压设备电流选用高压钳表；

（2）根据被测线路电流大小选择钳表的量
程；

（3）根据测量电流种类场合来选取；（例
交流用T—301，直流用MG）



⑤、钳表使用时注意事项：（钳口与导线
位置，如何选档，换档，如何看读数，钳

口检查，消磁方法，使用完毕处理等）。

（1）外观检查:

要求清洁，无破损，钳口闭合密缝，无污
物或锈迹，开合把手应灵活，表指针应在
零位；如不在零位，应用调零螺丝调到零
位。

（2）导线位置：

 钳口套入导线后，应使导线处于正中位置
并与表垂直，钳口应完全密缝，如有“嗡
嗡”声可重开合几次使钳口密缝。



（3）如何选档，换档：

 如果测量前不知被测电流数值时，应将钳
表量程调到最大档，然后逐档减少至适当
量程才读数；（仪表读数为满量程1/2～2/3）
为宜。

换档：将钳表移出载流导体外，换到合适
位置。

（4）读数：

按所选量程的刻度线指示直读。

（5）钳口检查：

钳口接口面要对齐，对密，干净，不许间
隙过大，否则影响准确性。



（6）消磁办法：

在测量大电流后再测小电流时，为了准确，
要把钳口开合几次，消除大电流产生的剩
磁，才进行测量小电流。

（7）用完处理：

测完，将量程调到最大档或OFF档。

（8）扩大量程：

测量小于5安电流时，为较准确，在条件许
可时，可把导线多绕几圈后套进钳口进行
测量；实际电流值应是读数除以圈数。



⑥、有关规程规定：

（1）在高压回路上使用钳表时应两人进行。

（2）使用钳表时要注意钳表的电压级别，
测量时戴绝缘手套，站在绝缘垫上，不得
触及其它设备，以防短路或接地。

（3）观察表针时，要注意保持头部与带电
体的安全距离。

⑦、实地启动一台电动机，利用MG24型钳
表测量电动机空载电流。





电力拖动（一） 见复P6

十五、三相电动机分引出线头尾和按要求
接线：（大白P1—1）

①、先将电动机的六个引出线头分为三组，
以及判别头尾；

（1）用万用表欧姆档（×100）表笔分别
接触两个线端，当表针摆动很大的两个线
端为同相，做记号，用此法可判出A、B、
C三相绕组。



（2）将万用表换为直流毫安档，任意一相
绕组固定接万用表，另一相绕组接电池，
当接通电池瞬间，若表针正摆（右摆）时，
接电池正极的一端与黑表笔一端都是线头，
并做记号，同样方法做其余一组。

（3）把6个已判别头尾的线端按接线盒标
号接入接线柱。



 1、三相电动机空载试车：（大白P2—2）
见复P7

①、在试车前先用万用表R×1档测量R14、
R25、R36是否相等；正常电机的三

相电阻均应相等。

②、试车前应用摇表检查电动机的绝缘电
阻：

 相间与相壳的绝缘电阻均应在0.5M     及
以上；检查各螺丝是否紧固；引出线标记
是否正确；转子转动是否灵活；电动机外
壳应有良好的保护接地（或接零）的安全
措施，才能进行试车。





③、电动机空载试车需进行一小时以上，
要求三相电流平衡，一般是额定电流的
25%—40%左右（Y系列电机约20%—

30%）。

在空载试车中应检查电动机运转是否有杂
声和振动声，以及观察其发热情度，各部
分是否超指标。

④、试空车时用MG24钳表5安档逐一导线
测量练习和绕三圈后测量并对比其读数。



2  交流接触器安装前检查（大白P2—3）复P7

①、以CJ10—10；CJ10—20为例对照实物
讲解接触器各部分的构造；含灭弧罩、主触
头、辅助常开和常闭触头、弹簧、铁芯、短
路环、线圈等。P159



②、交流接触器各部分的检查及修理：

1）灭弧罩与外壳：是否完整、有没有破裂；

2）触头系统：主触头应平滑，没有氧化层或
不平，线圈通电后主触头接触面积应足够
检查弹簧压力，辅助触头接触应良好。

3）电磁系统：线圈有否断路，短路（与同型
号线圈电阻比较应相近）动静铁芯之间无
锈蚀、磨损，尘垢造成间隙过大，或者衔
铁歪斜，使用线圈通电后产生振动噪声和
线圈发热，并会导致烧毁，E形铁芯的中柱
铁芯间隙正常距离是0.1～0.2mm。线圈电
压有36、110、220、380V等，应与控制回
路电压相符。



 十七、电力拖动（1）

电动机单向运转点动控制电路的接线 P178

①、点动电路：

 工作原理——

 合上电源QS开关，

 按合SB按钮，KM

 线圈得电吸合交流

 接触器，其主触头

 接通主回路，三相

 电动机M获电旋转。

 松开SB，KM分，

 M失电停转。



各元件介绍：

①刀开关：P152，

（1）图形符号如下图

（2）文字符号SA



（3）常见型号有HK1—□/3（全国统一设
计产品）HK2

H：负荷开关；K：开启式；1或2：设计序
号，□： =15、30、60A；AC380V；

（4）HK系列闸刀开关不设灭弧装置，只
利用胶壳的遮护以防电弧灼伤手。要求：

 1）不宜带负荷操作；

 2）动作迅速（使电弧较快熄灭）

（5）刀开关电压选择：单相选 =220V～
250V；三相选 =380V～500V；

（6）刀开关电流选择：作隔离开关时
I≥1.3    ；作直接操作开关时，I≥3     ；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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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构：有操作手柄，动触头，静夹座，
进线座，出线座，绝缘底板。

（8）安装注意事项：

 1）手柄应朝上，垂直安装，不能倒装和平
装。

 2）安装高度：开关板1.3～1.5米；照明总
开关1.8～2.0米；

（主要考虑安全和操作方便）



②、熔断器FU1、FU2： P155

（1）用途：短路保护；串接在

保护电路中，当I≥I熔时热量熔

断熔体，自动切断电路，起过

载延时保护和短路瞬时保护。

熔丝规格见P158

1）过载：＜10的过电流；

2）短路：＞10的过电流。



（2）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3）常用熔断器

瓷插式RC1A；

螺旋式RL1：

无填料封闭管式RM；

有填料封闭管式RTO；



 （4）、RL1组成：瓷帽，熔断管，瓷套，
上接线座，下接线座及瓷座等。

1）应用场所：控制箱、配电屏、机床、和振
动大场所短路及过载保护。



2）型号含义：

3）特点：

体积小、

结构紧凑、

更换熔体

方便、有

熔断标志、

管内装有灭弧石英沙。

4）安装：电源应入中心端（下接线座）负载
接纹端（上接线座）。



③、交流接触器KM（大白P2—3）P159

（1）用途：作开关使用；接通或切断电路；
可供远距离控制。低电压、小电流控制高
电压、大电流。

（2）构造：含灭

弧罩、触头系统

（分主触头和辅助

常开、常闭触头）

、和电磁系统（由

铁芯、线圈、短路

环、弹簧）组成。



（3）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

（4）交流接触器安装前检查

（大白P2—3）

1）灭弧罩与外壳：

应完整，无破损；

 2）触头系统：

主触头应平滑，

没氧化层；有足够的接触面及压力；（用
纸拉应裂，但不断）。各辅助触头应正常。



 3）电磁系统：

A）线圈电压应符合控制回路电压（36、
110、127、220、380V）无开路和短路现

象。

B）铁心表面应干净，无锈蚀和尘垢。

C）E型铁心中柱间隙正常为0.1～0.2mm

D）短路环应正常，若脱落或断裂，会产生
振动及噪声。



（5）型号含义：

（6）短路环作用：

减少振动；

（7）KM解体重

装练习。



④、按钮SB： P169

（1）用途：接通或断开控制电路；用于操纵
接触器、继电器或电器联锁。

（2）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常开用于启动

常闭用于停止

按钮是电力拖

动中的一种发

送指令的电器，它不直接控制主电路的通
断，而是作用于小电流的控制回路中。



（3）型号定义：

结构型式中

K：开启式

H：保护式；

 J：紧急式

Y：钥匙式；

S：防水式；F：防腐式；X：旋钮式，

D：带指示灯式。

 4）常用按钮： ； — ； —

— ； — ； — ；等
2LA 10LA H2 10LA H3

4LA H2 4LA H3 19LA D11



 5）选用：

据触点数、使用场合及颜色标注来选择。
通常 =500V； =5A。

 6）SB解体重装练习；

要求用万用表量出常开常闭触点和学会更
换破损按钮零件。

NU NI



电器件在实操板上的安装与接线：

（1）材料准备：电器件已装工位，导线自备

（2）工具准备：螺丝刀（一、十字）、电工
刀，电笔，万用表、剥线钳、尖嘴钳等。

安装要求：

 1）导线采用明线入槽敷设，走线合理，且
尽可能短，布线应横平竖直。

 2）导线按主回路、控制回路接出。

 3）一个电器元件接线端子上连接导线不得
超过二根；接点不得松动，不压绝缘层；

外露铜不得超2mm。建议用编码管 接线。



（5）、注意事项：

 1）电动机及电器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2）电动机试车可用四芯电缆。

 3）接线前应检查电源开关确在断开位置，
所有接线及维修安装均在无电下进行。

 4）所有接电的实习项目通电前要用万用表
检查线路的正确性。

 5）通电试车应在老师监护下进行，同学不
得自行试车。



（6）工作原理及在上岗证电拖柜的具体接
线： P178

注意：控制回路电压是36V考证柜中没有安
装FU；可用自动空气开关直接控制380V，
和36V。



十八、电动机单向带过载保护连动电路：P180 

 ①、热继电器FR： P163

 （1）作用：作电动机过载保护；（2）动作原理：
利用电流热效应使触头动作；

 （3）组成：1）热驱动器件；2）常闭触头；

 3）传动机构； 4）复位按钮；5）调整电流装置



（4）图形符号如右图所示；

（5）文字符号FR

（6） 型号含义：



（7）技术数据：见P164表3—4、和P165
表3—5；

（8）有关规定：

 1）（71—152）电动机的过负荷保护采用
热继电器时，热继电器整定电流是100%电
动机额定电流。P366

 2）（83—6）下列情况的 电动机可不装设
过负荷保护：P365

ⅰ、短时间内反复开机、停机的电动机；
ⅱ、4.5千瓦及以下连续运行的电动机；

ⅲ、过负荷可能性很小的电动机。（如排
风机，离心泵）



 ②、连动电路如图2所示： 工作原理：

 1）启动：合上QS开关

 后按启动按钮SB2

 KM合→自锁及主触头

 闭合→电动机获电旋转。

 2）停止：按停止按钮

 SB1→KM分→M失电停

 转。

 说明：QS开关用QF空

 气开关代，FU1、FU2

 取消用直线代；KM的

 线圈电压为36V。



电路安装接线：

③、用万用表欧姆档R×1K检查控制回路
正确性：

1）红、黑笔碰（0，1）表针应不动；R=∞



2）两表笔碰（1，3）表针应右摆尽，R=0；

（量二次）按SB5，表针返回R= ∞；

3）两表笔碰（0，4）表针应显

示有电阻值R≠0； （量二次）

4）两表针碰（3，4）R=∞；

按SB1或压KM，表针右尽R=0

满足不了上述现象，均为不正

确应找出原因并排除 ；另应检

查FU1、FU2应导通。



④、装接线要求：

 1）导线采用多股导线，线入线槽，走线合
理且尽可能短，横平竖直；

 2）练习时，长线不要随意剪短，尽可能找
长度合适的线，线长可弯曲压入槽中；

 3）一个电器元件接线端子连接导线不得超
过两根，接线不得松动，以拉不动为好；
不压绝缘层，不反圈，露铜不超过2mm。

 4）布线时严禁损伤线芯和导线绝缘；

 5）螺丝打滑时可用一字批拆出后更换；



 6）线路复杂时应套线号管以减少差错；

 7）电动机及电器金属外壳应接地；

 8）线路装完后应用万用表检查确认线路无
误后方可通电功能；

 9）接入电机试车前，要确认U、V、W输出
端子有380伏，防止跑单相。



 22、装接一台电动机作单向连续运转及带
点动控制的接线。

① 点、连动电路：（大白P7—9）

工作原理：合上QS 

1）点动控制：



 2）连动控制：

 3）停机：

按SB1→KM分

→M失电停转。

试车方法：

 1）点动：

按SB2、KM合；

松SB2、KM分；

 2）连动：按SB1、KM合；

 3）停止：按SB5、KM分。



（2）具体接线：参考大白P8，复习资料P7



（3）用万用表检查线路图的正确性：
R×1K(或R×100）档

 1）两表笔碰（0，1）表针应不动，R=∞；

 2）两表笔碰（1，3）表针应右摆到尽，
R=0；（量3次）按SB5，表针左尽R= ∞

 3）两表笔碰（0，4）应有一定电阻值，
R≠0；（量3次）

 4）两表笔碰（3，4）按SB1，应R=0；按
SB2，也应R=0；压KM，R=0才对。

若测量结果与上述不同，则线路有错。



（4）、通电试功能：

试点动：

 1）按SB2      KM合，电机转动；按SB2

KM 分，电机停转。

试连动：

 2）按SB1     KM合（有自锁），电机连续
转动。

试停止：

 3）按SB5      KM 分，电机停转。

 







 23、在控制回路的加装限位开关和护罩安
全开关的接线（动二）（大白P4—7）

（1）对假定电机容量正确选择开关、熔体、
导线、热继电器规格。

（2）口述刀开关、接触器、熔断器、热继
电器在回路上的作用和规格选择的原因。

设已知（P=7KW， 14A， =5S，
=6     ）；

《1》隔离开关QS：P364、电动机的开关
一般不小于电动机定电流1.3倍,但直接起动
的闸刀开关不少于3倍。

NI stt stI

NI



 I开关≥1.3×14=18.2A；

∴选胶壳开关HK2—30/3

（2）熔体FU1：P365

熔体额定电流I熔=K      ；

 ＜3S：K=0.25～0.4；

 =3～8S：K=0.5～0.6

 ＞8S或反接接制动：

K=0.5～0.6；重要的电机取较大值；

熔体：I熔=K    =0.5×6×14=42A；

∵ =5S，∴取K=0.5

stI

stt

stt

stt

stI

stt



查P158表3—2常用熔丝规格表IFUN=49A，

对应I熔断=98A；应选直径为 1.12mm铜线
为熔丝。

（3）、导线：P370、（64—106）；

 配电线路短路保护时，熔体额定电流不
超过导体长期容许负荷的电流2.5倍。

即是I熔≤2.5I线或I线≥0.4I熔；

电动机配线：

 I线＞I负荷电流 （见大白P3—6—4）

 I线≥0.4I熔=0.4×42=16.8A；

验I线＞I负荷；有16.8A＞14A；



查附录一：P320或大白P24—23；

当I线=16.8安时可选铜芯绝缘线1.5mm2。
其安全载流量为20安，（题目没有说明安
装条件时可按明敷处理）。

校验：

导线与熔体的配合，I熔≤2.5I线，

已知I熔 = 42A，I线 = 20A，2.5I线 = 50A，
即42A＜50A。 （合格）

※若选I熔=49A；仍有49A＜50A（合格）



（4）、热继电器FR：P165

 1）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型号有D字还可
以作断相保护。（大白P3—6）

 2）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电动机的额定电
流。（热主元件）

 3）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 = 100%电动机额
定电流（71—152）。P366

 现已知 = 14A，查P165表3—5    JR0、
JR16系列热继电器；查热元件额定电流为
16安一栏∴应选JR16— 20/3D热元件额定
电流（10—16A），整定14A（P165）。

NI



补（5）交流接触器KM   28—161，P162

主触头的额定电流等于或大于电动机额定
电流，线圈的额定电压必须符合控线路的
电压。

 I开关 ≥ 1.3IN = 1.3×14 = 18.2A（P364）

查P162表3—3主触头额定电流≥ 18.2A栏

 ∴应选CJ10 — 20， 线圈电压为36V。

CJ10主触头的额定电流规格有5、10、20、
40、60、100、150安；

CJ12B有100，150，250，400，600安；
辅助触头有5分1合，4分2合，3分3合。



（6）按钮SB的选用： （P170）

 视使用场所而定；保护型：LA10—3H，
380V，5A； 塑壳型：LA4—3H，380V，
5A；

 控制葙型：LA19—11D或LA18—22，黄、
绿、红三色各1个，380V，5A。

假如要求用钢管敷设并选钢管、导线时，

已知I线 = 16.8A,（查P320 附录一；绝缘导
线的安全载流量 ）查钢管内导线数=3根，
铜2.5mm2,对应载流量20A, ∴选2.5mm2铜
芯绝缘线. (查P376表5—4) 2.5mm2三根导
线应选19mm直径钢管。有关管子布线规定
见（72—162、163、164、165）等。



 二、线路分析 （大白P4—7）

 护罩安全开关（SQ2）应选用常

开触点，当护罩未盖上，常开触点

断路，电动机不能工作。盖上护罩

后，利用护罩压着安全开关，使常

开触点接通电动机才能起动。

 限位开关（SQ1）选用常闭触点，

并将其串联在自锁电路中，当电动

机行程到了给定位置，压块压到行

程开关时，使开关的常闭点断开，

自锁电路断路，接触器线圈断电，

电动机停转。



接线前应用万用表欧姆档测出限位开关的
常闭触点以及安全开关的常开触点然后进
行接线。（见上图）注意：考试时使用36V

电压作控制回路电压。

①、位置开关（又叫行程开关；限位开关）
P171

它利用生产机械运动部件的碰撞而使其动
作的一种电器。

（1）作用：接通和断开控制电路；

（2）种类：常见有LX19K、JLXK型；天
车用LX22—2；



 1）以运动形式分：有直动式和转动式；

 2）以触点性质分：有触点和无触点式；

（3）结构：由操作头、触头系统、和外壳
组成。

（4）图形符号如右图：文字符号：SQ；



（5）型号意义： LX19K是元件；LX19—

001径向型



考证柜用XCK—P—121；500V；3A；

②、工作原理：合上QS开关后

（1）启动：压合护罩限位开关

SQ2→按合SB1→KM合→辅

（3，6）合自锁和主触头合→

M获电旋转。

1）碰限位SQ1停：当工作台压

块碰SQ1→（6，4）分→KM分

→M停。

 2）停止：按停止按钮SB5或

热继电器辅助触FR分→KM分→M停。



在控制回路的加装限位开关和护罩安全开
关的接线



（2）自检线路：用欧姆档R×1K（或R×100）

 1）两表笔碰（1，0）应R=∞；

 2）两表笔碰（1，3）应R=0；

 3）两表笔碰（0，5）

应R≠0；对CJX4—1810，

约R36V=6Ω；

 4）两表笔碰（3，4）

按SB1或按KM时，应R=0；

测量结果与上述不同，应排查

故障。



（3）试车方法：合上电源开关

 1）压合SQ2，按SB1     KM 合；

 2）KM合后，压分SQ1     KM分；

 3）压合SQ2，按SB1     KM 合；松SQ2 

 KM分。











（4）、实习容易出错之处：

1）元件未有检查好就接线；

2）没有看清端子，接错线；

3）压着电线绝缘而不是压接导线；

4）没落线号管而接错线接漏线；

5）螺丝滑牙接线松或导线接触不良；

6）完成接线后没用万用表核对线路的
正确。

7）SQ1、SQ2用错触头



 25、电动机基本控制线路的安装（四）

一、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安装： P183

线路中采用了两个

接触器，正转用KM1

反转用KM2，分别由

正转按钮SB2和反转

按钮SB3控制；

当KM1合时，电动

机M获正相序L1—L2

—L3电源接线；电机

M正转。



当KM2合时M获反相序L3—L2—L1电源接
线；电机M反转。它们对调了两相电源；

因为当KM1和KM2同时吸合时会造成两相电
源（L1和L3）短路，所以为保证当一个接触
器吸合时另一个不准吸合；

在正转控制电路中串接反转接触器KM2常闭
触头，在反转控制电路中串接正转接触器
KM1常闭触头。

这种当一个接触器得电动作时，通过其常闭
触头断开使另一个不能得电动作的作用叫联
锁或叫互锁。



 （1）、工作原理：

1）正转控制：

2）停止控制：

3）反转控制：

（2）优缺点：优点：工作安全可靠。

缺点：操作不便；电动机换转向时要先停后反 。



（3）、实习方法：

 1）按电气原理图将所需器材配齐并检验元
件质量；如元件有故障应给予排除。

 2）在控制板上按图安装所有电器元件。

 3）按图进行板前明线布线并套编码套管。

 4）自检控制板布线的正确性。

 5）通电试车。



（4）主电路的接线：（大白P3—6）复P4

1）按图找

出相关元件；

2）按图接

线；

3）将电机

及地线接上；



（5）控制回路线的安装：



（6）自检方法：用欧姆档R×1K

（R×100）；

1）两表笔碰（0，1）表针应不动，R=∞；

2）两表针碰（1，3）应R=0；按SB5，
R=∞；

3）两表笔碰（0，4）和（0，6）应R≠0；用
R×1档量线圈 R36V=6Ω；

4）两表笔碰（3，4）按SB1或按KM1；

碰（3，6）按SB2或按KM2 都应R=0；

 如不满足上述情况时说明线路有故障应排
除后再通电校验。



（7）试车：

经自检无误后，可向老师申请通电试车；

 1）正转：按SB1     KM1合，电机M正转；
（或U、V、W处任意两点应有380伏）；

 2）停转：按SB5      KM1分，M停转。

 3）反转：按SB2     KM2合，电机M反转；
（或U、V、W处任意两点应有380伏）；

 4）停转：按SB5      KM2分，M停转。
（关总电源）




 





按钮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线路安装:P184

正转按钮SB1

和反转按钮SB2

换成两个复合按

钮并用复合按钮

常闭触头代替接

触器的常闭触头，

用机械联锁代替

了接触器的电气

联锁。



（1）工作原理：与接触器联锁控制电路相似

1）正转控制：

2）反转控制：（不需要按停止按钮）

3）停转控制：



（2）线路优点：操作方便；

缺点：容易产生电源两相短路故障。设
KM1主触头熔焊，L1接U相，L2接V相，
L3接W相；若此时按合SB2则KM2吸合时，
会L1接通W相，L2接通V相，L3接通U相；
结果会发生L1、L3两相短路。

（3）实习方法：与接触器联锁控制电路同；



（4）按钮联锁电路接线：主电路可不接



（5）、自检线路：与接触器联锁控制电路
同。（用万用表检查线路正确性）

 1）两表笔碰（0，1），R=∞；

 2）两表笔碰（0，4）；R=RKM1=6Ω；
（CJX4—1810，36V）

 3）两表笔碰（0，6），R=RKM2=6Ω；

 4）两表笔碰（3，4），R=∞；按SB1或按
KM1时R=0；

 5）两表笔碰（3，6），R=∞；按SB2或按
KM2时R=0；



（6）通电试车：合上电源开关：

 1）正转：按SB1     KM1合，M得电正转；
或者量U、V、W处任意两点应有380V。

 2）反转：（不用按停止按钮）按SB2

KM1先分，KM2后合，M得反相序电反转。

 3）停机：按SB5       KM2分，M失电停转。









 28、双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电路安装：
P185（大白P3—6）

本电路为按钮、接触器双重联锁的正反转
控制线路，这种线路是在按钮联锁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接触器联锁，所以有两种联
锁控制线路的优点即操作方便和工作安全
可靠。所以在电力拖动中被广泛应用。

作用：

防止人为误动作操作或主触头熔焊不释放，
发生相间短路的危险。



双重联锁的正反转电路的原理图：



（1）工作原理：先合上QS开关

1）正转控制：

2）反转控制：

3）停转控制：



☆注意：原理控制电路为380V ，实操时控
制电路电压改为36V；

（2）线路特点：

 1）优点：安全可靠，操作方便；

 2）缺点：接线复杂。



具体接线



（4）自检方法：用万用表欧姆档R×1K

（或R×100）测量控制回路；

 1）两表笔碰（0，1）表针应不动，R=∞

 2）两表笔碰（1，3）应R=0；按SB5，
R=∞；

 3）两表笔碰（0，4）或碰（0，7）应R≠0；
应等于线圈阻值。R=6Ω；

 4）两表笔碰（3，4）按SB1或按KM1都应
R=0；

 5）两表笔碰（3，7）按SB2或按KM2都应
R=0；



（5）通电试车：

 1）正转：按SB1     KM1合，M正转；或量
U、V、W、输出端子任两点有380伏。

 2）反转：（不用按停止按钮直接过渡）

 按SB2      KM2合，M得反序电而反转；
或量U、V、W、输出端子任两点有380伏。

（6）考试要求：只考正反转主电路，要求
线入线槽，连线要牢固且不能露铜太多；
平时练习主、控制电路就两样都要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