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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简要介绍了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基本结构。
以施耐德ATV31变频器为例，详细介绍了其主要功能、参数设置方法、变频器的多种适用电路和成套
变频调速电气控制柜的设计方法。
    本书所涉及的电路均为生产一线的实用电路，理论知识介绍较少，突出适用性，并介绍了一些在实
验室模拟生产工艺的试验方法。
特别适合在实验室边讲边练。
    本书可以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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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变频器就是将固定频率的交流电变为频率连续可调的交流电的装置。
变频器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变频器的问世，对电气调速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技术具有节能、改善生产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和易于实现自动控制等许多优势，
是国际公认的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
　　通用变频器不仅用于一般性能的节能调速控制，而且已经用于高性能、高转速、大容量调速控制
领域。
所谓“通用”，是指能与通用的笼型电动机配套使用，能适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负载并具有多种可供
选择的功能。
变频器作为一种智能调速设备，以其多用途、高可靠性和明显的节电效果，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大
型自动化生产线和各类电动机控制上，如造纸、轧钢、印染、电力机车和机械加工等领域。
变频器不仅可以单台独立工作，也可以多台分别控制各自不同的被控对象。
并可与计算机连接，进行相互通信，采用计算机对变频器网络的集中控制，形成连续生产线的调速控
制系统。
因此，现在的通用变频器在各行业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1．变频器技术的发展历程　　变频器的主电路都采用电力电子器件作为开关器件，因此，电力
电子器件是变频器发展的基础。
　　第一代以晶闸管为代表的电力电子器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1956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晶闸管，l958年通用电气公司推出商品化产品。
晶闸管是电流控制型开关器件，只能通过门极控制其导通而不能控制其关断，故又称为半控器件。
由晶闸管组成的变频器工作频率低，应用范围很小。
　　第二代电力电子器件以电力晶体管(GTR)和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为代表，在　　20世纪60年
代发展起来。
它是一种电流型自关断的电力电子器件，可方便地实现变频、逆变和斩波，其开关频率仍然不高，只
有l～5kHz。
尽管已经出现了脉宽调制技术，但因载波频率和最小脉宽都受到限制，难以得到较为理想的正弦脉宽
调制波形，因而使电动机在变频调速时产生刺耳的噪声，限制了变频器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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