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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建明的《电气控制与PLC应用》由3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1～2章，介绍电气控制中常用的低压电
器、典型控制线路、典型电气控制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第二部分为第3～8章，介绍可编程控制器基
础，以西门子公司
S7-200型PLC为重点介绍西门子S7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结构原理、指令系统及其应用、控制系统程序分析
和设计方法：第三部分为第9～10章，介绍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与网络控制。

《电气控制与PLC应用》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技术及相近专业的“现代电气控制”或类似课
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专科层次相关专业的教材，并可作为电子技术、电气技术、自动化方面工程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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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应具有必要的保护环节 （1）短路保护 在电器控制线路中，通常采用熔断器或断
路器作短路保护。
当电动机容量较小时，其控制线路不需另外设置熔断器作短路保护，因主电路的熔断器同时可作控制
线路的短路保护，若电动机容量较大，则控制电路要单独设置熔断器作短路保护。
断路器既可作短路保护，又可作过载保护，线路出故障，断路器跳闸，经排除故障后，只要重新合上
断路器即能重新工作。
 （2）过流保护 不正确的启动方法和过大的负载转矩常引起电动机的过电流故障。
过电流一般比短路电流要小。
过电流保护常用于直流电动机和绕线转子电动机的控制线路中，采用过电流继电器和接触器配合使用
。
将过电流继电器线圈串接于被保护的主电路中，其常闭触头串接于接触器控制电路中，当电流达到整
定值时，过电流继电器动作，其常闭触头断开，切断控制电路电源，接触器断开电动机的电源而起到
保护作用。
 （3）过载保护 三相笼型电动机的负载突然增加、断相动作或电网电压降低都会引起过载，笼型电动
机长期过载运行，会引起过热而使绝缘损坏。
通常采用热继电器作笼型电动机的长期过载保护。
 （4）零电压保护 零电压保护通常采用并联在启动按钮两端的接触器的自锁触头来实现。
当采用主令控制器SA控制电动机时，则通过零电压继电器来实现。
零电压保护线路如图2—40所示。
主令控制器SA置于“0”位时，零电压继电器KA吸合并自锁。
当SA置于“1’’位时，保证了接触器的接通。
当断电时，KA释放，当电网再通电时，必须先将SA置于“0”位，使KA通电吸合，才能使电动机重新
启动，起到零电压保护作用。
 对电动机的基本保护，如过载保护、断相保护、短路保护等，最好能在一个保护装置内同时实现，多
功能保护器就是这种装置。
电动机多功能保护装置品种很多，性能各异，如图2—41所示为其中的一种。
图中保护信号由电流互感器TA1、TA2、TA2串联后取得。
这种互感器选用具有较低饱和磁密的磁环（如用软磁铁氧体MXO——2000型锰锌磁环）做成。
电动机运行时，磁环处于饱和状态，因此互感器二次绕组中的感应电动势除基波外还有三次谐波成分
。
 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三相的线电流基本平衡（大小相等，相位互差120°），因此，在互感器二次绕
组中的基波电动势合成为零，但三次谐波电动势合成后是每相电动势的3倍。
取得的三次谐波电动势经过二极管VD2整流、VD1稳压、电容器C1滤波，再经过R1与R2分压后，供给
晶体管VT的基极，使VT饱和导通。
于是继电器KA吸合，KA常开触头闭合。
按下启动按钮SB2时，接触器KM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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