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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集成运动控制系统工程实战》包括集成运动控制系统技术基础、组建入门、集成案例三部分。
技术基础部分主要介绍整个系统涵盖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运动控制系统的概述、运动控制系统电气
基础及现场总线控制等内容；组建入门部分基于施耐德电气的运动控制产品展开，介绍了各产品的硬
件使用及软件的基本配置，并结合简单的实例阐述每种设备的基本应用，然后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
典型总线控制方式的实现；集成案例部分共有5个综合系统案例，详细阐述了系统的设计方案和实现
步骤，供读者进行综合实践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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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另外，还有基于微处理器或单片机为核心的智能控制器（智能脱扣器）的智能断路器
等。
智能断路器不仅具备普通断路器的各种保护功能，同时还具备定时显示电路中的各种电器参数（电流
、电压、功率、功率因数等），对电路进行在线监视、自行调节、测量、试验、自诊断、可通信等功
能，还能够对各种保护功能的动作参数进行显示、设定和修改，保护电路动作时的故障参数能够存储
在非易失存储器中以便查询。
低压断路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通断能力、分断时间等。
其中，通断能力是指断路器在规定的电压、频率，以及规定的线路参数（交流电路为功率因数，直流
电路为时间常数）下，所能接通和分断的短路电流值。
分断时间是指切断故障电流所需的时间，它包括固有断开时间和燃弧时间。
低压断路器的选用，应根据具体使用的条件选择使用类别、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脱扣器整
定电流和分励、欠压脱扣器的电压电流等参数，参照产品样本提供的保护特性曲线选用保护特性，并
需对短路特性和灵敏系数进行校验。
2.1.3接触器接触器是一种能利用电磁吸力频繁地导通或断开交直流主电路及大容量控制电路的电磁式
自动切换电器。
接触器的主要应用就是对设备进行启停控制，通过控制接触器线圈的通电、断电，从而控制主回路的
通断。
在功能方面，接触器具有远距离操作功能和欠电压释放保护功能，但它过载能力不高，不能切断短路
电流，也没有过载保护功能。
由于接触器体积小、价格低、容量大、寿命长，并且维护方便，因此，用途十分广泛。
常用于控制电机、电加热设备、电焊机、电容器组等负载，常用作可编程控制器的输出执行元件。
接触器的结构一般也由电磁机构、触点系统、灭弧系统、反力机构、缓冲机构、支架底座等几部分组
成。
其工作原理符合电磁式电器的一般工作原理，接触器电磁机构的线圈通电后，在铁心中产生磁通，在
衔铁气隙处产生吸力，使衔铁产生闭合动作，主触点在衔铁的带动下也闭合，于是接通了电路。
与此同时，衔铁还带动辅助触点动作，使常开触点闭合，使常闭触点打开。
当线圈断电或电压显著降低时，吸力消失或减弱，衔铁在释放弹簧作用下打开，主、辅触点又恢复到
原来状态。
接触器的电气符号及外观如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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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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