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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Shimastu蓄电池NP7-12 12V7AH音响
电动工具电池

公司名称 山东恒泰正宇电源厂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品牌:Shima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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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60号银座万虹广场
1号公寓1001-5号

联系电话 13026576995 13026576995

产品详情

Shimastu蓄电池NP7-12 12V7AH音响 电动工具电池

由于传统UPS
设计的局限性及设备本身的一些问题，如今一种机架式的模块化UPS正在悄悄地引起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它的引入必将引起不间断电源新的革命。模块化UPS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结构有两类：一类是功率模
块化UPS，另一类是完全模块化UPS.功率模块化UPS由机架加功率模块构成，功率模块中包括传统UPS的
整流、滤波、充电、逆变器等部分，但静态旁通与系统的部分监控和显示共用一个机架，各模块独立控
制并联运行，机架上的显示控制模块仅作为用户开关UPS主机和进行网络化监控平台。完全模块化UPS由
机架加单体模块构成，每个单体模块内部都装有整个UPS电源与控制电路，包括整流器、逆变器、静态
旁路开关及附属的控制电路、CPU主控板，每个UPS模块均有独立的管理显示屏。

我们同样以前面的案例为依据，假设采用完全模块化UPS设备，配置方案如下：

根据近期的负荷，结合远期发展需求，UPS系统同样按双母线配置方式考虑，可配置2套UPS设备，每架
只需配置2个UPS模块（每块50kVA）即可满足本期需求，采用1+1冗余方式配置，主用1个模块，冗余1个
模块，若其中的一个模块发生故障，它将自动脱离系统，由其它模块继续给负载供电，以保证系统的正

常运行；2套模块化UPS
系统采用双母线供电工作方式，主设备交流配电屏分别从2套UPS输出屏各引接1路，当1套UPS故障时，
由另1套UPS承担全部负载供电，保证设备安全运行。现有UPS设计方案数据设备初建时，以使用交流电
源为主，所以大多配置UPS设备为其供电。在配置UPS设备时，由于要考虑用电设备扩容的需要，加之早
期UPS设备无法扩容，只能按数据设备远期负荷考虑配置。这样就造成初期建设投资偏高，系统建成投
产后，设备利用率又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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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设备负荷情况，还有UPS厂商提供的UPS输出功率因数为0.8（功率因数为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
之比，以COSΦ表示。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做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
则小于视在功率）。同时考虑负载的功率因数（按0.8考虑），当负载的功率因数与UPS的输出功率因数
不一致时，应注意保证UPS的容量能提供给负载足够的有用功率和无用功率，并以此为原则计算UPS的容
量。 根据计算，需配置250kVAUPS，当时考虑支撑系统的重要性，采用了双母线配置方式，即配置了2

套250kVAUPS设备，每套按1+1并机系统考虑。由于UPS
设备本身谐波分量难以控制到要求的数值，必须配置滤波设备来降低谐波分量。

UPS市场需要变革，以色列的GA(伽玛创力)公司致力于推广“模块UPS”的概念与产品，力擎技术革命
大旗，推进产业的变革。其中，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UPS，模块UPS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模块化冗余并联”凸现价值。在行业用户的信息网络供电系统建设中，经常会UPS的容量产生错误的
、或是过低或是过高的预计，其结果可能会导致采购成本过高、无法满足负载需要或造成资源、空间及
能源浪费等情况。模块化UPS通过可扩充的模块结构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可以帮助用户在未来发
展不明确的情况下分阶段进行建设和投资。当用户的用电负载需求增加的时候，只需要根据用电规划阶
段性的增加功率模块即可。

此外，在传统高端UPS产品中，一直存在着单台UPS容易出现单点故障的问题，以往用户对此的安全保障
措施是采用传统的“1+1”或“N+1”的冗余机制，这不仅增加了采购、安装及维护成本，而且只能容错
一次。而在模块UPS系统中，各并联模块皆为内置冗余的智能型独立个体，无需系统控制器对并联系统
进行集中性的控制。当任何模块(包括系统控制模块)发生故障后，该冗余设计将会实现大程度的故障冗
余，同时还可以允许用户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超过一次容错率的冗余。也就是说在模块UPS的系统下，
用户只需要购买相应的功率模块，即可实现“N+X”的故障冗余及升级扩容。

高安全、易维护突破应用“瓶颈”。在电信、金融、电力等行业的故障往往是灾难性的，其网络系统需
要更高的安全体系保障。传统高端UPS在日常维护、设备维护期间均需要采取转旁路的方式，而负载在
这种情况下是不受UPS保护的。因此如果此时发生电源中断、过载等故障，将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并且
其维修过程相对繁琐，不利时效。模块UPS系统中采用的热插拔技术可以允许单体模块在不需停电的前
提下任意进入或退出并联单元。从而实现了并联系统的在线维护，同时无需专门的仪器或技术即可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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