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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变频式互感器测试仪 互感器励磁特性测试仪 伏安特性测试仪5年保修 且检测精度，工作稳定性和使用
寿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直插式氧很难采用传统氧化锆氧的整体氧化锆管状结构，而多采取技术要求
较高的氧化锆和氧化铝管连接的结构。密封性能是这种氧化锆氧的关键技术之一。目前上进的连接方式
，是将氧化锆与氧化铝管永久的焊接在一起，其密封性能，与采样式检测方式比，直插式检测有显而易
见的优点：氧化锆直接接触气体，检测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维护量较小。当测量烟气温度高于700℃时
，传感器组成中省去加热器和测温热电偶。 HN10A互感器特性综合测试仪  功能简介： 互感器特性综
合测试仪是一种为测试互感器：PT、CT（保护类、计量类）、伏安特性（励磁特性）曲线、自动给出点
值、 自动给出5%和10%的误差曲线、变比测量、比差测量、相位（角差）测量、极性判断、一次通流测
试、交流耐压测试、 二次负荷测试、二次绕组测试、铁心退磁等设计的多功能现场试验仪器。
功能特点： 单机输出电压2500V、输出电流1000A、支持检测500KV/1A的CT 技术参数：
1、工作电源：AC220V±10% 、50Hz 2、设备输出：0～2500Vrms， 5Arms（20A峰值）
3、大电流输出：0～1000A 4、二次绕组电阻测量范围：0.1～50Ω
5、二次绕组电阻测量准度：≤0.5%、分辨力0.01 6、二次实际负荷测量范围：5～300VA 7、二次实际负
荷测量准度：≤0.5%±0.1VA疫情渐渐平复，这两天，各城市迎来了复工潮。浙江东阳请警车全程护送贵
州回浙人员复工、义乌包专列接员工返城、嘉善包专机运送154位返岗员工、广州东莞包车从云南昭通接
员工复工，佛山市长公开承诺绝不因企业因无口罩而不能复产问⋯⋯这一波波的硬核抢人操作，是在夺
回1个月失去的GDP–在疫情可控下，抢人抢资源，早跑一步，经济早复苏。但疫情仍有，如何使之前的
“封闭式管控”转变至利于经济发展的“精密型智控”？近日，卫健委介绍说，使用“红外热成像体温
仪能够实现较远距离、非接触的情况下多目标同时进行体温检测，可以减少人员接触，相对安全便捷⋯
⋯”。 CT测试 进行电流互感器励磁特性、变比、极性、负荷、直阻、一次通流、角差、比差、交流耐
压测试时，请移动光标至CT，并选择相应测试选项。 1、
CT励磁（伏安）特性测试在CT主界面中，选择“励磁” 选项后，即进入测试界面如图4。 
1）、参数设置： 励磁电流：设置范围（0—20A）为仪器输出的设置电流，如果实验中电流达到设定值
，将会自动停止升流，以免损坏设备。通常电流设置值大于等于1A，就可以测试到拐点值。 励磁电压：
设置范围（0—2500V）为仪器输出的设置电压，通常电压设置值稍大于拐点电压，这样可以使曲线显示
的比例更加协调，电压设置过高，曲线贴近Y轴，电压设置过低，曲线贴近X轴。如果实验中电压达到设



定值，将会自动停止升压，以免损坏设备。  1) 、试验： 接线图见（图5），测试仪的K1、K2为电压输
出端，试验时将K1、K2分别接互感器的S1、S2（互感器的所有端子的连线都应断开）。检查接线无误后
，合上功率开关，选择“开始”选项，即开始测试。                 试验时，光标在“停止”
选项上，并不停闪烁，测试仪开始自动升压、升流，当测试仪检测完毕后，试验结束并描绘出伏安特性
曲线图 一直以来，工程师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波形的稳定性分析。然而在对波形的长时间监控中，突发
的数据干扰往往难以捕捉，就成为了许多工程师的心头之患。本文介绍几种实用分析功能，协助工程师
们快速异常数据的位置。查看波形是电子测量仪器常用的一个功能。为了确保波形是否稳定运行，工程
师们往往需要对观测信号进行长时间的采样检测，本文介绍ZDL6示波记录仪常用的3种波形异常检测功
能，可以通过这3种功能迅速到异常数据的发生位置，大大提高测试效率。激光切割加工技术是推动以、
航天飞行代表的运动载工具向高性能、轻量化、长寿命、短周期、低成本等方向发展的关键制造技术。
尤其在工业，激光切割加工技术地促进了制造技术的跨越发展。一台发动机从进气道到尾喷口的各个部
件的上百种零件需激光切割。激光切割的应用，解决了多项发动机难加工材料的切割、大型薄壁件群孔
加工、零件叶型孔高精度切割、特种表面零件加工等加工难题。激光切割技术应用零件较多，本文以部
分零件的制造技术介绍激光切割技术在发动机制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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