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宿迁安川变频器整机损坏维修

产品名称 宿迁安川变频器整机损坏维修

公司名称 无锡康思克电气有限公司

价格 2325.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安川
型号:全系列
产地:宿迁变频器维修

公司地址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惠澄大道77号

联系电话 0510-83220867 15961719232

产品详情

安川

解决办法：请排除由于连线松动所造成的问题;更换损坏的控制板与驱动板

故障现象：上电报ERR23(电机对路短路故障)

原因：电机或电机线缆绝缘失效导致对地短路

解决办法:若确定变频器输出端不接线时仍故障，则变频器损坏;若变频器本身没有故障，则请排除电瓶器
到电机之间，或电机本身的故障

故障现象：上电显示“8888”一、故障信息解决方法

(1)逆变单元保护Err01

故障原因排查:

1、变频器输出回路短路

2、电机和变频器接线过长

3、模块过热



4、变频器内部接线松动

5、主控板异常

6、驱动板异常

7、逆变模块异常

故障处理对策:

1、排除外围故障

2、加装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

3、检查风道是否堵塞、风扇是否正常工作并排除存在问题

4、插好所有连接线

5、寻求技术支持

(2)加速过电流Err02

1、变频器输出回路存在接地或短路

2、控制方式为矢量且没有进行参数调谐

3、加速时间太短

4、手动转矩提升或V/F曲线不合适

5、电压偏低

6、对正在旋转的电机进行启动

7、加速过程中突加负载

    (6) Er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存贮器异常。

    关于G/P9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ER1不复位”故障的处理:去掉FWD—CD短路片，上电、一直按住
RESET键下电，知道LED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松手;然后再重新上电，看看“ER1不复位”故障是否解除，若
通过这种方法也不能解除，则说明内部码已丢失，只能换主板了。

    (7) Er7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自整定不良。

    G/P11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出现此故障报警时，一般是充电电阻损坏(小容量变频器)。另外就是检
查内部接触器是否吸合(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且当变频器带载输出时才会报警)、接触器的辅助触点



是否接触良好;若内部接触器不吸合可首先检查驱动板上的1A保险管是否损坏。也可能是驱动板出了问题
—可检查送给主板的两芯信号是否正常。

    (8) Er2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面板通信异常。

    11kW以上的富士变频器维修当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会出现此报警(主板问题)。对于E9系列机器，一
般是显示面板的DTG元件损坏，该元件损坏时会连带造成主板损坏，表现为更换显示面板后上电运行时
立即OC报警。而对于G/P9机器一上电就显示“ER2”报警，则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失效了。

    (9) OH1过热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散热片过热。

    OH1和OH3实质为同一信号，是CPU随机检测的，OH1(检测底板部位)与OH3(检测主板部位)模拟
信号串联在一起后再送给CPU，而CPU随机报其中任一故障。出现“OH1”报警时，首先应检查环境温
度是否过高，冷却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其次是检查散热片是否堵塞(食品加工和纺织场合会出现此类报警
)。若在恒压供水场合且采用模拟量给定时，一般在使用800Ω电位器时容易出现此故障;给定电位器的容
量不能过小，不能小于1kΩ;电位器的活动端接错也会出现此报警。若大容量变频器(30G11以上)的220V
风扇不转时，肯定会出现过热报警，此时可检查电源板上的保险管FUS2(600V，2A)是否损坏。

    当出现“OH3”报警时，一般是驱动板上的小电容因过热失效，失效的结果(症状)是变频器的三相
输出不平衡。因此，当变频器出现“OH1”或
“OH3”时，可首先上电检查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是否平衡。

    对于OH过热报警，主板或电子热计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也存在。G/P11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电子热
计为模拟信号，G/P9系列变频器电子热计为开关信号。

    (10) 1、OH2报警与OH2报警

    对G/P9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机器而言，因为有外部报警定义存在(E功能)，当此外部报警定义端子
没有短接片或使用中该短路片虚接时，会造成OH2报警;当此时若主板上的CN18插件(检测温度的电热计
插头)松动，则会造成“1、OH2”报警且不能复位。检查完成后，需重新上电进行复位。

    (11) 低频输出振荡故障

   
变频器在低频输出(5Hz以下)时，电动机输出正/反转方向频繁脉动，一般是变频器的主板出了问题。

    (12) 某个加速区间振荡故障

    当富士变频器维修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
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富士变频器维修常见故障及判断:

    (1) OC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减、恒速时过电流。

    对于短时间大电流的OC报警，一般情况下是驱动板的电流检测回路出了问题，模块也可能已受到
冲击(损坏)，有可能复位后继续出现故障，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以下几种情况:电机电缆过长、电缆选型临



界造成的输出漏电流过大或输出电缆接头松动和电缆受损造成的负载电流升高时产生的电弧效应。

    小容量(7.5G11以下)变频器的24V风扇电源短路时也会造成OC3报警，此时主板上的24V风扇电源会
损坏，主板其它功能正常。若出现“1、OC2”报警且不能复位或一上电就显示“OC3”报警，则可能是
主板出了问题;若一按RUN键就显示“OC3”报警，则是驱动板坏了。

    (2) O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变频器过负载。

    当G/P9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出现此报警时可通过三种方法解决:首先修改一下“转矩提升”、“加
减速时间”和“节能运行”的参数设置;其次用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是否真正过大;普通后用示波器观察
主板左上角检测点的输出来判断主板是否已经损坏。

    (3) OU1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加速时过电压。

    当富士变频器维修中出现“OU”报警时，首先应考虑电缆是否太长、绝缘是否老化，直流中间环
节的电解电容是否损坏，同时针对大惯量负载可以考虑做一下电机的在线自整定。另外在启动时用万用
表测量一下中间直流环节电压，若测量仪表显示电压与操作面板LCD显示电压不同，则主板的检测电路
有故障，需更换主板。当直流母线电压高于780VDC时，变频器做OU报警;当低于350VDC时，富士变频
器维修做欠压LU报警。

    (4) LU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欠电压。

    如果设备经常“LU欠电压”报警，则可考虑将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H03设成1后确认)，然后提高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参数F26)。若E9设备LU欠电压报警且不能复位，则是(电源)驱动板出了问题。

    (5) EF报警

    键盘面板LCD显示:对地短路故障。

    G/P9系列富士变频器维修出现此报警时可能是主板或霍尔元件出现了故障。

    当富士变频器维修出现在低频三相不平衡(表现电机振荡)或在某个加速区间内振荡时，我们可尝试
一下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可能会解决问题

8、变频器选型偏小

2、进行电机参数调谐

3、增大加速时间

4、调整手动提升转矩或V/F曲线



5、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6、选择转速追踪启动或等电机停止后再启动

7、取消突加负载

8、选用功率等级更大的变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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