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ES7194-3AA00-0AA0西门子ET200 DP连接块

产品名称 6ES7194-3AA00-0AA0西门子ET200 DP连接块

公司名称 湖南迪硕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1420.00/件

规格参数 重量:1.72kg
产地:德国
产品认证:3C

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创业路159号电子
商务产业园901房004号(集群注册)

联系电话 199****3760 199****3760

产品详情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起动、自耦减压
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
电流。由于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技术落后，已明令淘汰。

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
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
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
，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3）起动参数可调，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
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佳的起动电流。

4、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5.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
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1）在电机运行时可以避免软起动器产生的谐波（2）软起动的晶闸管仅在
起动停车时工作，可以避免长期运行使晶闸管发热，延长了使用寿命。

（3）一旦软起动器发生故障，可由旁路接触器作为应急备用。6．智通软起动器的主要特点：（1）、本
公司采用全数字性控制：软起动器的单片机CPU通过触发光耦直接触发可控硅，不受环境干扰、漂移、
温度、湿度无干扰。

使可靠性，操作性，安全性大大提高，且电路简单，体积小。（2）、本公司的单片机CPU主要采用全进
口。（3）、国内首例实现真正的一拖三控制，不需要外接变频软起控制器，不需要外部复杂的逻辑电路
，真正方便现实生活中要求的用三备一或用一备一以确保可靠的。



（2）、起动时间：负载不同,需要时间调整。调整方法:如果起动时间一般为12秒,测量时6秒完成（电流达
到高,突然降低,则完成）,可调到6秒。（3）、软停时间调整（主要用在水泵上,水锤效应）：使系统更稳
定。

限流起动顾名思义是限制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它主要是用在轻载起动的负载降低起动压降，在起动时难
以知道起动压降，不能充分利用压降空间，损失起动力矩，对电动机不利。斜坡电压起动顾名思义是电
压由小到大斜坡线性上升，它是将传统的降压起动从有级变成了无级，主要用在重载起动，它的缺点是
初始转矩小，转矩特性抛物线型上升对拖动系统不利，且起动时间长有损于电机。

转矩控制起动用在重载起动，它是将电动机的起动转矩由小到大线性上升，它的优点是起动平滑，柔性
好，对拖动系统有更好的保护，它的目的是保护拖动系统，延长拖动系统的使用寿命。同时降低电机起
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是优的重载起动方式，它的缺点是起动时间较长。

转矩加突跳控制起动与转矩控制起动相仿也是用在重载起动，不同的是在起动的瞬间用突跳转矩克服电
机静转矩，然后转矩平滑上升，缩短起动时间。但是，突跳会给电网发送尖脉冲，干扰其它负荷，应用
时要特别注意。电压控制起动是用在轻载起动的场合，在保证起动压降下发挥电动机的大起动转矩，尽
可能的缩短了起动时间，是优的轻载软起动方式。

自然风冷的无此要求。运行方式分在线型和非在线型，选型时尽量选用非在线型。西门子软启动器在日
常应用中常出现的故障及相应的对策有那些。以下分析软启动器在日常应用中常出现的故障及相应的对
策：1、在调试过程中出现起动报缺相故障，软起动器故障灯亮，电机没反应。

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是：①起动方式采用带电方式时，操作顺序有误。(正确操作顺序应为先送主电源，
后送控制电源)②电源缺相，软起动器保护动作。(检查电源)③软起动器的输出端未接负载。(输出端接上
负载后软起动器才能正常工作)2、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起动完毕，旁路接触器不吸合现象。

故障原因可能是：①在起动过程中，保护装置因整定偏小出现误动作。(将保护装置重新整定即可)②在
调试时，软起动器的参数设置不合理。(主要针对的是55KW以下的软起动器，对软起动器的参数重新设
置)③控制线路接触不良。

(检查控制线路)3、用户在起动过程中，偶尔有出现跳空气开关的现象。故障原因有：①空气开关长延时
的整定值过小或者是空气开关选型和电机不配。(空气开关的参数适量放大或者空气开关重新选型)②软
起动器的起始电压参数设置过高或者起动时间过长。

(根据负载情况将起始电压适当调小或者起动时间适当缩短)③在起动过程中因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易
引起软起动器发出错误指令，出现提前旁路现象。(建议用户不要同时起动大功率的电机)④起动时满负
载起动。

(更换新的电流表)②电网电压不稳定，波动比较大，引起软起动器误动作。(和厂家联系更换控制板)③软
起动器参数设置不合理。(重新整定参数)8、软起动器出现重复起动。故障原因有：①在起动过程中保护
元件动作，接触器不能吸合，导致软起动器出现重复起动。

(检查元件和线路)9、在起动时出现过热故障灯亮,软起动器停止工作：①起动频繁，导致温度过高，引起
软起动器过热保护动作。(软起动器的起动次数要控制在每小时不超过6次，特别是重负载一定要注意②
在起动过程中，保护元件动作，使接触器不能旁路，软起动器长时间工作，引起保护动作。

(检查电路)③负载过重起动时间过长引起过热保护。(起动时，尽可能的减轻负载)④软起动器的参数整定
不合理。时间过长，起始电压过低。(将起始电压升高)⑤软起动器的散热风扇损坏，不能正常工作。(更
换风扇)10、可控硅损坏：①电机在起动时，过电流将软起动器击穿。



(控制起动次数)④滤波板损坏(更换损坏元件)输入缺相，引起此故障的因素有很多：-检查进线电源与电
机进线是否有松脱；-输出是否接有负载，负载与电机是否匹配；-用万用表检测软启动器的模块或可控
硅是否击穿，及他们的触发门极电阻是否符合正常情况下的要求(一般在20-30欧左右)；-内部的接线插座
是否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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