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西门子电缆6XV1840-2AH10

产品名称 襄阳西门子电缆6XV1840-2AH10

公司名称 浔之漫智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西门子
型号:模块
产地:德国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4855弄88号3楼

联系电话 158****1992 158****1992

产品详情

西门子一级代理商 电线电缆代理 先机械，后电路电气设备都以电气—机械原理为基础，特别是机电仪
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气在功能上有机配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往往机械部件出现故障，
影响了电气系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了。因此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应透过现象看本质，
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全部都是电气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部件发生故障引起的。所以先检修机械
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部分的故障，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2先简单，后复杂此技巧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检修故障时，要先用***简单易行、检修人员自己***拿手
的方法去处理然后再用复杂、***的或是自己不熟悉的方法。二是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
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简言之，先易后难。03先外部调试，后内
部处理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以及指示灯；内部是指在电
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刷电路板、元器件及各种连接导线。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
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按钮、旋钮、插口等调试检查，压缩故障范围。首
先排除电气设备外部部件所引起的故障．再检修设备内部的故障，尽量避免不必要拆卸。04先静态侧试
，后动态侧量静态是指发生故障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动态是指电气设备通电
后对电气设备的检修。大多数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后检修时，不能立即通电，如果通电的话，可能会人为
地扩大故障范围，损毁更多的元器件，造成不应该的损失。因此，在故障电气设备通电前先进行电阻的
测量，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方可通电检修。05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任何电气设备的公用电路出
故障，其能量、信息就无法传送，分配到各具体电路、专用电路的功能、性能就不起作用。如果一个电
气设备的电源部分出了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行，向各种专用电路传递的能量、信息就不可能实
现。因此只有遵循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的顺序，才能快速，准确无误地排除电气设备的故障。06先
检修通病，后攻疑难杂症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这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
，处理的次数和排除的办法均多，积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以快速地排除，这样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
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圈，有的放矢，提高了检修速度。

电源过压保护电路如图所示。图(A)为简单实用的过压保护电路，它利用稳压二极管Dz将集成运放的电源
电压限制在安全电压范围内，稳压管的工作电压的选择方法可依据下式：Vz≤2Vsmax。通常Vz应尽量接



近或等于电源的总电压值，其限流电阻R应选用大功率电阻，且阻值应能保证稳压管正常工作。图(B)具
有过压保护和瞬时过压保护两种功能。正常工作时，场效应管J1和J2的管压降很低，±VSD值不大，因而
两个稳压管Dz1，和Dz2都不工作，即均未被击穿。当电源电压过大时，稳压管被击穿，这一点不仅稳定
了运放的正、负电源电压，而且流过Dz1、Dz2的反向稳压电流将流过场效应管J1和J2，由场效应管的特
性可知，这将使J1和J2的管压降VDS增大，由此就限制了加到运放的电源值。电容C1和C2是用来消除瞬
时脉冲电压的，因为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当瞬时脉冲电压到来时，若C1和C2的容量较大，则C1和C
2的电压波动将可忽略。 

“九法”

电气设备的故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故障，即故障部位有明显的外表特征，容易发现。如继电器和
接触器线圈过热、冒烟、焦糊味，触头烧熔、接头松动、声音异常、震动大、移动不灵活、转动不灵等
。另一类是隐性故障，没有外表特征，不易发现。如熔丝熔断。绝缘导体内部断裂，热继电器整定值调
整不当、触头通断不同步等。因此要解决问题，应在初步感官诊断的基础上，熟悉故障设备的电路原理
，结合自身技术水平和经验，需要周密思考，确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检验故障病因和部位的方法。常
用的电气设备故障诊断方法有九个。1、分析法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控制原理和控制线路，结合初
步感官诊断故障现象和特征。弄清故障所属系统，分析故障原因，确定故障范围。分析时，先从主电路
入手，再依次分析各个控制回路，然后分析信号电路及其余辅助回路，分析时要善用逻辑推理法。2、短
路法①、把电气通道的某处短路或某一中间环节用导线跨接。采用短路法时需要注意不要影响电路的工
况，如短路交流信号通常利用电容器，而不随便使用导线短接。另外在电气及仪表等设备调试中，经常
需要使用短路连接线。短路法是一种很简捷的检修方法。例如：在以行程开关、限位开关、光电开关等
为控制的自动线路中，遇到多个开关安装，不容易检查分辨的情况下，可采用此类方法进行实际操作。
例如小车控制系统，利用短路法检查就可快速排除故障。②、短路法注意，在采用短路法查找故障时必
须使用“试验按钮”不能使用导线代替。短接导线用手拿带电操作不安全，同时短接线所触及的接线端
子易被火花烧出疤痕。另外，切记采用短路法查找故障时，只能短接控制电路中压降极小的导线和触点
，绝不允许短接控制电路中压降较大的电阻和线圈，否则会发生短路或触电事故。3、开路法开路法，也
叫断路法。即甩开与故障疑点连接的后级负载（机械或电气负载），是其空载或临时接上假负载。对于
多级连接的电路，可逐级甩开或有选择地甩开后级。甩开负载后可先检查本级，如电路工作正常，则故
障可能处在后级：如电路仍不正常，则故障在开路点之前。此法主要用于检查过载、低压故障，对于电
子电路中的工作点漂移、频率特性改变也同样适用。例如，判断大型设备故障时，为了分清是电器原因
或是机械原因时常采用此法。比如锅炉引风机就可以脱开联轴器，分别盘车，同时检查故障原因。4、切
割法把电气上相连的有关部分进行切割分区，以逐步缩小可疑范围。如查找某条线路的具体接地点，或
者对于查找故障设备的具体故障点，也可采用切割法。查找馈线的接地点，通常在装有分支开关或便于
分割饿分支点作进一步分割，或根据运行经验重点检查薄弱环节：查找电气设备内部的故障点，通常是
根据电气设备的结构特点，在便于分割处为切割点。5、替代法替代法，也就是替换法，即对有怀疑的电
器元件或零部件用正常完好的电器元件或零部件替换，以确定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对于电气元件如：
插件、嵌入式继电器等用替代法简便易行。电子元件如：晶体管、晶闸管等用一般检查手段很难判断好
坏，用替代法同样适用。采用替代法时，一定 要注意用于替代的电器应与原电器规格、型号一致，导线
连接正确、牢固，以免发生新的故障。6、菜单法依据故障现象和特征，将可能引起这种故障的各种原因
顺序罗列出来，然后一个个的查找和验证，直到找出真正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以三相感应电机发
热冒烟为例，列举以下原因和现象：①、轴承部分发热②、定子和转子摩擦③、负荷过或电压过低或三
相电压相差过大④、电源断线⑤、 绕组断线⑥、定子同相线圈局部短路⑦、定子相与相间短路⑧、转子
断线⑨、定子绕组接地⑩、无故障，不影响运行7、对比法把故障设备的有关参数或运行工况和正常设备
进行比较。某些设备的有关参数往往不能从技术资料中查到，设备中有些电器零部件的性能参数在现场
也难于判断其好坏，如有多台电气设备时，可采用互相对比的办法，参照正常的进行调整或更换。此法
多在“六诊”的“表测”时运用。例如测量电力变压器的绝缘阻值，可以初步判断变压器的绝缘状态。
新装和大修后的变压器绝缘阻值应不低于制造厂试验值70%。8、扰动法对运行中的电气设备人为地加以
扰动，观察设备运行工况的变化，捕捉故障发生的现象。电气设备的某些故障并不是***性的，而是短时
区内偶然出现的随机性故障，诊断起来比较困难。为了观察故障发生的瞬间现象，通常采用人为因素对
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加以扰动，例如突然升压或降压，增加或减少负荷，外加干扰信号等。9、再现故障法
接通电源，按下启动按钮，让故障现象再次出现，以找出故障所在。再现故障时，主要观察有关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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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接触器是否按控制顺序进行工作，若发现某一个电器的工作不对，则说明该电器所在回路或相关回路
有故障，在对此回路作进一步检查，便可发现故障原因和故障点。此法实施时，必须确认不会发生事故
，或在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进行。三先后

 

确保安全供电、用电，具体操作的电工要实施“三先后操作法”。即“先想后做、先检查后操作、先通
知后停送”。1、先易后难先易后难，也可理解为“先简单后复杂”。根据客观条件，容易实施的手段优
先采用，不易实施或较难实施的手段必要时采用。即检修故障要先用***简单易行、自己***拿手的方法处
理，再用复杂、***的方法；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
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积
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以快速的排除，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
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围，有的放矢，提高检修速度。2、先动后静先动后静，即着手检查时首先考
虑电气设备的活动部分，其次才是静止部分。电气设备的活动部分比静止部分在使用中故障几率要高得
多，所以诊断时首先要怀疑的对象往往是经常动作的零部件或可动部分，如开关、熔丝、闸刀、、插接
件、机械运动部分。在具体检测操作时，却要“先静态测试，后动态测量”。静态，是指发生故障后，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测；动态，是指通电后对电气设备的检测。3、先电源后负载先电
源后负载，即检查的先后次序从电路的角度来说，是先检查电源部分。后检查负载部分。因为电源侧故
障势必会影响到负载，而负载侧故障则未必会影响到电源。例如：电源电压过高、过低、波形畸变、三
相不对称等都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对于用电设备，通常先检查电源的电压、电流、电路中的开
关、触点、熔丝、接头等，故障排除后才根据需要检查负载。掌握“诊断要诀”，一要有的放矢，二要
机动灵活。 

“六诊”要有的放矢，“九法”要机动灵活，“三先后”也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善于独立思考和不断总
结积累，在实际中充分得到锻炼，才能成为诊断电气设备故障的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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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台设备的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气设备产生故障的原因、经过
、范围、现象，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具体电路，弄清原理中各级之间的相
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仔细分析。应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结合本人的实际经验，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检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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