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为ETP48200-K5N32嵌入式通信电源48V200A系统 华为ETP48200

产品名称 华为ETP48200-K5N32嵌入式通信电源48V200A系
统 华为ETP48200

公司名称 山东格伦德电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华为
型号:ETP48200-K5N32
产地:广东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辛祝路17号606-33号

联系电话 19560971891 19560971891

产品详情

华为ETP48200-K5N32嵌入式通信电源48V200A系统 华为ETP48200

华为ETP48200-K5N32通信嵌入式开关电源满配200A华为R4850G2模块

产品概述

ETP48200、ETP48200是盒式电源系统，给–48VDC系列的通信设备供电。ETP48200输出电流为180A，ET
P48200输出电流为120A。

系统特点

电压范围宽160V AC～280V AC

完善的电池管理功能

网络化设计，提供一路COM接口、一路RS485/RS232接口

支持华为网管协议和电总协议，可与华为NetEco网管、M2000网管或第三方网管通信，组网灵活，可实
现远程管理，无人值守

支持LCD界面显示、按键操作



支持整流模块热插拔

整流模块功率因数值达0.99

工作原理

电源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如图2-1所示，交流电通过交流配电单元进入整流模块，整流模块将交流电转成
–48V直流电，由直流配电单元给多路负载供电。

交流电供应正常的情况下，整流模块除了给直流负载供电外，还为电池提供充电电流。当交流电断电时
，整流模块停止工作，由电池给直流负载供电。交流电恢复后，整流模块重新给直流负载供电，并对电
池进行充电，补充消耗的电量。

监控单元实时监控电源系统各部件的运行状态，并进行相应的智能控制，如有异常，及时上报告警信号
。

图2-1 电源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系统配置

插框 3U直流配电空间

1U监控单元

1U整流模块安装空间

3U交流配电空间



直流配电：重要负载支路（BLVD），次要负载支路（LLVD），电池支路

配电单元 交流配电：交流输入空开，交流输出空开监控单元 SMU06C1

整流模块 可配置4个R4850N6或R4850G6整流模块

防雷器 交流防雷：标称雷击放电电流20kA，雷击放电电流40kA，8/20s

直流防雷：差模10kA，共模20kA，8/20s

5G无线关键技术

5G国际技术标准重点满足灵活多样的物联网需要。在OFDMA和MIMO基础技术上，5G为支持三大应用
场景，采用了灵活的全新系统设计。在频段方面，与4G支持中低频不同，考虑到中低频资源有限，5G同
时支持中低频和高频频段，其中中低频满足覆盖和容量需求，高频满足在热点区域提升容量的需求，5G
针对中低频和高频设计了统一的技术方案，并支持百MHz的基础带宽。为了支持高速率传输和更优覆盖
，5G采用LDPC、Polar新型信道编码方案、性能更强的大规模天线技术等。为了支持低时延、高可靠，5
G采用短帧、快速反馈、多层/多站数据重传等技术。

折叠5G网络关键技术

5G采用全新的服务化架构，支持灵活部署和差异化业务场景。5G采用全服务化设计，模块化网络功能，
支持按需调用，实现功能重构;采用服务化描述，易于实现能力开放，有利于引入IT开发实力，发挥网络
潜力。5G支持灵活部署，基于NFV/SDN，实现硬件和软件解耦，实现控制和转发分离;采用通用数据中
心的云化组网，网络功能部署灵活，资源调度高效;支持边缘计算，云计算平台下沉到网络边缘，支持基
于应用的网关灵活选择和边缘分流。通过网络切片满足5G差异化需求，网络切片是指从一个网络中选取
特定的特性和功能，定制出的一个逻辑上独立的网络，它使得运营商可以部署功能、特性服务各不相同
的多个逻辑网络，分别为各自的目标用户服务，定义了3种网络切片类型，即增强移动宽带、低时延高可
靠、大连接物联网。

折叠编辑本段应用领域

折叠工业领域



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为工业乃至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提供了新的实现途径。5G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涵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及产品服务4个大的工
业环节，主要包括16类应用场景，分别为:AR/VR研发实验协同、AR/VR远程协同设计、远程控制、AR辅
助装配、机器视觉、AGV物流、自动驾驶、超高清视频、设备感知、物料信息采集、环境信息采集、AR
产品需求导入、远程售后、产品状态监测、设备预测性维护、AR/VR远程培训等。当前，机器视觉、AG
V物流、超高清视频等场景已取得了规模化复制的效果，实现"机器换人"，大幅降低人工成本，有效提高
产品检测准确率，达到了生产效率提升的目的。未来，远程控制、设备预测性维护等场景预计将会产生
较高的商业价值。

以钢铁行业为例，5G技术赋能钢铁制造，实现钢铁行业智能化生产、智慧化运营及绿色发展。在智能化
生产方面，5G网络低时延特性可实现远程实时控制机械设备，提高运维效率的同时，促进厂区无人化转
型;借助5G+AR眼镜，专家可在后台对传回的AR图像进行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的标注，实现对现场运
维人员实时指导，提高运维效率;5G+大数据，可对钢铁生产过程的数据进行采集，实现钢铁制造主要工
艺参数在线监控、在线自动质量判定，实现生产工艺质量的实时掌控。在智慧化运营方面，5G+超高清
视频可实现钢铁生产流程及人员生产行为的智能监管，及时判断生产环境及人员操作是否存在异常，提
高生产安全性。在绿色发展方面，5G大连接特性采集钢铁各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数据，可
协助钢铁企业找出问题严重的环节并进行工艺优化和设备升级，降低能耗成本和环保成本，实现清洁低
碳的绿色化生产。

5G在工业领域丰富的融合应用场景将为工业体系变革带来极大潜力，使能工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5
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实施以来，行业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从生产外围环节逐步延伸至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质量检测、故障运维、物流运输、安全管理等核心环节，在电子设备制造、装备制造、钢铁、采
矿、电力等5个行业率先发展，培育形成协同研发设计、远程设备操控、设备协同作业、柔性生产制造、
现场辅助装配、机器视觉质检、设备故障诊断、厂区智能物流、无人智能巡检、生产现场监测等10大典
型应用场景，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和安全生产。

折叠车联网与自动驾驶

5G车联网助力汽车、交通应用服务的智能化升级。5G网络的大带宽、低时延等特性，支持实现车载VR
视频通话、实景导航等实时业务。借助于车联网C-V2X(包含直连通信和5G网络通信)的低时延、高可靠
和广播传输特性，车辆可实时对外广播自身定位、运行状态等基本安全消息，交通灯或电子标志标识等
可广播交通管理与指示信息，支持实现路口碰撞预警、红绿灯诱导通行等应用，显著提升车辆行驶安全
和出行效率，后续还将支持实现更高等级、复杂场景的自动驾驶服务，如远程遥控驾驶、车辆编队行驶
等。5G网络可支持港口岸桥区的自动远程控制、装卸区的自动码货以及港区的车辆无人驾驶应用，显著
降低自动导引运输车控制信号的时延以保障无线通讯质量与作业可靠性，可使智能理货数据传输系统实
现全天候全流程的实时在线监控。

折叠能源领域

在电力领域，能源电力生产包括发电、电、变电、配电、用电五个环节，5G在电力领域的应用主要面向
输电、变电、配电、用电四个环节开展，应用场景主要涵盖了采集监控类业务及实时控制类业务，包括:
输电线无人机巡检、变电站机器人巡检、电能质量监测、配电自动化、配网差动保护、分布式能源控制
、**计量、精准负荷控制、电力充电桩等。当前，基于5G大带宽特性的移动巡检业务较为成熟，可实现
应用复制推广，通过无人机巡检、机器人巡检等新型运维业务的应用，促进监控、作业、安防向智能化
、可视化、高清化升级，大幅提升输电线路与变电站的巡检效率;配网差动保护、配电自动化等控制类业
务现处于探索验证阶段，未来随着网络安全架构、终端模组等问题的逐渐成熟，控制类业务将会进入高
速发展期，提升配电环节故障定位精准度和处理效率。



在煤矿领域，5G应用涉及井下生产与安全保障两大部分，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作业场所视频监控、环境信
息采集、设备数据传输、移动巡检、作业设备远程控制等。当前，煤矿利用5G技术实现地面操作中心对
井下综采面采煤机、液压支架、掘进机等设备的远程控制，大幅减少了原有线缆维护量及井下作业人员;
在井下机电硐室等场景部署5G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机房硐室自动巡检，极大提高检修效率;在井下关键
场所部署5G超高清摄像头，实现环境与人员的精准实时管控。煤矿利用5G技术的智能化改造能够有效减
少井下作业人员，降低井下事故发生率，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煤矿的安全生产。当前取得的应用实践
经验已逐步开始规模推广。

折叠教育领域

5G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主要围绕智慧课堂及智慧校园两方面开展。5G+智慧课堂，凭借5G低时延、高速率
特性，结合VR/AR/全息影像等技术，可实现实时传输影像信息，为两地提供全息、互动的教学服务，提
升教学体验;5G智能终端可通过5G网络收集教学过程中的全场景数据，结合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可
构建学生的学情画像，为教学等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分析，提升教育教学精准度。5G+智慧校园，基
于超高清视频的安防监控可为校园提供远程巡考、校园人员管理、学生作息管理、门禁管理等应用，解
决校园陌生人进校、危险探测不及时等安全问题，提高校园管理效率和水平;基于AI图像分析、GIS(地理
信息系统)等技术，可对学生出行、活动、饮食安全等环节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服务，让家长及时了解学
生的在校位置及表现，打造安全的学习环境。

2022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公布2021年"5G+智慧教育"应用试点项目入围名单，一批5G与教育
教学融合创新的典型应用亮相。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成效，努力推动"5G+
智慧教育"应用从小范围探索走向大规模落地。

折叠医疗领域

5G通过赋能现有智慧医疗服务体系，提升远程医疗、应急救护等服务能力和管理效率，并催生5G+远程
超声检查、重症监护等新型应用场景。

5G+超高清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断、移动医护等应用, 在现有智慧医疗服务体系上，叠加5G网络能力，
极大提升远程会诊、医学影像、电子病历等数据传输速度和服务保障能力。在抗击**肺炎疫情期间，解
放军总医院联合相关单位快速搭建5G远程医疗系统，提供远程超高清视频多学科会诊、远程阅片、床旁
远程会诊、远程查房等应用，支援湖北**肺炎危重症患者救治，有效缓解抗疫一线医疗资源紧缺问题。

5G+应急救护等应用，在急救人员、救护车、应急指挥中心、医院之间快速构建5G应急救援网络，在救
护车接到患者的第一时间，将病患体征数据、病情图像、急症病情记录等以毫秒级速度、无损实时传输
到医院，帮助院内医生做出正确指导并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实现患者"上车即入院"的愿景。

5G+远程手术、重症监护等治疗类应用，由于其容错率极低，并涉及医疗质量、患者安全、社会伦理等
复杂问题，其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需进一步研究和验证，预计短期内难以在医疗领域实际应用。

折叠文旅领域

5G在文旅领域的创新应用将助力文化和旅游行业步入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5G智慧文旅应用场景主要包



括景区管理、游客服务、文博展览、线上演播等环节。5G智慧景区可实现景区实时监控、安防巡检和应
急救援，同时可提供VR直播观景、沉浸式导览及AI智慧游记等创新体验。大幅提升了景区管理和服务水
平，解决了景区同质化发展等痛点问题;5G智慧文博可支持文物全息展示、5G+VR文物修复、沉浸式教学
等应用，赋能文物数字化发展，深刻阐释文物的多元价值，推动人才团队建设;5G云演播融合4K/8K、VR
/AR等技术，实现传统曲目线上线下高清直播，支持多屏多角度沉浸式观赏体验，5G云演播打破了传统
艺术演艺方式，让传统演艺产业焕发了新生。

折叠智慧城市领域

5G助力智慧城市在安防、巡检、救援等方面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在城市安防监控方面，结合大数据及
人工智能技术，5G+超高清视频监控可实现对人脸、行为、特殊物品、车等**识别，形成对潜在危险的
预判能力和紧急事件的快速响应能力;在城市安全巡检方面，5G结合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等安防巡检
终端，可实现城市立体化智能巡检，提高城市日常巡查的效率;在城市应急救援方面，5G通信保障车与卫
星回传技术可实现建立救援区域海陆空一体化的5G网络覆盖;5G+VR/AR可协助中台应急调度指挥人员能
够直观、及时了解现场情况，更快速、更科学地制定应急救援方案，提高应急救援效率。公共安全和社
区治安成为城市治理的热点领域，以远程巡检应用为代表的环境监测也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关注重点。未
来，城市全域感知和精细管理成为必然发展趋势，仍需长期持续探索。

折叠信息消费领域

5G给垂直行业带来变革与创新的同时，也孕育新兴信息产品和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5G+云游
戏方面，5G可实现将云端服务器上渲染压缩后的视频和音频传送至用户终端，解决了云端算力下发与本
地计算力不足的问题，解除了游戏**内容对终端硬件的束缚和依赖，对于消费端成本控制和产业链降本
增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5G+4K/8K VR直播方面，5G技术可解决网线组网烦琐、传统无线网络带
宽不足、专线开通成本高等问题，可满足大型活动现场海量终端的连接需求，并带给观众超高清、沉浸
式的视听体验;5G+多视角视频,可实现同时向用户推送多个独立的视角画面，用户可自行选择视角观看，
带来更自由的观看体验。在智慧商业综合体领域，5G+AI智慧导航、5G+AR数字景观、5G+VR电竞娱乐
空间、5G+VR/AR全景直播、5G+VR/AR导购及互动营销等应用已开始在商圈及购物中心落地应用，并逐
步规模化推广。未来随着5G网络的全面覆盖以及网络能力的提升，5G+沉浸式云XR、5G+数字孪生等应
用场景也将实现，让购物消费更具活力。

折叠金融领域

金融科技相关机构正积极推进5G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探索，应用场景多样化。银行业是5G在金融领域落地
应用的先行军，5G可为银行提供整体的改造。前台方面，综合运用5G及多种新技术，实现了智慧网点建
设、机器人全程服务客户、远程业务办理等;中后台方面，通过5G可实现"万物互联"，从而为数据分析和
决策提供辅助。除银行业外，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领域也在积极推动"5G+"发展，5G开创的远程服务
等新交互方式为客户带来全方位数字化体验，线上即可完成证券开户核审、保险查勘定损和理赔，使金
融服务不断走向便捷化、多元化，带动了金融行业的创新变革。

折叠编辑本段获得荣誉

2021年12月14日，中国工程院发布"2021年度全球**工程成就"，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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