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S伺服驱动器面板无显示维修主板故障

产品名称 LS伺服驱动器面板无显示维修主板故障

公司名称 常州昆耀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367.00/台

规格参数 维修技术高:放大器维修
昆耀维修:维修有质保
维修可开票:运动控制器维修

公司地址 常州经济开发区潞城街道政大路1号

联系电话 13961122002 13961122002

产品详情

LS伺服驱动器面板无显示维修主板故障

当伺服驱动器出现如下故障时，如自动重启、开不了机、缺相故障、过流故障、过压故障、欠压故障、
过热故障、过载故障、接地故障、有显示无输出、绿色灯电机不动、不显示、不运转故障、上电跳闸、
过电流、电路板坏了、主板故障、启动就停机、指示灯一直闪、报警故障、飞车等，找昆耀自动化，免
费检测，维修后有质保

  当在正常操作条件下应用中没有触发事件发生时，将验证新的误差容限设置，如果发生触发事件，则
可能未正确捕获偏移极限值，需要再次确定，重复偏移极限提取过程，并确保捕获到(全局)正和负偏移
极限值，优良作法是确保您的应用程序可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物理速度和限制。。 图尺寸尺寸以英寸和毫
米为单位细节直径直径见细节交流伺服控制器过温功率因数控制力过电压欠电压当前折返运行启用准备
开车详见仅细节直径笔记尺寸以英寸毫米为单位安装插槽和锁孔将接受毫米的硬件，相邻控制器之间的
小间距为英寸毫米建议使用英寸毫米。。 本手册也可以作为IMM制造商服务人员的培训材料，帮助他们
及时发现故障原因并提供更的服务，伺服电机绝缘测试初次使用伺服电机，长存放后或在定期检查后要
重复使用时，请执行绝缘测试，以防止伺服电机绕组的绝缘不良损坏伺服驱动器。。



LS伺服驱动器面板无显示维修主板故障

1、过热工业自动化和电子产品通常容易过热。长时间运行会对您的机器造成损害。如果机柜内的温度没
有得到适当的调节，伺服驱动器和其他电子设备就会面临过热的风险。轻微的性能不佳终会变成明显的
损坏，后完全失败。不要试图通过操作柜门来降低温度。这只会让您的伺服驱动器暴露在过多的灰尘和
污垢中。监控工作温度。现货表现不佳。在完全出现故障之前对您的伺服驱动器进行保养和维修。

2、伺服电机无法启动如果您的伺服电机无法启动，并不一定意味着问题就出在这方面。在伺服系统中，
电机和驱动器专门协同工作。检查驱动器的 DAC 输出（数模转换器）。如果 DAC 参数值为零或接近零
，则问题在于驱动器而不是电机。如果是伺服电机出现问题，您可以联系我们，昆耀自动化 电机团队将
维修和测试您的部件。尽力测试这两个单元。无论哪一个不起作用，请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网络聊天
与我们预订伺服电机或伺服驱动器维修。

3、明显的噪音当然，您的伺服驱动器在运行时会发出嗡嗡声。如果噪音确实变得过大，则可能出现电气
问题。例如，这可能是错误的接线。除了噪音之外，您还可能会注意到驱动器、控制柜内或所连接电机
的过度振动、温度等。操作人员和工程师都应该留意是否有异常噪音。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之前解决它
们。

4、表现不佳随着您的伺服系统老化，您可以预期性能会逐渐变差。然而，如果它变得太重要，那么您就
会失去潜在的生产时间。仅仅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是不够的。您需要确保设备充分发挥其潜力。监控
系统的扭矩、电压和额定值。如果性能仍然不佳，请考虑使用 昆耀自动化 进行维修。

存在外圈跑动的现象，无论是内圈还是外圈都会引起轴承温度急剧上升和烧毁，特别是内圈w的失效。
不当会引起轴的严重磨损和弯曲。但是，非连续运行的外圈一般不会引起轴承温度的急剧上升。只要轴
承状态良好，允许存在非连续运行的外圈现象。嵌套后电机端盖的过度干涉或椭圆导致轴承球间隙过小
或不均匀。

  请参阅上面列出的适当的FlexI/O出版物，需要24V直流电源，用于特定于轴的离散量I/O，I/O电源能
够为所有特定于轴的离散I/O提供足够的电流(大3安培)，如下所示，将I/O电源连接到右侧的24VDC电源
输入(两个)接线盒。。 并需要将定义参数设定为上表所列，伺服驱动器数字输出将会以组合型式输出，
操作时序图原点回归第十二章应用例说明系列自动定位控制手动操作控制第十二章应用例说明系列手动
操作控制第十二章应用例说明系列原点回归功能相关设定参数参数通讯参数说明第一段高速原点回归速
度设定段低速原点回归速度设定原点回归偏移转数原。。 适当，用户指定的电流故障用户指定的平均电



流水平已增加到限制较小的设置，被超过，超速故障电动机速度已超过检查电缆是否有噪音，大额定速
度，检查调整，增加前馈增益，过多的错误超出错误限制，增加以下错误限制或。。

系统刚度小易引起这种现象。另外，负载与电机惯量比过大也会引起高频的谐振，负载的机械谐振扰动
进入速度控制环，多数情况下有几个谐振频率。所以设计系统时，机械谐振频率应尽量高，至少要高于
系统控制带宽的倍。结构设计时应注意刚性设计。避免细长杆结构，尽量减小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还
可以调整滤波器抑制频率谐振点增益。

LS伺服驱动器面板无显示维修主板故障随着集成电路、电力电子技术和交流可变速驱动技术的发展，永
磁交流伺服驱动技术有了突出的发展，各国著名电气厂商相继推出各自的交流伺服电动机和伺服驱动器
系列产品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交流伺服系统已成为当代高性能伺服系统的主要发展方向，使原来的直流
伺服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年代以后，世界各国已经商品化了的交流伺服系统是采用全数字控制的正弦波
电动机伺服驱动。  kjsdfgvwrfv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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