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门子KP900人机界面 6AV2124-1MC01-0AX0

产品名称 西门子KP900人机界面 6AV2124-1MC01-0AX0

公司名称 上海励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花贤路69号1幢A4619室

联系电话  18268618781

产品详情

电线电缆行业虽然只是一个配套行业，却占据着中国电工行业1/4的产值。它产品种类众多，应用范围十
分广泛，涉及到电力、建筑、通信、制造等行业，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密切相关。电线电缆是输送
电能、传递信息和制造各种电机、仪器、仪表，实现电磁能量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器材，是未来电
气化、信息化社会中必要的基础产品。矿物绝缘电缆特点：1、耐火。在矿物绝缘电缆中应用的二种材料
铜和氧化镁是无机物，此种电缆不会燃烧，也不会助燃，在接近火焰的条件下仍可继续操作。铜护套的1
083℃下熔融，而氧化镁绝缘材料则在2800℃下固化。2、操作温度高。矿物绝缘电缆可耐，连续操作温
度高达250℃。但是，在紧急情况下，电缆可在接近铜护套熔点的温度下，在短时间内继续操作。3、寿
命长。在矿物绝缘电缆中应用的无机材料，可保证电缆的稳定性、寿命长和耐火性。4、防爆性。矿物绝
缘电缆中高度压实的绝缘材料，可阻止蒸汽、气体和火焰在与电缆连接的设备零件之间通过。5、外径小
。矿物绝缘电缆的直径比其他额定电流相同的电缆要小。电缆使用对电缆性能的要求：（1）电缆需要具
备良好的导电性能，个别产品要求有一定的传输特性（指高频传输特性、抗干扰特性等）。毕竟电线电
缆是用于传输电能、传递信息以及电磁转换的电工用线材产品，如果不具备导电性能的话，无法实现其
传递电能、电磁转换的作用。（2）电缆需要具备良好的耐热性能、耐腐蚀性能、耐气候性能和老化性能
，其中耐热性是指电缆的耐温等级、工作温度电力传输用电线电缆的发热和散热特性、载流量、短路和
过载能力、合成材料的热变形性和耐热冲击能力、材料的热膨胀以及浸渍或涂层材料的滴落性能等；老
化性能是指电缆在机械应力、电应力、热应力以及其他各种外加因素的作用下，或外界气候条件作用下
，产品及其组成材料保持其原有性能的能力。毕竟，电缆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载流量过大的情况，尤
其是当金属管道或线槽内的温度很高，很多电缆的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五芯电缆与四芯电缆的区别
是什么?结构不同：五芯电缆比四芯电缆多了一根接地线。它们都有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应用范围不同
：四芯电缆多应用在三相动力设备上。而五芯电缆多是民用。电气性能不同：由于四芯电缆没有接地线
，所以在安全要求高、或土壤电阻率过高、至使用电设备无可靠接地、需要引保护地线时，选用五芯电
缆而不用使用四芯电缆。其实两者的重要区别在于，如果五芯电缆的绝缘层失效时，可通过接地线将漏
电发向大地。如果四芯电缆漏电，漏电很有可能会传给使用者导致触电。西门子铜芯电缆对比铝芯电缆
的几点优势：1、电阻率低：铝芯电缆的电阻率比铜芯电缆约高1.68倍。2、延展性好：铜合金的延展率为
20~40%，电工用铜的延展率在30%以上，而铝合金仅为18%。3、强度高：常温下的允许应力，铜比铝分
别高出7~28%。特别是高温下的应力，两者相差较是甚远。4、抗疲劳：铝材反复折弯易断裂，铜则不易
。弹性指标方面，铜也比铝高约1.7~1.8倍。5、稳定性好，耐腐蚀：铜芯抗氧化，耐腐蚀，而铝芯容易受
氧化和腐蚀。6、载流量大：由于电阻率低，同截面的铜芯电缆要比铝芯电缆允许的载流量(能够通过的
大电流)高30%左右。7、电压损失低：由于铜芯电缆的电阻率低，在同截面流过相同电流的情况下。铜芯



电缆的电压降小。同样的输电距离，能保证较高的电压质量；在允许的电压降条件下，铜芯电缆输电能
达到较远的距离，即供电覆盖面积大，有利于网络的规划，减少供电点的设置数量。8、发热温度低：在
同样的电流下，同截面的铜芯电缆的发热量比铝芯电缆小得多，使得运行较安全。9、能耗低：由于铜的
电阻率低，相比铝电缆而言，铜电缆的电能损耗低，这是显而易见的。这有利于提高发电利用率和保护
环境。10、抗氧化，耐腐蚀：铜芯电缆的连接头性能稳定，不会由于氧化而发生事故。铝芯电缆的接头
不稳定时常会由于氧化使接触电阻，发热而发生事故。因此，事故率比铜芯电缆大得多。11、施工方便
：铜芯柔性好，允许的弯度半径小，所以拐弯方便，穿管容易。铜芯抗疲劳、反复折弯不易断裂，所以
接线方便。于铜芯的机械强度高，能承受较大的机械拉力，给施工敷设带来很大便利，也为机械化施工
创造了条件。我们将以企业管理逐步上升为发展方向，努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公司正
以诚信为宗旨，加快技术投入与改造力度，做精做强企业。公司坚持为客户服务，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
友好型企业，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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