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广数 GS3000/GS2000系列伺服驱动上电无反应维修

产品名称 苏州广数
GS3000/GS2000系列伺服驱动上电无反应维修

公司名称 昆山市玉山镇乐修自动化设备商行

价格 368.00/台

规格参数 伺服驱动维修中心:周期短
伺服驱动器维修:修复率高
伺服驱动器维修:昆山乐修

公司地址 昆山市新南中路567号恒龙机电五金城1幢B座723
、731、732室（7楼）

联系电话 0512-57018565 13776355230

产品详情

苏州广数 GS3000/GS2000 伺服驱动上电无反应维修

 伺服驱动器LED灯都不亮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电源未接通:检查电源线和电源插座是否正常，确保驱动器接通了电源。

2. 驱动器保险丝熔断：驱动器保险丝熔断是一种常见的故障，可能是由于驱动器内部短路、过载或其他
原因导致。

3. 驱动器内部元器件损坏：驱动器内部元器件损坏也可能导致LED灯不亮，如驱动器电源模块、控制模
块、功率模块等。

4. 驱动器电源故障：驱动器电源故障也可能导致LED灯不亮，如电源线接触不良、电源模块损坏等。

5. 驱动器控制信号故障：驱动器控制信号故障也可能导致LED灯不亮，如控制信号线接触不良、控制模
块损坏等。

6.参数设置错误:检查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例如电机类型、控制模式等。

7.信号线连接错误:检查信号线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信号线连接到了正确的端口。

8.驱动器损坏:如果保险丝没有问题，则可能是驱动器本身损坏，需要更换新的驱动器。

如果遇到伺服驱动器LED灯都不亮的情况，建议尽快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和维修，昆山乐修自
动化/南京乐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维修工控和数控自动化维修服务公司。如安川、山洋、松下



、三菱、FANUC发那科、富士、东芝、台达、东元、多摩川、东方、西门子、欧姆龙、OTC、施耐德、
百格拉、贝加莱、玛威诺、伦茨、科尔摩根、倍福、力士乐、摩力、川崎、库卡、ABB、贝加莱、SEW
、AB罗克韦尔、大森、欧陆、科比KEB、哈模、费斯托、LUST路斯特、IAI、凯恩帝、东元、野力、广
州数控、登奇、华中、迈信、台达、野力、新代、伊莱斯、埃斯顿、华大、汇川、宝元、东能、超同步
、广数、日鼎、登奇等。维修不限制品牌和型号，硬件问题我们都是可以维修解决处理。

伺服驱动器不亮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维修步骤。以下是一般的维修步骤：

1. 检查电源：确认电源输入是否正常，包括电源线、插头和保险丝等。

2. 检查驱动器：检查驱动器是否有明显的损坏，如烧毁、冒烟等。如果驱动器损坏，需要更换新的驱动
器。

3. 检查电机：如果电机损坏，也可能导致驱动器不亮。检查电机是否有明显的损坏，如烧毁、冒烟等。
如果电机损坏，需要更换新的电机。

4. 检查连接线：检查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线是否正常，包括插头、线缆等。如果连接线损坏，需要
更换新的连接线。

5. 检查参数设置：检查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电机类型、电流、速度等。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
，需要重新设置参数。

6. 检查软件设置：如果驱动器是通过软件控制的，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如通讯协议、波特率等。如
果软件设置不正确，需要重新设置软件。

7. 检查控制信号：检查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等。如果控制信号不正常，需要检查
控制系统是否正常。

8. 检查外部环境：检查驱动器的外部环境是否正常，如温度、湿度等。如果外部环境不正常，需要改善
环境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维修伺服驱动器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如果您不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建议请专
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确认保险丝是否烧坏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1. 观察保险丝：保险丝通常是圆柱形的，可以通过观察保险丝的外观来判断是否烧坏。如果保险丝表面
有烧焦、变色或断裂等迹象，则表明保险丝可能已经烧坏。

2. 测量保险丝两端的电压：可以使用万用表或其他电压测量工具，测量保险丝两端的电压。如果保险丝
两端的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同，则表明保险丝可能已经烧坏。

3. 替换保险丝：如果无法确定保险丝是否烧坏，可以使用相同规格的保险丝进行替换。如果替换后保险
丝仍然烧坏，则表明保险丝确实已经烧坏。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保险丝替换时，应该先关闭电源，并确保替换的保险丝与原保险丝规格相同。



伺服驱动器是用来控制伺服电机的一种控制器，其作用类似于变频器作用于普通交流马达。其故障可能
有：

1. 电源故障：驱动器无法接通电源，或电源指示灯不亮。

2. 过电流故障：驱动器过电流，可能是电机过载、电机短路、驱动器故障等原因造成。

3. 过热故障：驱动器过热，可能是散热不良、环境温度过高、驱动器故障等原因造成。

4. 编码器故障：编码器信号异常，可能是编码器损坏、连接线故障、驱动器故障等原因造成。

5. 位置偏差过大故障：电机位置偏差过大，可能是电机编码器故障、驱动器参数设置不当等原因造成。

6. 通讯故障：驱动器与上位机通讯故障，可能是通讯线缆故障、驱动器参数设置不当等原因造成。

7. 其他故障：驱动器其他故障，如驱动器损坏、驱动器参数设置不当等原因造成。

以上是伺服驱动器的常见故障，实际情况中可能会有所不同，建议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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