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公斤埃尔曼空气压缩机出租服务 大型高风压空压机出租
附近空压机租赁 二手空压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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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 品牌:埃尔曼
压力:10-20公斤
流量:10-30立方/分钟

公司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丰盛路129号

联系电话 13024122579 13024122579

产品详情

空压机散热故障怎么办

空压机散热故障是空压机运行过程中常见的问题之一，不仅会影响空压机的正常工作，还可能导致设备
的损坏和生产效率的降低。为了帮助客户有效应对空压机散热故障，上海贤易空压机租赁将从多个角度
出发，详细描述空压机散热故障的处理方法，并为客户提供的解决方案。

在正常的空压机运行中，高温空气会不断流过散热器，将产生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从而保持空压机的
运行温度。如果发生散热故障，热量无法有效散发，会导致空压机温度升高，进而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

造成空压机散热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散热器表面堵塞、散热风扇损坏、散热器内部结构受损等。下
面我们将从这些角度逐一进行详细介绍，并给出相应的应对方法。

散热器表面堵塞

散热器表面堵塞是造成空压机散热故障的常见原因之一。散热器表面堵塞会导致空气无法顺利流过，影
响热量的散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定期清洗散热器表面，清除积尘和异物

安装过滤器，防止灰尘和异物进入散热器。

散热风扇损坏



散热风扇损坏是另一个可能导致空压机散热故障的因素。散热风扇损坏会导致散热效果降低，无法及时
散发热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定期检查散热风扇的工作状态，如发现异常及时更换。

确保散热风扇周围的空间充足，避免周围堆放杂物和堵塞。

散热器内部结构受损散热器内部结构受损可能会导致空压机散热故障，例如管道破裂、翅片脱落等。这
些问题会导致散热器的散热效果下降，进而影响空压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您可以采取以
下措施：

定期检查散热器内部结构，如发现问题及时修复或更换。

保持空压机的正常运行状态，避免因振动等原因引起散热器损坏。

通过以上的介绍，相信您对空压机散热故障的处理方法有了更详细的了解。空压机散热故障会给生产过
程带来严重的影响，为了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提高生产效率，建议您定期检查空压机的散热情况，并
采取相应的维护措施。

上海贤易空压机租赁提供各类优质的空压机租赁服务，我们拥有的技术团队，能够帮助您及时解决空压
机散热故障，提供高效可靠的解决方案。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空压机散热故障的疑问或需求，请随时联系
我们。

 

电工识图和维修电工实用口诀

电工识图口诀

识电图，有方法，学要义，捷径佳，

接线原理详细看，万千资料记心间。

标题栏，元件表，读说明，图形号，

先从总体到局部，再从电源到负载。

主电路，要看详，副电路，不能忘，

从上到下有顺序，从左至右不漏项。

能量径，信息流，各表图，要了解，

分析电源到负载，二次回路信号线。

材料表，施工书，总要求，目录号，

图样说明看详细，识图重点便明了。

看原理，分主副，交直流，细分清，



先看电源各回路，保护测量控制清。

安装图，照主副，经线路，到负载，

不忘电源一段段，元件连接按序看。

展开图，识读时，据原理，在回路，

电器元件功能键，分别画在线路间。

平面图，剖面图，看土建，看管道，

电气设备有位置，细看尺寸和投影。

连接线，传信息，示逻辑，连功能，

多线表示虽麻烦，直观详细易辨明，

单线法，也简单，示三相，要对称，

单画互感继电器，多线文字详记明，

明暗敷，粗细线，加文字，画斜线，

标注导线各型号，宽厚截面标中间，

十字形，连T形，导线交，连不连，

就看中心小圆点，明明白白好分辨，

绝缘线，要标记，从属端，独立线，

组合标记功能键，相位保护极性间。

元器件，图形号，简外形，要素号，

集中表示简单图，分开表示展开图，

工作态，画正常，接触点，方向致，

左开右闭是规定，下开上闭要记牢！

整定值，数据号，在附件，标记好，

注释标志要清晰，端子图形小句号。

电工实用口诀

 

章  按功率计算电流的口诀



1.用途：

这是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 千瓦或千伏安 ）算出电流（ 安 ）的口诀。

电流的大小直接与功率有关，也与电压，相别，力率（ 又称功率因数
）等有关。一般有公式可供计算，由于工厂常用的都是380/220
伏三相四线系统，因此，可以根据功率的大小直接算出电流。

2.口诀：

低压380/220 伏系统每KW 的电流，安。

千瓦，电流，如何计算？

电力加倍，电热加半。

单相千瓦，4 . 5 安。

单相380 ，电流两安半。

3.说明：

口诀是以380/220V 三相四线系统中的三相设备为准，计算每千瓦的安数。对于某些单相或电压不同的单
相设备，其每千瓦的安数。口诀中另外作了说明。

① 这两句口诀中，电力专指电动机。在380V 三相时（力率 0.8 左右），电动机每千瓦的电流约为2
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倍”（ 乘2）就是电流， 安。这电流也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例1 】5.5 千瓦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11 安。

【例2 】4 0 千瓦水泵电动机按“电力加倍”算得电流为8 0安。

电热是指用电阻加热的电阻炉等。三相380
伏的电热设备，每千瓦的电流为1.5安。即将“千瓦数加一半”（乘1.5），就是电流，安。

 

【例1】3 千瓦电加热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

【例2】1 5 千瓦电阻炉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2 3 安。

这口诀并不专指电热，对于照明也适用。虽然照明的灯泡是单相而不是三相，但对照明供电的三相四线
干线仍属三相。

只要三相大体平衡也可以这样计算。此外，以千伏安为单位的电器（如变压器或整流器）和以千乏为单
位的移相电容器（提高力率用）也都适用。即是说，这后半句虽然说的是电热，但包括所有以千伏安、
千乏为单位的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和照明设备。

 

【例1 】1 2 千瓦的三相（ 平衡时） 照明干线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8安。



【例2】30 千伏安的整流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5 安。（指380 伏三相交流侧）

【例3 】3 2 0 千伏安的配电变压器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480 安（指380/220 伏低压侧）。

【例4】100 千乏的移相电容器（380 伏三相）按“电热加半”算得电流为150 安。

②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一条接相线而另一条接零线的（如照明设备）为单
相220 伏用电设备。这种设备的力率大多为1,因此，口诀便直接说明“单相（每） 千瓦4.5
安”。计算时， 只要“将千瓦数乘4.5”就是电流， 安。同上面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以千伏安为单位的单
相220伏用电设备，以及以千瓦为单位的电热及照明设备，而且也适用于220 伏的直流。

 

【例1】500 伏安（0.5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220 伏电源侧）按“单相（ 每） 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2.3 安。

【例2 】1000 瓦投光灯按“单相千瓦、4.5 安”算得电流为4.5
安。对于电压更低的单相，口诀中没有提到。可以取220
伏为标准，看电压降低多少，电流就反过来增大多少。比如36伏电压，以220
伏为标准来说，它降低到1/6,电流就应增大到6倍，即每千瓦的电流为6 × 4.5=27 安。比如36 伏，60
瓦的行灯每只电流为0.06 × 27=1.6 安，5 只便共有8 安。

 

③ 在380/220伏三相四线系统中，单相设备的两条线都接到相线上，习惯上称为单相380 伏用电设备（实
际是接在两条相线上）。这种设备当以千瓦为单位时，力率大多为1,口诀也直接说明：“单相380,电流两
安半”。它也包括以千伏安为单位的380 伏单相设备。计算时，只要“将千瓦或千伏安数乘 2.5
就是电流，安。

【例1】32 千瓦钼丝电阻炉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80 安。

【例2】2 千伏安的行灯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 安。

【例3】21 千伏安的交流电焊变压器，初级接单相380 伏，按电流两安半算得电流为53 安。

注1 ：按”电力加倍“计算电流，与电动机铭牌上的电流有的有些误差，一般千瓦数较大的，算得的电
流比铭牌上的略大些，而千瓦数较小的，算得的电流则比铭牌上的略小些，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电流大
小的因素，不过，作为估算，影响并不大。

注2 ：计算电流时，当电流达十多安或几十安心上，则不必算到小数点以后，可以四舍五入成整数。这
样既简单又不影响实用，对于较小的电流也只要算到一位小数和即可。

 

第二章  导体载流量的计算口诀1、用途：

各种导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
算出，不必查表。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的载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铝或铜），型号（绝缘线或裸线等），敷设方法（
明敷或穿管等）以及环境温度（25度左右或更大）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2.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 下五，1 0 0 上二。

2 5 ，3 5 ，四三界。

7 0 ，95 ，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3.说明：

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 度的条件为准。若条件不同， 口诀另有说明。绝缘线包括各种
型号的橡皮绝缘线或塑料绝缘线。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电流，安）不是直接指出，而是”用截面
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应当先熟悉导线截面，（平方毫米）的排列：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生产厂制造铝芯绝缘线的截面积通常从而2.5开始，铜芯绝缘线则从1 开始；裸铝线从16
开始；裸铜线从10 开始。

① 这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以按截面数的多少倍来计算。口诀中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
面（平方毫米），汉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便如下：

10 16-25 35-50 70-95 120⋯

五倍四倍三倍两倍半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原来”10 下五“是指截面从10 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五倍。”100
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载流量都是截面数的二倍。截面25与35
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 四三界“。而截面70、95 则为2.5
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 以下及100 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下面以明敷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25 度，举例说明：

【例1】 6 平方毫米的，按10 下五，算得载流量为30 安。

【例2】150 平方毫米的，按100 上二，算得载流量为300 安。

【例3】70 平方毫米的，按70、95 两2 倍半，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上面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
与35 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但靠近向三倍变化的一侧，它按口诀是四倍，即100
安。但实际不到四倍（按手册为97 安）。而35 则相反，按口诀是三倍，即105 安，实际是117
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 的不让它满到100
安，35 的则可以略为超过105 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左）端，实际
便不止五倍〈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也
只标12 安。

② 从这以下，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本句：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
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①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环境温度超过25
度，应按①计算后，再打九折。（乘0.9）。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热月的平均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体载
流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 度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还有一种情况是两种条件都改变（穿管又温度较高）。则按

① 计算后打八折，再打九折。或者简单地一次打七折计算（即0.8 ×
0.9=0.72,约0.7）。这也可以说是穿管温度，八九折的意思。

例如：

（铝芯绝缘线）10 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40 安（10 × 5× 0.8 ＝ 40）

穿管又高温（七折）35 安（1O × 5 × 0.7=35）

95平方毫米的，穿管（八折）190安（95×2.5×0.8＝190）

高温（九折），214 安（95 × 2.5 × 0.9=213.8）

穿管又高温（七折）。166 安（95 × 2.5 × 0.7 ＝ 166.3）

 

② 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按①中计算后再加一半（乘l.5）。这是指同样截面
的铝芯绝缘线与铝裸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1】 16 平方毫米的裸铝线，96 安（16 × 4 × 1.5 ＝ 96） 。高温，86 安（16 × 4 × 1.5 × 0.9=86.4）

【例2】 35 平方毫米裸铝线，150 安（35 × 3 × 1.5=157.5）

【例3】120 平方毫米裸铝线，360 安（120 × 2 × 1.5 ＝ 360）

 

③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
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一】 35 平方的裸铜线25 度，升级为50 平方毫米，再按50 平方毫米裸铝线，25 度计算为225 安（50 ×



3 × 1.5）

【例二】 16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按25 平方毫米铝绝缘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00 安（25 × 4）

【例三】 95 平方毫米铜绝缘线25 度，穿管，按120 平方毫米铝绝缘线的相同条件，计算为192 安（120 ×
2 × 0.8）。

 

第三章 配电计算口诀

对电动机配线的口诀

 

1.用途

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直接决定所配支路导线截面的大小，不必将电动机容量先算出电流，再来选导
线截面。

 

2.口诀

铝芯绝缘线各种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加数关系：

2.5 加三，4 加四

6 后加六，25  五

120 导线，配百数

3.说明

此口诀是对三相380 伏电动机配线的。导线为铝芯绝缘线（或塑料线）穿管敷设。由于电动机容量等级
较多，因此，口诀反过来表示，即指出不同的导线截面所配电动机容量的范围。这个范围是以比”
截面数加大多少 “来表示。

 

为此，先要了解一般电动机容量（千瓦）的排列：

0.8 1.1 1.5  2.2 3 4 5.5 7.5 1O 13 17 22 30 40 55 75 100

”2.5 加三“，表示2.5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2.5 加三“千瓦的电动机，即可配备5.5
千瓦的电动机。

”4 加四“，是4 平方毫米的铝芯绝缘线，穿管敷设，能配”4 加四“千瓦的电动机。即可配8 千瓦（
产品只有相近的7.5 千瓦）的电动机。

”6 后加六“是说从6 平方毫米开始，及以后都能配”加大六“千瓦的电动机。即6 平方毫米可配12



千瓦，10 平方毫米可配16 千瓦，16 平方毫米可配22 千瓦。

”25  五“，是说从25 平方毫米开始，加数由六改变为五了。即25 平方毫米可配30 千瓦，35
平方毫米可配40 千瓦，50 平方毫米可配55 千瓦，70 平方毫米可配75 千瓦。

 

”1 2 0 导线配百数“（ 读”百二导线配百数“） 是说电动机大到100
千瓦。导线截面便不是以”加大“的关系来配电动机，而是120 平方毫米的导线反而只能配100
千瓦的电动机了。

【例1】 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4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4 加四“）。

【例2】 17 千瓦电动机配截面为16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6后加六“） 。

【例3】 28 千瓦的电动机配截面为25 平方毫米的导线按（”2 5   五“）

以上配线稍有余裕，（ 目前有提高导线载流的趋势。因此，有些手册中导线所配电动机容量，比这里提
出的要大些，特别是小截面导线所配的电动机。）因此， 即使容量稍超过一点（如16平方毫米配23千瓦
），或者容量虽不超过，但环境温度较高，也都可适用。但大截面的导线，当环境温度较高时，仍以改
大一级为宜。比如70 平方毫米本来可以配75 千瓦，若环境温度较高则以改大为95 平方毫米为宜。而100
千瓦则改配150 平方毫米为宜。

 

第四章 电力穿管的口诀

1. 用途

钢管穿线时，一般规定，管内全部导线的截面（包括绝缘层）不超过管内空截面的40%,这种计算比较麻
烦，为此手册中有编成的表格供使用。口诀仅解诀对三相电动机配线所需管径大小的问题。这时管内所
穿的是三条同截面的绝缘线。

 

2. 口诀

焊接钢管内径及所穿三条电力线的截面的关系：

20 穿4 、6

25 只穿10

40 穿35      

一二轮流数     

 

3. 说明



口诀指的是焊接钢管（或称厚钢管），管壁厚2 毫米以上，可以埋于地下的。它不同于电线管（
或称黑铁灯管）。

焊接钢管的规格以内径表示，单位是毫米。为了运用口诀，应先了解焊接钢管的规格排列：

 

15 20 25 32 40 50 70 80 毫米

① 这里已经指明三种管径分别可穿的导线截面。其中20毫米内径的可穿4 及6
平方毫米两种截面。另外两种管径只可穿一种截面，即25毫米内径的只可穿10平方毫米一种截面，40
毫米内径的只可穿35 平方毫米一种截面。

② ”一二轮流数“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口诀是解决其它管径的穿线关系而说的。从小的管径15
开始，顺着次序，总是穿一种，二种截面，轮流出现。这就是”一二轮流数“。

 

但是，单独这样记忆，可能较困难，如果配合①来记，便会容易些。比如念到”20
穿4、6“后，便可联想到：20 的前面是15,而且只种穿一种截面，那便是紧挨着的2.5；而20
的后面是25,也只穿一种截面，应该是紧挨着的10。同样，念到”25只穿10“以及”40
穿35“也都可以引起类似的联想。这样就更容易记住了。

 

实际使用时，往往是已知三条电力线的截面，而要求决定管子的规格。这便要把口诀的说法反过来使用
。

【例1】 三条70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50 的焊接钢管（由”40 穿35“联想到后面的50 必可穿50,70
两种截面）

【例2】 三条16 平方毫米的电力线，应配32 的焊接钢管（由”25 只穿10“联想到后面， 或由”40
穿35“联想到前面，都可定出管径为32 。）

线穿管时，为了穿线的方便，要求有一定的管径，但在上述的导线和所配的管径下，当管线短或弯头少
时，便比管线长或弯头多的要容易些。因此这时的管径也可配小一些。作法是把导线截面视为小一级的
，再来配管径。如10 平方毫米导线本来配25毫米管径的管子，由于管线短或弯头少，现在先看成是6
平方毫米的导线，再来配管径，便可改为20 毫米的了。

后提一下：”穿管240“， 即三条电力线穿管只可能达到240 安（环境温度25 度）。这时已用到150
平方毫米的导线和80 毫米的管径，施工困难，再大就更难了。了解这个数量，可使我们判断：当线路电
流大于240安时，一条管线已不可能，必须用两条或三条管线来满足。这在低压配电室的出线回路中，
常有这种现象。

 

第五章 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配控保护设备的口诀

1.用途

根据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容量（千瓦），决定开关及熔断器中熔体的电流（ 安） 。



 

2.口诀

三相鼠笼式电动机所配开关，熔体（A）对电动机容量（千瓦）的倍数关系：

开关起动，千瓦乘6      

熔体保护，千瓦乘4      

3.说明

口诀所指的是三相380 伏鼠笼式电动机。

① 小型鼠笼式电动机，当起动不频繁时，可用铁壳开关（或其它有保护罩的开关）直接起动。铁壳开关
的容量（安）应为电动机的”千瓦数的6 倍“左右才安全。这是因为起动电流很大的缘故。这种用开关
直接起动的电动机容量，不应超过10千瓦，一般以4 . 5 千瓦以下为宜。

 

【例1】 1.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 配15 安铁壳开关。

【例2】 5.5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30 安铁壳开关（计算为33 安，应配60 安开关。但因超过30
安不多，从经济而不影响安全的情况考虑， 可以选3 0 安的。）

【例3】 7 千瓦电动机开关起动，配60
安铁壳开关。对于不是用来”直接起动“电动机的开关，容量不必按”6 倍“考虑，而是可以小些。

 

② 鼠笼式电动机通常采用熔断器作为短路保护，但熔断器中的熔体电流，又要考虑避开起动时的大电流
。为此一般熔体电流可按电动机”千瓦数的4 倍“选择。具体选用时，同铁壳开关一样，应按产品规格
选用。这里不便多介绍。不过熔丝（软铅丝）的规格还不大统一，目前仍用号码表示。

 

熔断器可单独装在磁力起动器之前，也可与开关合成一套（如铁壳开关内附有容断器）。选用的熔体在
使用中如出现：”在开动时熔断“的现象，应检查原因，若无短路现象，则可能还是还没有避开起动电
流。这时允许换大的一级熔体（必要时也可换大两级），但不宜更大。

 

第六章 自动开关脱扣器整定电流选择的口诀

1.用途

根据电动机容量（千瓦）或变压器容量（千伏安）直接决定脱扣器额定电流的大小（安）

 



2.口诀

电动机瞬动，千瓦20 倍         

变压器瞬动，千伏安3 倍        

热脱扣器，按额定值             

 

3.说明

自动开关常用在对鼠笼式电动机供电的线路上，作不经常操作的开关。如果操作频繁，可加串一个接触
器来操作。自动开关可利用其中的电磁脱扣器（瞬动）作短路保护，利用其中的热脱扣器（或延时脱扣
器）作过载保护。

 

① 这句口诀是指控制一台鼠笼式电动机〈三相380
伏〉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可按”千瓦数的20 倍“选择。例如：10
千瓦电动机，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为200 安（1O × 20）。

有些小容量的电动机起动电流较大， 有时按”千瓦2
0倍“选择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仍不能避开起动电流的影响，这时允许再略取大些。但以不超过20%
为宜。

② 这句口诀指配电变压器后的，作为总开关用的自动开关。其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 安）
，可按”千伏安数的 3 倍“选择。例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作为总开关的自动开关电磁脱扣器瞬时动作整定电流为1500 安（500 × 3）。

③ 对于上述电动机或变压器的过负荷保护，其热脱扣器或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可按电动机或变
压器的额定电流选择。如1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20 安；40 千瓦电动机，其整定电流为80
安。如500 千伏安变压器，其整定电流为750 安。具体选择时，也允许稍大些。但以不超过20%为宜。

 

第七章 车间负荷

1. 用途

根据车间内用电设备容量的大小（千瓦），估算电流负荷的大小（安），作为选择供电线路的依据。

2.口诀

按机械工厂车间内不同性质的工艺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给出相应的估算电流。

冷床50 ，热床75 。

电热120，其余150。        



台数少时，两台倍数，         

几个车间，再0.8 处。

 

3.说明

口诀是对机械工厂不同加工车间配电的经验数据。适用于三相380 伏。

车间负荷电流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计算较复杂。但也只能得出一个近似的数据。因此，
利用口诀估算，同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而且比较简单。

为了使方法简单，口诀所指的设备容量（千瓦），只按工艺用电设备统计（统计时，不必分单相，三相
，千瓦或千伏安等。可以统统看成千瓦而相加） 。对于一些辅助用电设备如卫生通风机、照明以及吊车
等允许忽略，因为在估算的电流中已有适当余裕，可以包括这些设备的用电。有时，统计资料已包括了
这些辅助设备。那也不必硬要扣除掉。因为它们参加与否， 影响不大。

口诀估出的电流，是三相或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上的电流。

 

下面对口诀进行说明：

① 这口诀指出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车间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的估算电流（ 安） 。

”冷床50“，指一般车床，刨床等冷加工的机床，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50 安。

”热床7 5“指锻、冲、压等热加工的机床， 每1 0 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75 安。

”电热1 2 0 “（读”电热百二“） 指电阻炉等电热设备，也可包括电镀等整流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120 安。

”其余150“（ 读”其余百五“）指压缩机，水泵等长期运转的设备，每100
千瓦设备容量估算电流负荷约l50 安。

 

【例1】 机械加工车间机床容量等共24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40 ÷ 100）× 50=120 安

【例2】 锻压车间空气锤及压力机等共1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180 ÷ 100）× 75=135 安

【例3】 热处理车间各种电阻炉共280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80 ÷ 100）× 12O ＝ 336 安

电阻炉中有一些是单相用电设备， 而且有的容量很大。一般应平衡分布于三相中，若做不到，也允许有
些不平衡。如果很不平衡，（相比小相大一倍以上）时，则应改变设备容量的统计方法，即取相的千瓦
数乘3。以此数值作为车间的设备容量，再按口诀估算其电流。例如某热处理车间三相电阻炉共120
千瓦（平均每相40 千瓦），另有一台单相50 千瓦，无法平衡，使一相达50+40=90
千瓦。这比负荷小的那相大一倍以上。因此，车间的设备容量应改为90 ×
3=270千瓦，再估算电流负荷为（270 ÷ 100）× 120=324 安。



 

 

 

【例4】 空压站压缩机容量共225 千瓦，则估算电流负荷为（225 ÷ 100）× 150 ＝ 338 安。

对于空压站，泵房等装设的备用设备，一般不参加设备容量统计。某泵房有5 台28
千瓦的水泵，其中一台备用，则按4 × 28=112 千瓦计算电流负荷为168 安。

估出电流负荷后，可根据它选择送电给这个车间的导线规格及截面。

这口诀对于其它工厂的车间也适用。其它生产性质的工厂大多是长期运转设备， 一般可按”其余1 5 0
“的情况计算。也有些负荷较低的长期运转设备，如运输机械（皮带）等，则可按”电热1 2 0 “采用。

机械工厂中还有些电焊设备，对于附在其它车间的少数容量不大的设备，同样可看作辅助设备而不参加
统计。若是电焊车间或大电焊工段，则可按”热床75“处理，不过也要注意单相设备引起的三相不平衡
。这可同前面电阻炉一样处理。

② 口诀也可估算一条干线的负荷电流。这就是仍按①中的规定计算。不过当干线上用电设备台数很少时
，有时按①中的方法算出的数值很小，有时甚至小到连满足其中一台设备的电流也不够。这时，估算电
流以满足其中两台的电流为好。如机械加工车间中某个配电箱，供电给5 台机床共30
千瓦，如图4-1。按①估算电流负荷为（30 ÷ 100）× 50=15,这比图中那台10 千瓦的电流还小，因此，对
于这种台数较少的情况，可取其中两台容量的千瓦数加倍，作为估算的电流负荷。

 

支干线估算电流的例子

（额定容量，即设备容量34 千瓦；计算电流为34
安），这就是口诀中提出”台数少时，两台倍数“的原因。本例可取（10+7）× 2 ＝ 34 安作为电流负荷
。至于台数少到什么情况才用这个方法，则应通过比较决定，即当台数少时，用两种算法比较，取其中
较大的结果作为估算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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