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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55.2-2003/IEC 60034-2：1972

前
                          ．日‘．

            蔺

    为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尽快地适应国际间经济贸易发展和技术交流的需要，鉴于国家标准

GB 755-2000《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等同采用IEC 60034-1标准，涉及电机的损耗、效率的内容引用
了IEC 60034-2标准。因此，本部分等同采用IEC 60034-2《旋转电机（牵引电机除外）确定损耗和效率
的试验方法》(1972年第3版包括1995年第I号修改，1996年第2号修改）。

    本部分的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上海电机厂、兰州电机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毕捷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赛力盟电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联合电机（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清江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生建电机厂等单位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金惟伟、郭钟播、肖兆波、瞿祖方、李宝金、刘金琐、富立新、谢家清、马维林、才家

刚、周奇、崔华建、卜云杰、周国保、李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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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55. 2-2003/IEC 60034-2：1972

旋转电机（牵引电机除外）确定损耗

        和效率的试验方法

范围

    本部分适用于国家标准GB 755-2000规定范围以内的所有直流电机、交流同步电机以及交流感

应电机。其原理也适用于其他型式的旋转电机，如旋转变流机、交流换向器电动机以及交流单相感应电

动机，这些电机通常采用其他方法确定损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旋转电机》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 755-2000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idt IEC 60034-1:1996)

    GB/T 2900.25-1994 电Z术语 旋转电机（neq IEC 50(411)1984)

    GB/T 5321-1985 用量热法测定大型交流电机的损耗及效率（neq IEC 60034- 2A:1974)

    GB/T 7676.1-1998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第1部分：定义和通用要求

(idt IEC 51-1：1984)

    IEC 34-17:1992 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应用导则

3 总则

3.1 目的

    本部分旨在为确定效率而确立试验方法，也为因其他目的需要求得某些特定损耗时规定试验方法。

3.2 概述

    试验应在完好的电机上进行，所有盖板均应按正常运行状态装好。对不属于电机本身的自动电压

调节器的一些器件，除非另有协议，应使之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

    试验中所使用的测试仪表及其附件，如仪用互感器、分流器以及电桥，除非另有协议，其准确度应不

低于0.5级；三相功率表及低功率因数功率表的准确度应不低于1级。

    选用仪表时应注意使读数在有效量程以内，小于一格的数值占实际读数的百分比应极小，且应易于

估计。

    有可调节电刷的电机．电w9应置于相应规定定额时的位置。空载试验时，电刷可以放在中性轴

线上。

    转速可以用闪光测频法、数字计数计或转速表测定。在测定转差时，其同步转速应根据试验电源的

频率来确定。

    如测定整套机组的总效率或其输人功率，例如有二台电机的机组、或一台电机一台变压器、或一台

发电机和一台原动机、或一台电动机和一台被拖动的机器，则没有必要指出其各个单元的效率。若效率

为分别给定，也只能作为近似值看待。

3.2.1 符号

    本部分所用符号的一般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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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755.2--2003/IEC 60034-2：1972

    C：自减速常数

      I：电流

    工：额定电压时的负载电流

    ii,：降低电压时的初级主电流

    Io .额定电压时的空载电流

    Ior：降低电压时的空载电流

    J：转动惯量

    n：转速，r/min

    nN：额定转速

    N：转轴的转数

    P：能直接测量的损耗

    尸，：额定电压时吸收的功率

    Plr：降低电压时初级主绕组吸收的功率

    PFe：按4. l. 2 a),5. l. 1 a)及6. 1. 1 a)规定的铁耗

    Pf：按4.1. 2 b),4.1. 2 0,5. 1. 1 b),5. 1. 1 0,6. 1. 1 b）及6.1.1 c）规定的风摩耗（即机械损耗）

    Pk:短路损耗，等于符合 6.1. 2的负载状态下运行绕组的I' R损耗及符合 6.1.4的负载杂散损耗

        之和

    尸，：自减速试验期间损耗之总和

    S：转轴角位移

    ：：转差率

    U：主变阻器端子间的励磁电压

    V ,：总励磁电压

    UN：额定电压

    Ur：负载试验时降低的电压

    8：转速与额定转速之差的标么值

    沪：额定电压时的负载相位角

    Tr：降低电压时的负载相位角

    TO：额定电压时的空载相位角

    Por：降低电压时的空载相位角

3.3 定义

    本部分中所用一般术语的定义应参照GB/T 2900. 25-1994《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

    本部分所用的主要术语，定义如下：

3.3.1

    效率 efficiency

    以同一单位表示的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称之为效率，通常以百分率表示。

3.3.2

    总损耗 total losses

    输人功率与输出功率之差

3.3.3

    制动试验 braking test

    当电机作为电动机运行时，用制动器或测功机测定轴上的转矩，同时测定其转速以确定该电机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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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功率。当电机作为发电机运行时，用测功机确定输人的机械功率。

3.3.4

    校准电机试验 calibrated driving machine test
    将一台校准过的电机与被试电机机械藕合，由前者的输出或输人电功率来计算被试电机的输出或

输人机械功率。

3.3.5

    对拖试验 mechanical back-to-back test

    将两台完全相同的电机机械藕合，根据一台电机的电输人与另一台电机的电输出之差（见图1)计

算两台电机的总损耗。

                                        图 1 对拖试验

3.3.6

    回彼试验 electrical back-to-back test

    将两台完全相同的电机机械藕合并接在同一电源上，根据从电源吸收的功率输入确定两台电机的

总损耗（见图2)9

                                        图2 回馈试验

3.3.7

    自减速试验 retardation test

    当试验时只有某几项损耗存在，则这些损耗可从它的减速率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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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热f法试验 calorimetric test

    电机损耗由它产生的热量推导出来。由冷却介质的温升与流量之积，以及在周围介质中散出的热

量，计算电机损耗。

3.3.9

    空载试验 no-load test

    电机作为电动机运转，轴上的有效机械输出为零。

3.3.10

    开路试验 open-circuit test

    电机作发电机运转，线端开路。

3.3.11

    持续短路试验 sustained short-circuit test

    电机作发电机运转，线端短路。

3.3.12

    零功率因数试验 zero power factor test
    同步电机作过励磁空载试验，功率因数接近于零。

3.4 基准温度

    如无其他规定，所有 FR损耗应换算到下述温度：

绝缘结构的热分级 基准温度／℃

A,E 75

B 95

F 115

H 130

如按照低于结构使用的热分级规定额定温升或额定温度，则应按较低的热分级规定其基准温度。

4 直流电机

4.1各项损耗

    下列各项损耗之和为电机的总损耗。

4.1.1 励磁回路损耗

    a) 并励或他励绕组及励磁变阻器中的PR损耗。

    b) 励磁机损耗。

    由主轴拖动并成为整台电机一个组成单元，专门作为主机励磁用的励磁机，它所产生除风摩耗以外

的全部损耗，包括励磁回路中变阻器损耗，均属于励磁机损耗。

    当励磁由独立电源供给时，如蓄电池、整流器或电动发电机组，则励磁电源内部的损耗或连接电源

与电刷的接线中的损耗均不计人。

    注：如需要他励系统的损耗，则应另行列出。可用励磁功率除以励磁系统效率，然后减去励磁功率而得。

4. 1.2 恒定损耗

    a) 磁路中的铁耗以及其他金属件中的空载杂散损耗。

    b) 摩擦（轴承、电刷）耗，但不包括独立润滑系统中的损耗。公用轴承，不论是否随机供应，应单

        独列出其损耗。

    注：如需要独立润滑系统中的损耗，则应单独列出。

    c) 总风耗，包括与电机成为一体的风扇及其他辅机（如有）所消耗的功率。其他与电机并不成为

        一体的辅机，如风机、水泵、油泵的损耗，虽然专供此电机使用，仅在协议有规定时才计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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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耗。

    注：如需要独立通风系统的损耗，因为它不属于电机本身损耗的一部分，故应单独列出。

4.1.3 负载损耗

    a） 电枢绕组以及电枢电流流过的其他绕组（如换向绕组、补偿绕组、串励以及其他串接的绕组）所

        产生的PR损耗。

    b) 电刷的电损耗。

4.1.4 负载杂散损耗

    a) 由于负载而在铁心以及导线以外的其他金属件中引起的损耗。

    b） 电枢导线中由于与电流有关的磁通脉动和换向所引起的涡流损耗。

    c) 电刷中由换向引起的损耗。

    注：这些损耗有时就称为杂散损耗。但并不包括第4. 1. 2 a)中所述及的空载杂散损耗。

4.2 效率确定

4.2.1 各项损耗的确定

    根据下列各项损耗之和计算效率。确定各项损耗的方法如下：

4.2.1.1 励磁损耗

4.2.1.1.1 励磁绕组I' R损耗

    此损耗等于I' R。其中R为并励绕组（或他励绕组）换算到基准温度的电阻J为励磁电流。除本

节中c）项外，励磁电流均指额定转速、额定负载时的电流。对c）项，则指空载额定转速时的励磁电流。

    如负载试验期间励磁电流无法测定，则应按下述方法取值：

    a) 对并励或他励发电机（不论有无换向极），取电机的空载电压等于额定电压加电枢回路在额定

        电流时的电阻压降（包括电枢绕组、电刷，再加换向绕组（如有），并参看4.2.1.3.2)之和所对

        应的励磁电流的110000

    b） 对带有补偿绕组的并励或他励发电机，取电机的空载电压等于额定电压加电枢回路在额定电

        流时的电阻压降（包括电枢绕组、电刷、换向绕组和补偿绕组，并参看4. 2. 1.3. 2)之和所对应

        的励磁电流。

    c) 对平复励发电机，取空载额定电压时的励磁电流。

    d) 对过复励、欠复励、以及 a)项到c）项所没有包括的特种型式发电机，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

          决定。

    e) 对并励电动机，取额定电压时的空载励磁电流。

4.2.1.1.2 主变阻器损耗

    此损耗等于I2 R. R为所考虑的定额情况下主变阻器在回路内的电阻，I为4.2.1.1.1中所述的励

磁电流，损耗也等于IU，即励磁电流I乘以主变阻器端子间的电压降Ua

    4.2.1.1.1和4.2.1.1.2损耗之和为IU,,I为励磁电流，U。为总励磁电压。

    注：如励磁回路中有永久性串接电阻，则应视同主变阻器一样处理。

4.2.1.1.3 励磁机损耗

    注：本节仅适用于由电机主轴拖动并专为电机励磁之用的励磁机。

    励磁机从电机轴上吸收的功率减去其线端输出的有效功率（等于主机中4.2.1.1.1和4.2.1.1.2

两项损耗之和），即为励磁机损耗。如励磁机由独立电源励磁，则损耗中还要包括此励磁机的励磁损耗。

    如励磁机可与主电机脱开并分别试验，则它所消耗的功率可用校准电机法测定。

    如励磁机不能与主电机脱开，则测定励磁机吸收的功率可将主电机作为电动机空载运行，或用校准

电机法试验（见7.2)，或作自减速法试验（见7.4)。在上述三种方法中，励磁机吸收功率等于该整台机

组在下列两种相同的条件下所测得总损耗之差。一种使励磁机带负载，另一种励磁机不加励磁，主电机

由独立电源供给励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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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方法都不适用，则可按4.1确定各项损耗，加上励磁机线端测得的功率而得励磁机所吸收的

功率。但此时与主电机同时测得的机械摩擦耗与风耗不必计人。

4.2.1.2 恒定损耗

4.2.1.2.1额定电压下空载试验

    电机作为电动机空载运行，在额定电压下，调节励磁使转速保持额定值，然后测定其恒定损耗。励

磁最好由独立电源供电。

    电机吸收的总功率，减去电枢绕组和励磁绕组的IZR损耗，即得全部恒定损耗。如带有同轴励磁

机，励磁绕组FR损耗一项应由励磁机吸收的功率代替。
4.2.1.2.2 开路试验

    恒定损耗可用一台校准电机拖动被试电机到额定转速而获得。被试电机作为发电机，调节其励磁

（最好由独立电源供给）使空载电压等于额定电压，此时可由校准电机所吸取的功率求得被试电机轴上

的输人功率，即为恒定损耗之总和。切除励磁，用上述同样方法即可获得摩擦耗与风耗。铁耗可从总恒

定损耗减去风摩耗而得。从前述切除励磁时测得的损耗减去提升电刷后所得的损耗即得电刷摩擦耗。
4.2.1.2.3 自减速法试验

    被试电机如具有大转动惯量，则总恒定损耗以及单项恒定损耗均可由自减速法试验求取。

4.2.1.3 负载摄耗

4.2.1.3.1 电枢回路12R损耗

    此损耗可由电流与测得并换算至基准温度的电阻计算而得。如因电阻太小不能测定时，可用计算

法求得。

    注：在本标题下电阻应包括补偿绕组、换向极绕组及分流电阻．如申励绕组与分流电阻并联，则 Ì  R损耗应用总电

        流和总电阻计算。

4.2.1.3.2 电刷电摄耗

    此损耗可由电枢电流乘一个固定压降而得。

    所有炭质或石墨电刷每一极性的压降取1V；如系金属与炭混合的电刷取0. 3 V，即前者总压降为

2V，后者为0. 6 V ,

4.2.1.4 负载杂散损耗

    除非另有规定，假定负载杂散损耗与电流平方成正比。在最大额定电流时其总损耗值为：

    无补偿绕组电机：

    电动机为额定输入的1%;

    发电机为额定输出的1%;

    有补偿绕组电机：

    电动机为额定输人的0.5%;

    发电机为额定输出的。．5％；

    对恒速电机，合理的额定输人或输出值应取最大额定电流和最大额定电压时的输人或翰出值。

    对调压变速电动机，每一特定转速时的额定输人应取该转速时最大额定电流乘以此时的电压。

    对削弱磁场以提高转速的变速电动机，则额定输人应取额定电压与最大额定电流时的愉人。对用

调节励磁保持恒压的变速发电机，额定输出应取额定电压与最大额定电流时的线端输出。相当于满磁

场转速时的杂散损耗值应按前述规定，其他转速时的杂散损耗值用表1所列系数与其相乘计算。

                                  表1 不同速比时的系数

              ’盗比’11” 11． ”’111’．．，’l ’一””．．’以‘一 素蔽一 一一～一一一刁

1.5

  2 ：

1.4

1.7

2.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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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中第1栏速比指某一实际转速与连续运行的最低额定转速之比。

    表1中没有列出的速比其相应的系数可用插人法求得。

    注：负载杂散损耗可从输人一输出试验或回馈试验中求取，把所有已知损耗从总损耗中减除而得。

4.2.1.4.1 负载引起的铁耗变化

    这种变化通常可以忽略不计。对特低电压电机，按专门协议，可按前述测定铁心中恒定损耗的方法

测定4. 1. 2a)和4. 1. 4a)两项损耗之和。4. 1. 2a)项损耗可用下述两种方法之一测定：即作为空载电动

机或空载发电机运行，但试验时不用额定电压，而用额定电压加（作为发电机时）或减（作为电动机时）因

相关负载电流所引起的电枢压降。

4.2. 1.4.2 静止电力变流器供电直流电动机的负载杂散损耗

    当电枢电流的纹波因数（见GB 755-2000中2. 29）大于0.1时，除考虑4. 2. 1.4规定的杂散损耗

外，还应考虑由电枢电流的交流成分所引起的附加损耗。

    此附加损耗按上述交流成分的基波分量所引起的涡流损耗计算。

    计算方法应按制造厂与用户协议规定。

4.2.2 总损耗测定

4.2.2.1 回缺试验（见7.5)

    两台相同的电机基本上按同样的额定状态运行，由电源供给的损耗可假定是平均分担的，故可按

4.2.2.2 计算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4.2.3 直接测定效率

4.2.3. 1 制动试验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运行时，输出功率与输人功率之比就是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4.2.3.2 校准电机试验（见7.2)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运行时，输出功率与输人功率之比就是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4.2.3.3 对拖试验

    两台相同的电机，在基本上同样的额定状态下运转，可认为损耗是平均分担的，故效率可根据总损

耗之半和电输人（如系电动机）或电输出（如系发电机）求得。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5 多相感应电机

  各项损耗

下列各项损耗之和为电机的总损耗：

1 恒定损耗

a) 磁路中的铁耗以及其他金属件中的空载杂散损耗。

b） 摩擦耗（轴承、运行时不提升的电刷），但不包括独立润滑系统中的损耗。公用轴承，不论是否

    随机供给，应单独列出其损耗。

注：如需要独立润滑系统中的损耗，则应单独列出。

c) 总风耗，包括与电机成为一体的风扇以及辅机（如有）所消耗的功率。其它与电机并不成为一

    体的辅机，如风机、水泵、油泵的损耗，虽然专供此电机使用，仅在协议有规定才计人作为损耗。

注：如需要独立通风系统的损耗，应单独列出。

2 负载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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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初级绕组的FR损耗。

    b) 次级绕组的PR损耗。

    C 电刷中的电损耗（如有）。

5.1.3 负载杂散损耗

    a) 由于负载而在铁心以及导线以外的其他金属件中引起的损耗。

    b) 初级、次级绕组导线中由于与电流有关的磁通脉动所引起的涡流损耗。

    注 1, 5. 1. 3 a)及 b)项中损耗有时称为杂散损耗，但并不包括5. 1. 1 a)项的空载杂散损耗。

    注2：对于由主轴拖动的进相机等辅助电机，其损耗可用与同步电机的励磁机损耗同样方法计算，单独驱动的进相

        机或调控设备的损耗应根据主电机的额定情况单独列出，这些损耗可根据有关设备的标准试验方法确定。

5.2 效率确定

5.2.1 各项损耗的确定

    效率可由下列各项损耗之和计算求得。确定各项损耗的方法如下：

5.2.1.1 恒定损耗

5.2.1.1.1 额定电压下空载试验

    5.1. 1 a),b),c）三项恒定损耗之和可从电机作为电动机空载试验中求得。电机以额定电压与额定

频率运行，从输人功率中减去初级绕组的IZR损耗即得总恒定损耗，次级绕组中IZR损耗可忽略不计。

5.2.1.1.2 校准电机试验（见7.2)

    各项恒定损耗可采用校准电机拖动被试电机到额定转速的方法（见5.2.3.2)分别确定，被试电机

与电源断开，如有电刷，应安置就位。此时被试电机轴上吸收的功率（由校准电机的输入电功率计算求

得）即为被试电机5. 1. lb),c)两项损耗之和。如有电刷，提升后用同样方法再试，则可得轴承摩擦耗与

全部风耗之和。5. 1. 1 a)项损耗可按5.2.1.1.1款试验所得的总损耗减去风摩耗求得。

5.2.1.1.3 调压空载试验

    也可用另一试验方法将5. 1. 1 a)项损耗与5.1.1 b),5.1.1 c）两项损耗之和分离。被试电机在额

定频率，不同电压下作电动机运行，将电机的输人功率减去初级绕组中的I2R损耗后的差值对电压平

方作曲线。该曲线在电压较低部分为一直线，延伸该直线至电压为零，此时的损耗即为5. 1. lb)和

5. l. lc）两项损耗之和。

    应注意，电压很低时，由于转差率增加，次级绕组损耗有所增加，因而所表现出来的损耗也偏高，在

画直线时，这些点应舍弃。

    如电动机起动时次级绕组短路并提升电刷（这是可能的，只要把供电发电机与被试电动机同时起动

即可），则用上述同样的外推法，即可获得轴承损耗与总风耗之和。

    注：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可仿照同步电机，将转子的两相（必要时三相）用直流励磁，则电机可作为同步电动机作空载

        试验。

5.2.1.2 负载损耗

5.2.，‘2.1 负载试验

    5.1. 2 a)项损耗是用测得的初级绕组直流电阻换算到基准温度后的数值和相应的负载电流计算

求得。

    如用负载试验来确定5. 1. 2b)项损耗，则次级绕组损耗等于转差率乘以次级绕组的全部输人功率，

也就是电机的输入功率减去5. 1. 1 a)项的铁耗和5. 1. 2 a)项初级绕组的FR损耗。采用这一方法，对

绕线型电机，直接得出5.1. 2 b),5. 1.2 c)两项损耗之和，对笼型电机，直接求出5. 1. 2 b)项损耗。对后

一型式电机，因为无法直接测量其次级绕组的电阻和电流，所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使用这一方法

时，转差率可由闪光测频法测定，或在两滑环间（对绕线型电机），或在辅助线圈的线端间（对次级绕组短

路的电机），或轴的两端间，接一永磁式毫伏计数其摆动次数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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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2 计算值

    对绕线型电机，5.1.2 b)项损耗可用换算到基准温度的直流电阻和由圆图或等效电路计算出来的

电流计算求得，计算时要用电机的实际变比。所用的圆图型式应按制造厂与用户协议。

    负载试验时，5.1.2 c）项电刷损耗是无法直接测量的，此损耗应以流过电刷的电流乘以一固定的压

降而得，对炭质或石墨电刷，各相压降取1V，金属与炭混合制成的电刷则取0. 3 V,

5.2.1.2.3 降低电压时的负载试验

    此法同样适用于笼型电机。

    当降低电压时，如电机的转速保持不变，则电流约与电压成正比降低，功率约与电压平方成正比，当

电压降低至额定值的一半时，电流也大约降为额定值一半，功率大约降为额定值的四分之一。

    异步电机在降低后的电压Ur下带负载运行，测量电机输人功率 Plr、初级主电流ilr和转差率，，以

及在电压U，下的空载电流Ior，并测定额定电压UN下的空载电流 10 .

    按下述方法作向量图（图3)可获得额定电压下负载电流 I，的向量，电流向量I,：应乘以下列比值：

饰
一Ur

 
 
－－

额定电压
降低的电压

加上下列向量：
                  ＿／UN、．

OLo=los,n9lo一1o 1 it  Isin9por
                                  、U ri

其向量和即代表在额定电压下的电流，输入功率为：

． ， I UN
厂1 片 厂1，1；二，

          一’＼vr

采用此方法确定的I,和P,，以及降压后测得的转差率，，就可按5.2.1.2.1计算负载损耗。

、（普）

10,（兴）

                          图3 求取额定电压时负载电流I、的向f圈

5.2.1.3 负载杂散损耗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5. 1. 3a）和b)两项损耗均假定按初级绕组电流平方而变化，其满载时总值：电

动机时为额定输人的。.5％，发电机时为额定输出的0.5%.

    注：对小型电机的某些设计来说，上述损耗可能大于额定输人的 o.5％。在特定情况下如认 为该值重要，该损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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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直接测定效率的方法来确定。

5.2.2 总损耗测定

5.2.2.1 回该试验（见7.5)

    两台相同的电机基本上按同样的额定状态运行，由电源供给的损耗可假定是平均分担的，故可由总

损耗之半和一台电机的输人电功率求得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注：如在感应电动机回馈试验中需用齿轮箱，则齿轮箱的损耗应在确定电机损耗前从愉人电功率中减除．

5.2.3 直接测定效率

5.2.3.1 制动试验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运行时，其输出与输入之比即为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5.2.3.2 校准电机试验（见7.2)

    当电机按7.2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及额定电流状态下运行时，输出功率与输人功率之比即为

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5.2.3.3 对拖试验

    两台相同的电机基本上在同样的额定状态下运行，可假定损耗是平均分担的，故可从总损耗之半和

输人电功率求得效率。如无功功率由电源提供，被拖动电机作感应发电机运行，端子上连接适当的

负载。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6 同步电机

  各项损耗

下列各项损耗之和为电机的总损耗：

1 恒定损耗

a) 磁路中的铁耗以及其他金属件中的空载杂散损耗。

b) 摩擦耗（轴承、电刷），但不包括独立润滑系统中的损耗。公用轴承，不论是否随机供给，应单

    独列出其损耗。对水轮发电机和抽水蓄能系统的泵用同步电机，其推力轴承中的损耗（如推

    力轴承还带有导轴承，则包括导轴承损耗）应单独列出。同时应指出相应的推力负载、轴承温

    度、润滑油的型号和油温。

注：如需要独立润滑系统的损耗值，则应单独列出。

c) 总风耗，包括与电机成为一体的风扇以及辅机（如有）所消耗的功率。其他与电机并不成为一

    体的辅机，如风机、水泵、油泵的扣损耗，虽然专供此电机使用，仅在协议有规定才计人作为

    损耗。

注1：如需要独立通风系统的损耗，应单独列出。

注2：对直接或间接氢冷电机见GB 755-2000中5.7.

2 负载损耗

a) 初级绕组中的I' R损耗。

b) 起动绕组或阻尼绕组中的PR损耗。

注:b)项损耗仅适用于单相电机。

3 励磁回路扳耗

a) 励磁绕组及励磁变阻器中的I2 R损耗

b) 由主轴拖动并成为整台电机的一个组成单元，专门作为主机励磁用的励磁机，它所产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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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损耗，包括励磁回路中变阻器的损耗，均属于励磁机损耗，但风摩耗除外。

    旋转整流器中的损耗以及主轴与励磁机间所用齿轮、绳索或皮带、或其他类似件中的损耗均应

计人。

    接于同步电机端子由交流供电的任何自励和调压装置的所有损耗。

    如励磁由独立电源供给，如蓄电池、整流器或电动发动机组，则励磁电源内的损耗或连接电源与电

刷的接线中的损耗均不计入。

    c) 电刷电损耗。

6.1.4 负载杂散损耗

    a) 由于负载在铁心及导线以外的其他金属件中引起的损耗。

    b） 初级绕组导线中的涡流损耗。

6.2 效率确定

6.2.1 各项损耗之和

    效率可从下列各项损耗之和计算求得。确定各项损耗的方法如下：

6.2.1.1 励磁回路损耗

6.2.1.1.1 励磁绕组中12R损耗

    此损耗等于FR。其中R为励磁绕组换算到基准温度的电阻；I为电机在特定定额工况下的励磁

电流，在负载时直接测量，如不能测量可计算确定，其计算方法应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决定。

6.2.1.1.2 主变阻器的损耗

    损耗按I' R计算。式中R为所考虑定额时主变阻器接在励磁回路内的电阻汀为同一定额下的励

磁电流（见6.2.1.1.1)。该损耗也等于该定额时的IU，即励磁电流I乘变阻器电阻压降U。

    注：如励磁回路中有永久性串接电阻，则应视其同主变阻器一样处理。

6.2.1.1.3 电刷电损耗

    该项损耗可由在某一定额情况下的励磁电流乘一个固定压降求得。

    所有炭质电刷或石墨电刷，每一极性的压降取W，如系金属石墨混电刷取0.3 V，即前者总压降为

2V，后者为0. 6 V e

    6.2.1.1.1,6.2.1.1.2和6.2.1.1.3三项损耗之和也等于励磁电流I与总励磁电压U。之乘积。

6.2.1.1.4 励磁机损耗

    注：本条仅适用于下述情况，即励磁机由电机主轴拖动，并专为电机励磁之用。

    励磁机从电机轴上吸收的功率减去其端子输出的有效功率’即为励磁机损耗。如励磁机由独立电

源励磁，则损耗中还要包括此励磁机的励磁损耗。

    如励磁机可以与主电机脱开并分别进行试验，其所消耗的功率可用校准电机法来测定。

    如励磁机不能与主电机脱开，则励磁机吸收的功率可以对整台电机用校准电机法或减速法来测定。

在这两种方法中，励磁机所吸收的功率等于整台电机在下列两种相同条件下所测得总损耗之差。一种

是使励磁机带负载，另一种是使励磁机本身不加励磁，此时主电机由独立电源供给励磁。

    如上述两种方法都不适用，则可按4.1有关直流电机的要求确定各项损耗（参看4.2.1.1.3最后一

段）。

    注：对于从电机交流端取得输人的自励调压装置中损耗的确定方法，应由制造厂与用户协商解决。

6.2.1.2 恒定损耗

6.2.1.2.1 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功率因数为1的试验

    通常是将电机作电动机空载运行确定恒定损耗之和。同步电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作电动机

空载运行，调节励磁使输人交流电流为最小值。从输人电功率减去初级绕组的Iz R损耗，必要时再减

去励磁机吸收的功率，即得恒定损耗之和。

    注：如励磁由独立电源供给，则不必减去励磁功率。

， 励磁机的端子有效功率，即等于6. 2. 1. 1. 1,6. 2. 1. 1. 2和6.2.1.1.3三项损耗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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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2 开路试验

    6. 1. la),b)和c)三项损耗之和，6. 1. la)项以及6. 1. lb)与c)两项损耗之和，均可采用校准电机将

被试电机拖动到额定转速时求取，此时被试电机作为发电机，由独立电源励磁，并以额定电压作开路运

行。从校准电机计算出被试电机从轴上吸收的功率，即为6. 1. la),b)和。）三个恒定损耗之和。切除励

磁，用同样方法可测得6. 1. 1 b)与c）两项损耗之和。两者相减即得6. 1. 1 a)项铁耗，由于同步电机所

用电刷数量较少，通常不可能用提升电刷的办法把电刷摩擦耗与其他恒定损耗分离。

6.2.1.2.3 自减速试验（见7. 4)

    6.1.1 a),b),c)三项损耗之和，或6. 1. 1 a)项以及6. 1. 1 b)和c)两项损耗之和，均可用自减速

法确定。

6.2.1.2.4 调节电压分别作功率因数为1的试验

    6. 1. 1 a),b)和。）三项损耗，可按5. 2.1.1.3方法，将电机在额定频率下作电动机运行，用改变电压

的办法把三项损耗分离。

    试验时，应调节励磁使功率因数保持为to

6.2. 1.2.5 改变冷却气体密度的试验

    气冷电机改变气体压力，可以在不同的冷却气体密度下做试验，从而把总风耗与摩擦耗分开。

    注：不同速度下的试验在考虑中。

6. 2. 1. 2. 6  f热法试验（见7.6)

    可以用量热法单独确定轴承损耗。

    注：立式电机推力轴承，可能还有相应的导轴承，其损耗仅在协议有规定时测定．

6.2.，．3 负载损耗

    包括初级绕组PR损耗。

    初级绕组 72 R损耗通常按6.2.1.4在短路试验中测定。

    当要分开列出时，初级绕组PR损耗可由额定电流与换算到基准温度的绕组电阻计算求得。

6.2. 1.4 负载杂散损耗

    除非另有规定，6. 1. 4a)与b)两项损耗之和由短路试验测得。

    将被试电机初级绕组短路，拖动至额定转速，调节励磁使初级绕组中电流为额定值，该电机从轴上

吸收的功率，减去6. 1. lb)和c）两项机械损耗，如有必要再减去励磁机所吸收的功率，即为负载损耗

(6.1.2)与负载杂散损耗（6.1.4)之和，如漏抗非常大，例如高频电机，则还需修正铁耗。负载损耗在不同

程度上随温度而变化，而负载损耗与负载杂散损耗之和则认为与温度无关，可以不必换算到基准温度。

    如无其他规定，可认为负载杂散损耗按电枢电流的平方作变化。

    注：如按上述办法确定6.1.4a）与b)项负载杂散损耗之和，该值比额定负载时的实际损耗略大。

    短路试验时被试电机在轴上吸收的功率可采用校准电机法（(7.2)，或自减速试验法（7.4)测定。

6.2.2 总摄耗测定

6.2.2.1 回馈试验（见7.5)

    两台相同的电机基本上按同样的额定状态运行，损耗可认为是平均分担的，可按6.2.3.3方法计算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6.2.2.2 霉功率因数试验（见7.3)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状态下运行时，其总损耗即等于试验时吸收的功率，按实际

励磁电流与额定负载时励磁电流两项损耗之差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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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直接测定效率

6.2.3.1 制动试验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运行时，其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即为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按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6.2.3.2 校准电机试验（见7.2)

    当电机在额定转速、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下运行时，其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之比即为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6.2.3.3 对拖试验

    两台相同的电机基本上在同样的额定状态下运行，可认为损耗是平均分担的，故可从总损耗之半和

电输人计算效率。

    试验应在尽可能接近定额规定的时间终了时所达到的温度下进行．绕组电阻不必作温度修正。

7 试验方法

7.1 概述

    试验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种类型：

    a) 在单机上进行输人输出测定，通常包括测量电机的机械输入或输出。

    b) 将两台电机对拖测量输人、输出，例如两台相同的电机或把被试电机与校准电机对拖。可避

        免测定电机的机械输人或输出。

    c) 在特定情况下测定电机的实际损耗。通常这不是指总损耗，而是包含某几项损耗。但采用这

        一方法可以计算总损耗，或某一项损耗。

    如何选择适当的试验方法，应根据需要提供的内容，要求的准确度，以及电机的型式与功率大小而

定。对某一特定型式电机如有若干种试验方法可供采用时，可按7. 7选用。

    直接法与间接法确定效率的区别如下：

    直接法是通过直接测量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输人功率确定效率。

    间接法是通过测量电机的各项损耗，把各项损耗之和与电机的输出功率相加得出电机的输入功率，

以此确定电机的效率。

    间接法可以有下列二种方式：

    (i） 确定各项损耗；

    (ii) 确定总损耗。
    注：确定电机效率的方法是以若干假定为基础，因此不可能将直接法求得的损耗与间接法测定的损耗结果进行

        比较。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电机效率保证值是根据测定各项损耗的方法确定的。当方法可以选择时，则对

效率测试结果的评价应根据所选方法可达到的准确度和被试电机的型式与效率水平而定。“

    直接测定输出、输人功率以求取效率或总损耗时，测量的不准确度在效率的误差中直接显现出来，

（例如功率测量准确度低于1％时，效率误差可能达2%．或者说总损耗误差可达输入功率的2％)。小

型电机或电机效率较低（例如低于800o)'“时，这一方法是可取的，而试验则大为方便。如上述电机和

其他电机直接测定损耗再计算效率，则可得到较高的准确度。

7.2 校准电机试验

    需要测量损耗的电机与网路分开，如由原电动机拖动，则予以脱开。另由一台校准电动机将被试电

          有些国家使用间接法的基础是以效率水平 90％为界，而另一些国家主张用 一个较低值．例如 70 0a。我国考

          虑使用间接法的基础是以效率水平80％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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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拖动到额定转速。校准电机是指各项损耗已事先准确测定的电机，因而可根据其测得的输人电功率

与转速，计算出其轴上输出的机械功率。该机械功率传输给被试电机，即可用以确定被试电机在一定工

作条件下的损耗。被试电机可以是空载，加励磁或不加励磁、有电刷或无电刷、或短路，从而可分别测得

各项损耗。

    也可用测功机或电动机配合以合适的扭力计替代校准电机拖动被试电机，扭力计指示出传给被试

电机的转矩，因而代表被试电机的机械输入功率。

    使用这一替代办法时，应特别注意转速的测量，因为转速是计算功率的一个直接因素。

7.3 零功率因数试验

    电机作电动机在额定转速下空载运行，功率因数在零左右，调节励磁使电机初级绕组流过额定

电流。

    施加合适的供电电压以使电机具有与空载额定电压下运行时同样的铁耗数值。如果不会使铁耗比

满载时明显地增大，供电电压通常与额定电压相等。原则上无功功率应该是正的（即过励）。如由于励

磁机电压不足而无法进行时，试验也可以在吸收无功功率（即欠励）情况下进行。

    注：这一方法的准确度与所用功率表在低功率因数时的准确度有关．

7.4 自减速法

    自减速法可用于确定旋转电机的各单项损耗。

    本款所列出的损耗确定方法基本上是用于大型同步电机，其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有适当损耗的其他

电机（主要是有合适的转动惯量的交流感应电机和直流电机）。

7.4.1 概述

    自减速法用于确定下述损耗：

    — 各种电机的风摩耗（机械损耗）之和；

    — 直流电机和同步电机磁路中的铁耗与开路杂散损耗之和；

    — 同步电机运行绕组中的I' R损耗和负载杂散损耗之和（即短路损耗）。

7.4.1.1 基本原理

    迫使电机减速的总损耗P,与相应于该项损耗的转速和在该转速下的减速率的乘积成比例：

。 ，、 do
r , 片 一 七刀 一于－

                dt

式中n以r/min计，P，以kW计，减速常数C等于：

C ＝
47C21

602 X 10'
二10. 97 X 10-sJ

    J为转动惯量，以kg·m，计。

    可直接使用加速度计或者是按下述7.4.1.2,7.4.1.3和7.4.1.4规定的方法之一间接地求得减速

率do/dt,
7.4.1.2 弦线法（method of the chord)

    本方法要求测量时间间隔t2-ti，在此时间间隔内被试电机的转速由（(1-}-S) nN改变到（(1-46) nN（见

图4)转速变动量23n,与时间间隔t2 -t，之比值近似地等于额定转速时的减速率。

2伽N

                                              t2一 t,

试验中S的取值应不大于0.1，依据电机的特性

do.z
us in 今 nN

S也可取更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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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

(1-6) nN

                                            ‘，，，，，，，，，，，，，，， t

                                          图4 弦线法

7.4.1.3 极限割线法（method of the limiting secant)

    本方法是弦线法的一种变形，适用于转速不能增加到超过额定转速的电机。试验时，转速为额定转

速nN的瞬间标以t,，而当转速下降到（(1-8)nN的瞬间标以t2，逐次减小 8值，则转速的时间导数等于

通过 ti ,t：点的直线与时间轴间夹角正切 ，当 8趋近于零时的极限值，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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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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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im8-0

  87N

t2一 tj

鱼
dt

                                                ‘－－－－－－J－－－－－－二－－－－－－－－－－－－－上－－－－－－－－－－－ s

                                              0   0.0125 0.025        0.05                        0.1

                                        图5 极限割线法

7.4.1.4 平均转速法

    如t, , t：和t3代表逐次的时间读数，在任意两个相继读数间隔内转轴转过完整的N转，在此时间间

隔内的平均转速为：

  60N

t2一 t1
和n23

  60N

t3一 t2

转轴在中间时间t2瞬间的减速率为：

2 ( n23一nit）

t3一 ti
 
 
幻

dn
－由

    将计算求得的各瞬间的减速率相对于平均转速画出曲线，由此曲线上可确定在额定转速时的减速

率值。

7.4

7.4.

2 自减速试验的组合

2.1 已知转动惯f时的试验组合

    如经测量或查阅设计资料，电机旋转部件的转动惯量为已知，对于直流电机有两项基本的减速试验

已是足够，即使电机在额定转速电枢绕组开路下运转，不加励磁和加励磁使电压达到额定电压。对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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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电机还需要作第三种减速试验，即使电枢绕组短接，加励磁使电枢电流达到额定值。

    第一种试验由下式可得出被试电机的机械损耗：

＿ 。 dnI二
厂．＝ 一‘nN- I1

                  at｝

第二种试验由下式可得出被试电机的机械损耗与铁耗之和：

，，十，F。一C二dodt卜
第三种试验由下式可得出被试电机的机械损耗与短路损耗之和：

Pf＋P、一C，、酬3
                              III I

以上瓮卜、瓮,2" at卜
    分别代表了第一、二和三种试验中的转速对时间的导数值。

    第一、二两种试验求得的损耗之差为铁耗。

    第一、三两种试验求得的损耗之差为电枢回路中的PR损耗和负载杂散损耗之和，如有需要，此二

项损耗也可以分离开，即由两项损耗之和减去电枢回路中相应于试验温度的电枢回路电阻计算求得的

PR损耗，为此，在每一电枢回路短接的减速试验之后应采用适当的方法直接测量绕组温度。

7.4.2.2 转动惯f为未知时的试验组合

    如电机旋转部件的转动惯量为未知量，或者是与电机机械连接有其他旋转部件且其转动惯量为未

知量，例如连接有汽轮机的电机，则应作一些附加试验以确定减速常数C,

    有些情况下可能用适用的电压、相数和频率（如为交流电机）的电源向被试电机供电使其作空载电

动机运行，且能测得所供给的功率（等于机械损耗与铁耗之和，因为电枢回路中的PR损耗通常是可以

忽略不计的），则减速常数C可由下式求得：

      A ＋ p,.

t一n" dt 2
    如因供电电源的频率波动测量该项功率有困难，可改用电度表（Integrating meter）测量供给被试电

机能量的办法。为此，必须使被试电机作为电动机在恒定的供电状态下运行一段时间。

    有些情况下被试电机不可能作为不带负载的电动机运行，故除了7.4.2.1所提出的三种减速试验

外还应进行另一种减速试验。令被试电机承受以数量级同于尸‘和尸k且能测得的任何损耗P使之降

速。为此，把可以单独测得开路损耗或短路损耗的变压器接人被试电机，另外，如被试电机转轴上带有

励磁机或辅助发电机，可用其限流电阻(ballast resistance）作为负载。

    如采用接入变压器的开路损耗降低电机转速，则因变压器开路（指副边开路）电流造成被试电机的

短路损耗可以忽略，则

P,、PR,、尸一（C;nn d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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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用接入变压器的短路损耗降低电机转速，通常变压器副边短路状态下的铁耗可以忽略，则

尸f十尸、＋尸一 〔、、dn15
                                  at 1

于是

C ＝
          尸

  fdn｝， dn.｝＿｝
n,.（－；一 ID一 －；一is ）
  ’一tdtI    dt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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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采用以限流电阻作负载的励磁机或辅助发电机降低电机转速，迫使电机减速的损耗只有被试电

机的机械损耗尸，和被测得的损耗尸（计及负载电机的效率，此项损耗可通过计算求得）。因而：

。 ．＿ 。 do
Yf十 I-＝ 一 L, nN ,,

                                            Uc

从而得出：

dn
一dt

C二 一
        ｛do

    JI N｝不

7.4.3 自减速试验方法

7.4.3.1 自减速试验时被试电机的状态

    被试电机应为正常运行时的完整组装状态，试验之前电机的轴承须经过“磨合运转”(run in)。通

过冷却气体流量的节流调节使空气温度达到所要求的正常温度，在此温度下测量电机风耗。调节冷却

介质流量，使轴承温度达到在额定负载运行状态下的温度。

7.4.3.2 与其他机构机械联接的被试电机

    若有可能被试电机应与其他旋转部件脱开。如不能脱开，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降低其他旋转部

件的机械损耗，例如部分拆除或者是在带水轮机的情况下排除叶轮涡室内的水；此外，还应采取措施排

除上游进水和因叶轮转动由下游抽极进水的可能性。叶轮在空气中旋转会产生风耗，此项损耗可通过

实验表明或者是按制造厂与用户的协议计算求得。

7.4.3.3 被试电机的旋转

    有时被试电机可由其原动机驱动，例如由冲击式水轮机（Pelten turbine）驱动，在这种场合下叶轮

的供水可瞬时间切断。然而被试电机通常是由独立电源供电在宽广的可变转速范围内作为电动机空载

运行。在所有情况下，均应由快速精确电压控制的独立电源提供励磁，原则上不推荐由原有机械联接励

磁机提供励磁，但在有些情况下如转速偏差值S甚小，例如不超过0.05时，允许由原有的励磁机提供励

磁。在所有情况下均应考虑与被试电机转轴联接的励磁机的损耗。

7.4.3.4 试验开始之前的操作方法

    每项试验开始时，把被试电机快速地加速到（(1十S) nN以上，当电机减速到所要求的转速时就能处

于所要求的状态，即：

    — 电机与供电电源断开；

    — 仅由机械耗减速时，被试电机磁场应灭磁；

    — 由机械损耗与短路损耗之和减速时，电机磁场要灭磁，短接电枢端子，重新施加励磁使电流达

        到预先设定的短路电流；

    — 由变压器损耗减速时，被试电机灭磁后使之与预先设置好某种状态（空载或短路）下的变压器

        相联接，加励磁使之达到预先设定的电流值或开路电压值；

    — 由装在被试电机转轴上的励磁机或辅助发电机负载损耗减速时，被试电机要灭磁同时调定所

        规定的负载。

    上述诸情况下从切断电源到开始测量数据之间均应有一充分的时间延滞，以避免电磁瞬变过程的

影响。

    由机械损耗和铁耗或者是变压器开路损耗之和降速时，如被试电机为同步电机，将其励磁调节至相

应于在额定转速、功率因数为1时预先设置的开路电压，在被试电机断开电源后无其他操作要求。

7.4.3.5 减速期间的操作

    每项试验各种仪表（磁场电流、开路电压、短路电流）以及转动惯量J为未知的附加自减速试验中

的功率表均应在被试电机通过额定转速的瞬间读取读数；在不加励磁的自减速试验中在此瞬间不要求

读取读数。

    开路电压或短路电流测得值偏离预先设定值的偏差不得超过士2%。由每种试验计算求得的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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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时间导数应按设定值与测得值平方之比成比例地作调整。

7.4.3.6 自减速试验程序

    如有可能，自减速试验项目应不间断地连续进行，建议以不加励磁的自减速试验开始和结束作一系

列的试验。若因某些原因，不能连续地进行一系列试验，则建议后续的一些试验以不加励磁的自减速试

验开始和结束。

    试验可以在相同的预定开路电压或短路电流值（例如为额定值）下重复多次，或者是95%-105写

额定值限定范围内以不同的数值重复多次试验。前一种情况下，诸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可认为是每一

类型损耗的实测值，后一种情况下，把测得的数值画成与电压或电流成函数关系的曲线，依电压或电流

的预定值在此曲线上查出的一点读数就是实测值。

    因转动惯量为未知量而进行的附加自减速试验应在绕组开路或短路产生同样的电压或电流值的条

件下进行。如不可能作到，应按前述的曲线确定各对应的数值。

7.4.4 测且

7.4.4.1 测A方法

    自减速试验期间测量工作的目的在于求得所要求的转速时间导数，可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a) 加速计法— 直接测量相对于时间的减速率：

do
万丁 ＝ J lL1
UL

    b) 转速计法— 确定转速与时间的依存关系：

                                            n＝ftt)

    c) 计时器法（chronographic)— 确定被试电机转轴角位移与时间的依存关系：

                                            S二f (t)

    在各种情况下，记录测量仪表既可连续地也可间断地记录测得的数值和时间。

7.4.4.2 加速计法

    具有复杂通风结构的大型电机，其速度与时间的依存关系可能是无规律的。从而，在减速期间通过

额定转速瞬间的减速率瞬时值可能是散乱的。因此，可作出测得的减速率与时间或转速的关系曲线，经

适当的曲线拟合或相关技术确定转速时间导数的真实值。

7.4.4.3 转速计法

    用测量结果画出转速与时间的曲线图，在此图上确定弦线法或极限割线法所指出的达到要求转速

的时间瞬间，利用较高和较低转速对应的时间之差计算减速度。

    若被试电机转轴上带有励磁机或其他电机，如其发出的电压信号随着被试电机的转速不出现波动，

可作为测速发电机使用，由稳定的直流电源（如单独的蓄电池）供给励磁。

    如果随着被试电机转速发出的电压信号有波动，或者是被试电机轴上不带这样的测速发电机，可联

接一台直流电机充当测速发电机，它可以用无接缝的皮带或者是其他方法由被试电机转轴驱动，使之平

滑地旋转。

    可以在相应方法规定的确切时间间隔内读取转速读数，此时不需要特别记录时间，也可以读取来自

被试电机转轴的信号读数。在此情况下，读取转速读数同时还应读取时间读数，不必读取转轴每转的时

间读数；通常，整个试验读取30个～40个读数即已足够。

    如使用高准确度的测量仪表，则可测量转速的瞬时值或者是测量被试电机或装在该电机转轴上的

其他交流电机的电压周期以取代测量转速；此时两台电机的极对数不必相等。

7.4.4.4 计时器法

    可以使用指针连续移动（非阶段性）的直观显示计时器，也可使用带打印机（电气式或机械式）的数

字显示的计时器。

    应按来自被试电机转轴的信号（或是转轴完整的每转或是已知的转数）读取时间读数。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GB/T 755.2-2003/IEC 60034-2：1972

    注：使用转速计法，如用来自被试电机转轴信号确定转速，则时间读数可用于转速计法和计时器法，于是可提供相互

        校核的机会。

    有时被试的机组具有平滑的减速特性，测量与额定转速之差相同的两档转速之间的减速时间可以

得到精度满意的测量结果。

                                                    do   An

                                                    dt   At

    测量定子电压的频率是确定同步电机转速的最佳办法。

7.4.4.5 轴承损耗的测，

    如有必要，可由机械损耗中减除轴承及推力轴承损耗，这些损耗可用GB/T 5321规定的热量法求

取。如被试电机轴承为单向流动冷却（direct-flow-cooling)，这些损耗应由被试电机和与之机械联接的

其他机械（例如汽轮机）按其旋转部件的质量成比例地分担。如果轴承不是单向流动冷却的，须按制造

厂与用户协议的经验公式确定轴承损耗的分配。

7.5 回馈试验

    如有两台相同的电机，则可用回馈法。把两台电机机械和电气祸合在一起，以额定转速运行，一台

作电动机，另一台作发电机。测试时的实际温度要尽可能接近正常工作温度，不必作进一步修正。两台

电机所需的损耗可由其所接的网路来供给，或由校准电机来供给，或由升压机来供给，或由上述各种办

法的组合供给。

    如两台直流电机电气回馈，调节电枢电流的平均值为额定值。如被试电机为发电机，则两电枢电压

的平均值为额定电压加一压降值，如被试电机为电动机，则两电枢电压的平均值为额定电压减一压

降值。

    ’如两台异步电机电气回馈，则机械连接部分要通过调速机构，如齿轮箱，以保证合适的功率转移。

转移的功率大小与两台电机的速度差有关，电源应供给两台电机的损耗及所需的无功功率。

    如两台同步电机电气回馈，则机械连接时应有一个正确的相位角关系，两电机间转移的功率取决于

相位角差。

7.6 热f法试验

    热量法测量损耗应按GB/T 5321标准进行。

7.7 优先采用的试验方法

7.7.1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优先采用4.2.1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恒定损耗的优先采用4.2.1.2规定的方法。

7.7.2 多相感应电机

    多相感应电机优先采用5.2.1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恒定损耗的优先采用5.2.1.1.1规定的方法。

7.7.3 同步电机

    同步电机优先采用6.2.1规定的试验方法，确定恒定损耗的优先采用6.2.1.2.1规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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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确定损耗和效率的暂定方法

引言

    本附录适用于额定频率为120 H：及以下、由变频器供电的笼型感应电动机。变频器具有中间电

路，属下列几种型式：常用的脉宽调制式（(PWM）的I型变频器和U型变频器。

    本标准第5章规定的损耗和效率确定方法部分内容已不适用，本附录指明了必须修改的试验内容。

    注：六阶梯波变频器属脉冲控制变频器的一种特殊情况。

    通常，由变频器供电比正弦波电源供电电动机运行时的损耗要大。这些附加损耗取决于所施加供

电量（电流或电压）的谐波频谱。变频器线路及控制方法对诸损耗量的大小有影响，因而不可能用一个

简单的因数包容这些附加损耗。

    因此，最好是把电动机连同实际运行将使用的同样的变频器一起试验以确定损耗和效率。很明显，

适用的方法不应当牵涉到电机的设计数据，例如转子导条的几何形状。

A. 1 变频器供电电动机的损耗和效率的确定

A.1.1 附加损耗的分f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附加损耗‘，是由电压或电流的谐波产生的，由以下分量组成：

    a) 初级绕组中的附加PR损耗；

    b) 次级绕组中的附加I2R损耗；

    C) 附加铁耗。

    注:IEC 34-17.1992“变频器供电笼型感应电动机应用导则”的第5章阐述了产生附加损耗的物理效应。

A. 1. 2 输入一翰出法确定效率

    优先的方法是7.1列出的电动机输人一输出测量法。因为测量结果包括了所有的附加损耗

（见A. 3 )。然而，所使用的功率，转矩和转速的测量设备应具有足够的准确度以及适用的频率范围。因

此，对测量仪表及附件除3.2要求的内容外还应当规定一些附加要求（见A. 2).

    为使求得的电动机效率处于所要求的相对容差范围内，功率测量的最大相对误差（Ap/P,.).二应如

图A.1所示随同效率的增加而降低。

    若按制造厂与用户协议，也可以测量变频器连同电动机的输人一输出以确定整个系统的总效率。

在此情况下，不能单独地确定电动机的效率。

A. 1. 3 损耗分析法确定效率

    5.2.1所作的一些假定条件对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已不再适用，在空载试验中，次级绕组的PR损

耗（(5.2.1.1.”已不容许忽略，因此分离不出铁耗。与多种变频器商品配合，因其所限定的调节范围不

可能按5.2.1.1.3改变电压（即改变磁通）作空载试验，故不可能通过空载试验把风摩耗（5. 1. lb)和c)

同其他损耗分离开。

    1) 这些附加损耗是由供电电源的谐波产生的，不包括5. 1. la）和5.1.3款涉及到的基频正弦电源的杂散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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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和输出测，的最大容许相对误差（AP/Pin) maxi}

    关于负载试验，在5.2.1.2.1中的“次级绕组损耗等于转差率与传输到次级绕组总功率的乘积”的

说明只适用于以正弦基频电流运行的电动机。再者，以直流电流测得的初级绕组电阻计算 PR损耗

(5.2.1.2.1）因涡流影响将产生误差。

    因此，在用损耗分析法确定效率时须作一些假定（见A. 4) o

A. 1. 4 皿热法确定效率

    量热法特别适用于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这是因为损耗的测量与电压电流的波形如何无关。

    已经明确，GB/T 5321-1985中4.5的量热校正法有其优点，该方法不要求测量流量，从而不必确

定与温度和湿度成函数关系的冷却介质的密度，也不必考虑冷却介质的比热容的变化。

    图A. 2所示的装置中，耗散电阻器所吸收的功率很容易测量，因此，利用下式可计算出电动机的

损耗。

                                  尸，＝PA T2一T,)/(T3一T2)

    式中：

        P,— 电动机损耗；

        Pa— 耗散电阻器吸收的功率；

T, I T2及T3— 图A. 2所示各点测得的温度。

负载电机 被试电动机

                            图A.2  f热校正法试验装皿的示意图

    测量准确度主要取决于（孔-T,）和（几-T2)温升的幅值。应按GB 5321-1985中6.3款的规定进

行测量，以便使测量结果能达到该标准中6.5款和表2规定的准确度。

    2)  8为Gs 955--2000表8中项1,2列出的容差。假定Pi。和尸、：的误差相等，在此简化误差的基础上作出曲线。

        图A. 1是式（AP/P;. ).。二＝S(1-})!(t-h}）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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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5 正弦波供电试验的损耗分析法并补充以考虑附加损耗的总增且确定效率

    通常，标准设计的电动机和变频器只是在运行地点才联接在一起，在众多情况下，以正弦波供电时

电动机的已知损耗叠加以总增量确定效率的方法颇受欢迎，但正如前述，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变化极为

广泛的变频线路和控制方法的适用数值。关于总增量，目前的状况是对一定的输出范围和变频线路所

搜集到的试验数据只能作出有限的说明（见A.5).

A. 1. 6 推荐的方法

    额定频率为50 Hz或60 Hz的电动机，按其定额推荐以下几种试验方法：

    a)  C50 kW, I型或u型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采用输人一输出法(A.3),

    如经制造厂与用户协议本方法也可用于额定输出较大的电动机。“，

    b)  >50kW, I型(A. 4. 1)或u型(A. 4. 2 )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应用损耗分析法。

    C） 在试验间作试验的电机（与定额无关）可用正弦波供电的损耗分析法（5.2.1)并补充由u型变

        频器供电的空载试验。

    d) 热量法（A. 1. 4)适用于I型和u型变频器供电的任意定额的电动机。

A. 2 测且仪表的要求

    应使用测量电流、电压有效值的仪表和有功功率表。在输人一输出法中，测量结果的准确度取决于

功率表、转矩和转速测试设备的准确度。

    考虑到谐波产生损耗的作用，应仔细选择测试设备，使其能在相应频率范围内有足够的准确度，以

下是对互感器、传感器以及分流电路等测试设备所要求的频率范围fr C 4)

                              f, = 10f,— 对六阶梯波变频器

                              f,二6f,— 对PWM变频器，最高为100 kHz

    式中：

    f－一最高额定频率；

    介一一最高脉冲频率（载波频率）。

    对于六阶梯波变频器，普通的电动式仪表即能满足这些要求；对于PWM变频器，必须使用宽频段

的设备，优先使用带AD变换器和数字式数据微处理机的电子式仪表。

    注1：脉冲频率高的场合不宜使用两表法（Aron接法）。这是因有电容电流存在，输人电流之和可能不为零。因此，

        应采用每相用一个功率表的测量方法。

    注2：可以认为以下准确度的适用测量设备可以达到要求，功率0.5%，转矩0.4％和转速0.1％.

    注3：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及其主要次数决定于调制方法，A. 6对此作了扼要说明。

A. 3 总损耗测f

    可采用制动法（(5.2.3.1)或校准电机法（5.2.3.2)确定变频器供电电动机的效率，这些试验方法也

适用于非额定频率的运行状态，包括弱磁控制（field-weakening）运行。

    这种直接测量方法仅适用于额定功率不超过A. 1. 6规定的电动机。

    3) 如经协议此方法可用于更大定额的电机。但所确定的效率的误差可能超过GB 755-2000中表 1规定的容

        差值。

    4) 对常用的指示仪表（见GB/T 7676. 1)，其准确度是对标称频率规定的〔如对40 Hz-60 Hz)，而在其规定的上

        限频率，其准确度等级容许有附加误差（如在 1000 H：时为。.4%)。电子式测量仪表通常均给出频率范围，指

        规定的上限频率，所规定的准确度既适用于50 H：或60 Hz，也适用于规定的上限频率。以下称此为仪表的频

        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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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损耗分析法

    借助于修改的空载试验(5.2.1.1.1)和负载试验(5. 2.1. 2.1)，也可以采用损耗分析法确定效率。

其中两项修改的试验均应在额定频率下进行，电压要按变频器的特性，例如用其固有特性曲线或者是磁

场定向控制（field-oriented control）来调节。

    使用I型和U型变频器供电时应遵守不同的修改要求。

A. 4. 1 方波输出(block-wave output) I型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5)

    假定由空载到满载之间电流波形不变，则相对谐波含量与负载无关。同时，假定附加铁耗主要是由

于漏磁通反向而产生的，在这些假定前提下，因谐波而产生的附加损耗主要取决于电流，且将随初级电

流有效值的平方而变化。

    理论上是可以用正弦波电压供电和变频器供电的空载试验测得的“恒定损耗”之差确定负载状态下

的附加损耗。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必然会有显著的误差。

A. 4. 1. 1 变频器供电的空载试验

    测得的输人和用直流电阻求得的初级绕组损耗之差包含了恒定损耗（按5.1.1，仅考虑了基波）和

以下各项分量：

    — 因涡流导致电阻增加的初级绕组附加损耗；

    — 附加铁耗；

    — 因谐波而产生的次级绕组损耗；

    在作空载试验时（5.2.1.1.1)以上各项分量均包含在恒定损耗总和之中。

A. 4.1. 2 变频器供电的负载试验

    采用5.2.1.2.1的方法，由变频器供电的负载试验数据计算求得的次级绕组损耗将特别小。如无

其他规定，为了弥补在空载和负载状态下次级绕组谐波损耗的差值以及初级绕组谐波涡流损耗，满载损

耗应增加0.5写输入功率（除5.2.1.3规定的0.5%输人功率总杂散损耗之外），并且认为这些损耗随初

级电流的平方而变化。

A. 4.2  U型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

    注：下述内容适用于六阶梯波和PWM型变频器。

    可以认为谐波电流的绝对值与负载无关，利用变频器供电的空载和负载两种试验就可求得效率。

    附加损耗包括在按5.2.1.1.1空载试验求得的“恒定损耗总和”之中，因而损耗分析法中只考虑因

转差基频电流所产生的那部分次级绕组Iz R损耗，这些损耗可用不同于5.2.1.2.1规定的负载试验确

定，等于转差率与传输给转子的基频功率的乘积，后者也就是电动机吸收的功率减去初级绕组的PR

损耗和不包括风摩耗的“恒定损耗之和”，风摩耗可用自减速法确定，因基频而产生的负载杂散损耗集总

值应按5.2.1 3规定。

    图A. 3给出了谐波功率及相应的附加损耗示意图，只有正弦波电压供电时的恒定损耗为已知时才

有可能分离出附加损耗。

A.4.3 正弦波电压供电负载试验和变颇器供电空载试验的损耗分析法

    如具备正弦波电源，应按5.2.1.2.1款规定的负载试验确定负载损耗，空载试验则应按4.9规定

进行。

5） 本文件不包括PWM调制I型变频器供电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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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功率

正弦

定子I从损耗
定子A拐耗

铁耗
铁耗

转子A扭耗 转子I从损耗

风摩耗

几ut,h=0
                  、 ／

            由谐波引起的损耗

负载杂散耗

a)正弦波电压供电 b)因非正弦电压供电的谐波功率
                                        及相应的附加损耗

              图A. 3 功率及损耗分流图6）

负载杂散损耗按5.2.1.3确定。

A. 5 正弦波供电确定损耗并处加以假定增，的方法

    为确定以输人功率百分数表示的附加损耗，以三相笼型感应电动机用正弦波电源供电和用变频器

供电，在相同输出的条件下进行了试验。

    — 额定输出在30 kW和1 015 kW之间的电动机，以六阶梯波I型变频器供电，在50 H：或

        60 H：运行时，因变频器供电而产生的附加损耗为输人功率的0.6-1.25%.额定输出于大于

        30 kW电动机其适当的假定增量为1%;

    —     U型变频器供电的电动机，其附加损耗数值与脉冲频率、脉冲发生线路以及调制指数有关。

        正弦基准波调制的PWM型变频器供电时的试验结果显示，附加损耗值变化范围从几乎可以

        忽略直到输人的300，六阶梯波U型变频器供电时，适当的假定增量值为1.5％.

A. 6 变频器的主要问题

A. 6. 1 典型的变频器输出波形（见图A. 4 )

A. 6.2  PWM型变频器的谐波

    变频器输出电压和电流的谐波频谱取决于调制方法。

    频率比恒定的载波和基准波相互作用的同步脉冲发生过程可以求出其分析表达式，脉宽调制的U

型变频器即为例证，因此，可用基频f、脉冲频率几和调制指数M描述电压谐波频谱。

    令f代表变频器的基频，则谐波将为几=nf1。在同步调制方法中上式中的，为整数。三相桥式

六阶梯波变频器中谐波次数。=5,7,11,13......谐波含量随次数n的增大而减少。

6) 图A. 3中的符号：Pln,f：基频输入功率；Pa：传输给次级绕组的功率；Pout输出功率；Pin.n：谐波愉人功率，P}n}.h

    谐波输出功率。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免费标准下载网(www.freebz.net) 无需注册 即可下载



GB/T 755.2-2003/IEC 60034-2：1972

． 二 f｛a

I／人蛛

皿

，从
班丈「 一一］1

：．1�
lf

vL＿
厂甲、，一 V M

口门J
⋯ 夕

”、  一   LL 一

匕’月’俩夕
口⋯

’、 -口F 卜Iv
／’

l味2 }y
叮 一 ！ ，

载波与荃准波

中间电路的线对中性点的电压

线间电压

a) 六阶梯波I型变频器驱动

相电流

          b) 六阶梯波U型变频器驱动 c)  PWM调制U型变频器驱动

                                图A. 4 电流和电压的典型波形

    脉冲频率九等于变频器一个主支路中管件的每秒接通次数，PWM调制方式等同于采样频率，参

量P=几if,称为载波比，选为3的倍数使三相输出平衡。正弦波调制和方波调制输出频谱中的谐波

次数为，=p+me(m。二2,4.· ....）和n=2p十m�(m�=1,3...... )o

    调制指数M的定义是基准波与载波的幅值之比，在整个M的宽广范围内近于2几次的谐波在电

动机端子电压频谱中占主导地位。

    给定了电动机输入的电压谐波条件下，其谐波电流则取决于电动机的阻抗。

    异步脉冲信号发生线路会产生分数次谐波（fractional harmonic).

    在变频器输出和电动机输入之间接人滤波器可进一步消弱电动机的电流谐波，在脉宽调制I型变

频器的情况下为改善其性能接入滤波器（电容器）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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