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ST.No.C-JW-21-3 

 

使用说明书

三相晶闸管调整器 

综    合 
ＪＷ 系 列



 
 

产品的保修范围 

本产品保修期为自购买日起1年以内。在保修期内，如果用户遵照使用说明书、产品粘贴标识、标记等的注

意事项正常使用，则在出现产品故障时，本公司将免费维修（仅限国内）。届时，请与销售商或本公司就近营

业所联系。 

但是，若属于以下情形，则即使在保修期内，也将对维修进行收费。 

1. 因误使用、误接线、自行修理、改造造成的故障和损坏。 

2.因火灾、地震、风水灾害、雷击及其他自然灾害、公害、盐害、有害性气体危害、使用异常电压及非指定 

   電源导致的故障及损坏。 

3. 消耗品、寿命到期零部件及附属品的更换。 

 

此外，这里所指的保修是指本公司产品单体的保修，因本公司产品故障引起的客户处损失，不论其损害程度

如何，本公司不担负一切赔偿责任。 

 
 

声明 

1. 禁止擅自复制或转载本说明书的全部及部分内容。 

2. 本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有可能不经声明而进行变更。 

3.有关本说明书的内容虽力求周全，但万一存在疑点、错误、记载遗漏等，请联系本公司最近营业所。 

4.对于使用本仪表而获得的结果，本公司概不负责，请予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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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致销售/承包方  致使用方 

请务必将本使用说明书交给最终用户。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直至本产品废弃。 

 

 

 

   本使用说明书对三相晶闸管调整器ＪＷ系列的使用和规格作说明。 

 

   ＪＷ系列实现了小形化、轻量化且能高密度盘装是三相专用的晶闸管调整器，接受来自调节仪、手动设定器

的信号，是对外加在电炉加热器上的功率进行调整的功率调整器。  

控制方式有相位控制和分频控制２种。而在相位控制方式中有带电压、电流、功率等各种反馈功能的机种和

完全无反馈的机种，用户可根据加热器的特性，选择最合适的机种。通过６触发的三相控制、设定通信单元的

设定可以实现极细微的控制。还可以通过与上位机的连接实施遥控操作和数据监视。 

 

   本产品是「接收高压或特别高压供电的消费者的高次谐波抑制对策指引」的对象仪器(高次谐波发生仪器)。 

    ・回路分类     ：７ 

    ・回路类别No.    ：７１ 交流电力调整装置（阻抗负载） 

    ・换算系数      ：１．６ 

 

参照其它使用说明书 

    本说明书只是对ＪＷ系列仪表的综合说明，关于设定通信单元和通信接口的内容请参见另外的使用说明书。  

 

１）ＪＷ设定通信单元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ＩＮＳＴ．№ＪＷ－２２－□） 

２）ＪＷ通信接口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ＩＮＳＴ．№ＪＷ－２３－□） 

 

 

 

 

 

 

 

 

 

 

 

 

衷心感谢您购买JW系列晶闸管调整器。 

 

◆为了能安全、正确使用本产品并且防患于未然，请在使用前务必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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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 警告) 
 

 

 

 

 

 

 

 

 

 

 

 

 

 

 

 

 

 

 

 

 

 

 

 

 

 

 

 

 

 

 

 

 

 

 

 

 

 

 

 

 

 

 

 

 

 

 

 

 

本注意事项能使您更正确使用本产品，也能对涉及您及他人的危害和财产损失防患于未然，所以，请您务

必对记载内容充分理解，并时刻注意遵守警告事项及注意事项。  

 
 

1．产品确认  

本产品经本公司严格检验合格后出厂。您购入使用前，请务必对下列事项进行确认。 

 

①是您要买的产品吗？  

请对型号、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等规格作确认。  

 

②运输过程有无破损。  

请对有无破损作充分确认。 

万一有破损的话请与购买处或附近的代理店联系。 
 

２．使用前提条件 

本产品用于室内仪表屏内安装。请不要在其它条件下使用 
 使用时对最终产品进行设计和定期点检实施系统的安全性确认后使用。还有本产品的接线・运输请委托
有仪表安装知识的专业公司。 
 请用方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充分理解本产品的各注意事项和基本操作。 

 

３．产品上使用的标贴 

为安全使用本产品，产品上贴有下列标贴。 

标贴 名  称 意   思 

 
警告标识 有触电或安全危险，在使用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接地端子 为防止触电，请在接地端子上进行接地保护接线。 

 
注意绞手 为防止受伤，请勿接近可动部分（上方的风扇）。 

 
注意高温 有烫伤危险的地方，请勿接近上面和侧面部。 

 

４．本使用说明书使用的符号 

为安全使用本产品，使用下列符号提醒有可能导致本产品的损伤和意外事故。 

符 号 注 意 事 项 范 围 

警告 会造成使用者死亡或重伤处使用。 

注意 会造成使用者轻伤或本产品及周边部件损害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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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阅读本文之前还有关于安全方面的重要说明事项。请对下列内容作充分理解后，再仔细阅读

本使用说明书。这些内容将对防止发生人身事故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１．安装在控制盘上 

  请务必将本产品安装在室内控制盘上使用，绝对不能放在桌子上使用。另外，本产品有部分主回路端
子裸露在外，请使用端子安全保护罩，以防止人体触碰。 

 

２．过电流保护装置的设置 

本产品无电源开关，对供给本产品的电源请加装符合额定的过电流保护设备（电流断路器等）。 
 

３．安全装置的设置 

由于本产品的使用故障可能导致设备遭到重大损失的，请务必使用安全装置及在最终产品上实施故障

保险设计。另外，请绝对不要用于关乎人命、核电航空宇宙等重要设备上。 

４．投入电源之前 

请对接线是否正确、本机的保护端子是否接地进行确认。未接负载情况下绝对不要投入电源，否则可

能导致故障。 
 

５．运行当中 

有高压部分和高温部分，非常危险，所以运行过程中（包括通电中）请不要触碰本机。尤其不要触碰 

仪表的上面部、侧面部、冷却风扇、端子部附近。 
 

６．不能擅自修理和改造 

为了避免触电、火灾及故障，除本公司认定的维修员之外，请不要擅自进行修理、改造、分解。 
 

７．请遵守使用说明书规定 

为安全正确使用本机，请按本说明书使用。因错误使用造成的所有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８．发生异常请及时切断供给电源 

发现异味、杂音、烟、异常发热时，请立即切断电源，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９．注意产品重量 

重量在18kg以上产品，安装作业必须有2人以上进行。产品的重量在本说明书的一般规格中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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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型号确认 
 

本产品型号如下所示。 

 

  ＪＷ□□□□□□□□□６ 

 

                 电源电压 ２０：２００ＶＡＣ（２００Ｖ／２２０Ｖ／２４０Ｖ） 

                  ※１  ４０：４００ＶＡＣ（３８０Ｖ／４００Ｖ／４４０Ｖ） 

                      ４Ｘ：４００ＶＡＣ 外接变压器规格 

                      ９９：其他 

 

                 额定电流 ０１０：  １０Ａ  ０２０：  ２０Ａ 

                  ※２  ０３０：  ３０Ａ  ０５０：  ５０Ａ 

                      ０７５：  ７５Ａ  １００： １００Ａ 

                      １５０： １５０Ａ  ２００： ２００Ａ 

                      ２５０： ２５０Ａ  ３００： ３００Ａ 

                      ４００： ４００Ａ  ５００： ５００Ａ 

                      ７５０： ７５０Ａ  Ｘ００：１０００Ａ 

 

                 控制方式 Ｖ：相位控制＊电压反馈方式／分频控制方式 

                      Ａ：相位控制＊电流反馈方式／分频控制方式式 

                      Ｗ：相位控制＊功率反馈方式／分频控制方式 

                      Ｎ：相位控制＊无反馈／分频控制方式 

                      Ｚ：分频控制方式 

 

                 速断保险丝    Ｎ：无 

                  ※３     Ａ：有 

 

                 设定通信单元      ０：无 

※４       １：本机安装   

           ２：控制盘安装 

                           ３：本机安装（带通信） 

  ４：控制盘安装（带通信） 

 

                 ＣＴ功能  ０：外置（无） 

※５   １：内置 

 

 

 

 
   ※１ 选择外部变压器时,需要４Ｘ用外部变压器单元「ＳＨ－ＪＷＴ４０」。 
        由于电压电流的原因「９９」接单时对应。 
   ※２ 电源电压是外部变压器时,５０Ａ以下不可选。 
      额定电流为７５０Ａ和１０００Ａ两种、接单时对应。 
   ※３ 速断保险丝、额定电流为「０１０」或「０２０」时,「Ａ」不可选。 

※４ 设定通信单元控制盘安装时,另外需要专用电缆「ＳＨ－ＪＵＫ３」：３ｍ或「ＳＨ－ＪＵＫ５」：５ｍ。 
※５ ＣＴ功能为额定电流１００Ａ以上时,「１」不可选。 

７５Ａ以下希望外接ＣＴ的话,请选「０」。 
      另外,外接的ＣＴ是另外购买（不属于本机）。 

   请使用二次侧电流５Ａ/额定电流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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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安 装 

3.1安装尺寸 
 

产品的外形尺寸请参见「４．外形尺寸和各部分名称」。 

 

额定电流：10Ａ・20Ａ  额定电流：30Ａ・50Ａ 

   

   

额定电流：75Ａ・100Ａ  额定电流：150Ａ・200Ａ・250Ａ 

   

   

额定电流：300Ａ・400A・500Ａ  设定通信单元（控制盘安装时） 

   

※注意：横向安装尺寸最小 

 

单位：㎜ 210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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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安装注意事项 
 

  警告 为防止事故发生,请务必切断电源后再进行作业。 

 

本产品除设定器类的附件外，均为计装用盘装式仪表。 

 

 

 

 

・请在室内控制盘上使用。 
・请避开在阳光直射下使用。 
・请选择无振动及冲击的场所。 
・请远离液体(水等)腐蚀的场所。 
・请远离强大噪音、静电、电场和磁场的场所。 

 

・周围温度 -10～55℃ （超过40℃时、低减负载电流） 
・周围湿度 30～90%RH （不结露状态） 
・没有腐蚀性气体、爆炸性气体、易燃性气体、可燃性气体、含盐物、含铁物、水蒸汽、油、药品、 
导电性物质・粉尘・异物（金属粉・切削・铁・碳）等场所。 

 ・少尘通风处。 

 

・安装高度请不要超过海拔2,000m以下。 
・本产品的外围有高电压部分和高温部分，请对该处采取措施，不要让人触碰到。 

・为了产生良好的通风冷却效果，请务必按向上方向（↑ＵＰ）安装。同时确保本产品的上方有 

２００ ㎜以上、下方有１００㎜以上的空间。  
・根据需要安装盘内安装风扇或空调、请保持周围温度在要求规格内。 
・确保安装盘有充分的强度。 
・为了保护系统没有速断保险丝的机种、请外接速断保险丝。 
・请远离产生强大噪音的机器(电磁开闭器、马达、变频器等)。 
・本产品的输出波形中有高频成分，会对外部造成电源波变形或形成高频干扰，周边的仪器若易接受产生此波的
话，安装时请考虑对策。 

・请不要不使用端子连接任何东西，否则会造成事故。 
・为了防止环境及周围空气的影响而造成事故、在控制盘上采取如下防尘对策。 
(特别是使用碳加热时要考虑到特殊环境下使用) 
①控制盘采取密封构造、实施放热对策。 
②控制盘适用空气清扫。 
③进行定期清扫。 

・使用周围温度是－10～55℃。但是、额定电流周围温度以到40℃为基准。 
超过40℃时、必须按照下图降低负载电流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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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外形尺寸和各部分名称 

4.1外形尺寸图(单位mm) 
额定电流：１０Ａ・２０Ａ  额定电流：３０Ａ・５０Ａ 

   

   

额定电流：７５Ａ・１００Ａ  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 

   

   

额定电流：３００Ａ・４００Ａ・５００Ａ  设定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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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端子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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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外部变压器规格、有外部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子）。 

电源侧 U1,V1,W1 

负载侧 U2,V2,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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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各部分名称 
 

 

 

  

 

 

 

 

 

 

 

 

 

 

 

 

 

 

 

 

 

 

 

 

 

 

 

 

 

 

 

 

 

 

 

 

 

 

 

 

 

 

 

 

 

 

 

 

 

 

额定电流：１０Ａ・２０Ａ 

前面设定部 

设定端子 

主回路端子 

保护导体端子 

U1 
U2 
V1 
V2 
W1 
W2 

额定电流：３０Ａ・５０Ａ（盖板打开图） 

设定端子 

速断保险丝 

※有速断保险丝时的

安装场所。 

 

主回路端子 

前面设定部 

U1 U2 V1 V2 W1 W2

保护导体端子

型号铭板 

型号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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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流：７５Ａ未安装冷却扇。 

 

 

 

 

 

 

 

 

 

 

 

 

 

 

 

 

 

 

 

 

 

 

 

 

 

 

              ※额定电流：２００・２５０Ａ安装3个冷却扇。 

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盖板打开图） 
冷却扇 ※

前面设定部

设定端子 

速断保险丝 

※有速断保险丝时的

安装场所。 

 

主回路端子 

U1 U2 V1 V2 W1 W2

保护导体端子 

外接变压器连

接用端子 

(同步信号端子) 

※外接变压器机

型的安装场所 

受电板用保险
丝 

受电板箱 

额定电流：７５Ａ・１００Ａ（盖板打开图） 

设定端子 

冷却扇 ※ 

速断保险丝 

※有速断保险丝时的

安装场所。 
 

主回路端子 

U1 U2 V1 V2 W1 W2

保护导体端子 

前面设定部 

外部变压器 

连接用端子 

(同步信号端子) 
※外接变压器机

型的安装场所。 

受电板用保险
丝 

受电板箱 

型号铭板 

型号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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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流：３００Ａ安装2个冷却扇。 

 

 

 

 

 

 

 

 

 

 

 

 

 

 

额定电流：３００Ａ・４００Ａ・５００Ａ（盖板打开图） 

设定端子 

速断保险丝 

※有速断保险丝时的

安装场所。 

 

主回路端子 

U1 U2 V1 V2 W1 W2

保护导体端子

冷却扇 ※

前面设定部

外接变压器连

接用端子 

(同步信号端子) 

※外接变压器机型

的安装场所 

受电板用保险
丝 

受电板箱 

型号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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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接 线 

5.1接线注意事项 

 

警 告 

①为防止事故请务必切断电源后作业。 

②为了安全，设备的保护导体上必须接上保护端子。 

③主回路的接线，请把电源侧接到Ｕ１、Ｖ１、Ｗ１端子，负载侧接到Ｕ２、Ｖ２、Ｗ２端子。  

④电源连接部分必须用绝缘物（套管、绝缘胶带）使导电部分完全隔绝。连接部分有裸露就可能造成触电，或因

电源短路引起的火灾。 

 

注 意 

①请确认本产品的额定电压和供给电压是否一致。 

②请对螺钉或螺栓的大小进行确认，并按指定的紧固力矩的±１０％来拧紧。  

螺丝紧固力矩 

M3 M4 M5 M6 M8 M10 M12 M16 

0.5N･ｍ 1.2N･ｍ 3N･ｍ 5N･ｍ 12N･ｍ 25N･ｍ 40N･ｍ 100N･ｍ 

 

③选择合适于本产品的电线线径，线径过小，会导致发热，甚至火灾。  

  此外，要使用与回路电压相应的有绝缘强度的电线，绝缘强度不够会导致触电或事故。  

④设定端子上的接线必须用压线端子。接线不良是触电或故障的原因。 

 

①为抗干扰，设定端子的接线请不要靠近主回路端子（Ｕ１、Ｖ１、Ｗ１、Ｕ２、Ｖ２、Ｗ２），也不要和主回路

接线使用同一线槽。 

②设定端子上使用的压线端子要用Ｒ１．２５－３Ｓ（小线径Ｍ３螺钉用）。 

③本仪表即使在无输出运转状态，但因为通过内部的缓冲回路在端子上会发生电压，所以请在本产品的前段设置过

电流保护装置（断路器等），以防止维修、点检时的触电事故。 

④因产品的特性，接线时会对外部产生干扰，所以请远离周边机器的配线。也可根据需要采取插入抗干扰滤波器等

措施。  

⑤同时周边有干扰发生的仪器时（电磁开闭器、电机、变频器等），会对本表产生不好的影响，接线时请远离它们也

可根据需要采取插入抗干扰滤波器等措施。 

⑥变压器一次控制（本机与负载间接有变压器）的情况下，要密切注意以下事项，并防止对因变压器偏磁现象造成

的过电流、速断保险丝熔断、变压器烧坏等采取对策。 

・建议变压器的磁通密度在１．２（Ｔ）以下。 

・在变压器的一次线圈上并联上０．５Ａ以上电流的旁漏电阻。 

・变压器的二次侧负载必须为三相间平衡的负载（不平衡率约１０％以下）。 

・控制方式选择相位控制方式（分频控制方式不可使用）。 

⑦电源OFF/ON时，即使警报输出OFF状态下，也存在瞬间警报输出ON的情形。必要时请在外部误 输出对策的基础

使用。 

⑧接线完毕，为了安全，务必按原样装好盖板。



－１２－ 

5.2设定端子的功能 
 

注意 
电源投入后进行各种设定时，因输出急变可能会对负载或周边仪表产生不好影响，所以在进

行设定变更时要注意等输出稳定后缓缓进行。 

 

本产品除主回路端子外还有设定端子。请按需使用。 

 

5.2.1设定端子的排列及名称  

 

◆端子排列 

 

 

 

 

 

 

 

 

 

 

 

 

 

 

 

 

 

 

 

 

※实际排列根据型号水平排列或垂直排列。 

◆端子一览 

① 外部设定输入通用（ＡＩ ＣＯＭ） ⑯ 控制输入信号（＋） 

② 外部设定输入基准电压（AI VREF） ⑰ 控制输入信号选择(ｍA/V)  

③ 外部设定输入１（ＡＩ１） ⑱ 控制输入信号（－） 

④ 外部设定输入２（ＡＩ２） ⑲ 控制输出信号 (ＯＵＴ） 

⑤ 外部设定输入３（ＡＩ３）  ⑳ 控制输入信号（ＩＮ） 

⑥ 外部接点输入通用（ＤＩ  ＣＯＭ） A○21E  ＣＴ・Ｕ（Ｋ） 

⑦ 外部接点输入１（ＤＩ１） A○22E  ＣＴ・Ｕ（Ｌ） 

⑧ 外部接点输入２（ＤＩ２） A○23E  ＣＴ・Ｖ（Ｋ） 

⑨ 外部接点输入３（ＤＩ３） A○24E  ＣＴ・Ｖ（Ｌ） 

⑩ Ｎ・Ｃ A○25E  ＣＴ・Ｗ（Ｋ） 

⑪ Ｎ・Ｃ A○26E  ＣＴ・Ｗ（Ｌ） 

⑫ Ｎ・Ｃ A○27E  Ｎ・Ｃ 

⑬ 报警输出１（ＡＬ１） A○28E  报警输出１（ＡＬ１） 

⑭ 报警输出２（ＡＬ２） A○29E  报警输出２（ＡＬ２） 

⑮ 报警输出３（ＡＬ 3） A○30E  报警输出３（ＡＬ 3） 

※Ｎ·Ｃ端子不使用。请不要接任何东西，否则会造成故障。 

  ※控制信号（⑯～⑳）与外部设定输入信号①～⑤）在本产品内部线路上没有绝缘请注意。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mA V 

+ - 

OUT IN
CT
U

K L

CT
V

K L

CT
W

K L

(NC)

(NC) (NC) (NC)
DI
3

DI
2

DI
1

DI
COM

AI
3

AI 
2 

AI 
1 

AI 
VREF 

 AI
COM

2.5V DC 

AL3 AL2 AL1

IN- 
PUT 

AI DI

CT

4～20mA DC 
输入电阻：约100Ω 

(⑯-⑰短路) 

1～5V DC 
输入电阻：约50kΩ 

(⑰-⑱短路) 

设定端子 

U相
CT 

0～5A AC

V相
CT 

0～5A AC

W相
CT 

0～5A AC

可变电阻信号 
 (建议10kΩ) 

[0～2.5V DC = 0～100%]

无电压接点或
开路连接器 

(接点容量：1mA 5V DC以上)

外部设定输入(AI)种类： 
・AI1:斜率 
[用 DI3 及 SW2 No.4 选择功能]  
・AI2:平移 
[用 DI3 及 SW2 No.5 选择功能]  

・AI3:电流限制 
[用 DI3 及 SW2 No.6 选择功能]  

外部接点输入(DI)种类： 
・DI1：切换运转状态(运转/停止) 

[用SW2 No.1逻辑切换] 
・DI2：切换控制方式(相位/分频) 

[用SW2 No.2逻辑切换] 
・DI3：切换设定方式(前面设定/外部设定输入)

[用SW2 No.3逻辑切换] 

警报输出：3点(AL1,AL2,AL3) 
   机械输出・a接点 

最大负载：240V AC･1A、30V DC･1A 
   最小负载：5V DC･10mA以上 
警报种类： 
・AL1：过电流警报、速断保险丝熔断警报、

散热器过热警报(100A以上) 
・AL2：素子异常警报、加热器断线警报、 

不平衡警报 
・AL3：相序异常警报、欠相警报、 
    频率数异常警报 

※警报输出AL3、警报发生时 
警报继电器成OFF状态。 

19 

20 

1 
(10kΩ) 

斜率设定器 

2 

20 

1 
(10kΩ) 

手动设定器 

无设定器 
19 

20 

※没有内置CT时，根据需要请连接外置
的CT。 

※CT的2次侧请不要接地。 

【接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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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设定端子的明细 

端子NO． 名     称 功        能 

① 
外部设定输入通用 

（ＡＩ ＣＯＭ） 
外部设定输入（ＡＩ）用通用端子（基准接地）。 

② 
外部设定输入基准电压 

（ＡＩ ＶＲＥＦ） 
输出外部设定输入（ＡＩ）用基准电压 ２．５ＶＤＣ。 

③ 
外部设定输入１ 

（ＡＩ１） 

输入斜率设定用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０～２．５Ｖ ＤＣ相当斜率０～１００％。 

④ 
外部设定输入２ 

（ＡＩ２） 

输入平移设定用的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０～２．５Ｖ ＤＣ相当平移０～１００％。 

⑤ 
外部设定输入３ 

（ＡＩ３） 

输入电流限制设定用的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０～２．５Ｖ ＤＣ相当电流限制０～１００％。 

⑥ 
外部接点输入通用 

（ＤＩ ＣＯＭ） 
是外部接点输入（ＤＩ）用的通用端子（基准接地）。 

⑦ 
外部接点输入１ 

（ＤＩ１） 

输入运行状态（运行／停止）切换用的外部接点。 

从停止切换到运行时，内部ＳＶ（运算处理控制ＳＶ）从０％开始。 

⑧ 
外部接点输入２ 

（ＤＩ２） 

输入控制方式（相位／分频）切换用外部接点。 
在运行中需要切换时内部ＳＶ（运算处理控制ＳＶ）从０％开始。 
（本产品复位） 

⑨ 
外部接点输入３ 

（ＤＩ３） 

输入设定方式（前面设定[ＳＥＴ微调]/外部设定输入[ＡＩ]）切换用的外
部接点。 

⑬ 

A○28E  
报警输出1（ＡＬ１） 

过电流、速断保险丝熔断、散热器过热的任何一种或并存时报警输出继电器

为ＯＮ。 

此外，为除去干扰和保护接点，请务必接上接点保护组件，并通过缓冲继电

器与负载连接。 (参照5.4.3) 

⑭ 

A○29E  
报警输出2（ＡＬ２） 

加热器断线、晶闸管元件异常、不平衡的任何一种或并存时报警输出继电器

为ＯＮ。 

此外，为除去干扰和保护接点，请务必接上接点保护组件，并通过缓冲继电

器与负载连接。 (参照5.4.3) 

⑮ 

A○30E  
报警输出3（ＡＬ３） 

启动时及复位时的初期化运转(主要判别同步信号复原后的频率运转)正常

结束后为ＯＮ。正常启后相序、欠相频率异常的任何一种或并存时报警输出

继电器为ＯＦＦ。 

此外，为除去干扰和保护接点，请务必接上接点保护组件，并通过缓冲继电

器与负载连接。 (参照5.4.3) 

⑯ 控制输入信号（＋） 连接控制输入信号的（＋）信号。 

⑰ 
控制输入信号选择  

（ｍＡ／Ｖ） 

控制输入信号是４～２０ｍＡＤＣ还是１～５ＶＤＣ的选择端子。使用控制
信号４～２０ｍＡＤＣ ⑯ ⑰时将端子 － 短路。使用控制信号１～５ＶＤＣ时

⑱ ⑰将端子 － 短路。请使用附件中的短路板。 

⑱ 控制输入信号（－） 连接控制输入信号的（－）信号。 

⑲ 控制信号输出（ＯＵＴ） 

对应控制输入信号０～１００％后通过内部回路输出０～２．５ＶＤＣ的控
制信号。 

⑲ ⑳通常将 端子接到控制信号输入（ＩＮ） 端子上。  

⑲ ⑳－ 间连接请使用附件中的短路板。     

⑳ 控制信号输入（ＩＮ） 
输入与控制信号０～１００％相应的０～２．５ＶＤＣ。通常将控制信号输

出（ＯＵＴ）的⑲端子接到⑳端子。 

A○21E  ＣＴ・Ｕ（Ｋ） Ｕ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K) 端子。 

A○22E  ＣＴ・Ｕ（Ｌ） Ｕ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L) 端子。 

A○23E  ＣＴ・Ｖ（Ｋ） Ｖ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K) 端子。 

A○24E  ＣＴ・Ｖ（Ｌ） Ｖ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L) 端子。 

A○25E  ＣＴ・Ｗ（Ｋ） Ｗ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K) 端子。 

A○26E  ＣＴ・Ｗ（Ｌ） Ｗ相用的外接ＣＴ输入 (L) 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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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接线准备 
 

请注意各型号的主回路端子、设定端子的位置是不同的。 
 

【１０・２０Ａ】 

 

 

 

 

 

 

 

 

 

 

 

 

 

 

 

 

 
 
 

注 意 

 

 除向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子）的接 

线作业外，请不要卸掉盖板进行接线作业。 

否则招致内部的电子回路等破损而使本产品产生故 

障。 

或者带设定通信单元时还可能招致内部电线被切 

断或连接器部分的破损。 

 

 

 

 
 

【３０～５００Ａ】 

 

 

 

 

 

 

 

 

 

 

 

 

 

 

 

卸下设定端子盖板。 
顺序１ 

松开螺丝。 
顺序２

松开螺丝。 

※ 接线后请用螺钉将端子盖板紧紧拧上。 

顺序1 顺序2  

松开端子盖板，请挂在螺丝上

状态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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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３ 顺序４

松开螺丝。 

将盖板少许上提，按下 

图从螺丝上松开盖板。 

顺序５ 顺序６

请推下盖板后进行设

定端子的接线。 

其次，将盖板向上方上提，

如下图所示，将盖板的缺

口部分放在螺丝上。 

再进行主回路端子接线。

主回路端子 

顺序7 

请将盖板恢复原样，

并锁紧螺丝。 

顺序8 

请将设定端子恢复原样，

并锁紧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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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主回路端子的接线 
 

 警告 
①为防止事故的发生，请务必切断电源后进行作业。  

②接线作业人员要有接线的基础知识，并有实际工作经验。 

 

5.4.1基本接线 

 

 

 

 

 

 

 

 

 

 

 

 

 

 

 

 

※１： 无速断保险丝的机种，为了保护系统务必请外接速断保险丝。 

※２： 无ＣＴ内置时，根据需要请外接ＣＴ。 

 

  

 

 

 

 

 

 

 

 

 

 

 

 

 

 

 

 

 

 

 

 

 

※１： 无速断保险丝的机种，为了保护系统务必请外接速断保险丝。 

※２： 无ＣＴ内置时，根据需要请外接ＣＴ。 

设定端子 

标准型（主回路电源和控制回路电源共通）

设定端子

※２ ＣＴ K L K L K L

负
载

21 22 2423 2625

※１ 速断保险丝 

K L

K L

Ｒ 

Ｓ 

Ｔ 

K L
U1 

V1 

W1 W2

U2

V2

主回路端子

　

保护导体（接地）

 过
电
流
保
护

装
置

机
器
用
电
源 

※２ ＣＴ K L K L K L

负
载

21 22 2423 2625

※１ 速断保险丝 

K L

K L

Ｔ 

Ｓ 

Ｒ U1 

V1 

W1 W2

U2

V2

主回路端子 

保护导体（接地）

　

U 

V 

K L

特殊型（主回路电源和控制回路电源分开）

ＣＴ的二次侧请不

要接地。 

ＣＴ的二次侧请不

要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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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变压器负载的接线     

 

 

 

 

 

 

 

 

 

 

 

 

 

  注 意 
①电源侧和负载侧的电源相位必须一致。 

②请使用优质的电源。波形变形和有干扰的电源不能进行正常控制。特别是使用自家发电机时更

应加强注意。   

 

5.4.3报警输出的接线     

 

 

 

 

 

 

 

 

 

 
   向报警输出端子的接线请务必通过缓冲继电器及接点保护素子和负载连接。 
 
 
 
 
 
 
 
 
 
 
 
 
   接点保护素子一般是：电源为交流时是ＣＲ复合素子，电源为直流时是二极管。 

 
 
 
 
 
 
 
 
 
 
 
 
 
※１：在变压器负载上无负载运转时，会对本产品及周边机器（变压器等）造成损坏。为了防止那些损坏，变压器

一次侧的各相间请连接旁漏电阻。 

   旁漏电阻的电阻值为各相间的电流超过０．５Ａ以上的阻值。例：电源电压２００Ｖ时，电阻值为４００Ω。

另外,电阻的功率应为计算上的功率值３倍以上。例如：前述的４００Ω情况下，计算上的功率值为１００

Ｗ，所以要选定３００Ｗ以上的电阻器。对应发热状况，请实施安装冷却扇装置等的对策。 

旁漏电阻发热后危险，请绝对不要触摸。但是，用户使有的负载变压器、电力线、电源环境等的差异性，即

因用户环境使用条件的各不相同，无法确保无负载运行时的动作 。 

负
载 

速断保险丝 

Ｔ 

Ｓ 

Ｒ U1 

V1 

W1 W2

U2

V2

主回路端子 

保护导体（接地）

　

※１ 

旁漏电阻 
三相用变压器

电源 

Ｚ

Ｚ：接点保护素子 

× 

负载 

× 

缓冲继电器 
～ 

[报警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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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设定端子的接线 
 

  警 告 

①为防止事故的发生，请务必切断电源后进行作业。  

②接线作业人员要有接线的基础知识，并有实际工作经验。 

 

 

1)控制输入信号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电压信号(１～５Ｖ ＤＣ) 接点输入信号(连接上限・下限设定器) 

   

 

2)手动设定器及自动/手动切换              3)手动设定器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手动设定器 

 

 

 

 

4)带斜率设定器（使用控制输入信号的斜率）    5)带斜率设定器（使用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１)的斜率）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⑯ ⑰※ －  ⑰ ⑱短路用（或 －  ⑲ ⑳短路用）及 －  短路用有短路板２块，请根据必要使用。 

另外接线时请对端子号作充分确认使用。 

※1：向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１～ＡＩ３）连接电压输出器时， 

连接数台JW的情况下，电压输出器的输出有必要对其各个绝缘。 

另外１台的电压输出器的输出，不可以并列的连接数台JW。 

AUTO 

MAN 

３

２

１ 

手动设定器 

20 

19 

调节仪 

4～20mA DC

VL-JAL(10kΩ) 

１ 

16 

17 

18 

２

手动设定器

VL-JAL(10kΩ)

３

２

１

２

20

１

斜率设定器 
调节仪 

4～20mA DC

VL-JAL(10kΩ) 

１

２

３ 

16 

17 

18 

20 

19 

１ 

电压输出器 ※1 

调节仪

4～20mA DC

(ＰＬＣ等) 

16

17

18

３

２

１

19

20

0～2.5V 

对应0～100% 

※设定器请设为下限值＜上限值。

调节仪 

16

17

18

19

20

1～5
V DC 

调节仪

16

17

18

19

20 下限设定器 
VL-JAL(10kΩ) 

Ｈ

Ｃ

Ｌ

２

20

１

３

２

１

３

２

１ 

上限设定器 
VL-JAL(10kΩ)

4～20 
m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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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带平移设定器（使用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２）的平移）  7)手动设定器和斜率设定器及自动/手动切换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8)带输出指示仪设定器  ※不能使用分频控制方式。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9)数台运行 

电流信号（４～２０ｍＡ ＤＣ） 电压信号（１～５Ｖ ＤＣ） 

  

   ※数台运行的情况下的连接台数，由调节仪的输出容量限定。 

 

  注 意 

①接线后请务必盖上附带的设定端子盖后再使用。 

②因为向控制输入信号端子外加过电流、过电压的话会造成本产品内部回路的损坏，请注意外加

信号。 

V2

３ 

２ 

１ 

１ 

２ 

３ 

斜率设定 
(10kΩ) 

手动设定 
(2kΩ) 

输出指示仪 

带输出指示仪设定器(VL-JAM) 

U2 U2

调节仪 
4～20mA DC 

AUTO 

MAN 

７ 

４ 

２ 

１ 

V2 

16

18

17

19

20

１

２

4～20mA DC 

调节仪 

16 

17 

18 18 

17 

16 

19 

20 

19 

20 

18

17

16

19

20

1～5V DC 

调节仪 18

17

16

18 

17 

16 

18

17

16

19

20

19 

20 

19

20

平移 

调节仪 

4～20mA DC 

VL-JAL(10kΩ) 

３

２

１ 

16 

１

４ 

18 

17 

２

19 

20 

斜率设定器
调节仪

4～20mA DC 

VL-JAL(10kΩ)

手动设定器 

VL-JAL(10kΩ)

１

２

３

１

２

３

16

18

17

19

１

２

20
AUTO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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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外置变压器连接端子（同步信号端子）的接线 
 

5.6.1外置变压器连接端子（同步信号端子）位置 

  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子）的接线，仅限外置变压器规格（型号：JW4X□□□……）的有必要。
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子）,因本产品内部装有受电回路盒，在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
子）接线时，先需要打开外壳。打开外壳后，再打开产品内部的受电回路盒盖，接向受电回路盒内的端子台。 

 ※受电回路盒侧面有4个固定用卡槽、掰开卡槽，卸下盒盖。 

 

 

 

 

 

 

 

 

 

 

 

 

  注 意 

带设定通信单元的场合，设定通信单元带的外壳和本体之间有内部接线。卸下外壳时,当外壳
难以从本体脱离时，就有必要做内部线路与连接器的断开作业。若内部接线的情况下硬拉的话
会导致内部线路和连接器部的损坏。 

 

5.6.2外置变压器连接端子（同步信号端子）的接线方法 

・将三相电源Ｒ、Ｓ、Ｔ接到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的一次侧（４４０Ｖ）Ｕ、Ｖ、Ｗ端子上。 
・从外部降压同期变压器二次侧（２２０Ｖ）ｕ，ｖ，ｗ端子，向本产品的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

子） 
Ｒ、Ｓ、Ｔ接线。 

・根据需要、三相电源和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间设置一个２～１０Ａ左右的断路器。 
・外置变压器规格的场合,为了保护主回路请在外来电涌和主回路的电源线间务必设置避雷器。 
下图为接线示例。请参考下图接线。 

 
 
                                       JW 
                                       (本产品) 
 
 
 
 
 
 
 
 
 
 
 
 
 
 
 
 
 
※１： 没有速断保险丝的机种为了保护系统请务必外接速断保险丝。 
※２： ＣＴ非内置的场合，根据需要请外接ＣＴ。 
 
 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的接线示例

ＣＴ的二次侧请

不要接地。 

受电回路盒 

打开外壳及受电回

路盒的盖。 

外壳 

外置变压器连

接用端子M4 
(同步信号端子)

Ｒ Ｓ Ｔ 

※１ ※２ 

R 

S 

T 

SW1 F1

F2

F3

速断保险丝 

断路器 

断路器
SW2 

SA1

SA2

SA3

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 外置变压器 
接线用端子 
（ 同 步 信 号 端 子 ） 

主回路端子 

设定端子

保护导体(接地) 

CT1

CT2

CT3

CT 

避雷器

TR1

440V/220V

U1

R

S

T

U2

V2

W1 W2

V1

三相电源 

负
载

U 

V 

W 

u

v

w
K  L K  L K  L

K L

K L

K L

21 22 23 24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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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 

 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请使用下列产品。 
  型号：KFT-3F18-23912  [中国国内相当品] 
 
 
 
 
 
 
 
 
 
 
 
 
 
 
 
 
※４Ｘ用外置变压器组「ＳＨ－ＪＷＴ４０」包含外置降压同步变压器。 
※４Ｘ用外置变压器组「ＳＨ－ＪＷＴ４０」另外准备。(本产品不配带) 

 
 

5.6.4避雷器 

 避雷器请使用下述产品。 
型号：MAK2-400  [M・SYSTEM技研产] 

 
 
 
 
 
 
 
 
 
 
 
 
 
 
 
 
 
 
 ※有关避雷器的详细说明请参照避雷器附属的说明书。 
※４Ｘ用外置变压器组「ＳＨ－ＪＷＴ４０」含有3个避雷器。 
※４Ｘ用外置变压器组「ＳＨ－ＪＷＴ４０」请另外准备。(本产品不配带) 

 
 

5.6.5运转上的注意事项 

 ・外置变压器连接用端子（同步信号端子）Ｒ、Ｓ、Ｔ中,向主回路端子Ｕ１、Ｖ１、Ｗ１外加电源的话，请外加同
相位的电源。（Ｒ和Ｕ１、Ｓ和Ｖ１、Ｔ和Ｗ１请不要有相位差） 

 ・主回路电源务必ＯＮ之后，同步信号的回路再ＯＮ。(同时也行) 
 ・主回路电源ＯＦＦ时，同步信号的回路请务必ＯＦＦ。(同时也行) 

（仅限本产品的报警接点输出信号给主回路电源ＯＦＦ时，同步信号的回路ＯＮ的状态也可以。但是再开始（复
位）实施之前同步信号的回路请务必ＯＦＦ） 

 

6 
二次侧(220V) 

u,v,w端子 M3 

一次侧(440V) U,V,W端子 M3 

145

40 125 

7610
0 

※1 
※1 

※

※1：安装尺寸 

DIN轨道(35mm宽) 
安装的场合 

65

55

1 

35
.4
 

45
 97
 

90
 

3 

18

端子 M5 

端子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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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参数设定 

6.1前面设定部 
 
 
 
 
 
 
 
 
 
 
 
 
 
 
 
 
 
 

［ＳＥＴ微调的功能一览］ 

 ＳＥＴ微调 功      能   设定范围 初期值（工厂出货时） 

ＳＥＴ１微调 斜 率 ０～１００％ １００％（最右） 

ＳＥＴ２微调 平 移  ０～１００％ ０％（最左） 

ＳＥＴ３微调 软启动 约１～ ２０秒 约 １秒（最左） 

ＳＥＴ４微调 电流限制 ０～１００％ １００％（最右） 

ＳＥＴ５微调 加热器断线报警的断线率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０％（最右） 

ＳＥＴ６微调 不平衡报警的不平衡率 １～ ４０％   ４０％（最右） 

ＳＥＴ７微调 不平衡调整的输出放大 ６０～１４０％ 约１００％（ 中 央 ） 

ＳＥＴ８微调 不平衡调整的Ｖ相输出 －４０～＋４０％ 约  ０％（ 中 央 ） 

ＳＥＴ９微调 不平衡调整的Ｗ相输出 －４０～＋４０％ 约  ０％（ 中 央 ） 

 

※ 微调的刻度请作为大概的基准，即便把微调调到中央位置，也不一定正好是设定范围的正中央数值（接近中央

数值）。  

另外，微调开关最左附近和最右附近有不灵敏区，在不到最左和最右的一点点处，则是设定范围的下限值或上

限值。 

 

直拨开关ＳＷ１ 

直拨开关ＳＷ２ 

ＳＥＴ７微调～ＳＥＴ９微调 

状态显示 

ＳＥＴ１微调～ＳＥＴ６微调 

※微调先用一字小螺丝刀慢慢旋转调整。 

直拨开关也同样用一字螺丝刀切换。 

另外，直拨开关上侧为ＯＮ，下侧为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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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斜率  
 
①设定方法的选择 

・斜率（斜率A）的设定选择用前面设定（SET１微调）还是用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１）进行，请按下表所示。 
・使用控制输入信号斜率设定（斜率B）[ ⑲设定端子 ,⑳,①]的场合，这个项目不需要设定。 

设定方法 
设定端子⑥－⑨间 
（ＤＩ３）的设定 

[设定方式(前面/外部)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３ 

[ＤＩ３理论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４ 

[ＡＩ１个别选择] 

使用前面设定的场合 
（ＳＥＴ１微调） 

开路 ＯＦＦ 无关 

短路 ＯＮ 无关 

使用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ＡＩ１） 

开路 ＯＮ ＯＮ 

短路 ＯＦＦ ＯＮ 

 例）前面设定（ＳＥＴ１微调）仅在设定端子⑥－⑨间（ＤＩ３）短路时使用的话 
   将直拨开关ＳＷ２的№３和ＳＷ２的№４调为ＯＮ。 
 
  【参考】斜率（斜率Ａ）设定方法选择流程图 
 
 
 
 
 
 
 
 
 
 
 
 
 
 
 
 
 
 
 
 
 
 
 
②通过前面设定（ＳＥＴ１微调）设定值的设定 

・前面设定（ＳＥＴ１微调）的设定值，最左边是０％、最右边是１００％。 
・用小一字螺丝刀对微调进行调节，同时观看输出值直至所希望的设定值。 
・前面设定（ＳＥＴ１微调）的设定值的初期值为１００％。 

 

③通过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１）设定值的设定  
 ・调节外部设定器，同时观看输出值直至希望的设定值。 

・设定端子③－①间外加的电压，０Ｖ为０％、２．５Ｖ为１００％。 
 
④其他方法（使用控制输入信号的斜率 ＝ 斜率Ｂ） 

・用控制输入信号的斜率（斜率Ｂ）、控制信号输出 ⑲（ＯＵＴ） 端子和控制信号 
输入 ⑳（ＩＮ） 在端子间,插入外部设定器，可以实现。（右图） 

 
 ・用控制输入信号的斜率（斜率Ｂ），不管斜率的设定方法的选择(参照①项)如何仍然有效。 
 ・不使用控制输入信号的斜率（斜率Ｂ）的场合，请把⑲ ⑳－ 端子短路。 
 
※最终的斜率设定值是「设定通信单元的斜率设定(GAin)」、「前面设定(SET1微调)」、「外部设定输入(AI1)」 
 的人一个斜率设定（斜率Ａ）和「用控制输入信号斜率」（斜率Ｂ）的积。 
  【例】最终的斜率设定值 = 斜率Ａ × 斜率Ｂ = 0.50(50%) × 0.80(80%) = 0.40(40%) 
 

OUT

IN
外部设定器 

(10kΩ) 

19

20

1

※有关设定通信单元的详细，请参照另外的「ＪＷ系列 设定通信单元」说明书。 

设定通信单元 
MODE1优先的设定 

「Prt1=dP.SW」的场合

无设定通信单元 
的场合 

设定通信单元 
MODE1优先设定 

「Prt1=Unit」的场合

设定方式(DI3)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DI3=开路(SW2 No.3=OFF)]
[DI3=短路(SW2 No.3= ON)]

设定方式(DI3)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DI3=短路(SW2 No.3=OFF)]
[DI3=开路(SW2 No.3= ON)]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斜率」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SW2 No.4=OFF]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斜率」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SW2 No.4=ON] 

设定通信 
单元的 
「GAin」 

96

外部设定
输入 

「AI1」 

前面 
设定 

「SET1」 
微调 

外部接点输入 
「DI3」的设定

前面设定部 
直拨开关 

「SW2 No.4」的设定

设定通信单元 
的设定 

2

3

1

采用 
「斜率(斜率A)」 

的设定原 

设定通信单元优先 

前面设定优先 

(DI3理论用SW2 No.3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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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平移 
 

①设定方法的选择 

・平移的设定选择用前面设定(ＳＥＴ２微调）还是用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２）进行，请按下表所示。 

设定方法 

设定端子⑥－⑨间 

（DI3）的设定 

[设定方式(前面/外部)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３ 

[DI3理论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５ 

[AI2个别选择] 

使用前面设定的场合 

（ＳＥＴ２微调） 

开路 ＯＦＦ 无关 

短路 ＯＮ 无关 

使用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ＡＩ２） 

开路 ＯＮ ＯＮ 

短路 ＯＦＦ ＯＮ 

 例）前面设定（ＳＥＴ２微调）仅在设定端子⑥－⑨间（ＤＩ３）短路时使用的话 
    将直拨开关ＳＷ２的№.３和ＳＷ２的№.5调为ＯＮ。 
 
  【参考】平移的设定方法选择的流程图 
 
 
 
 
 
 
 
 
 
 
 
 
 
 
 
 
 
 
 
 
 
 
 
②通过前面设定（ＳＥＴ２微调）设定值的设定 

・前面设定（ＳＥＴ２微调）的设定值，最左边是０％、最右边是１００％。。 
・用小一字螺丝刀对微调进行调节，同时观看输出值直至所希望的设定值。 
・前面设定（ＳＥＴ２微调）的设定值的初期值为０％。 

 
③通过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２）设定值的设定 
 ・调节外部设定器，同时观看输出值直至所希望的设定值。 

・设定端子④－①间外加的电压，０Ｖ为０％、２. ５Ｖ为１００％。 
 

6.4软启动 
 
①设定值的设定 

・软启动的前面设定（ＳＥＴ３微调）的设定值，最左约１秒、最右约２０秒。 
・前面设定（ＳＥＴ３微调）的设定值初期值约１秒。 

 
②注 意 

・全部的控制ＳＶ变化时，随着设定值缓缓进行输出变化输出（实际上是采用运算处理的内部ＳＶ）。 
 

※有关设定通信单元的详细，请参照另外的「ＪＷ系列 设定通信单元」说明书。 

设定通信单元 
MODE1优先设定 

「Prt1=dP.SW」的场合

无设定通信单元 
的场合 

设定通信单元 
MODE1优先的设定 

「Prt1=Unit」的场合

设定方式(DI3)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DI3=开路(SW2 No.3=OFF)]
[DI3=短路(SW2 No.3= ON)]

设定方式(DI3)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DI3=短路ﾄ(SW2 No.3=OFF)]
[DI3=开路(SW2 No.3= ON)]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平移」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SW2 No.5=OFF]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平移」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SW2 No.5=ON] 

设定通信 
单元的 
「E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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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定 
输入 

「AI2」 

前面 
设定 

「SET2」 
微调 

外部接点输入 
「DI3」的设定

前面设定部 
直拨开关 

「SW2 No.5」的设定

设定通信 
单元 
的设定 

2

4

1

采用 
「平移」 
的设定原 

设定通信单元优先 

前面设定优先 

(DI3的理论用No.3切换) 



－２５－ 

6.5电流限制 
 
①设定方法的选择 

・电流限制值的设定选择用（ＳＥＴ４微调）还是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３）进行，请按下表所示。 

设定方法 
设定端子⑥－⑨间 
（ＤＩ３）的设定 

[设定方式(前面/外部)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３ 

[ＤＩ３理论切换] 

直拨开关 
ＳＷ２ №６ 

[ＡＩ３个别选择] 

使用前面设定的场合 
（ＳＥＴ４微调） 

开路 ＯＦＦ 无关 

短路 ＯＮ 无关 

使用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ＡＩ３） 

开路 ＯＮ ＯＮ 

短路 ＯＦＦ ＯＮ 

 例）前面设定（ＳＥＴ４微调）仅在设定端子⑥－⑨间（ＤＩ３）短路时使用的话 
   将直拨开关ＳＷ２的№３和ＳＷ２的№６调为ＯＮ。 
 
  【参考】电流限制值设定方法选择的流程图 
 
 
 
 
 
 
 
 
 
 
 
 
 
 
 
 
 
 
 
 
 
 
 
②通过前面设定（ＳＥＴ４微调）设定值的设定 

・前面设定（ＳＥＴ４微调）的设定值，最左为０％、最右为１００％。 
・用小一字螺丝刀对微调进行调节，同时观看输出值直至所希望的设定值。 
・前面设定（ＳＥＴ４微调）的设定值的初期值为１００％。 

 
③通过外部设定输入（ＡＩ３）设定值的设定 

・调节外部设定器、直至所希望的设定值。 
・设定端子⑤－①间外加的电压，０Ｖ为０％、２．５Ｖ为１００％。 

 
④有效的设定功能 

・设定值设定后，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１）设为ＯＮ,电流限制有效。 
 
⑤注 意 

・分频控制不能使用。 
・为了使用电流限制需要安装ＣＴ。请接上与额定电流相符的ＣＴ。 
・用于判定的电流值为三相的负载电流值的平均值。单独个别的相不可以工作。 

 

※有关设定通信单元的详细，请参照另外的「ＪＷ系列 设定通信单元」说明书。 

设定通信单元 
MODE2优先的设定 

「Prt2=dP.SW」的场合

无设定通信单元 
的场合 

设定通信单元 
MODE2优先的设定 

「Prt2=Unit」的场合

设定方式(DI3)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DI3=开路(SW2 No.3=OFF)]
[DI3=短路(SW2 No.3= ON)]

设定方式(DI3)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DI3=短路(SW2 No.3=OFF)]
[DI3=开路(SW2 No.3= ON)]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电流限制值」为 
「前面设定」的场合 
[SW2 No.6=OFF] 

外部设定输入的个别选择：
「电流限制值」为 

「外部设定输入」的场合
[SW2 No.6=ON] 

设定通信单元的
「C.L.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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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设定
输入 

「AI3」 

前面 
设定 

「SET4」 
微调 

外部接点输入 
「DI3」的设定 

前面设定部 
直拨开关 

「SW2 No.6」的设定

设定通信 
单元 
的设定 

2

5

1

采用的 
「电流设定值」 

的设定原 

设定通信单元优先 

前面设定优先 

(DI3的理论用SW2 No.3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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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加热器断线报警 
 
①准 备 

・输入通常控制用的设定值（ＳＶ）、运行到控制稳定为止。 
那时的负载电流必须超过额定电流的１０％以上。 

 
②初期阻值的存储 

・负载电流稳定后将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３）设为ＯＮ，使初期阻值得到存储。 
 ・初期阻值正常存储的话，前面设定部的状态显示的ＥＶ１会在几秒中内闪烁。 

ＥＶ１不闪烁的话负载电流就非常小，就因为阻值算不出，所以一定要使负载电流在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再进行存
储的操作。  

・设为ＯＮ，ＥＶ１闪烁的话马上回到ＯＦＦ。请务必回到ＯＦＦ。 
 
③设定值的设定 

・按以下算式设定设定值（断线率）。 
断线率 ＝ ｛ （要检测的断线的阻值－ 初期阻值）÷ 初期阻值｝ × １００ 

・前面设定（ＳＥＴ５微调）的设定值，最左为１０％、最右为１００％。 
・前面设定（ＳＥＴ５微调）的初期值为１００％。 

 
④有效的设定功能 

・设定值设定后，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2）设为ＯＮ，加热器断线报警有效。 
 
⑤注 意 

・负载的阻值毕竟相间有大概的合成阻值，不光只有加热器的阻值，因此，加热器的老化或断线不是可以直接判
断 
 出来的，始终作为大概的基准使用。 
・请不要用于阻值变化较大的加热器（如ＳｉＣ类等加热器），否则会造成误报警。 

  ・输出电流偏小（约20％以下）时，无法正确检出。其间请将其当作大致的目标值。 
・为了判定加热器断线需要安装ＣＴ。请接上与额定电流相符的ＣＴ。 
・报警判定ＯＦＦ时，有若干不灵敏区（约２分钟的时间延迟）要等待。 

 ・初期阻值的存储操作请在负载电流是通常控制范围时进行。 
・初期阻值存储后一定要将直拨开关回至ＯＦＦ。 
・加热器断线报警的判定从输出（实际上是用于运算处理的内部ＳＶ）超出１０％以上时起积算，积算时间超过
检 
 测时间（初期值：１分）开始判定。 

 ・运行停止中不进行报警判定。 
 
 

6.7不平衡调整 
 

6.7.1 概 要 

不平衡调整是不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调整的功能。能以电压值或电流值的任何一个为基准，进行若干范围的 

调整。  

首先，结合控制方式决定哪个基准调整。其次，直拨开关ＳＷ１的№７设为ＯＮ、不平衡調整设为ＯＮ（有效）。

然后，使用以下的３个微调进行调整。 

・ＳＥＴ７微调：输出增益。调整范围最左(减少方向)为６０％、最右(増加方向)为１４０％。 初期值为１００％。  

・ＳＥＴ８微调：Ｖ相输出同步。调整范围最左(减少方向)为—４０％、最右(増加方向)为４０％。初期值为０％。  

・ＳＥＴ９微调：Ｗ相输出同步。调整范围最左(减少方向)为—４０％、最右(増加方向)为４０％。初期值为０％。  
 
※ 调整范围是输出同步，与实际的输出电压、电流的调整范围不同。 
 

警 告 为防止事故的发生，接电压表及电流表时请务必将电源切断后作业。 

 

注 意 

①调整时必须边看被测值边慢慢旋转调节用微调。 

②旋转调整用微调的话，输出有变化，有时会发生过电流报警或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在ＯＮ的状

态。 

③调整结束后，在正常的运行中注意不要去旋转调整用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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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电压的不平衡调整 

①准 备 
・为了测量各相间（Ｕ２－Ｖ２、Ｖ２－Ｗ２、Ｗ２－Ｕ２）的电压值，要在各相之间接上３台实效值形的测定
器。     

・电源调为ＯＮ，输入通常控制用的设定值(ＳＶ)，运转直至控制稳定为止。 
・请将ＳＥＴ７微调、ＳＥＴ８微调，ＳＥＴ９微调的设定位置放在中央。 

②有效的设定功能 
 ・将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７）设为ＯＮ,不平衡调整有效。 
 
③输出增益的调整１ 

・输出稳定的话，为了确保调整上的安全，三相全体的输出调低约10％左右。 
・观看测定器的电压值同时，将ＳＥＴ7 微调（输出增益）缓慢向左旋转，作为测定值最高相的电压值调整到设
定值 （ＳＶ）相应的电压值的约－１０％的值。 
 

④不平衡调整 
・观看测定器的电压值同时，将ＳＥＴ８微调（Ｖ相输出同步）和ＳＥＴ９微调（Ｗ相输出同步）2 个微调慢慢
交互旋转调整,争取达到三相的电压值几乎为同一值。 

 
⑤输出增益的调整２ 

・各相的电压值几乎达到同一值的话，将ＳＥＴ７微调（出力增益）慢慢向右旋转，调整各相的电压值直到与设

定值相应的电压值。 
 ・根据需要，对ＳＥＴ８微调（Ｖ相输出同步）和ＳＥＴ９微调（Ｗ相输出同步）进行微调整。 
 
⑥注 意 
 ・必须使用实效值测定器（３台），边看测定值边调整。 
 ・分频控制不能使用。 
 

6.7.3电流的不平衡调整 

①准  备 
・为了测量各相间（Ｕ２、Ｖ２、Ｗ２）的电流值，需要把实效值形３台测定器的各相间连接起来。 
・将电源设置为ＯＮ，输入通常的控制使用设定值(ＳＶ)，运行到控制稳定。 
・将ＳＥ７微调、ＳＥＴ８微调、ＳＥＴ９微调的设定位置放在中央。 

 
②有效的设定功能 
 ・将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７）设为ＯＮ，不平衡调整有效。 
 

③输出增益的调整１ 

・输出稳定的话，为了确保调整上的安全，三相全体的输出调低约10％左右。 

・观看测定器的电流值同时，将ＳＥＴ７微调（输出增益）缓慢向左旋转，作为测定值最高相的电流值调整到设

定值（ＳＶ）相应的电流值的约－１０％的值。 
 
④不平衡调整 

・观看测定器的电流值同时，将ＳＥＴ８微调（Ｖ相输出同步）和ＳＥＴ９微调（Ｗ相输出同步）2 个微调慢慢
交互旋转调整，争取达到三相的电流值几乎为同一值。 

 
⑤输出增益的调整２ 

・各相的电流值几乎达到同一值的话，将ＳＥＴ７微调（出力增益）慢慢向右旋转，调整各相的电流值直到与设
定值相应的电流值。 
・根据需要，对ＳＥＴ８微调（Ｖ相输出同步）和ＳＥＴ９微调（Ｗ相输出同步）进行微调整。 

 

⑥注 意 
 ・必须使用实效值测定器（３台），边看测定値边调整。 
 ・分频控制不能使用。 

・请连接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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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不平衡报警 
 
①准 备 

・输入通常控制用的设定值（ＳＶ），运行到控制稳定为止。 
那时的负载电流必须超过额定电流的１０％以上。 

・负载电流稳定的话根据需要进行不平衡调整。 
 
②设定值的设定 

・按以下算式设定设定值（断线率）。 
不平衡率 ＝｛ （负载电流ｍａｘ值 － 负载电流ｍｉｎ值） ÷ 负载电流ｍａｘ值 ｝ × １００ 

    ※负载电流ｍａｘ值：三相（Ｕ相、Ｖ相、Ｗ相）的负载电流值中最大的值 
    ※负载电流ｍｉｎ值：三相（Ｕ相、Ｖ相、Ｗ相）的负载电流值中最小的值 
・前面设定（ＳＥＴ６微调）的设定值，最左为１％、最右为４０％。 
・前面设定（ＳＥＴ６微调）的设定值为４０％。 

 
③有效的设定功能 

・设定值设定后，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４）置为ＯＮ，使不平衡报警功能成为有效。 
 
④注 意 

・判定负载电流的不平衡率。 
・分频控制不能使用。 
・为了能够判定不平衡需要安装ＣＴ。接上与额定电流相符的ＣＴ。 
・报警判定ＯＦＦ时，有若干不灵敏区（约延迟２分钟）。 
・不平衡报警的判定、积算输出（实际上是用于运算处理的内部ＳＶ）超出１０％以上时的时间，从积算时 
 超过检出时间（初期值：１分钟）时开始判定。 
・运行停止中不进行报警判定。 

 
 

6.9报警输出强制OFF 
 

报警发生时，作为报警输出，ＡＬ１或ＡＬ２处于ＯＮ。可以强制性地置于ＯＦＦ。 另外，ＡＬ３发生报警
时处于ＯＦＦ，但是也可以强制置于ＯＮ。 

 
①设  定 

・根据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５）置为ＯＮ，ＡＬ１及ＡＬ２的报警输出继电器就置为ＯＦＦ。另外， 
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设置为ＯＮ。 

・只要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５）不回到ＯＦＦ，ＡＬ１及ＡＬ２报警输出继电器就不会置为ＯＮ。另外， 
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不会置为ＯＦＦ。 

 
②注 意 

・不管报警输出强制ＯＦＦ的设定，报警发生时，前面的ＬＥＤ状态显示灯还会显示报警发生中。 
・启动时的初期化动作中（直至正常启动止期间），不管报警输出强制ＯＦＦ的设定， 
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设置为ＯＦＦ。 

 
 

6.10反馈控制OFF  
 

带反馈控制功能规格的场合，也可强制性地设置为无反馈控制。 
 
①设  定 

・前面设定（直拨开关ＳＷ１ №６）置为ＯＮ，就为无反馈控制。 
 
②注 意 

・无反馈功能规格的，或是分频控制规格的，不动作。 
・运行中进行切换的，输出（实际是运算处理用的内部ＳＶ）从０％开始。 
（本产品复位） 

 ・若进行本操作的话，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暂时的置为ＯＦＦ。 
（复位处理后，正常启动的话，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再次置为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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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直拨开关功能一览 
 

前面设定部、各种设定用的直拨开关有２个。根据需要请设定。 
 
１．直拨开关ＳＷ１ 

№ 功                 能     初期值（出厂时） 
１ 电流限制的ＯＮ／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电流限制开始动作。 ＯＦＦ 
２ 加热丝断线报警的ＯＮ／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断线报警开始动作。 ＯＦＦ 

３ 
加热丝断线报警的初期电阻值的储存。开关置为ＯＮ仅储存1次。 
 ※平时及储存结束后，务必，开关请置为ＯＦＦ。 

ＯＦＦ 

４ 不平衡报警的ＯＮ／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不平衡报警开始动作。 ＯＦＦ 
５ 报警输出的强制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报警输出的强制ＯＦＦ开始动作。 ＯＦＦ 
６ 反馈控制的ＯＮ／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成为无反馈控控制。 ＯＦＦ 
７ 不平衡调整的ＯＮ／ＯＦＦ。开关置为ＯＮ不平衡调整开始动作。 ＯＦＦ 

８ 
设定值初期化。开关置为ＯＮ，投入电源时，开始实施设定值的初始化 
（本产品内部的存储器回到工厂出货时的状态）。 
※平时及设定值初始化结束后务必请把开关置为ＯＦＦ。 

ＯＦＦ 

 
２．直拨开关ＳＷ２ 

№ 機          能 初期值（出厂时） 

１ 

外部接点输入１(DI1) 设定端子⑥－⑦（运行／停止）的理论切换  
 
 
  ＯＦＦ 

ＳＷ２(No.1)和外部接点输入１(DI1)的状态 动  作  状  态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运  行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停  止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停  止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运  行 

２ 

外部接点输入２(DI2) 设定端子⑥－⑧（位相／分频）的理论切换  
 
 
  ＯＦＦ 

ＳＷ２(No.2)和外部接点输入２(DI2)的状态 动  作  状  态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相位控制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分频控制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分频控制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相位控制 
※分频控制类型的场合，控制方式不可以切替。 

３ 

外部接点输入３(DI3) 设定端子⑥－⑨（前面设定／外部设定输入）的理论切换  
 
 
  ＯＦＦ 

ＳＷ２(No.3)和外部接点输入３(DI3)的状态 选  择  状  态 ※１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前 面 设 定 (SET微调) 
ＳＷ２「ＯＦＦ」、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外部设定输入(AI)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开路」 外部设定输入(AI) 
ＳＷ２「Ｏ Ｎ」、外部接点输入「短路」 前 面 设 定 (SET微调) 

４ 

外部设定输入(AI1)的个别选择：斜  率  
 
  ＯＦＦ 

ＳＷ２(No.4)的状态 选  择  状  态 ※１ 
ＳＷ２「Ｏ Ｎ」 外部设定输入(AI1) 
ＳＷ２「ＯＦＦ」  前 面 设 定(SET1微调) 

５ 

外部设定输入(AI2)的个别选择：平  移  
 
  ＯＦＦ 

ＳＷ２(No.5)的状态 选  择  状  态 ※１ 
ＳＷ２「Ｏ Ｎ」 外部设定输入(AI2) 
ＳＷ２「ＯＦＦ」  前 面 设 定(SET2微调) 

６ 

外部设定输入(AI3)的个别选择：电流限制  
 
  ＯＦＦ 

ＳＷ２(No.6)的状态 选  择  状  态 ※１ 
ＳＷ２「Ｏ Ｎ」 外部设定输入(AI3) 
ＳＷ２「ＯＦＦ」  前 面 设 定(SET4微调) 

７ 
 
８ 

实际使用的电源电压的选择  
№７：ＯＦＦ 
№８：Ｏ Ｎ 

 
200V系列的场合： 
  ［２００Ｖ］ 
400V系列的场合： 
  ［４００Ｖ］ 

ＳＷ２(No.7,No.8)的状态 
选  择  状  态 

［未使用］的开关状态请不要选
择。以免造成误动作。 

№７ 「Ｏ Ｎ」、 №８ 「Ｏ Ｎ」 ２４０Ｖ ／ 未 使 用 
№７ 「Ｏ Ｎ」、 №８ 「ＯＦＦ」 ２２０Ｖ ／ ４４０Ｖ 
№７ 「ＯＦＦ」、 №８ 「Ｏ Ｎ」 ２００Ｖ ／ ４００Ｖ 
№７ 「ＯＦＦ」、 №８ 「ＯＦＦ」 未 使 用 ／ ３８０Ｖ 

※１：ＳＷ２的№３和外部接点输入３（ＤＩ３）的选择状态为「前面设定（ＳＥＴ微调）」的场合， 
不管ＳＷ２的№４、№５、№６的设定，斜率、平移、电流限制都为前面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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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运行 

7.1运行前的确认 
 

警 告 
①为防止事故的发生，请务必切断电源后进行作业。 

②耐压试验要求有试验的基础知识，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员进行。 

 

１．安装方向的确认 
请确认安装方向箭头向上（↑ＵＰ），能否安装。其它方向的安装的话会妨碍散热效果，内部的高温会导致

故障产生。 
 
２．接线的确认 

确认接线是否正确，短路板的连接是否正确、连接是否有松动等。特别是电源端子等的主回路端子有松动的话
进行加固等，要进行充分的确认。  
  此外因无负载运行会对本表及周边仪器（变压器等）造成损坏，请务必确认有无负载。 
 

３．平衡状态的确认 

  请确认各相间的电源电压和各相间的负载平衡状态。不平衡状态严重的话，本表的输入、输出特性的误差会变

大，控制性就会变差。  

 

４．电源电压和负载容量的确认 
请再次确认电源电压、负载容量等与本产品的额定规格是否相适宜。 

 
５．绝缘的确认 

根据需要对负载回路的绝缘状态进行确认。进行绝缘阻抗的测定时，请用５００Ｖ兆欧表进行。  
耐压试验要在对所有主回路端子的「Ｕ１和Ｕ２」、「Ｖ１和Ｖ２」、「Ｗ１和Ｗ２」分别短路状态下进行。  
 另外，耐压试验恐怕会使本产品老化，同时伴随对试验者也有危险，所以要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实施。  
试验电压最大也为１５００ＶＡＣ。 

 
６．电源电压的设定 

按下表根据前面设定部的直拨开关ＳＷ２，进行实际使用电源电压的设定。 

确认ＪＷ的额定电压和实际使用电压。 根据实际使用电压，对ＳＷ２的№７和№８进行设定。 

电源电压２００Ｖ
（JW20□□□･･････） 

２０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ＦＦ」、№８设为「ＯＮ」 

２２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Ｎ」 、№８设为「ＯＦＦ」 

２４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Ｎ」 、№８设为「ＯＮ」 

电源电压４００Ｖ
（JW40□□□･･････） 

３８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ＦＦ」、№８设为「ＯＦＦ」 

４０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ＦＦ」、№８设为「ＯＮ」 

４４０Ｖ ＳＷ２的№７设为「ＯＮ」 、№８设为「ＯＦＦ」 

 
７．控制方式和各种设定内容的确认 

请对控制方式（位相控制、分频控制、反馈等）和前面设定部设定好的各参数的设定内容进行确认。 
 
８．其他的确认 

请再次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的注意事项，并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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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运行的开始 

  警 告 

①请不要靠近本产品的端子(主回路端子、设定端子)。因为有高电压部分，触电的话，恐危及生

命。 

②因为本产品有高温部分。特别是上面部、侧面部、散热片等都有被烫伤的可能，所以请不要触

摸。 

③请阻止手指和棒子或者不明下落物进入冷却风扇。因为冷却风扇正在高速旋转，否则会造成损

伤或者故障的发生。 

 

１．进入系统电源。可以的话，在电源投入时根据手动运行０％或控制输入信号０％等，预先使本产品的输出保

持为０％。 

 

２．确认包括本产品在内，确认构成系统的仪表是否正常。然后再确认接好的所有信号标准（电压 

値、电流値、 ＯＮ／ＯＦＦ信号等）是否正常。 

  另外，在装配有冷却风扇的产品上确认风扇运转是否正常。 

 

３．确认各相间的电源电压和各相间的负荷的平衡状态。 

 

４．切换到自动运行（或仍旧是手动运行），在控制状态下确认一下一段时间的情况。 

 

５．控制稳定的话就没问题。不稳定的话，调整调节仪的参数（特别是ＰＩＤ常数）或本产品参数（特别是斜率）

等。 

 

６．对应需要，设定各参数。 

 

７．运行开始几小时后再次确认包括本产品在内的构成系统的仪表的运行是否正常。 

 

 ８．确认控制确实稳定的话，建议记录（保存）包含本产品在内各设定内容。 

 

  注 意 

①请绝对不要无负载进行运行。无负载运行的场合下，会对本产品及周边仪器（变压器等）造成

损坏。 

②请对接到本表上的仪器的的各项信号进行确认。外加了过电流或过电压的话，会对本表的内部

回路造成损坏。 

③请绝对不要通电中切换负载（继电器或电磁铁等负载的连接切换）。否则会对本产品及周边仪

器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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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状态显示 
 

产品运行中，根据本产品在前面设定部状态显示的ＥＶ（故障）指示灯，能够知道运行状态和报警发生状态等。 

 

 

 

 

 

 

 

 

 

 

 

 

 

 

 

 

前面设定部 

 

Ｎｏ． 内          容 

ＥＶ１(绿) 运行状态显示正常时灯亮，异常时闪烁。 

 进一步而言，以下场合也闪烁。 

①进行设定值初始化操作的场合（内存恢复到出厂时状态）。 
  →设定值初始化结束后，闪烁停止。 
②投入电源时直拨开关ＳＷ１的№８为ＯＮ的场合（设定值初始化操作）。 
  → 请务必回到ＯＦＦ。 
③加热器断线报警时，初期阻值存储的场合。 
  →存储开始后，开始闪烁，数秒后结束。 
④带设定通信单元的场合，设定值存储的场合。 
  →存储开始后，开始闪烁，数秒后结束。 

ＥＶ２(红) 过电流报警发生时灯亮，加热器断线报警发生时闪烁。 

ＥＶ３(红) 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发生时灯亮，晶闸管组件异常发生时闪烁。 

ＥＶ４(红) 散热器过热异常报警发生时灯亮。(100A以上) 

ＥＶ５(红) 相序异常报警发生时灯亮，缺相检知报警发生时闪烁。 

※但这２种报警和频率异常报警是无法判断其确切的报警状态的，因此只能作为参考使用。

所以只要报警为发生时，请确认是相序异常，还是缺相检知报警，还是频率异常。 

ＥＶ６(红) 频率异常报警发生时灯亮，不平衡报警发生时闪烁。 

ＥＶ７(绿) 与ＥＶ２～ＥＶ６连动，进行相应相的相别显示「Ｕ（Ｕ－Ｖ）」。 

ＥＶ８(绿) 与ＥＶ２～ＥＶ６连动，进行相应相的相别显示「Ｖ（Ｖ－Ｗ）」。 

ＥＶ９(绿) 与ＥＶ２～ＥＶ６连动，进行相应相的相别显示「Ｗ（Ｗ－Ｕ）」。 

 

 

 

  注 意 

①同时多个报警发生时，可能会有ＥＶ指示灯重复或由于内部处理的情况无法进行 

报警种类的判定/判别。 或者在相别显示时，往往有不能确切进行相别显示。  

②电源投入时或控制方式切换时，会出现临时的状态指示灯全亮的状况。 

 
 

直拨开关ＳＷ１ 

直拨开关ＳＷ２ 

状态显示 

ＳＥＴ７微调～ＳＥＴ９微调 

ＳＥＴ１微调～ＳＥＴ６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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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报警 

8.1报警发生和报警输出 
 

报警名称 状态显示 报警输出 

过 电 流 报 警 

・ＥＶ２灯亮，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过电流报警的场合报警一旦发生后，即使电流值回到额定电流值以

内，报警也不会立即解除，电源不断开一次报警不会解除（止动输出）。 

ＡＬ１ 

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 
・ＥＶ３灯亮，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只有带速断保险丝的工作。 

ＡＬ１ 

散热板过热报警 ・ＥＶ４灯亮。(100A以上) ＡＬ１ 

加热器断线报警 ・ＥＶ２闪烁，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ＡＬ２ 

晶闸管元件异常报警 ・ＥＶ３闪烁, 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ＡＬ２ 

运行异常报警 
・ＥＶ１闪烁。 
・报警发生约１分钟后自动解除报警。也可以将电源切断一次后解除报 
警。 

无 

相序异常报警 ・ＥＶ５灯亮。 ＡＬ３ 

缺 相 报 警 ・ＥＶ５闪烁。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ＡＬ３ 

不 平 衡 报 警 ・ＥＶ６闪烁，异常相ＥＶ７～ＥＶ９灯亮。 ＡＬ２ 

频率异常报警 ・ＥＶ６灯亮。 ＡＬ３ 

  ※电源ＯＦＦ/ＯＮ时，报警输出即使ＯＦＦ状态场合，也有瞬间的报警输出为ＯＮ的场合。 
   根据需要，有时外部误输出对策上请使用。 

※ＡＬ３的报警输出继电器，启动时的初始化动作中（到正常启动间）为ＯＦＦ。 
正常启动后为ＯＮ、相序异常、欠相、频率异常的报警发生时为ＯＦＦ。 

 

8.2报警发生和处理方法 
 

报 警 名 称 运行状态 处     理    方     法 

过 电 流 报 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切断电源，确认原因，采取对策，再次投入电源后恢复。 

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切断电源，确认原因，调换保险丝，再次投入电源后恢复。 
(参照11.2) 

散热器过热报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确认晶闸管调整器的冷却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再确认周围
温度有否异常高温，再次投入电源。冷却风扇出现故障时
要切断电源，调换风扇，再次投入电源后恢复。 
(参照11.3) 

加热器断线报警 运行继续。 
切断电源，请对加热器老化作确认。 
另外，晶闸管本机未接ＣＴ时也有可能显示。 

晶闸管元件异常报警 运行继续。 
切断电源，对负载和接线等作确认。如仍旧不能恢复就需
要修理。 

运行异常报警 运行继续。 切断电源后再合上电源，如仍旧不能恢复就需要修理。 

相序异常报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三相（Ｕ、Ｖ、Ｗ）的接线有错误，切断电源进行正确的
接线，再次投入电源就能恢复。 

缺 相 报 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三相（Ｕ、Ｖ、Ｗ）的接线有脱落，切断电源进行正确的
接线，再次投入电源就能恢复。 

不 平 衡 报 警 运行继续。 切断电源，请对电源电压、负载、加热器等作确认。 

频率异常报警 
运行停止。 

（晶闸管门极ＯＦＦ） 

请切断电源，对电源频率、干扰等进行确认。特别是由干
扰引起的异常电压波形会导致控制不能进行，请采取充分
的对策。 

  ※具体参照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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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系统保护 
 

9.1电源侧的保护 
 
针对叠加于电源的异常电压 (浪涌等)产生，必要时为保护本产品及抑制误动作，请在电源侧安装接地避雷器或电

火花抑制器。避雷器・电火花抑制器，虽作以下产品的推荐，但由于客户环境因素，也有不适用的情形。接地处理
时，必须遵守各厂家的注意事项，实施必要的安全对策。 
  ・避雷器 电源２００Ｖ系列 ： MAK2-220   [M・SYSTEM技研产] 

・避雷器 电源４００Ｖ系列 ： MAK2-400   [M・SYSTEM技研产] 
  ・电火花抑制器         ： 3CRH-50270 [冈谷电机产业产] 
 另外,电源４００Ｖ系列的话,为了保护本产品的同步信号输入部（控制回路电源输入部）， 
推荐使用「外部变压器规格」（型号：ＪＷ４Ｘ□□□……）。 

 

9.2由报警输出３保护 
 
  报警输出3（ＡＬ３）主要是关于电源报警的输出（报警发生时报警输出继电器为ＯＦＦ）,但是本产品 
即使在陷入致命的故障（烧损等）的时候,报警输出3也有较容易发生ＯＦＦ的倾向。 
具体的,本产品如下发生故障时,报警输出3发生ＯＦＦ。 

  ①Ｒ相或者Ｓ相的配电盘用的保险丝熔断  → 控制回路电源ＯＦＦ → 报警输出３ＯＦＦ 
  ②Ｔ相的受电盘用的保险丝熔断 → Ｗ相发生欠相 → 报警输出３ＯＦＦ 
  ③同步变压器断线 → 相序发生异常  → 报警输出３ＯＦＦ 
  ④同步信号输入部烧损 → 控制回路电源ＯＦＦ/ 发生欠相 /相序发生异常 → 报警输出３ＯＦＦ 

※配电盘用的保险丝   ：为了保护同步信号输入部（控制回路电源输入部）的保险丝 
             仅被安装在额定电流７５Ａ以上的机种里。 
 ※同步变压器     ： 为了同步检出电源的零交叉的变压器。 
利用这个倾向,即使本产品陷入致命的故障时,为了不会对系统全体造成恶性影响,推荐在外部采取対策。 
利用报警输出３的系统的接线事例如下图。 

 
 
 
 
 
 
 
 
 
 
 
 
 
 
 
 
 
 
 
 
 
 
 
 
 
 
 
 
 
 
       可编程控制器 

 
 

利用报警输出３的系统的接线事例 

ＣＴ的二次侧请不

要接地。 

主回路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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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三相 
电源 SW1 F1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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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断保险丝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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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接触器 

断路器 

S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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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用端子 
(同步信号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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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

V2

W2

CT1

CT2

CT3

CTK  L K  L K  L

K L

K L

K L

21 22 23 24 25 26

R1

R2 R3

旁漏电阻 

TR2 

LOAD负载

JW(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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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火花

抑制器
PLC1 设定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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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仪 4～20mA DC
AL2 

接点

接点

接点

接点

DI1 

AL1 

AL3 

※1)在避雷器的电源侧，请另外设置作为备用保护的断路闸。具体请参

照避雷器使用说明书。 

※2)电火花抑制器外侧壳体表面上升 5℃以上温度时，不可使用。具体

请确认冈谷电机产业公司网页刊登的「使用上的注意事项」等。 

【警告】请不要直接接触。请务必注意烫伤、触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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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项的接线事例各部详细说明如下表所示。 

符号 名称 概要 

JW 晶闸管调整器 本产品 

PLC1 可编程控制器 监视本产品的异常,异常时使电磁接触器为ＯＦＦ,做到保护系统全体。 

SW1 断路器 保护系统全体用的断路器。 

SW2 电磁接触器 
系统异常时从电源切开系统。 
由可编程控制器控制ＯＮ／ＯＦＦ。 

SW3 断路器 
保护外部降压同步变压器用的断路器。 
变压器异常时从电源切开变压器。 

F1～F3 速断保险丝 没有安装速断保险丝的机种,为了保护系统,在外部有安装速断保险丝的必要。 

CR1 电火花抑制器 因为叠加电源导致的异常电压 (波动等)为了保护本产品。 

SA1～SA3 避雷器 
因为叠加电源导致的异常电压 (波动等)为了保护本产品。 
外置变压器规格的场合,请务必设置避雷器。 

SA4～SA6 避雷器 因为叠加电源导致的异常电压 (波动等)为了保护本产品。 

CT1～CT3 电流互感器 
ＣＴ不内置的场合根据需要,请在外侧安装ＣＴ。 
(没有ＣＴ的话本产品就不能检出过电流) 

R1～R3 旁漏电阻 
变压器负载的场合,请务必设置旁漏电阻。 
在各相间请设置能通过0.5Ａ以上的电流大小的负载。 

TR1 外部降压同步变压器 
为了保护本产品的同步信号输入部的绝缘变压器。 
外置变压器规格的产品,这个就很有必要。 

TR2 负载变压器 磁通密度为1.2（Ｔ）以下,请使用容量十分充裕的产品。 

LOAD 负载（加热器） 变压器的二次侧负载,请三相平衡负载（不平衡率为约１０％以下）。 

 

利用报警输出３（ＡＬ３）的场合的,系统的运转程序例如下所示。 

 本产品异常时,从系统切开电源,保护系统全体。 

 

 

 

 

 

 

 

 

 

 

 

 

 

 

 

 

 

 

 

 

 

 

 

 

 

 

 

 

开始 

SW2(电磁接触器) OFF 
SW1(短路器) ON 

DI1 ON（输出停止） 

SW2(电磁)为ON投入电源 

本产品的启动初始化需要等待
3秒钟左右 

AL1=ON? 

AL3=OFF？ 

No

AL2=ON? 

AL3=OFF？ 

DI1 OFF运转开始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过电流・速断保险丝熔断・ 
散热器过热) 

(晶闸管素子异常) 

SW2(电磁) OFF(切断电源) 
DI1 ON(输出停止） 

异常终止

(致命的故障・ 
 电源的异常) 

※DI1为ON,是本产品停止的设定。 

(前面设定部的直拨开关SW2的No1为OFF) 

(正常) 

(正常启动) 

※本产品正常启动的，AL3为ON。

(致命的故障・ 
 电源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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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报警输出３（ＡＬ３）的场合运行事例图如下所示。 

 

 

 

 

 

 

 

 

 

 

 

 

 

 

 

 

 

 

 

 

 

 

 

 

 

 

 

 

 

 

 

 

 

 

 

 

 

 

 

 

9.3设置环境 
 

  请将本产品放置在设置环境请满足３. ２项「安装上的注意」的条件场所。超出式样范围环境里可能会造成本

产品内部的短路・烧损等事故的发生。特别是有导电性物质・粉尘・异物（金属粉末・切屑・铁粉・碳粉）等环

境里，请绝对不要使用。 

在使用碳精棒电热器等的场合，预测作为特殊环境下的场合，请在控制盘侧实施如下对策。 

・控制盘采取密封构造，实施散热对策。 

・控制盘内适用气体清扫。 

・进行定期的清扫。 

①  ：DI1设为ON，先使本产品停止 
②  ：SW2设为ON，投入电源 
②～③：等待本产品启动时的初始化完成 
③  ：不让本产品正常启动AL3设为OFF 
④  ：确认AL1,AL2,AL3的状态 

(AL1=OFF,AL2=OFF,AL3=ON的话正常) 
    因为AL3是OFF判断为故障 
    SW2设为OFF断开电源，异常结束 

①  ：DI1设为ON,先使本产品停止 
②  ：SW2设为ON,投入电源 
②～③：等待本产品启动时的初始化完成 
③  ：让本产品正常启动AL3设为ON 
④  ：确认AL1,AL2,AL3的状态 
    (AL1=OFF,AL2=OFF,AL3=ON的话正常) 

正常的话DI1设为OFF运转开始 
④～ ：运转中也可时常确认AL3的状态 
    AL3=ON样子的话正常 

①  ：DI1设为ON，先使本产品停止 
②  ：SW2设为ON，投入电源 
②～③：等待本产品启动时的初始化完成 
③  ：让本产品正常启动的话AL3设为ON 
④  ：确认AL1,AL2,AL3的状态 
    (AL1=OFF,AL2=OFF,AL3=ON的话正常) 

正常的话DI1设为OFF运转开始 
④～ ：运转中也可时常确认AL3的状态 
⑤  ：本产品发生故障，AL3为OFF 
⑥  ：因为AL3的状态为OFF判断为故障 

SW2设为OFF断开电源、 
DI1设为ON使本产品停止，异常结束 

①  ：DI1设为ON，先使本产品停止 
②  ：SW2设为ON，投入电源 
②～③：等待本产品启动时的初始化完成 
③  ：本产品启动AL3为ON 
    但由于晶闸管素子的故障AL2为ON 
④  ：确认AL1,AL2,AL3的状态 

(AL1=OFF,AL2=OFF,AL3=ON的话正常) 
    因为AL2是ON判断为故障 
    SW2设为OFF断开电源，异常结束 

AL1 

① 

ON (过电流等) 

OFF(正常) 

AL2 
ON (素子异常) 

OFF(正常) 

AL3 
ON (正常) 

OFF(故障) 

DI1 
ON (停止) 

OFF(运转) 

SW2 
ON (通电) 
OFF(断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正常】 

AL1 

① 

ON (过电流等) 

OFF(正常) 

AL2 
ON (素子异常) 

OFF(正常) 

AL3 
ON (正常) 

OFF(故障) 

DI1 
ON (停止) 

OFF(运转) 

SW2 
ON (通电) 
OFF(断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启动时异常Ⅰ】 

AL1 

① 

ON (过电流等) 
OFF(正常) 

AL2 
ON (素子异常) 

OFF(正常) 

AL3 
ON (正常) 

OFF(故障) 

DI1 
ON (停止) 

OFF(运转) 

SW2 
ON (通电) 

OFF(断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启动时异常Ⅱ】 

AL1 

① 

ON (过电流等) 
OFF(正常) 

AL2 
ON (素子异常) 

OFF(正常) 

AL3 
ON (正常) 

OFF(故障) 

DI1 
ON (停止) 

OFF(运转) 

SW2 
ON (通电) 
OFF(断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运转时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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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故障一览表 
 

症    状 确      认   事   项 

１．无输出（０％） ①请确认主回路端子的接线是否正确。 

・请把Ｕ１、Ｖ１、Ｗ１接向三相电源（Ｒ、Ｓ、Ｔ）、Ｕ２、Ｖ２、Ｗ２接 

向负载（加热器等）。 

・用检相器确认三相电源的相序，请务必正相序接线。 

②请确认设定端子的接线是否正确。 

・请确认控制输入信号上是接入正确的信号。 

・请通过手动输出确认输出的变化。 

③请确认设定好的参数是否正确。 

・请确认运行状态不是「停止」状态。 

・请确认斜率不是「０％」。 

・请确认电流限制不是「０％」。 

④请确认以下报警不在ＯＮ。 

・过电流报警。 

・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 

・散热器过热报警。 

・相序异常报警。 

・欠相报警。 

・频率异常报警。 

⑤请确认电源没有受到干扰。 

・有强干扰时，就要进行频率异常判定，将输出置于０％。这时，需要采取抗

干扰措施。 

⑥额定电流７５Ａ以上的机种，本产品还未投入电源时， 

 (即使投入电源，状态显示ＥＶ１不亮灯) 

 或者，欠相、相序异常、频率异常的报警发生时， 

 受电板用的保险丝有熔断的可能性。 

 请确认受电板用的保险丝有没有熔断，根据需要请更换保险丝。(参照11.4) 

受电板用保险丝熔断时，因为考虑到电源侧的异常，请在电源侧追加保护回

路。(参照９. １) 

如果就那样的状态继续使用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本产品损坏。 

另外，不管有没有安装了保护回路，保险丝熔断时，没有能使用本产品环境。 

请保留本产品的使用。 

２．输出满度（１００％） ①请确认以下的接线是否正确。 

・请确认负载接线是否正确。 

另外，负载过轻也会到输出满度。 

・电流反馈或是功率反馈的，确认ＣＴ是否正确接线。 

・请确认控制输入信号上是接入正确的信号。 

②请确认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 

・请确认平移是否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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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状 确      认   事   项 

３．输出正确不变化 ①请确认以下的接线是否正确。 

・用检相器确认三相电源的相序，请务必正相序接线。 

・电流反馈或是功率反馈的机种，请确认ＣＴ是否正确接线。特别要请确认 

ＣＴ的二次侧是否接地。  

・请确认控制输入信号上是接入正确的信号 

②请确认电源的波形是正常的。 

・电源波有干扰或波形不正，输出就不可能与输入控制信号成比例。  

・使用自己的发电机时，请确认电源电压和电源频率。电源频率尤其重要。 

确认是５０Ｈｚ还是６０Ｈｚ。      

③请确认负载未处于不平衡状态。 

・不平衡状态严重的话，输出就不可能与输入控制信号成比例。对电源或负 

载进行更正或进行不平衡调整，使其处于平衡状态。 

④请确认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 

・确认斜率、平移设定的参数是否正确，软启动的设定值是否正确。 

４．本产品动作异常 

①请确认上述的１～３项的所有项目都没问题。 

②尽管如此本产品的运行还是有问题的话，要进行设定值的初始化操作 

（本产品的内部存储器恢复到出厂时的状态）。 

・将本产品的电源设为ＯＦＦ。 

・将前面设定部的直拨开关ＳＷ１的№８设为ＯＮ。 

・将本产品的电源设为ＯＮ。 

・确认前面设定部的状态显示灯ＥＶ１是否闪烁。 

・前面设定部的直拨开关ＳＷ１的№８调为ＯＦＦ。 

・根据这个程序，因为设定值的初始化已经完成，请观看情况。 

另外，带设定通信单元的场合，请务必通过设定通信单元进行设定值的初始化

操作（请参照设定通信单元的操作说明书）。 

带设定通信单元的场合，通过前面设定部不可以进行设定值的初始化操作。 

５．与测定器的实测值不符 ①请确认实效值形的测定器。 

・晶闸管控制输出测定时，请务必使用实效值形或者可动铁片形的测定器。 

不能使用整流形测定器。   

６．控制输入信号０％以下， 

但还在输出。 
①请确认控制输入信号。 

・请确认向控制输入端子的输入信号稳不稳定、有没有叠加干扰。 

②请确认配线长。 

・配线长度请尽量短。 

特别是设定器的配线等，电压信号的配线长度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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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维修 

11.1日常的点检和维修 
 

  警告 
① 为防事故，请先切断电源后再作业。  

② 电源切断后请不要触碰散热器等高温部分，否则恐怕容易造成烫伤或弄伤。 

 

11.1.1点检项目 

为了使本产品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工作，请进行如下的点检工作。 

项        目  内        容 

端子部的螺杆及螺丝是否拧紧 
特别是有大电流流过的主回路端子部分的螺丝如有松动和发热，会烧

损电线可能。务必请定期接线点检。 

冷  却  风  扇 

额定电流在１００Ａ以上的机种，本产品的上方装有冷却风扇。每次

运行开始时,请检查风叶转动是否正常，声音有无异常。另外，冷却风

扇是消耗品，务必请定期更换。 

清    扫 

铁粉及碳粉等导电性的粉尘飞扬的场所，本产品附着上灰尘后绝缘性

变差，是造成故障和事故的原因。请定期的用吸尘机等进行附着物去

除清扫。 

 

 

 

  注 意 

除冷却风扇和速断保险丝之外，其他部品请绝对不要擅自更换。不仅仅是更换的正确与否，而

是伴随着有危险的场合。所以在此之外的部品需要更换时请一定让我公司指定的人员进行更

换。 

 

11.1.2消耗部品 

消耗品及其更换标准如下。 

部  品  名 更换的标准 使  用  条  件 

冷  却  风  扇 ２年 ・在常温下使用 

・运转率５０％以下 线  路  板 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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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保险丝更换 
 

  警 告 

①为防止事故，请务必将电源切断后再作业。 
②为防止事故，在更换保险丝时请务必用规定的工具•遵守拧紧力矩。另外,必须安装同一规格
的保险丝。 

 
速断保险丝熔断时，请务必确认熔断的原因及采取对策后再进行更换。因为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产品本身故障

造成的，所以要进行充分的确认原因。 

  
速断保险丝的型号如下。请确认使用的规格（电压、电流），务必选用同样规格的速断保险丝。 

 
额定电
压 

额定电流 保险丝 
额定电
流 

保险丝 

２００Ｖ

AC 

３０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５０ＳＵＬＴＣ ２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３１５ＳＵＬＴＣ 

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８０ＳＵＬＴＣ ２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３５０ＳＴＣ 

７５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１００ＳＵＬＴＣ ３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４５０ＳＴＣ 

１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１６０ＳＵＬＴＣ ４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６３０ＳＴＣ 

１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３５０ＧＨ－２００ＳＵＬＴＣ ５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７１０ＳＴＣ 

４００Ｖ

AC 

３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５０ＳＵＬＴＣ ２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３１５ＳＵＬＴＣ 

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８０ＳＵＬＴＣ ２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３５０ＳＴＣ 

７５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１００ＳＵＬＴＣ ３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４５０ＳＴＣ 

１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１６０ＳＵＬＴＣ ４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６３０ＳＴＣ 

１５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２００ＳＵＬＴＣ ５００Ａ 日之出电机６６０ＧＨ－７１０ＳＴＣ 

 

 
 
 
 
 
 
 
 
 
 
 
 
 
 
 
 
 
 
 
 
 
 
 
 
 
 
 
 
 
 
 ※速断保险丝里安装了速断保险丝溶断检查用的微动开关。 

速断保险丝更换时,拔掉微动开关卸下,更换后请再次安装到速断保险丝里。 
 

  注 意 

带设定通信单元的情况下，装有设定通信单元的盖板和本机之间是用内部电缆线连接的。 
卸盖板时，盖板和本机不容易拆下部分，要进行内部接线和连接器的分离作业。 
在内部电缆线连接状态下强行拆下盖板，可能会导致内部电缆线断裂、连接器损坏等。 

 

额定电流：３０Ａ・５０Ａ 额定电流：７５Ａ・１００Ａ 

安装力矩：３Ｎ・ｍ 安装力矩：５Ｎ・ｍ 

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 

安装力矩：１２Ｎ・ｍ 

额定电流：３００Ａ・４００Ａ・５００Ａ 

安装力矩：２５Ｎ・ｍ 

速断保险丝 

微动 
开关 

速断保险丝 

微动 
开关 

速断保险丝 

微动 
开关 

速断保险丝 

微动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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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冷却风扇更换 
 

  警 告 为防止事故，请务必将电源切断后再作业。 

 

  ①切断本产品的电源。 

 

②卸下盖板，拔掉接在风扇上的电源线。 

 

③风扇的更换请按下图要领操作。 

※根据额定电流的大小，风扇的种类、数量及固定方法不同，请加以注意。 

 

④风扇更换时请注意安装方向。  

        ※接电源线时虽无特定的指定位置，但必须牢牢插入。 

 

  ⑤复原安装同卸下时顺序相反。 

 

  ⑥更换完毕后，投入电源，请确认所有的风扇全部转动。 

 

 

 

 

 

 

 

 

 

 

 

 

 

 

 

            图为１５０Ａ 

风扇挡板 

盖板 

风扇 

风扇电源线 

Ｍ４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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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受电板用保险丝的更换 （75A以上的对象） 
 

  警 告 

 
为防止事故，请务必将电源切断后再作业。 
 

 

受电板用保险丝熔断时，请务必确认熔断的原因及采取对策后再进行更换。 

因为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产品本身故障造成的，所以要进行充分的确认原因。 
 
受电板用保险丝的型号如下。请务必选用同样规格的速断保险丝。 

 

 ・受电板用保险丝 ： 500SF-04ULTC   [日之出电机] 
 
  【受电板用保险丝更换程序】 

受电板用保险丝,在本产品内部受电板ＢＯＸ内有3个。 

请按下列的程序更换。 

  ①切断电源。 

②卸下外壳。 

③卸下受电板ＢＯＸ的盖。 

 ※因为受电板ＢＯＸ的侧面的4个地方有固定用的别扣、 

请掰开别扣卸下盖子。 

④卸下受电板用保险丝的盖板。 

 ※受电板用保险丝的盖板是因为用别扣固定在线路板的安装孔里、 

  轻轻打开受电板用保险丝的盖板,拔出取下保险丝。 

⑤更换受电板用保险丝。 

 ※受电板用保险丝是因为用线路板上的保险丝夹固定着的, 

  拔出卸下,新更换的保险丝请好好的插在夹子上。 

  ⑥按卸下时的反程序还原。 

 

 

 

 

 

 

 

 

 
 
 
 

  注 意 

带设定通信单元的情况下，装有设定通信单元的盖板和本机之间是用内部电缆线连接的。 
卸盖板时，盖板和本机不容易拆下部分，要进行内部接线和连接器的分离作业。 
在内部电缆线连接状态下强行拆下盖板的话，可能会导致内部电缆线断裂,连接器的损坏。 

 

 

受电板ＢＯＸ 

卸下盖板及 

受电板ＢＯＸ 

的盖子。 

盖板 

受电板用 

保险丝 

Ｒ相 

Ｓ相 

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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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术语说明 

12.1控制方式 
12.1.1 相位控制方式 

相位控制方式就是用电源频率的２１０°内（３触发）或１５０°内（６触发）使导通角θ（ＯＮ时） 

变化，对其输出进行控制的方式，几乎所有的晶闸管调整器都采用这种方式。  
与分频控制比较起来，控制是连续的，也可使用变压器的一次侧控制。  

 

12.1.2 分频控制方式 

分频控制方式就是在每个电源周期里决定ＯＮ／ＯＦＦ控制输

出的方法。 

与相位控制比较发生干扰的因素较少。但是ＯＮ时流过的是最大

电流，并是断续的，因此会有闪烁出现。（例照明闪烁）。  

使用的加热器只能是镍铬类的。请不要使用变压器的一次侧控制

或镍铬类以外的加热器，否则会造成过电流报警或保险丝熔断。  
脉冲周期与输出更新周期相当，如脉冲周期是1.5秒（初期值），输

出是５０％的，就形成右图那样的ＯＮ／ＯＦＦ波形。 
 

 

12.1.3 6触发和3触发 

晶闸管的门极控制部对于１相电源来说,１侧（正侧）和２侧（负侧）的两方的门极由ＯＮ／ＯＦＦ控制的机

种是「６触发」、２侧（负侧）的门极一直是ＯＮ状态的机种是「３触发」。本产品采用的是６触发。 

 

           

 

 

 

 

 

 

 

 

 

 

 

 

 

 

「１侧」（正侧）

「２测」（负侧）

Ｕ Ｖ Ｗ
6触发：ＯＮ／ＯＦＦ 

3触发：ＯＮ／ＯＦＦ 

6触发：ＯＮ／ＯＦＦ 

3触发：一直ＯＮ 

负载 

电  压 

电 流 

［３触发的控制波形］ 

电  压 

电  流

［６触发的控制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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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反馈方式 
 

12.2.1电压反馈方式 

是反馈负载的电压的控制方式,如右图所示,最适合加热器的电阻 

温度特性小的（镍铬合金系列等）产品。 

对于这样的加热器,只要保证晶闸管调整器的输出电压稳定的情况 

下,就能进行稳定的控制。 

  另外,仅能对应相位控制方式。 

 

（注 意） 

   ・电压反馈方式,对三相的负载电压值的平均进行控制。 

不能对个别相的进行控制。 

 

 

12.2.2电流反馈方式 

是反馈负载的电流的控制方式,如右图所示,最适合加热器的 

电阻温度系数较大的（二硅化钼系列等）产品。 

对于这样的加热器,只要保证晶闸管调整器的最大输出电压能对应 

加热器的最大额定电流值,与电阻值变化无关,输出和控制输入信号成 

比例的电流的话,就能进行稳定的控制。 

    另外,仅能对应相位控制方式。 

   

（注 意） 

   ・为了使用电流反馈方式需要安装ＣＴ。 

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电流反馈方式对三相的平均负载电流值进行控制。 

不能控制个别相。 

 

 

12.2.3功率反馈方式 

是反馈负载的功率的控制方式,如右图所示,最适合加热器的电阻值 

随发热温度而变化，且随使用年限的增加，其阻值会逐渐增大到最初的 

近4倍的（碳化硅系列加热器）产品。 
对于这样的加热器,只要检出加在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并用将它们 

相乘后的功率反馈方式控制，就能实现稳定的控制。 

另外，仅能对应相位控制方式。 

        

（注 意） 

   ・为了使用功率反馈方式需要安装ＣＴ。 

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功率反馈方式对负载的消耗功率（三相的全部功率） 

[ 3×三相的平均负载电压值× 三相的平均负载电流值]进行控制。 

不能控制个别相。 

 

 

电
阻
值 

镍铬系列加热器 

温 度

电
阻
值

二硅化钼系列 

温 度

电
阻
值

碳化硅（SiC）系列加热器 

温 度 

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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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设  定 
 

12.3.1斜率 

 

通过斜率设定,可使输出（实际是运

算处理中采用的内部 SV）有一个倾

斜。例如,用１台调节仪操作３台晶闸

管调整器,对其 3 区域控制的电炉非

常有效。 

 

 

 

 

 

12.3.2平移 

 

通过平移设定,可使输出（实际是运

算处理中采用的内部SV）有一定的偏

置。例如,调节仪输出即使到最小也可

对电炉预先外加一定的基本电功率。 

 

 

 

 

12.3.3软启动 

电源投入时或控制输入急变时为防止控制输出急变，是使输出（实际是运算处理中采用的内部SV）逐渐变化
的功能。例如，变压器一次侧控制时可以抑制浪涌电流。本产品从SV０％→１００％的到达时间在１～２０秒其
间可任意设定。 

实际的输出变化还要加上反馈控制等的操作时间，无反馈的软启动输出变化（SV０％→１００％的到达时间）
所以还要快一点。  

12.3.4电流限制 

利用电流限制功能,可对控制电流（负载电流）实行上限控制。例如,电压反馈型的,晶闸管调整器上也会流过与

负载阻抗相应的电流，所以只是控制电压，电流还是有可能超过晶闸管的额定电流。这种情况就可使用电流限制功

能。另外判定值取三相的负载电流值的平均值 
不能控制个别相。。 
下图为电流限制的示例图 

 

 

 

 

 

（注 意） 

                                  ・为了使用电流限制需要安装ＣＴ。 

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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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不平衡调整 

三相控制时,应该是希望三相的电压和电流时同一值（平衡状态）,但是电源的可靠性和负载的不平衡等因素,

三相的电压和电流未必在同一值上（不平衡状态）。不平衡状态严重的话，控制性变坏，会降低系统整体的可靠性。 

在ＪＷ系列产品在不平衡状态时,在若干范围内具有能够对各相的输出值进行分别调整的功能。使用这项功能可

以大概消除不平衡状态，实现稳定的控制。另外,不平衡调整只能以电压或电流的某一项为基准进行调整。  

 

12.4报   警 
 

12.4.1过电流报警 

电流超过额定值的１２０％以上、报警ＯＮ。 

因为有超过晶闸管调整器的额定电流的电流流过,请确认晶闸管调整器的额定电流是否符合负载规格。 

 

（注 意） 

   ・为了判定过电流需要安装ＣＴ。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12.4.2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 

额定电流超过１５０～２００％以上的电流流过,速断保险丝熔断时,报警ＯＮ。 

速断保险丝的熔断,明显系统出现异常。请确认原因及采取充分的对策。 

 

（注 意） 

・限有速断保险丝规格产品有该动作。 

・保险丝熔断就是异常,请确认原因并采取充分的对策后换上同样的保险丝。 

 

12.4.3散热片过热报警 

限额定电流１００Ａ以上的产品,散热片的温度异常过热时,报警ＯＮ。 

推定是冷却风扇发生故障的原因,需要更换冷却风扇。 

 

（注 意） 

・限额定电流１００Ａ以上的产品有该动作。 

・需要更换冷却风扇时,请更换同样的风扇。 

 

12.4.4加热器断线报警 

超过负载电阻值设定的断线率时 ,报警ＯＮ。 

・负载电阻值 ＝ ［ 电压值 ］÷［ 电流值 ］ 

・断  线 率 ＝ ［ （负载电阻值－初期电阻值）÷（初期电阻值） ］×１００ 

 

（注 意） 

・为了判定加热器断线需要安装ＣＴ。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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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晶闸管元件异常报警 

本产品的输出０％时反馈输入的测量值超过５０％以上时,报警ＯＮ。 

即,即使晶闸管调整器的输出为０％,向实际的负载加上了过大功率的话就判断为异常。 

但是,即使这个报警ＯＮ的话,通常,不仅仅限本产品的晶闸管元件异常,请考虑到系统方面(含负载)也有可能发生异

常。 

 

（注 意） 

・请调查晶闸管元件异常，还是系统（包含负载的接线）异常。 

・明确是晶闸管元件异常的，必须修理。 

・报警判定为ＯＦＦ时有一定的不灵敏区（延迟时间）。 

 

12.4.6运行异常报警 

本产品自诊断功能判断为异常时,报警ＯＮ。 

  主要是通过本产品内部的存储功能的检查,因某些原因使得内部存储被初始化,这时为了告知内部存储已被初始

化的报警。报警发生后,经过约１分钟时间,或切断电源,再次投入电源后恢复。那时,因为内部存储器还是被初始化,

所以要确认各参数的设定内容,并再进行模拟运行,充分确认控制状态没有问题之后,再开始进行通常的控制。 

 

（注 意） 

・设定内容被变更的的话要恢复到当初的设定内容。 

・通常,一次,切断电源,再次,投入电源恢复,这样也恢复不了的话就需要修理了。 

 

12.4.7相序异常报警 

三相电源（Ｕ、Ｖ、Ｗ）的接线有任何一相错误时,报警ＯＮ。 

切断电源进行正确接线后再投入电源后能恢复。 

 

12.4.8欠相报警 

三相电源（Ｕ、Ｖ、Ｗ）的接线有任何一相脱落时报警。  

 切断电源进行正确接线后再投入电源后能恢复。 

 

（注 意） 

・标准型（主回路电源和控制回路电源共通）的情况下只能对Ｗ相进行判定。Ｕ相、或Ｖ相缺相的情况下本

产品停止动作。（电源处于ＯＦＦ状态）。  

・负荷较小、不平衡状态较严重的情况或是不在额定电压范围使用、特殊类型的（主回路电源和控制回路电

源分开的）的场合，有时对是否缺相不能作出正确判断。  

・与三相电源相关的异常报警请与相位顺序异常报警一起使用。（因为即便是相序异常报警ＯＮ，也有可能是

缺相状态或频率异常，所以有关这３种报警是无法对其确实状态进行判别的)。 

 

12.4.9不平衡报警 

不平衡报警是通过成为报警设定值（判定值）的「不平衡率」和测定中的三相的各个负载电流来判定的，根据

以下算式可作判定：  
 

   ・不平衡率 ＝｛（负载电流max值 ― 负载电流min值）÷（负载电流max值）｝×１００ （％） 

 

（注 意） 

・分频控制不能使用。 

・为了判定不平衡需要安装ＣＴ。请安装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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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0频率异常报警 

本产品在电源投入时能自动检知电源频率，在达不到５０Ｈｚ±２Ｈｚ、或６０Ｈｚ±２Ｈｚ的任 

何一个频率的话就会报警。  

确认电源频率，供给正常波形的电源就能恢复。或者电源有干扰也会报警，请采取抗干扰措施。 

 

12.5负 载 
 

12.5.1电阻负载 

代表物是加热器，根据电阻的温度特性大概可分为3 大类。 

 

①镍铬系列加热器 

・由于加热器的电阻温度特性小、电流的变化也小,因此不需要用电流基准来控制。 

一般采用的是电压反馈方式或是无反馈方式。  

・各种反馈方式下，晶闸管调整器的额定电流要考虑阻值偏差（±１０％），要比加热器额定值大１０％ 

以上。无反馈方式下，晶闸管调整器的额定电流要考虑阻值偏差（±１０％）和电源电压变动（±１０％）， 

   要比加热器额定值大２０％以上。  

 

②ＳｉＣ系列加热器 

・加热器的阻值随使用时间变化很大，使用越久阻值越大,为此会造成电流逐渐变小，导致发热量不足的 

现象。因此这类加热器要选用功率反馈方式，随着时间变化要提高控制电压，使发热量保持一定适合于 

功率反馈方式的。  

・寿命的判断、电阻值为初期值的大约４倍时。这时,加向加热器的控制电压要增加到２倍。  

・晶闸管的额定电流要比加热器额定的大２０％以上。 

 

③二硅化钼・金属系列・电灯 

・因为这类加热器在常温和常用温度领域以外电阻值会有１０～数１０倍以上变化,所以用 

电流反馈方式比较合适。  

・晶闸管的额定电流要比加热器额定的电流大２０％以上。 

 

12.5.2感应负载 

代表物是变压器，必须注意变压器的磁通量密度。磁通量密度过大，变压器的铁芯容易磁性饱和，由于速断 

保险丝的熔断,变压器过热等因素造成破损而发生不良。变压器的磁通量密度务必要保持在１.２（Ｔ）以下。 

反馈方式的种类是由接在变压器二次侧的加热器的电阻温度的特性决定的。 

晶闸管调整器的额定电流要比加热器额定的电流大３０％以上。另外，这样的变压器的一次侧控制时必须采用

相位控制方式。  

 

12.6其他 
 

12.6.1漏电电流 

   通过晶闸管调节器内部里安装的浪涌吸收用的缓冲器（把电阻和电容串联）输出即便是０％，由于电源和负载

是连接状态，所以输出端有少量电流流过。因此即使输出为０％，仍能观察负载端的电压或电流，但不是异常现象。

相对漏电电流，请务必使负载电流控制足够大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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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输出电压测定 

晶闸管调整器的输出波形（相位控制方式的场合）,因为不是正弦波,是歪着的。而整流形的测定器是正弦波用

的测定器，不是正确的测定值。测定晶闸管调整器输出的场合，请务必使用实效性或动铁式的测定器。 

作为参考,下表是实效值形和整流形测定器分别测出的电压值示例。 

测定器方式 实   测   电   压   （Ｖ） 

实效值形 0 30 60 90 120 150 180 190 200 

整流形 0 12 28 50 76 107 147 166 190 

 

12.6.3浪涌对策 

周边设备有电磁开关等开关时（ＯＮ∕ＯＦＦ时）产生的强力的浪涌干扰会使晶闸管调整器受到不 

好的影响。为吸收浪涌干扰，建议请在负载端安装干扰吸收用电容（油电容•薄膜电容）。 

 

12.6.4外部变压器规格 

  「外部变压器规格（型号：ＪＷ４Ｘ□□□……）」 

本产品的同步信号输入部（控制回路电源输入部）是和主回路分离、同步信号输入用的端子是另外设置的。 

外部设置降压变压器,电源即使是４００Ｖ系列的场合,同步信号输入部也用２００Ｖ系列的受电。 

   电源是４００Ｖ系列,且担心电源有异常电压(浪涌等)的叠加的场合,推荐使用「外部变压器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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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规格 
           

相       数 ：三 相  

额 定 电 压 ：２００ＶＡＣ（用２００Ｖ／２２０Ｖ／２４０Ｖ开关选择）  

              ４００ＶＡＣ（用３８０Ｖ／４００Ｖ／４４０Ｖ开关选择）任意指定  

※标准规格品主回路电源和控制回路电源是通用的，特殊规格品可以制造成主电源 

和控制回路电源分开的。  

※为减轻因浪涌等的异常电压破坏配备了外部变压器规格。 

额 定 电 流 ：１０Ａ、２０Ａ、３０Ａ、５０Ａ、７５Ａ、１００Ａ、１５０Ａ、２００Ａ、 

２５０Ａ、３００Ａ、４００Ａ、５００Ａ、７５０Ａ、１０００Ａ 任意指定 

额 定 频 率 ：５０／６０Ｈｚ（自动选择） 

允许电压变动 ：额定电压的±１０％  

允许频率变动 ：额定频率的±２Ｈｚ  

控 制 方 式 ：相位控制、分频控制 

触   发  数 ：６触发  

反 馈 方 式 ：电压、电流、功率  

控制输入信号 ：４～２０ｍＡＤＣ（输入阻抗约１００Ω、最大允许电流２５ｍＡＤＣ）  

              １～５ＶＤＣ（输入阻抗约５０ｋΩ、最大允许电压１０ＶＤＣ） 

外部设定输入 ：电位器信号（推荐１０ｋΩ，要在２ｋΩ～２０ｋΩ范围内）  

外部接点输入 ：外部信号、无电压接点、开路集电极(外部接点容量１ｍＡ•５ＶＤＣ以上)  

外部ＣＴ输入 ：相对于额定电流０～５ＡＡＣ  

斜       率 ：输出范围的０～１００％  

平       移 ：输出范围的０～１００％  

软  启   动 ：约１～２０秒  

电 流 限 制 ：输出范围的０～１００％  

不平衡调整 ：约４０％的范围内可对输出值平衡进行调整  

输 出 范 围 ：供给电压的０～９８％  

输 出 精 度 ：无反馈，额定电压的±１０％  

              电压反馈，额定电压的±３％  

               （额定电压的±１０％以内变动时，负载电阻在１～10倍以内变动时）  

              电流反馈，额定电流的±３％  

               （额定电压的±１０％以内变动时，负载电阻在１～10倍以内变动时）  

              功率反馈，额定功率的±３％  

               （额定电压的±１０％以内变动时，负载电阻在１～３倍以内变动时）  

              作为在基准动作条件下且在额定１０～９０％范围内的精度，在此之外不规定。 

另外，不包括ＣＴ的误差部分 

适 用 负 载 ：电阻负载、感应负载  

              但感应负载适用相位控制方式，且仅限于变压器的一次侧控制。变压器的磁通量密度要 

在１. ２Ｔ以下 

最小负载电流 ：0.5Ａ以上（额定电压９８％输出时） 

报 警 种 类 ：过电流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１）  

              速断保险丝熔断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１）  

              散热器过热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１）  

              加热器断线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２）  

              晶闸管元件异常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２）  

              不平衡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２）  

运行异常报警 

              相序异常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３） 

缺相警報            （报警输出：ＡＬ３） 

              频率异常报警        （报警输出：Ａ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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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输出数 ：３点（ＡＬ１、ＡＬ２、ＡＬ３） 

报警输出 ＡＬ１、ＡＬ２…报警发生时输出ＯＮ 

报警输出 ＡＬ３    …报警发生时输出ＯＦＦ 

报 警 输 出 ：机械继电器输出・ａ接点 

最大负载２４０ＶＡＣ・１Ａ、３０ＶＤＣ・１Ａ 最小负载５ＶＤＣ・１０ｍＡ以上 

电气的寿命 ：１０万回以上 

接点保护元件 ：不内置（准备另售） 

过电流保护功能  ：负载短路、速断保险丝熔断 

额定电流的约１２０％、输出０％  

              利用电流限制功能，可对上限限制值作任意设定。  

但必须接上符合额定电流的ＣＴ。 

外部设定种类 ：斜率（ＡＩ１） 

平移（ＡＩ２） 

电流限制（ＡＩ３） 

外部接点种类 ：运行状态（ＤＩ１：运行／停止） 

控制方式（ＤＩ２：相位控制／分频控制） 

设定方式（ＤＩ３：前面设定／外部设定 

冷 却 方 式 ：额定电流７５Ａ以下,自然空冷方式 

额定电流１００Ａ以上,强制空冷方式 

使用周围温度 ：－１０～５５℃ 

但是,４０℃以上,根据以下的递减特性。 

 

使用周围湿度 ：３０～９０％ＲＨ 

但是,不可结露。 

绝 缘 电 阻 ：电源端子－保护导体（接地）端子间  ５００ＶＤＣ・５０ＭΩ以上 

耐   电  压 ：电源端子－保护导体（接地）端子间 ２０００ＶＡＣ・１分间（２００Ｖ品） 

电源端子－保护导体（接地）端子间 ２５００ＶＡＣ・１分间（４００Ｖ品） 

但是,带冷却风扇（额定电流１００Ａ以上）的场合、风扇用电源线除外（因为冷却风扇耐电压为 

２０００ＶＡＣ产品,除外 ）。 

消 耗 功 率 ：   

 电源电压２００Ｖ品 电源电压４００Ｖ品 

额定电流１０Ａ、２０Ａ、３０Ａ、５０Ａ、７５Ａ １５ＶＡ ２０ＶＡ 

额定电流１００Ａ ４０ＶＡ ５５ＶＡ 

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３００Ａ ６５ＶＡ ９０ＶＡ 

额定电流２００Ａ、２５０Ａ、４００Ａ、５００Ａ ９０ＶＡ １２５ＶＡ 

发   热  量 ：  

额定电流 最大发热量 额定电流 最大发热量 

１０Ａ ４０Ｗ １５０Ａ ５００Ｗ 

２０Ａ ９０Ｗ ２００Ａ ７９０Ｗ 

３０Ａ １４０Ｗ ２５０Ａ ９２０Ｗ 

５０Ａ １８０Ｗ ３００Ａ １１００Ｗ 

７５Ａ ２６０Ｗ ４００Ａ １５３０Ｗ 

１００Ａ ３８０Ｗ ５００Ａ １９８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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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形 尺 寸 : ３２５（Ｈ）＊１００（Ｗ）＊１９０（Ｄ）（额定电流１０Ａ・２０Ａ品） 

３２５（Ｈ）＊２００（Ｗ）＊２００（Ｄ）（额定电流３０Ａ・５０Ａ品） 

３２５（Ｈ）＊２８８（Ｗ）＊２２０（Ｄ）（额定电流７５Ａ・１００Ａ品） 

３２５（Ｈ）＊４２０（Ｗ）＊２４０（Ｄ）（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２５０Ａ品） 

４９５（Ｈ）＊４２０（Ｗ）＊２４０（Ｄ）（额定电流３００Ａ～５００Ａ品） 

但是,突起部除外。 

质       量 ：约 ５ｋｇ（额定电流１０Ａ・２０Ａ品） 

约 ８ｋｇ（额定电流３０Ａ・５０Ａ品） 

约１３ｋｇ（额定电流７５Ａ・１００Ａ品） 

约２２ｋｇ（额定电流１５０Ａ～２５０Ａ品） 

约３６ｋｇ（额定电流３００Ａ～５００Ａ品） 

外       壳 ：普通钢板 

颜       色 ：灰色 

安 装 方 法 ：盘装式 

基准运转条件 ：周围温度：２３℃±２℃ 

              周围湿度 : ５５％±５％ＲＨ（不结露） 

              电源电压 ：额定电压±１％ 

              电源频率 ：额定频率 

              安装角度 ：前后左右０° 

正常运转条件 ：周围温度：－１０～５５℃ 

周围湿度：３０～９０％ＲＨ（不结露） 

电源电压：额定电压±１０％ 

电源频率：额定频率±２Ｈｚ 

安装角度：前后左右５° 

震动撞击：无 

高    度：２０００ｍ以下 

保 管 条 件： 周围温度：－２０～６０℃ 

 周围湿度：５～９０％ＲＨ（不结露） 

                  但是,出厂包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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