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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代替 YD/T 777—1999《通信用逆变设备》。 

本版标准与 YD/T 777—1999 版本相比主要有如下变化： 

——本标准的格式是按 GB/T 1.1-2000 的要求编写的； 

——增加了 YD/TXXX—2005《通信电源和空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要求》的引用;删除了对 GB7260 的 

引用； 

——增加了定义 3.7“峰值因数”等； 

——修订了 4.1.3.1，增加了“1.5、4”； 

——修订了 5.2，改输入电压允许变化范围为 40V～57.6V, 

——删除了 5.2.2； 

——修订了 5.4.2 内容，表中注 2“功率因数 0.7”改为“功率因数 0.8”；降低了交流输出电流额

定值； 

——修订了 5.4.8 内容，规定交流输出频率额定值为 50Hz；见本版 5.4.7； 

——修订了 5.4.9 取消“2MHz”限制；见本版 5.4.8； 

——修订了 5.4.12 标题，转换方式改为转换时间；见本版 5.4.11； 

——修订了 5.4.13 内容，增加了输入启动冲击电流的要求；见本版 5.4.12； 

——修订了 5.4.14,修改了语句；见本版 5.4.13； 

——修订了 5.4.15 内容，对过载能力做了分级规定；见本版 5.4.14； 

——删除了 5.4.16 温升要求； 

——本版中的 5.4.15 为负载峰值因数的要求及 6.14 试验方法； 

——本版中增加了 5.4.17 波形失真的要求及 6.16 试验方法； 

——修订了 5.4.17，补充了逆变器的并联性能； 

——修订了 5.5.1.2，规定了等效的直流电压； 

——修订了 5.5.2，增加了输出短路保护、输出电压过低保护、过温度保护及浪涌保护的要求； 

——修订了 5.5.2.3，补充了接地电阻； 

——修订了 5.7，可靠性指标改为“MTBF≥100000h”； 

——增加了附录 A 逆变设备参考测试电路； 

——增加了附录 B 基准非线性负载； 

——增加了附录 C电压不平衡度测量及计算方法。 

附录 A是资料性附录。 

附录 B是资料性附录。 

附录 C是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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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用逆变设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信用直流-交流正弦波逆变设备（以下简称逆变设备）为适应通信设备的特殊要

求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向通信设备供电的正弦波逆变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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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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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423.1-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9-200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b:设备用恒定湿热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3047.1       高度进制为 20mm 的面板、架和柜的基本尺寸系列  

    GB/T 3859.2       半导体变流器  应用导则 

    GB/T 3873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YD/T 282          通信设备可靠性通用试验方法 

    YD/T 638.3        通信电源设备型号命名方法 

YD/T 983-1998     通信电源设备电磁兼容性限值及测量方法 

YD/T XXX-2005     通信电源和空调集中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3  定义 

 

3.1  相对谐波含量  harmonic content 

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对交流量的方均根值之比。 

3.2  反灌相对杂音电流 reflected relative noise current 

3.2.1  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 reflected wide band noise current 

输入端反灌杂音电流宽频有效值与输入直流电流额定值之比。 

3.2.2  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 reflected relative psophometrically weighted noise 

current 

输入端反灌电话衡重杂音电流与输入直流电流额定值之比。 

3.3  三相输出不对称度 degree of unbalance in a three-phase system 

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之比。 

3.4  中断时间 interruption duration 

输出电压低于动态允许范围下限值的持续时间。 

3.5  旁路 bypass 

用以代替逆变设备中的交流电源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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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并联冗余式逆变设备 redundant inversion equipment in parallel 

几个逆变器单元并联运行均分负载时，当其中一个或多个逆变器单元发生故障时，无故障的逆

变器单元仍能承担全部负载。 

3.7  峰值因数 peak factor 

周期性的负载电流峰值与其有效值之比，一般用来衡量逆变设备带非线性负载的能力。 

3.8  总谐波畸变率 （THD）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交流量中，畸变含量的方均根值对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之百分比。 

3.9  谐波含量 harmonic content 

从交流量中减去基波分量所得的值。 

注：谐波含量可以用时间函数或方均根值表示。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型式、规格及其系列 

4.1.1  产品型式 

a)  单相正弦波逆变设备； 

b)  三相正弦波逆变设备； 

c)  并联冗余式单相或三相正弦波逆变设备。 

4.1.2  输入电压额定值系列 

逆变设备的输入直流电压额定值等级在下列数值中选取(单位 V)： 

48V 

注：当用户提出要求，并与制造厂协商后可以生产上列数值以外的产品。 

4.1.3  输出功率额定值系列（单位 kVA） 

4.1.3.1  单相正弦波逆变设备或单相正弦波逆变器单元 

0.5；1；1.5；2；3；4；5；10。 

注：当用户提出要求并与制造厂协商后可以生产上列数值以外的产品。 

4.1.3.2  三相正弦波逆变设备或三相正弦波逆变器单元 

5；10。 

注：当用户提出要求并与制造厂协商后可以生产上列数值以外的产品。 

4.1.3.3  并联冗余式单相或三相正弦波逆变设备 

并联工作逆变器单元个数和冗余逆变器单元个数以及总输出功率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4.2  产品代号 

逆变设备产品型号命名和编制方法应遵循 YD/T 638.3 的规定执行。 

4.3  结构尺寸 

逆变设备结构尺寸须符合 GB/T 3047.1 的规定。 

    

5  要求 

 

5.1  环境条件 

5.1.1  正常使用条件 

5.1.1.1  环境温度为 -5℃～+40℃；相对湿度不大于 90%(40℃±2℃)； 

5.1.1.2  贮存温度为 -40℃～+70℃；贮存相对湿度不大于 90%～96%(40℃±2℃)。 

5.1.1.3        大气压力：86 kPa～106kPa（86 kPa 以下要求与厂商协商解决）。 

5.1.1.4  无剧烈振动和冲击，垂直倾斜度不超过 5%。 

5.1.1.5  工作环境应无导电爆炸尘埃，应无腐蚀金属和破坏绝缘的气体和蒸汽，应通风良好并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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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 

5.1.2  特殊使用条件 

如果逆变器需在异于 4.1.1 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使用，用户应在订货时提出并与制造厂取得

协议。例如： 

a)  非正常的机械应力，如车载通信中使用的逆变设备； 

b)  在高湿度或高温等热带气候条件下工作的逆变设备； 

c)  在大气压力超出 86kPa～106kPa 的环境下使用的逆变设备； 

d)  船用或在海洋性气候条件下工作的逆变设备。 

5.2  输入直流电源条件 

直流输入电压 48V，允许变化范围: 40V～57.6V 

注：当用户提出要求，并与制造厂协商后可以生产上列数值以外的逆变设备。 

5.3  输入交流电源条件 

逆变设备可设有旁路供电装置，向旁路装置供电的交流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交流电压允许变化范围为额定值的 85%～110%； 

b)  交流电压频率额定值 50Hz，允许偏差±5%； 

c)  三相交流电压的不对称度不大于 10%； 

d)  三相交流电压的相位偏差不大于 5°电角度。 

注：当用户提出要求，并与制造厂协商后可以生产上列数值以外的产品。 

5.4  逆变设备的使用性能 

5.4.1  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及稳定精度 

a)  单相逆变设备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为 220V，稳定精度不大于±5%； 

b) 三相逆变设备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为 380V，稳定精度不大于±5%。 

5.4.2  交流输出电流额定值 

交流输出电流额定值见表 1。 

表表表表 1 1 1 1 交流输出电流额定值    

输出线电流 

A 

输出容量 

kVA 

单相 三相（平衡负载） 

0.5 1.82  

1 3.64  

1.5 5.45  

2 7.72  

3 10.91  

4 14.55  

5 18.18 6.06 

10 36.36 12.12 

注 1：并联冗余逆变设备额定输出线电流不受上列数值限制由具体产品技术条件规定。 

注 2：功率因数 0.8。 

5.4.3  交流输出电压的动态特性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时，负载电流突变(25%←→50%←→75%的电流额定值)时， 其输出电压变

化不大于±12%额定输出电压值，动态过程恢复时间不大于 60ms(输出电压恢复到稳定精度范围内)。 

5.4.4  交流输出电压传导骚扰极限值 

当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时，输出电压传导骚扰极限值的规定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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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交流输出电压传导骚扰极限值 

极限值 

dB(μV) 
频率范围 

MHz 
准峰值 平均值 

0.15～0.5 79 66 

0.5～30 73 60 

5.4.5  三相输出电压的不对称度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和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负载条件下，三相输出电压不对称度不大于 5%。 

5.4.6  三相输出电压的相位偏差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和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负载条件下，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偏差不大于 5°电

角度。 

5.4.7  输出频率的额定值及稳定精度 

交流输出频率的额定值为 50Hz。当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在允许的变化范围内，

输出频率的稳定精度应不大于±2%。 

5.4.8  输入端反灌宽频杂音电流 

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阻性负载)均为额定值工作时，直流电流中宽频杂音分量

（方均根值）应小于直流电流的 10%。 

5.4.9  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 

在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电阻性负载)均为额定值工作时，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

杂音电流不大于 1%。 

5.4.10  额定输出效率 

当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时，整机效率应大于 80%。 

注：输入电压 24V 以及输入电压 48V、输出功率 1kVA 以下，其效率应不小于 75%。 

5.4.11  转换时间 

5.4.11.1  不间断转换 

当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时，逆变输出电压与旁路电压转换时负载电压中断时间为

零。 

5.4.11.2  间断转换 

当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时，逆变输出电压与旁路电压转换时，负载电压中断时间不

大于 4ms。 

5.4.12  启动特性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时，输入启动冲击电流不大于额定输入电压条件下最大稳态输入电流峰值

的 150%，启动时间间隔符合具体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值，连续启动五次整机能正常运行。 

5.4.13  噪声 

当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时，整机的噪声应符合如下规定： 

a)  逆变设备额定输出功率小于 5kVA 时不大于 55dB(A)； 

b)  逆变设备额定输出功率大于等于 5kVA 时不大于 65dB(A)。 

5.4.14  过载能力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和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 125%时，允许持续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10min。 

当输入电压为额定值和负载电流(电阻性负载)为额定值 150%时，允许持续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10s。 

5.4.15  负载峰值因数 

负载峰值因数：不小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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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  波形畸变率 

输出端电压波形总谐波畸变率在纯阻性负载下不大于 3%。 

5.4.17  并联性能 

5.4.17.1  并联系统各项电气性能指标应和非并联逆变设备的相同，且不能因并联而降低系统的可

靠性及稳定性，若有特殊要求，应在订货时提出。 

5.4.17.2  逆变器单元并联个数视负载大小和负载对供电连续性要求而定，最多并联个数由具体产

品技术条件规定，电流不平衡度不大于额定值的±10%。  

5.4.18  监控性能 

5.4.18.1  对要求具备智能型监控功能的逆变设备，应具有监控装置，以完成对逆变设备的管理、

测量、控制并接受上级监控管理的监控，具备下列主要功能： 

遥测：输出电压、电流，输入电压、电流等（可选）； 

 遥信：设备工作状态及故障告警； 

 遥控：开/关机。 

5.4.18.2  非智能型逆变设备，应具有遥信和遥测功能。 

5.5  安全与保护 

5.5.1  绝缘电阻与绝缘强度 

5.5.1.1  绝缘电阻 

在环境温度为 20℃±5℃，相对湿度为 90%，主回路的输入电路和输出电路对地，输入电路与

输出电路间的绝缘电阻均不低于 2MΩ。绝缘电阻只作为绝缘强度试验参考，不作考核。 

5.5.1.2  绝缘强度 

输入电路对地，输入电路对输出电路和输出电路对地应承受方均根值为 2000V（或直流电压

2830V）(三相逆变设备)、1500V（或直流电压 2120V）(单相逆变设备)的 50Hz 正弦交流电压一分钟；

信号控制电路对地应承受方均根值为 500V 的 50Hz 正弦交流电压（或直流电压 710V）一分钟不击穿，

不飞弧，漏电流小于 30mA。 

注：整机上述指标仅能试验一次，用户验收产品时如需要进行绝缘强度试验，应将试验电压降低 15%进行。    

5.5.2  保护性能 

5.5.2.1  过流保护及输出短路保护 

主电路设有过流保护，限制故障的进一步扩大，能关机并发出告警信号。 

当发生输出短路时，逆变设备应能自动保护。 

5.5.2.2  输出电压过高、过低保护及过温度保护 

输出电压达到过电压值时(用户或制造厂规定)逆变设备能关机并发出告警信号。 

输出电压低于欠电压值时(用户或制造厂规定)逆变设备能关机并发出告警信号。 

逆变设备内运行温度过高时，应能发出告警信号。 

5.5.2.3  接地保护要求 

a)  逆变设备应具有专用的接地螺母，且应有明显的标志。 

b)  逆变设备外表，所有可触及的活动金属零部件与接地螺母间的电阻：不大于 0.1Ω。 

5.5.2.4  浪涌保护 

逆变设备直流输入端口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性，实验中或实验后应符合 YD/T983-1998 表 9

中的要求。 

5.6  机体和结构质量 

5.6.1     机架组装有关零部件均应符合各自的技术要求。 

5.6.2        油漆电镀应牢固、平整、无剥落锈蚀及裂痕等现象。 

5.6.3        机架面板应平整。文字和符号要求清楚、整齐、美观正确。 

5.6.4     标牌、标志、标记应完整清晰。 

5.7  可靠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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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设备的 MTBF≥100000h。 

    

6 试验方法 

    

6.1  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及稳定精度的试验 

逆变设备试验项目在制造厂内进行试验时，使用电阻性负载。 

直流输入电压按 5.2 的规定，负载电流在额定值的 0～100%范围测定。其输出电压稳定精度应

符合 5.4.1 规定。按公式(1)计算： 

                            δu = 
u-u0

u0
 ×100% ……………………………………………(1)  

式中： 

δu── 稳定精度； 

u ──  所测电压的极大值或极小值，V； 

uO ──  交流电压额定值，V。 

6.2  交流输出电压动态特性试验 

按 5.4.3 规定，用数字存储示波器，测量输出交流电压，按公式(1)计算，输出电压的动态精

度和恢复时间应符合 5.4.3 规定。 

6.3  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含量试验 

按 5.4.4 规定，用失真度测试仪测试。相对谐波含量应符合 5.4.4 规定。 

6.4  交流输出电压传导骚扰极限值试验 

按 YD/T 983-1998 中 5.5.1 的规定试验。结果应符合 5.4.5 规定。 

6.5 平衡负载试验 

三相逆变设备应施加平衡负载，测量输出电压的不平衡。结果应符合 5.4.6 规定。 

应测量相角偏差，或通过测得的线电压值和相电压值进行计算。结果应符合 5.4.7 规定。 

6.6  不平衡负载试验 

三相逆变设备应施加合适的不平衡负载，测量输出电压的不平衡。结果应符合 5.4.6 规定。 

应测量相角偏差，或通过测得的线电压值和相电压值进行计算。结果应符合 5.4.7 规定 

6.7  输出频率的稳定精度试验 

按 5.4.8 规定，测出输出频率 f的极大值和极小值，按公式(2)计算输出频率稳定精度δf应符

合 5.4.8 规定。 

                           δf = 
f-f0

f0
 ×100% ……………………………………………(2) 

式中： 

f── 所测输出频率极大值或极小值； 

fO── 额定频率：50Hz。 

6.8  输入直流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试验 

按 5.4.9 规定，用电流探头(0～15MHz)、电流放大器(0～50MHz)和数字存储示波器(不低于

60MHz，具有对被测波形进行峰─峰值，方均根值、平均值计算显示功能)测试输入电流中宽频（0～

2MHz）杂音电流方均根值 In，按公式(3)计算出输入端反灌相对宽频杂音电流值δIn 应符合 5.4.9

规定。 

                           δIn = 
In

IDc

 ×100% ………………………………………………(3) 

式中： 

IDC──输入直流电流额定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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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输入宽频杂音电流，A。 

6.9  输入直流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 

按 5.4.10 规定，用电流探头(0～15MHz)、电流放大器(0～50MHz)和杂音计测试输入电流中衡

重杂音电流 Ip，按公式(4)计算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δIp应符合 5.4.10 规定。 

                            δIp = 
Ip

IDc

 ×100% ……………………………………………(4) 

式中： 

Ip──输入电话衡重杂音电流，A。 

6.10  额定输出效率试验 

按 5.4.11 规定，测试输入直流电压 UDC，直流输入电流 IDC；交流输出电压 UO～，交流输出电流

Io～，按公式(5)计算，应符合 5.4.11 规定。 

                            η = 
U0～×I0～

UDc×IDc

 ×100% ………………………………………(5) 

注：也可以用功率表直接测出交流有功功率，再代入公式(5)分子进行计算。 

6.11  转换时间试验 

输入交流电压满足 5.3 中 c)、d)要求条件下, 用电子存储示波器测试转换过程中输出电压，应

符合 5.4.12.1 和 5.4.12.2 规定。 

6.12  启动特性试验 

逆变设备开关机五次，应符合 5.4.13 规定。 

6.13  噪声试验 

逆变设备在输入电压与负载电流为额定值时，用 A声级计在距离设备正面 1m，设备高度的 1/2

处测量，其值应符合 5.4.14 规定。 

6.14  过载能力试验 

逆变设备输出电流为 120%和 150%额定值时的持续时间，应符合 5.4.15 的规定。 

6.15  负载峰值因数试验 

逆变设备的输出接全波整流桥电路，整流桥的直流输出正负端再并接电解电容器及纯阻性负

载，调整电解电容器的容量和负载的阻值，应符合 5.4.2 和 5.4.16 的规定。 

6.16  波形畸变率试验 

输出端接线性负载，负载的大小应满足额定输出功率。用失真度仪分别测试电网供电和电池供

电时的波形畸变率, 应符合 5.4.17 规定。 

6.17  并联性能试验 

6.17.1  输入直流额定电压、输出并联冗余式逆变设备额定输出电流时, 测试各并联逆变器单元的

交流输出电流 Ii，按公式(6)计算每个逆变器单元电流均分不平衡度δi，应符合 5.4.18 规定： 

                       
%100

m
I

m
I

I

t

t
i

i ×
−

=δ
………………………………………………（6) 

式中： 

δi── 电流均分不平衡度 

Ii── 每个逆变器单元输出电流，A； 

It── 总输出电流，A； 

Io── 逆变器单元的额定电流，A； 

m── 并联逆变器单元个数； 

i── 并联逆变器单元序号，从 1到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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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  已并联逆变设备的其他电气性能，应符合 5.4.19 的规定，其实验方法应参照相应指标的试

验方法。 

6.18  监控性能试验 

6.18.1  智能型设备 

利用计算机来遥测设备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直流输入电压，并遥信设备的工作状

态及故障状态等。其测试结果应符合 5.4.19 的规定。 

6.18.2  非智能型设备 

a)  逆变设备在正常工作时，用电压表或毫安表在遥测端子上测量出设备发送的相应模拟量信

号； 

b)  逆变设备在正常工作和人工模拟故障等时，用万用表在遥信端子上测量出相应开关量状态

信号。 

6.19  绝缘电阻和绝缘强度试验 

6.19.1        逆变设备的绝缘试验可以在 5.1.1 中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进行。 

测量绝缘电阻单相逆变设备用 500V 兆欧表, 三相逆变设备用 1000V 兆欧表；绝缘强度试验所用

变压器应不小于 1kVA。 

6.19.2  测量绝缘电阻合格后，再进行绝缘强度试验。 

6.19.3  整机绝缘电阻和绝缘强度试验之前，应将所有不能承受高压的元器件从电路中予以排除，

测试结果应符合 5.5.1.2 规定。 

6.20  保护性能试验 

6.20.1  过流保护及输出短路保护试验 

调整逆变设备输出电流达到过高电流及模拟短路时，能关机并发出告警信号，排除故障后能正

常工作。 

6.20.2  输出电压过高、过低保护试验及过温度保护试验 

调整逆变设备输出电压达到过高电压及过低电压值，设备关机并发出告警信号，排除故障后能

正常工作。 

逆变设备输入电压为额定值，使机内温度达到过温保护点，逆变设备应发出告警信号;设备内温

度降至安全温度后，逆变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6.20.3  接地保护试验 

a） 受试设备应与输入电路、输出电路、监控设备及所有外部电路完全断开； 

b） 使用数字微欧计、凯尔文电桥等微电阻测量仪器，按微电阻测量仪器测量接线方法（双线

或四线），测量线主接线端接主保护接地端子；测量线另一端依次接前、后可活动的门（板）、

及其门（板）的拉手、钮子、钥匙锁等外表面可能触及的金属部件； 

C） 从微电阻测量仪器依次、直接读出主保护接地端子与各测量点之间的连接电阻值。应满足本标

准 5.5.2.3 的要求。 

6.20.4  浪涌试验 

按 YD/T983-1998 中 7.4.5 的规定进行，应满足本标准 5.5.2.4 的规定。 

6.21  机体和结构质量检验 

一般用目测法检验，各电器零件、元器件的安装、接线以及机柜质量应符合 5.6 规定。 

6.22  环境条件试验 

6.22.1  低温工作试验 

试验方法按 GB/T 2423.1-2001 中“试验 Ad”进行。产品无包装, 通电加额定负载, 试验温度

为 0℃±3℃；试验持续时间为 2h, 应符合 5.4, 5.5, 5.6 规定。 

6.22.2  高温工作试验 

试验方法按 GB/T 2423.2-2001 中“试验 Bd”进行。产品无包装, 通电加额定负载, 试验温度

为 40℃±2℃, 试验持续时间为 2h, 应符合 5.4, 5.5, 5.6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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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恒定湿热试验 

试验方法按 GB/T 2423.9-2001 中“试验 Cb”进行。逆变设备在 40℃±2℃, 相对湿度为(93±

3)%恒定湿热条件下, 无包装, 不通电, 经受 48h 试验后, 取出样品, 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 1h～

2h 后, 即时对样品进行测试, 应符合 5.4, 5.5, 5.6 规定。 

6.23  特殊使用条件下的性能试验 

按 GB/T 3859.2 的规定进行。 

6.24  可靠性试验 

按 YD/T 282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 5.7 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一般都应在工厂内进行，工厂无条件进

行的试验项目允许在现场进行。 

7.1.1  出厂检验 

每台逆变设备出厂时均需进行出厂检验。一台中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要求，即为不合格，应

返修复试。复试再不合格，则不能发给合格证。检验合格后，填写检验记录并发给合格证方能出厂。 

7.1.2  型式检验 

7.1.2.1  逆变设备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会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隔两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1.2.2  型式检验按 GB/T 2829-2002 中判别水平为 I 的一次抽样方案，产品质量以不合格质量水

平取 RQL=120，以不合格数判定, 样本大小 n＝2。 

7.2  试验项目 

逆变设备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见表 3。 

表表表表 3   3   3   3   逆变设备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    

不合格判定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B C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试验方法 要求 

1 交流输出电压额定值及稳定精度 〇  √ √ 6.1 5.4.1 

2 交流输出电压动态特性 〇  √  6.2 5.4.3 

3 交流输出电压相对谐波含量 〇  √ √ 6.3 5.4.4 

4 交流输出电压传导骚扰极限值 〇  √  6.4 5.4.5 

5 平衡负载试验 〇  √ √ 6.5 

6 不平衡负载试验 〇  √  6.6 

5.4.6 

5.4.7 

 7 输出频率稳定精度 〇 〇 √ √ 6.7 5.4.8 

 8 输入端反灌宽频杂音电流   √  6.8 5.4.9 

9 输入端反灌相对电话衡重杂音电流  〇 √  6.9 5.4.10 

10 额定输出效率  〇 √  6.10 5.4.11 

11 转换时间 〇  √  6.11 5.4.12 

12 启动特性 〇  √ √ 6.12 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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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逆变设备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试验项目（续）    

不合格判定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B C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试验方法 要求 

13 噪声  〇 √  6.13 5.4.14 

14 过载能力 〇  √ √ 6.14 5.4.15 

15 负载峰值因数 〇  √  6.15 
5.4.2 

5.4.16 

16 波形畸变率 〇  √  6.16 5.4.17 

17 并联性能 〇  √ √ 6.17 5.4.18 

18 遥测、遥信性能 〇  √ √ 6.18 5.4.19 

19 绝缘电阻、绝缘强度 〇  √ √ 6.19 5.5.1 

20 保护性能 〇  √ √ 

6.20.1 

6.20.2 

6.20.3 

5.5.2.1 

5.5.2.2 

5.5.2.3 

21 浪涌试验 〇       √      6.20.4 5.5.2.4 

22 机体和结构质量  〇 √ √ 6.21 5.6 

23 环境条件 〇  √  6.22 5.1.1 

24 特殊环境条件  〇 √  6.23 5.1.2 

25 可靠性 〇  √  6.24 5.7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在逆变设备的适当位置应装有铭牌。铭牌的型式与尺寸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8.1.2  包装标志 

逆变设备的外包装上应有收发货标志和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 的有关规定执行。 

8.2  包装 

8.2.1  随同产品供应的技术文件： 

a) 产品合格证明书； 

b) 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 

c) 产品随机附件及备件清单。 

8.2.2  产品包装 

产品包装必须符合 GB/T 3873 的规定。 

8.3  运输 

逆变设备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震动、撞击和倒放。 

8.4  贮存 

逆变设备的贮存应按 5.1.1.2 及 GB/T 3873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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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逆变设备参考测试电路 

图 A.1 

 上图为单相逆变设备的参考测试电路，三相设备的要用三套相同的负载接至逆变设备输出端的

相间或线间。 

 功率分析仪也可改用独立功能的测试仪表。非线性负载见附录 B。 

  

直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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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负载 
待测逆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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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基准非线性负载 

一个单相稳态基准非线性负载，可以由整流桥、电容器和可变电阻器构成，如图 E.1 所示。一

个二极管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接逆变设备的输出端，桥的输出侧接有一个电容器、电阻并联电路。

总的单相负载可以是按图 B.1 连接的单个负载，或是多个等效并联负载。 

 

 

图 B.1 基准非线性负载 

注:电阻可以在整流桥的交流侧，也可以在直流侧 

计算方法： 

U—— 逆变器的额定输出电压，方均根值； 

f—— 逆变器输出频率，Hz； 

Uc—— 整流电压； 

S —— 基准非线性负载两端的表观功率- 功率因数 0.7，即表观功率 S 的 70%将以有功功率消

耗在 R1和 Rs上； 

R1—— 负载电阻 ，设定其消耗有功功率为总表观功率 S的 66%； 

Rs—— 串联的线性电阻，设定其消耗有功功率为总表观功率 S的 4%。 

电容器电压 Uc的 5%峰-谷值纹波电压，相应的时间常数为 R1× C= 7.5/f=0.15s。 

根据峰值电压，电网电压畸变，电网电缆压降和整流电压的纹波，整流电压平均值 Uc按经验应

为： 

    Uc= 2×0.92×0.96×0.975×U=1.22U 

电阻 Rs、R1和电容 C(单位：F)的值按下述计算： 

Rs=0.04×U
2
/S 

R1 =Uc
2
/(0.66×S) 

C =7.5/(f×R1)=0.15/R1 =0.15/R1 

注 1:二极管桥的电压降忽略不计。 

注 2: 元件计算值的允差为： 

Rs ：±10% 

R1 ： 在试验期间调节至获得额定输出表观功率 

C ： 0～+25% 

试验方法： 

a) 开始，在受试逆变设备单元规定的额定输出电压下，将基准非线性负载试验电路接至交流输

入电源。 

b) 当供电给本试验负载时，交流输入电源阻抗所引起的交流输入波形畸变应不大于 8%（IEC 

61000-2-2 的要求）。 

c) 调节电阻 R1直至受试逆变设备的输出表观功率 S等于规定的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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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电阻 R1调整后，将基准非线性负载加至逆变设备的输出，此后不再调整。 

e) 按不同条款的规定，在基准非线性负载下，为得到所要求的参数而进行所有试验，不再调整

试验使用的负载。 

基准非线性负载与逆变设备的连接 

a) 对于 33kVA 以下的单相逆变器，所用基准非线性负载的表观功率 S等于逆变设备的额定表观

功率。 

b) 额定值在 33kVA 以上的单相逆变器，使用表观功率为 33kVA 的基准非线性负载，再加上线性

负载，使之达到逆变设备的额定表观功率和额定有功功率。 

c) 设计用于三相负载，额定值在 100kVA 以下的三相逆变设备，应将三个相等的单相基准非线

性负载接到逆变设备相间或线间。 

d) 额定值在 100kVA 以上的三相逆变设备，根据 c)，应使用 100kVA 的基准非线性负载，再加

上线性负载，使之达到逆变设备额定表观功率和额定有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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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电压不平衡度测量及计算方法 

    

C.1  平衡负载 

 

测量电路如图 C1，三相逆变器输出端接平衡阻性负载，输出为额定容量时，用交流电压表分别

测量三相输出电压的线电压，分别为 UAB、UBC、UCA，见图 C2。其中 O 和 P 是以 CA 为公共边作的两个

等边三角形的两个顶点。电平不平衡度按下式计算： 

   Yv=OB/PB=（Un/Up）% 

 式中：Yv为电压不平衡度；Up为电压的正序分量，V；Un为电压的负序分量，V。 

 

C.2  100%不平衡负载 

 

测量电路如图 C1，使三相逆变设备三相输出中的任意一相接额定阻性负载，其他两相均为空载，

用交流电压表测量逆变器输出的相电压或线电压，由图 C2 及如下公式计算输出电压不平衡度： 

   Yv=OB/PB=（Un/Up）% 

 式中：Yv为电压不平衡度；Up为电压的正序分量，V；Un为电压的负序分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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