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绪论

本章重点是讲述下本实验设计的设计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关于磁保持继

电器电寿命试验系统的主要研究内容。

1.1设计背景及意义

继电器作为一种广泛应用在系统控制和保护回路的控制电器，它主要作用就在电路中

能够实现对高压大电流的电路或电器进行自动调节、对重要的电路进行安全保护、亦或是

起到转换的作用等等。目前继电器大量应用在一些重要工业生产场合，并且越来越多样化，

智能化。由于继电器的频繁操作导致它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继电器的电寿命情况对于

用电设备能否可靠运行以及对电力系统的运行安全的重要性是有很大影响的。

低压电器试验对于低压电器一类的产品是很重要的，试验是最能检验出产品性能的方

法。产品本身的参数能否达到相关标准的规定，即将投入使用的产品是否存在某些难以察

觉的制造缺陷会影响到系统运行的。所以低压电器的设计和生产都不能绕开产品试验，作

为检验产品技术性能和质量的保证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分析，低压电器产品试验也是改进设

计和提高工艺性的重要手段。为确保低压电器正常工作，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低压电器的试

验标准。如 GB14048.1-2012 规定了，包括断路器，接触器,按钮等在内的低压电器产品的

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

继电器触点是电磁式继电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触点的性能受到诸如厨电材料接触

压力、负载类型、使用频率、大气环境、配置及跳动等因素的影响。触点在工作过程中就

会发生金属电化学腐蚀、触点熔焊、金属迁移等问题，造成触电损坏，继电器故障。通过

自动化的实验，检验器件的电寿命是否符合标准，及时更换器件。就能有效避免由于继电

器失灵造成的电力系统和重要电器设备运行故障，减少经济损失，避免重大事故产生。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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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保持继电器是近些年来流行的一种新型继电器，也是一种能够实现自动通断的开关。

被广泛应用于控制、检测、信息传输、控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及电力电子设备中，可以

说是在控制类元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市场上大部分继电器一般输入部分是能反

映一定输入变量（如流经的电流、监测的两端电压、设备的功率、电路中的阻抗、频率、

环境或设备的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其输出部分即执行机构能实现被控

电路的“通”、“断”控制；偶和隔离模块在继电器的感应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用来对输入

量进行耦合隔离，其驱动部分是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与一般继电

器所不同的是，磁保持继电器的触点能实现常闭或常开状态全靠磁保持继电器中的永久性

磁钢在起作用，通过输入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实现继电器开关的通断状态转换。

磁保持继电器分为单相和三相。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市场上的磁保持继电器的触点转换

电流最大可达 150A；控制线圈电压有直流 12V、直流 24V 等。一般电气寿命能达到一万

次；而机械寿命能达到一百万次；触点接触压降<100mV。因此，相比一般的电磁继电器

磁保持继电器的性能更卓越，具有节省电能、控制稳定、占用空间小、配合负载的能力强

等特点。从我国继电器的使用情况来看，通信和工业控制、家电和汽车是继电器最大的市

场。继电器被广泛的应用在这些领域。根据继电器市场调查报告显示通用继电器的需求量

是最大的，特别是灵敏系数高，占用空间小，使用电能少的继电器。就目前市场形势来看，

继电器拥有着一个需求量大，服务面广，潜力巨大，但竞争性也巨大行业市场。我国继电

器尽管发展迅速但起步较晚，这一行业的时间还很短，所以产品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

尚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 1）、设计的创新水平低、能被用于军事领域的军品品种少、

环境适应能力较差、产品的可靠性低，不能完全满足武器装备和高技术作战的要求。通用

继电器的质量相比于国外的还较差，品种的更新换代太慢，被高端产品市场采用率低，不

能满足国内、国际市场的需求，更不能完全替代国外的进口产品；2、自主开发与创新能

力相对较差：对基础性的技术研究不全面不深入，技术力量发挥的不够全面，掌握的核心

技术少；3、生产制造工艺技术落后这也于国内的材料技术落后有关，自动化程度低，智

能加工的控制手段能力更差，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一致性和可靠性，使服务成本升高；4、

管理水平低，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低，经营模式陈旧，跟不上与技术发展的脚步；5、CAD

应用等级较低、CAM 和 CAT 处于起步阶段，产品研制周期长，满足不了整机更新换代快

的要求；6、材料应用跟不上继电器技术发展要求，材料的不全面，质量不够达标，物理

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国产材料品种少，关键材料尚无生产厂家，测试技术与手段有待提

高和完善，还有很大上升空间。除了通用继电器，基于微机械系统技术的微继电器也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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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在于耗能低、质量小、体积小，能够在矿山勘探、挖掘、通讯等领域中提高

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系统成本。微继电器在实际推广中依靠其特点获得了工业领域的一致

认可，主要特点包括：易于集成、无漏电流、方便批量、开关频率高、低导通电阻，同时，

微继电器能够有效地解决传统机电继电器触点磨损、体积大、不易批量生产及开关速度慢

等问题，并且也能够解决固态继电器在应用时存在的容易漏电流、导通电阻大，以及无法

进行开关端和控制端的隔离等问题。可以看出，微继电器是继电器发展的新型技术，有着

良好的推广前景。MEMS 技术的出现为研制微继电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按照驱动原

理微继电器可分为静电型微继电器、电磁型微继电器、热驱动型微继电器、移动水银滴型

继电器和基于纳米管的纳米继电器。微继电器的发展趋势：（1）继电器将会朝更深层次的

理论发展，研究将会呈现更加的专一化，系列划分更加清晰；（2）新的加工工艺及结构也

会逐渐应用到未来的继电器中；（3）微继电器与电路集成会呈现更高的程度。根据以上分

析，继电器与矿产勘探、发掘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即电器电寿命试验这方面国内的继电

器电寿命试验相对国外起步晚，检测参数精度和自动化程度相对较低。但近几年国内发展

根上一步，缩短了与国外差距。哈尔滨工业大学黄晓毅的课题研究，以温度为应力进行恒

定贮存加速试验，得到并分析了继电器的接触电阻和吸合时间的退化规律。河北工业大学

黄凯等人采用先进的工业 PC 控制技术，开发出了可以远程控制管理的寿命试验系统。哈

工大军用电器研究所设计出了一种可以检测多个参数，并能实时采集的航天继电器寿命实

验系统。

国外的继电器电寿命试验相关参数监测精度和自动化水平程度已经很高，可以实现计

算机自动控制、实时监测等。尤其日本和美国技术领先。日本松下公司的 ARL-0111 继电

器寿命实验平台早可以对 8 个触点同时进行监测中的寿命试验。而日本富士通公司利用微

机控制，可以对 200 个继电器进行寿命试验。美国使用微处理器技术，进行继电器寿命试

验，能够自动的测出电压、电流、电阻及吸合时间等多个参数。

1.3主要设计内容

   本文针对 HFE29 型磁保持继电器的电寿命状态监测开展研究，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

成；

（1）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深入了解电气设备电寿命监测发展概况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并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学习和研究。

（2）对课题设计的大体结构进行论述，硬件设计方面主要有系统主电路，监测电路，

控制电路以及数据采集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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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软件方面用 PLC 进行时序控制，以 Labview 图形化语言编写，设计继电器电寿命

上位机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系统。

（4）进行全文总结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05222010042012003

https://d.book118.com/1052220100420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