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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器用大功率电源控制器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天器用大功率电源控制器试验的一般要求、功能性测试要求、环境试验要求、试验

项目、程序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航天器用大功率电源控制器（以下简称“电源控制器”）的测试和试验，其他相关电

子电源产品（功率和非大功率电源控制器），如：分流器、充电控制器、放电调节器、母线滤波器等可

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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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勘误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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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JB 150.1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JB 150.13 军用装备实验室环境试验方法第 13 部分：爆炸性大气试验

GJB 151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与测量

GJB 1027 运载器、上面级和航天器试验要求

GJB 1032 电子产品环境应力筛选方法

GJB 1033A-2005 航天器热平衡试验方法

GJB 3590 航天系统电磁兼容性要求

QJ 908 电子产品老炼试验方法

QJ 2630.1 航天器组件空间环境试验方法第 1 部分：热真空试验

。 2630.2 卫星组件空间环境试验方法热平衡试验

QJ 2630.3 航天器组件空间环境试验方法第 3 部分：真空放电试验

QJ 20422.4-2016 航天器组件环境试验方法第 4部分：磁试验

3 术语和定义

GJB 1027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大功率电源控制器 high-power Power Conditioning Unit 

充放电电流在 50A 以上或总功率在 6000W 以上或单机自耗在 sow 以上的电源控制器。

3. 2 

热启动 warm boot 

在热试验中，高温端满足规定的温度保持时间后，电源控制器断电，断电时间不少于 0.5h 后（此

时产品的温度作为产品的热启动温度），进行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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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冷启动 cold boot 

在热试验中，低温端满足规定的温度保持时间后，电源控制器断电，断电时间不少于 0.5h 后（此

时产品的温度作为产品的冷启动温度），进行重新启动。

4 一般要求

4. 1 试验条件

4. 1. 1 环境条件

4. 1. 1. 1 除非另有规定，正常环境规定如下：

a) 温度： 15'C～35℃：

b) 相对湿度： 20%～80%;

c) 大气压力：测试场所的气压。

4. 1. 1. 2 不应在 4.1.1.1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测量和试验时，应把实际条件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4. 1. 1. 3 若相对湿度不影响试验结果，可不控制相对湿度。

4. 1. 1. 4 若被测产品有防静电要求，应在防静电技术要求的温湿度环境下进行测试、试验。

4. 1. 1. 5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如下：

a) 温度： 23℃ ±2°C;

b) 相对湿度： 50%±5%;

c) 大气压力：“kPa～ 106kPa。

4. 1. 2 试验场地条件

试验场地要求如下：

a) 试验场地应符合电源控制器的试验环境要求，场地内的电磁环境应不影响电源控制器性能测

试；对有洁净度要求的产品，应控制洁净度，使其满足试验要求：

b) 电源控制器中一般较多使用静电敏感器件，其试验场地宜提供防静电技术条件，例如采用工具

和设备接地、等电位连接等；试验场地宜设置为防静电工作区域，进行温湿度控制、人员控制

和绝缘物体控制，并进行监视、测量和管理；

c) 试验场地应配备相关的通风散热设备，保证各试验设备良好的散热性；

d) 试验场地应配置符合试验要求的接地桩，可在试验中按要求连接被试产品，一般要求接地桩的

接地电阻应小于 2fL

4. 1. 3 供电条件

在试验前应确认试验设备所需交流用电类型，工业用电 380V 或市电 220V，检测交流电相关指标，

频率和幅值变化，确保试验过程中供电稳定。对供电连续性有特殊要求的，应提前做好应急用电准备。

4. 1. 4 产品状态

试验前必须对电源控制器的功能、性能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结果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要求，并应明确

电源控制器的状态、批次、数量、软件版本等。电源控制器必须经质量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试验。

4. 2 试验设备

4. 2. 1 通用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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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控制或监测试验参数的仪器仪表和测试装置的精度在试验前应检验，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

或计量部门的检定标准，并在有效期内。其精度应不低于试验允许误差的三分之一。

4. 2.2 测试用仪器、设备及技术要求

测试用仪器、设备要求如下：

a)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直流稳压电源、电子负载、蓄电池组模拟器为 I类安全仪器，应连接有保

护地端子，该端子应通过配备接地插座的电源接地；

b) 设备应安装在四周具有足够空间的位置，便于壁气充分循环；在工作台上使用时，应至少在设

备两侧留出 50mm 空隙，在设备后留出 lOOmm 的空隙；

c) 在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直流稳压电源等供电设备输出前，应提前设置电压、电流保护值和工作

模式，注意加电和断电顺序；

d) 在设备供电使用过程中，要从小电流逐步向大电流调整，特别是在设置大负载之前，应先把输

出电流调至较小值，在设置电流时，应确认输入电流值的准确性。

常规测试用仪器、设备及技术要求见表 lo

表 1 测试用仪器、设备及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能模拟恒流源（太阳电池输出特性），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其电压
1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 量程可根据母线电压选择 35V～150V 范围，电流量程可选择 4A～ IOA 范

围，其精度、纹波、动态特性和容量应符合测试要求

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其量程可根据母线电压选择 35V～150V 范围，
2 直流稳压电源 电流量程可选择 2A～200A 范围，其精度、纹波、动态特性和容量应符

合测试要求

3 示波器
测量带宽不小于 lOOMHz, 1J届值测量精度优于 5%，具有存盘（波形记录）
功能

4 数字万用表 可测量绝缘、电阻、电压。其精度应优于 5%

能设置恒流、恒压、恒阻模式，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其量程可根
5 电子负载 据母线电压选择 35V～150V 范围，电流量程可选择 2A～200A 范围，其

精度、纹波、动态特性和额定功率应符合测试要求

6 单机专检设备
与电源控制器配套设备，可实现逼测、遥控的米集和指令发送、总结通
信、数据自动记录和存储等功能

7 蓄电池组模拟器
能模拟蓄电池充电、放电时的状态（特性）；条件允许情况F可使用真实
蓄电池替代

8 输出阻抗测试仪 可测试动态阻抗，频率范围至少满足 IOOHz～IOkHz 要求

4. 2. 3 环境试验设备

环境试验设备应符合 GJB 150.l 的要求，井在计量有效期内使用。

4. 3 试验人员

试验前应组织试验队伍，落实人员岗位职责，明确分工与协作关系。试验操作、检验、技术人员需

掌握产品测试和试验要求，以及有关试验操作规程，必要时经考核上岗。

5 功能性能测试

5. 1 总则

5. 1. 1 安全性

与电源控制器的安全严重相关的设备应在测试前进行加电确认。必要时，在测试前可使用替代产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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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艺产品）先行加电连接确认。

5. 1. 2 连接电缆检查

根据产品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测试电缆规格表检查电缆的配套数量和齐全性，电缆合格证是否在有效

期内，电连接器内插针或插孔是否完好。若为首次使用的电缆，必须按照电缆接点表进行导逼和绝缘检

查，确认正确后方可投入使用。

5. 1. 3 设备电连接检查

检查电源控制器是否按照技术文件要求正确连接电缆，确认电连接正确，且电缆固定牢固，不会在

力学试验时脱落。

5. 1. 4 功能性能测试项目

电源控制器功能性能测试项目一般包括外观、机械接口、电接口和电性能等。其中，电性能测试分

为健康性、分流调节功能、充电功能、放电功能、效率、母线瞬态特性、母线输出阻抗、频域特性和软

件功能等，具体见表 2。所有测试项目结果均需满足产品技术文件指标要求。

表 2 电源控制器测试项目

序号 类别 项目 测试条件

1 外观 外观 a 

2 
机械接口

重量 a 

3 外形尺寸、安装尺寸 a 

4 电连接器 a 

5 
电接口

搭接电阻 a 

6 绝缘 a 

7 接口特征阻抗 a 

8 有线参数 a、 b、 c、 E

9 模拟量适测参数 a、 b、 c、巳

10 健康性 总统遥测参数 a、 b、 c、 E

11 直接指令 a、 c

12 总线遥控指令 a、 C

13 
分流调节功能

单级分流调节电路 a 

14 分流顺序 a、 C、巳

15 单路充电电路 a 

16 充电功能 充电主备功能 a、 C、 E

17 充电控制精度 a、 C

18 单路放电电路 a 

19 
放电功能

功率放电 a、 b、 c、 e

20 启动特性 a 

21 放电不均衡特性 a 

22 输出母线瞬态特性 输出母线瞬态特性 a 

23 母线输出阻抗 母线输出阻抗 a 

24 单机功耗 单机功耗 a 

25 软件功能 软件功能 a、 C

26 其他功能
MEA儿余功能、 BEA冗余功能、充电间值、保护功能、相位

裕度、增益裕度等
a 

注： a一表示常温和常压；廿一表示力学试验；「表示热试验： r一表示电磁兼容试验。

5. 2 外观

4 



5. 2.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的外观。

5. 2.2 测试设备

目视检测，必要时，使用 3 倍～5 倍放大镜。

5. 2.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检查产品外观状态，应无机械损伤，无严重变形，无毛刺，无锈蚀，无污染：

b) 检查紧固件，应配套正确、无松动；

c) 检查产品外部密封面和螺纹，应完好、无损伤；

d) 检查外接电连接器，针、孔等应完好；

e) 产品试验前进行多余物的最终检查。

5. 3 机械接口

5. 3. 1 重量

5. 3. 1. 1 测试目的

测量电源控制器的重量。

5. 3. 1. 2 测试设备

电子秤（测量范围大于 20kg，精度优于 O.lkg ）。

5. 3. 1. 3 测试步骤

用电子秤秤量电源控制器的重量。

5. 3.2 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

5. 3. 2. 1 测试目的

测量电源控制器的尺寸。

5. 3. 2. 2 测试设备

游标卡尺（测量范围大于 300mm，精度优于 O.lmm）。

5. 3. 2. 3 测试步骤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电源控制器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

5.4 电接口

5. 4. 1 电连接器

5. 4. 1.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的电连接器状态和符合性。

5. 4. 1. 2 测试设备

目视检查，必要时，使用 3 倍～5 倍放大镜。

5. 4. 1. 3 测试步骤

检查所有电连接器外观、编号及型号。

5. 4. 2 搭接电阻

5. 4. 2. 1 测试目的

QJ 20690-2018 

检查电源控制器机箱上任意两点问，电连接器、单机接地桩和金属机箱之间的直流电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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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2. 2 测试设备

毫欧表（测量精度优于 lm.Q ）。

5. 4. 2. 3 测试步骤

在不通电状态下，用毫欧表测量电源控制器结构各面上任意两点间、各个电连接器之间以及各电连

接器、单机接地桩和结构各面间的直流电阻，一般要求搭接电阻不大于 lOmQ 。

5. 4. 3 绝缘

5. 4. 3. 1 测试目的

测量电源控制器电连接器中各接点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值。

5. 4. 3. 2 测试设备

数字万用表。

5. 4. 3. 3 测试步骤

在不通电状态下，使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源控制器各个电连接器中各点（接外壳点除外）与外壳之

间绝缘电阻值，一般要求绝缘电阻不小于 lOMQ 。

5. 4. 4 接口特征阻抗

5. 4. 4.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电连接器内各接点之间特征阻抗，根据产品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接口特征阻抗表判断

产品内部功能是否正常。

5. 4. 4. 2 测试设备
数字万用表。

5. 4.4. 3 测试步骤

在不通电状态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源控制器各个电连接器接点之间的特征阻抗，主要包括太阳

电池阵输入接口、蓄电地组输入接口、母线输出接口、遥测接口、遥控接口、通信接口等接口阻抗。接

口阻抗值试验前后应在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历次试验前后测试数据应保持一致。

5. 5 健康性

5. 5. 1 有线参数

5. 5. 1.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加电后有线参数的正确性。

5. 5. 1.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蓄电池组模拟器。

5. 5. 1. 3 测试步骤

6 

有线参数一般包括母线电压、负载电流、蓄电池组电压和蓄电池放电开关状态等。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电源控制器技术文件中测试连接要求连接测试设备，如图 l 所示。电源控制器与蓄电池组

模拟器、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及单机专检设备连接时，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接口的匹

配性。



QJ 20690-2018 

太阳电池阵

被测

「
模拟器

电子电源

负载控制
器

蓄电池组
模拟器

单机专检设备

图 1 电源、控制器常规测试连接原理图

b) 设置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蓄电池组模拟器电压和电流，随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出功率，使产

品建立输出母线。

c) 母线建立后，设置电子负载输入功率或电流，使电源控制器工作在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额定负

载工况。

d) 按技术文件要求检查单机专检设备上有线参数的正确性，并记录参数状态。

5. 5.2 模拟量遥测参数

5. 5. 2.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通电后，模拟量遥测参数的正确性和采集精度。

5. 5. 2.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蓄电池组模拟器。

5. 5. 2. 3 测试步骤

模拟量遥测参数一般包括母线电压、负载电流、太阳电池阵电流、蓄电池组电压、蓄电池组充电电

流、蓄电池组放电电流等。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5.1.3 a ）、 b ）、 c);

b) 按产品技术文件要求检查单机专检设备上模拟量遥测参数的正确性，并记录参数：

c) 如技术要求需要进行遥测参数采集精度检查时，应进行满量程测试；参数采集精度按照公式Cl)

计算，一般要求优于 1% 。

f3=1（飞 － U;)I叫× 100% ….......….......…...................... ( 1) 

式中：

卢一一遥测参数采集精度；

U。一一遥测参数修正为实际物理量后的遥测数据：

U； 一一适测参数的实测数据。

5. 5. 3 总线遥泪lj参数

5. 5. 3.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所有总线遥测的正确性和采集精度。

5. 5. 3.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蓄电池组模拟器。

7 



QJ 20690-2018 

5. 5.3. 3 测试步骤

总线遥测一般包括电源控制器所有的功能性能状态参数。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5.1.3 a ）、 b ）、 c);

b) 开启总线通讯功能：

c) 按产品技术文件要求检查单机专检设备上总线遥测参数的正确性，并记录参数：

d) 如技术要求需要进行总线遥测采集精度检查时，应进行满量程测试：参数采集精度按照公式Cl)

计算，一般要求优于 1.5% 。

5. 5. 4 直接指令

5. 5. 4.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直接指令的正确性。

5. 5.4.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蓄电池组模拟器。

5. 5. 4. 3 测试步骤

直接指令一般包括放电开关的接通和断开、主备份的切换等较为重要的遥控指令。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5.1.3 a ）、 b ）、 c);

b) 按技术文件要求在单机专检设备上逐条发送所有直接指令，逐条确认对应指令的执行情况，并

保证无漏发或错发情况发生；

c) 记录所有直接指令执行情况以及指令对应的逼测参数变换情况。

5. 5. 5 总统遥控指令

5. 5. 5. 1 测试目的

检查电源控制器总线遥控指令的正确性。

5. 5. 5.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蓄电池组模拟器。

5. 5. 5. 3 测试步骤

总线遥控指令一般包括各功能模块级的切换指令以及软件的注数功能遥控指令。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5.1.3 a ）、 b ）、 c);

b) 开启总线通讯功能：

c) 总线遥控指令发送前需确认指令代码的正确性；

d) 按技术文件要求在单机专检设备上逐条发送所有总线遥控指令，逐条确认对应指令的执行情

况，并保证无漏发或错发情况发生：

e) 记录所有总线遥控执行情况以及指令对应的遥测参数变换情况。

5. 6 分流调节功能

5. 6. 1 单级分流调节电路

5. 6. 1. 1 测试目的

电源控制器分流调节功能一般由多级分流调节电路组成，需对每级分流调节电路分别进行测试，验

证每级分流调节电路功能的正确性。

5. 6. 1. 2 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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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6. 1.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电源控制器技术文件中测试连接要求连接设备，如图 2所示。电源控制器与太阳电池阵模

拟器、电子负载及单机专检设备连接时，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接口的匹配性。当电源系统采用

刑化镜太阳电池片作为主能源时，测试分流电路需在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端并入相应电容，以模

拟耐化嫁太阳电池片结电容影响，此时测得的最大分流电流需满足电流限制要求。

b) 设置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压和电流，随后输出一路太阳电池阵模拟器功率，使电源控制器一路

分流电路工作，建立输出母线。

c) 分流电路工作后，设置电子负载输入功率或电流，记录当前分流电路的输出电压和纹波、输出

电流、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入电流、最大分流电流以及开关频率等参数，并判断参数的正确性。

分流电路为限频电路时，需检查其最大开关频率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d) 更换另一路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出，开启下一级分流电路，重复步骤 c），直至所有分流电路

测试完毕。

+ 
测
源
制
阻
击

被
电
控
告

电子
负载

•+ 

阳
池
模
器

太
电
阵
拟

单机专检设备

图 2 电源、控制器分流功能测试连接原理图

5. 6. 2 分流顺序

5. 6. 2. 1 测试目的

电源控制器多级分流调节电路一般呈逐级分流拓扑，需验证所有分流电路的分流和供载顺序是否正

确，同时，测试整机分流功能和分流能力。

5. 6. 2.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6. 2.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电源控制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测试连接要求连接设备，如图 2 所示：产品与太阳电池阵模

拟器、归于负载及单机专检设备连接时，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接口的匹配性：

b) 设置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电压和电流为技术要求规定的分流电路额定值，随后太阳电池阵模拟器

输出功率，开启所有分流电路，使电源控制器所有分流电路工作，建立输出母线；

c) 建立输出母线后，设置电子负载空载，记录当前第一级分流电路的输出电压和纹波、输出电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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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入电流、分流电流等参数；

d) 增加电子负载电流，增加电流量等于一级分流电流的额定电流值，使下一级分流电路分流工作，

记录当前分流的输出电压和纹波、输出电流、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入电流、分流电流、 MEA

值等参数；

e) 重复步骤 d），直至所有分流电路测试完毕；

。 确认分流顺序是否正确，分流能力应符合技术要求。

5. 7 充电功能

5. 7. 1 单路充电电路

5. 7. 1. 1 测试目的

电源控制器充电功能一般由多路充电电路组成，需对每路充电电路分别进行测试，验证每路充电电

路功能的正确性。

5. 7. 1.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蓄电池组模拟器、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7. 1.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按照电源控制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测试连接要求连接设备，如图 3 所示。产品与太阳电池阵模

拟器、蓄电池组模拟器、电子负载、示波器及单机专检设备连接时，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接口

的匹配性。当电源系统采用畔化嫁太阳电池片作为主能源时，测试充电电路需在太阳电池阵模

拟器端并入相应电容，以模拟同化嫁太阳电池片结电容影响。

b) 设置太阳电池阵模拟器、蓄电池组模拟器的电压和电流为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额定值，随后太

阳电池阵模拟器输出功率，使电源控制器建立输出母线。

c) 设置电子负载为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额定负载。

d) 开启一路充电电路后，记录当前充电电路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效率以及开关频率等参

数，并判断参数的正确性。

e) 更换开启下一路充电电路，重复步骤 d），直至所有充电电路测试完毕。

太阳电池阵

被测

「 电子

模拟器

电源

负载控制
在吕

蓄电池组
模拟器

图 3 电源、控制器充电功能测试连接原理图

5. 7. 2 充电主备功能

5. 7. 2. 1 测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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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控制器含有多路电路时，需对所有主各份充电电路进行检查，验证主备份充电电路功能的正确

性。

5. 7. 2.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7. 2.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7.l.3a ）、 b);

b) 开启所有主份充电电路后，记录主份充电电路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效率以及开关频率

等参数，并判断参数的正确性；

c) 使用单机专检设备发送备份充电电路切换指令；

d) 开启备份充电电路后，记录各份充电电路的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效率以及开关频率等参

数，并判断参数的正确性。

5. 7. 3 充电控制精度

5. 7. 3. 1 测试目的

电源控制器一般设置多个充电控制曲线，需对所有充电控制曲线精度进行测试，验证充电控制曲线

的正确性。

5. 7. 3. 2 测试设备

太阳电池阵模拟器、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7.3. 3 测试步骤

电源控制器充电控制功能可按蓄电池类别细分，一般可划分对铺镇蓄电池的充电控制、对氢媒蓄

电池的充电控制、对惶离子蓄电池的充电控制。

f画镇蓄电池的充电控制：一般为蓄电池电压和温度曲线控制方法，设置有多条蓄电池电压和温度

控制曲线：氢镇蓄电池的充电控制：一般为蓄电池压力和温度曲线或蓄电池电压和温度控制曲线控制方

法，设置有多条控制曲线：理离子蓄电池的充电控制：一般为蓄电池限流·恒压控制方法，设置有多条

限流控制曲线和恒压控制曲线。

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7.1.3 a ）、 b);

b) 测试当前充电控制曲线，记录充电相关参数变化情况，完成充电后对比技术要求，控制精度应

在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范围内；

c) 使用单机专检设备发送充电曲线切换指令：

d) 重复步骤 b ）、 c），直至所有充电控制曲线测试完毕。

5. 8 放电功能

5. 8. 1 单路放电电路

5. 8. 1. 1 测试目的

电源控制器放电功能一般由多路放电电路组成，需对每路放电电路分别进行测试，验证每级放电电

路功能的正确性。

5. 8. 1. 2 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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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稳压电源、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8. 1.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12 

a) 按照电源控制器技术文件中规定的测试连接要求连接设备，如图 4所示。电源控制器与直流稳

压电源、电子负载、示波器及单机专检设备连接时，检查连线的正确性，接口的匹配性。

b)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过流、过压保护点后，设置电压和电流，随后直流稳压电源输出功率，使电

源控制器放电电路工作，建立输出母线。当放电电路自带输入过流、输入欠压、输出过压等保

护功能时，按照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保护要求值设置电路参数，检查电路保护功能是否有效。

为了电源控制器安全，保护功能一般不要求在环境试验中测试。

c) 使用单机专检设备发送放电电路断开指令，只保留一路放电电路工作。

d)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产品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最小值。

e) 设置电子负载为空载，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并记录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

电压、输出电流等放电相关参数，一般要求输出电压纹波不大于输出电压额定值的 1% 。

。 逐步增大电子负载的电流到放电电路的满载，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并记录放电

相关参数，一般要求输出电压纹波不大于输出电压额定值的 1% 。

g) 放电电路满载后，再次增大电子负载电流，检查放电电路是否进入限流状态，使用示波器测试

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并记录放电相关参数。

h)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技术要求规定的额定值。

i) 重复步骤 e）、 f) 、 g）项测试。

j)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技术要求规定的最大值。

k) 重复步骤的、 f) 、 g）项测试。

1) 根据上述步骤测试得到的路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电流数据，按照公式。）

计算放电效率。

η＝（U。× I。 ＋ Pu)!(U； × I；） × lOOo/o ··· ······ ··· ·················· (2) 

式中：

η 放电效率：

ι 放电电路的输出电压的数值，单位为伏特（V);

Ia 一一放电电路的输出电流的数值，单位为安培（A);

Pu 一一单机功耗的数值，单位为瓦特 CW);

U; 一一放电电路的输入电压的数值，单位为伏特 CV);

I, 一一放电电路的输入电流的数值，单位为安培（A)o

m）使用单机专检设备切换下一路放电电路。

时 重复步骤 d）至 m）测试，直至所有放电电路完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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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源控制器放电功能测试连接原理图

5. 8. 2 功率放电

5. 8. 2. 1 测试目的

测试电源控制器放电功能额定功率负载工作’情况。

5. 8. 2. 2 测试设备

直流稳压电源、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5. 8. 2. 3 测试步骤

测试步骤如下：

a) 同测试步骤 5.8.l.3a ）、 b);

b) 使用单机专检设备发送放电电路接通指令，接通所有放电电路；

c)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技术文件要求规定的额定值；

QJ 20690一2018

d) 设置电子负载为放电电路额定功率，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及放电效率，并记录放

电和输出母线相关参数：

e) 减小电子负载：

。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技术要求规定的最小值；

g) 设置电子负载为放电电路额定功率，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及放电效率，并记录放

电和输出母线相关参数：

h) 减小电子负载：

i) 设置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为技术要求规定的最大值：

j) 设置电子负载为放电电路最大输出功率，使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及放电效率，并记

录放电和输出母线相关参数。

注 1：由于额定功率测试会产生大量热，需做好产品的散热措施。

注 2：测试步骤的～j）在力学试验时无需进行。

5. 8. 3 放电电路启动特性

5. 8. 3. 1 测试目的

测试电源控制器放电电路启动特性。

5. 8. 3. 2 测试设备

直流稳压电源、示波器、电子负载、单机专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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