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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页 

 

 

 

 使用过程中严禁触摸装置内部带电部位，以免造成安全事故。 

 操作时严禁佩带手表、手链等易导电物体。 

 进行电气连接之前，必须先将设备可靠接地。 

 

 

 

 维护前必须断开交流电源，以隔离电力输入。最好在进行维护之前用万用

表检装置的输入输出，确保输入电源已被关闭且处于安全状态。 

 即使所有外部电力都断开，电源装置内部的电容上还残留电荷，接线排上

可能有危及人生安全的高压。因此需将电源装置静置长时间（≥10 分钟），

等待电荷释放完后才能维护内部元器件。 

 确保电源柜的进风孔、出风口武其他物体遮挡，保持良好的通风。 

 

 

注意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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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和变更记录页 

章节 页码 更改号 更改时间 更  改  描  述 修 改 取 消 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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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备概况 

1.1 基本情况 
本说明书用于直流电源装置（以下装置）的使用操作、安装与调试、一般故障

分析及排除、安全保护措施及故障处理和维护保养。本装置用于直升机直流用电设

备通电检查、维修、发动机起动，并为舰面系统有关设备供电，装置具有过压、欠

压、断相及过载保护功能。 

1.2 基本参数 

1.2.1 工作条件 
a. 环境温度：5℃～+55℃； 

b. 相对湿度：98%； 

c. 横摇：±45°； 

d. 纵摇：±10°； 

e. 横倾：±15°； 

f. 纵倾：±10°； 

g. 有盐雾、油雾与霉菌； 

h. 有冲击、振动影响 

1.2.2 能源要求 
输入电源：AC380V±10%，50Hz±5%，三相三线制 

2 主要功能、工作原理和接口情况 

2.1 主要功能和特性 

2.1.1 主要功能 
a. 用于起动直升机的发动机；为直升机机载设备运行、测试、维修供电。 

b. 快速接口装置提供直流输出接口，用于直流电源电缆组件和直升机供

电接口的快速插拔。 

c. 直流电源电缆组件用于快速接口装置和飞机接口之间的联接，向飞机

提供直流电源。 

2.1.2 特性 
1) 输入电源：AC380V±10%   50Hz±5%  25kVA 三相三线制 

2)  输出电源：28.5±0.9V 

3) 输出额定电流：400A 

4) 过载能力：600A（2 分钟），800A 不超过 5 秒；1200A 不超过 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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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压波形：稳态时，脉动电压与平均直流电压的最大偏差小于

2V，纹波系数≤3% 

6) 起动直升机发动机能力：具有连续启动能力 

2.1.3 系统设备名称、尺寸及重量 
序号 设备名称 外形尺寸 

（宽×深×高 mm） 
重量 kg 

1 
直流电源装置 600×550×1200 

 
≤260 

2 快速接口箱 300×240×350 ≤15 

3 直流电源电缆组件  ≤70 

4 电缆卷盘 800×37×1100 ≤50 

表-2-1  系统设备名称、尺寸及重量 
 

2.2 工作原理 
电源装置采用脉冲宽度调制（PWM）开关变换器，主电路采用桥式变换结构，

电源装置主要由输入滤波器、三相整流滤波单元、单相全桥逆变、隔离变压器、

全波整流滤波等功能块组成。其功能原理框图见附图 1。 

滤波器 整流滤波 桥式变换器

控制电源 驱动电路
脉宽调制
及保护

高频变压器 整流滤波

电流传感器

28.5VAC380V

电压传感器

                                    
  图 2-1 工作原理框图 

AC380V 三相电源经三相滤波器后，被送到三相整流桥整流滤波后得到约

500V 的直流电，该 500V 直流电压被送到桥式直流变换电路作为其直流电源。

与此同时，AC380V 电源经控制变压器变成 AC220V 电源，该电源一方面为接触

器等启动电路提供工作电源，另一方面经开关电源为脉宽调制控制板提供电源。

脉宽调制控制板在直流输出电压负反馈、过压、过流保护线路的共同控制下，向

桥式直流变换器驱动线路馈送出两路相位相差 180 度的脉宽调制控制脉冲，该控

制脉冲经功率放大后，被高频变压器耦合给变压器副边绕组中的整流滤波线路，

引成 28.5V 的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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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口情况 

直
流
电
源
装
置

电源输入

AC380V

快
速
接
口
箱

直
升
机

DC28.5V 电缆组件

4(1×95) 5米 22米

 
        图 2-2 系统接口图 

3 基本构成和布置情况 

3.1 基本构成 
直升机电源装置主要由直流电源装置、直流快速接口装置、直流电源电缆组

件（含插头）、电缆卷车盘等组成。 

直流电源装置主要由输入滤波器、三相整流滤波单元、单相全桥逆变、隔离

高频变压器、全波整流滤波等组成。 

3.2 布置情况 
 

4 操作使用 

4.1 操作指南 

4.1.1 使用前的准备和检查 
通电前，装置内各部分元器件应完好无损，固定件应牢固可靠。输入电

源电压应与装置铭牌上电压相符。 

接线应按制造厂提供的外部接线图准确接线，通电检查时，输出负载应

断开。 

4.1.2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防护、标志说明 
使用过程中严禁触摸带点部位，另外设备运行时内部散热器会产生高

温，切勿触摸，以免触电和烫伤。 

名称解释： 

输入电源：指电源主电源和控制电源已供电。 

启动：指电源已开始工作。 

停止：指电源已停止工作，输出端无电压输出。 

电源输出：指电源已正常启动，输出端有电压输出。 

4.1.3 起动及运行过程中的操作程序 

4.1.3.1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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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电源开关 QF（位于电源内部）, 面板上“输入电源”灯亮，表示 AC380V

输入电源已接入，延时约 3-4 秒后，按“启动”按钮，“启动” 指示灯亮，

电源工作，“电源输出”指示灯亮，输出 DC28.5V 电源。可通过直流电压

表 V 和直流电流表 A 监测输出电压和电流 

4.1.3.2 停止 
当电源不需要工作时，可按“停止”按钮，此时电源驱动脉冲被封锁，

“电源输出”、“启动”指示灯灭。由于电源主电路没有断开，主电路存在

高压，要彻底切断电源须将输入断路器 QF 断开。 

4.1.3.3 带载 
确定电源正常后可带载，负载电流应确保在额定工作电流范围内 

4.1.3.4 报警保护 
电源设有输入缺相、输出过压、欠压、过载及短路等保护，当以上保护

发生时，电源装置被切断供电，装置发出声光报警，可通过面板上的消音按

钮消音。 

4.1.3.4.1 输出欠压 
当电源装置输出直流电压低于 20V，且 2～4秒内不能恢复到正常值时，

电源装置发出欠压报警并停止供电，面板上“输出欠压”灯闪亮，蜂鸣器报

警。 

4.1.3.4.2 输出过压 
当电源装置输出直流电压高于 30V，且 2～4 秒内不能恢复到正常值时，

电源装置发出过压报警并停止供电，面板上“输出过压”指示灯闪亮，蜂鸣

器报警。 

4.1.3.4.3 输出过载 
当线路或负载出现过载、短路故障时，电源装置发出过载报警并停止供

电，面板上“输出过载”指示灯闪亮，蜂鸣器报警。 

4.1.3.4.4 输入缺相 
当电源装置输入端缺相时，电源装置发出缺相报警并停止供电，面板上

“输入缺相”指示灯闪亮，蜂鸣器报警。 

4.1.4 运行中的监测和记录 
运行过程中应观察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装置有无进入保护状态，一

旦装置进入保护状态，面板上相应保护指示灯亮。 

4.2 操作安全注意事项 
a. 电源装置起动时，应先起动再带载，而停机时，应先断开负载再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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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源装置停止工作后不应马上启动电源，应间隔 5 秒后再启动。 

c. 电源装置长期不用时，应将柜内主电源开关“QF”断开。 

d. 电源内部由电容等储能器件，停电后需等待储能器件放电完成后，并用

万用表监测确认没电后才能检修。 

e. 使用过程中严禁触摸装置内部带电部位，以免造成安全事故。 

5 日常维护、保养 

5.1 日常维护、保养要求 
设备投入使用后必需定期维护保养，一般为每月一次 

5.2 日常维护、保养方法 

5.2.1 运行时的维护保养 
装置运行时应注意监测输出电压、电流，观察有无报警，检查风扇是否

运转。 

5.2.2 日常维护保养 
a. 清除设备各部分的灰尘和污垢，检查绝缘电阻。 

b. 检查指示灯、仪表等元器件是否完好与松动，检查熔断器是否完好。 

c. 检查设备各项功能是否完好。 

5.2.3 长期停放时的维护保养 
直流电源长期不用时，应将柜内电源开关“QF”断开。当装置长期停放

时，应置于通风干燥处，延长内部器件使用寿命。 

5.2.4 日常维护保养 
 

6 常见故障、原因分析及排除方法 

6.1  故障类别一 

6.1.1 故障现象 
直流电源装置输入电源正常，按启动按钮后，电源装置完全没有反应。 

6.1.2 原因分析 

a) 控制电源输入端熔断器熔芯松动 
可能由于装置运输，或按照过程中震动所致。 

b) 控制电源输入端熔断器熔芯损坏。 
由于输入电源开关合上瞬间过电流，或是控制电源内部短路导致保险丝

损坏。 

6.1.3 排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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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开电源装置输入开关，检查控制电源输入端熔断器熔芯有无松动或损

坏，若出现损坏，检查损坏原因，内部是否有短路发生，作相应处理后换

上同规格熔断器熔芯。 

6.2 故障类别 二 

6.2.1 故障现象 
电源装置能正常启动，且工作状态指示正常，但无输出电压。 

6.2.2 原因分析 
电源装置输出端熔断器熔芯损坏。 

6.2.3 排除方法 
断开电源装置输入开关，检查输出端熔断器熔芯是否损坏，若出现损

坏，查看输出负载有无短路或超载或绝缘不良，作相应处理后，换上同规

格熔断器熔芯。 

6.3 故障类别三 

6.3.1 故障现象 
装置输入电源和控制电源正常，启动后，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不稳。 

6.3.2 原因分析 
a. 直流变换器中的功率 IGBT 模块损坏，造成直流电源无输出。 

b. 脉宽调制组件损坏，造成直流电源无输出或输出电压不稳。 

c. 高频整流二极管或高压滤波电容失效造成输出电压不稳。 

6.3.3 排除方法 
断开电源装置输入开关，检查功率 IGBT 模块和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

若有损坏，需通知设备厂家更换。 

7 零件清单和分解图 

7.1 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直流电源装置 JZD-10A 1 

2 快速接口装置 KJ-3 1 

3 直流电源电缆组件  1 组 

4 电缆卷盘 JP-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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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主要设备清单 

8 安装、调试 

8.1 主要设备安装 
通过 M12×40 螺栓将装置底座与船体连接，另外通过 M8×40 螺栓将电

源装置背部与舱壁连接，并按设备外部接线图连接好外部接线。 

8.2 调试 
设备安装接线完毕，检查无误后可开始调试。首先，接通输入 AC380V

电源，注意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符合技术要求，然后按正常使用步骤开启设

备，检查输出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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