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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方式的选用,结合理论实践,在简要阐述同步发动机获得励磁电流方式的基础上,分析了常用的

励磁装置控制方式, 后提出控制方式的选用思路。分析结果表明,按照泵站同步电动机实际运行要求,合理选择励磁控制方式,可大幅度提升同

步电动机运行的稳定性和效率,值得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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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控制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各行

各业,逐步取代了传统模拟控制技术,为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技术的

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出现了一系列新型控制方式,如触摸屏控制方式、上

位机控制方式、PLC控制上方式等,使得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结构更加

简单有效,各项控制技术也愈发成熟。但不同控制方式尤其独特性,适用范

围也各不同相同,如何选择出 佳、 有效的控制方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基于此,开展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方式的选用分析就显得

尤为必要。 

1 同步电动机获得励磁电流的方式 

1.1直流电机直接供电 

此种励磁电流获得方式,需要采用专用的直流发电机,励磁机和发电

机同轴,励磁绕组安装大轴滑环上,从励磁机中获得直流电流。此种励磁获

取方式,具有励磁电流相对独立、运行稳定性高、电量消耗少等优势,具有

相对成熟的技术和运行检验。但励磁调节速度比较慢,需要定期维护,且维

护工作量比较大,多应用在10MW以下机组中。 

1.2交流励磁机供电 

交流励磁机安装在发电机大轴上,在运行中输出的交流电经过整流处

理之后,再传输给发电机转子励磁,属于典型的他励磁获取方式。其中交流

副励磁机来提供励磁电流,是一种具有自励恒压装置的交流发电机。从励

磁电流获取方式,可大幅度提升励磁调节速度,多采用100~200Hz中频发电

机。具有运行可靠,结构简单等优势。但缺点也比较明显,运行是噪声比较

大,形成的交流电势谐波分量也比较大。 

1.3无励磁机 

无需布置专门的励磁机,通过发电机来获取励磁电流,经过整流之后,

再传输给发电机自身励磁。此种励磁电流获取方式的优点是结构简单,设

备投入量比较少,维护工作量少,运行成本低。 

2 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常用的控制方式 

2.1双微机控制 

此种控制方式,主要针对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系统发生故障

时无法停机检修的要求,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各个元件的冗余量。在

该系统中设置硬件和软件两套监测系统,通过STD和CPU系统自动切换方式

运行。主要机理为：如果其中一套监测系统发生故障,则可以立即自动切

换到另一套监测系统,保证运行的稳定性。但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在

运行中检测信号瞬态时间比较短,形成的波形比较复杂,对系统的灵敏度、

分辨率及抗干扰能力等有极高的要求。如果系统在运行中发生公共故障,

会影响两套监测系统自动化的及时性,如果情况严重,甚至会导致自动切

换失败。除整流变压器之外,其余控制单元,如：微机控制系统、PT、CT

等应当采用两套系统,通过并联的方式,提供额定励磁,即便其中一套发生

切出故障,另一套也可以良好运行,保证整个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2单微机控制 

在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中只设置一套控制系统,CPU选择16位单片机,

以计算机操作方式进行人机互动,和双微机控制方式相比,单微机控制方式的

电路更加简单,并且易于管理,操作界面比较人性化,控制方式更加直观。 

2.3 PLC+触摸屏控制 

通过PLC系统,对各项数据及时采集、汇总、分析、整理,以实现对泵

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全天候控制,可按照泵站运行实际要求,合理调整

各项运行参数。再通过触摸屏直接显示,控制过程简单有效,无需繁琐的代

码控制。 

3 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方式选用思路 

为实现泵站运行的少人值班或者无人值班,要保证泵站同步电动机励

磁装置运行的安全性及可靠性,在满足实际运行和控制功能的基础上,尽

量降低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难度,一旦发生故障,即便是没有经

过系统培训和学习的人员,也可以直观检测、判断及处理故障。因此,在选

用控制方式,有以下思路： 

第一,针对泵站通用型同步电动机,可采用单微机控制方式,既能保证

运行的可靠性,而且电路结构比较简单,维护工作量也比较少。尤其是运行

负荷比较小的泵站,采用单微机控制方法无疑是 佳选择,在运行中即便

发生励磁故障引起停机,过15分钟后,即可重新启动。减少励磁故障停机造

成的损失,尽快投入运行。 

第二,针对必须采用双微机控制的设备,可采用半控桥双微机设备,以

保证整流桥臂器件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此外,此种设备的触发电路也

比较简单,以便发生切换失败问题,可及时转入失控运行状态,为故障检修

和处理提供充裕的时间。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理论实践,分析了泵站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控制

方式的选用,分析结果表明。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同步电动机

励磁装置愈发先进,控制方式也呈现多样化。但不同控制方式尤其独特的

优缺点。需要结合泵站运行实际情况,选择与之相适的控制方式,才能保证

运行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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