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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感谢您购买和使用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 

为了确保能够正确的安装使用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谨请认

真阅读本使用说明书，请在理解产品的安全注意事项后再使用本产品。 

一般声明 

编审过程中，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时达公司”）对本手册的内容与所述的硬件和软件的一致性进

行了审核。但是，仍然可能存在疏忽的地方，不可能保证它们

完全一致。我们将定期检查本手册中涵盖的内容，并在以后修

订的版本中予以必要的修正。欢迎提出改进的建议。 

未经新时达公司书面许可，本手册不得被复制、传输、抄录、

保存于可检索之系统中，或以任何形式翻译成任何语言。违者

将对所造成的损害负法律责任。 

新时达公司的手册都是用无氯纸张印刷的，这种纸张的生产来

源于可持续生长的森林。打印和装订的过程中未使用化学溶

剂。保留不预先通知而修改本手册的权利。 

是新时达公司已注册的商标。 

是新时达公司已注册的商标。 



STEP Sigriner                                                                            AS.RG 系列电梯专用能量回馈装置使用说明书 

III 

内容提要 

本说明书内容会有补充和修改，请经常留意新时达公司网

站，更新说明书。 

本公司网址： www.sigriner.com。 

地址：如果您在阅读本手册时有什么疑问或问题，请根据本

手册封底的地址与新时达公司联系。 

读者对象 

用户 

升降机、电梯等控制设计人员 

工程维护人员 

用户技术支持人员 

到货检验注意事项 

在开箱时，请认真确认： 

 产品是否有破损； 

 本机铭牌的标识是否与您的订货一致； 

 若发现能量回馈装置缺少零部件则不可安装，否则可能

发生事故； 

 本公司的产品制造与包装出厂方面已经经过严格检验，

若仍发现某种遗漏，请速与本公司或供货商联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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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证 

保证期限 

产品的保证期限以向贵公司或贵公司客户交货起18个月

内，或出厂起 30 个月以内两者中先至时间为准。 

保证范围 

故障诊断   

初次故障诊断，原则上由客户实施。 

但是，应用户的要求新时达公司或新时达公司的服务网可以

提供收费服务。 此时，根据和用户的商议结果，如果故障

原因在新时达公司一方则服务免费。 

故障修理 

针对所发生的故障，需要进行修理及产品更换时，新时达公

司可以派人员免费上门服务。但是以下场合为收费服务。 

 由于用户及其客户的不正确保管、使用或设计等原因引

起故障的场合。 

 在新时达公司不了解情况下，用户私自对新时达公司产

品进行改造引起故障的场合。 

 由于在新时达公司产品的规格范围外使用，引起故障的

场合。 

 自然灾害及火灾等造成故障的场合。 

 其他非新时达公司责任的原因引起故障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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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责任之外 

因新时达公司产品的故障，给用户及其客户带来的不便以及

造成非新时达公司产品的破损，无论是否在保证期限内，均

属于新时达公司的保证范围。新时达公司对连带损失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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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安全注意事项 

1.1 安全定义 

 危险 错误使用，可能会导致火灾、人身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注意 
错误使用，可能会导致人身中等程度的伤害或轻伤，以

及发生设备损坏。 
 

 

提示 
如何更好的使用产品以及取得更好使用效果的一些提

示。 

 

1.2 用途 
 

 危险 

 本系列能量回馈装置用于升降型电梯系统，不能用于其它类型系

统，否则可能引起回馈装置故障。 

 本系列能量回馈装置是在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下生产的，如果回

馈装置的故障可能会导致重大事故或损失，则需要设置冗余或旁

路等安全措施，以防万一。 
 

1.3 安装 
 

 危险

 

 请安装于金属等阻燃物上，远离易燃物体，远离热源，否则有发

生火灾的危险。 

 不得安装在含有爆炸气体的环境里，否则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请勿安装在水管等水滴飞溅的场合，否则有损坏回馈装置的危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2 

险。 

 不得在能量回馈装置附近放置可燃物，否则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安装作业时切勿将钻孔残余物落入能量回馈装置内部，否则可能

引起装置故障。 

 能量回馈装置安装于柜内时，电控柜应配置风扇、通风口，柜内

应构建有利于散热的风道。 
 

 

 注意

 

 搬运、安装时，请托住产品底部，以防砸伤脚或摔坏回馈装置。 

 回馈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因此安装时一定要考虑通

风、散热和人身安全。 

 回馈装置的安装最小通风空间：上下间隔 120mm，左右间隔

30mm。若有多台回馈装置需要上下排列安装，则回馈装置之间

的竖直距离至少是 200mm，并应加上导流挡板以防止下方回馈

装置所产生的热量对上方回馈装置的影响。 

 安装时，应考虑平台的承重能力。 
 
 

1.4 接线 
 

 危险

 

 必须由合格的电气工程人员进行接线工作，否则有触电或损坏能

量回馈装置的危险。 

 接线前需确认电源处于断开状态，否则可能有触电或火灾的危险。 

 安装和接线时，必须把回馈装置和与之相连接的变频器等其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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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断电，并等待 5～10min，确认各相关设备内部电容上所存储的

电量泄放完毕再进行操作，以确保安全。 

 接地端子 PE 要可靠接地，否则回馈装置外壳有带电的危险。 

 回馈装置的直流母线正、负极不能接反，否则将无法工作甚至造

成回馈装置本身和相关设备损坏，并可能引起火灾。 

 

1.5 运行 
 

 危险

 

 能量回馈装置配线完成后，方可通电，带电状态下严禁拆线，否

则有触电的危险。 

 能量回馈装置接通电源后，即使处于待机状态，回馈装置的端子

上仍带电，不能触摸，否则可能造成触电。 

 避免将螺钉、垫片等金属物品掉入回馈装置内部，否则会有引起

设备损坏的危险。 

 使用过程中应确保机箱盖合好，通电后，回馈装置内部各部件带

有危险的高电压，如果人体直接接触将极其危险，甚至危及生命。 
 

1.6 维护、检查 

 危险

 

 在通电状态，请勿触摸能量回馈装置的端子，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要拆卸盖板，请务必断电。 

 断电后至少等待 10min，才能进行保养和检查，以防止主回路电解

电容的残余电压造成人员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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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指定合格的电气工程人员进行保养、检查或更换部件。 

 

 注意 

 线路板上有 CMOS 大规模集成电路，请勿用手触摸，以防静电损

坏线路板。           

 

1.7 其它 
 

 危险

 

 禁止自行改造能量回馈装置，否则会导致人员伤害。 

 机器报废应按工业废物处理，严禁焚烧，否则可能会有爆炸的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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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品简介 

2.1 产品说明 
只有节省的能源，才是最绿色的！ 

 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 

 专家呼吁：节约电能   节约能源 

 国家政策：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节能是我国基本国策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和电能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绿色节电产品成为工业设备的必然趋势，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效益。 

奥莎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是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

公司为满足客户需求而精心设计高性能全自动能量回馈性节能装置。 

2.2 产品型号 
AS .  RG  4   011   E  

 
 
 
 
                                                                        

代号 功率等级 
005 5.5Kw 
007 7.5 Kw 
011 11 Kw 
015 15 Kw 
018 18.5 Kw 
022 22 Kw 
030 30 Kw 

代号 电压等级 
2 200V 
4 400V 

系列号  

能量回馈装置 

E，电梯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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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品铭牌说明 

 

型号（MODEL）：   AS.RG4011E 
功率（POWER）：   11KW 
输入（INPUT） ：  DC500V—750V   
输出（OUTPUT）：  3PH  AC380V  50/60Hz  17A 

机器编号（No.）      ： 
序列号（SER.  No.）  ： 

机器编号 
制造编号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Shanghai  Sigriner  STEP  Electric  Co. .Ltd 

型号 
适配变频器功率 

输入规格 
输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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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运行原理 
3.1 能量的产生 

在电梯传动系统中，曳引机负载类型为位能式负载，这种负载类

型存在着电机主动做功和被动做功两种过程，主动做功为曳引机提升

负载克服重力做功，从电网耗电能做功，而被动做功则是负载在引力

的作用下做功，曳引机处在发电过程，即电机转子在外力的拖动或负

载自身转动惯量的维持下，使得电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的同

步转速。电机所发出的电能将会储存在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滤波电容中。

下图说明： 

轻载上升 重载下降        
                 图 3-1 回馈能量的产生 

     当电梯轻载上升或重载下降时，电梯的曳引机就会处在发电状态。 

3.2 能量的处理 
由电机发出来的能量储存在直流母线的电容中，如果不把这部分

能量消耗掉，那么直流母线电压就会迅速升高，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

作。通常处理这部分能量的方法是增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将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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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电能消耗在电阻上变成热能浪费掉（如下图耗能式变频拖动系统），

称之为能耗式变频拖动系统。 

而采用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完全可以替代制动单元和制动电

阻，并且可以将这部分能量回馈给电网，达到绿色、环保、节能的目

的（如下图能量回馈变频拖动系统）。 

电网
～

电机
M

制动

单元

制动电阻

整流 逆变

耗能式变频拖动系统

变频器

电网
～

电机
M

能量

回馈

能量回馈变频拖动系统

变频器

整流 逆变

 
                  图 3-2 变频拖动系统制动比较 

3.2.1 耗能式变频拖动系统 

通常采取能耗制动的方式，配备大功率制动电阻，将再生的电能

消耗在电阻器上。能耗制动具有以下几个缺点： 

 浪费能量，降低了系统的效率； 

 电阻发热严重，恶化环境，影响其他设备工作； 

 简单的能耗制动有时不能及时抑制快速制动产生的泵升电压，限 

   制了制动性能的提高。  

3.2.2 能量回馈变频拖动系统 

当电动机工作在系统的机械能释放过程，其产生的再生电能经逆

变器开关管向直流电容组充电，使直流电压泵升。当电压泵升达到设

定值时，由外接的再生能量逆变器开启工作，并迅速地将本来消耗在

制动电阻上的直流泵升电能及时高效地进行有源逆变返送回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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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原理简介 

 
                         图 3-3  AS.RG系列能量回馈装置主拓扑图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通过自动检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

将变频器的直流环节的直流电压逆变成与电网电压同频同相的交流电

压，经滤波环节后回馈到局域电网中，供局域电网周边设备用电，从

而达到能量回馈电网的目的。回馈到电网的电能达到发电能量的 96%

以上，有效节省电能。而内置高品质的滤波器、及先进的控制技术确

保该装置不会对电网和周边的电器设备造成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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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安装说明及工作方式 

4.1 产品的安装环境 
 避免安装在有油污、有金属粉尘和多尘埃的场合。 

 避免安装在有有害气体、液体、腐蚀性、易燃易爆气体的场合。 

 避免安装在含盐量高的场合。 

 垂直安装。 
 切勿安装在阳光直晒的场合。 

 安装作业时切勿将钻孔残余物落入能量回馈装置内部。 

 环境温度低于 45℃。 

4.2 产品外型尺寸 

L1

H
1

W1L2 Φ

POWER

STATE

STATE 灯 状态说明

匀速闪烁(间隔0.5S) 正常无反馈状态

急速闪烁(间隔0.2S) 正常反馈状态

周期4S的1次闪烁 过温故障

周期4S的2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压故障

周期4S的3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电网故障

周期4S的4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流故障

周期4S的5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短路故障

〇必须由专业的电气工程人员进行接线工作，

否则有触电危险。

〇安装和接线时，必须把回馈装置和与之相

连的变频器等其它设备断电，并等待5-10

分钟，确认设备内部电容上存储的电量泻

放完毕再进行操作，以确保安全。

〇接地端子必须可靠接地。

危 险

H
2

 

L1 W1

H
3

L3

D

Φ

POWER

STATE

STATE 灯 状态说明

匀速闪烁(间隔0.5S) 正常无反馈状态

急速闪烁(间隔0.2S) 正常反馈状态

周期4S的1次闪烁 过温故障

周期4S的2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压故障

周期4S的3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电网故障

周期4S的4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流故障

周期4S的5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短路故障

〇必须由专业的电气工程人员进行接线工作，

否则有触电危险。

〇安装和接线时，必须把回馈装置和与之相

连的变频器等其它设备断电，并等待5- 10

分钟，确认设备内部电容上存储的电量泻

放完毕再进行操作，以确保安全。

〇接地端子必须可靠接地。

危 险

 

图 a 无底座                                   图 b 有底座  

图 4-1 能量回馈外形尺寸图 

表 4-1 能量回馈装置尺寸表 

电压等级

（V） 

功率（KW） L1 

(mm) 

L2 

(mm) 

L3 

(mm) 

H1 

(mm) 

H2 

(mm) 

H3 

(mm) 

W1 

(mm) 

D 

(mm) 

Φ

(mm) 

5.5-7.5KW 270 200 245 400 380 450 200 175 8 
200 

11-15 KW 340 270 315 520 500 570 215 19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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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KW 270 200 245 400 380 450 200 175 8 
400 

18.5-30KW 340 270 315 520 500 570 215 190 8 

 

4.3 产品的安装 

 为了不使能量回馈冷却效果降低，请一定要垂直安装，如图 4-2，

并确保一定的空间。 

POWER

STATE

STATE 灯 状态说明

匀速闪烁(间隔0.5S) 正常无反馈状态

急速闪烁(间隔0.2S) 正常反馈状态

周期4S的1次闪烁 过温故障

周期4S的2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压故障

周期4S的3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电网故障

周期4S的4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过流故障

周期4S的5次间隔闪烁

(间隔0.5S)

短路故障

〇必须由专业的电气工程人员进行接线工作，

否则有触电危险。

〇安装和接线时，必须把回馈装置和与之相

连的变频器等其它设备断电，并等待5-10

分钟，确认设备内部电容上存储的电量泻

放完毕再进行操作，以确保安全。

〇接地端子必须可靠接地。

危 险

min
30mm

min
30mm

min
120mm

min
120mm

 
图 4−2  安装方向和空间 

4.4 主回路接线 

4.4.1 端子口定义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安装及调试十分简单，只需连接 6 根电

缆即可完成接线，降低了误操作的可能性。 

 
                             图 4-3 主回路接线端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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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电路端子、接地端子功能说明，见表 4-2。 

表 4-2  

端子符号 端子名称 功能说明 

A，B，C 主电路电源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三相交流输入电源，无相序要求 

+ 直流母线正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正 

- 直流母线负端子 连接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负 

PE 保护地接线端子(非零线) 接保护地保护人身安全及设备可靠运行 

 

4.4.2 主线路接线 

接线时需要打开上端盖，然后接主线路，母线不能接反。接好线

后盖上上端盖。                                

 

 注意

 

打开上端盖时，需注意上端盖 LED 显示灯与控制板的接线：

打开盖板后，将连接线拔出后，才移开上端盖。 

安装上端盖时，同样先将 LED 的连接线插回控制板，插接

时，连接线无交叉。将连接线弯曲合适的位置后，再合上上端盖。 

4.4.3 主回路的接线方法 

 
图 4-4  AS.RG 系列回馈装置与 iAstar(奥莎)变频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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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AS.RG 系列回馈装置与其他品牌变频器的连接 

 

AS.RG 系列回馈装置的主回路接线非常简洁，当该系列产品与变

频器配合使用时，只需将回馈装置的直流输入端子“+”、“-”正确连接

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的正负端子，将回馈装置的交流回馈输出端子

“A”、“B”、“C”连接到与变频器输入端相同的电源上即可。 
 

 危险 

接线时，应注意回馈装置直流输入端子“+”、“-”的极性，如

果极性接反，会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为了防止漏电对人体的伤害及装置可靠运行，应该将回馈装

置的接地端子“PE”可靠接地。 
  

FUSE 推荐表 
           

功率段 *Fuse 额定电流 

2005～2007 

4011～4015 
50A 

2011～2015 

4018～4030 
1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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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a)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不能并联使用 

b) 能量回馈装置的交流三相线应该接到变频器的输入线上，而不

能接到接触器前端。因为能量回馈的 IGBT 的反向吸收二极管也

有整流作用的，如果接到接触器的前端会导致接触器释放了以

后变频器也不能断电。 

c) 建议安装时，尽量将能量回馈装置与变频器靠近安装，使之连

接线尽量短，如有可能使用铜排连接更好。如用导线连接，请

将正负母线双绞后连接，线的长度不应超过 2米。 

d) 能量回馈装置的正负母线连接一定要直接与变频器的正负母线

连接，不能与变频器的制动电阻的接线连接在一起，这样将会

损坏能量回馈装置。 

e) 建议安装能量回馈装置的时候不要将变频器原来的制动电阻

（或制动单元）拆除，因为制动电阻的成本并不高，这样可以

实现冗余制动，提高设备的安全可靠性。 

f) 建议安装能量回馈装置前测量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的开通

的直流电压，测量方法如下： 

1、 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变频器的母线电压。 

2、 在制动运行的时候变频器的母线电压会泵升上去，当升高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开始工作，这个时

候的电压不再上升，这个电压就是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

的开通电压。 

g) 能量回馈装置的工作电压应该低于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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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电压，否则能量回馈装置将无法工作，因为制动运行产生

的电能被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消耗掉了。 

h)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具有电能自动检测功能，软件的电能自

动检测功能，可以将回馈的再生能源数据记录下来，可以随时

通过手持操作器进行查看能量回馈的节能效果，节约电能 = 回

馈电能高位*10 + 回馈电能低位。详见参数表。 

4.5 其它用户接口及工作状态说明 

4.5.1 接口说明 
名称 作用 状态 

JP1 故障输出 无源常开点，AC250V，3A 

JP2 
模拟量输入、输出，数

字量输入 
见图4.9 

JP3 能量回馈工作 
无源触点（工作的时候闭合）， 常开/常闭，AC250V，

3A 

JP4 操作器接口       
J15 电源指示灯 灯亮，表示主电路已经通电 

J16 状态指示灯 详细请见表4-1 

            

4.5.2 J16 状态灯说明（面板上的 STATE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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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能量回馈面板图 

表 4-1 

 
状态 说明 

均匀闪烁（间隔1s） 正常（没有回馈）状态 

急速闪烁（间隔0.2S） 正常回馈状态 

周期4S的1次闪烁 过温故障 

周期4S的2次闪烁（闪烁间隔时间为0.5S） 直流过压故障 

周期4S的3次闪烁（闪烁间隔时间为0.5s）       电网故障 

周期4S的4次闪烁（闪烁间隔时间为0.5s） 过流故障 

周期4S的5次闪烁（闪烁间隔时间为0.5s） 短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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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高电平为灯亮，低电平为灯灭，则J16灯的状态可表示为： 

         

图 4-7  J16灯状态的时序图 

4.5.3 接口板说明 
              

 
 
                      图 4-8 接口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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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性能参数 
5.1 产品技术规格 

AASS..RRGG□□□□□□□□EE  22000055  22000077  22001111  22001155  44001111  44001155  44001188  44002222  44003300  

适配变频器功率     KW 5.5 7.5 11 15 11 15 18.5 22 30 

峰值电流            A 17 24 34 45 17 24 28 34 45 

平均电流            A 9 12 17 22 9 12 14 17 22 

400V 600V ~750V 可调（选配手持操作器） 
直流工作电压   V 

200V 335V ~415V 可调（选配手持操作器） 

400V 800V 
直流电压保护值  V 

200V 425V 

400V（±10%） 
电网电压等级   V 

220V（±15%） 

电网电压的不平衡 -15% ~ +10% 

相间不平衡 3% 

电网频率 50Hz / 60Hz 

输

入 

电网频率不平衡度 ±3Hz 

功率因数 ≧0.99（额定电流） 

效率 ≧96%（额定电流） 

回馈电流的谐波

（THD） 
≦5%（额定电流） 

回馈方式 正弦电流回馈方式 

输

出 

控制算法 空间矢量算法 

保护能力 过热、过压、过流、短路、电网故障（缺相、低电压等） 

保护等级 IP20 
保

护 
冷却方式 强制风冷 

安装场所 室内、海拔不大于 1000m，无导电粉层和腐蚀性气体。 

环境温度 -10°~45° 

环境湿度 90%RH 以下，不允许凝露 

环

境 

振动度 振幅 3.5mm，2~9 Hz ，9.8m/s²（1G），9~200Hz；14.7m/s²（1.5G），200~5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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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测数据 

 下面是利用 FLUKE 公司的 FLUKE434 电能质量分析仪测出的实

际回馈电能各项指标。其效果已经大大超越光伏并网标准。可参考《国

标 GB/T 20046－2006 光伏(PV)电网接口特性》。 

 
                         图 5-1 实测功率电能图 

 

 

                        图 5-2 实测回馈电流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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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3 实测回馈电流的 THD分布             

 

 
                     图 5-4 实测回馈网侧电压的 THD分布 

5.3 故障诊断 

5.3.1 能量回馈正常工作情况下，但是变频器仍然有过电压发生 

----------延长变频器的减速时间 

----------能量回馈容量不够，需配置更大功率的能量回馈产品 

5.3.2 能量回馈不工作 

----------能量回馈故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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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制动单元或制动电阻的开通电压是否低于能量回馈的开通电

压 

5.3.3 制动电阻热 
----------制动电阻的开通电压低于能量回馈的开通电压 

----------负载回馈的能量太大，选择更大功率的能量回馈 

5.3.4 制动时变频器发生过电流保护 

----------能量回馈容量过小，制动力矩过大 

----------可能需要延长变频器减速时间 

----------系统设计不正确 

5.3.5 变频器保护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能量回馈是否正常工作 

5.3.6 制动时变频器过压保护 

----------检查所选回馈装置容量是否足够 

----------检查回馈装置的动作电压与变频器是否匹配 

5.3.7 回馈装置过热保护 

----------所选回馈装置容量太小，请重新核算选型 

----------回馈装置安装场所通风不好，导致工作时产生的热量无法发散 

5.3.8 变频器直流母线有电而能量回馈没有电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 

----------能量回馈是否损坏 

 
 

 注意 

如有疑难问题你能解决，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会

以最短的时间为你解答或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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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选配手持操作器 
本产品外观结构上无操作器，一般情况下现场安装及运行调试是不

需要进行参数调试的。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会用到手持操作器： 

1、能量回馈装置的工作电压高于制动电阻电压不能满足现场要求

时，需要通过选配手持操作器更改母线开启电压来满足要求； 

2、客户可以通过手持操作器来查看能量回馈节电量； 

3、当能量回馈发生故障时，客户可以通过手持操作器来查看和解

决故障。 

6.1 操作器说明 

     操作器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见图 6-1。 

 
 

图 6-1  操作器各部分的名称和功能 

 

6.1.1  LED 指示灯 

操作器的最上部有 4位 LED 指示灯，D1为运行灯，D4 为故障灯，

D2，D3 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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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LED 数码管 

 操作器的上部有 4位 LED 数码管。这 4位数码管显示能量回馈实

时的直流母线电压 。 

6.1.3  LCD 显示器  

 操作器的中部是一个液晶显示器。该液晶显示器是对能量回馈的

相关参数进行设定与修改的主要窗口。 

6.1.4  键盘 

     操作器的下部有 9个按键。按键功能见表 6-1。  

表 6-1  按键功能表 

按键 名称 功能 

 
右移键 

功能选择时，选择下一个功能组； 

【参数修改】时，朝右移动修改（光标）位。 

 
左移键 

功能选择时，选择上一个功能组； 

【参数修改】时，朝左移动修改（光标）位。 

 
增键 

功能选择时，选择上一个功能码； 

【参数修改】时，参数递增。 

 
减键 

功能选择时，选择下一个功能码； 

【参数修改】时，参数递减。 

ENTER
 

进入键 
在【监视状态】，进入功能选择界面； 

在【功能选择】界面，进入所选功能界面； 

ESC
 

退出键 
在【功能选择】界面，退回到【监视状态】； 

在各个功能操作界面，退回功能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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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F1 功能键 
调试时用，在 LOCAL 状态，按此键，能量回馈变

为 RUN。 

F2
 

F2 功能键 调试时用，在 RUN 状态，按此键能量回馈为 STOP。 

F3
 

F3 功能键 出厂调试用。 

 
6.2 手持操作器的操作 

操作器有【监视状态】、【功能选择】和【参数修改】三种状态。

操作器菜单显示语言为汉语与英语，出厂设定为汉语，可以通过设定

高级菜单中“语言选择”项的参数值为 0切换到英语菜单显示。 

6.2.1 上电后的显示 

上电 5 秒后显示“监视状态”界面，该界面默认显示当前记录的

直流母线电压（Udc）、电网电压（Uout）、输出电流（Irms）。 

6.2.2 【监视状态】详述 

在“监视状态”界面中按 和 键或 和 键可对监视状

态的界面进行切换，在监视状态中默认可以显示能量回馈装置运行的

4个实时数据。这些数据只能显示，不能修改。 

表 6-2 默认运行状态数据对照表 

显示 名称 内容 单位 

Udc 直流母线电压 
显示能量回馈装置内部

的主回流直流电压 
V 

Ugird 电网电压 
显示能量回馈装置的输

出电压 
V 

Irms 输出电流 显示输出电流 A 

WGird 电网频率 显示电网频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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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手持操作器的操作状态 

 操作器共有四种操作状态。这四种状态分别是【参数设置】、【参

数学习】、【故障检查】和【参数处理】。监视状态界面下，按
ENTER

可

以进入以下功能选择界面。 

参数说明： 

                   

6.2.3.1 【参数设置】状态详述 

操作器的【参数设置】状态用于修改参数。在【参数设置】状态

下通过按 或 来选择参数组。通过按 或 来选择参数组中

的参数码。选定要修改的参数后按
ENTER

，在待修改参数位上多了一个

指示修改位的光标。通过按 或 移动光标，改变修改位。通过

或 来加减修改参数值。按
ENTER

确认修改有效。如果不按
ENTER

，对参

数的修改无效。按
ESC

可以返回到上一级菜单状态。 

  表 6-3 参数设置表 

参数性质 功能码 功能码名称 单位 备注 

P01.00 母线开启选择  
 

0：固定电压开启方

式 

1：电压跟随开启方

式 

P01.01 开启正常电压差 V  

 
常用参数 

P01.02 开启母线电压 V 
当母线开启选择

（P01.00）为 0,更

改此选项可改变能

*参数设置 
参数学习 
故障检查 
参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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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回馈的开启电压 

P02.00 能量回馈语言  
 

0：汉语 

1：英语 

P02.01 LED 显示选择  

0：未定义 

1：输出转速 (rpm) 

2：电网频率 (Hz) 

3：反馈速度 (Hz)  

4：输出电流 (A)      

5：电网电压 (V)   

6：输出转矩 (%)      

7：母线电压 (V)  

8：模拟量 0 输入      

9：模拟量 1 输入 

(V)  

10：模拟量 2 输入 

(mA) 

11：母线电压  

12：电能表低位 

13：电能表高位   

基本参数 

P02.02 散热器过热保护

时间 h 

散热器达到保护温

度后可以运行的时

间 

P09.00 累计通电时间 h  
P09.01 累计运行时间 h  

P09.02 散热器最高温度 ℃ 散热器当前最高温

度 

P09.03 能量回馈硬件版

本 
 
 

 

P09.04 能量回馈软件版

本 
 
 

 

P09.05 能量回馈版本 1  显示软件小版本 

P09.06 能量回馈额定功

率 
kW 

 

 
 

辅助参数 

P09.07 能量回馈额定电

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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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9.08 能量回馈最大电

流 
A 

 

P09.09 能量回馈功率系

数 
 
 

 

P09.10 电流传感器电流 A  

P09.11 IGBT 模块额定电

流 
A 

 
 
 

P09.12 制动 IGBT 电流  
 

 
 

P09.13 
三相电流平衡系

数 
 
 

 

P09.20 回馈电能高位 KWH 显示节约电能的高位 
（最大值 9999） 

P09.21 回馈电能低位 KWH 显示节约电能的低位 
（最大值 9.999） 

P09.22 总回馈电能高位 KWH 显示总节约电能的高位 
（最大值 9999） 

P09.23 总回馈电能低位 KWH 显示总节约电能的低位 
（最大值 9.999） 

 
6.2.3.2 【参数学习】状态详述 

在【参数学习】状态下通过修改 ATun=X 中 X的值来选择对应的自

学习方式。按
ENTER

，在待修改参数位上多了一个指示修改位的光标，

按 或 选择自学习的项目，按
ENTER

确认，自整定选择参数有2种

模式，含义分别如下：    

0 正常运行模式 

1 能量回馈自学习 

按
ESC

可以返回到上一级菜单状态。 

6.2.3.3 【故障检查】状态详述 

在【故障检查】状态下可以查看最近发生的 8 次故障的内容和故

障发生时记录的电压、电流、给；定速度、反馈速度状态。主状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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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下按
ENTER

会显示 ERo=X，按 或 会在 ER0 到 ER7 之间变化，其

中 ER0 表示最近发生的故障序号，ER7 表示最远一次的故障序号，X表

示当前序号下的故障代码，同时下面会有中文显示该故障代码的故障

含义。在故障代码显示状态再按一次
ENTER

，会显示当前故障下记录的

直流母线电压（Udc）、输出电流（Irms）、给定速度（Vref）、反馈速

度（Vfbk），再按
ENTER

又会回到故障代码显示状态。按
ESC

可以返回到

上一级菜单状态。 

6.2.3.4 【参数处理】状态详述  

在【参数处理】状态下可以进行参数的上传、下载、初始化参数、

清除所有故障。通过修改 Init=X 中 X 的值来选择对应的操作方式。按

ENTER
，在待修改参数位 X上多了一个指示修改位的光标，按 或

选择对应的操作方式，按
ENTER

确认，参数处理选择参数有 4 中模式，

含义分别如下： 

1 参数上传到操作器 

2 参数下载到能量回馈 

7 复位参数 

8 复位故障 

按
ESC

可以返回到上一级菜单状态。 

6.2.3.5 故障代码表 
        

故障显示 故障

代码 

故障名称 备注 

IGBTFault 1 模块过流故障保 当硬件的过流保护引脚



STEP Sigriner                                                                            AS.RG 系列电梯专用能量回馈装置使用说明书  

29 

护 PE15 来低电平，报此故

障 

OT 3 过热 散热器温度超过 80 度

时，报此故障 

OV 8 母线过压 当母线电压超过 800V

（200V 级为 425V），并

持续一定时间，报此故障 

UV 9 母线欠压 当母线电压小于 400V

（200V 级为 180V），并

持续一定时间，报此故障 

OCIabc 21 软件过流 (abc

相电流过流) 

电流瞬时值大于 IGBT的

额定电流时，报此故障 

OCIrms 27 软件过流(电流

有效值过流) 

电流超过能量回馈额定

电流 1.8 倍时，报此故障 

ExtFault 34 外部故障 当外部端子 0 来有效信

号时能量回馈关掉输出 

IabcAlarm 39 Ia,Ib,Ic 不运

行时三相电流瞬

时值过大报警 

不运行时三相输出有电

流时，报此故障 

PLL 43 电网故障保护 电 网 电 压 低 于 304V

（200V 级为 176V）或三

相不平衡超过 10%时，报

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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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AV 44 母线电压上电异

常 

上电后母线电压低于

430V 或大于 805V（200V

级为低于 248V 或大于

465V）时持续大于 4s，

报此故障 

OVac 45 电网过压 当电网电压大于 465V

（200V 级为大于 255V）

时，报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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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环境要求 
7.1 开发中的环境观点 

与以前的能量回馈系列比较，由于使用高度组合的元件和模块化

结构，整个系列的零件数目大大减小，因此降低了生产中的能源消耗。

虽然体积有所增加，但是重量、金属与塑料零件的多样化大大减少。 

7.2 生产中的环境观点 

 供货零件的运输主要以可以回收包装的形式进行。 

 采用热镀锌板，不采用其它涂漆板。 

 在电路板上使用 ASIC 和 SMD 组件。 

 产品无放射性。 

7.3 废品处理的环境观点 

 能量回馈装置用螺钉和卡钩连接，可以拆成机械零件回收。 

 任何一件电子产品和设备都有使用寿命，都会损坏报废，即使还

能使用，也会被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而淘汰，本公司的电子产品

和设备的生命周期为 20 年。当各类电子产品报废，如处理不当会

对环境产生污染。我公司要求客户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回收

系统，不得作为一般生活垃圾或一般工业固废予以丢弃处置，应

该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

法》，以环境无害化方式贮存、利用或请有资质处理的单位统一回

收处理，禁止任何缺乏资质的个人和单位从事拆解、利用、处置

电子废物的活动。请勿将电子废物随普通家庭废弃物一起丢弃。 

请致电当地废品处理机构或环境保护机构，获取关于处理电子废

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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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能量回馈装置及变频器常见问题解答 
8.1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和其他品牌有何不同？ 
技术优势 

 使用专用高速算法控制芯片，及时准确跟踪电网电压，反馈冲击

小，效率高； 

 采用柔性回馈 PWM 脉宽调制技术，输出相位准确，有效抑制高次

谐波； 

 选用高速 IGBT 开关器件，开关损耗少，运行效率高； 

 低谐波。 回馈电网电能谐波含量低,网侧电流波形正弦化，电流

总谐波（THD）远小于 5%； 

 高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近似等于 1，可用于电网的功率补偿；  

 无需制动斩波器，可选配制动电阻增强电梯系统安全性 ； 

 采用能量回馈专用电抗器，dv/dt 耐冲击性高，铁芯损耗低，长

寿高效； 

 安全可靠的保护功能。如过流、短路、温度以及网侧电压异常等； 

 具有动态响应快，能在短时间内输出大电流，整体效率高等优点； 

 采用长寿命滚珠轴承风扇整机强迫风冷，设备工作温度低，回馈

效率高； 

 电能自动检测功能，软件中带有电能自动检测功能，可以将回馈

的再生能源数据记录下来，可以随时使用手持操作器进行查看能

量回馈的节能效果。 

 产品符合多种严格的国家和行业标准。 

8.2 为什么要使用能量回馈装置？ 

当电梯工作在制动状态和机械能释放状态下时，将产生大量的电

能，如果使用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那么这部分电能将通过制动电阻

或制动单元转换成热能消耗掉，是机房的温度升高，为电梯控制系统

的正常工作埋下安全隐患；而能量回馈则可以将产生的电能再次回馈

到电网，不但节约了能源，还可以给机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与制动单元的区别是什么？ 

能量回馈装置是将电机再生发电的电能反馈回电网(此时电表反

转)，供其他设备使用，回馈效率可以高达 96%以上。而制动单元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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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电阻一起使用，将电机再生发电的电能消耗在制动电阻上变成热

能浪费掉。另外，后一种制动方式与 AS.RG 相比制动转矩小，无法实

现电机的精密制动。 

 能量回馈装置会不会对电网产生影响？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不会对电网造成影响。因为 AS.RG 系列

能量回馈内置了多重噪声滤波器，输出电流畸变率小于 5%，因此不会

对电网造成影响，也不会干扰其他设备。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可以适应那些电网？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可以自动适应 300V~460V的三相交流电

网，能满足国内各地电网电压的需要，设定的动作电压是直流母线电

压，随电网电压的波动自动调整工作电压。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可以适应的电机功率范围是多少？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可以适应<30kW 电机功率范围.  

8.3 电梯回馈制动节电原理 

当我们把一个重物从低处提到高处时，必须要付出能量。当把这

个重物从高处放回低处时，这个能量将会释放出来，这是“能量守恒”

原理。对于电梯是同样的道理，当把电梯向上提时，我们要使用电能。

当把电梯从高处放下时，电梯要放出能量。这个能量我们通常使用制

动电阻来耗损掉。所以，每个电梯间都有很多个制动电阻，电梯使用

时，这些电阻都产生很高的热量，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电能，还使电梯

机房的温度升高，为电梯控制系统的正常工作埋下安全隐患。以至于

我们往往要安装空调来降低电梯间温度，其实这个能量是完全可以利

用的。据统计，浪费的这部份能量约占电梯用电总量的 25-35%。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34 

电梯都使用了平衡重，这改变了能量的峰值点，但是没有改变平

均耗能。 

使用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后，可以将这部份电能回馈到电网，

再次被利用，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电能。 

使用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后，至少有两大好处： 

1、省电 20-50%，每年可以为你节省上万元的电费。 

2、由于不再使用制动电阻来耗电，电梯机房内环境有了彻底的改

变，可以不再使用空调，节省了空调设备费用和空调电费。 

这种回馈的电能一般被电梯周围的用电设备就地使用了，比如另

外一部电梯，照明，空调等等。由于有了这部分再生电能，你从供电

局电网吸取的电能就少了许多，缴给供电局的电费就少了许多。这个

回馈的电能，达到国家规定的电力指标 。 

这种有能量回馈的电梯控制装置，是 20 世纪末最先进的产品，一

般叫“四象限变频驱动装置”，50 层以上的高楼，几乎全部采用这种

装置。对 50 层以下的电梯，由于进口回馈设备的造价太高，一直没有

大面积使用。 

进口高档电梯（3.5m/s 以上），很多都采用的这种设备。 

能量回馈装置并不会给电梯的安全性带来方面影响。相反，因为

不再使用电阻，有效避免了电阻发热使机房温度升高。由于电梯机房

间温度的降低，电梯变频设备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要比工作在高温环境

下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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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能量回馈装置工作原理和特点 

能量回馈装置的工作原理是把变频器直流环节的电能，变换成一

个和电网电源同步同相位的交流正弦波，把电能反馈回电网，再生利

用。 

 

 

 

 

 

 

 

 

 

 

8.5 在交流调速系统中，经常会遇到变频器直流侧电压升高而不能正

常工作的情况，为什么? 

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电动机产生再生电能的原因。 

再生电能产生是由于电动机工作在发电状态----电机转速大于变

频器输出同步转速。这部分能量必须要消耗掉，或回馈到电网，使变

频器中间环节直流电压保持在正常范围，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

使用制动单元或回馈单元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制动单元工作时，变频器输出一个和负载力矩相反的制动力矩，

使负载产生类似制动的效果，因此我们称之为制动单元。 

在大惯性负载，势能负载，电动机会被其他设备拖动的情况下，

要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一般都会需要制动单元。制动电压必须足够

高，不能因为电网电压升高而使制动单元误动作。 

 

 

直流电压观测

和电流运算 

交流电压观测

和同步发生 

IGB PWM 
逆变发生  

L 滤波 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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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制动力矩计算 

要有足够的制动力矩才能产生需要的制动效果，制动力矩太小，

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脱。 

制动力矩越大，制动能力越强，制动性能越好。但是，制动力矩

要求越大，设备投资也会越大。 

制动力矩精确计算困难，一般进行估算就能满足工程要求。 

按 100%制动力矩设计，可以满足 90%以上的负载。 

8.7 电阻制动单元的制动电流计算（按 100%制动力矩计算） 
制动电流是指流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直流电流。 

   380V 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 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取值 k=0.7  (适

用于绝大部分场合)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 680-710V，一般可取值 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完全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W）=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I） 

计算得到： 

I=P.....制动电流安培数=电机(kW) 即每 kW 电动机需要 1A 制动电流

就可以有 100%制动力矩 

 

8.8 制动电阻计算和选择（按 100%制动力矩计算） 

     电阻值大小间接决定了系统制动力矩的大小。制动力矩太小，变

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脱。 

电阻功率选择是基于电阻能安全地长时间工作。电阻功率选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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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就会温度过高而损坏。 

380V 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 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取值 k=0.7  (适用于绝

大部分场合)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680-710V， 一般可取值 700V。 

R-----------制动电阻等效电阻值，单位为Ω 

Q-----------制动电阻额定耗散功率，单位为 kW 

S-----------制动电阻功耗安全系数，s=1.4 

Kc----------制动频度，指再生过程占整个电动机工作过程的比例，

这是一个估算值，要根据负载特点估算，一般地电梯 Kc

取值为 10-15%。 

电阻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W）=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V/R） 

计算得到： 

制动电阻 R=700/P     即制动电阻值=700/电机（kW） 

电阻功率计算基准： 

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能被电阻完全吸收并变为热能释放 

Q=P*k*Kc*s=P*0.7*Kc*1.4 

近似为 Q=P*Kc 

因此得到： 

电阻功率 Q=电动机功率 P*制动频度 Kc  

8.9 制动单元安全极限 

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值为 70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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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流不可以大于制动单元允许的最大电流 

8.10 制动电阻一定要选择无感电阻吗？ 

市场上很多制动单元要求选择无感电阻，原因是制动单元没有设

计缓冲回路或续流回路，电阻电感过大会损坏制动单元。但是，无感

电阻比普通电阻贵许多。最好制动单元考虑得更全面，内部设计有缓

冲回路或续流回路，因此对电阻没有特殊要求，可以使用任何一种普

通电阻。给用户带来极大的方便。 

8.11 电阻发热量和电阻值的选择有关吗？ 

只要系统能够正常工作，再生能量的大小是由整个系统特性及变

频器参数决定，和制动电阻的值基本无关。当然，如果电阻值选取不

当，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情况会有不同。 

电阻功率 Q=电动机功率 P*制动频度 Kc  

8.12 制动单元或回馈单元的选择 

当制动频度在 10%以下，或电机功率较小时，使用电阻耗能制动

单元有利于节省投资。 

当系统制动频度超过 15%时，或当电机功率较大时，使用电阻耗

能制动单元不仅费用很高，同时运行过程消耗大量的电能，使电控柜

温度上升。使用能量回馈制动单元就可以收到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不仅可以节省运行过程中消耗的大量电能，而且可以使电控柜

内温度下降，彻底改变了夏天户外电控柜高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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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录 
附录 1 国标 GB/T 14549-93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用电网谐波的允许值及其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额定频率为 50Hz ，标称电压 110kV 及以下的

公用电网。 

  标称电压为 220kV 的公用电网可参照 110kV 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暂态现象和短时间谐波。  

2 引用标准 

  GB 156 额定电压 

3 术语 

3.1 公共连接点 point of common coupling 

  用户接入公用电网的连接处。 

3.2 谐波测量点 harmonic measurement points 

  对电网和用户的谐波进行测量之处。 

3.3 基波（分量） fundamental （ component ） 

  对周期性交流量进行付立叶级数分解，得到的频率与工频相同的

分量。 

3.4 谐波（分量） harmonic （ component ） 

  对周期性交流量进行付立叶级数分解，得到频率为基波频率大于       

1 整数倍的分量。 

3.5 谐波次数（ h ） harmonic order （ h ） 

  谐波频率与基波频率的整数比。 

3.6 谐波含量（电压或电流） harmonic content （ for voltag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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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 

  从周期性交流量中减去基波分量后所得的量。 

3.7 谐波含有率 harmonic ratio （ HR ） 

  周期性交流量中含有的第 h 次谐波量的方均根值与基波分量的

方均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第 h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以 HRUh 表示，第 h 次谐波电流含有率

以 HRIh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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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性交流量中的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与其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

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电压总谐波变率以 THDu 表示，电流总谐波畸变率以 THDi 表示。 

3.9 谐波源 harmonic source 

  向公用电网注入谐波电流或在公用电网中产生谐波电压的电气设

备。 

3.10 短时间谐波 short duration harmonics 

  冲击持续的时间不超过 2s ，且两次冲击之间的间隔时间不小于 

30s 的电流所含有的谐波及其引起的谐波电压。 

  注意：谐波术语的数学表达式见附录 A （补充件）。  

4 谐波电压限值 

  公用电网谐波电压（相电压）限值见表 1 。 

       表 1 

 

 

 



STEP Sigriner                                                                            AS.RG 系列电梯专用能量回馈装置使用说明书  

41 

各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 
电网标称电压 KV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 

奇次 偶次 

0.38 5.0 4.0 2.0 

6 

10 
4.0 3.2 1.6 

35 

66 
3.0 2.4 1.2 

110 2.0 1.6 0.8 

 

5 谐波电流允许值 

5.1 公共连接点的全部用户向该点注入的谐波电流分量（方均根值）

不应超过表 2 中规定的允许值。当公共连接点处的最小短路容量不同

于基准短路容量时，表 2 中的谐波电流允许值的换算见附录 B （补

充件）。  

表 2 注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0.38 10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1 12 9.7 18 8.6 16 7.8 8.9 7.1 14 6.5 12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6 100 43 34 21 34 14 24 11 11 8.5 16 7.1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6.1 6.8 5.3 10 4.7 9.0 4.3 4.9 3.9 7.4 3.6 6.8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0 100 26 20 13 20 8.5 15 6.4 6.8 5.1 9.3 4.3 7.9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3.7 4.1 3.2 6.0 2.8 5.4 2.6 2.9 2.3 4.5 2.1 4.1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35 250 15 12 7.7 12 5.1 8.8 3.8 4.1 3.1 5.6 2.6 4.7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42 

  2.2 2.5 1.9 3.6 1.7 3.2 1.5 1.8 1.4 2.7 1.3 2.5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66 500 16 13 8.1 13 5.4 9.3 4.1 4.3 3.3 5.9 2.7 5.0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3 2.6 2.0 3.8 1.8 3.4 1.6 1.9 1.5 2.8 1.4 2.6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A 标准电

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10 750 12 9.6 6.0 9.6 4.0 6.8 3.0 3.2 2.4 4.3 2.0 3.7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1.7 1.9 1.5 2.8 1.3 2.5 1.2 1.4 1.1 2.1 1.0 1.9 

 

  注意： 220kV 基准短路容量取 2000MVA.. 

5.2 同一公共连接点的每个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允许值按此用

户在该点的协议容量与其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之比进行分配。

分配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C （补充件）。 

6 测量 

  测量谐波的方法、数据处理及测量仪器的规定见附录 D （补充

件）。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07-31 批准 1994-03-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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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549—93 

 
附录 A 

谐波术语的数学表达式 
（补充件） 

A1  第 h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HRUh 

                       

1

100(%)h
h

UHRU
U

    ﹒﹒﹒﹒﹒﹒﹒﹒﹒﹒﹒﹒(A1) 

式中：Uh —— 第 h 次谐波电压（方均根值）； 

      U1 —— 基波电压（方均根值）。 

A2  第 h 次谐波电流含有率 HRIh 

                        

1

100(%)h
h

IHRI
I

      ﹒﹒﹒﹒﹒﹒﹒﹒﹒﹒﹒﹒(A2) 

式中：Ih —— 第 h 次谐波电压（方均根值）； 

      I1 —— 基波电压（方均根值）。 

A3  谐波电压含量 UH 

             
 2

2
H

h
hU U





 
        ﹒﹒﹒﹒﹒﹒﹒﹒﹒﹒﹒﹒(A3) 

A4  谐波电流含量 

 2

2
H

h
hI I





 
        ﹒﹒﹒﹒﹒﹒﹒﹒﹒﹒﹒﹒(A4) 

A5  电压总谐波畸变率 THD 

1

100(%)H
u

UTHD U
 

      ﹒﹒﹒﹒﹒﹒﹒﹒﹒﹒﹒﹒(A5) 

A6  电流总谐波畸变率 THD 

1

100(%)H
i

ITHD I
 

       ﹒﹒﹒﹒﹒﹒﹒﹒﹒﹒﹒﹒(A6)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44 

GB/T  14549—93 

 
附录 B 

谐波电流允许值的换算 
（补充件） 

当电网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不同于表 2 基准短路容量时，按下式修正

表 2 中的谐波电流允许值： 

             
1

100(%)h
h

IHRI
I

      ﹒﹒﹒﹒﹒﹒﹒﹒﹒﹒﹒ (B1)  

式中：Sk1——公共连接点的最小短路容量，MVA； 

Sk2——基准短路容量，MVA； 

Ihp——表 2 中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Ih——短路容量为 Sk1 时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 
 

附录 C 
谐波的基本计算式 

（补充件） 

C1 第 h 次谐波电压含有率 HRUh与第 h 次谐波电流分量 Ih 的关系： 

                3
(%)

10
h h

h
N

Z IHRU U
 




    ﹒﹒﹒﹒﹒﹒﹒﹒﹒﹒﹒ (C1) 

近似的工程估算按（C2）或（C3）式计算： 

3
(%)

10
hN

h
k

hU IHRU S
  




  ﹒﹒﹒﹒﹒﹒﹒﹒﹒﹒﹒ (C2) 

或              10
(%)

3
k h

b
N h

S HRUI U
 


 

     ﹒﹒﹒﹒﹒﹒﹒﹒﹒﹒﹒ (C3) 

式中： UN——电网的标称电压，KV； 

Sk——公共连接点的三相短路容量，MVA； 

Ih ——第 h 次谐波电流，A； 

Zh——系统的第 h 次谐波阻抗，Ω 

C2  两个谐波源的同次谐波电流在一条线路的同一相上迭加，当相位角已知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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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4549—93 

 

（C4）式计算： 

2 2

1 221 2 cosh h h hh hI I II I     
   ﹒﹒﹒﹒﹒﹒﹒﹒﹒﹒﹒ (C4) 

式中： Ih1——谐波源 1 的第 h 次谐波电流，A； 

Ih2——谐波源 2 的第 h 次谐波电流，A；  

θh——谐波源 1 和谐波源 2 的第 h 次谐波电流之间的相位角。 

当相位角不确定时，可按（C5）式进行计算： 

2 2

1 21 2h h h hh hI K I II I  
       ﹒﹒﹒﹒﹒﹒﹒﹒﹒﹒﹒ (C5) 

式中 Kh系数按表 C1选取。 

表 C1公式（C5）中系数 Kh的值 

h 3 5 7 11 13 9|>13|偶次 

Kh 1.62 1.28 0.72 0.18 0.08 0 

   两个以上同次谐波电流迭加时，首先将两个谐波电流迭加，然后再与第三个谐

波电流相迭加，以此类推。 

两个及以上谐波源在同一节点同一相上引起的同次谐波电压迭加的计算式与

式（C4）或（C5）类同。 

C3 在公共连接点处第 i个用户的第 h次谐波电流允许值（Ihi）按（C6）式计算： 

          1)(hi h IiS SI I


           ﹒﹒﹒﹒﹒﹒﹒﹒﹒﹒﹒ (C6) 

式中： Ih ——按附录 B 换算的第 h 次谐波电流允许值，A； 

Si ——第 i 个用户的用电协议容量，MVA；  

SI ——公共连接点的供电设备容量，MVA； 

α——相位迭加系数，按表 C2 取值。 

表 C2 

h 3 5 7 11 13 9|>13|偶次 

α 1.1 1.2 1.4 1.8 1.9 2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46 

GB/T  14549—93 

 

附录 D 
测量谐波的方法、数据处理及测量仪器 

（补充件） 

D1  谐波电压（或电流）测量应选择在电网正常供电时可能出现的最小运行方式，

且应在谐波源工作周期中产生的谐波量大的时段内进行（例如：电弧炼钢炉应在

熔化期测量）。 

D2  测量的谐波次数一般为第 2 到第 19 次，根据谐波源的特点或测试分析结果，

可以适当变动谐波次数测量的范围。 

D3  对于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源（例如：炼钢电弧炉、晶闸管变流设备供电的轧机、

电力机车等），测量的间隔时间不大于 2min，测量次数应满足数理统计的要求，

一般不少于 30 次。 

     对于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可选 5 个接近的实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 

D4  谐波测量的数据应取测量时段内各相实测量值的 95%概率值中最大的一相

值，作为判断谐波是否超过允许值的依据。 

但对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可选五个接近的实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 

注：为了实用方便，实测值的 95%概率值可按下述方法近似选取，将实测值按由

大到小次序排列，舍弃前面 5%的大值，取剩余实测值中的最大值。 

D5  谐波的测量仪器 

D5.1   仪器的功能应满足本标准测量要求。 

D5.2   为了区别暂态现象和谐波，对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每次测量结果可为 3s

内所测值的平均值。推荐采用下式计算： 

2

1

1 )(
m

h
k

hkm
UU



 
       ﹒﹒﹒﹒﹒﹒﹒﹒﹒﹒﹒ (D1) 

式中：Uhk——3s 内第 k 次测得的 h 次谐波的方均根植； 

m ——3s 内取均匀间隔的测量次数，m≥6。 

D5.3  仪器准确度 

谐波测量仪的允许误差,见表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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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谐波测量仪的允许误差 
等级 被测量 条件 允许误差 

电压 
Uh ≥ 1%UN 

Uh ＜ 1%UN 

5% Uh 

0.05% UN 

A 

电流 
Ih ≥ 3%IN 

Ih ＜ 3%IN 

5% Ih 

0.15% IN 

电压 
Uh ≥ 3%UN 

Uh ＜ 3%UN 

5% Uh 

0.15% UN 
B 

电流 
Ih ≥ 10%IN 

Ih ＜ 10%IN 

5% Ih 

0.05% IN 

注：①UN为标称电压，Uh 为谐波电压；IN为额定电流，IN为谐波电流。 

    ②A 级仪器频率测量范围为 0~2500Hz，用于较精确的测量，仪器的相角测量误差不大于±5

°或±1°·h；B 级仪器用于一般测量。 

D5.4  仪器有一定的抗电磁干扰能力，便于现场使用。仪器应保证其电源在标称

电压±15%，频率在 49Hz~51Hz 范围内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超过 8%条件下能正常

工作。 

D6   对不符合 D5.2 条规定的仪器，可用于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的测量。如用于

负荷变化快的谐波源的测量，测量条件和次数应分别符合 D1 和 D3 条的规定。 

D7  在测量的范围内，仪用互感器、电容式分压器等谐波传感设备应有良好的频

率特性，其引入的幅值误差不应大于 5%，相角误差不大于 5°。在没有确切的频

率响应误差特性时，电流互感器和低压电压互感器用于 2500Hz 及以下频率的谐波

测量；6~110KV 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可用于 1000Hz 及以下频率测量；电容式电压

互感器不能用于谐波测量。在谐波电压测量中，对谐波次数或测量精度有较高需

要时，应采用电阻分压器（UN ＜1kV）或电容式分压器（UN ≥1kV）。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电压电流等级和频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档。 

本标准由能源部电力司负责起草。能源部电力科学研究院、四川省电力工业

局、华中理工大学、湖南省电力工业局、山西电力试验研究所等参加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曲涛、任元、林海雪、杜德立、陈宝喜、李平之、吕润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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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香港机电工程署  《电梯节能装置规则》 
1)  节选香港机电工程署《电梯节能装置规则》（2007 编制）的第 4 章《升降梯标

准》的 4.3 电机驱动系统总谐波失真。 
     升降梯马达的驱动系统的总谐波测量应该在升降梯轿箱负载为额定负载、升

降速度为额定速度下测量值，其值应满足下表中最大允许值： 

电机驱动电流（额定电流） 最大 THD 值(%) 

I<40A 40 

40A≤I<80A 35 

80A≤I<400A 22.5 

400A≤I<800A 15 

 
2) 节选香港机电工程署《电梯节能装置规则》（2007 编制）的第 5 章《自动扶梯

/输送梯标准》 

的 5.3 电机驱动系统总谐波失真。 

     自动扶梯/输送梯驱动系统的总谐波测量应该在输送梯或自动扶梯没有负载

下测量，其值应满足下表中最大允许值： 

   电机驱动电流（额定电流） 最大 THD 值(%) 

I<40A 

35 
直接从建筑电网取

电 

40 
间接从建筑电网取

电 

40A≤I<80A 35 

80A≤I<400A 22.5 
 
3)   香港机电工程署《电梯节能装置规则》（2007 编制）原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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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The Code of Practice for Energy Efficiency of Lift & Escalator 

Installations aims to set out the minimum design requirements on energy 

efficiency of lift & escalator installations. It forms a part of a set of 

comprehensive Building Energy Codes that address energy efficiency 

requirements on building services installations.  Designers are encouraged 

to adopt a proactive approach to exceed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The Building Energy Codes were developed by ad hoc task forces 

under the Energy Efficiency & Conservation Subcommittee of the Energy 

Advisory Committee. The set of comprehensive Building Energy Codes 

cover this Code, the Codes of Practice for Energy Efficiency of Lighting 

Installations, Air Conditioning Installations, an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and the Performance-based Building Energy Code.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of the Building Energy Codes, the Hong 

Kong Energy Efficiency Registration Scheme for Buildings was also 

launched. The Registration Scheme provides the certification to a building 

complying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Building Energy Codes.  

To supplement and further explain the codes, corresponding Guidelines 

were also published. 

 
Amendments  

The Code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To suit changes i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to cope with trade practices, there have been 

amendments to the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which were agreed in code 

review task forces with members from representa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building industry including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trade associations and 

the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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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2, the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requirements were 

relaxed, the maximum THD requirements were relaxed for motor drive 

systems with circuit fundamental current less than 40A, the requirement on 

maximum allowable lift decoration load was added, the total power factor 

requirement on escalator/conveyor motor drive systems being at upward 

direction was clarified, and the requirement on lift traffic design being 

applicable to non-domestic buildings only was clarified. In 2005, the 

requirement on lift handling capacity & traffic design was waived. 

In 2007, the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requirements are 

upgraded; and high speed fire service lifts or sky lobby shuttles serving a 

tall zone are exempted from the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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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This Code is copyrighted and all rights (including subsequent 

amendment) are reserved.   

 
1. SCOPE 

1.1  This Code shall apply to passenger lifts, freight lifts, lifts used for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of motor vehicles, bed passenger lifts, escalators and 

passenger conveyors in all buildings,with the exclusion of the following 

installations : 

a)  Builders' lifts used for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of persons in a 

building construction site. 

b)  Hoists used for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of materials. 

c)  Service lifts.   

d)  Lifts and hoists installed in a performance stage. 

e)  Lift equipment for building maintenance. 

f)  Traction lift equipment with load > 5000kg and rated speed > 

3m/s. 

1.2  This Code shall apply to new installations and upgrading of 

motor drive and controller in relations to lifts, escalators and passenger 

conveyors.   

2. DEFINITIONS 

The expressions that appear in this Code are defined as follows:- 

“Bed Passenger Lift” means a lift used for transportation of passenger 

and bed including stretcher. 

“Building” has the meaning assigned to it in section 2 of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Cap. 123). 

“Builders' Lift” means a lift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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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at has a cage; 

(b) the operating controls for which are located inside the cage; 

(c) the cage of which is raised and lowered by means of a rack and 

pinion suspension system or rope suspension system; 

(d)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of which is restricted by guide or guides, 

and is used for construction work, and includes the supports, liftway 

and enclosures and the whole of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apparatus requi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peration and safety of the 

builder’s lift; 

“Commercial Building” means a building, or that part of the building, 

constructed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business, trade or entertainment. 

“Composite Building” means a building that is partly domestic and 

partly non-domestic. 

“Domestic Building” means a building constructed or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habit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domestic purpose” shall be 

construed accordingly. 

“Escalator” means an inclined, continuous stairway which is driven by 

mechanical power and used for raising or lowering passengers. 

“Freight Lift” means a lift mainly intended for the transport of goods, 

which are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persons handling the goods. A 

general freight lift is one which:- 

•  the loading in the lift will normally be evenly distributed over the 

floor of the car; 

•  the weight of any single piece of freight, or the weight of any 

single truck, which may be used in the loading of the lift, and the load 

therein, will be no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rated load of the lift; 

•  the lift will be loaded only manually or by means of trucks which 



STEP Sigriner                                                                            AS.RG 系列电梯专用能量回馈装置使用说明书  

53 

are not driven by any form of power. 

An industrial truck loaded freight lift is one which will be loaded and 

unloaded by industrial truck, and the loading is not necessarily evenly 

distributed over the floor, and the weight of any single piece of freight and 

its truck can exceed a quarter of the ratedload of the lift. 

“Hotel” means any building used wholly or in part primarily for the 

purpose of accommodation on a commercial basis. 

“Hydraulic Lift” means a lift which the lifting power is derived from an 

electrically driven pump transmitting hydraulic fluid to a jack, ac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n the lift car.  

“Lift” means a lifting machine or appliance having a car or platform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of which is restricted by a guide or guides, but 

does not include an escalator. 

“Lift Bank” means a lift system with two or more lift cars serving a 

zone. 

“Passenger Conveyor” means a continuous walkway which is driven by 

mechanical power and used for the conveyance of passengers on the 

same or between different traffic levels.  

“Passenger Lift” means a lift which is wholly or mainly used to carry 

persons. 

“Rated Speed” of an escalator or a passenger conveyor means the speed 

of a no-load escalator or passenger conveyor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ing steps, pallets or the belt at which the steps, pallets on the belt 

move and for which the escalator or passenger conveyor has been built 

and normal operation is guaranteed by the manufacturer. 

“Service Lift” means a lift, used or intended to be used exclusively for 

carrying goods,having a rated load of not more than 250 kg and a car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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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area of the floor is not more than 1 m2 and whose height is not 

more than 1200 mm. 

“Total Power Factor” =
222 DQP

P


 

   Where P=active power in kW of fundamental component  
         Q=reactive power in kVAr not including any harmonic 
component 
         D=distortion power in kVAd contributed from harmonic 
components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THD)” =
1

2

2

I

I
h

h�


  

Where I1=r.m.s value of fundamental current(A)  
           Ih= r.m.s value of current of the hth harmonic order(A)    
 

3. GENERAL APPROACH 

This Code sets ou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achieving 

energy-efficient lift, escalator and passenger conveyor installations. 

The Code′s requirements entail the following aspects : 

a)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lifts, escalators & 

passenger conveyors 

b)  Energy management of lifts, escalators & passenger conveyors, 

and 

c)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and total power factor 

If conflict(s) occur between the requirements of this Code of Practice 

and the latest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Ordinances and 

their subsequent amendmen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flicting 

publications/Ordinances shall supersede the conflicting requirements 

of this Code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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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Electricity Wiring Regulation 

published by Electrical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ifts and 

Escalators published by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Examination, Testing and Maintenance 

of Lifts and Escalators, published by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Building Works for Lifts and Escalators, 

published by Building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de of Practice for Minimum Fire Service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and Inspection, Testing and Maintenance of 
Installations and Equipment published by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ircular Letters relating to Lift and Escalator issued by the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and Building (Planning) 
Regulations, Cap. 123. 

 The Lifts and Escalators (Safety) Ordinance, Cap.327. 
 The Electricity Ordinance, Cap. 406. 
 The Noise Control Ordinance, Cap. 400. 

 

4. REQUIREMENTS ON LIFT 
4.1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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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Traction Lifts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the motor drive of any traction 

lift system carrying a rated load at its rated speed in an upward direction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indicated in 

Table (4.1.1a), Table (4.1.1b) and Table (4.1.1c).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kW) of Traction Lift Systems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c) in m/s Rated Load(kg) 
Vc < 1 1 ≤ Vc < 1.5 1.5 ≤ Vc < 2 2 ≤ Vc < 2.5 2.5 ≤ Vc < 3 

L < 750 6.7 9.5 11.4 15.2 17.1 
750 ≤ L < 1000 9.5 11.4 16.2 20 22.8 

1000 ≤ L < 1350 11.4 16.2 20.9 25.7 30.4 
1350 ≤ L < 1600 14.3 19 25.7 30.4 36.1 
1600 ≤ L < 2000 16.2 23.8 30.4 37.1 43.7 
2000 ≤ L < 3000 23.8 35.2 44.7 56.1 66.5 
3000 ≤ L < 4000 31.4 45.6 59.9 74.1 87.4 
4000 ≤ L < 5000 39.9 57 74.1 92.2 109.3 

L ≥ 5000 0.0079L +0.475 0.0112L +0.95 0.0148L +0.48 0.018L +1.9 0.0217L+0.475 

Table (4.1.1a)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Traction Lifts (Vc < 3)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kW) of Traction Lift Systems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c) in m/s 
Rated Load(kg) 

 
3 ≤ Vc < 3.5 3.5 ≤ Vc < 4 4 ≤ Vc < 5 5 ≤ Vc < 6 6 ≤ Vc < 7 

L < 750 20 21.9 29.5 38 46.6 
750 ≤ L < 1000 25.7 57 85.5 114 142.5 
1000 ≤ L < 1350 34.2 23.8 30.4 42.8 49.4 
1350 ≤ L < 1600 40.9 61.8 90.3 123.5 152 
1600 ≤ L < 2000 50.4 28.5 37.1 49.4 58.9 
2000 ≤ L < 3000 75.1 71.3 109.3 142.5 180.5 
3000 ≤ L < 4000 98.8 32.3 43.7 57 68.4 
4000 ≤ L < 5000 123.5 83.6 125.4 166.3 209 

Table (4.1.1b)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Traction Lifts (3 ≤ Vc < 7)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kW) of Traction Lift Systems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c) in m/s Rated Load(kg) 
7 ≤ Vc < 8 8 ≤ Vc < 9 Vc ≥9 

L < 750 37.1 49.4 4.643Vc + 0.0013Vc
3
 

750 ≤ L < 1000 66.5 78.9 6.192Vc + 0.002 Vc
3
 

1000 ≤ L < 1350 99.8 147.3 8.357Vc + 0.002Vc
3
 

1350 ≤ L < 1600 194.8 242.3 9.905Vc + 0.0025 V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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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 L < 2000 42.8 57 12.381Vc + 0.0013Vc
3
 

2000 ≤ L < 3000 76 90.3 18.572Vc + 0.0029Vc
3
 

3000 ≤ L < 4000 114 166.3 24.762Vc + 0.0036Vc
3
 

4000 ≤ L < 5000 223.3 275.5 30.953Vc + 0.0046Vc
3
 

Table (4.1.1c)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Traction Lifts (Vc ≥ 7) 

Exception: 

Lifts with rated speed not less than 9 m/s serving a zone of over 

50-storey or over 175m between top/bottom-most landing and 

principle/ground landing, and designated as fire service lifts or sky lobby 

shuttles serving two principle stops. 

4.1.2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Hydraulic Lifts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the hydraulic oil pump motor 

of any hydraulic lift system carrying a rated load at its rated speed in an 

upward direction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indicated in Table (4.1.2). 
Rated Load（kg）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kW) under 

rated conditions 
L < 1000 26.6 

1000 ≤ L < 2000 50.4 
2000 ≤ L <3000 71.3 
3000 ≤ L < 4000 92.2 
4000 ≤ L < 5000 115 

L ≥5000 0.023L 
Table (4.1.2)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Hydraulic Lifts 
 

4.1.3 Maximum Allowable Decoration Load 

The maximum sole decoration load shall not be more than 50% of the 

rated load with a limitation of 600kg. 

 

4.2 Energy Management of Lift Systems  

a) Under normal operating status, at least one lift car of a lift bank 

shall operate under a standby mode during off-peak period when the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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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 on the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low. 

b) Under a standby mode of operation, a lift car does not respond to 

passenger calls until it returns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mode. If the lift is 

utilising DC M-G motor drive, the driving motor of the DC M-G motor 

drive system shall also be shut down during this standby mode operation. 

c) Metering devices or permanent provisions (including suitable 

accessibility and sufficient space) for connection with such devices shall be 

provided for each electricity supply feeder for the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cluding the electrical load of the motor drive and the auxiliary 

loads such as ventilation and lightings, for measurement of voltages 

(phase-to-phase and phase-to-neutral), currents (line currents and neutral 

currents), total power factor, energy  consumption (kWh), power (kW) 

and maximum demand (kVA) for the lift system. 

d) For each lift car within a lift bank, when it has been idling for 2 

minutes with the lift doors closed, the lift car’s ventilation shall be shut off 

automatically until the lift car is activated again by passenger call. 
 

4.3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of Motor Drive Systems  

At the moment a lift car is moving up with rated load at its rated 

speed, the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produced by the lift motor 

drive system measured at the isolator connecting the lift equipment to the 

feeder circuit of the building is limited to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specified in Table (4.5) : 
Circuit Fundamental Current of Motor Drive   Maximum THD (%) 

I < 40A 40 
40A ≤ I < 80A 35 

80A ≤ I < 400A 22.5 
400A ≤ I < 800A 15 

Table (4.3) : Maximum Allowable THD for Lift Motor Driv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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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otal Power Factor of Motor Drive Systems 

The Total Power Factor of a motor drive circuit measured at the 

isolator connecting the lift equipment to the building’s feeder circuit shall 

not be less than 0.85 when the lift car is carrying a rated load at its rated 

speed in an upward direction. In case the Total Power Factor is less than 

0.85, design calculations are required at design stage of a building project 

to demonstrate adequate provision of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to achieve 

the minimum Total Power Factor of 0.85. 
 
 
 

5. Requirements On Escalators & Passenger Conveyors  

5.1 Energy Management of Escalators & Passenger Conveyors  

Metering devices or permanent provisions (including suitable 

accessibility and sufficient space) for connection with such measuring 

devices sh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each electricity feeder for the escalators 

or passenger conveyors for measurement of voltages (phase-to-phase and  

phase-to-neutral), currents (line currents and neutral currents), total power 

factor, energy consumption (kWh), power (kW) and maximum demand 

(kVA).  
 

5.2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Escalators & Passenger 
Conveyors 
5.2.1 Escalators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Escalators  

When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the steps driving motor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shown in Table (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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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Rise of  
Escalator(m) 

Vr < 0.5 0.5 ≤ Vr < 0.6 0.6 ≤ Vr < 0.75 
600 R < 3.5 1283 1473 1853 
600 3.5 ≤ R < 5 1520 1805 2233 
600 5 ≤ R < 6.5 1758 2138 2613 
600 R ≥ 6.5 209R + 432 247R + 530  302R + 652 
800 R < 3.5 1425 1615 1948 
800 3.5 ≤ R < 5 1710 1995 2423 
800 5 ≤ R < 6.5 1995 2375 2898 
800 6.5 ≤ R < 8 2328 2755 3373 
800 R ≥ 8 230R + 588 253.6R +694 312.5R + 853 
1000 R < 3.5 1520 1805 2185 
1000 3.5 ≤ R < 5 1900 2185 2708 
1000 5 ≤ R < 6.5 2214 2660 3230 
1000 6.5 ≤ R < 8 2613 3040 3753 
1000 R ≥ 8 268R + 653 349.6R + 771 346.7R + 997 
Table (5.2a)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Escalator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escalator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5.2.2 Public Service Escalators  

When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the steps driving motor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shown in Table (5.2b). 

An escalator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ublic service escalator when all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pply: 

(i) They are part of a public traffic system including entrance and exit 

points (for example excalators connecting a traffic station and a premise); 

and 

(ii) They are suitable for regularly operating for approximately 140 

hours/week with a load reaching 100% of the brake load during periods 

lasting for at least 0.5 hour during any time interval of 3 hours.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it should be specified if it will be a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esca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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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Rise of  
Escalator(m) 

Vr < 0.5 0.5 ≤ Vr < 0.65 0.65 ≤ Vr < 0.75 
800 R < 3.5 1995 2375 2945 
800 3.5 ≤ R < 5 2375 2850 3515 
800 5 ≤ R < 6.5 2755 3278 4085 
800 6.5 ≤ R < 8 3135 3705 4608 
800 R ≥ 8 291.6R + 795 347.7R +  952 433R + 1183 
1000 R < 3.5 2138 2518 3135 
1000 3.5 ≤ R < 5 2518 3230 3705 
1000 5 ≤ R < 6.5 2898 3468 4275 
1000 6.5 ≤ R < 8 3278 3895 4893 
1000 R ≥ 8 305.6R +837 346.7R + 1109 456.9R + 1251  
Table (5.2b) :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Public Service Escalators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5.2.3 Passenger Conveyors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s  

When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the steps driving motor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shown in Table (5.2c) and Table (5.2d).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Nominal Length 
(L)of Conveyor 
 (m) Vr < 0.5 0.5 ≤ Vr < 0.65 0.65 ≤ Vr < 0.75 

800 L < 8 1093 1450 1900 
800 8 ≤ L < 12 1568 2100 2750 
800 12 ≤ L < 16 2043 2750 3500 
800 16 ≤ L < 20 2518 3900 4400 
800 L ≥ 20 120.6L + 97 186L+149 211L+169 
1000 L < 8 1235 1650 1900 
1000 8 ≤ L < 12 1995 2700 3050 
1000 12 ≤ L < 16 2660 3550 4000 
1000 16 ≤ L < 20 3278 4400 4950 
1000 L ≥ 20 155.8L + 124 209L+168 237L+190 
Table (5.2c):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Passenger Conveyor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Vr <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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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Nominal Length 
(L)of Conveyor 
 (m) 

0.75 ≤ Vr < 0.90 
800 L < 8 2138 
800 8 ≤ L < 12 3088 
800 12 ≤ L < 16 4085 
800 16 ≤ L < 20 5035 
800 L ≥ 20 240L + 192 
1000 L < 8 2138 
1000 8 ≤ L < 12 3468 
1000 12 ≤ L < 16 4560 
1000 16 ≤ L < 20 5653 
1000 L ≥ 20 270.7L + 216 

Table (5.2d):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Passenger Conveyor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0.75 ≤ Vr < 0.90)  
 

5.2.4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s  
When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the running active 

electrical power of a steps driving motor shall be equal to or less than the 
maximum allowable values shown in Table (5.2e) and Table (5.2f).  A 
passenger conveyor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 when the conditions in clause 5.2.2 (i) & (ii) apply.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Nominal Length 
(L)of Conveyor 
 (m) Vr < 0.5 0.5 ≤ Vr < 0.65 0.65 ≤ Vr < 0.75 

800 L < 8 1283 1663 1900 
800 8 ≤ L < 12 1568 1995 2612 
800 12 ≤ L < 16 2043 2613 3325 
800 16 ≤ L < 20 2518 3705 4180 
800 L ≥ 20 120.6L + 96 176.7L + 141  200.4L + 160  
1000 L < 8 1378 1758 1995 
1000 8 ≤ L < 12 1995 2565 2898 
1000 12 ≤ L < 16 2660 3373 3800 
1000 16 ≤ L < 20 3278 4180 4703 
1000 L ≥ 20 155.8L + 124 198.5L + 159 225L + 180 
Table (5.2e):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s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Vr <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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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in 
Watt for various Ranges of Rated Speed (Vr) 
in m/s 

Step Width(mm) Nominal Length 
(L)of Conveyor 
 (m) 

0.75 ≤ Vr < 0.90 
800 L < 8 2233 
800 8 ≤ L < 12 3088 
800 12 ≤ L < 16 4085 
800 16 ≤ L < 20 5035 
800 L ≥ 20 240.3L + 192  
1000 L < 8 2328 
1000 8 ≤ L < 12 3 468 
1000 12 ≤ L < 16 4560 
1000 16 ≤ L < 20 5653 
1000 L ≥ 20 270.7L + 216  

Table (5.2f): Maximum Allowable Electrical Power of Passenger Conveyor other than Public 
Service Passenger Conveyor operating under no-load condition (0.75 ≤ Vr < 0.90)  

 

5.3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of Motor Drive Systems 
When an escalator/conveyor is operating with no load at its rated 

speed, the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produced by a motor drive 
system measured at the isolator connecting the escalator equipment to the 
building’s feeder circui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allowable value specified 
in Table (5.3): 

Circuit Fundamental 
Current of Motor Drive 

Maximum THD (%) 

I < 40A 35, for electrical supply direct 
from building’s feeder circuit 

40, for electrical supply NOT 
direct from building’s feeder 
circuit 

40A ≤ I < 80A 35 
80A ≤ I < 400A 22.5 

Table (5.3) : Maximum THD of Motor Drive Systems for Escalators and Passenger Conveyors 

 

5.4 Total Power Factor of Motor Drive Systems 

The Total Power Factor of a motor drive measured/calculated at the 

isolator connecting the escalator/conveyor equipment to the power source 

shall not be less than 0.85 when the motor drive is operating under its brake 

load condition with rated speed in upward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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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s documentation are required to be submitted as proof. 

In case the Total Power Factor is less than 0.85 or manufacturer’s 

documentation is not available, design calculations are required at design 

stage of a building project to demonstrate adequate provision of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to achieve the minimum Total Power Factor of 0.85. 
 

附录 3 能量回馈工作中的潮流分析 

电力系统潮流分布是研究和分析电力系统的基础。主要包括：电

流和功率分布计算；功率损耗计算；电压损耗和各节点电压计算。电

力系统的潮流分布，主要取决于负荷的分布、电力网参数以及和供电

电源间的关系。 

计算电力线路和变压器上的功率损耗、电压降落常用的公式总结

如下： 

功率损耗：线路和变压器阻抗支路 

X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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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QPS Z 2

22

2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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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器的励磁支路

线路的对地支路                (1-2) 

电压降落：   

 





















U
QRPXU

U
QXPRU

UjUUd







                                        
（1-3） 

注意：采用以上公式计算时，P、Q、U 一定要用同一点（同一侧）

的值。 

   为了便于与能量回馈工作时的实际现场情况相对比，我将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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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一个供电网络。 

 

这里模拟的是楼宇里的供电系统，在电梯这个供电支路之前还有

另外两个等效负载 1 和等效负载 2，同时把电梯并联同在一个电能表

下的其他负载等效成一个负载 3。为了讨论在能量回馈工作时的情况，

把能量回馈看作一个（11＋j） KVA的电源，这相当于回馈功率为 11KW

回馈容量为 11.04KVA，功率因素达到 99.6％。小区的总的供电变压器

的容量定位为 100KVA，远大于能量回馈工作时反馈的容量，这与实

际的情形也是一致的。现在的目标就是分析在 100KVA 和（11＋j）KVA

两个电源同时供电时，这个系统的功率流向问题。 

我们把这个系统进一步简化成一个潮流分析的网络。这里用电负

载的大小以及输电线路的阻抗都是假设值，但是要注意能量回馈等效

电源的支路与它最接近的负载之间的线路参数是远小于它到其他负载

之间的线路参数。这里假设的值和实际的情况不会有大的出入，不会

对分析的结果造成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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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过程如下：在关于能量回馈的分析中，我们最关心的是功率

的分布。还有线路的阻抗对这种分布的影响。至于电压落降和变压器

的损耗，我们就不作计算了。 

由于各段的负载分布已知，各段线路阻抗也已知。 

设末端 E 点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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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潮流分析中，我们看到 D’从电源 A 方向得到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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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j2.07，而 D 点实际的负载是 20＋j3.可见能量回馈等效的电源 E

发出的电能完全被靠近它的负载 3 消耗。也没有流到 D’点之前，即没

有流到电能表 3 之前的线路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负载三消耗的功率，小于能量回馈发出的功

率。这时在计算

DS 时得到的仍然是个负的功率，说明实际的功率流向

是流到 D’前面的 C 点了，并被其利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能量回馈发

出的功率总是向其距离最近的负载供电，直到其发出的功率完全被消

耗。 

    这些在理论上的分析也得到了我们实际实验的支持，见以下

试验报告。 
 

AS.RG 系列能量回馈装置潮流分析试验 

1 试验目的 

   确认能量回馈工作时回馈电网的能量流向。 
 

2 试验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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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内容 

试验一  

 能量回馈装置不工作：即试验电路中的虚线部分是断开的，电机

只是靠电网供电，记录两电表度数。所用的变频器是 55KW，负载是

电阻，通过调节直流电机的励磁电压可以改变变频器实际输出功率，

即电机实际功率。在试验一里我们把电机的实际功率调在了 37KW。 
 

时间（分） 
脉冲表读

数 

机械表读

数 

电机实际功

率 

0 9.2 651.4 

7 14.9 656.4 

10 15.5 657.9 

15 19 661.4 

20 21.8 664.3 

25 25 667.4 

30 28.2 670.5 

37.2kW* 

             * 功率值为电能质量测试仪的瞬时值 
 

试验二   

投入能量回馈装置：即试验电路中虚线部分被连接上，这是在模

拟能量回馈工作时，回馈的电能会怎么流动：是经过电度表记录流到

其他地方，还是被就近的正在工作的电机消耗掉，在电度表上有所反

应。为了和试验一有对比，我们仍然把电机的实际功率调在 37KW。

同时由于能量回馈工作时发热很快，我们在中间时间停止了其工作约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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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 

 
脉冲表读数 

 
机械表读数 

 
电机实际功率 

 
能量回馈回馈功率 

0   31.5 673 
5 33.7 675.3 
10 36 677.5 

10.2kW 

15 38.9 680.5 停 

17 40 681.5 校整时间 

22 42.1 683.6 
27 44.2 685.7 
32 46.3 687.8 

37.4kW 

10.7kW 

4 试验结论 

  试验一 

从试验一 可以得出 30 分钟电机耗电量为： 

脉冲表为 28.2-9.2＝19 度；每分钟大约耗电量为 19/30＝0.633 度 

机械表为 670.5-651.4＝19.1 度；每分钟耗电量大约为 19.1/30＝

0.637 度。 

这是电机在纯粹靠电网供电时的情况。我们计电机的平均耗电是

0.63 度/分钟。 

试验二 

试验二分为三部分，前 10 分钟能量回馈工作，后 15 分中能量回

馈工作，中间停止 5 分钟，整个期间电机是连续运行的。 

中间 5 分钟停止时间里能量回馈有一点工作时间（此时间为人员

操作时间），回馈电量无法得出，此值不作为试验结果讨论。 

前 10 分钟耗电量为： 

脉冲表 36-31.5＝4.5 度，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 4.5/10＝0.45 度； 

机械表 677.5-673＝4.5 度，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 4.5/10＝0.45 度； 

后 15 分钟耗电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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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表 46.3-40＝6.3 度，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 6.3/15＝0.42 度； 

机械表 687.8-681.5＝6.3 度，平均每分钟耗电量为 6.3/15＝0.42 度。 

总结： 

通过试验二与试验一的对比，我们发现在电机实际功率相同的情

况下，有能量回馈工作时的电能表计数为 0.45 度/分钟（回馈 10.2KW）

和 0.42 度/分钟（回馈 10.7Kw），比能量回馈不工作时的 0.63 度/分钟

有明显减小。而减小的部分 0.18 度/分钟（回馈 10.2KW），换算成千瓦

时约为 10.8KW/h，与能量回馈回馈的电能十分接近。由于测量精度的

限制，不可能非常准。但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的得到这样的结论：当

在同一个支路电网内，用电设备的功率大于能量回馈的回馈功率时，

能量回馈工作时的回馈电能会被同一支路的用电设备利用掉，并在支

路电度表上有如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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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能量反馈装置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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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告客户通知书 

亲爱的客户： 

    RoHS 是《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的英文

缩写。欧盟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实施 RoHS 指令，其内容规定了：在新

投放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产品中，限制使用铅、汞、镉、六价铬、多

溴联苯（PBB）和多溴二苯醚（PBDE）等六种有害物质。  

我国 2006 年 2 月 28 日由国家信产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

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七个部委联合颁布了《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成为中国版的 RoHS 指令，并进行强制推行。

2008 年 2 月 1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总局颁布的《电子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已经开始执行，管理办法中明文规定电子电

器产品的使用者应当将电子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列入名录（包括临时

名录）的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拆解利用处置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

进行拆解、利用或者处置。 

本公司产品在电子元器件、PCB 光板、线束材料、结构部件选型

采购等方面均按《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及（RoHS 指令）

的要求，严格控制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等六种

有害物质，同时在生产过程中 PCB 元器件焊接在欣驰无铅焊接生产线

上进行，使用无铅焊接工艺。 

    下列组件产品中可能包含的有毒有害元素： 

组件种类 电 子

元件 

电 子 印 制 电 路 板

（PCB 板） 

钣 金

件 

散 热

器 

塑 料

件 

导

线 

可能包含的有毒

有害元素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等六种有害物

质 

一、环境影响分析 

    本公司的电子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量，可能会导致个

别有害物质的微量散发，但不会造成对周围环境严重影响，当电子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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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旦生命周期结束，丢弃后，其中的重金属和化学有毒有害物质，

会对土壤、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 

二、电子产品和设备的生命周期 

任何一件电子产品和设备都有使用寿命，都会损坏报废，即使还

能使用，也会被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而淘汰，本公司的电子产品和设

备的生命周期一般不超过 20 年。 

三、电子产品报废处理方式                              

当各类电子产品报废，如处理不当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我公司要

求客户要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回收系统，不得作为一般生活垃圾或

一般工业固废予以丢弃处置，应该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电

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以环境无害化方式贮存、利用或请有

资质处理的单位统一回收处理，禁止任何缺乏资质的个人和单位从事

拆解、利用、处置电子废物的活动。 

请勿将电子废物随普通家庭废弃物一起丢弃。 请致电当地废品处

理机构或环境保护机构，获取关于处理电子废物的建议。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