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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 机械设备自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这对从事电气化工
作的电工来说， 无疑是一个挑战。 面对挑战， 优秀的电工应对各种控制电路有比较透彻地
了解， 才能处理各种各样的故障、 装配各种机械设备。

本书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把在实践中发现、 总结的维修经验、 方法和技
巧， 以及测试数据融入本书各个实例中， 达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对实际生产中经常会遇
到的控制电路作详细的原理剖析、 常见故障分析， 并介绍了有关检查方法和技巧， 帮助读
者了解这些控制电路的基本原理， 触类旁通。 一名合格的电工不但要会维修， 而且还应会
根据电气原理来设计和连接实用电路， 因此本书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及型号来选择各种电器
元件， 以使电动机与电器合理匹配。

本书共分为七章， 其中第一章介绍了电动机直接起动控制电路及维修； 第二章介绍了
电动机降压起动电路； 第三章介绍了电动机电子保护电路， 以及电动机的断相、 过载、 三
相不平衡等保护； 第四章介绍了电动机保护器应用电路及维修； 第五章介绍了电动机软起
动器控制电路， 以及常见软起动器的应用及维修； 第六章介绍了电动机制动电路， 以及电
动机的停车制动和维修； 第七章介绍了电动机变频器控制电路及应用， 并对操作起动的方
法及维修也作了介绍。

为了让刚刚入门的电工能轻松读懂本书， 并掌握控制电路的原理、 安装与维修， 本书
对控制电路中涉及的某些知识点作了比较详细地讲解。 希望本书能对电工和其他电气工作
者有所裨益。

因编写水平及时间所限， 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 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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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三相电动机直接起动控制电路

电动机的直接起动是指在没有采取其他辅助起动措施的情况下， 从接通电源开始， 就
让电动机直接进入正常运行工作状态。 这种起动方式的缺点是起动时， 起动电流大， 为额
定电流的 4 ～6 倍。 过大的起动电流对电动机线圈、 电路器件造成很大的电流冲击， 易损
坏电动机绕组和电器， 增大了维修量。

实例 1 单向点动控制电路
㊣㊣㊣㊣㊣㊣㊣㊣㊣㊣㊣㊣㊣㊣㊣㊣㊣㊣㊣㊣㊣㊣㊣㊣㊣㊣㊣㊣㊣㊣㊣㊣㊣㊣㊣㊣㊣㊣㊣

图 1 -1 单向点动控制电路

1.工作原理
单向点动控制电路是继电器接触控制系统

中最简单的一种控制电路， 如图 1 -1 所示。 这
种控制电路只能单方向运行， 不能实现反转，
且没有自锁功能。 也就是需用手一直按下按钮
开关 SB不松手， 电动机才能运行， 手松开电
动机就停止运行。 所谓自锁功能， 即将接触器
KM的一个动合触点并联于按钮开关 SB， 松开
手后， 按钮开关 SB复位， 因接触器KM线圈得
电闭合， 其动合触点闭合， 能保持接触器线圈
KM得电吸合继续通电。 该电路没有自锁功能，
主要适用于不需连续运行的场合， 要用手动控
制电动机运行， 达到所要控制的目的。 主要工作过程是： 合上断路器 QF， 按下按钮 SB，
接触器线圈KM得电， 线圈通过电流， 产生磁场力， 将接触器的动静触点吸合， 使动合主
触点KM闭合， 电源接通， 电动机运行， 达到控制目的时， 手松开， 电动机停止运行。
2.电器选择
断路器选用DZ47 -63 型， 20A， 三极。 交流接触器选用 CDC10 -10 型， 线圈电压为

380V。 按钮开关选用 LA19 -11 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选用 Y90S -2 型， 1.5kW， 3.4A，
2840r/min。

3.常见故障排除
（1） 按动按钮 SB， 断路器QF就动作跳闸。 此故障一般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交流接触器KM线圈烧坏短路， 造成两相短路， 所以断路器跳闸。 可拆开接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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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电磁线圈。
2） 电动机绕组烧坏短路， 致使断路器跳闸。 此时， 可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电动机绕

组电阻值， 三相绕组的电阻值应该相等， 若有某相阻值偏小或为 0Ω， 即为某相绕组短路，
可以拆开电动机， 更换绕组线圈。
3） 电动机绕组对地短路。 可用绝缘电阻表测量对地电阻值， 对地电阻值不得小于

0.5MΩ， 否则应作绝缘处理或更换绕组。
（2） 松开按钮 SB后， 交流接触器KM线圈仍吸合、 不释放， 电动机仍运行。 此故障

有三种情况：
1） 按钮 SB短路。 可更换按钮或拆开按钮并予以修复。
2） 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烧蚀粘连， 不能分开。 可将断路器分闸切断电源， 用工具拨开

接触器主触头， 修复触头或更换接触器。
（3） 按下按钮 SB， 电动机嗡嗡响， 电动机不转动。 故障的一般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QF触头烧蚀不通电， 造成缺相。 可用刀片刮除烧蚀触点， 使接触良好。
2） 接触器KM主触头有烧蚀， 接触不良。 应修复触头， 使接触电阻值为 0Ω。
3） 电动机绕组线圈某相断线或线圈引出线松脱断开。 若绕组线圈断线， 应更换绕组

线圈； 若引出线松脱断开， 应接好牢靠即可。
（4） 按下按钮 SB， 电动机接触器无任何反应。 此故障一般为二次控制电路故障：
1） 熔断器FU烧断。 可断开电源，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试熔断器电阻值， 若为无穷大

（∞）， 即为烧断， 应更换熔断器。
2） 交流接触器线圈被烧断， 不通电。 用万用表测量电磁线圈电阻值， 若为无穷大

（∞）， 即线圈烧断， 可以更换同型号线圈或接触器。
3） 按钮 SB触点烧蚀或触头有污垢， 接触电阻过大， 有几欧到十几欧， 甚至呈无穷大

状态。 可拆开按钮开关， 修复触点或直接更换按钮。

实例 2 单向自锁控制电路
㊣㊣㊣㊣㊣㊣㊣㊣㊣㊣㊣㊣㊣㊣㊣㊣㊣㊣㊣㊣㊣㊣㊣㊣㊣㊣㊣㊣㊣㊣㊣㊣㊣㊣㊣㊣㊣㊣㊣

单向自锁控制电路如图 1 -2 所示。
1.工作原理
单向自锁控制电路具有自锁功能， 以及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合上断路器 QF， 按下

起动按钮 SB2， 接触器KM得电吸合。 当松开手后， 按钮 SB2 复位， 但此时接触器的一个
动断触点KM1 并联于按钮 SB2， 使二次控制线路继续通电， 接触器主触点 KM2 也闭合，
接通主电路， 经过热继电器 KR， 将电源引入电动机 M， 电动机运行。 当按下停止按钮
SB1， 接触器线圈失电， KM释放， 自锁触点KM1 分开， 解除自锁， 接触器主触点KM2 分
开， 切断电动机M电源， 电动机M停转。
2.电器选择
断路器可选用HK2 系列。 交流接触器选用CJX-09 型， 线圈电压 380V。 热继电器选

用JRS1D-25 型， 额定电流为 1.6 ～2.5A。 按钮选 LA19 -22 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选用
2



图 1 -2 单向自锁控制电路

Y80I-4 型， 0.55kW、 1.6A、 1390r/min。
熔断器规格有 5， 10， 15， 30， 60，

100， 200A等几种。 作电动机过电流保护
时， 具体选择方法如下：

（1） 单台直接起动小型电动机时， 熔
丝额定电流不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 2 ～
3.5 倍。

（2） 几台电动机运行都是直接起动时，
总熔丝额定电流不小于额定电流最大那台

电动机的 2 ～3 倍再加上其余电动机额定电
流的总和。
3.过载调试
先将热继电器KR电流调节刻度设定在

远远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值， 起动电动机， 若热继电器 KR保护动作， 说明热继电器 KR
完好， 再将热继电器KR电流调节刻度设定至与电动机额定电流值相同即可。
4.常见故障排除
（1） 合上QF， 交流接触器KM线圈就立即吸合， 电动机M运行。 故障原因及解决办

法如下：
1） 起动按钮 SB2 短路。 可更换 SB2 按钮。
2） 交流接触器主触头熔焊粘连在一起， 不能分开。 可将接触器拆开， 分开主触点，

打磨触点， 或直接更换接触器。
（2） 按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不吸合。 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主电路的电源线L2 （或L3） 的熔断器FU1 熔断， 或二次控制电路熔断器FU2 熔

断， 切断了电源。 可用万用表电压挡测熔断器的两端电压， 若FU1 上端有电压， 而下端却
没有电压， 即为熔断器熔断。 或断电后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阻值， 若表指示无穷大即为
熔断器熔断。 可更换熔断器排除故障。
2） 停止按钮 SB1 触点有污垢， 接触电阻过大， 或触点烧蚀。 可拆开按钮， 用小刀刮

除触点污垢或擦拭烧蚀处， 用细砂纸擦拭触点表面， 使触点接触良好。
3） 接触器KM线圈断线。 用万用表测量， 若线圈电阻值呈无穷大， 即为断线， 可更

换电磁线圈或更换接触器。
4） 热继电器动断触点KR分开后不能复位。 可手动复位， 若不能复位， 可更换热继

电器。
5） 按钮 SB2 触点烧蚀或有污垢导致接触电阻过大。 可修复触点或更换按钮。
（3） 按下停止按钮 SB1， 松手后， 接触器KM又重新起动。 这种故障一般为按钮 SB2

损坏， 触点分不开， 导致停止按钮松开后， 接通接触器KM线圈回路， 应更换按钮 SB2。
（4） 按下按钮 SB2 即烧断熔断器。 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接触器线圈KM短路， 二次熔断器FU2 和主电路FU1 一起熔断。 可更换熔断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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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动机M绕组线圈短路， 将主电路熔断器FU1 熔断。 此时应拆开电动机， 可能是
线圈烧坏短路， 或线圈对地短路所致， 只有更换电动机绕组。

（5） 电动机运行后不久， 热继电器KR就动作跳闸。 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电动机过载。 检查过载原因， 并加以处理。
2） 热继电器损坏或整定电流过小。 可重新整定至电动机额定电流， 若损坏则更换

新品。
（6） 电动机不转或转动很慢， 且伴有嗡嗡声。 故障原因为电源缺相， 一般是因为：
1） QF某相铜片烧蚀， 接触不好， 或刀插座两铜片歪斜， 不能压紧开关铜片， 造成接

触不良而缺一相电。 应擦拭铜片烧蚀处， 并校正刀插座两铜片， 使其有足够压力。
2） FU1 某相熔丝烧断。 应更换熔丝。
3） 主电路接触器主触点KM2有一个触点烧蚀或有污垢， 导致接触不良。 可用小刀刮除

烧蚀污垢， 使触点表面无凹凸不平的现象， 光亮平滑， 并且与其他两触点表面一样高即可。
4） 热继电器内部某一个热元件变形， 与静触点分开造成缺相。 用万用表测量热继电

器三个主触点时， 表指示电阻值应为 0Ω， 若有某对触点有阻值或无穷大， 即为缺相处，
应更换新品。
5） 电动机电源线断或松脱， 可重新接线。
（7） 按下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吸合， 电动机运行， 松手后， 接触器 KM释

放， 电动机停转。 这种故障为缺少自锁， 可能是因为自锁触点 KM1 烧蚀不通电， 可将此
触点表面修整， 使KM1 能接触良好，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阻值为 0Ω即可。

实例 3 起动点动混合控制电路
㊣㊣㊣㊣㊣㊣㊣㊣㊣㊣㊣㊣㊣㊣㊣㊣㊣㊣㊣㊣㊣㊣㊣㊣㊣㊣㊣㊣㊣㊣㊣㊣㊣㊣㊣㊣㊣㊣㊣

图 1 -3 起动点动混合控制电路

1.工作原理
有些场合既需要电动机连续运行， 又需要对电动机进行点动 （寸动） 控制， 才能满足

机械设备的运行需要。 起动点动混合控制电路如图 1 -3 所示。 当需要连续运行时， 按下

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得电吸
合， 动合触点 KM2 闭合自锁， 接触器
的主触头 KM1 闭合接通控制主电路，
电动机 M运行。 当需要点动时， 按下
点动按钮 SB3， SB3 的动断触点断开，
解除自锁。 当 SB3 按到底时， 接触器
KM得电吸合， 电动机点动运行； 松开
手时， 点动按钮 SB3 复位， 交流接触
器KM失电释放， 主触头 KM1 自锁触
头KM2 均复位， 电动机 M停止运行。
如果电动机连续运行需停机时， 按下
按钮 SB1， 交流接触器 KM失电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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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停止运行。
2.电器选择
断路器可选择 DZ47 -63 型， 15A， 三极， 作过电流保护。 交流接触器 KM可选择

CDC10 -10 型， 线圈电压 380V。 热继电器选择 JR36 -20 型， 带断相保护功能， 2.2 ～
3.5A， 作过载保护。 按钮开关选择LAY3 型。 电动机M选择Y90L-6 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1.1kW、 3.2A、 910r/min。

3.常见故障排除
（1） 按下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不吸合， 电动机M不运行。 故障原因及解决

办法如下：
1） 二次控制回路熔断器FU熔断。 可断电后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FU两端电阻， 若电

阻值为 0Ω， 属正常； 若为无穷大， 则为熔断开路， 可用同规格的更换即可。
2） 热继电器KR的动断触点因内部动作而分开。 可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动断触点的

两个接线端， 若电阻值为 0Ω， 属正常， 若电阻值为无穷大， 则动断触点分开断路， 可以
手动复位， 若不能复位就需更换新品。
3） 起动按钮 SB2 动合触点或停止按钮 SB1 因烧蚀， 导致接触不良或有污垢不导通。

可以用小刀刮除触点污垢或烧蚀部位， 使接触电阻值在 1Ω以下即可。
4） 接触器KM线圈断路。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其电阻值， 若为无穷大， 则为断路，

可切断二次控制回路， 用相同的线圈或接触器更换。
（2） 按下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线圈吸不住。 可能原因为交流电压太低， 与

380V电压相差太大， 电磁线圈磁力不够， 动静触点似接非接， 电动机不能运行。 可用万
用表电压挡测量， 将两表笔分别接L1、 L2 或L1、 L3， 表指针应指示或接近 380V。 若电压
相差太大， 解决办法如下：
1） 可以断开电源， 用万用表欧姆挡测QF1 熔断器， KR动断触头， 按钮 SB1、 SB2 触

点等的接触电阻是否过大， 在触头上产生压降， 而使接触器 KM线圈电压降太小， 导致
KM线圈欠电压不能吸合。
2） 可能因为电源电压太低， 只能等电源电压上升后再起动。
（3） 起动正常， 按点动按钮 SB3， 接触器KM不吸合， 电动机不运行。 这种故障一般为

点动按钮 SB3触点烧蚀或有污垢接触不良， 不导电， 可以修复按钮触点或更换新按钮开关。
（4） 按下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 KM吸合， 电动机运行， 但一松手， SB2 复位，

接触器KM释放， 电动机不转。 这种故障现象一般为自锁电路故障。
1） 自锁动合触点KM2 烧蚀或有污垢， 而不能导通， 可以修复自锁点KM2。
2） 点动按钮 SB3 的动断触点烧蚀或有污垢， 可以对触点作导通性处理， 即可排除

故障。

实例 4 互锁可逆点动控制电路
㊣㊣㊣㊣㊣㊣㊣㊣㊣㊣㊣㊣㊣㊣㊣㊣㊣㊣㊣㊣㊣㊣㊣㊣㊣㊣㊣㊣㊣㊣㊣㊣㊣㊣㊣㊣㊣㊣㊣

互锁可逆点动控制电路如图 1 -4 所示。 互锁又称为联锁， 就是在二次控制电路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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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4 互锁可逆点动控制电路

两个 （或两个以上） 接触器，
它们彼此用一个动断触点与

另一个接触器线圈串联， 来
制约与之串联的接触器的闭

合和释放， 使两个接触器不
能同时吸合。 所谓可逆， 就
是可进行正转和反转两个方

向运行的控制。
1.工作原理
该控制电路没有自锁功

能， 只能点动运行。 当按下
正转点动按钮 SB1 不放， 正
转接触器 KM1 得电吸合， 其
主触头KM1 -1 闭合接通电动
机M三相电源， 电动机 M正
向运行， 手松开后， 电动机

停止运行。 当按下反转点动按钮 SB2， 反转接触器KM2 线圈得电吸合， 其主触头 KM2 -1
闭合， 将正转时的三根电源线的两根对调后， 经过热继电器KR的三对主触头， 电流进入
电动机三相绕组， 电动机反转运行， 手松开时， 反转停止。 这个电路可将动断触点KM1 -
2 改用正转点动按钮 SB1 的一个动断触点， 动断触点KM2 -2 可改用反转点动按钮 SB2 的
动断触点来实现互锁功能。
2.电器选择
断路器QF选择DZ47 -63 型， 40A， 三极， 作过电流保护。 熔断器FU可选择 6A， 作

二次回路的过电流保护。 接触器选择 CDC10 -20 型， 线圈电压为 380V。 按钮开关选择
LA-19 型。 热继电器KR可选择JR36 -20 型， 10 ～16A， 带断相保护功能， 作过载保护。
电动机M为Y132S -4 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5.5kW、 11.6A、 1440r/min。
3.常见故障排除
（1） 按下正转点动按钮 SB1， 交流接触器 KM1 不吸合， 电动机 M不运行， 而反转点

动正常。 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1） 按钮 SB1 触点烧蚀或有污垢， 使触点接触不良。 可对触点进行修复。
2） 正转接触器KM1 线圈断线。 用万用表测其阻值， 若为无穷大， 表明断路， 可更换

线圈或接触器。
3） 接触器KM2 的辅助动断触点KM2 -2 接触不良， 不导电。 可修复此触点， 以排除

故障。
（2） 按下按钮 SB1、 SB2， 接触器 KM1、 KM2 均不吸合， 电动机正、 反转都不运行。

根据这种故障现象， 不可能两个接触器和两个正、 反转点动按钮都损坏。 故障原因及解决
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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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熔断器FU熔断。 可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挡， 先测量三相电源， 若有三相 380V电
源， 再测熔断器FU两端电压， 一个表笔接 FU的左端， 另一个表笔接另一个 FU的左端，
若有 380V电压， 再将表笔移至两个FU的右端， 若仍有 380V电压， 则熔断器正常。 若测
熔断器FU的右端时， 万用表没有指示电压值， 则为熔断器 FU熔断， 可断开电源， 用万
用表电阻挡复测， 两个或一个熔断器 FU的阻值为无穷大， 可确定 FU熔断， 更换新品
即可。
2） 串联于二次控制电路的热继电器动断触点 KR分开。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 导

通状态应为 0Ω， 若测量电阻值为无穷大， 表明该触点断开， 可切断二次控制电路， 更换
热继电器或将热继电器拆开， 看该动断触点能否修复。 一般热继电器主触头、 热元件或其
他附属件没有损坏， 还是可将此动断触点作接触性处理。
3） 断路器QF触点烧蚀接触不良， 不导电， 或 QF内部断路。 若是触点烧蚀或有污

垢， 可用小刀刮烧蚀处， 或清除污垢， 即可使用。 如果QF内部烧坏断路， 只能更换新品。
（3） 按下正转点动按钮 SB1， 断路器 QF跳闸。 可先用万用表测量熔断器是否烧断，

若熔断器电阻值为 0Ω， 表明二次控制电路没有短路现象， 故障应在主控制电路：
1） 交流接触器KM1 主触头两触头之间因绝缘烧坏短路。 此时断开电源， 用绝缘电阻

表测量， 将两个夹钳分别接两个触头接线端， 摇动手柄， 绝缘电阻表指针应指示无穷大
处， 至少绝缘电阻值不得小于 5MΩ， 否则触头间短路， 应更换接触器。
2） 热继电器三对主触头短路。 这种短路很少出现， 原因是它的触点未作频繁的闭合

与断开， 无电弧火花产生， 无接触性高温产生。
3） 电动机烧坏， 绕组短路或电动机绕组对外壳绝缘受损， 对地短路。 绕组烧坏短路，

可用万用表测量， 线圈电阻为 0Ω， 即为短路。
4） 电动机绕组绝缘对地短路。 此时可用绝缘电阻表测量， 表的一个夹钳夹住绕组接

线端， 另一个夹钳夹住电动机外壳金属部位， 摇动手柄， 表指针应指示无穷大处或不应低
于 5MΩ， 否则为对地短路， 应更换电动机绕组， 排除故障。

实例 5 双重联锁可逆 （正反） 转动控制电路
㊣㊣㊣㊣㊣㊣㊣㊣㊣㊣㊣㊣㊣㊣㊣㊣㊣㊣㊣㊣㊣㊣㊣㊣㊣㊣㊣㊣㊣㊣㊣㊣㊣㊣㊣㊣㊣㊣㊣

1.工作原理
双重联锁可逆 （正反） 转动控制电路在工作上应用很广泛， 它是通过正、 反转按钮控

制电动机向两个不同方向的正、 反转运行， 如图 1 -5 所示。 采用接触器的两个动断触点
KM1 -2、 KM2 -2 和起动按钮 SB2、 SB3 的动断触点串联于另一个接触器线圈电路中， 施
行双重联锁。 当按下起动按钮 SB2 时， 接触器 KM1 线圈得电吸合， 其动断触点 KM1 -2
断开， 接触器KM1 的动合自锁点KM1 -1 闭合自锁， 它的动合主触点KM1 -3 闭合接通正
转主电路， 电动机M正方向运行。 当按下反转按钮 SB3 时， SB3 的动断触点断开交流接触
器KM1 的线圈电路， KM1 释放， 与此同时， 接触器KM1 的动断触点复位闭合， 接通反转
接触器KM2 的线圈电路， KM2 得电吸合， KM2 -1 闭合自锁， KM2 -2 断开施行联锁， 主
触点KM2 -3 闭合接通反转主电路， 电动机得电转换反转运行。 当需停机时， 按下停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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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 SB1， 交流接触器KM1 或KM2 失电释放， 电动机停止运行。 该电路也可采取单重联锁，
单纯用接触器动断触点或单纯用按钮动断触点联锁。

图 1 -5 双重联锁可逆 （正反） 转动控制电路

2.电器选择
断路器选择DZ47 -63 型、 10A、 三相， 作过电流保护。 交流接触器选择 CJX5 -9 型，

线圈电压 380V， 控制电动机正、 反转。 按钮开关 SB选择LA18 型。 电动机为Y80Z-2 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 1.1kW、 2.6A、 2825r/min。
3.调试
（1） 整个控制电路装好后， 合上QF接通电源， 按下正转按钮 SB2， 接线正确时， 交

流接触器KM1 应吸合， 电动机按顺时针正向转动， 此时， 慢慢按下反转按钮 SB3， 交流接
触器KM1 失电释放， 电动机M停转， 再将按钮 SB3 按到底， 交流接触器 KM2 得电吸合，
电动机按逆时针反方向运行。 在此正、 反转换过程中， 不应出现 KM1、 KM2 同时吸合，
或KM1、 KM2 吸合一会儿又释放的现象， 以及断路器跳闸、 熔断器熔断的接线短路现象，
表明联锁、 自锁功能正常， 接线正确。

（2） 过载调试。 先将热继电器旋钮调至远远小于电动机额定电流， 起动正转或反转运
行， 一段时间后， 热继电器应动作， 然后将热继电器旋钮调至电动机额定工作电流值。
4.常见故障排除
（1） 按下正转按钮 SB2， 接触器KM1 不吸合， 电动机M不运行， 按下反转按钮 SB3，

电动机M能运行。 这种故障表明反转主控制电路和反转二次控制电路正常， 故障原因及
解决办法如下：
1） 交流接触器 KM1 线圈断线，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其电阻值， 表指示无穷大， 此

时， 应更换线圈或接触器。
2） 按钮 SB3 的动断触点， 或按钮 SB2 的动合触点， 或接触器的动断触点 KM2 -2 因

8



频繁通断， 被电弧烧蚀或有污垢不能导通， 用小刀刮拭或用细砂纸擦拭这些触点， 即可排
除故障。

（2） 按下正、 反转按钮 SB2、 SB3， 接触器 KM1、 KM2 均能吸合， 但电动机不运行。
这种故障现象表明二次控制电路正常， 故障应出在主控制电路：
1） 断路器QF内部断线， 或触点烧蚀接触不良， 不导电。 应更换断路器或修复触点

暂时使用。
2） 热继电器三个接线端松脱， 可再拧紧压线螺丝。
（3） 按下正、 反转按钮 SB2、 SB3， 接触器 KM1、 KM2 均不吸合， 电动机 M不运行。

这种故障现象表明故障出在二次控制电路中：
1） 热继电器KR动断触点断开， 切断二次控制电路。 此时可手动将其复位， 不能复

位可以将此触点短接暂时使用， 或更换热继电器KR。
2） 熔断器FU熔断， 更换新品。
3） 停止按钮 SB1 动断触点有污垢不通电， 可修复此触点。

实例 6 两台电动机联锁控制电路
㊣㊣㊣㊣㊣㊣㊣㊣㊣㊣㊣㊣㊣㊣㊣㊣㊣㊣㊣㊣㊣㊣㊣㊣㊣㊣㊣㊣㊣㊣㊣㊣㊣㊣㊣㊣㊣㊣㊣

有些机械设备需要控制两台电动机或两台以上的多台电动机运行， 例如卧式车床需先
起动油压机， 再起动主电动机。 两台电动机联锁控制电路如图 1 -6 所示。

图 1 -6 两台电动机联锁控制电路

1.工作原理
该电路因在接触器KM2 的线圈回路串联了接触器KM1 的一个动合触点KM1 作为联锁

触点， 因此必须先起动电动机 M1， 接触器 KM1 吸合， 该触点闭合， 才能起动主电动机
M2， 否则， 按下按钮 SB4 无效， 接触器 KM2 不吸合， 电动机 M2 不运行。 如果在操作过
程中需暂时停止操作， 可按下停止按钮 SB3， 暂时停机。

按下起动按钮 SB2， 交流接触器KM1 得电吸合， 它的动合主触点KM1 -3 闭合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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