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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１３８—２００８《自整角机通用技术条件》，与ＧＢ／Ｔ１３１３８—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旋转方向增加了从轴伸端视之的规定（见３．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６）；

———增加了电压向量图（见３．６）；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和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分为两个试验项目（见４．６和４．７，２００８年版的

４．３．５和５．６．５）；

———接线端分为标记和强度两部分（见４．８和４．２５，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４和５．７）；

———删除了励磁静摩擦力矩试验项目（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８．２和５．１０．２）；

———增加了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４．８、４．９、４．１７、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４和４．３０）；

———修改了恒定湿热试验后绝缘电阻值（见４．１３．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１０）；

———增加了静态误差刻度盘读数试验方法（见４．２０．２．３）；

———删除了校表法线路图（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３和５．１４）；

———删除了电气误差比例电压梯度法试验方法，增加了电气误差角度指示法和自旋仿真器法试验

方法（见４．１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１７）；

———电磁干扰改为电磁兼容（见４．２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４．２４和５．２６）；

———增加了稳态加速度（见４．３２）；

———增加了低气压（见４．３４）；

———增加了温度变化（见４．３７）；

———增加了恒定湿热持续时间的规定（见４．３８．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２）；

———增加盐雾的持续时间要求（见４．４０，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４）；

———增加了试验条件（见４．４２）；

———增加了交变湿热（见４．３８．２）；

———增加了长霉（见４．４１）；

———增加了用户服务（见第７章）；

———增加了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微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安微电机研究所、成都微精电机股份公司、浙江巨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深圳

市正德智控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扬迈电器有限公司、杭州江潮电机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桂霞、谢海东、陈昭明、李浩、陈耿、兰玉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１３８—１９９１、ＧＢ／Ｔ１３１３８—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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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整角机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整角机的分类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交付准备和用户服务。

本标准适用于５０Ｈｚ和４００Ｈｚ单对极自整角机的设计、制造、检验和验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６—２００８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Ｊ及导则：长霉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　控制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ＧＢ／Ｔ７３４６　控制电机基本外形结构形式

ＧＢ／Ｔ１８２１１—２０１７　微电机安全通用要求

ＪＢ／Ｔ８１６２　控制电机包装　技术条件

３　分类与基本参数

３．１　分类

自整角机的分类参见附录Ａ。

３．２　型号命名

自整角机的型号命名参见附录Ａ，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３．３　基本外形结构及安装型式

自整角机的基本外形结构及安装型式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６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２０机座号采用Ｋ１型；２８、３６和４５机座号采用Ｋ３型；５５及７０机座号采用Ｋ４型；７０以上机座号采

用Ｋ６或Ｋ７型；５５及以下机座号轴伸采用光轴伸基本型式；７０机座号采用直径为８ｍｍ的半圆键槽轴

伸为基本型。

３．４　基本参数

除另有规定外，自整角机的基本参数应在表１中选取。

表１　基本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数值

机座号 ２０、２８、３６、４５、５５、７０、９０

额定频率／Ｈｚ ５０、４００

额定电压

Ｖ

５０Ｈｚ ３６、１１０、２２０

４００Ｈｚ ９、１２、１６、２０、２６、３６、１１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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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旋转方向

从轴伸端或非出线端视之，转子逆时针方向旋转为旋转正方向。电气角的正方向应与旋转正方向

一致。

３．６　电路图及输出电压方程式

从轴伸端或非出线端视之，当自整角机处于基准电气零位时，定、转子绕组相对位置及其向量关系

应符合表２规定。

自整角机输出绕组的输出电压应符合表２规定的电压方程式。

表２　电路图及输出电压方程式

类型 电路图 向量图 输出电压方程式

ＺＫＦ、

ＺＬＦ、

ＺＬＪ、

ＺＪＦ

犝Ｓ１Ｓ３＝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

犝Ｓ３Ｓ２＝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１２０°）

犝Ｓ２Ｓ１＝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２４０°）

ＺＫＣ、

ＺＣＦ、

ＺＣＪ

犝Ｒ１Ｒ３＝犓犝Ｓ１Ｓ３ｓｉｎ（θ＋１２０°）－犓犝Ｓ３Ｓ２ｓｉｎθ

犝Ｒ３Ｒ２＝犓犝Ｓ１Ｓ３ｓｉｎθ－犓犝Ｓ３Ｓ２ｓｉｎ（θ＋２４０°）

犝Ｒ２Ｒ１＝犓犝Ｓ１Ｓ３ｓｉｎ（θ＋２４０°）

－犓犝Ｓ３Ｓ２ｓｉｎ（θ＋１２０°）

犝Ｓ１Ｓ２＝犝Ｓ３Ｓ２＋犝Ｓ２Ｓ１－０

ＺＫＢ

犝Ｒ１Ｒ２＝犓犝Ｓ１Ｓ３ｓｉｎ（θ＋１２０°）

－犓犝Ｓ３Ｓ２ｓｉｎθ

犝Ｓ１Ｓ３＋犝Ｓ３Ｓ２＋犝Ｓ２Ｓ１＝０

ＺＫＦＷ

犝Ｓ１Ｓ３＝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

犝Ｓ３Ｓ２＝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１２０°）

犝Ｓ２Ｓ１＝犓犝Ｒ２Ｒ１ｓｉｎ（θ＋２４０°）

　　注１：犓———变压比。

　　注２：θ———转子从自整角机的基准电气零位正向转动的机械角，单位为度（°）。

　　注３：犝Ｓ１Ｓ３———定子绕组Ｓ１和Ｓ３接线端之间的电压（其他类同），单位为伏特（Ｖ）。

　　注４：以上各式中电压犝 角标顺序表示电压向量方向。

４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４．１　外观

４．１．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表面不应有锈蚀、碰伤、划痕、涂覆层剥落，紧固件连接应牢固，接线板及铭牌的字迹和内

容应清楚无误，且不得脱落，引出线应完整无损，颜色和标志应正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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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试验方法

目检自整角机的外观。

４．２　外形及安装尺寸

４．２．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外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３．３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２　试验方法

用能保证尺寸精度要求的量具检查外形及安装尺寸。

４．３　径向间隙

４．３．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径向间隙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鉴定检验和Ｃ组检验后，径向间隙允许增加到规定最大值的１．５倍。

４．３．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径向间隙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５．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４　轴向间隙

４．４．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轴向间隙应符合表３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鉴定检验和Ｃ组检验后，轴向间隙

应不大于表３规定最大值的１．６６倍。

表３　轴向间隙和轴向推力

机座号
轴向间隙

ｍｍ

轴向推力

Ｎ

２０、２８ ０．０５～０．１５ １０

３６、４５ ０．０５～０．１５ ２０

５５、７０、９０ ０．１０～０．２０ ４０

４．４．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轴向间隙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６．２和表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５　轴伸径向圆跳动

４．５．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轴伸径向圆跳动应不大于０．０２ｍｍ。

４．５．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轴伸径向圆跳动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７．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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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４．６．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应符合３．３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６．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８．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７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４．７．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应符合３．３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７．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９．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８　接线端标记

４．８．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接线端可采用引出线或接线板方式，引出线长度应不小于２００ｍｍ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

的规定。引出线标记用不同颜色表示，并应符合表４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接线板出线标记用

字母表示，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４　引出线标记

绕组名称 标记及代号 颜色

定子绕组

Ｓ１ 蓝

Ｓ２ 黑

Ｓ３ 黄

转子绕组

Ｒ１ 红—白

Ｒ２ 黑—白

Ｒ３ 黄—白

表５　接线板标记

类　型
标　记

励磁绕组 输出绕组

ＺＫＦ、ＺＬＦ、ＺＬＪ、ＺＪＦ、ＺＫＦＷ Ｒ１、Ｒ２ Ｓ１、Ｓ２、Ｓ３

ＺＣＦ、ＺＫＣ、ＺＣＪ Ｓ１、Ｓ２、Ｓ３ Ｒ１、Ｒ２、Ｒ３

ＺＫＢ Ｓ１、Ｓ２、Ｓ３ Ｒ１、Ｒ２

４．８．２　试验方法

用能保证测量精度的量具检查引出线长度，并目检接线端标记的正确性。

４

犌犅／犜１３１３８—２０２０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４．９　接线正确性和基准电气零位标记

４．９．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接线应正确，应符合表２规定的向量关系。在其机壳和轴伸上应有明显的永久性的基准

电气零位标记。基准电气零位标记的偏差应在准确零位的１０°范围内。

４．９．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接线正确性在电气误差检查时进行，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接线和电气角度

顺序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犪）　　犣犓犉、犣犔犉、犣犔犑、犣犑犉、犣犓犉犠型 犫）　犣犓犆、犣犆犉和犣犆犑型 犮）　犣犓犅型

图１　试验接线图

表６　试验电压

自整角机类型 励磁端 额定电压Ｖ
试验电压

Ｖ

ＺＫＦ

ＺＬＦ

ＺＬＪ

ＺＪＦ

ＺＫＦＷ

Ｒ２Ｒ１

２２０ ２２０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１０

３６ ３６

２６ ２６

２０ ２０

１２ １２

ＺＫＣ

ＺＣＦ

ＺＣＪ

ＺＫＢ

Ｓ１Ｓ３Ｓ２

９０ ７８

１６ １３．８５

１２ １０．４

９ ７．８

表７　接线与电气角度顺序

三角电桥整步绕组接线顺序

转子从基准电气零位起正方向

转动的角度

（°）

狀

转子从基准电气零位起正方向

转动的角度

（°）

狀

ＡＳ１（Ｒ３）

ＢＳ２（Ｒ２）

ＣＳ３（Ｒ１）

０～６０ ０ １８０～２４０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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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三角电桥整步绕组接线顺序

转子从基准电气零位起正方向

转动的角度

（°）

狀

转子从基准电气零位起正方向

转动的角度

（°）

狀

ＡＳ３（Ｒ１）

ＢＳ１（Ｒ３）

ＣＳ２（Ｒ２）

６０～１２０ １ ２４０～３００ ４

ＡＳ２（Ｒ２）

ＢＳ３（Ｒ１）

ＣＳ１（Ｒ３）

１２０～１８０ ２ ３００～３６０ ５

　　注１：括号内系指差动式自整角机的转子绕组。

　　注２：狀为三角电桥与接线端的换接顺序号。

　　ＺＫＦ、ＺＬＦ、ＺＬＪ、ＺＪＦ和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的基准电气零位按图２测定，此时输出绕组电压的基波

同相分量为零，当转子正向转动时（不超过１８０°），电压犝Ｓ１Ｓ３应与犝Ｒ２Ｒ１的相位近似同相。

图２　犣犓犉、犣犔犉、犣犔犑、犣犑犉和犣犓犉犠型基准电气零位线路图

ＺＫＣ、ＺＣＦ和ＺＣＪ型自整角机的基准电气零位按图３测定，此时输出绕组电压的基波同相分量为

零，当转子正向转动（不超过１８０°），电压犝Ｒ３Ｒ１应与犝Ｓ１Ｓ３Ｓ２的相位近似同相。

图３　犣犓犆、犣犆犉和犣犆犑型基准电气零位线路图

ＺＫＢ型自整角变压器的基准电气零位按图４规定，此时输出绕组电压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当转

子正向转动（不超过１８０°）电压犝Ｒ２Ｒ１应与犝Ｓ１Ｓ３Ｓ２的相位近似同相。

图４　犣犓犅型基准电气零位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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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４．１０．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值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６．１的规定。鉴定检验或Ｃ组检

验后其最大变化值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表８　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试验名称

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转子电阻≤２００Ω（２０℃）

Ω

转子电阻＞２００Ω（２０℃）

Ω

鉴定检验和Ｃ组检验前 １．０ 转子直流电阻的０．５％

鉴定检验和Ｃ组检验后 １．５０ 转子直流电阻的０．７５％

４．１０．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电刷接触电阻变化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６．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１１　静摩擦力矩

４．１１．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静摩擦力矩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鉴定检验和Ｃ组检验后，静摩擦力矩应

不大于规定值的２倍。

４．１１．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静摩擦力矩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０．２．１的规定进行。

４．１２　绝缘介电强度

４．１２．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７．１的规定。其漏电流应不大于１ｍＡ

或５ｍＡ，电源电压不小于１１５Ｖ的漏电流为５ｍＡ。

重复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试验电压值为规定值的８０％。

４．１２．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绝缘介电强度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７．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４．１３　绝缘电阻

４．１３．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绝缘电阻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及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条件下，绕组对壳体

及定子绕组对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５０ＭΩ；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条件下，绝缘电

阻应不小于１０ＭΩ；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恒定湿热条件下，绝缘电阻应不小于１ＭΩ。

４．１３．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的绝缘电阻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１８．１的规定选择对应的绝缘电阻表，测量自整角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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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组对壳体及定子绕组对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

４．１４　励磁电流

４．１４．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励磁绕组的励磁电流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１４．２　试验方法

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测量励磁电流。

４．１５　励磁功率

４．１５．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励磁绕组的励磁功率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１５．２　试验方法

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测量励磁功率。

４．１６　最大空载输出电压

４．１６．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最大空载输出电压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其允差应在规定值的３％以内。

４．１６．２　试验方法

按图１和表６的规定接线和励磁，从基准电气零位沿正向转动转子。用保证精度的高内阻电压表

读出最大耦合位置的输出电压值。

参见附录Ｂ的方法测量变压比来代替最大空载输出电压。

４．１７　相位移

４．１７．１　技术要求

ＺＫＦ、ＺＫＢ、ＺＫＣ和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的相位移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１７．２　试验方法

在测量最大输出电压的同时，测量第一个最大耦合位置的相位移。

４．１８　电气误差

４．１８．１　技术要求

ＺＫＦ、ＺＫＢ、ＺＫＣ、ＺＬＦ、ＺＣＦ、ＺＪＦ和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按电气误差确定精度等级。自整角机的最

大电气误差应符合表９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鉴定检验或Ｃ组检验后电气后误差允许增加２′。

表９　电气误差

精度等级 ０ Ⅰ Ⅱ

电气误差

（′）
±５ ±１０ ±２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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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８．２　试验方法

４．１８．２．１　总则

自整角机安装在角分度装置上，采用比例电压指零法、角度指示法、自旋仿真器电压指零法中任一

种测量电气误差，施加表６规定的试验电压，电气误差应从“基准电气零位”开始，在０°～３６０°范围内每

隔１０°测一点。计算转子实际机械角度与对应的理论电气角度的机械角度的偏差。超前为正偏差，滞

后为负偏差，取绝对值最大的偏差为电气误差。

差动式自整角机取定、转子电气误差中较大值作为电气误差。

４．１８．２．２　比例电压指零法

自整角机按图５～图８对应试验线路接线，额定励磁，从基准电气零位开始测量误差。图中三角电

桥由两个１０ｋΩ的无感固定电阻器和一个１０ｋΩ的无感电阻分压器组成，电阻器各电阻值应与分压器

阻值总值相等，其误差应小于１Ω。分压器抽头电阻与理论规定值相比，其允差应在０．００５％以内。受

试自整角机转子每转动６０°，三角电桥与输出端换接一次，分压器接于自整角机最大输出电压端，电阻器接

于自整角机较小输出电压端，相敏电压表一端接于固定电阻器的公共端，另一端接于分压器的可变端。

分压比Ｋ与给定角的对应关系见公式（１）和表１０：

犓＝
狉

犚
＝
１

２
－
槡３
２
ｃｔｇ（＋６０°） …………………………（１）

　　式中：

犓 ———分压器的分压比；

狉 ———分压器的分压电阻，单位为千欧（ｋΩ）；

犚 ———三角电桥的固定电阻，单位为千欧（ｋΩ）；

———给定角度，单位为度（°）。

自整角机的电气角度按公式（２）确定：

α＝＋狀×６０° …………………………（２）

　　式中：

α———旋变发送机的电气角度，单位为度（°）

狀———取０、１、２、３、４、５，按表７确定。

表１０　分压比与给定角度对应关系

给定角度 分压比

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０．１８４７９３

２０° ０．３４７２９６

３０° ０．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 ０．６５２７０４

５０° ０．８１５２０８

６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ＺＫＦ、ＺＫＦＷ、ＺＬＦ、ＺＪＦ和ＺＫＣ、ＺＣＦ转子绕组按图５和图６基本线路接线进行测量，在三角电桥

每一给定的角度下依次转动转子，使相敏电压表所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分别记录转子每点的实际

机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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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犣犓犉、犣犓犉犠、犣犔犉和犣犑犉型自整角机电气误差比例电压指零法试验线路

图６　犣犓犆、犣犆犉型自整角机转子绕组电气误差比例电压指零法试验线路

ＺＫＣ、ＺＣＦ定子绕组和ＺＫＢ按图７和图８接线，在三角函数电桥每一给定的角度下依次转动转子，

使相敏电压表所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依次转动励磁旋转变压器的转子至相敏电压表１所示的基

波同相分量为零，再转动受试旋转变压器的转子，使相敏电压表２所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分别记录

转子每点的实际机械角度。

　　说明：

１———励磁自整角发送机（同机座号或大机座号０级品）；

２———受试差动自整角发送机。

图７　犣犓犆、犣犆犉型自整角机定子绕组电气误差比例电压指零法试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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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１———励磁自整角发送机（同机座号或大机座号０级品）；

２———受试差动自整角发送机。

图８　犣犓犅型自整角机电气误差比例电压指零法试验线路

４．１８．２．３　角度指示法

自整角机按图９对应试验线路接线，额定励磁，转子处于基准电气零位，转动转子，使角度指示器的

度数为标准电气角度，分别记录转子每点的实际机械角度。

犪）　犣犓犉、犣犓犉犠、犣犔犉和犣犑犉 犫）　犣犓犆、犣犆犉转子

图９　电气误差角度指示法试验线路图

４．１８．２．４　自旋仿真器电压指零法

自整角机按图１０对应试验线路接线，额定励磁，转子处于基准电气零位，转动转子，使相敏电压表

基波同相分量为零，分别记录转子每点的实际机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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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犣犓犆、犣犆犉定子 犫）　犣犓犅

图１０　电气误差自旋仿真器电压指零法试验线路图

４．１９　零位电压

４．１９．１　技术要求

ＺＫＦ、ＺＫＢ、ＺＫＣ和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零位电压的基波分量和总值应不超过产品专用技术条件

规定。

４．１９．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角分度装置上，按表１１接线，施加表６规定的试验电压，转动转子在规定的试验位

置附近使相敏电压表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读取零位电压最大值。

表１１　零位电压接线

自整角机类型 励磁接线端 指零仪接线
所在角度

（°）

ＺＫＦ、ＺＫＦＷ Ｒ２Ｒ１

Ｓ１Ｓ３ ０～１８０

Ｓ３Ｓ２ ６０～２４０

Ｓ２Ｓ１ １２０～３００

ＺＫＣ

Ｓ１Ｓ３Ｓ２

Ｓ３Ｓ２Ｓ１

Ｓ２Ｓ１Ｓ３

Ｒ３Ｒ１ ０～１８０

Ｒ１Ｒ２ ６０～２４０

Ｒ２Ｒ３ １２０～３００

Ｒ２Ｒ３ ０～１８０

Ｒ３Ｒ１ ６０～２４０

Ｒ１Ｒ２ １２０～３００

Ｒ１Ｒ２ ０～１８０

Ｒ２Ｒ３ ６０～２４０

Ｒ３Ｒ１ １２０～３００

ＺＫＢ

Ｓ１Ｓ３Ｓ２

Ｓ３Ｓ２Ｓ１

Ｓ２Ｓ１Ｓ３

Ｒ２Ｒ１

０～１８０

６０～２４０

１２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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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　静态误差

４．２０．１　技术要求

ＺＬＪ、ＺＣＪ和ＺＪＦ型自整角机按静态误差确定精度等级，静态误差分为三级。自整角接收机的最大静

态误差应符合表１２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鉴定检验或Ｃ组检验后静态误差允许增加值见表１２。

表１２　静态误差

精 度 等 级
静态误差

（°）

鉴定检验或Ｃ组检验后允许增加值

（°）

０ ０．８ ０．３

Ⅰ １．２ ０．４

Ⅱ ２ ０．６

４．２０．２　试验方法

４．２０．２．１　总则

自整角机可采用相敏电压表读数法或刻度盘读数法进行静态误差测量。

４．２０．２．２　相敏电压表读数法

受试接收机应与经校准过的同机座号相同标称阻抗的发送机（电气误差不大于３′）相连。力矩发

送机转轴应与控制变压器转轴机械连接。机组按表６的规定励磁，并调至控制变压器零位，如果在试验

设备中接入低通滤波器，该滤波器应能通过１０Ｈｚ及以下的信号。将校准过的相敏电压表接至控制变

压器输出端，然后校准过的发送机和受试接收机应参照相同的基准调至自整角机零位。试验时以１ｒ／ｍｉｎ

的转速转动力矩发送机转轴，相敏电压表读数的最大绝对值即为静态误差，测出并连续记录两台自整角

机同时以顺时针方向和逆时针方向的静态误差。

ＺＬＪ和ＺＪＦ型接收机、力矩发送机以及控制变压器间应作电气连接，并且旋转方向一致。

ＺＣＪ型接收机的转子与力矩发送机及控制变压器定子应作电气连接，并且旋转方向一致。

ＺＣＪ型接收机的定子与第二台力矩发送机的定子相连，后者的转轴应锁定在自整角机的零位。

允许采用能保证测试精度的其他方法进行测试。

４．２０．２．３　刻度盘读数法

受试接收机应与经校准过的同机座号相同标称阻抗的发送机（电气误差不大于３′）同步连接，分别

安装在角分度装置上，接收机轴伸端装一平衡过的指针（指针重量４５机座号及以下不小于５ｇ；５５机座

号及以上不小于１０ｇ）。指针和度盘分辨率不低于６′。机组按表６的规定励磁，发送机转子从零位均匀

地正方向和反方向旋转一周，反转时不准许重新调零，每隔１０°读取接收机的实际角度和对应的发送机

角度之差，以刻度盘为准，接收机的角度大于发送机的角度为正误差，反之为负误差，取正负最大误差绝

对值之和的一半作为静态误差。

４．２１　自转

４．２１．１　技术要求

在额定频率和１２０％的额定电压励磁条件下，自整角接收机转子相对于发送机零位偏转１７７°±２°

时，应能同步或达到停止而不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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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２　试验方法

受试自整角接收机与同机座号相同参数的合格发送机同步连接，施加表６试验电压，将发送机转子

固定在零位，受试接收机轴上固定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图Ａ．５规定的试验用圆盘，然后断电，将接收

机转子从自整角机零位偏转１７７°±２°，在额定频率下施加１２０％试验电压，正反两个方向各测三次。

４．２２　阻尼时间

４．２２．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接收机的阻尼时间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２．２　试验方法

受试力矩式接收机接线端应与同机座号，有相同标称阻抗的合格力矩式发送机相对应的接线端同

步连接。（力矩式差动接收机与两台发送机相连）。将发送机转子锁定在自整角机零位。接收机轴上固

定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图Ａ．５规定的试验用圆盘，然后断电，将接收机转子偏转１７７°±２°，施加表６

的试验电压，测量接收机转子稳定到协调位置（１°以内）的时间，正、反方向各测三次的平均值。

４．２３　比整步转矩

４．２３．１　技术要求

力矩式自整角机的比整步转矩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３．２　试验方法

将力矩式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并按图１和表６的要求接线和励磁，输出端Ｓ１Ｓ３（对力矩式

差动机则为Ｒ１Ｒ３）短接。将适当荷重（砝码）用细线挂绕在轮盘上，使指针偏转５°左右，比整步转矩犿０

按式（３）计算。试验应在正、反两个方向各测一次，得到两次测量的平均值。

犿０＝
犌·犚

２θ
…………………………（３）

　　式中：

犌 ———荷重，单位为毫牛（ｍＮ）；

犚 ———轮盘半径，单位为米（ｍ）；

θ ———指针偏转的角度，单位为度（°）。

允许受试接收机或发送机与同机座号、同参数的合格发送机同步连接进行试验，施加表６规定的试

验电压，比整步转矩按式（４）计算：

犿０＝
犌·犚

θ
…………………………（４）

　　式中：

犌 ———荷重，单位为毫牛（ｍＮ）；

犚 ———轮盘半径，单位为米（ｍ）；

θ ———指针偏转的角度，单位为度（°）。

４．２４　阻抗

４．２４．１　技术要求

ＺＫＦ、ＺＫＢ、ＺＫＣ和ＺＫＦＷ 型自整角机的各阻抗值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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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２　试验方法

按图１１接线和施加电压，自整角机转子固定在基准电气零位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附录Ｂ的

Ｂ．１．３规定的方法测量，阻抗按式（５）计算，阻抗相角按式（６）计算：

犣＝
犝

犐
…………………………（５）

＝ａｒｃｃｏｓ
犘

犐犝
…………………………（６）

　　式中：

犣———自整角机阻抗，单位为欧姆（Ω）；

犝 ———施加的试验电压，单位为伏特（Ｖ）；

犐 ———电流，单位为安培（Ａ）；

犘———受试自整角机的功率（应除去功率表电流线圈所消耗的功率），单位为瓦（Ｗ）；

 ———阻抗相角，单位为度（°）。

图１１　阻抗试验接线图

４．２５　接线端强度

４．２５．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接线端强度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１的规定。

４．２５．２　试验方法

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２规定的方法检查接线端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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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质量

４．２６．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质量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６．２　试验方法

用相对精度不低于１％ 的衡器称量自整角机的质量。

４．２７　温升

４．２７．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在额定电压励磁条件下，绕组温升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７．２　试验方法

按图１和表６的规定接线和励磁，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１．２的规定试验。

４．２８　噪声

４．２８．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ＺＣＦ、ＺＬＪ、ＺＣＪ和ＺＪＦ型自整角机的噪声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１．１的规定。

４．２８．２　试验方法

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１．２的规定试验。

ＺＬＪ、ＺＣＪ和ＺＪＦ型自整角机与相同机座号和相同电磁参数的合格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同步连接，

ＺＣＦ型与相同机座号和相同电压等级的合格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连接，且Ｒ１Ｒ３短接。试验时施加表

６规定的电压，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置于消音室外，并以２ｒ／ｍｉｎ～１０ｒ／ｍｉｎ的速度驱动。

４．２９　电磁兼容

４．２９．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自整角机的电磁兼容应符合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２．１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４．２９．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按图１和表６的规定接线和励磁，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２．２规定的试验。试验时转

子以（６００±５０）ｒ／ｍｉｎ的速度旋转，将等于空载输入阻抗４倍的负载加在输出绕组两端。

４．３０　振动

４．３０．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６．１和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振动试验，试验中不得

出现机械损伤、紧固件松动和接触不良等现象，并且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径向间隙、轴向间隙、静摩擦力

矩绝缘电阻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１１．１和４．１３．１的规定。

４．３０．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６．２规定进行振动试验。试验时转子能自由

转动，ＺＫＦ、ＺＫＦＷ、ＺＬＦ、ＺＬＪ和ＺＪＦ型自整角机，施加表６规定的试验电压；对于ＺＣＦ、ＺＣＪ和ＺＫＣ型自整

角机，转子绕组Ｒ１Ｒ３短接，Ｒ１Ｒ３Ｒ２间施加０．８６６倍最大输出线电压；对于ＺＫＢ型自整角机，转子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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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Ｒ２励磁，施加最大输出电压。对带电刷滑环的自整角机，试验期间转子绕组电流波形不得消失。

４．３１　冲击

４．３１．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７．１和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冲击试验，试验中不得

出现机械损伤、紧固件松动和接触不良等现象，并且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径向间隙、轴向间隙、静摩擦力

矩、绝缘电阻、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１１．１、４．１３．１、４．１８．１、

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１．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７．２规定进行冲击试验。试验时自整角机

的接线、通电方式以及定、转子所处状态同４．３０．２。对带电刷滑环的自整角机，试验期间转子绕组电流

波形不得消失。

４．３２　稳态加速度

４．３２．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８．１和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进行稳态加速度试验，试验

中不得出现机械损伤、紧固件松动和接触不良等现象，并且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径向间隙、轴向间隙、静

摩擦力矩、绝缘电阻、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１１．１、４．１３．１、

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２．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８．２规定进行稳态加速度试验，试验时自

整角机的接线、通电方式以及定、转子所处状态同４．３０．２。对带电刷滑环的自整角机，试验期间转子绕

组电流波形不得消失。

４．３３　寿命

４．３３．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的寿命应不小于１０００ｈ、２０００ｈ或３０００ｈ。试验过程中不准许出现接触不良现象。自

整角接收机不应失步，试验后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径向间隙、轴向间隙、静摩擦力矩、绝缘电阻、电气误

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１１．１、４．１３．１、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

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３．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转子以（６００±５０）ｒ／ｍｉｎ

的转速旋转。除另有规定外，自整角机按表１３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其中在每一轴伸位置，自整角机正

反方向旋转时间各为５０％，每隔２４ｈ改变一次转向。

表１３　轴伸安装位置及寿命时间分配

安装位置 时间分配

轴伸向上 寿命时间的１／４

轴伸向下 寿命时间的１／４

轴伸水平 寿命时间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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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低气压

４．３４．１　低温低气压

４．３４．１．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低气压试验，试验后各零部件不能有影响其正常

工作的裂纹或变形，并且绝缘电阻和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应符合４．１３．１和４．１０．１的规定。

４．３４．１．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５．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时自整

角机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试验后在箱内测试绝缘电阻，在箱外恢复到稳定

非工作温度后，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４．３４．２　高温低气压

４．３４．２．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低气压试验，试验后各零部件不能有影响其正常

工作的裂纹或变形，并且绝缘电阻和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应符合４．１３．１和４．１０．１的规定。

４．３４．２．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５．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时自整

角机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试验后在箱内测试绝缘电阻，在箱外恢复到稳定

非工作温度后，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４．３５　低温

４．３５．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试验，试验后各零部件不能有影响其正常工作的

裂纹或变形，并且绝缘电阻和电刷接触电阻变化应符合４．１３．１和４．１０．１的规定。

４．３５．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不通电置于试

验箱中，箱温逐渐降低至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极限值，温差±２℃，自整角机应达到稳定非工

作温度。然后自整角机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运行到稳定工作温度。试验期

间在箱内测试绝缘电阻，在箱外恢复到稳定非工作温度后，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４．３６　高温

４．３６．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试验，试验期间绝缘电阻应符合４．１３．１的规定，

试验后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１１．１、

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６．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３．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不通电置于试

验箱中，箱温逐渐升高至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极限值，温差±２℃，自整角机应达到稳定非工

作温度。然后自整角机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运行到稳定工作温度。试验期

间在箱内测试绝缘电阻，在箱外恢复到稳定非工作温度后，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电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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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

４．３７　温度变化

４．３７．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自整角机应能承受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高、低温的温度变化试验，试验后各

部件不能有影响其正常工作的裂纹或变形，并且绝缘电阻、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电气误差、

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３．１、４．１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７．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不通电置于试验箱中，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４．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箱

内测试绝缘电阻，在箱外恢复到稳定非工作温度后，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电气误差、零

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

４．３８　湿热

４．３８．１　恒定湿热

４．３８．１．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能承受温度为（４０±２）℃、相对湿度为９０％～９５％、历时４ｄ或按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

定的恒定湿热试验，试验后应无明显的外观质量变坏及影响工作的锈蚀现象，试验期间绝缘电阻应符合

４．１３．１的规定，试验后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绝缘介电强度、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

阻尼时间应符合４．１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２．１、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８．１．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不通电置于试验箱中，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９．１．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期间

在箱内测试绝缘电阻，试验后在箱外恢复到稳定非工作温度后２４ｈ，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

矩、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

４．３８．２　交变湿热

４．３８．２．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自整角机应能承受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表１０规定的一种交变湿热试验，试验后电刷

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绝缘介电强度、绝缘电阻、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误差和阻尼时间应符合

４．１０．１、４．１１．１、４．１２．１、４．１３．１、４．１８．１、４．１９．１、４．２０．１和４．２２．１的规定。

４．３８．２．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２９．２．２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期间一

台自整角机通电，按图１和表６规定的接线和励磁，输出绕组开路。试验后，在箱外恢复到稳定非工作

温度后２４ｈ，测试电刷接触电阻变化、静摩擦力矩、绝缘介电强度、绝缘电阻、电气误差、零位电压、静态

误差和阻尼时间。

４．３９　非正常工作

４．３９．１　技术要求

自整角机应避免发生由于不正常或误操作而破坏或消弱其安全性能，从而引起火灾、触电等事故。

４．３９．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按ＧＢ／Ｔ１８２１１—２０１７中１７．２规定进行非正常工作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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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０　盐雾

４．４０．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自整角机应能承受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３．１规定的盐雾试验，持续时间为４８ｈ。

试验后自整角机任何部位不能有明显腐蚀迹象和破坏性变质。

４．４０．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３．２的规定进行盐雾试验。

４．４１　长霉

４．４１．１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自整角机应能承受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４．１规定的长霉试验。试验后自整角机长

霉应不超过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６—２００８规定的２级水平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允许提供材料合格证明书代替。

４．４１．２　试验方法

自整角机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４．２的规定进行长霉试验。

４．４２　试验条件

４．４２．１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７．１规定。

４．４２．２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７．２规定。

４．４２．３　基准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基准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按ＧＢ／Ｔ７３４５—２００８中５．３７．３规定。

４．４２．４　试验电源

自整角机的试验电压幅值和频率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除另有规定外，试验电源的电

压幅值和频率的偏差应不大于±１％；谐波分量不大于１％。试验电压的波形相对于同样有效的标准正

弦波的波形失真，在所有对应坐标都不超过正弦波瞬时值的１％。

４．４２．５　试验说明

精度试验时，被试自整角机及励磁用自整角机的机壳均接地。

相敏指零仪的基准相位是指自整角机的转子从“基准电气零位”开始，正向转动所出现的第一

个最大输出电压之相位。

型式检验后部分性能允许放宽，但放宽的数值不能累加计算。

试验中转子重返零位及补偿点时，偏差应不大于３０″。

允许采用其他能保证试验精度的方法进行试验。

４．４２．６　试验装置及仪表

４．４２．６．１　角分度装置

角分度装置的误差应不大于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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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６．２　相敏指零仪

相敏指零仪的输入阻抗应不小于５００ｋΩ和３０ｐＦ并联的阻抗，其最小指示应能分辨出自整角机从

零位偏离０．２′时的输出电压，电压表谐波抑制不小于８０ｄＢ。当谐波电压和正交电压分别达到自整角机

最大输出电压的１％和２％时，两者所产生的仪表指示应不大于被试自整角机的转子从零位偏离０．２′时

所产生的仪表指示。

４．４２．６．３　角度指示仪

角度指示仪的谐波分量不大于１％，精度不低于±０．００４°。

４．４２．６．４　自旋仿真器

自旋仿真器的输入阻抗应不小于２００ｋΩ，输出阻抗应不大于５Ω，分辨率不低于０．０００１°。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验分类

自整角机的检验分为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５．２　鉴定检验

５．２．１　鉴定检验时机和条件

当有要求时，鉴定检验应在国家认可的实验室按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进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ａ）　新产品设计确认前；

ｂ）　已鉴定产品设计或工艺变更时；

ｃ）　已鉴定产品关键原材料、元器件变更时；

ｄ）　产品制造场所改变时。

５．２．２　样机数量

从批产品中随机抽取六台样机，其中四台供鉴定检验用，另外两台保存备用。定型批产品数量不足

六台时，应全数提交鉴定检验。但供鉴定检验样机数量不得少于两台。

５．２．３　检验程序

鉴定检验项目、基本顺序和样机编号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按照表１４规定进行。

表１４　检验项目及顺序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鉴定检验

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Ａ组检验 Ｃ组检验

１ 外观 ４．１ １，２，３，４ √ —

２ 外形及安装尺寸 ４．２ １，２，３，４ √ —

３ 径向间隙 ４．３ １，２，３，４ √ —

４ 轴向间隙 ４．４ １，２，３，４ √ —

５ 轴伸径向圆跳动 ４．５ １，２，３，４ √ —

６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４．６ １，２，３，４ √ —

７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４．７ １，２，３，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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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４（续）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和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鉴定检验

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Ａ组检验 Ｃ组检验

８ 接线端标记 ４．８ １，２，３，４ √ —

９ 接线正确性和基准电气零位标记 ４．９ １，２，３，４ √ —

１０ 电刷接触电阻变化 ４．１０ １，２，３，４ √ —

１１ 静摩擦力矩 ４．１１ １，２，３，４ √

１２ 绝缘介电强度 ４．１２ １，２，３，４ √ —

１３ 绝缘电阻 ４．１３ １，２，３，４ √ —

１４ 励磁电流 ４．１４ １，２，３，４ √ —

１５ 励磁功率 ４．１５ １，２，３，４ √ —

１６ 最大空载输出电压 ４．１６ １，２，３，４ √ —

１７ 相位移 ４．１７ １，２，３，４ √ —

１８ 电气误差 ４．１８ １，２，３，４ √ —

１９ 零位电压 ４．１９ １，２，３，４ √ —

２０ 静态误差 ４．２０ １，２，３，４ √ —

２１ 自转 ４．２１ １，２，３，４ √ —

２２ 阻尼时间 ４．２２ １，２，３，４ √ —

２３ 比整步转矩 ４．２３ １，２，３，４ √ —

２４ 阻抗 ４．２４ １，２，３，４ √ —

２５ 接线端强度 ４．２５ １，２，３，４ — √

２６ 质量 ４．２６ １，２ — √

２７ 温升 ４．２７ １，２，３，４ — √

２８ 噪声ａ ４．２８ １，２，３，４ — √

２９ 电磁兼容ａ ４．２９ １，２，３，４ — √

３０ 振动 ４．３０ １，２，３，４ — √

３１ 冲击 ４．３１ １，２，３，４ — √

３２ 稳态加速度 ４．３２ １，２，３，４ — √

３３ 寿命 ４．３３ １，２ — √

３４ 低温低气压 ４．３４．１ １，２ — √

３５ 高温低气压 ４．３４．２ １，２ — √

３６ 低温 ４．３５ ３，４ — √

３７ 高温 ４．３６ ３，４ — √

３８ 温度变化ａ ４．３７ ３，４ — √

３９ 恒定湿热 ４．３８．１ ３，４ — √

４０ 交变湿热ａ ４．３８．２ ３，４ — √

４１ 非正常工作 ４．３９ １，２ — —

４２ 盐雾ａ ４．４０ １，２ — —

４３ 长霉ａ ４．４１ １，２ — —

　　注：“√”表示进行该项目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目检验。

　　
ａ 当有要求时，需进行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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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检验结果的评定

５．２．４．１　合格

鉴定检验用样机的全部项目检验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合格。

５．２．４．２　不合格

只要有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５．２．４．３　偶然失效

当鉴定部门确定自整角机某一不合格项目属于孤立性质的偶然失效时，允许在每次提交的样机中

取一台备用样机代替失效样机，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括失效时）的所有项目。然后继续试验，若再有一

台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５．２．４．４　性能降低

样机经环境试验后，允许出现不影响其使用的性能降低，性能降低的允许值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５．２．４．５　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性能严重降低

样机在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出现影响其使用的性能严重降低时，鉴定部门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或者认为鉴定不合格，或者当一台样机出现失效时，允许用新的两台样机代替，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括

失效时）的所有试验，然后补足原样机数量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合格，则鉴定检验

不合格。

５．２．５　同类型产品鉴定检验

当某一类同机座号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型号的自整角机同时提交鉴定检验时，每种型号均应提交四

台样机，所有样机应通过质量一致性中的Ａ组检验，然后选取四台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的样机进行其

余项目的试验，试验结果评定按５．２．４规定。任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合格，则其所有的自整角机鉴定

检验不合格。本检验不准许样机替换。

若鉴定检验合格，则同时提交的所有型号的自整角机均鉴定合格。

对此后制造的同类同机座不同型号自整角机或对原型号设计更改的自整角机应进行差异性鉴定检

验，差异性鉴定检验合格，则认为该型号自整角机鉴定检验合格。

５．３　质量一致性检验

５．３．１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Ａ组和Ｃ组检验：

ａ）　Ａ组检验是为了证实自整角机产品是否满足常规质量要求所进行的出厂检验；

ｂ）　Ｃ组检验是周期性的检验。

５．３．２　Ａ组检验

Ａ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１４规定进行。

Ａ组检验可以抽样或逐台进行。抽样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１２中检验水平Ⅱ，一次抽样方案进行，

接收质量限（ＡＱＬ值），由使用方和制造方协商选定。

逐台检验中，自整角机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该自整角机为不合格品。

Ａ组抽样检验合格，则除抽样中的不合格自整角机之外，用户应整批接收。

Ａ组逐台检验，则除不合格自整角机之外，用户应整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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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Ａ组检验不合格，则整批拒收，由制造商消除缺陷并剔除不合格品后，再次提交Ａ组检验。

５．３．３　犆组检验

５．３．３．１　犆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

Ｃ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１４规定进行。

５．３．３．２　检验时机和周期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Ｃ组检验：

ａ）　相关项目检验；

ｂ）　Ａ组检验结果与鉴定检验结果发生较大偏差时；

ｃ）　周期检验。除非另有规定，每两年应至少进行一次；

ｄ）　政府或行业监管产品质量或用户要求时。

５．３．３．３　检验规则

Ｃ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１４规定进行。

Ｃ组检验样机从已通过Ａ组检验的产品中抽取，对未作过Ａ组检验的样机应补作Ａ组检验项目

的试验，待合格后方能进行Ｃ组检验其余项目的试验。

Ｃ组检验样机数量及检验结果的评定按５．２．２和５．２．４的规定。

若Ｃ组检验不合格，由制造商消除不合格原因后，重新进行Ｃ组检验。

６　交付准备

６．１　总则

除另有规定外，交付的自整角机应是通过设计确认后制造的，且经Ａ组检验合格的产品。

６．２　标志

每台自整角机都应有铭牌，铭牌上的数据应保证自整角机在使用期间字迹清晰，不应剥落，其内容

至少应包括：

ａ）　产品型号和名称；

ｂ） 制造厂名或商标；

ｃ） 制造编号或生产日期；

ｄ） 频率和电压。

６．３　包装

自整角机包装应符合ＪＢ／Ｔ８１６２的规定，制造商应确保自整角机通过包装能得到有效防护。

６．４　运输

包装的自整角机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和敲击，严禁与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放在一起。

制造商应将通过标识和协议方式将运输条件告知用户承运商。

６．５　贮存

自整角机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１０℃～３５℃ ，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并且清洁、通风良好的库房

内，空气中不得含有腐蚀性气体。贮存期分为一年、三年和五年，由制造商规定。制造商应将贮存条件

和贮存期告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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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保证期

保证期系制造商就自整角机正确贮存和使用期限而向用户的承诺。

保证期是从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贮存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

保用期从自整角机包装启封开始计算，保用期为两年半。

在正确存放和使用自整角机的情况下，制造商应保证自整角机在保用期（不超过保证工作期限）内

正常工作。如在保用期内自整角机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维修

或更换。

７　用户服务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应对自整角机交付后的技术服务做出规定，当用户有需求时，应能及时提供技术服务。

５２

犌犅／犜１３１３８—２０２０



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分类和型号命名

犃．１　分类

自整角机按功用可分为控制式和力矩式两大类，包括控制式自整角发送机、控制式差动自整角发送

机、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力矩

式差动自整角接收机、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发送机和控制式无刷自整角发送机。

犃．２　型号命名

犃．２．１　型号组成

自整角机型号参见ＧＢ／Ｔ１０４０５的规定，由机座号、产品名称代号、性能参数代号和派生代号四部

分组成。型号组成如下：

３６










　

机座号（机座外径为３６ｍｍ ）

ＺＫＢ








　

产品名称代号（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 ）

５







　

频率代号（额定频率５０Ｈｚ ）

４





　

电压代号（额定电压／最大输出电压１６／３２Ｖ ）

Ａ




　

派生代号

　　

　
烍
烌

烎

性能参数代号

犃．２．２　机座号

自整角机座号参见ＧＢ／Ｔ１０４０５的规定，以外圆直径表示，单位为毫米（ｍｍ），若外圆直径基本尺寸

为非整数时，应取整数部分。

犃．２．３　产品名称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由３～４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组成，见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产品名称代号

产品名称 代号 含义

控制式自整角发送机 ＺＫＦ 自、控、发

控制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 ＺＫＣ 自、控、差

控制式自整角变压器 ＺＫＢ 自、控、变

力矩式自整角发送机 ＺＬＦ 自、力、发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发送机 ＺＣＦ 自、差、发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 ＺＬＪ 自、力、接

力矩式差动自整角接收机 ＺＣＪ 自、差、接

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发送机 ＺＪＦ 自、接、发

控制式无刷自整角发送机 ＺＫＦＷ 自、控、发、无

　　注：力矩式自整角接收机发送机是一种双用途的自整角机，它可以作为力矩式接收机使用，也可以作为力矩式发

送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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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４　性能参数代号

自整角机型号的性能参数代号由两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位数字表示电源频率，５０Ｈｚ，代号为

５，４００Ｈｚ，代号为４；第二位数字表示额定电压与最大输出电压的组合，其代号参见表Ａ．２。

表犃．２　性能参数代号与额定电压和最大输出电压组合对应关系

代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发送机，接收机

Ｖ
２０／９ ２６／１２ ３６／１６ １１５／１６ １１５／９０ １１０／９０ ２２０／９０

差动式

Ｖ
９／９ １２／１２ １６／１６ ９０／９０ — — —

控制变压器

Ｖ
９／１８ １２／２０ １２／２６ １６／３２ １６／５８ ９０／５８ —

犃．２．５　派生代号

派生代号包括性能派生和结构派生，用一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表示。Ａ、Ｂ、Ｃ、……Ｌ表示结构派生

代号，Ｌ以后的字母加数字０１、０２、……表示性能派生代号，但不宜使用字母Ｉ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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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变压比测量

犅．１　当有需要时，可用测量变压比来代替测量最大输出电压。

犅．２　测量变压比时自整角机按图１和表６规定接线和励磁，并达到稳定工作温度。转子从基准电气零

位开始正向旋转，直至达到第一最大耦合位置。用一个能显示基波有效值电压的仪表测量输出电压，该

仪表应不致使开路电压的影响超过０．１％，计算出输出电压对励磁电压之比即为变压比。

犅．３　允许用能保证精度的其他方法进行测量。

８２

犌犅／犜１３１３８—２０２０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Ｂ／Ｔ１０４０５　控制电机型号命名方法

犌犅／犜１３１３８—２０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