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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变频调速系统设计的关键环节,良好的抗干扰处理对于保证电梯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解决不好,不仅变频器系统无法可靠运行,还会影响其周边其他电子、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因此,变频器应用系统中的干扰问

题倍受理论界和工程应用界的广泛重视。本文介绍了变频器安装应注意的事项,并针对变频器使用中易出现的干扰问题,提出

了相应的抑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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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井内的动力、照明、风扇控制、通信等,各种电缆

都会产生电磁辐射。像天线接收原理一样,同轴电缆也会“接

收”这些干扰,即干扰电磁场在电缆上产生干扰感应电流,

这个干扰感应电流也就会在电缆外导体(编织网)纵向电阻

上产生干扰感应电压(电动势),这个干扰感应电压刚好串联

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中,形成干扰。更重要

的是这些随行电缆都是与视频电缆并行,且近距离捆扎在一

起。这就形成了接近“最佳最有效的”干扰耦合关系。在一

般工程中可以采用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的屏蔽干扰办法,但

在电梯随动的环境中,这种方法无能为力。所以电梯环境下

的抗干扰难度很大,只能选择较好的设计和施工方法。了解

干扰产生基本原理,对完善抗干扰设计和施工十分重要。 

1 变频调速电梯的软件抗干扰技术 

1.1 避免干扰引发电梯程序死机 

(1)选用存储器映射技术。尽管看门狗技术可避免电梯微

机出现死机,保证运行程序复位,但无法使程序复位至程序

“跑飞”的位置。存储器映射技术可有效克服此问题,其可在

RAM区中构建一定空间的数据区,以实时储存程序状态； 

(2)选用 WATCHDOG 技术,WATCHDOG 是一类定时触发器,

在固定时间内需返回至初始状态,若未进行处理则微机 CPU

会发生复位。 

1.2 低压电器引发的电梯微机干扰 

低压电器引发的干扰通常出现在低压电器开断电流的

瞬间。低电器感性元件如电磁继电器、接触器线圈等是主要

的干扰来源。此类线圈在开断过程中会形成强大的电磁干

扰。低压电器触头在开断过程中引发的火花干扰是另一干扰

来源。在软件内可选用剔除法、延时法避免干扰。主程序内

的部分时间运算采用延时法,可防止继电器、接触器开断过

程对事件运算程序的干扰；或选用剔除法对事件运算结果实

施合理性评估,以删除极端意外数据。 

1.3 输入信号的确定检查 

电梯控制系统输入信号的正确性,会对电梯控制系统的

输出过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若输入信号错误,则可造成

电梯出现误动作。在软件上可进行输入端信号状态的多次检

查。若输入信号正确,则电梯运行应该相对稳定,但干扰信号

通常是时间间隔很短的尖脉冲,若不同时间检查得到的信号

状态相一致,则可确定输入信号正确。 

2 电梯系统接地抗干扰技术 

2.1 电梯变频器及主回路接地 

变频器主回路端子 PE 的正确接地是提高变频器抑制噪

声能力和减小变频器干扰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电梯应用系统

中一定要非常重视。为了提高电梯变频器的抗干扰和防雷击

能力,在电源输入侧均有电容或者压敏电阻组成的电源滤

波。电梯变频器一般不采用浮地和与系统直接接地方式,而

是采用电容接地方式,从而为高频干扰分量提供对地通路,

抑制分布电容的影响,缺点是对于低频和直流仍旧是开路,

一般通过加电阻来进行弥补。在电梯系统中,一般要求采用

TN-S方式供电,即采用专用接地线, 电梯的输入侧和输出侧 

 

待桩基及系梁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后,对已滑塌段

的坡面进行修整,坡面修整后应立即进行路侧截水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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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PE 端必须接到专用接地线上。变频器接地导线截面积一

般应不小于 2.5mm2,长度控制在 20m 以内。建议变频器的接

地与其它动力设备,如焊接机等的接地分开。在变频器和曳

引机之间的动力电缆最好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屏蔽电缆的两

端分别与变频器和曳引机的接地端相连,当然曳引机的接地

端也必须可靠接地。这样的措施可以防止动力电缆向外辐射

电磁信号,干扰周围的信号电缆。 

2.2 电梯速度检测传感器屏蔽接地 

在微电脑电梯控制系统当中,往往采用串行通讯的方式

和电梯主控制器进行数据交换,而且数据总线方式一般采用

RS485 总线,但 RS485 总线的通讯状态易被干扰。为了提高

电梯串行通讯的可靠性,一般通讯线路都会采用屏蔽电缆。

那么采用什么接地方式把电缆的屏蔽层接地才是合理的

呢？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接地不当,经常出现接地比不

接地通信误码率高的现象,从而使人产生了屏蔽电缆要不要

接地,如果要接地,应该是采用一点、两点还是多点接地的疑

惑。在工程当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两点接地,即将电缆屏蔽

层的两端都接地。由于接地点不在一起,不同接地点之间会

出现地电位差,在屏蔽线中形成地回路,由于地线回路当中

可能存在地电流,不仅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带来干扰。据有

关资料和实践证明,对信号电缆屏蔽层接地点的选择应视具

体情况而定,最佳的选择应是信号源侧一点接地,这样不仅

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也可以抑制静电感应干扰。电梯变频器

调速是一种高精度快速响应的控制系统,一般要安装速度传

感器如脉冲编码器来进行速度闭环控制。为了提高抗干扰能

力,速度传感器与变频器之间的信号线缆均采用屏蔽线,尤

其是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的速度传感器信号线,必须采用

屏蔽线缆,否则曳引机会出现失速或不能运转。因此,一定要

保证曳引机和变频器的可靠独立接地,或者选用传感器外壳

不与控制屏蔽层连接的传感器,在变频器侧实施一点接地。 

2.3 电梯随行电缆多余线的处理 

对微机电梯控制系统而言,它属于高速低电平装置,它

与外部设备的信号交换频率一般低于1MHz,所以电梯微机控

制系统抗共模干扰接地一般采用一点接地,这样可以有效抑

制对控制系统的共模干扰如图 5 所示。另外,电梯微机控制

系统的接地不宜与强电设备的接地共用一个接地极。电梯随

行电缆线数在选购时可能超过电梯轿厢实际需要的线数,这

样在随行电缆当中就会有多余线缆。在电梯随行电缆当中,

既有强电线缆(给轿厢门机、轿厢照明、光幕等设备供电)

又有信号电缆,因此,强电线缆就有可能干扰弱电信号电缆。

要克服这样的干扰最好的办法是将随行电缆多余线在电梯

控制柜侧接地,起到良好的屏蔽和防静电效果。 

2.4 浪涌电压的电磁干扰 

在电梯控制系统中,必然会用到继电器和接触器,继电

器、接触器实现通断控制时,它们的线圈在通断的过程中会

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出现浪涌干扰,使电路器件的抗干扰

能力降低。对浪涌冲击一般采用吸收其能量的方法,通过吸

收电压脉冲来限制峰值电压。RC 电路具有缓冲和吸收能量

的性能,所以可以在交流线圈两端并联 RC 电路,吸收掉电路

接通或断开时的反电动势。对直流线圈可以在线圈两端并联

二极管或二极管串电阻形式抑制反电动势。电梯控制系统一

般采用三相供电,此时可以将接触器电源和提供微机系统电

源的交流电取自不同的相,避免接触器产生的电磁干扰窜入

5V 开关电源的交流侧,可以有效的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用双绞线作为接触器的馈电线,由于两导线中的电流方向相

反,磁通可以相互抵消,因此可以削弱电磁干扰,提高系统的

抗干扰能力。 

3 结束语 

变频调速系统的抗干扰处理水平将直接影响电梯系统

的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因此,相关技术与研究人员应加强

有关变频调速系统的抗干扰研究,总结变频调速系统抗干扰

处理方法及关键部位技术处理措施,以逐步提升变频调速系

统抗干扰处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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