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1B series Thyristor Power Regulator 
产品手册 
Product Manual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 
R

斯
坦
恩
贝
格
（
北
京
）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简   介 

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前身北京希曼顿自动化研究所，是

国内最早从事固态继电器研发生产的厂家之一，其生产的希曼顿牌固态继电器

及电力调整器，在工业热处理行业有着 20 余年的成功应用经验，是国内工业热

处理行业著名的品牌之一。 
公司历经风雨，几经变革，从最初的“先锋电子”，到北京希曼顿自动化研

究所，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挖掘

用户需求，不断研发新型产品。从固态继电器，到周波控制器，再到一体化电

力调整器，不断研发符合实际工况的产品，满足用户新的需求。在这一时期，

希曼顿产品已经批量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

南非、巴西、加拿大、美国、德国等国家，深受各界用户的好评。 
时光的指针指向 2011 年，这一年，希曼顿与德国合资，斥资 500 万人民币

成立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从传统的家族企业转变成国际化的、

能为用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工业企业，为希曼顿产品走向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

公司引进吸收德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及工艺水平，在保证现有产品品质的前提下，

进一步修改生产工艺，提高产品出厂标准，先后制定《单相交流固态继电器企

业标准》（Q/PG STB 001—2011）《电力调整器》（Q/PG STB 002—2011）两项

企业标准，并在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使产品达到内外兼备的技术前提。同年，

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通过 ISO9001:2008 企业认证，对公司的管理

系统化，功能化，固态继电器类全线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为产品国际化发

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在 2012 年，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成功申请到独立进出口权，

针对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并分批派公司员工到欧洲

学习，将最新的设备与技术转化成本地服务，拉近厂商与用户之间的距离。目

前公司与德国 Stein、Nanotec 等精密机械厂家已签订商业、技术合作协议，为

用户产品提供现代化智能解决方案。 
2013 年，在公司专业的研发队伍和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带领下，新一代多功

能电力调整器系列产品陆续研发上市，敬请期待。 
“专业的态度，过硬的产品，完善的服务”是我们对用户的承诺。我们坚

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斯坦恩贝格将展现在您的面前，愿我们一起携

手，共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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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用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希曼顿”品牌的可

控硅功率调整器！ 

SP1B 控制板是运用数字电路触发可控硅实现调功、调压一体化。调压采用

移相控制方式，调功有定周期调功和变周期调功两种方式。该控制板带有同步

电路、自动辨别相位、上电缓起动、缓关断、散热器超温检测、电流限制、过

流保护、串行工作状态指示等功能。SP1B 控制板的特点：十位 A/D，输出线性

化程度高，输出起控点低。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由 SP1B 控制板、SP1B 专用散热器、风机、外

壳等组成。核心部分使用 SP1B 控制板；散热系统采用高效散热器、低噪音风机。

整机电流容量从 30A 到 450A 有多个等级。 

该可控硅功率调整器可与带0～5V、0～10V或4～20mA等的智能PID调节器或

PLC配套使用，也可独立使用手动功能。SP1B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可广泛应用

于工业电炉的加热控制、冶金、化工、纺织机械等领域。 

● PAC16P电力调整器设计于2001年，10余年来不断改进升级，至今已是一

款经过多年现场考验的经典产品。SP1B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是基于PAC16P电力

调整器的又一次改进。2013年来又进行了全新升级，其中包括软件的升级、散热

单元的优化、新外观的设计等近6项的升级或改进，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和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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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1.请勿在电力调整器的各端子部施加超出额定的电压、电流。否则易导致电

力调整器的故障及烧损。 

2.请勿在端子的螺钉有松动的状态下使用。否则可能会因端子的异常发热导

致烧损。 

3.请勿妨碍电力调整器本体、散热器周围的空气对流。否则由于本体的异常

发热可能会导致输出元件的短路故障、烧损。 

安全注意事项！！！ 

 

 

请在安装、使用产品前仔细阅读本《产品手册》，并按相关规定
正确操作进行安装、调试、使用。以免人为因素影响产品的使用。

 接线、布线时，请在切断电源的状态下操作。防止导致触电。 

 

请注意，勿使短路电流流入电力调整器的负载端。防止损坏电力
调整器。 

 

请注意，通电前务必安装端子盖，然后再使用电力调整器。防止
勿触碰导致触电。 

 

通电中及切断电源后，请勿立即触碰电力调整器的本体及散热
器。由于在电力调整器工作过程中，电力调整器的本体及散热器
处于高温状态，勿触碰易导致烫伤。 

 
切断电源后，请勿立即触碰电力调整器的负载端。由于电力调整
器内部由于内部储能器件未彻底释放完电荷，勿触碰导致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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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型号定义规则 
型号 SP1B — □ □ □ □□□ — □

调整器系列    

 

 

 
  

供电电源标准 

A:110V AC ±10%  

B:220V AC ±10% 

C:380V AC ±10% 

D:440V AC ±10% 

控制板电源频率 
L:50Hz ±5% 

H:60Hz ±5% 

信号输入类型 

4:4-20mA 

5:0-5V 

6:0-10V 

负载电流 标称电流值 

电流限制及保护 
C:电流限制及过流保护 

N:无 
 

2. 选型规则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选型规则 

负载类型 分类 材质 选型规则 

纯阻负载 

恒阻负载 合金 
●镍铬 
●铁铬 
●铁铬铝 

调整器标称值≥负载实际电流 

变阻负载 
纯金属

●钨 W 
●钼 Mo 
●白金 Pt
●MoSi2 
●硅钼棒 调整器标称值≥负载实际电流*1.2

硅碳棒 ●SIC 

感性负载 
变压器负载 

电机负载 

选型公式 

负载实际电流=负载功率/线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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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选型表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选型表 

系列 代码功能 

SP1B 

基本功能：调功调压一体化； 
调节分辨率：0.2°(调压),20mS(调功)； 
缓起动、关断时间：0.2～120 秒可调； 
报警输出：常开 1A 250VAC 阻性负载； 
基本报警：散热器超温； 
环境温湿度：0～40℃，90%RH 最大。 

供电电源

标准 

A 110V AC ±10% 

B 220V AC ±10% 

C 380V AC ±10% 

D 440V AC ±10% 

控制板电源频率 
L 50Hz ±5% 

H 60Hz ±5% 

信号输入类型 

4 4-20mA，输入阻抗 120Ω 

5 0-5V，输入阻抗 10KΩ 

6 0-10V，输入阻抗 10KΩ 

标称电流值 

代码 最大电流容 散热方式 

030 30A 自然散热 

050 50A 风冷 

075 75A 风冷 

120 120A 风冷 

150 150A 风冷 

180 180A 风冷 

230 230A 风冷 

280 280A 风冷 

电流限制及过流保护 
C 电流限制及过流保护功能

N 无 

※注： 

1.供电电源标准即为客户供电系统的线电压； 

   2.*号区产品正在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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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外型及安装尺寸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尺寸表 

系列 电流 外形尺寸（mm） 安装孔距（mm） 安装螺丝 尺寸图 冷却方式

SP1B 30A 218*74*144 182 M3 见图 A 自然冷却 

SP1B 50A 
236*84*187 206 M5 见图 B 

风冷 

SP1B 75A 风冷 

SP1B 120A 

317*124*236 271 M6 见图 C 

风冷 

SP1B 150A 风冷 

SP1B 180A 风冷 

SP1B 230A 
376*124*266 322 M8 见图 D 

风冷 

SP1B 280A 风冷 

5. 主要技术指标 

输入 

供电电源标准 供电系统的线电压。 

手动给定信号 10K 2W 可调电位器或 0-5V DC 信号。 

自动控制信号 
4-20mA,输入阻抗 120Ω； 
0-10V,输入阻抗 10K； 
0-5V,输入阻抗10K。（订货需声明输入信号类型）

风机电源 220VAC  50HZ   

输出 

分辨力 调相 0.2°,调功 20ms。 

输出电压 输入电压的 0-95%。 

报警输出 
继电器报警输出 1，2端子和 1，3端子，报警接
点容量: 1A 240VAC 纯阻性负载。 

适合负载类型 
单相纯阻、感性负载，电源参数及其他负载类型
应在订货时声明。 

保护 

缓启动、缓关断 
缓起时间由内部电位器 P3 设定（0.2-120 秒）
缓关断时间与缓启动时间一致，在负载为感性
时，推荐使用此功能。 

超温保护 
当散热器温度高于 70℃时，调功器禁止输出并
报警。 

负载过流保护 
当负载电流超过设定的保护电流值时，调功器禁
止输出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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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环境 

安装环境 
壁挂式垂直安装、通风良好、不受日光直射或热
辐射、无腐蚀性、无可燃性。 

高度湿度 
高温高湿以及海拔大于 1000 米，应降额使用，
环境相对湿度： 90%RH，无结露。 

环境温度 -10℃～+55℃ 

6. LED 状态显示与 SW1 工作方式开关 

6.1 指示灯定义 

STATE 
三色状态

指示 

状态 1 绿色 正常运行。 

状态 2 红色 过流。 

状态 3 红绿交替闪烁 散热器超温。 

状态 4 黄色闪烁 待机或者首次启动。 

IN 
绿色输入

指示 

状态 1 绿色亮 控制信号大于 0%时。 

状态 2 绿色灭 无控制信号。 

6.2 SW1 拨码开关定义 

拨码开关 ON OFF 

SW1-1 过流保护 过流设定 

SW1-2 PWM 调功方式 CYC 调功方式 

 

斯
坦
恩
贝
格
（
北
京
）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R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 

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 7 -

7. 各种接线的应用及初步调试 
 

7.1  整机完整接线图 

21 3 4 5678910111213 141516

R U

C1C2 GNDR1R2R3VORSGNDUSRNONCCOM L1L2N
P1

P2P3

1 2

SW1
ON

0FF

控制信号

负载快熔

ABC N

报警输出
运行

待机

调动

调压

限幅
限流电位器

手动电位器

图 1 SP1B 整机完整接线图 

7.2 常用的功能接线方式 

7.2.1 最简自动控制接线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2：不带限幅功能的自动控制接线图（最简接线图） 

说明：1）自动控制时，若不带限幅功能 R1、R2 必须短路。 

2）0-5V、0-10V 及 4-20mA 均接 C1、C2，但只能接其中一种。 

斯
坦
恩
贝
格
（
北
京
）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                                        
R

 

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 8 -

7.2.2 限幅功能的自动控制接线图 

限幅电位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3：带限幅功能的自动控制接线图 

说明：1）限幅工作时，图中限幅功能可限制输出的平均功率。 

2）0-5V、0-10V 及 4-20mA 均接 C1、C2，但只能接其中一种。 

7.2.3 手动控制接线图 

手动电位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4：手动接线图 

说明：此时调整器的输出只受手动电位器控制，与控制信号无关（此时 C1、C2

不接信号）。 

7.2.4 手动与限幅功能的手动控制接线图 

限幅

手动电位器

运行(断开）

待机(断开）

调动(断开）

调压(断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5：手动与带限幅功能的手动控制组合接线图 

说明： 

1）该图是图 3、5组合接线方式。 

2）当单刀双掷开关与手动电位器相连时为手动控制。 

3）当单刀双掷开关与限幅电位器相连为有限幅功能的手动控制。 

4）USR 与 GND 闭合为调压方式，断开为调功方式。 

5）运行与待机可用于负载的起控与关断，RS 与 GND 断开为运行，闭合为

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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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限流功能接线图 

限流电位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6：限流功能接线图 

说明：1）若用户系统为恒流控制模式则不需要该电位器。 

2）普通限流时，若负载调节需要更平滑，须使用多圈电位器。 

7.2.6 手动及自动组合接线图 

手动电位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C1 C1 GND R1 R2 R3 VO RS GND USR NO NC COM

控制信号

 

图 7：手动及自动组合接线图 

7.2.7 控制板电源 

N L2L1
14 15 16

V2 V3V1  

图 8：控制板电源接线图 

说明：1）V1 与 V2 之间接 220V/50HZ。 

2）V1 与 V3 之间接 380V/50HZ。 

3）控制板的电源必须与负载的电源一致，即同相。 

4）当电源电压为其他规格时，可以采用外部升压或降压方式，使其达到

220V 或 380V 以达到使用要求。 

7.3 调试常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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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初步调试 

为正式调试运行可靠，顺利地进行，应先接 100～200W 灯泡或电炉丝等作

为假负载进行初步调试。负载电压变化应连续、均匀、平稳，不应出现突跳、

抖动或变化趋势与输入信号不成线性关系等现象。可按最简接线图（图 2）接

线，进行自动或手动调试。 

1）自动调试： 

按图 2的自动控制接线，将控制信号的输出接到 C1、C2 端，R1、R2 短路，

输入变化信号逐步增大时，负载电压、电流应均匀变化且平衡。 

2）手动调整： 

按图 4接线，外接 10KΩ手动电位器。电位器的两个固定端分别接 V0、GND

端，滑动接 R1 端。调整手动电位器，负载电压调整范围为 0~100%。此时，负

载电压、电流应均匀变化且平衡。 

3）缓起动、缓关断时间： 

调整控制板内的 P3 电位器，缓启、缓停时间 0.2~120 秒可设定。如改变设

定需重新上电。 

7.3.2 正式调试 

假负载调试通过后，再接实际负载调试。非变压负载要带载调试，变压器

负载的二次侧不能空载与开路，必须加实际负载。 

可按初调的方法调试，若发现异常，需停机检查。负载的最大电压取决于

新电炉的炉膛内的干燥程度、负载特性、炉温高低、负载电流大小等情况限制。

若变压器功率余量预留不足会导致磁饱和，此情况下调整器输出最大电压也应

受限制。 

7.3.3 注意事项 

1）调功器调试时，上电前首先应确认接线正确，主回路无短路、开路及绝

缘不良等现象，接线无虚接、松动等现象； 

2）检查调功器安装位置是否合适，机柜通风是否良好等，电源电压、频率

是否符合要求； 

3）调功器调试时，应接入负载，否则测量得到的输出端电压值无任何意义； 

4）对于变压器负载应使用缓起缓停的功能进行上电和断电操作，尽量避免

直接断电。 

8. 选件的接线、调试与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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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C”选件接线调试说明及有关的功能说明 

8.1.1 通过“C”选件实现电流限制功能 

参照图 6，调试步骤如下： 

1）先将限流电位器调至最小，R3 与 GND 间电压约为 0V。 
2）通过外接手动电位器或手动调节控制器输出信号，把控制信号输出调至

最大，这时负载电流依然是零； 
3）缓慢增大限流电位器，同时观察负载电流，负载电流应缓慢增大； 
4）当负载电流增大到负载允许的最大电流时，停止调节限流电位器并保持

限流电位器的位置不动，此时无论负载或着电源电压变化还是控制信号增大，

负载上的电流值始终不会超过这一设定的电流值。但负载的电流如未达到这一

设定的电流值时，负载电流仍按控制信号的给定大小变化。此功能适合硅碳棒、

白金、石墨、冷态阻抗较高的硅钼棒等变阻负载。 
5）限流特性如图 9 所示。限流有效区间 40%-100% 图 9 中①所示电流限

制值是最大电流的 60%；图 9 中②所示电流限制值是最大电电流的 40%。 

100%

60%

40%

100%60%40%

输出电流

输入信号

1

2

 

图 9 

6）在选型表中带“C”表示带限流及过流功能，是通过 SP1B 内置的电流互

感器取样，进行电流变换，将额定的负载电流变换成 0-5VDC。若因为某种原因

额定电流变换出来的 0-5VDC 会有较大偏差，会影响限流和过载报警的效果。这

时参见图 6，首先将负载电流增大到额定最大，通过调整 SP1B 线路板上的反馈

板上的满度电位器，使 SP1B 的+5VDC 测试点和 GND 间的输出直流电压为 5V,从

而保证转换对应关系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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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通过“C”选件实现电流过载保护功能 

如图 6接好后，开始运行时，如下进行过载保护电流值设定和运行选取过

流报警值为最大负载电流的 1.5~2.5 倍。按选取好的过载报警值的 1/2 进行标

定，具体步骤如下： 

1）设 SW1-1 为 OFF。 

2）手动调节负载电流，达到过流报警值的 1/2（若负载电流达不到，检查

是否限流值过低）。 

3）缓慢调整控制板内 P2 电位器，使状态灯由绿变成黄色，标定完成。 

4）过流报护：设 SW1-1 为 ON；此时状态灯又由黄变成绿色。运行中，负

载电流大于过流报警值时，过流报警动作：调节输出急停、报警输出接点吸合、

STATE 状态指示灯为红色（正常运行中应调整 SW1-1 为过流保护状态，否则不

能实现过流保护功能）。 

例如：若最大负载电流为 100A，过流报警值选 150A，则按过流报警值的

1/2 即：75A 标定（即过流设定时，标定为 75A 进行设定，直到黄色灯亮）。 

注意：一般地说，过流保护不能完全确保负载短路造成的设备损坏,不能代

替快速熔断器。 
8.2  U1 调功/调压一体化选件有关的功能说明 

8.2.1 调压调功的工作原理简介 

所谓调压又称移相控制，是指通过控制晶闸管的导通角的大小，把电源的

正弦波切除一部分保留一部分，波形保留部分的就是负载上通过的电流、电压

的波形。改变保留波形的大小从而改变负载上所获得的功率大小，从而实现调

节功率的目的。其优点冲击小，控制精度高。 

所谓调功又称过零导通，其中较常用的有两种：一种称为 PWM 占空比过零

方式；一种称为 CYC 周波过零方式，又称变周期过零。所谓 PWM 方式是指在一

固定的是时间周期内，通过控制负载上电流导通和截止的时间比，来改变负载

上的功率；CYC 方式，是在 PWM 的基础上将输出的波形尽可能的均匀分布在一

时间段内，避免集中导通、关断给电源带来的冲击。这两种方式均为电源零点

导通，零点截止，输出为完整正弦波形。以输出周期 2 秒，负载此时需要 50%

功率为例：PWM 方式下，负载上的电压电流均连续导通 1 秒，连续关断 1 秒，

此时负载上在这 2 秒周期内获得的功率就是 50%。再说 CYC 方式，同样负载此

时需要 50%功率，CYC 方式下负载获得的电源波形是导通一个正弦波，截止一个

正弦波，这样负载也同样获得了 50%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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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PWM 和 CYC 方式来说，PWM 应用简单，设备造价低。但多台使用时容

易出现导通时间重叠，造成用电出现波峰波谷，给供电带来较重负荷。CYC 方

式，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PWM 的弊端，降低对电网的污染。 

8.2.2 调压调功的输出波形 

调压方式具有负载电流冲击小，适合变压器控制，但不可避免带来电源污

染，降低功率因数。过零调功方式无法限制电流，冷态冲击将影响加热管的寿

命。SP1B 的 U1 用户功能提供了两者结合的输出。 

 

图 10 调压 调功的负载电压电流波形对比 

8.2.3 调功调压一体化的主要应用方向 

在一些特殊负载应用时，如硅碳棒，低温时阻抗较小，温度超过 700-800℃
后阻抗提高，如开始用调功对电源冲击大，也会使硅碳棒使用寿命大大缩短，所

以开始阶段使用调压控制，温度达到后转换为调功，使电源功率因数提高，减小

调压所带来的谐波干扰。调功适用的负载：恒阻性负载。调压适应的负载：恒阻

性负载、感性负载，如变压器，变阻负载，如：硅碳棒、硅钼棒、钼丝、石墨等。 

9. SP1B 系列可控硅功率调整器的几个辅助功能说明 

9.1 缓启动、缓关断功能 

如图 11 带有缓起动，从图中波形的对比可以看出有缓启动时负载电流上升

平滑，能有效降低冲击电流。缓关断时同样使负载上的电流平滑下降，降低冲击。

尤其负载为感性时，缓启动、缓关断能有效的抑制过渡过程产生的冲击电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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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电动势的产生，从而保护电路免受伤害。 

9.2 线性化矫正 

如图 12，通过线性化矫正使负载上电压有效值与输入信号呈线性对应的关

系。使 PID 的调整过程简单化，减小控制曲线的振荡的发生。 

9.3 输出功率的线性限幅 

图 3中所示意的限幅电位器的作用是限制输出功率的平均值，并不能限制输

出电压的峰值。用户在使用此功能时应特别注意。此功能可替代控制信号本身带

有限幅功能。控制特性如图 13。 

负

载

电

流

时间

无缓启动负载电

流有冲击

有缓启动负载电

流上升平滑

 

输

出

电
压

100%

100%

无矫正

矫正后

输出线

性化好

 

输出电压

100%

100%

60%

40%

输入电压
 

图 11                     图 12                       图 13 

10. 调试中的问题及故障排除 
当用户系统出现故障时，首先应判断故障的部位，应将仪表、调压器和负载

的问题分开处理。 

 负载无输出,或负载电压加不上去： 

1）检查电源：控制板、负载电源是否正常，快速熔断器是否熔断； 

2）检查负载：负载是否开路或接线有问题； 

3）检查控制板状态灯：绿色，运行状态；黄色闪烁，停机状态(无输出)；

红色，过流报警(无输出)；红、绿闪烁，散热器超温报警(无输出)；黄色常亮，

控制板故障；不亮，未供电或控制板故障； 

4）检查控制板输入指示灯：绿色，亮度应随输入信号变化； 

5）检查控制板P1电位器的位置：顺时针调整，输出电压增加； 

6）检查控制板R1、R2短路片：自动控制时，R1、R2短路片应接好； 

7）检查输入信号：范围，4~20mA。输入信号 > 5.6mA,应有输出。极性是否

接反； 

8）检查控制板R2、GND端：R2 输出1~5V（随输入信号4~20mA 变化）； 

9）检查控制板RS、GND端：RS、GND 端短路，停机状态(无输出)，状态灯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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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闪烁； 

10）检查电流限制电位器：是否限流值调得太低。 

 负载电压不正常： 

1）检查电源：控制板、负载电源是否正常。控制板电源应与负载电源同相

位； 

2）检查负载：是否空载、轻载运行。变压器负载：二次侧不能空载，必须

带全载； 

3）手动检查：若手动控制正常，初步判断调压器没有问题。否则，接假负

载继续检查； 

4）自动检查：控制输入变化4~20mA时，R2端的电压变化范围应为1~5V； 

5）输出电压只能调到负载电源的一半：调压器的晶闸管模块损坏一支； 

6）检查阻容吸收器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 

 负载电压始终为最大且不受控： 

输出始终为最大，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都不可调，可能原因： 

1）可能负载开路或未接负载； 

2）调压器的晶闸管模块击穿损坏，晶闸管模块输出端的电阻一般大于500K

Ω。 

 开始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输出始终为最大。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都不可

调。关机后、再开机，又能正常运行。可能原因： 

1）环境温度过高条件下运行； 

2）负载长期过流条件下运行； 

3）负载瞬时过流造成晶闸管模块热击穿。 

 接假负载按最简接线调试： 

若故障部位不易判断，可采用假负载调试法，假负载一般为100~200W的灯泡。 

1）手动调节正常：初步判断调压器正常，怀疑负载有问题。需检查负载电

源电压、保险丝和接触不良、断线、短路、绝缘下降、放电打火等问题； 

2）手动调节正常，自动不正常：若控制输入4~20mA 电流不正常，需进一步

检查仪表；否则，需检查P1 电位器是否将电压限幅调得太低，R1、R2 短路片是

否接好； 

3）手动、自动调节都正常：判断调压器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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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同负载特性及其控制策略 

11.1 负载特性 

11.2 针对不同负载的不同控制策略 

 变压器控制： 

1）变压器的设计容量不足时，应重新设计变压器，或加负载最大电流限制

功能。 

2）有运行过程瞬间断电后又上电等情况时，应采用上电缓启动，逐步顺磁

和缓关断逐步衰减磁场。 

3）变压器为感性负载，窄脉冲触发不可靠，所以应采用脉宽可变直流触发

技术能提供负载电流到达晶闸管擎驻电流的足够时间，可确保可靠触发。 

 纯金属类： 

如硅钼、钼丝、钨、白金、石墨等负载冷态电阻小所以低、中温段应需限压

和限流；随着温度增高，电阻按线性增大，在高温段反而需增加负载电压。SP1B 
调压器的电流限制功能，是专门为这类负载设计的。此外，带有多组PID和调节

负载 分类 类  型 最高温度 电阻-温度特性 适用的调节方式 

纯阻冷热

阻变化小 

合

金 

●镍铬 

●铁铬 

●铁铝钴 

1100℃(空气) 

1200℃(空气) 

1330℃(空气) 
℃

●普通调压方式：

PAC03 基本型 

●过零 SSR 方式 

●ZAC10 周波过零 

●调压调功一体化 

变阻负载

冷热阻变

化大 

纯

金

属 

●钨 W 

●钼 Mo 

●白金 Pt 

●MoSi2 

硅钼棒 

2400℃(真空) 

1800℃(真空) 

1400℃(真空) 

1700℃（空气） ℃  

●缓起动 >10S  或更

长 

●最大电流限制 

●一般配变压器 

●带多组输出限幅 PID

调节器 

●跟随仪表设定值的

线性限幅 

硅

碳

棒 

●SIC 1600℃(空气) 

℃

700℃

●缓起动 > 10S 或更

长 

●取消变压器，但需带

最大电流限制 

●带输出限幅控制器 

●先调压，700℃后调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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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限幅的仪表，也可控制负载电流。 
 硅碳棒： 

一般采用缓启动 > 1 分钟或更长和电流限制，避开在700℃附近负阻的冲击

电流（新棒更明显）。 
 恒阻（泛指冷热阻变化小的负载）： 

控制策略较简单，可采用过零调功方式，克服调压方式功率因数低、污染电

网的缺点。周期过零（占空比控制），一般采用大功率SSR 实现。周波过零调功，

负载电流以全正弦波为单位均匀分布，多台设备运行时，总动力电流相对均衡（避

免了周期过零方式电流集中），改善炉温均匀性，避免了电流表撞针，重要的是：

提高了电源利用率和避免电力设备增容，节电效果十分明显。SP1B 是调功调压

一体化设计，既可调压也能调功（周期和周波过零两种方式），可满足不同的控

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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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型及安装尺寸（单位 mm） 

       

图A                                    图B 

      

图C                                 图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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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曼顿”品牌的声明 

 
前身希曼顿自动化研究所，希曼顿唯一合法生产厂家。 
感谢广大用户长期使用“希曼顿”产品，多年以来对这个品牌的信任和支

持。希曼顿在国内能在今天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领先的态势，这是广大

用户和我们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保证，今后希曼顿将继续为广大用户提供

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希望得到广大用户一如既往的信任和支持。 
我公司在此郑重向广大用户声明： 
希曼顿品牌上个世纪 80 年代创建于北京中关村。我公司在研发和生产的基

础上，销售希曼顿品牌的固态继电器、电力调整器和相关配套产品。希曼顿品

牌至今已有 30 年的历史，早已成为国内知名品牌。但随着希曼顿的成长，市场

上陆续出现了假冒、仿冒的“希曼顿”产品。假冒、仿冒不仅损害了我公司多

年在市场上树立的良好产品形象，损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利益，同时更是损害

了广大用户的切身利益。 
为此，我公司为保证广大用户今后不再受到假冒“希曼顿”产品的蒙骗和

坑害，在 2011 年与德国合资，更名成立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只

有我公司生产的产品才能冠以“希曼顿”的品名。未经我公司及公司律师的书

面认可，以任何商业形式使用该商标及商标图案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我公

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仿制、假冒我公司

产品的单位及个人将通过行政或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本公司商标使用的正当权

利。 
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6 月份起对旗下希曼顿系列产

品启用“二维码防伪标识”，二维码中的信息有产品的品牌、生产商、生产批号、

销售订单号、发货日期。客户可通过智能手机随时扫描二维码，获得产品的完

整信息。 
由于二维码的信息含有客户购买的产品信息，所以客户在使用“希曼顿”产

品时，请不要人为破坏二维码、合格证、商标等辨别真伪的标识，否则将会影

响后续的保修服务。当产品出现故障问题，请客户及时联系我公司相关业务人

员或拔打售后服务电话，不要私自拆卸产品。若私自拆卸产品致产品出现故障，

将影响客户后续的保修服务。 
● 希曼顿固态继电器   ● 德国 Nanotec 电机     ● Novus 系列产品 
● 希曼顿电力调整器   ● 德国 Stein 传送系统   ● 新型电力调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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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恩贝格（北京）电子有限公司 

 Starnberg (Beijing) Electronics Co.,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0 号润枫德尚 A 座 505     传真:010-62639513 

热线:400-6982680      投诉电话：18911326229      售后服务电话:18910291292 

网址: http://www.starnberg-e.cn                  电邮: sales@starnberg-e.cn 

电话: 010-62633858   62639795   62637078   64820857 

德国公司地址：Am Brunnen 19,85551 Kirchheim b.Munich.Germany Tel: +49(0)89-904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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