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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速度至上，波形稳定，选择我们，
让匝间绝缘耐压测试更高效！

如何发现和定位新能源汽车电机局部放电

微弱功耗大奥秘，同惠 TH3321 数字功率计助力优化外置电源待机功耗

New Product ExpressProduct Application产品应用
Product Application

测试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手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而手机充电器则成为了手机的得力助手。很多时候，手机充电器
都会长时间插在电源插座上。

在国家大力倡导节能环保的背景下，外置电源（如电流适配
器、开关电源、充电器等）的待机功耗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
待机功耗非常微弱，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测试成了一个技术难题！

在此情况下，世界各国针对充电器待机功耗出台了相应的测
试标准：

1. 欧盟标准
欧盟执委会在 2016 年正式推出 CoC 2016 Tier 2 标准 CoC 

V5 六级能标准。对外部电源在主动模式下的效率的空载功耗要
求均较目前的要求更高，因此对于功率测量的功率计要求也就更
高，根据美国和欧洲现行标准，对于功率计的精度不低于 0.15%。

2. 美国标准 DOE6

2014 年，美国能源部发布了 6 级能效 DOE VI 执行时间表，
对外置电源提出新的能效要求，并提供给厂商两年缓冲期。

新的法规适用于所有直接工作的外置电源，包括手机充电器、
多口 USB 充电器、USB 插线板，将在 2016 年 2 月 10 日强制执
行这项法令。

DOE6 认证方式：
1）115V 和 230V 四 个 负 载：25%、50%、75%、100%，

负载效率≥ 88%；
2）待机功耗：1-49W，AC-DC ≤ 0.1W，AC-AC ≤ 0.21W；

49-250W，≤ 0.21W；＞ 250W，≤ 0.5W。
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耗电，如一边在插座上不拔、一

边没连接到电器的充电器，都是处于“空载”状态。
由上述标准可见，对于手机充电器，本次我们将以某品牌

66W 超级快充为例，考虑到其空载状态下的小功率消耗，其空载
功耗应严格控制在 0.25W 以内，以确保高效节能并延长电池寿命。

二、准备工作
1. 主机
① TH7120 可编程线性交流电源一台，用于给充电器供电。

② TH3321 功率计一台，用于测量功率。

2. 测试样品
某品牌 66W 快充头一个。

三．测试
1. 输入空载功率
①实物接线及原理图

TH7120 设定电压 220V/50Hz，输出直接接至充电器输入端，
由于仅两根线，只接 L 和 N 线即可，TH3321 电压 V+ 端、电流
I+ 端并联，I- 接充电器 L 端，电压 V- 端直接接充电器 N 端。

② 测试过程
按 TH7120 前面板上 ON/OFF 按键，交流电源输出电压，然

后读取功率计测量结果。

2. 输出空载功率
①实物接线及原理图

TH7120 设定电压 220V/50Hz，输出直接接至充电器输入端，

由于仅两根线，只接 L 和 N 线即可，TH3321 电压 V+ 端、电流

I+ 端并联后连接充电器输出正极，电压 V- 端连接充电器输出负极，

电流 I- 端浮空。

② 测试过程

按 TH7120 前面板上 ON/OFF 按键，交流电源输出电压，然

后读取功率计测量结果。

综上所述，测试某品牌 66W 的充电器，空载输入功率约

83.25mW，空载输出功率为 0W。

想要精确测量手机充电器的待机功耗吗？同惠 TH3321 数字

功率计是你的不二选择。它具备高精度的测量技术和迅速响应能

力，能准确捕捉待机状态下的微弱功耗。如果你要进行产品研发、

质量控制，或者节能环保评估，相信它都能为你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
（本文来源：Tonghui 同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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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线原理图）

无论是对汽车制造商还是消费者而言，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
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都是缓解里程焦虑的制胜法宝。
而要提升续航里程和充电速度，那就得减少损耗和提高功率。根
据 P=UI，想要提高功率，无非是加大电流或提升电压两种方式，
但加大电流会带来诸多问题，比如热损失增加、成本增加、重量
增加等，因此车企们普遍选择了加大电压来提升性能。

选择 800V 的电压平台后，同时也意味着每一个连接部件的
改变，从电池组 BMS、连接器、保险丝和接触器到驱动逆变器
功率半导体等，这又会带来车辆绝缘安全问题的考量，比如汽
车驱动电机，在 400V 平台的时候并不受人关注，而当电压来到
800V，因为电机的高压和高温，绝缘材料可能会损坏或老化，导
致电机短路或故障。这不仅会影响电机的性能，还会对电池和整
个电动车的安全性造成威胁，因此其绝缘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了。

而来自福禄克过程仪器的 SV600 在线式声学成像仪便可以
利用超声波法帮助生产商检测和定位局部放电。

原理
局部放电部位产生高频声波，高频声波通过空气振动传递至

声学成像仪的麦克风阵列，麦克风阵列将空气振动转化为电信号，

声学成像仪集成的 SoundMap 软件将电信号转化成可视化的声
音图像，同时通过声达时间差定位局放点，最后将可视化的声音
图像与可见光融合（如图 1 所示）。

相比于其他的局放检测方式
使用 SV600 在线式声学成像仪还有如下好处
1、能够检测是否存在局部放电，并且定位局部放电的发生

位置，提高工作效率
2、灵敏度高，不同于输变电中的高压设备，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局部放电较弱，SV600 的高灵敏度有助于及早发现并定位
局部放电

3、与紫外相机比较，SV600 拥有成本优势，且能更早发现
局放点，定位更稳定、清晰；脉冲电流法、特高频法则无法定位
局部放电位置

4、集成 API 接口，满足二次开发或系统集成要求
5、操作简单容易上手
6、还可用于检测气体泄漏
（本文来源：福禄克公司）

图 1 声学成像原理图

图 2 使用 SV600 进行局部放电定位

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有哪些应用？
CS9918SI 系列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专门为绕线器件测试需

求所设计，利用高压脉冲给电容进行充电与外部电感形成 RLC 并
联谐振，由震荡衰减波形通过高速 200MSa/s 采样率进行数据采
集，可检测出线圈匝间短路、层间短路、绝缘性能降低等，让组
件厂商和使用者更好的为质量把关。

CS9918SI 系列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测量速度快，波形重复
性好，可广泛用于电机、工频变压器、继电器、开关电源变压器
消磁线圈等绕线元件中，可应用于自动化测试系统，大大提高测
试效率。

你知道 CS9918SI 系列 有哪些优点吗？
1、测试文件和步骤可变，任意设置，内置文件数最高可达

300 个。
2、最高可达 200MSa/s 波形采样率。
3、最高 16kbytes 存储深度，能更精准的识别出产品的细微

变化。
4、测试速度最高可达 15 次 /s。
5、支持原始数据导出功能，为后期精细化分析提供强有力

的数据支撑。

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测试分享
测试无忧，满足多种测试需求
CS9918SI 系列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可满足 Δ 型和 Y 型三相

三线绕组和三相四线绕组的测试需求，马达一次测试完成，避免
多次接线测试，测试快，效率高，性价比高，广受客户好评，用
户首选。

快速采样、波形重复性好

CS9918SI 系列匝间绝缘耐压测试仪，包括以下特性：
1、65k 色 7 寸 TFT800*480 高清显示屏，中英文可选操作

界面。
2、最高 200MSa/s 波形采样率，最高 16kbytes 存储深度，

数据采集最高采用 14 位 AD。
3、存储步骤文件个数任意组合，文件 * 步骤为 3000，步骤

范围（10~60）步任意可设置。
4、四种波形比较判定方法，面积，面积差、电晕和相位差。
5、具有电晕分析提取功能，挖掘产品潜在的绝缘不良问题。
6、仪器参数自动保存功能，自动加载测试文件。
7、产品总类繁多，可通过 U 盘将测试文件和标准波形导入

到 U 盘中，使用时再将此文件通过 U 盘进行导入，提高用户体验。
8、破坏性测试，可以帮助客户选定合适的测试电压。

9、可通过 USB 进行软件更新升级。
10、接口丰富，RS232、RS485、LAN 接口、USBDivice、

USB-Host、PLC。
11、提供最多 4 通道的测试，可任意测试三相电机三角形接

法和星形接法，单相电机主副绕组，主副副绕组，主副 + 主副绕
组，满足全系列电机匝间测试，也可以提供 4 个绕组的扫描测试
功能，一键设置一键测试完成，避免重复接线。

脉冲测试原理

所 谓 的“ 线 圈 元 件 脉 冲 测 试 ” 是 以 非 破 坏 性、 高 速、
低 能 量 电 压 脉 冲 施 加 于 被 测 件， 对 比 良 品 波 形 和 不 良 品
波 形 进 行 面 积、 面 积 差、 电 晕、 相 位 差 分 析 给 出 判 断，
CS9918SI 系列采用 7 寸大屏幕、200MSa/s 超高采样率、
高 性 能 处 理 技 术， 让 客 户 直 观 分 辨 出 良 品 和 不 良 品 之 间 的
区别。

选购导航

（本文来源：长盛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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