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RW30/31 电子式软起动器

用户指导手册



1  规则 / 规范 / 认可 ................................................................................................................ 1

2  装置的描述 ......................................................................................................................... 3

2.1 物理原理 ................................................................................................................... 4

2.2 装置概述 ................................................................................................................... 8

2.3 对比：3RW3软起器与SIKOSTART 3RW22和SIKOSTART3RE34软起动器 ............ 11

2.4 对比：3RW3软起动器与3RA星－三角组合起动器 ................................................. 13

2.5 配置注解 ................................................................................................................. 13

3  应用与使用 ....................................................................................................................... 15

3.1 应用领域和选用准则 ............................................................................................... 15

3.2 组装规范 ................................................................................................................. 15

3.3 综述表： 补偿系数 ................................................................................................. 18

3.3.1 独立式3RW30/31软起动器 ....................................................................... 18

3.3.2 与3RV1断路器组合的3RW30/31软起动器 ................................................ 19

3.3.3 3RT接触器与3RU1热过载继电器以及3RW3软起动器的组合 .................... 21

3.3.4 3RT接触器与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和3RW3软起动器的组合 .............. 23

3.4 举例电路 ................................................................................................................. 26

3.5 调试 ........................................................................................................................ 27

3.6 动作信息及故障诊断 ............................................................................................... 29

3.7 时间图 .................................................................................................................... 30

4  附件 .......................................................................................................................... 31

5  组装和连接 ....................................................................................................................    33

5.1 组装 ........................................................................................................................ 33

5.2 连接 ........................................................................................................................ 33

5.3 接线图 .................................................................................................................... 34

6  外形尺寸图 ....................................................................................................................... 37

7  技术参数 .......................................................................................................................... 38

7.1 控制部分电子元器件的参数 .................................................................................... 38

7.2 电源部分电子元器件参数 ........................................................................................ 39

7.3 安装海拔高度 .......................................................................................................... 40

7.4 IEC参数 .................................................................................................................. 41

7.5 NEMA参数 ............................................................................................................. 42

7.6 短路保护和熔断器协调配合 .................................................................................... 43

目录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

1

1 规则 / 规范 / 认可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已通过 UL和 CSA认可。

UL / CSA UL 508

外壳防护等级 DIN EN

标准外形导轨 DIN EN 50 022

电子式软起动器 IEC 60947 - 4 - 2

冲击危险保护 IEC 60947 - 1和 DIN 40050

EMC IEC 60801 - 4 - 2 (草案)

一般分辨率 DIN EN 602 69 - 1A1

控制器和开关元件 DIN EN 602 69 - 1A1

Gost (苏联) 按 Gost标准通过认可

CTic 澳大利亚 EMC合格标志(相当于 CE标志)

表 1：标准与认证，3RW3

“在使用中开断” 3RW3软起动器可用作于“在使用中开断”的开关。根据DIN VDE 0100 第 460部分

规定：

每条电路必须配备一只能在使用中开断的开关，即能独立于其它部件进行开关。用作

在使用中开断的开关无须开断一条电路中的所有带电导体。

“隔 离” 按DIN VDE0100 第460部分和EN60 947-1标准规定，软起动器可以不要求满足“隔

离”要求。

但是，每条电路必须能够与电源的带电导体隔离。

对于多组电路，如果操作条件允许，可用一台公共的装置来隔离。带有隔离功能的各

类装置在断开位置时必须有一个相对的隔离间距和一个能够指示动触头位置的指示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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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提示

本装置在出厂前已在工厂经过测试，各工

作性能合格。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

发生不属我们造成的各种应力。

出于这种原因，主回路中的旁路继电器可

能会处于非确定开闭状态。

为了整个安全期间，在SIRIUS系列软起动

器调试过程中或在对其更换后，请务必按

下列程序进行操作：

首先，先施加电源电压以便将旁路继电器

设定在确定的开闭状态。

然后，再激活主回路。

如果不按照本程序进行操作，则电动机会

被无意激活从而会造成人身伤害或造成系

统部件的损坏。

注意警告!
3RW3...-1，B1软起动器是作为A类电器制

造的。如果在住宅小区里使用本产品，可能

会产生无线电干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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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装置的描述

SIRIUS 3RW3软起动器系 SIRIUS 3R模块系统的部分。

它们均能与 SIRIUS 3R其它开关装置兼容。可能的组合包含：

3RW3 软起动器 + 3RV断路器

3RW3 软起动器 + 3RU/3RB过载继电器 + 3RT接触器

用于接触器 /断路器组合的连接模块就可用于本目的(参见 8.3.2条“装配指南”)。

3RW30/31的规格 3RW30软起动器有 S00，S0，S2和 S3四种规格。

3RW31软起动器只有 S0一个规格。

下表列出了各个规格的功率范围(所有参数均适用于 UN=400V，环境温度 40C):

规格 S00 规格 S0 规格 S2 规格 S3

1.1 - 4kW 5.5 - 11kW 15 - 22kW 30 - 55kW

6 - 9A 12.5 - 25A 32 - 45A 63 - 100A

宽 X高 X深(mm) 宽 X高 X深(mm) 宽 X高 X深(mm) 宽 X高 X深(mm)

45 X 97.5 X 93 45 X 125 X 119 55 X 160 X 143 70 X 170 X 178

表 2：3RW3，规格

图1： 3RU11过载继电器，规格 S00 至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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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理原理

起动电流 三相异步电动机均有一个大的起动电流I(起动)。根据不同的电动机，该电流的变化范围

大概在额定动作电流的3至15倍之间。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7至8倍的电流可假定是

一个典型的数值。

注 在设计馈电电网时必须适当考虑这种起动电流，例如，尤其是电源连接不当(造成过热)

和熔化(熔断器偶然熔断)。

低起动电流 降低起动电流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可采用：

• 星－三角起动器

• 变频调速器

• 软起动器

图2： 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典型的电流曲线和转矩曲线

r

IStart

I0 (Idle)

I

IRated

nRated nSyn n

M

n

MStart

MPull-up

MMotor

M

MMotor

MRated

nRated nSyn

Breakaway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

5

星－三角起动器 经过一定的转换时间以后，它会将电动机的绕组从星形连接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如果

在星形连接下起动，则电动机的电流大约仅占三角形起动电流的1/3，电动机的转矩大

约也降低至三角形转矩的 1/3。

缺点：

• 电动机需要 6根引线

• 会产生转换振动

• 不能根据电动机的情况进行适应的起动

• 安装相对复杂并化时

• 在控制柜中占具面积大

变频调速器 当采用变频调速装置时，它会将交流线电压转换成直流电压，即能在任何频率下依次

转换为某一电压。

下列曲线图显示了变频调速器的动作原理：

缺点：

• 一旦要符合无线电干扰规则就显得比较麻烦；时常缺少不掉滤波器。

• 由于导线的电容量关系，电动机的导线长度就受到一定的限值；可能还需要使用扼

流器正弦滤波器或者甚至需要 du/dt滤波器。

• 价格昂贵

图 3：星－三角起动时的电流曲线和转矩曲线

图 4：变频调速器的动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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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控制参数多，调试比较困难且化时间。

• 需要屏蔽连接线。

优点：

• 电动机的速度可以变换并可精确调整。

电压 /频率比值几乎保持不变，这样在相当小的电流下也能达到高的转矩。

软起动器 就软起动器来讲，它能在一个起动时间内，通过相位控制把起动电压调节至电动机的

额定电压从而来提高电动机的电压。由于电动机的电流与电动机的电压成正比，故起

动电流可降低至整定的起动电压的对应值。

下图列出了 3RW3软起动器的动作原理图：

举例：

起动电压为输入电压 Ue 的 50% 时，起动电流等于直接起动时电动机起动电流的

50%。。。。。

用软起动方式进行起动还能降低电动机的转矩。这就是为什么一台用软起动方式起动

的电动机在起动时不会发生振动原因。

下列系它们的关系：电动机转矩与电动机电压平方成正比。

举例：

起动电压为输入电压 Ue的 50％时，起动转矩为直接起动时的起动转矩的 25％。

优点：

• 在控制柜中所占面积小

• 如需符合无线电干扰规则(A级；在连接回路中，控制电压为24V的类型也属B级)，

则无须接线(例如，滤波器)。

• 组装简便

图 5：通过半导体元件控制线电压相位的 3RW3软起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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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试方便

• 与星－三角起动器相比仅需三根电动机连接引线。

• 可按系统需求来选择起动方案。

缺点：

• 速度不能持续设定

• 电压低时转矩也较低

图 6：使用一台软起动器时的电流曲线和转矩曲线

nnSyn

MStart

M

MStart

MStart

100% U Mains

70% U Mains

50% U Mainsx 0,49

x 0,25

nnSyn

IStart

I

IStart
x 0,7
IStart
x 0,5

100% U Mains

70% U
Mains

50% U Main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

8

2.2 装置概述

模块化 SIRIUS 3R系列能够提供各种可能的负载馈电装置。除了星－三角转换装置

外，SIRIUS 3RW3软起动器也能适用。

3RW3软起动器能够与下列 SIRIUS 3R装置进行组合：

• 3RT接触器

• 3RV 断路器

• 3RU 热过载继电器

•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组装和连接均为标准化。

请留意第 3.2条给出的组装指南。

负载馈电装置的各个功能

在使用中开断的功能

隔离功能 正如 DIN VDE0100中明确规定，与馈电线路的隔离不能用半导体元件即，一台软起

动器，一台变频器或一台接触器等等来实现。

如需作馈电线路的隔离，除了采用接触器或软起动器外还必须配用一台3RV断路器(或

一台另种形式的符合DIN VDE0100要求的隔离装置)。单单用接触器与软起动器组合

起来使用是不够的!

只要将 3RW3软起动器与模块化 SIRIUS系统中的模块组合起来就能迅速方便地同时

实现两个功能即，“隔离”和“在使用中开断”。

型式 电子式软起动器的型式有以下两种：

标准型 3RW30

标准型3RW30产品适用于单速电动机。这种标准型产品有四种尺寸。在该装置上能对

起动电压Us，起动时间 tRon以及惯性时间 tRoff分别单独地进行设定。该装置是靠一个

循环触头 IN激励的。

专用型 3RW31

专用型3RW31产品适用于周期性变换极的电动机(Dahlander绕组)。下列参数能被单

独设定：

• 起动电压 Us

• 第一速度 tR1的起动时间

• 第二速度 tR2的起动时间

该装置没有惯性功能。设定的起动电压同时适用于 tR1和 tR2的斜率时间。各个斜坡时

间可通过输入端 IN1和 IN2来选取，该端子也可用于激励软起动器。

根据(DIN VDE0100“隔离”与“在使用中开断”参见第 1条)的定义，一条电路中用

于在使用中开断的装置可用一台接触器或一台具有该功能的软起动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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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 该装置可对下列参数进行设定：

对于 3RW30

下列参数可通过三只电位器进行设定：

• 起动时间在 0至 20秒范围内可调

• 起动电压在电动机额定电压约 30%至 100%的范围内可调

• 惯性时间在 0至 20秒范围内可调

对于 3RW31

下列参数可通过三只电位器来设定：

• 起动时间 1在 0至 20秒范围内可调

• 起动电压在电动机额定电压约 30%至 100%的范围内可调

• 起动时间 2在 0至 20秒范围内可调

用一个专用软件就能对递增的斜率时间进行调整。因此，即使在小于5秒这样短的时

间内也能进行非常精确地调整。

辅助触头 3RW30

下列辅助触头集成在 S0至 S3尺寸的装置中：

•“常开” 触头：触发时，只要按一下“开和关” 按钮(触头识别号为13/14)就可对所

需锁定的信号进行锁定。

•“旁路”触头：如在软起动一台泵后，可通过起动结束信号对控制阀进行进行编址，

使其能够传输(触头识别为 23/24)。

尺寸为 S00的装置没有任何辅助触头。

3RW31

3RW31没有任何辅助触头。

软起动功能 用于降低三相异步电动机转矩的起动：

通过二相周期性变化，使起动电流在整个起动时间内保持在较低值。利用持续电压效

应来防止星－三角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电流峰值。

通过大功率半导体元件中特殊的周期性变化功能可自动地避免每一电源接通周期期间

产生的瞬态电流峰值(冲击电流)。

软惯性功能 利用装置中集成的软惯性功能来避免电动机突然停止而造成的惰性化驱动。

3RW30的起动时间与电压

斜坡

下图给出了 3RW30的起动时间与电压斜坡以及辅助触头的定时图：

3RW30：起动时间和电压斜坡 辅助触头定时图

图 7：3RW30的电压斜坡 /定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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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给出了 3RW3的起动时间和电压斜坡

辅件 在尺寸为S0至S3的软起动器的外壳下方可卡装一台风扇，但是应确保以下一些特点：

• 就安装位置而言，有扩展的可能性时

• 转换频率需提高(参见第 3.2条“组装规范”)

对于尺寸为S0至S3的软起动器，可在其壳架盖上方安装接线端子罩盖，盖住电缆端

头以防止手指触及。这些罩盖与 SIRIUS 3RT系列接触器的罩盖在尺寸上完全一致。

用于电缆接线耳或导轨连接的连接罩适用于尺寸为S3的软起动器。这些罩子的尺寸与

SIRIUS 3R系列接触器的辅件尺寸也完全一致。

有关辅件的详细细节请参见第 4条。

组 装 通过一个连接模块可将本装置安装在3RV断路器上，然后再进行机械上和电气上地连

接。这个连接模块与用于接触器和断路器组合用的模块完全一样。这种多样化的组装

给无熔断器馈电装置带来了各种便利。

连接模块 下列是用于 3RW3软起动与 3RV1断路器组合的连接模块：

尺寸 连接模块

S00 3RA1911 - 1A

S0 3RA1921 - 1A

S2 3RA1931 - 1A

S3 3RA1941 - 1A

连接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可用螺钉进行连接。用 2号 POZIDRIV复合螺钉。

采用 SIGUT连接技术(自紧螺钉，交货时接线螺钉处于松开状态等)。

图 8：3RW31的起动时间和电压斜坡

表 3：3RW3软起动器 + 3RV1断路器的连接模块

Us

UN

U

ttR1 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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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对比：3RW3软起器与SIKOSTART 3RW22和SIKOSTART3RW34软起动器

各种软起动器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

下图对各种软起动器作一概述：

SIKOSTART 3RW22 SIKOSTART 3RW22软起动器适用于那些对起动器功能要求高的驱动场合。

它所适用的功率范围在 3kW至 710kW之间(400V)。

SIKOSTART 3RW22软起动器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 软起动和软惯性

• 转矩变换

• 直流制动

• 节能模式

• 温度监测

• 通过 RS232接口可与 PC机连接工作

• 选型和配置程序

• 电流和电压限定

• 泵功能(例如，泵惯性)

• 起动探测

• 三种参数设定

• 各种惯性模式

• 电子式过载保护

“SIKOSTART 3RW22 软起动器应用手册”对各种应用领域和电路变化情况作了介绍。

(订货号：E20001-P285-A484-V4)

图 9：软起动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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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OSTART 3RW34 对软起动器功能要求不高的驱动可采用SIKOSTART 3RW34软起动器。就操作和特性

而言，SIKOSTART 3RW34软起动器与 SIRIUS软起动器非常相似。它所适用的功率

范围在 1000kW以下(400V)。

3RW34具有以下一些功能：

• 软起动和软惯性

• 二组回路：标准和三角形

• 3-相周期性变化

• 可用 AS-i总线控制

有关 3RW34 软起动器的技术参数和具体介绍可参见标题为 SIKOSTART 3RW22/

3RW34 电子式软起动器资料。

(订货号：E20001-P285-A682-V2)

SIRIUS 3RW3软起动器 SIRIUS 3RW3软起动器适用的功率范围在 1.5kW至 45kW。大功率半导体元件始终

有一个耗散功率，其具体表现就是自身发热。为了减少这种功率耗散，在电动机起动

后用继电器的触头将半导体元件旁路掉。这样，一方面能减小装置中的散热片的尺寸

另一方面还能缩小其外形尺寸。另外，也不需要用旁路接触器。但是，在传统的设计

中往往再用旁路接触器来旁路大功率半导体元件。

本装置能够提供以下二种继电输出以便对系统控制作进一步处理：

•“常开”－本装置能够提供二种继电输出以便在系统控制作中进一步处理。

•“旁路”触头(接线端子 23/24)，主要给出起动结束信号，例如在软起动一台泵后，

提供开关电磁阀信号。

对于这种功率范围内的驱动，用一个 2相控制方法可使电动机获得良好地起动。

如果使用2相控制法，则二个相中只能用半导体元件，这样可降低电动机所有三个相

中的电流和电压。第 3相由软起动器内部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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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4 对比：3RW3软起动器与3RA星－三角组合起动器

2.5 配置注解

起动转矩

3RW3(以22kW为例)软起动器与星－三角组合起动器进行对比后，它们各自的优点如

下：

3RW3软起动器 3RA星－三角起动器

总体宽度：55mm 总体宽度：165mm

接线：电动机有 3根连接引线 接线：电动机有 6根连接引线

起动参数可调 无

起动时有几档最小电流值 固定电流值 (IΥ = 1/3 ID)

无危险性转换电流峰值 从星形转换为三角形时有电流峰值

有专用于 Dahlander电动机的形式 ......

软惯性功能 ......

对于一台能真正达到其额定转速电动机而言，该电动机的转矩在任何起动时间都必须

比负载所要求的转矩大。这样在电动机达到其额定转速之前就能设定一个稳定的动作

点。电动机转矩与负载转矩之间的差异是加速转矩，它主要负责提高驱动器的转速。

加速转矩越低，电动机的起动时间就越长。

只要把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端电压降下来，就能达到降低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之目

的。

当电压与电动机的转矩成平方关系时，电流就与电压成正比。

例如：

电动机= 55kW，额定电流= 100A，起动电流= 7 x 额定电流，电动机转矩= 355Nm，

起动转矩 = 2.4 x额定转矩起动器上的整定值：起动电压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 50%。

这样就导致下列参数的下降：

• 起动电流降至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的一半：即(7X100A) 的 50% = 350A

• 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时的起动转矩的 0.5 x 0.5 = 25%：

即 2.4 x 355 Nm x 25% = 213Nm

由于起动电压与起动转矩成平方关系，因此起动电压不可调至太低。请务必遵守这一

提示，否则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阻止转矩，即在电动机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期间产生的

最低的转矩。

表4： 对比： 3RW3/3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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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准则 注：

就 SIRIUS 3RW30/31系列软起动器而言，必须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相应的软

起动器(软起动器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起动电压，起动时间和惯性时间均可通过三个参数整定键进行整定。

在被连接的电动机平稳而迅速起动时调整软起动器最佳。

20秒以下的斜坡时间均可调整。

图 10：用软起动器起动时的负载情况，电动机转矩以及端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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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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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oto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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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与使用

SIRIUS 3RW3软起动器可用于取代星－三角起动器(参见 2.4条“对比和优点”)。

它的最大优点是软起动，软惯性，不间断转换时无电流峰值因而不会加重线路负担，

外形尺寸小。

以前许多驱动装置只能用变频调速装置进行操作，现在只要没有调速要求，均可用

3RW3软起动器进行操作。

3.1 应用领域和选用准则

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有以下一些，例如：

皮带式转送装置，运输系统：

• 无振动起动

• 无振动减速

• 使用成本低的皮带材料

离心泵，活塞泵：

• 避免压力聚变

• 延长管道系统的使用寿命

搅拌机，混料机：

• 降低起动电流

通风机：

• 可使齿轮和 V型传动带平稳运转

冷却时间 注：

在考虑工作周期时必须考要虑到冷却时间。

3.2 组装规范

由于发热原因，故在将 3RW30/31系列软起动器与 SIRIUS 3R系列开关装置组合时，

请务必遵守某些组装规范中的要求。

独立组合 在一台独立组合的装置中，安装好的装置与装置之间的纵向和横向间距不应小于某一

确定的最小值。这一规定对无论是单独的装置还是成套的负载馈电装置均适用。

 一台独立组合的装置必须满足下列规定的最小间距(最小间距与尺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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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转换的电缆长度 用于激励和去激励的输入线没有设计成用作长距离控制。意思是：

• 超出控制柜适用范围的控制必须用耦合继电器

• 控制柜中的控制线不应与电源线敷设在一起。

当电子式输出模块用作控制时(例如，在交流 230V情况下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输出)，

在某些情况下，需在控制输出端采用阻容网络(例如，3TX74623T或与C>100nF相似)。

补偿系数 如果间距小于规定的最小值，则在软起动器与一台断路器组合时必须采用固定的补偿

系数以便正确确定装置的额定电流和开关频率。

可用固定的补偿系数来修改下列参量：

• 装置的额定电流

• 开关频率

• 断路器的电流整定值

• 过载继电器的电流整定值

过载继电器的电流整定 需规定一个系数，这样软起动器的额定电流必须按这个系数降低。

例如：

装置的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 0.9

选用的装置 = 3RW3014-1CB14 (在正常情况下，该装置的额定电流在 40°C时为 6A)

因此，该装置的实际额定电流是：0.9 x 6A = 5.4A

3RW30

a

b

3RW30

尺寸 横向最小间距 (mm)

S00 15

S0 20

S2 30

S3 40

表 5：3RW3 独立装置的横向最小尺寸

尺寸 纵向间距 a (mm) 纵向间距 b (mm)

S00 50 40

S0 60 40

S2 50 30

S3 60 30

表 6：3RW3 独立装置的纵向最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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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频率的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系软起动器每小时最大允许起动次数。该值必须根据规定的补偿系数进行修

正。规定的补偿系数涉及下列操作条件：S4操作，40℃环境条件，30%工作周期

例如：

开关频率的补偿系数 = 1.5

选用的装置 = 3RW3014-1CB14 (在上述规定的条件下，该装置最大开关频率为每小

时 30次起动)其结果是修正的开关频率为：

1.5 x 30 = 45次 /小时

也可用一台较大的装置来提高开关频率。

断路器电流整定值的补偿

系数

当3RW30软起动器与3RV1断路器组合时，断路器的电流整定值可能需要修正。补偿

系数则规定了变化量。

例如：

断路器电流整定值的补偿系数为 1.1

选用的装置 = 3RW3014-1CB14

被连接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 5A

断路器的整定值必须更改成：

1.1x 5A = 5.5A

过载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

补偿系数

当 3RW30软起动器与 3RU1热过载继电器或 3RW30软起动器与 3RB10电子式过载

继电器组合时，过载继电器的整定值必须作相应的修正。补偿系数对变化量作了规

定。

 例如：

过载继电器电流整定值的补偿系数为 0.9

选用的装置 = 3RW3014-1CB14

被连接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为 5A

过载继电器的整定值不必更改成：

0.9 x 5A = 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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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述表： 补偿系数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断路器电流整定值，装置的额定电流和开闭频率的补偿系数。

表中数值表明了使用风扇(辅件)和不使用风扇之间的差异。

所有的补偿值均适用于整个温度范围，即 40°C，50°C和 60°C。
各单一表格分别对下列装置组合时的补偿系数作了规定：

• 3RW30/31独立式软起动器

• 3RW30/31软起动器 + 3RV1断路器

• 3RW30/31软起动器 + 3RT1接触器 + 3RU1热过载继电器

• 3RW30/31软起动器 + 3RT1接触器 +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3.3.1 独立式3RW30/31软起动器

最小电气间隙 对于S00尺寸(3RW301...)，下列参数适用于独立安装的，不直接配备开关装置的，且

应垂直安装的软起动器：为了确保所需的飞弧距离，软起动器的上部和下部离开接地

部件的距离必须至少为 50mm。

3RW30/31的补偿系数： 3RW30/31软起动器不与其它开闭装置组合时的补偿系数：

订
货
号

尺
寸

(B
G

)

环
境
温
度

40
°C
时
，

装
置
的
额
定
电
流

(A
)

装
置
额
定
电
流
的
补
偿

系
数

开
关
装
置
的
补
偿
系
数

装
置
额
定
电
流
的
补
偿

系
数

开
关
装
置
的
补
偿
系
数

装
置
额
定
电
流
的
补
偿

系
数

开
关
装
置
的
补
偿
系
数

3RW3014-1CB S00 6 1 1 1 0.75 -   1) -   1)

3RW3016-1CB S00 9 1 1 1 0.75 -   1) -   1)

3RW3024-1AB S0 12.5 1 1 1 0.65 1 1.8

3RW3025-1AB S0 16 1 1 1 0.65 1 1.8

3RW3026-1AB S0 25 1 1 1 0.65 1 1.8

3RW3034-1AB S2 32 1 1 1 0.65 1 1.8

3RW3035-1AB S2 38 1 1 1 0.65 1 1.8

3RW3036-1AB S2 45 1 1 1 0.65 1 1.8

3RW3044-1AB S3 63 1 1 1 0.8 1 1.6

3RW3045-1AB S3 75 1 1 1 0.75 1 1.6

3RW3046-1AB S3 100 1 1 1 0.7 1 1.6

1) SIRIUS 3R系列软起动器中的 3RW301是不能与风扇组合的。

图 11：用于 3RW30/31的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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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与3RV1断路器组合的3RW30/31软起动器

连接模块

断路器的规格 断路器的选用规格应大到以致被计算的电流值刚好还能被整定。

如果各电流值均比规定的断路器所能整定的电流值小，这时必须使用下一最小规格的

断路器。

图 12：独立式 3RW

3RV

3 ~ 
M

3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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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系数：

3RV1+3RW30/31

3RV1断路器 + 3RW30/31软起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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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规格

40°C时装置的
额定电流 A

断路器订货号

断路的调整范围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断路器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断路器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断路器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断路器整定值补偿系数

表 7：3RV1断路器 + 3RW3软起动器的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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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3RT接触器与3RU1热过载继电器以及3RW3软起动器的组合

过载继电器的规格 过载继电器的选用规格应大到以致被计算的电流值刚好还能被调整。

如果所得到的电流值比规定的过载继电器的电流值小，这时必须使用下一最小的过载

继电器。

注意 不允许将热过载继电器安装在接触器－连接线－软起动器这种组合方案的下面。

过载继电器必须安装在接触器－连接线－软起动器这种组合前的支路中。规定的补偿

系数仅适用于这种允许下的组合顺序。

DIN安装轨 1：

3RT1接触器与

3RU1热过载继电器

的组合

DIN安装轨 2：

3RW3软起动器
连接线

最小间距 由于发热原因，接触器/过载继电器的组合与软起动器之间必须有一最小间距和一最短

长度的连接线。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各规格软起动器的最小间距以及连接电缆的最短长度：

DIN安装轨 1与 DIN安装轨 2

规格 之间最小的间距 连接电缆最短长度mm

(中－中) mm

S00 160 100

S0 200 150

S2 240 200

S3 300 250

图13： 3RT + 3RU1 + 3RW3的组合

表 8：3RW3组合规范，最小间距和最短长度

3RT

3RU1

3RW

3RT

3RU1

3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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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系数：

3RT + 3RU1 + 3RW30/31

3RT1接触器与适配的热继电器－连接线－ 3RW30/31软起动器的组合：

3R
W

30
14

 - 
1C

B
..

S
00

6
3R

T1
01

5 
- 1

A
..

3R
U

11
16

 - 
1G

B
O

(4
.5

- 6
. 3

) A
0.

95
1

1
0.

9
0.

75
1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3R
W

30
16

 - 
1C

B
..

S
00

9
3R

T1
01

6 
- 1

A
..

3R
U

11
16

 - 
1J

B
O

(7
- 1

0)
 A

0.
9

0.
95

1
0.

8
0.

8
1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3R
W

30
24

 - 
1A

B
..

S
0

12
.5

3R
T1

02
4 

- 1
A

..
3R

U
11

26
 - 

1K
B

O
(9

- 1
2.

5)
 A

0.
95

0.
9

1
0.

9
0.

55
1

1
1.

8
0.

95
1

1.
7

0.
95

3R
W

3.
 2

5 
- 1

A
B

..
S

0
16

3R
T1

02
5 

- 1
A

..
3R

U
11

26
 - 

4A
B

O
(1

1-
 1

6)
 A

0.
95

0.
9

1
0.

9
0.

55
1

1
1.

8
0.

95
1

1.
7

0.
95

3R
W

3.
 2

6 
- 1

A
B

..
S

0
25

3R
T1

02
6 

- 1
A

..
3R

U
11

26
 - 

4D
B

O
(2

2-
 2

5)
 A

0.
9

0.
8

1
0.

8
0.

55
1

1
1.

8
0.

95
1

1.
7

0.
95

3R
W

30
34

 - 
1A

B
..

S
2

32
3R

T1
03

4 
- 1

A
..

3R
U

11
36

 - 
4E

B
O

(2
2-

 3
2)

 A
0.

95
0.

7
1

0.
9

0.
45

1
1

2.
2

0.
92

1
1.

9
0.

92

3R
W

30
35

 - 
1A

B
..

S
2

38
3R

T1
03

5 
- 1

A
..

3R
U

11
36

 - 
4F

B
O

(2
8-

 4
0)

 A
0.

95
0.

9
1

0.
9

0.
35

1
1

1.
8

0.
92

1
1.

7
0.

92

3R
W

30
36

 - 
1A

B
..

S
2

45
3R

T1
03

6 
- 1

A
..

3R
U

11
36

 - 
4H

B
O

(3
6-

 4
5)

 A
0.

9
0.

95
1

0.
8

0.
45

1
1

1.
8

0.
92

1
1.

7
0.

92

3R
W

30
44

- 1
A

B
..

S
3

63
3R

T1
04

4-
 1

A
..

3R
U

11
46

- 4
JB

O
(4

5-
 6

3)
 A

0.
95

0.
9

1
0.

9
0.

65
1

1
1.

6
0.

92
1

1.
5

0.
92

3R
W

30
45

- 1
A

B
..

S
3

75
3R

T1
04

5-
 1

A
..

3R
U

11
46

- 4
K

B
O

(5
7-

 7
5)

 A
0.

95
0.

85
1

0.
9

0.
5

1
1

1.
6

0.
92

1
1.

5
0.

92

3R
W

30
46

- 1
A

B
..

S
3

10
0

3R
T1

04
6-

 1
A

..
3R

U
11

46
- 1

M
B

O
(8

0-
 1

00
) A

0.
9

0.
8

1
0.

8
0.

55
1

1
1.

6
0.

92
1

1.
5

0.
92

不
带
风
扇

独
立
式

不
带
风
扇

平
接
安
装

带
风
扇

独
立
式

带
风
扇

平
接
安
装

订货号

规格

40°C时装置的
额定电流 A

接触器订货号

热过载继电器订货号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值
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值
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值
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热过载继电器整定值
补偿系数

过载继电器整定范围
1)

  S
IR

IU
S

 3
R

W
30

1
系
列
软
起
动
器
不
能
与
风
扇
组
合
。

表 9： 3RT接触器+ 3RU热过载继电器+ 3RW3软起动器的补偿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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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3RT接触器与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和3RW3软起动器的组合

一台接触器，一台电子式过载继电器和一台软起动器可组合成以下二种方式：

• 3RT1接触器与一台适配的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的组合 + 连接线 + 3RW30/

31软起动器

• 3RT1接触器 + 连接线 + 3RW30/31软起动器与一适配的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

器的组合

3RT + 3RB10 + 连接线 +

3RW3

DIN安装轨 1：

3RT + 3RB10 + 连接线 +

3RW与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的组合

DIN安装轨 2：

3RW30/31软起动器

连接线

图 14：3RT + 3RB10 + 3RW3的组合

最小间距 由于发热原因，接触器/过载继电器的组合与软起动器之间必须有一最小间距和一最短

长度的连接线。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各规格软起动器的最小间距以及连接电缆的最短长度：

DIN安装轨 1与 DIN安装轨 2

规格 之间最小的间距 连接电缆最短长度mm

(中－中) mm

S00 160 100

S0 200 150

S2 240 200

S3 300 250

表 10：3RT + 3RB10 + 3RW3的组合规范，最小间距和最短长度

3RT

3RB10

3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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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T + 连接线 + 3RB10 +

3RW3

DIN安装轨 1：

3RT1接触器

DIN安装轨 2：

3RW30/31软起动器与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

器的组合

图 15：3RT + 3RW3 + 3RB10的组合

最小间距 DIN安装轨 1与 DIN安装轨 2

规格 之间最小的间距 连接电缆最短长度mm

(中－中) mm

S00 100 100

S0 140 150

S2 180 200

S3 240 250

表 11：3RT1 + 3RW30/31 + 3RB10的组合规范，最小间距和最短长度

3RT

3RB10

3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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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货号

规格

40°C时装置的
额定电流 A

接触器订货号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订货号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整定值补偿系数

装置额定电流补偿系数

开关频率补偿系数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整定值补偿系数

过载继电器整定范围

补偿系数：

3RT + 3RB10 + 3RW3

3RT1接触器与适配的 3RB10热继电器的组合－连接线－ 3RW30/31软起动器：

表 12：3RT接触器 + 3RB10电子式过载继电器 + 3RW3软起动器的补偿系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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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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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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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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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举例电路

举例电路(UC110 - 230V型)

图 16：3RW3的举例电路

N

L

14/23

A1L3L2L1 A2

13T3T2T1

110...230V  UC

IN1

OffOn

24

IN A1
A2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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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N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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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调试 每台 SIRIUS 3RW系列软起动器出厂时均附有下列警告内容，且这些内

容是必须要遵守的：

本装置在出厂前已在工厂经过测试，各工作性能均合格。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可能

会发生不属我们造成的各种应力。出于这种原因，主回路中的旁路继电器可能会处于

非确定开闭状态。为了整个安全期间，在 SIRIUS系列软起动器调试过程中或在对其

更换后，请务必按下列程序进行操作：

首先，先对 A1/A2施加电源电压以便将旁路继电器设定在确定的开闭状态。

然后，再激活主回路(L1/L2/L3)。

如果不按照本程序进行操作，则电动机有可能会被无意激活从而会造成人身伤害或造

成系统部件的损坏。

整定键

图 17：3RW3的整定键

在初始调试期间，不应更改电位器上的“斜坡时间”和“起动电压”整定值。这些整

定值必须通过试错法加以确定。

电位器上的整定值在每个开关循环(“开”或“关”)之前都会被询问。

例如，如果在起动一台电动机期间，对起动时间电位器上的整定值作了修改，则它会

按新的时间进行起动。

应对起动电压进行整定以便使电动机能平稳起动。

警告提示

注意

整定值修改

起动电压

3RW30

tR on

uS

tR off

3RW3

tR1

uS

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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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时间

惯性时间

开关频率

起动时间

连接端子的位置

应对斜坡时间进行设定以便使电动机能在该时间范围内进行起动。如果已知星－三角

启动时间，则斜坡时间可按该值设定。

可用“惯性时间”电位器对惯性期间的电压斜坡时间进行设定。这种方法可用来获得

一个与非惯性对比的惯性延长性。

为了避免本装置出现热过载，请务必遵守有关表中规定的最大允许开关频率和补偿系

数(见组装指南 3.2)。

为使3RW3软起动器达到最佳工作条件，起动时间应设定在比电动机设定的起动时间

长约1秒钟的时间，以保证内部旁路触头在该起动电流 下不会被载荷。这样做不仅会

对内部旁路触头进行保护，同时还能提高他们的使用寿命。过长的起动时间会增加装

置和电动机的热负荷从而会导致允许的开关频率降低。

3RW30

下图给出了连接端子的位置和调整用的电位器的位置。

图 18：连接端子的位置和调整用的电位器的位置

3RW31

3RW31软起动器可用于 S0尺寸。从外部看，它与 3RW30的区别在于触头标志和接

线端子标志。

• 没有“旁路”辅助触头。利用空闲触头来使得IN2循环触头在二个斜率时间tR1和tR2

之间进行转换。

• 3RW31没有惯性斜率。调整电位器，既用该电位器可在 3RW30上设定惯性时间

的，在此可用来设定第二个斜率时间 tR2。

• 没有“ON”辅助触头。

为了消除线路的耦合电容，控制线应短于15m(基本要求：当装置的额定控制电源电压

UC为 24V，则控制线应短于 50m)。

必须用去耦元件来消除在控制线脱离控制柜的情况下出现的干扰。

控制电缆的长度

5

10

20s0

maxmin 5

10

20s0

1 L1 3 L2 5 L3

3RW

A1A2 1

13 14/23 24

2 T1 4 T2 6 T3

5

10

20s0

maxmin 5

10

20s0

1 L1

2 T1

3 L2 5 L3 IN1 A1

4 T2 6 T3 A2

Size S0 to S3
3RW302./303./304Size S00

3RW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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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动作信息及故障诊断

动作信息

发光二极管“ready” 持续闪烁
准备

起动或停止

发光二极管“bypass” 持续亮 旁路
表 13：3RW30/31的动作信

故障诊断

表 14：3RW30/31的故障诊断

出错 可能的原因 故障排除

“ready”发光二极管熄灭 •  电源电压太低 •  检查 A1，A2，并调整电源电压

控制输入 IN不起作用 •  无线电压 •  检查熔断器或线路接触器

(发光二极管“ready”灯亮) •  断相 •  检查熔断器或线路接触器

•  检查 L1至 L3的电压

•  IN线接错 •  按描述方式连接 IN

•  无负载 •  连接电动机

电动机直接起动 •  在连续操作期间没有激励控制 •  接通线路上的接触器然后在控制

(发光二极管“bypass”灯亮)     输入 IN就切断线电压然后再施加。     输入 IN的同时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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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T2-T3

L1-L2-L3

A1-A2

IN

U N

U S

T1-T2-T3

L1-L2-L3

A1-A2

U N

U S

3.7 时间图

起动和惯性转动响应 下图给出了“ON”和“OFF”时的转换时间：

旁路

在旁路状态下线路中断

约有 80ms的 ON延时 ON命令 OFF命令

ON命令

约有 30ms的转换延时

约有 30ms的转换延时

图 19：起动和惯性转动响应

旁路

如果在旁路状态下切断负载电压，而辅助电压还施加在A1/A2端子上，则软起动器会

在负载电压重新施加后直接起动电动机。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主电压失去时，

ON命令必须撤除。

下图叙述了在旁路情况下线路中断的响应情况：

图 20：旁路状态下的线路中断

直接起动

控制电压施加
起动结束，
旁路关闭

主电压故障
为避免在主电压恢复后出现直接
起动的情况，在主电压失去时，
ON命令必须撤除。

主电压施加

起动命令 主电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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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件

下例附件适用于 3RW3软起动器：

描述 订货号

用于 3RW3.2..的风扇 3RW3926-8A

用于 3RW303..和 3RW304..的风扇 3RW3936-8A

用于 3RW303框架的端盖 3RT1936-4EA2

用于 3RW304框架的端盖 3RT1946-4EA2

用于 3RW304轨道连接的连接盖 3RT1946-4EA1

用于与 3RV1断路器组合的连接模块 3RA19.1-1A (尺寸 S00至 S3)

通过 PLC用于循环的 RC (阻容)元件 3TX7462-3T

表 15：3RW30/31的附件

风扇是受软起动器中的控制电子元件控制。只有在电动机起动时和惯性转动时才运

转。

风扇应卡装在软起动器下部的凹口中。插接式电缆应插入相应的

插座中。风扇上标有安装指示箭头。

无需附加参数化法。

由于风扇是模块型的风扇，故可在任何位置上安装起动器。

例外：从上至下的对流方向相反时，风扇不会送风。

风扇循环

风扇安装

图 21：附件：风扇安装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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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1 IN1

接线端子罩

连接模块

RC (阻容)元件

RC元件接举例

对于尺寸 S2和 S3来讲，与其尺寸相同的 3RT1接触器的接线端子罩可用作附加触指

保护。软起动器的安装应与接触器的安装相对应。

为了创建无熔断器的馈电装置(软起动器+ 3RV断路器)，在 3RT + 3RV断路器组合时

应尽可能地采用相同的连接模块。

此外还应遵守 3.2“组装规范”中的注和配置表的要求。

如果3RW30/31软起动器的循环工作是通过一个PLC由三端双向可控硅的输出或可控

硅的输出的控制，则RC元件可避免不正确的响应。如果有1mA以上的泄漏电流，以

及如果不用 RC元件，则软起动器会将输入端的电压降当作“ON”命令。

图 22：RC元件接线举例

辅助电压

PLC控制触头

RC元件

3RW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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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装和连接

卡 装

3RW30软起动器无需使用工具就能卡装在符合DIN EN5022标准的35mm安装轨上。

先将软起动器的安装卡口卡在安装轨的上边，然后向下按直至卡进安装轨的下边为

止。尺寸为 S00和 S0的产品能很容易地进行装卸，即将起动器向下按以便释放卡紧

弹簧的张力，这样起动器就能被卸下。

对于尺寸为S2和S3的产品，可用一把螺丝起子将起动器下面的卡件向下拉就解松卡

紧弹簧。

5.1 组装

5.2 连接

螺钉连接

连接截面积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可用 2号 POZIDRIV 复合螺钉进行 SIGUT连接。

下表列出了 3RW30软起动器允许的导线截面积：

表 16：3RW30/31的连接导线截面积

3RW301. 3RW302.
3RW303. 3RW304..

L1 L2 L3 3RW312.
A1/A2; NO/NC L1 L2 L3

L1 L2 L3 L1 L2 L3

0.8 ... 1.2 Nm 2 ... 2.5 Nm 3 ... 4.5 Nm 4 ... 6 Nm
∆ 5 ... 6 mm / PZ2 7 to 10.3 LB.IN 18 to 22 LB.IN ∆ 5 ... 6 mm / PZ2 27 to 40 LB.IN 35 to 53 LB.IN

2 x 0.5 ... .1.5 mm2 2 x 1 ... 2.5 mm2

2 x 0.75 ... 2.5 mm2 2 x 2.5 ... 6 mm2 2 x 0.75 ... 16 mm2 2 x 2.5 ... 16 mm2

2 x 0.5 ... .2.5 mm2 2 x 1 ... 2.5 mm2 2 x 0.75 ... 16 mm2 2 x 2.5 ... 35 mm2

2 x 2.5 ... 6 mm2 1 x 0.75 ... 25 mm2 1 x 2.5 ... 50 mm2

... ... ... 2 x 0.75 ... 25 mm2 2 x 10 ... 50 mm2

1 x 0.75 ... 35 mm2 1 x 10 ... 70 mm2

2 x 18 to 3 2 x 10 to 1/0
AWG 2 x 18 to 14 2 x 14 to 10 AWG 1 x 18 to 2 AWG 1 x 10 to 2/0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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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IN1

K1

A2

N (L -)

L1 (L+)

K1

K1

ON

OFF

A2 A1 1

ON/OFFN(L -) L1(L+)

A1A2 1

ON

OFF

13 14/23 24

N (L -) L1 (L+)

M

3RW30

3RU/3RB10

3RT

3RW30

3RV

I >

3 ~
M
3 ~

F1

K1

5.3 接线图

3RW3软起动器有下列二种不同的接线方式：

• 通过按钮进行循环工作，并且通过3RW3辅助“ON”触头对“ON”按钮进行锁定

• 通过一只开关来循环工作

图 23：3RW3接线图

3RW30
3RW302

3RW303/304

图 24：3RW30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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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1A2

2

 

A1A2 1

K1

2

K2

L1 (L+)N (L-) N (L-)L1 (L+)

OFF

ON ONK1

K1

K1K2

K2

K2

Ramp 1 Ramp 2

F2

F3

M
3 ~
. /.P

F1

3RU/3RB10

3RT

3RU/3RB10

3RTK2K1

F2 F3

3RW31

ON / OFF
Ramp 2

ON / OFF
Ramp 1

3RW31

图 25：3RW31接线图

只要将辅助电压施加端子 A1和 A2上，软起动器就能直接起动。

为此，在辅助电压触头 A1和循环工作触头 IN之间需要一根跨接线。

必须注意的是：

• 可能会有 4秒以下的 ON延时，主要取决于尺寸

• 在辅助电压失去后，不应再发生软停止。

3RW3软起动器可通过可编程序控制器(PLC)进行循环工作。

其接线方式与通过开关进行循环工作的接线方式一样。

始终应注意A1和A2的接线是否正确。尽管反向电压不会损坏本装置，但是会导致故

障。

自动操作

通过PLC进行循环工作

要点



3RW3电子式软起动器

36

由主电压(L1/L2/L3)供电的机电一体化制动装置不可直接接至软起动器的输出端。机电

一体化制动装置应用一台单独的接触器(见下列接线图 K1)来控制。

带有机电一体化制动装置

的电动机的控制

图 26：带有机电一体化制动装置的电动机的控制

Ue

I> > I> > I>>

M
3k

U V WK1 BR BR2

Q1

L1

L2

L3

L1 L2 L3

T1 T2 T3

G1

F

L+
L -

A2 A1 IN

K1

13 14 23 24

ON3RW30 BYPASSED

A1

A2

OFF

ON

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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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形尺寸图

mm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3RW301.97,5 45 93 95 66 51 -- 7.5 76 -- 86 -- 90 35

3RW302./3RW312. 125 45 119 125 81 63 96 7 101 63 14 7 115 35

3RW303.160 55 143 141 95 63 115 8 119 77 18 7 150 30

3RW304.170 70 183 162 108 87 156 8 132 87 22,5 7 160 60

k

b

a

l

m

n

5

c

h

5 f

g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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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术参数

7.1 控制部分电子元器件的参数

型号 3RW3. ..-1.B0 3RW3. ..-1.B1
额定控制电源电压 V UC24 UC110至 230
额定控制电源电流 mA 约 50 约 25至 20
额定频率(交流) Hz 50/60±10% 50/60±10%

电源部分电子元器件参数
型号 3RW3. ..-1.B4 3RW3. ..-1.B5
电压动作范围 V 200至 460 460至 575

(±10%) (±10%)
额定频率 Hz 50/60±10%
允许安装海拔高度 平均海平面 3000m以下；平均海平面 2000m以上，

Ie线性降低。平均海平面为 3000m时，0.87 x Ie

型号 3RW30 1 3RW30 2 3RW30 3 3RW30 4
尺寸 S00 S0 S2 S3
连续操作(Ie的%) % 100 100 100 100
起动电流(Ie的%) /最大起动时间 % Ie/s 250/2 300/2 300/3 300/4
最小负荷 1) (Ie的%); 40°C时 % 4 4 4 4
允许环境温度 °C -25至 +60(从 40℃起降容，参见下表)

型号 3RW30 14 3RW30 16 3RW30 24 3RW30 25 3RW30 26
载荷能力
额定动作电流 Ie，  在40/50/60°C时，AC-53b A 6/5/4 9/8/7 12.5/11/9 16/14/12 25/21/18
额定动作电流下 40°C时耗散功率约 W 5  8 7 9 13
每小时允许起动次数
间隙操作 S4 1/h 30 20 30 30 12
环境温度 = 40°C
工作循环 = 30% % 250xIe, 2s 250xIe, 2s 300xIe, 2s 300xIe, 2s 300xIe, 2s
连续操作后的间断时间 s 0 0 0 0 900
再次起动前通过的是 Ie
连接截面积

螺钉连接 辅助导线：
(可连接一或二根导线) 单芯线 mm2 2 x (0.5至 1.5); 2 x (0.75至 2.5)按 IEC60947；最大 2 x (0.75至 4)
可用标准螺丝起子 导线端部加线 mm2 2 x (o.5至 1.5); 2 x (o.75至 2.5)

箍的优质导线
AWG导线
单芯线或多芯线 AWG 2 x (18至 14)

－ 连接螺钉 M3

－ 拧紧力矩 Nm 0.8至 1.2 2至 2.5
(7至 10.3 Ib.in) (18至 22 Ib.in)

主导线：
单芯线 mm2 2 x (0.5至 1.5) 2 x (1至 2.5)

2 x (0.75至 2.5) 2 x (2.5至 6)
导线端部加线 mm2 2 x (o.5至 2.5) 2 x (1至 2.5)
箍的优质导线 2 x (2.5至 6)
多芯线 mm2 － －
AWG 导线 ，
单芯或多芯导线 AWG 2 x (18至 14) 2 x (14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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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源部分电子元器件参数

型号 3RW30 34 3RW30 35 3RW30 36 3RW30 44 3RW30 45 3RW30 46
载荷能力
额定工作电流 Ie，  在40/50/60°C时，AC-53b A 32/27/23 38/32/27 45/38/32 63/54/46 75/64/54 100/85/72
额定动作电流下 40°C时耗散功率约 W 10 13 17 22 29 48
每小时允许起动次数
间隙操作 S4  1/h 20 15 4 20 10 3
环境温度 = 40°C
工作循环 = 30% % 300xIe,3s 300xIe,3s 300xIe,3s 300xIe,4s 300xIe,4s 300xIe,4s
连续操作后的间断时间 s 0 0 900 0 0 900
再次起动前的 Ie
连接截面积

螺钉连接 辅助导线：
(可连接一或二根导线) 单芯线 mm2 2 x (0.5至 1.5); 2 x (0.75至 2.5)按 IEC60947;最大 2 x (0.75至 4)
可用标准螺丝起子 导线端部加线 mm2 2 x (o.5至 1.5); 2 x (o.75至 2.5)

箍的优质导线
AWG导线
单芯线或多芯线 AWG 2 x (18至 14)

－ 连接螺钉 M3

－ 拧紧力矩 Nm 3至 4.5 4至 6
(27至 40 Ib.in) (35至 53 Ib.in)

主导线：
单芯线 mm2 2 x (0.75至 16) 2 x (0.75至 16)

导线端部加线 mm2 2 x (o.75至 16) 2 x (0.75至 16)
箍的优质导线 1 x (0.75至 25) 1 x (0.75至 25)
多芯线 mm2 2 x (o.75至 25) 2 x (10至 50)

1 x (0.75至 35) 1 x (10至 70)
AWG 导线 ，
单芯或多芯导线 AWG 2 x (18至 3) 2 x (10至 1/0)

1 x (18至 2) 1 x (10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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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装海拔高度

如果安装地海拔高度超过 1000m，则需要：

• 降低额定电流(由于发热原因)

• 降低额定电压(由于限定的绝缘强度原因)

下表列出了不同安装海拔高度装置额定电流需降低情况：

图 27:不同海拔高度的降容

海拔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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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IEC参数

具体的电动机功率值是由有关的参数构成。

软起动器必须要按额定电流 Ie选用。

电动机的功率值主要基于 DIN42973标准中的(kW)值和 NEC96/UL508标准中的(马力)值。

环境温度 = 40°C
230V 400V Ie 订货号 500V Ie 订货号
kW kW A MLFB kW A MLFB
1.5 3 6 3RW3014-1CB4 - - -
2.2 4 9 3RW3016-1CB4 - - -
3 5.5 12.5 3RW3024-1AB4 7.5 12.5 3RW3024-1AB5
4 7.5 16 3RW3025-1AB4 7.5 16 3RW3025-1AB5

5.5 11 25 3RW3026-1AB4 15 25 3RW3026-1AB5
7.5 15 32 3RW3034-1AB4 18.5 32 3RW3034-1AB5
11 18.5 38 3RW3035-1AB4 22 38 3RW3035-1AB5
11 22 45 3RW3036-1AB4 30 45 3RW3036-1AB5
19 30 63 3RW3044-1AB4 37 63 3RW3044-1AB5
22 37 75 3RW3045-1AB4 45 75 3RW3045-1AB5
30 55 100 3RW3046-1AB4 70 100 3RW3046-1AB5

表 17：按 IEC标准，4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环境温度 = 50°C
230V 400V Ie 订货号 500V Ie 订货号
KW kW A MLFB kW A MLFB
1.1 2.2 5 3RW3014-1CB4 - - -
1.5 4 8 3RW3016-1CB4 - - -
3 5.5 11 3RW3024-1AB4 5.5 11 3RW3024-1AB5
4 5.5 14 3RW3025-1AB4 7.5 14 3RW3025-1AB5

5.5 11 21 3RW3026-1AB4 11 21 3RW3026-1AB5
7.5 11 27 3RW3034-1AB4 15 27 3RW3034-1AB5
7.5 15 32 3RW3035-1AB4 18.5 32 3RW3035-1AB5
11 18.5 38 3RW3036-1AB4 22 38 3RW3036-1AB5
15 22 54 3RW3044-1AB4 30 54 3RW3044-1AB5

18.5 30 64 3RW3045-1AB4 37 64 3RW3045-1AB5
22 45 85 3RW3046-1AB4 55 85 3RW3046-1AB5

表 18：按 IEC标准，5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环境温度 = 60°C
230V 400V Ie 订货号 500V Ie 订货号
KW KW A MLFB kW A MLFB
0.75 1.5 4 3RW3014-1CB4 - - -
1.5 3 7 3RW3016-1CB4 - - -
2.2 4 9 3RW3024-1AB4 5.5 9 3RW3024-1AB5
3 5.5 12 3RW3025-1AB4 7.5 12 3RW3025-1AB5
4 7.5 18 3RW3026-1AB4 11 18 3RW3026-1AB5

5.5 11 23 3RW3034-1AB4 15 23 3RW3034-1AB5
7.5 11 27 3RW3035-1AB4 15 27 3RW3035-1AB5
7.5 15 32 3RW3036-1AB4 18.5 32 3RW3036-1AB5
11 22 46 3RW3044-1AB4 30 46 3RW3044-1AB5
15 22 54 3RW3045-1AB4 30 54 3RW3045-1AB5

18.5 37 72 3RW3046-1AB4 45 72 3RW3046-1AB5

表 8-19:按 IEC标准，6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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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电动机功率值是由有关的参数构成。

软起动器必须要按额定电流 Ie选用。

电动机的功率值主要基于 DIN42973标准中的(kW)值和 NEC96/UL508标准中的(马力)值。

环境温度 = 40°C
200V 230V 460V Ie 订货号 460V 575V Ie 订货号
马力 马力 马力 A MLFB 马力 马力 A MLFB

1 1 3 4.8 3RW3014-1CB4 - - - -
2 2 5 7.8 3RW3016-1CB4 - - - -
3 3 7.5 11 3RW3024-1AB4 7.5 10 11 3RW3024-1AB5
5 5 10 17.5 3RW3025-1AB4 10 15 17.5 3RW3025-1AB5

7.5 7.5 15 25.3 3RW3026-1AB4 15 20 25.3 3RW3026-1AB5
7.5 7.5 20 27 3RW3034-1AB4 20 25 27 3RW3034-1AB5
10 10 25 34 3RW3035-1AB4 25 30 34 3RW3035-1AB5
10 15 30 42 3RW3036-1AB4 30 40 42 3RW3036-1AB5
20 20 40 62.1 3RW3044-1AB4 40 60 62.1 3RW3044-1AB5
20 25 50 68 3RW3045-1AB4 50 60 68 3RW3045-1AB5
30 30 75 99 3RW3046-1AB4 75 100 99 3RW3046-1AB5

表 20：按NEMA标准，4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环境温度 = 50°C
200V 230V 460V Ie 订货号 460V 575V Ie 订货号
马力 马力 马力 A MLFB 马力 马力 A MLFB

1 1 3 4.8 3RW3014-1CB4 - - -
2 2 5 7.8 3RW3016-1CB4 - - -
3 3 7.5 11 3RW3024-1AB4 7.5 10 11 3RW3024-1AB5
3 3 10 14 3RW3025-1AB4 10 10 14 3RW3025-1AB5
5 5 15 21 3RW3026-1AB4 15 15 21 3RW3026-1AB5

7.5 7.5 20 27 3RW3034-1AB4 20 25 27 3RW3034-1AB5
7.5 10 20 32 3RW3035-1AB4 20 30 32 3RW3035-1AB5
10 10 25 38 3RW3036-1AB4 25 30 38 3RW3036-1AB5
15 20 40 54 3RW3044-1AB4 40 50 54 3RW3044-1AB5
20 20 40 64 3RW3045-1AB4 40 60 64 3RW3045-1AB5
25 30 60 85 3RW3046-1AB4 60 75 85 3RW3046-1AB5

表 21：按NEMA标准，5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环境温度 = 60°C
200V 230V 460V Ie 订货号 460V 575V Ie 订货号
马力 马力 马力 A MLFB 马力 马力 A MLFB
0.75 0.75 2 4 3RW3014-1CB4 - - - -
1.5 1.5 3 7 3RW3016-1CB4 - - - -
2 2 5 9 3RW3024-1AB4 5 7.5 9 3RW3024-1AB5
3 3 7,5 12 3RW3025-1AB4 7.5 10 12 3RW3025-1AB5
5 5 10 18 3RW3026-1AB4 10 15 18 3RW3026-1AB5
5 7.5 15 23 3RW3034-1AB4 15 20 23 3RW3034-1AB5

7.5 7.5  20 27 3RW3035-1AB4 20 25 27 3RW3035-1AB5
7.5 10 20 32 3RW3036-1AB4 20 30 32 3RW3036-1AB5
10 15 30 46 3RW3044-1AB4 30 40 46 3RW3044-1AB5
15 20 40 54 3RW3045-1AB4 40 50 54 3RW3045-1AB5
20 25 50 72 3RW3046-1AB4 50 60 72 3RW3046-1AB5

表 22：按NEMA标准，60°C时 3RW3电动机功率参数

7.5 NEMA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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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短路保护和熔断器协调配合

1型协调配合

2型协调配合

最大短路电流

电动机馈电装置：

1型协调配合

电动机馈电装置：

1型协调配合

1型和2型协调配合的比较

在 DIN VDE0660第 102部分 /IEC60947-4-1标准中已对二种配合类型即 1型协调配

合和2型协调配合作了区分。就二种配合来讲，受控的短路应能可靠地被切除。二者

主要区别在于短路后对本装置造成的危害程度不同。

在每次短路切除后，电动机馈电装置可以继续工作，但是可能会损坏软起动器。断路

器自身应能达到 1型协调配合的要求。

短路切除后，不应造成软起动器或其它任何装置损坏；仅允许用于短路保护的熔断器

的熔体损坏。在用于短路保护的熔断器的熔体更换之后，实际应用的电动机馈电装置

应能立刻恢复工作。

所有规定的熔断器在设计时，均应考虑50kA最大短路电流，这样可确保切断达到50kA

的短路电流而不会危及人身和系统。

设计提示：

推荐用非熔断式结构作为电动机馈电装置的保护，即采用 3RV断路器与 3RW30软起

动器组合的方式，这样可达到 1型的协调配合。

如果一台电动机馈电装置被组装成是2型协调配合，则该馈电装置必须用熔断器进行

保护，即电动机必须配备过载保护。

下列保护装置可用于此目的：

• 用于线路保护和半导体保护的所有 3NE1熔断器

• 半导体保护用 3NE8熔断器，这种情况下，线路必须用另外的熔断器加以保护。

基于 2型协调配合的保护比基于 1型的协调配合保护费用高。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荐非

熔断器式保护装置(1型协调配合)的原因。其优点在于：

• 控制柜中元器件少

• 接线不复杂

• 控制柜中占用面积小

• 价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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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按SITOR 3NE1..-0 (适用于短路和线路保护的)熔断器来设计的用于3RW30/

31软起动器保护的熔断器方案(防护等级 2)；最大短路电流为 50kA:

按SITOR 3NE1..-0熔断器

设计的熔断器方案

按SITOR 3NE8熔断器设计

的熔断器方案

1 不能用专门用于半导体保护的熔断器进行协调配合；可能需要用适用范围内的

3NE1..-0熔断器进行协调配合(参见上表)

2 断路器的选用和整定是基于电动机的电流

软起动器订货号 熔断器订货号
熔断器

熔断器尺寸
额定电流

MLFB MLFB A
3RW3014 3NE1814-0  1) 20 000
3RW3016 3NE1815-0  1) 25 000

3RW3024/3RW3124 3NE1815-0  2) 25 000
3RW3025/3RW3125 3NE1815-0  2) 25 000
3RW3026/3RW3126 3NE1815  2) 40 000

3RW3034 3NE1802-0  2) 63 000
3RW3035 3NE1818-0  2) 80 000
3RW3036 3NE1820-0  2) 80 000
3RW3044 3NE1820-0  2) 80 000
3RW3045 3NE1021-0  2) 100 00
3RW3046 --  3) -- --

1 适用于 400V以下的熔断器配合

2 适用于 500V以下的熔断器配合

3 不能用适用范围内的熔断器作配合的熔断器；(可能需要用专门用于半导体保护的熔

断器 +断路器来进行协调配合)

表 23：熔断器设计方案(SITOR)

软起动器订货号 熔断器订货号
熔断器

熔断器尺寸 断路器订货号 2) 3RW与 3R组合
额定电流 的连接模块

MLFB MLFB A Gr MLFB MLFB 3)

3RW3014 3NE8003 35 00 3RV1011 3RA1911-1A
3RW3016 3NE8003 35 00 3RV1011 3RA1911-1A

3RW3024/3RW3124 3NE8003 35 00 3RV1021 3RA1921-1A
3RW3025/3RW3125 3NE8003 35 00 3RV1021 3RA1921-1A
3RW3026/3RW3126 --  1) -- -- -- --

3RW3034 3NE8022 125 00 3RV1031 3RA1931-1A
3RW3035 3NE8024 160 00 3RV1031 3RA1931-1A
3RW3036 3NE8024 160 00 3RV1031 3RA1931-1A
3RW3044 3NE8024 160 00 3RV1041 3RA1941-1A
3RW3045 3NE8024 160 00 3RV1041 3RA1941-1A
3RW3046 3NE80245 160 00 3RV1041 3RA1941-1A

表 24：熔断器设计方案(SITOR)

下表列出了按SITOR 3NE8(半导体保护用熔断器；线路和过载保护用断路器)熔断器来

设计的用于 3RW30/31软起动器保护的熔断器方案(2型协调配合); 最大短路电流为

50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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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注意数量单位

如果电动机的配置是符合 UL标准的话，则熔断器的订货号为 8NE80..-1.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 3RW30/31软起动器的无熔断器方案(1型协调配合)；短路电流为

50kA：

无熔断器方案

软起动器订货号 断路器订货号 1) 3RW与 3R组合
的连接模块

MLFB MLFB MLFB 3)

3RW3014 3RV1011 2) 3RA1911-1A

3RW3016 3RV1011 2) 3RA1911-1A

3RW3024/3RW3124 3RV1021 3RA1921-1A

3RW3025/3RW3125 3RV1021 3RA1921-1A

3RW3026/3RW3126 3RV1021 3RA1921-1A

3RW3034 3RV1031 3RA1931-1A

3RW3035 3RV1031 3RA1931-1A

3RW3036 3RV1031 3RA1931-1A

3RW3044 3RV1041 3RA1941-1A

3RW3045 3RV1041 3RA1941-1A

3RW3046 3RV1041 3RA1941-1A

1 断路器的选用和整定是基于电动机的电流

2 3RV/3RW的组合与接地元件之间上下方向需要有 50mm的间距

3 请注意数量单位

表 25：电动机馈电装置：无熔断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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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熔断器的方案 下表列出了适用于 3RW30/31软起动器的带熔断器方案(1型协调配合);  短路电流为

50kA：

1 断路器的选用和整定是基于电动机的电流

2 最大电压 400V时，短路电流为 50kA

3 最大电压 500V时，短路电流为 50kA

4 3R/3RT的组合与接地元件之间上下方向需要有 50mm的间距

熔断器
软起动器订货号 熔断器订货号 额定电流 /

尺寸
MLFB MLFB A/Gr MLFB MLFB MLFB

3RW3014 3NE3810 25/00 3RU1116 2) 4) 3RB1016 2) 4) 3RT1015

3RW3016 3NE3810 25/00 3RU1116 2) 4) 3RB1016 2) 4) 3RT1016

3RW3024/3RW3124 3NE3822 63/00 3RU1126 3) 3RB1026 3) 3RT1024

3RW3025/3RW3125 3NE3822 63/00 3RU1126 3) 3RB1026 3) 3RT1025

3RW3026/3RW3126 3NE3824 80/00 3RU1126 3) 3RB1026 3) 3RT1026

3RW3034 3NE8030 100/00 3RU1136 3) 3RT1034

3RW3035 3NE8030 100/00 3RU1136 3) 3RT1035

3RW3036 3NE8030 100/00 3RU1136 3) 3RT1036

3RW3044 3NE8044 250/1 3RU1146 3) 3RT1044

3RW3045 3NE8044 250/1 3RU1146 3) 3RT1045

3RW3046 3NE8044 250/1 3RU1146 3) 3RT1046

表 24：熔断器设计方案(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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