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29.130.01;29.160.30;29.200
K6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12668.901—2021/IEC61800-9-1:2017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9-1部分:电气传动
系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传动
应用的生态设计 采用扩展产品法(EPA)
和半解析模型(SAM)制定电气传动设备

能效标准的一般要求

Adjustablespeedelectricalpowerdrivesystems—Part9-1:Ecodesignfor
powerdrivesystems,motorstarters,powerelectronicsandtheirdriven

applications—Generalrequirementsforsettingenergyefficiencystandardsfor
powerdrivenequipmentusingtheextendedproductapproach(EPA)and

semianalyticmodel(SAM)

(IEC61800-9-1:2017,IDT)

2021-03-09发布 2021-10-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Ⅰ…………………………………………………………………………………………………………

引言 Ⅱ…………………………………………………………………………………………………………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1…………………………………………………………………………………………

 3.1 术语和定义 1…………………………………………………………………………………………

 3.2 符号 3…………………………………………………………………………………………………

4 制定扩展产品能效标准的要求 4…………………………………………………………………………

 4.1 概述 4…………………………………………………………………………………………………

 4.2 扩展产品标准的作用或技术委员会的职责 5………………………………………………………

 4.3 实现扩展产品法(EPA)的条件 6……………………………………………………………………

5 扩展产品半解析模型(SAM)的要求 7……………………………………………………………………

6 电机系统半解析模型(SAM)的要求 7……………………………………………………………………

 6.1 概述 7…………………………………………………………………………………………………

 6.2 PDS的工作点 8………………………………………………………………………………………

 6.3 电机系统不含CDM时的要求 8……………………………………………………………………

7 半解析模型(SAM)与扩展产品法(EPA)相结合 9………………………………………………………

 7.1 概述 9…………………………………………………………………………………………………

 7.2 电机系统的速度-力矩功率损耗点 9…………………………………………………………………

 7.3 如何确定电机系统的中间速度-力矩损耗点 10……………………………………………………

附录A(资料性附录) 示例———在扩展产品法(EPA)中,如何利用一些必要的速度-力矩损耗点

将半解析模型(SAM)应用到具有PDS的泵系统中 12…………………………

附录B(资料性附录) 基于工作制的能耗计算 14…………………………………………………………

附录C(资料性附录) 基于力矩与功率-速度的关系曲线、随时间变化的工作点(能耗) 15……………

参考文献 19……………………………………………………………………………………………………

GB/T12668.901—2021/IEC61800-9-1:2017



前  言

  GB/T12668《调速电气传动系统》分为以下部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直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
———第2部分:一般要求 低压交流变频电气传动系统额定值的规定;
———第3部分: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其特定的试验方法;
———第4部分:一般要求 交流电压1000V以上但不超过35kV的交流调速电气传动系统额定

值的规定;
———第5-1部分:安全要求 电气、热和能量;
———第5-2部分:安全要求 功能;
———第6部分:确定负载工作制类型和相应电流额定值的导则;
———第701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的通用接口和使用规范 接口定义;
———第7-201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的通用接口和使用规范 1型规范说明;
———第7-301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的通用接口和使用规范 1型规范对应至网络技术;
———第8部分:功率接口的电压规范;
———第9-1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传动应用的生态设计 采用扩展

产品法(EPA)和半解析模型(SAM)制定电气传动设备能效标准的一般要求;
———第9-2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传动应用的生态设计 电气传动

系统和电机起动器的能效指标。
本部分为GB/T12668的第9-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EC61800-9-1:2017《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9-1部分:电气传动系

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传动应用的生态设计 采用扩展产品法(EPA)和半解析模型

(SAM)制定电气传动设备能效标准的一般要求》。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EC60050-161:1990,IDT);
———GB/T32877—2016 变频器供电交流感应电动机确定损耗和效率的特定试验方法(IEC/TS
60034-2-3:2013,IDT)。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力电子系统和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0)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奇电电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希望森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任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中冶南方(武汉)自
动化有限公司、山东凯迪欧电气有限公司、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卧龙电气集团辽宁荣信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上海雷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禾望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春武、陈实、崔海现、柴青、罗深、马保慧、嵇世卿、叶刚桥、连孝藩、王越、王建全、

王文龙、袁凯南、曹鹏、张军军、周党生、张杰、李婳婧、刘琦、刘海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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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能效标准化的核心要求如图1所示。将提出的合理目标作为各相关方最佳的折中方案。

图1 能效标准的核心要求示例

GB/T12668的所有部分不涉及机械工程部件。

  注:齿轮电机(带直接适配的变速箱的电机)被视为电气传动系统(变流器加电机)。有关齿轮电机损耗的分类,参
见IEC60034-30-1。齿轮箱作为单独部件的效率等级正在考虑之中。

每个部分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出版,其中一些已经出版了。其他部分将陆续发布,以下脚点和数字

(例如:GB/T12668.902)标识。

GB/T12668的本部分说明了由电机起动器或者变压/频器传动的电机系统的能效。其目标是建

立一个明确的和简单的系统,用于比较电机系统的能量性能,这可帮助制造商改进他们的产品,给予用

户必要的透明度和信息并为监管机构和最低能效标准提供明确的基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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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9-1部分:电气传动
系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设备及其传动
应用的生态设计 采用扩展产品法(EPA)
和半解析模型(SAM)制定电气传动设备

能效标准的一般要求

1 范围

GB/T12668的本部分针对所有运用扩展产品法(EPA)的扩展产品,规定了能效标准的一般方法。
电机系统的传动设备(称为扩展产品)的委员会可通过所连接的电机系统(例如电气传动系统)的相

对损耗计算整个应用的系统能效。
系统能效是根据速度/负载曲线、工作制以及对应的力矩-速度工作点上相对损耗这些特定模型进

行计算的。
本部分规定了扩展产品及其部件的损耗计算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由电机起动器或变流器[电气传动系统(PDS)]控制的电机系统。
本部分没有明确提出有关环境影响声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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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2668.902—2021 调速电气传动系统 第9-2部分:电气传动系统、电机起动器、电力电子

设备及其传动应用的生态设计 电气传动系统和电机起动器的能效指标(IEC61800-9-2:2017,IDT)

GB/T25442—2018 旋转电机(牵引电机除外)确定损耗和效率的试验方法(IEC60034-2-1:2014,

IDT)

IEC60034-2-3 旋转电机 第2-3部分:变频器供电交流感应电动机确定损耗和效率的特定试验

方法(Rotatingelectricalmachines—Part2-3:Specifictestmethodsfordetermininglossesandeffi-
ciencyofconverter-fedACinductionmotors)

IEC60050-161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vocabulary—Part161:Elec-
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3.1 术语和定义

IEC60050-1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ISO和IEC的标准化术语数据库,网址如下:
———IEC电子百科全书:<http://www.electropedia.org/>;
———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www.iso.org/o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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