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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2900.26—2008,5.6.38]

3.6

连续堵转转矩

在规定条件下，对直流力矩电动机施加连续堵转电流，电动机连续堵转时产生的输出转矩。

[来源：GB/T 2900.26—2008,5.6.30]

3.7

连续堵转电流

在规定条件下，直流力矩电动机允许连续堵转又不致引起过热的最大电流。

[来源：GB/T 2900.26—2008,5.6.29]

3.8

最大空载转速

直流力矩电动机空载时施加峰值堵转电压所达到的稳定转速。

[来源：GB/T 2900.26—2008,5.6.34]

3.9

空载起动电压

在规定条件下，电动机不带负载，能使电动机从任一角位置起动并连续运转时所施加的最小电压。

[来源：GB/T 2900.26—2008,5.6.9]

3.10

堵转转矩灵敏度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连续堵转转矩与连续堵转电流的比值。

3.11

励磁静摩擦力矩

在规定励磁条件下，使转子在任意位置开始转动所需克服的阻力矩。

[来源：GB/T 2900.26—2008,5.1.6]

3.12

转矩波动系数

在规定条件下，电动机一转内输出转矩的变化。通常表示为转矩变化的峰-峰值的1/2 与平均转矩

之比。

注：用百分数表示。

[来源：GB/T 2900.26—2008,5.1.15,有修改]

3.13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正反两方向实际的各点转矩值(实际的转矩-电流特性曲线)与最近似的转

矩-电流特性拟合曲线(采用线性回归方程最小二乘法公式求出转矩-电流特性曲线)所对应各点转矩拟

合值的差值与对应的各点转矩拟合值之比。

注：用百分数表示。

4 分类

4.1 结构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按结构分为：分装式和组装式。分装式为电动机的基本

外形结构。

电动机安装型式应符合 GB/T 7346 的规定，或按附录 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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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式电动机的轴伸如无特殊要求， 一般为光轴伸或平键键槽轴伸。平键键槽轴伸及推荐尺寸应

符合附录 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4.2 型号命名

电动机型号命名应符合GB/T

4.3 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如图1所示。

5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5.1 引出线或接线端

5.1.1 技术要求

5.1.1.1 出线方式和标记

10405—2009 的规定。命名方法见附录 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

图 1 电气原理图

电动机出线方式用引出线、螺纹接线柱或接线片(柱),引出线的长度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

定。电动机的正、负极性标记应符合表1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1 出线方式和标记

出线方式 正极性标记 负极性标记

引出线 红 黑或白

螺纹接线柱 十

接线片(柱) 1 2

5.1.1.2 引出线或接线端强度

电动机引出线或接线端强度应符合GB/T 7345的规定。

5.1.2 试验方法

5.1.2.1 出线方式和标记

目检出线方式和标记。

5.1.2.2 引出线或接线端强度

按 GB/T 7345规定的方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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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观

5.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表面应无锈蚀、碰伤、划痕，涂覆层无剥落，紧固件连接应牢固，引出线、螺纹接线柱或接线片

应完整无损，颜色和标志应正确，铭牌的字迹和内容应清晰无误，且不能脱落。

5.2.2 试验方法

目检电动机外观。

5.3 外形和安装尺寸

5.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应符合 GB/T 7346 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3.2 试验方法

按外形及安装尺寸要求选用量具种类及精度等级，将电动机放置在常温条件下，使其达到稳定非工

作温度后，逐项进行测量。

5.4 径向间隙

5.4.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组装式电动机的径向间隙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5.4.2 试验方法

将电动机牢固地轴向水平安装，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轴伸外圆表面上，并尽可能靠近轴承位置，施

加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力，沿与轴向垂直的方向加在轴上，先向一个方向，然后向相反方向，观察千

分表两次读数之差值。

加力位置与千分表的测量头位置应靠近。表头测点与加力点连线应与电动机轴线平行。

5.5 轴向间隙

5.5.1 技术要求

组装式电动机的轴向间隙应符合表2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2 轴向间隙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D≥320

轴向间隙 ≤0.2 ≤0.25 ≤0.3 ≤0.4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5.5.2 试验方法

将电动机牢固地轴向水平安装，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轴伸端面，施加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

力，沿轴向水平方向加在轴上，先向一个方向，然后向相反方向，观察千分表两次读数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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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轴伸径向圆跳动

5.6.1 技术要求

组装式电动机的轴伸径向圆跳动应符合表3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3 轴伸径向圆跳动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D≥320

轴伸径向圆跳动 ≤0.015 ≤0.02 ≤≤0.025 ≤0.03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5.6.2 试验方法

将电动机牢固地轴向水平安装，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轴伸外圆表面上，离轴伸端面距离约为轴伸长

度的1/3处，缓慢地转动电动机转轴，在一周内测取千分表读数的最大差值。

5.7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5.7.1 技术要求

组装式电动机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应符合表4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4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D≥320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0.03 ≤0.05 ≤0.1 ≤0.15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5.7.2 试验方法

固定电动机转子，将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安装配合圆面上，转动电动机定子，测取千分表的最大与

最小读数之差值。

5.8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5.8.1 技术要求

组装式电动机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应符合表5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5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D≥320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0.06 ≤0.1 ≤0.15 ≤0.2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5.8.2 试验方法

固定电动机转子，将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定子安装配合端面外缘，转动电动机定子，测量一个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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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动值，取其最大值。

5.9 绝缘介电强度

5.9.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能承受表6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无绝缘击穿或飞弧现象。绕

组的漏电流按 GB/T 7345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重复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试验电压值为表6

规定值的 。

表 6 绝缘介电强度

单位为伏特

供电电压(标称值) 试验电压(有效值)

60及以下 500

>60～110 750

>110～220 1000

>220 1 0 0 0 + 2倍供电电压

5.9.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5.10 绝缘电阻

5.10.1 技术要求

在正常试验大气条件及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极限低温条件下，电枢绕组对壳体或轴孔间的绝

缘电阻不应小于100 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相应高温条件下，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0 在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湿热条件下，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 。

5.10.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5.11 旋转方向

5.1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可正、反两方向运转，电动机按表1极性接线，在正、负极之间加以直流电压时，从刷架端看

电动机电枢应逆时针方向旋转，并规定此旋转方向为正方向。

5.11.2 试验方法

按5.11.1 的规定，将直流电压(小于或等于连续堵转电压)加在电动机上，观察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5.12 电枢电阻

5.1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电枢电阻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其允差应在规定值的±12.5%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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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试验方法

用电压电流法或其他仪表，在电动机引出线或接线端之间测量电枢电阻，将电枢固定在不同位置下

(至少三处)进行测量，测得各点电枢电阻的平均值。

5.13 电枢电感

5.1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电枢电感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其允差应在规定值的±30%范围内。

5.13.2 试验方法

用电感电桥或其他仪表测量电枢电感。将电枢固定在不同位置下(至少三处),在电动机的两引出

线或接线端之间测量频率1000 下的电感，测得各点电枢电感的平均值。

5.14 最大空载转速

5.14.1 技术要求

将峰值堵转电压或供电电压加至电动机两引出线端(或接线端),其正、反方向的最大空载转速应符

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同时，正、反转速差不应大于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最大空载转速规定

值的3%。

5.14.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图2接线，以峰值堵转电压(标称值)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电压加到电动机两引出

线或接线端，测量正、反方向的最大空载转速并计算正、反转速差。

注：测力器和磅秤不接入。

)
测力器

或磅秤

图 2 接线图

5.15 峰值堵转转矩和峰值堵转电压

5.15.1 技术要求

峰值堵转转矩和峰值堵转电压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15.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图2接线，在正、反方向通以峰值堵转电流，分别读取电枢堵转在三个不同位置时的峰值

堵转转矩和峰值堵转电压，取其平均值。

5.16 连续堵转转矩和连续堵转电压

5.16.1 技术要求

连续堵转转矩和连续堵转电压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8

5.16.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图2接线，在正、反方向通以连续堵转电流，分别读取电枢堵转在三个不同位置时的连续

堵转转矩和连续堵转电压，取其平均值。

5.17 堵转转矩灵敏度

5.17.1 技术要求

堵转转矩灵敏度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17.2 试验方法

以5.16测得的连续堵转转矩和连续堵转电流，按公式(1)计算：

………… …………… …(1)

式中：

堵转转矩灵敏度，单位为牛米每安培

连续堵转转矩，单位为牛米

连续堵转电流，单位为安培 。

5.18 励磁静摩擦力矩

5.18.1 技术要求

组装式电动机的励磁静摩擦力矩应符合表7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7 励磁静摩擦力矩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D≥320

励磁静摩擦力矩

N·m
≤0.08T, ≤0.06T。 ≤0.05Tp ≤0.04Tp 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注：Tp为峰值堵转转矩。

5.18.2 试验方法

电动机空载，使转轴处于任意位置，电枢绕组由零开始缓慢施加电压，当转轴开始转动而中途又不

停顿时记录其始动瞬间电流。试验对每个方向进行三次(正、反方向共六次),取其电流最大值乘以5.17

测得的堵转转矩灵敏度即为励磁静摩擦力矩。

5.19 空载起动电压

5.19.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空载起动电压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19.2 试验方法

试验前，将电动机定子固定，并使电动机空转3 ～ 。试验时，在电动机电枢任意起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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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电枢绕组由零开始缓慢施加电压，直至电枢开始连续旋转为止，读出此时的电枢电压值。每一旋转

方向随机进行三次，两个方向共六次，取六次电枢电压的最大值。

5.20 转矩波动系数

5.20.1 技术要求

转矩波动系数应符合表8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8 转矩波动系数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320≤D<430 430≤D<560 D≥560

转矩波动系数/% ≤10 ≤7 ≤6 ≤5 ≤4 ≤3
产品专用技术

条件规定

5.20.2 试验方法

5.20.2.1 堵转转矩法

电动机按图2接线，在正、反方向通以连续堵转电流，测量转子圆周上均布的四个位置(当极数为4

的倍数时，取均布的五个位置)的连续堵转转矩(正、反方向共八或十个位置),找出最大堵转转矩和最小

堵转转矩，按公式(2)计算转矩波动系数。

式中：

—— 转矩波动系数；

x——最大堵转转矩，单位为牛米(N·m);

最小堵转转矩，单位为牛米 。

………… … (2)

5.20.2.2 反电动势法

电动机按图3接线，将电动机与稳速转台同轴联结，驱动稳速转台，从波形记录仪上记录电动机输

出电压波形，读取一周范围内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小输出电压，按公式(3)计算出转矩波动系数。所测数

据系指正、反两个方向的两组数据，取其转矩波动系数最大值。

注：波形记录仪包括示波器和 X-Y 函数记录仪等。

… … …(3)

式中：

转矩波动系数；

—最大输出电压，单位为伏特(V);

最小输出电压，单位为伏特 。

稳速
转台

图 3 电动机与稳速转台接线图

波形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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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黏性阻尼系数

5.2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黏性阻尼系数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21.2 试验方法

用5.14和5.15 测得的最大空载转速和峰值堵转转矩，按公式(4)计算黏性阻尼系数。

式中：

F。 ——黏性阻尼系数；

峰值堵转转矩，单位为牛米

最大空载转速，单位为转每分 。

5.22 电气时间常数

5.2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电气时间常数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22.2 试验方法

用5.12和5.13 测得的电枢电阻和电枢电感，按公式(5)计算。

式中：

电气时间常数，单位为秒

电枢电阻，单位为欧姆(Ω);

电枢电感，单位为亨利 。

5.23 质 量

5.2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质量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23.2 试验方法

用精度不低于1%的衡器秤取电动机质量。

5.24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5.24.1 技术要求

…(4 )

…………… ………(5)

电动机在转矩从零到连续堵转转矩的范围内，实际转矩-电流特性曲线与最近似的转矩-电流特性

直线部分对应点的数值差，对该点的堵转转矩的比值应符合表9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表 9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机 座 号 D D<90 90≤D<160 160≤D<250 250≤D<320 320≤D<430 430≤D<560 D≥560

转矩-电流特性

线 性 度 / %
≤7 ≤5 ≤4 ≤3 ≤2.5 ≤2

产品专用技术

条件规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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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图2接线，对应电动机旋转正方向，分别施加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连续堵转范围的堵

转电流值，测取各点堵转转矩值为100%、80%、60%、50%、40%、30%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连续

堵转转矩。在转矩-电流特性图上描出各测量点，并根据各测量点拟合出最近似的直线，见图4所示。

按公式(6)计算各测量点与上述最近似的直线的线性度；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反方向的线性度。

(6 )

式中：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相应各点的转矩实测值，单位为牛米

相应各点的转矩拟合值，单位为牛米 。

由公式(7)计算：

。 …………………………(7 )

式中：

堵转转矩灵敏度拟合值，单位为牛米每安培

相应各点的电流理论值，单位为安培

。 电流为零时对应转矩拟合值，单位为牛米

K'r,T 由已知相应各点的 I;和T; 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方程最小二乘法公式计算得出。

由公式(8)计算：

………………………(8)

由公式(9)求出：

。 …………… ……(9 )

式中：

相应各点的电流 的平均数，单位为安培

相应各点的转矩实测值 的平均数，单位为牛米 。

图 4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5.25 转子转动惯量

5.25.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转子转动惯量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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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试验方法

按 的规定进行测量。

5.26 温升

5.26.1 技术要求

电动机运行在连续堵转状态下，电枢绕组温升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5.26.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安装在 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使电枢堵转，然后在室温下放置并使电动机达

到稳定非工作温度，测取电枢绕组的电阻 R , 并记下此时的室温t , 然后按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通

以连续堵转电流，电动机达到稳定工作温度后，测取电枢绕组的电阻R , 并记下此时的室温 tz。 温升按

公式(10)计算。

式中：

0 ——绕组温升，单位为开尔文

开始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试验结束时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转子绕组在开始温度 时的电阻，单位为欧姆(Ω);

转子绕组在温度 时的电阻，单位为欧姆(Ω)。

………… … …(10 )

5.27 低 温

5.27.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条件下正常工作，试验后，在低温下检查电动机的励磁静

摩擦力矩不应大于表7规定值的两倍；在箱外检查电动机表面不应有影响电动机正常工作的裂纹和

变形。

5.27.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安装在 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不通电放入试验箱中，箱温降到产品专用技术

条件规定的低温，然后使电动机保温达到稳定非工作温度。试验后，在箱内检查电动机的励磁静摩擦力

矩，在箱外检查电动机表面。

5.28 高 温

5.28.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在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条件下正常工作，试验后，在箱内检查电动机的绝缘介电

强度和绝缘电阻，在箱外检查组装式电动机轴承内的油脂不应有外溢现象。

5.28.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安装在 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不通电放入试验箱中，箱温升高并保持在产品

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下，使之达到稳定非工作温度，然后使电动机在连续堵转状态下达到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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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试验后，在箱内检查绝缘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在箱外检查组装式电动机轴承内的油脂是否有

外溢。

5.29 振动

5.29.1 技术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电动机应能承受GB/T 7345 规定的振动试验。试验后，电动机不应出现零部件松

动或损坏，电动机的最大空载转速和峰值堵转转矩应分别符合5.14.1和5.15.1的要求。

5.29.2 试验方法

除另有规定外，电动机牢固地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 GB/T 73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中电

动机在连续堵转电压下保持空载运行，试验后，检查电动机是否出现零部件松动或损坏，测试电动机的

最大空载转速和峰值堵转转矩。

5.30 冲击

5.30.1 技术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电动机应承受 GB/T7345 规定的冲击试验。试验后，电动机不应出现零部件松动

或损坏，电动机的最大空载转速和峰值堵转转矩应分别符合5.14.1和5.15.1 的要求。

5.30.2 试验方法

除另有规定外，电动机牢固地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按 GB/T 73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中电

动机在连续堵转电压下保持空载运行，试验后，检查电动机是否出现零部件松动或损坏，测试电动机的

最大空载转速和峰值堵转转矩。

5.31 恒定湿热

5.3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承受温度为(40±2)℃,相对湿度为90%～95%,时间为2 或按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的恒定湿热试验。试验后，在箱内测量绝缘电阻，电动机应无明显的外表质量变坏及影响正常工作的锈

蚀现象。

5.31.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 GB/T 73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在箱内检查绝缘电阻，在箱外检查电动机

外观。

5.32 寿命

5.3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能正常连续工作500 。试验后检查峰值堵转转矩、峰值堵转电压和堵转转矩灵敏度应

符合5.15.1和5.17.1的要求。

5.32.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安装在试验支架上，施加连续堵转电压，其运行方式及试验时间见表10规定。试验后，测试

电动机峰值堵转转矩、峰值堵转电压和堵转转矩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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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寿命

机座号 轴伸位置 运行方式
试验时间

h

温 度

℃

9 0 及 以 下

水平

空载

32±1 L

垂直向上 12±1

H
向上45° 12±1

向下45° 12±1

垂直向下 12±1

水平

空载 90±1

15～35

连续堵转转矩 170±1

连续堵转转矩 160±1

110及以上 水平或垂直

空载 170±1

170±1

连续堵转转矩
4

160±1

注1:L——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低温值。

注2:H——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高温值。

注3:在每一轴伸位置，电动机正、反方向旋转时间各为50%。

注4:电动机试验24 h改变一次转向，在每次改变轴伸位置和运行方式时，允许清理换向器表面的碳粉。

5.33 盐雾

5.33.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24 或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的盐雾腐蚀。试验后，电动机应拆开

检查，任何部位不应有明显的腐蚀迹象和破坏性变质。

5.33.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 GB/T 7345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后，检查电动机零部件外观。

6 试验条件

6.1 大气条件

试验的大气条件按 GB/T 7345 的规定。

6.2 试验电源

纹波电压：满载输出时，不大于0.5%;

电压稳定度：当电网电压在220 的士10%范围内变动，负载电流不变时，输出直流电压变化不大

于0.5%。

6.3 测试仪表精度

测试仪表精度： 组检验不小于1级；鉴定检验和 组检验不小于0.5级。

3
4

1
2

1
2

连续堵转转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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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矩测试装置的精度不小于1 。

6.4 稳速转台精度

稳速转台的稳速精度不小于0.5 。

6.5 电动机的安装

如无特殊规定，试验时电动机应轴向水平安装。430机座号以上的电动机推荐采用垂直安装。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7.2 鉴定检验

电动机设计确认前或有要求时应进行鉴定检验。

当有要求时，鉴定检验应在国家认可的实验室按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进行。

7.3 样机数量

从批产品中随机抽取六台样机，其中四台供鉴定检验用，另外两台保存备用。

定型批产品数量不足六台时，应全数提交鉴定检验。但供鉴定检验样机数量不应少于两台。

7.4 检验程序

鉴定检验项目、基本顺序和样机编号按表11规定。

表11 检验项目和顺序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条款

鉴定检验

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A 组 检 验 C 组 检 验

1 出线方式和标记 5.1.1.1和5.1.2.1 1,2,3,4 √ ——

2 引出线或接线端强度 5.1.1.2和5.1.2.2 1,2,3,4 √

3 外观 5.2 1.2,3,4 √

4 外形和安装尺寸 5.3 1,2,3,4 √
—

5 径向间隙 5.4 1,2.3,4 √

6 轴向间隙' 5.5 1,2,3,4 √

7 轴伸径向圆跳动“ 5.6 1,2,3,4 √

8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5.7 1,2,3,4 √
—

9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5.8 1,2,3,4 √
———

10 绝缘介电强度 5.9 1,2,3,4 √

11 绝缘电阻 5.10 1.2.3.4 √

12 旋转方向 5.11 1,2,3,4 √

13 电枢电阻 5.12 1,2,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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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检验项目和顺序 (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和试验

方法条款

鉴定检验

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A 组 检 验 C 组 检 验

14 电枢电感 5.13 1,2,3,4 √

15 最大空载转速 5.14 1,2,3,4 √ ——

16 峰值堵转转矩和峰值堵转电压 5.15 1,2,3,4 √ ——

17 连续堵转转矩和连续堵转电压 5.16 1,2,3,4 √ —

18 堵转转矩灵敏度 5.17 1,2,3,4 √ ——

19 励磁静摩擦力矩” 5.18 1,2,3,4 √

20 空载起动电压 5.19 1.2.3.4 √ —

21 转矩波动系数 5.20 1,2 — √

22 黏性阻尼系数 5.21 1.2.3,4 √

23 电气时间常数 5.22 1,2.3,4 √

24 质 量 ° 5.23 1,2 —— ——

25 转矩—电流特性线性度 5.24 1,2.3.4 —— √

26 转子转动惯量 5.25 1,2 —— —

27 温升 5.26 1.2.3.4 —— √

28 低温 5.27 3,4 —— √

29 高温 5.28 3,4
— —

√

30 振动b、d 5.29 3,4 —— √

31 冲击b,d 5.30 3,4 — √

32 恒定湿热“ 5.31 3,4 —— √

33 寿命“d 5.32 1,2 —— √

34 盐雾“ 5.33 1,2 — —

注：“√”表示进行该项目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检验。

分装式电动机不检验。

”分装式电动机可用部件进行检验。

当有要求时，进行检验的项目。

d分装式电动机可随整机考核，在试验得出结论前不影响电动机鉴定。

7.5 检验结果的评定

7.5.1 合格

鉴定检验用样机的全部项目检验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合格。

7.5.2 不合格

只要有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7.5.3 偶然失效

当鉴定部门确定电动机某一不合格项目属于孤立性质的偶然失效时，允许在每次提交的样机中取

一台备用样机代替失效样机，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括失效时)的所有项目。然后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

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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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性能降低

样机经环境试验后，允许出现不影响其使用的性能降低，性能降低的允许值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

规定。

7.5.5 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性能严重降低

样机在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出现影响其使用的性能严重降低时，鉴定部门可采取两种方式

认为鉴定不合格；

当一台样机出现失效时，允许用新的两台样机代替，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括失效时)的所有试

验，然后补足原样机数量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合格，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7.5.6 同类型产品鉴定检验

当某一类同机座号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型号的电动机同时提交鉴定检验时，每种型号均应提交四台

样机，所有样机应通过质量一致性中的 组检验，然后选取四台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的样机进行其余

项目的试验。试验结果评定按7.5规定。任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合格，则其所有的电动机鉴定检验

不合格。本检验不准许样机替换。

若鉴定检验合格，则同时提交的所有型号的电动机均鉴定合格。

对此后制造的同类同机座电动机或对原型号设计更改的电动机应进行差异性鉴定检验，差异性鉴

定检验合格，则认为该型号电动机鉴定检验合格。

7.6 质量一致性检验

7.6.1 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 组和 组检验。

组检验是为了证实电动机产品是否满足常规质量要求所进行的非破坏性检验。

组检验是周期性检验，它大都是一种破坏性检验。

7.6.2 组检验

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11的规定进行。

组检验可抽样或逐台进行。抽样按 GB/T 2828.1—2012 中检验水平Ⅱ,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接

收质量限 值),由使用方和制造方协商选定。

逐台检验中，电动机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该电动机为不合格品。

组检验合格，则除抽样中的不合格电动机之外，用户应整批接收。

若 组检验不合格，则整批拒收，由制造商消除缺陷并剔除不合格品后，再次提交 组检验。

7.6.3 组检验

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11的规定进行。

7.6.3.1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一般应进行C 组检验：

a) 相关项目检验；

组检验结果与鉴定检验结果发生较大偏差时；

c) 周期检验。除非另有规定，每两年应至少进行一次；

政府或行业监管产品质量或用户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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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2 检验规则

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11的规定进行。

组检验样机从已通过 组检验的产品中抽取，对未作过 组检验的样机应补作 组检验项目

的试验，待合格后方能进行 组检验其余项目的试验。

组检验样机数量及检验结果评定按7.3 和7.5 的规定。

若 组检验不合格，由制造商消除不合格原因后，重新进行 组检验。

8 交付准备

8.1 通则

除非另有规定，交付的电动机应是通过设计确认后制造的，且 组检验合格的产品。

8.2 包装

电动机包装应符合 JB/T 8162 的规定，制造商应确保产品通过包装能得到有效防护。

8.3 运输

包装的电动机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和敲击，严禁与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放在一起。制

造商应将通过标识和协议方式将运输条件告知用户承运商。

8.4 贮存

电动机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一10 ℃~35 ℃,相对湿度不大于85%,清洁且通风良好的库房内，空

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气体。贮存期分为一年、三年和五年，由制造商规定。制造商应将贮存条件和贮存

期告知用户。

8.5 保证期

保证期系制造商就电动机正确贮存和使用期限而向用户的承诺。

保证期是从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存放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

保用期从电动机包装起封开始计算，分为一年和两年半两种。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在正确存放和使用电动机的情况下，制造商应保证电动机在保用期(不超过保证工作期限)内正常

工作。如在保用期内电动机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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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规范性)

外形及安装尺寸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及转子轴孔安装

安装型式如图 所示，尺寸及公差带应符合表 的规定。表中无规定的机座号电动机尺寸及

公差带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图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及转子轴孔安装型式

表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及转子轴孔安装尺寸及公差带

单位为毫米

机座号

基本尺寸及公差带

D D
L L

h7 H7

70 70 20

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90 90 40

110 110 50

130 130 70

160 160 80

200 200 100

250 250 150

320 32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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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转子轴孔及螺孔安装

安装型式如图 所示，尺寸及公差带应符合表 的规定。表中无规定的机座号电动机尺寸及

公差带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图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转子轴孔及螺孔安装型式

表 分装式定子无凸缘外圆、转子轴孔及螺孔安装尺寸及公差带

单位为毫米

机座号

基本尺寸及公差带

D D D S S t

L L L

h7 H7 —— —
—

36 36 4 8.5 2 2.4 0.1

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45 45 6 11 2.5 3.0 0.2

55 55 10 15 2.5 3.0 0.2

70 70 16 22 2.5 3.0 0.4

90 90 25 32 3 3.4 0.4

110 110 40 48 4 4.5 0.4

130 130 60 70 4 4.5 0.4

160 160 80 90 5 5.5 0.4

200 200 100 110 5 5.5 0.6

250 250 140 152 6 6.6 0.6

320 320 180 195 8 9 0.8

组装式端部止口及螺孔安装

安装型式如图 所示，尺寸及公差带应符合表 的规定。表中无规定的机座号电动机尺寸及

公差带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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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组装式端部止口及螺孔安装型式

表 组装式端部止口及螺孔安装尺寸及公差带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基本尺寸及公差带

D D E L D S D t t t t

L

h10 h6 士0.1 — f7 —

20 20 10 8 1.5 14 1.6 3 0.2 0.02 0.02 0.02

由产品

专用技

术条件

规定

24 24 14 10 1.5 18 2 3 0.2 0.02 0.02 0.02

28 28 18 10 1.5 22 2.5 4 0.2 0.02 0.02 0.02

32 32 22 10 2 26 2.5 4 0.2 0.02 0.02 0.02

36 36 22 12 2.5 27 3 5 0.3 0.02 0.02 0.02

40 40 25 12 2.5 30 3 5 0.3 0.03 0.04 0.02

45 45 25 12 2.5 33 3 5 0.3 0.03 0.04 0.02

55 55 32 16 3 38 4 7 0.3 0.03 0.04 0.02

A.4 组装式方形凸缘安装

安装型式如图 所示，尺寸及公差带应符合表 的规定。电动机需双轴伸时，推荐采用附加

光轴伸，其尺寸见表 。表中无规定的机座号电动机尺寸及公差带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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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组装式方形凸缘安装型式

表 组装式方形凸缘安装尺寸及公差带

单位为毫米

机

座

号

基本尺寸及公差带

D D E Li L L b D S D t t t t

L
h10 h7 —— f7 — —— ——

36 36 22 12 12 2 3 38 44 3.4 5 0.2 0.03 0.06 0.02

由产

品专

用技

术条

件规

定

40 40 25 12 12 2.5 3 42 48 3.4 5 0.2 0.03 0.06 0.02

45 45 25 12 12 2.5 4 48 55 4.5 5 0.2 0.03 0.06 0.02

55 55 42 16 18 2.5 4 58 66 4.5 7 0.2 0.03 0.06 0.03

70 70 54 20 22 3 5 72 84 5.5 9 0.4 0.04 0.06 0.03

90 90 70 20 22 2 6 92 107 6.6 11 0.4 0.05 0.08 0.03

110 110 85 23 25 4 8 112 132 9 14 0.4 0.05 0.08 0.03

130 130 100 30 32 5 10 134 155 11 16 0.4 0.05 0.1 0.03

160 160 130 40 42 6 10 164 180 11 16 0.4 0.05 0.1 0.04

200 200 160 50 52 7 15 204 220 12 20 0.6 0.05 0.1 0.04

250 250 200 60 60 7 15 256 280 12 25 0.8 0.05 0.12 0.05

320 320 270 80 80 8 20 328 350 16 30 0.8 0.06 0.12 0.06

表 组装式双轴伸安装尺寸及公差带

单位为毫米

机座号

基本尺寸及公差带

D E L

f7 —

55 4 6 7

70 6 12 13

90 7 12 13

110 8 12 13

130 8 15 16

160 16 15 16

200 20 18 19

250 25 18 19

320 30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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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规范性)

平键键槽轴伸及尺寸

平键键槽轴伸及推荐尺寸见图 和表 。

个—4

.1

图 平键键槽轴伸安装型式

表 B.1 平键键槽轴伸及尺寸

单位为毫米

机座号 轴 伸 直 径 d 轴伸型式

键槽尺寸 键尺寸

F G
l 型式 宽 高

一0.03 H11

36 4 光轴伸 —
一 —

45 4 光轴伸 —— —— — —

55 6 光轴伸 — —

——

70 8 键槽轴伸 3 6 12 平键 3 3

90 9 键槽轴伸 3 7 12 平键 3 3

110 11 键槽轴伸 4 8.5 12 平键 4 4

130 14 键槽轴伸 5 11 14 平键 5 5

160 16 键槽轴伸 5 11 16 平键 5 5

200 20 键槽轴伸 6 16.5 20 平键 6 6

250 25 键槽轴伸 8 21 22 平键 8 7

320 30 键槽轴伸 8 26 25 平键 8 7

注：键的材料采用抗压强度不小于588 N/mm²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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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型号命名

C.1 型号命名

电动机型号由下列部分组成。

-派生代号

-性能参数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

-机座号

机座号

电动机的机座号应符合下列规定，或由产品专用技术条件规定。

机座号一般用电动机外圆直径表示。

b) 当电动机外形为非圆柱结构时，用非圆柱断面的内切圆直径表示。

机座号仅取机座尺寸的数值部分，无计量单位。

产品名称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铝镍钴);

LYX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动机(稀土)。

C.4 性能参数代号

性能参数代号，用阿拉伯数字01～99表示。

派生代号

派生代号用拉丁字母 、 表示，但不宜使用 、 字母。

组装式电动机产品型号由所组成的分装式电动机型号和字母 组成，在分装式电动机型号和字母

之间加短划线。

型号示例：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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