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电机额定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区别 

是指在此数据下电机为最佳工作状态。 

额定电压是固定的，允许偏差10%。 

电机的实际功率和实际电流是随着所拖动负载的大小而不同; 

拖动的负载大，则实际功率和实际电流大; 

拖动的负载小，则实际功率和实际电流小。 

实际功率和实际电流大于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电机会过热烧毁; 

实际功率和实际电流小于额定功率和额定电流，则造成材料浪费。 

它们的关系是： 

额定功率=额定电流IN*额定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实际功率=实际电流IN*实际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2、比如一台37KW的绕线电机额定电流如何计算?  

电流=额定功率/√3*电压*功率因数 

1、P = √3×U×I×COSφ; 

2、I = P/√3×U×COSφ; 

3、I = 37000/√3×38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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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机功率计算口诀 

三相二百二电机，千瓦三点五安培。 

三相三百八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 

三相六百六电机，千瓦一点二安培。 

三相三千伏电机，四个千瓦一安培。 

三相六千伏电机，八个千瓦一安培。 

注：以上都是针对三相不同电压级别，大概口算的口诀，具体参考电机铭牌比如：三相22OV电机，功率：1

1kw，额定电流：11*3.5=38.5A三相380V电机，功率：11kw，额定电流：11*2=22A三相660V电机，功率：11

0kw，额定电流：110*1.2=132A 

4、电机的电流怎么算?  

当电机为单相电机时由P=UIcosθ得：I=P/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osθ为功率因数;

⑵当电机为三相电机时由P=√3×UIcosθ得：I=P/(√3×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

osθ为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 

在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Φ)的余弦叫做功率因数，用符号cosΦ表示，在数值上，功率因

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功率因数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 

如白炽灯泡、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一般具有电感或电容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 

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 

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所以，供电部门对用电单位的功率因数有一定的标准要

求。 

(1)最基本分析： 拿设备作举例。例如：设备功率为100个单位，也就是说，有100个单位的功率输送到设

备中。然而，因大部分电器系统存在固有的无功损耗，只能使用70个单位的功率。很不幸，虽然仅仅使用

70个单位，却要付100个单位的费用。在这个例子中，功率因数是0.7 

(如果大部分设备的功率因数小于0.9时，将被罚款)，这种无功损耗主要存在于电机设备中(如鼓风机、抽

水机、压缩机等)，又叫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是马达效能的计量标准。 

(2)基本分析： 每种电机系统均消耗两大功率，分别是真正的有用功(叫千瓦)及电抗性的无用功。功率因

数是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功率因数越高，有用功与总功率间的比率便越高，系统运行则更有效率。 

(3)高级分析： 在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波形峰值在电压波形峰值之后发生。两种波形峰值的分隔可用功

率因数表示。功率因数越低，两个波形峰值则分隔越大。保尔金能使两个峰值重新接近在一起，从而提高

系统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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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功率因数改善 

电网中的电力负荷如电动机、变压器、日光灯及电弧炉等，大多属于电感性负荷，这些电感性的设备在运行过

程中不仅需要向电力系统吸收有功功率，还同时吸收无功功率。因此在电网中安装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设备后

，将可以提供补偿感性负荷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减少了电网电源侧向感性负荷提供及由线路输送的无功功率。

由于减少了无功功率在电网中的流动(公众号:泵管家)，因此可以降低输配电线路中变压器及母线因输送无功

功率造成的电能损耗，这就是无功补偿的效益。 

无功补偿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补偿系统的功率因数。因为供电局发出来的电是以KVA或者MVA来计算的，但是

收费却是以KW，也就是实际所做的有用功来收费，两者之间有一个无效功率的差值，一般而言就是以KVAR

为单位的无功功率。大部分的无效功都是电感性，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电动机、变压器、日光灯……，几乎所有

的无效功都是电感性，电容性的非常少见。也就是因为这个电感性的存在，造成了系统里的一个KVAR值，三

者之间是一个三角函数的关系：KVA的平方=KW的平方+KVAR的平方 

简单来讲，在上面的公式中，如果今天的KVAR的值为零的话，KVA就会与KW相等， 

那么供电局发出来的1KVA的电就等于用户1KW的消耗，此时成本效益最高，所以功率因数是供电局非常在意

的一个系数。用户如果没有达到理想的功率因数，相对地就是在消耗供电局的资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功率因

数是一个法规的限制。目前就国内而言功率因数规定是必须介于电感性的0.9～1之间，低于0.9，或高于1.0都

需要接受处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功率因数控制在一个非常精密的范围，过多过少都不行。 

供电局为了提高他们的成本效益要求用户提高功率因数，那提高功率因数对我们用户端有什么好处呢? 

①通过改善功率因数，减少了线路中总电流和供电系统中的电气元件，如变压器、电器设备、导线等的容量，

因此不但减少了投资费用，而且降低了本身电能的损耗。 

②藉由良好功因值的确保，从而减少供电系统中的电压损失，可以使负载电压更稳定，改善电能的质量。 

③可以增加系统的裕度，挖掘出了发供电设备的潜力。如果系统的功率因数低，那么在既有设备容量不变的情

况下，装设电容器后，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增加负载的容量。 

举例而言，将1000KVA变压器之功率因数从0.8提高到0.98时： 

补偿前：1000×0.8=800KW     补偿后：1000×0.98=980KW 

同样一台1000KVA的变压器，功率因数改变后，它就可以多承担180KW的负载。 

④ 减少了用户的电费支出;透过上述各元件损失的减少及功率因数提高的电费优惠。 

此外，有些电力电子设备如整流器、变频器、开关电源等;可饱和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等;电弧设备

及电光源设备如电弧炉、日光灯等，这些设备均是主要的谐波源，运行时将产生大量的谐波。谐波对发动机、

变压器、电动机、电容器等所有连接于电网的电器设备都有大小不等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产生谐波附加损耗，

使得设备过载过热以及谐波过电压加速设备的绝缘老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