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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T/CAS

700—2023、T/CSTE 0321—2023《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标准编制通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经济技术协会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经济技术协会。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环成玖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绿色交易所、江苏中军

零碳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仁忠、成磊、蒋琦、钱斌。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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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交流伺服驱动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交流伺服驱动器产品质量分级及企业标准水平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及要求、评价方法

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伺服驱动器产品质量分级及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开展质量分级和企业标准水平

评估、“领跑者”评价以及相关认证时可参照使用，相关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照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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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439—2009 交流伺服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JB/T 10184—2014 交流伺服驱动器通用技术条件

T/CSTE 0421 质量分级及“领跑者”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GB/T16439—2009 、JB/T 10184—201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要求

4.1近三年，企业无较大及以上质量、环境、安全等事故。

4.2企业应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3企业可根据 GB/T 19001、GB/T 23331、GB/T 24001、GB/T 45001建立并运行相应质量、能源、环境和

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系，鼓励企业根据自身运营情况建立其他高水平的相关管理体系；

4.4产品应为量产产品，交流无感伺服驱动器应满足国家强制性标准及相关（GB/T16439—2009、JB/T 10184
—2014 ）规定的要求。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5.1 评价指标分类

5.1.1交流伺服驱动器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基础指标、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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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基础指标包括保护接地、电源适应性、功能、过流能力、过载能力、正反转速差率、转速调整率、转

矩变化的时间响应、频带宽度。

5.1.3 核心指标包括载波频率、效率、抗扰度范围、可靠性、转矩变化的时间响应、调速比。核心指标分

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当于企业标准排行榜中 3星级水平。

5.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交流伺服驱动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交流伺服驱动器器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

号

指

标

类

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法
先进水平

（5星级）

平均水平

（4星级）

基准水平

（3星级）

1

基

础

指

标

接地保护
GB/T

16439-2009

电动机及驱动器外壳应设保护接地标志。伺服

系统外壳和其他裸露导体部分应与保护接地

端子构成回路,保证有良好的导电性,它们之

间的电阻不应大于 0.1Ω。伺服系统接地设计

时,应将交流公共零电位和保护接地分开设

置。

可采用目测检查保护接地标志以及端子连接

是否接触良好,用毫欧表或其他方法测量接地

电阻。

GB/T 16439-2009 中的 5.4

2 电源适应性
JB/T

10184-2014

当供电电压在驱动器标称电压值的110%和 85%

的范围内变化时，驱动器应能正常工作。
JB/T 10184-2014 中的 5.4

3 功能
JB/T

10184-2014

驱动器应具备故障保护和状态监控功能，保护

功能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诸项：过电流保

护、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护、电源过

/欠压保护、泵升电压保护、超速保护、电源

缺相保护和传感故障保护等。

JB/T 10184-2014 中的 5.17

4 过流能力 本文件 驱动器的过流能力应达到额定电流的 150%。 附录 A

5 过载能力 本文件 驱动器的过载能力应达到额定功率的 150%。 附录 B

6 正反转速差率 本文件

于速度闭环的驱动器，通过改变指令电压的极

性仅改变电动机旋转方向。空载条件下，电动

机在额定转速时的正反转速差率应不大于 2%。

附录 C

7 转速调整率 本文件

伺服系统在-20℃～+55℃温度下,测出电动机

随温度变化的转速调整率;在供电电源电压由

额定值的 85%值变化到额定值 110%，测出随电

压变化的转速调整率;在负裁由空载变化到额

定负载，测出随负载变化的转速调整率应小于

1%。

附录D

8 转矩波动 本文件

伺服系统在给定转速下,对电动机施加额定转

矩，测量并记录电动机在一圈中输出转矩，找

出大转矩 Tmax 和最小转矩 Tmin，计算伺服系

统的转矩波动系数应不大于 5%。

附录E

9 频带宽度
GB/T

16439-2009

幅度下降到-3 dB 的频带宽度，还是 90°相移

的频带宽度。
GB/T 16439-2009中的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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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输人正弦

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 0.01

倍，相位滞后增大至 90°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

统90°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1 2 的

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 频带宽度。

10

核

心

指

标

载波频率 本文件 16k 8k 4k 附录F

11 效率 本文件 >99% >95% >92% 附录G

12 抗扰度范围 本文件 <2 米 <5 米 <8 米 附录H

13 运行时间
JB/T

10184-2014
>20000h >18000h >15000h JB/T 10184-2014中的5.26

14
转矩变化的时

间响应
本文件 0.05s 0.1s 0.2s 附录I

15 调速比
JB/T

10184-2014
1:20000 1:15000 1:10000 JB/T 10184-2014中的5.7

6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6.1 对具体产品企业标准的全部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划分为领跑者水平、优质水平、达标水平，

划分依据见表 2。

6.2 综合评价满足表 2中领跑者水平的企业标准为“领跑者”标准，符合表 2中领跑者水平的产品为“领

跑者”产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4 图 4-1 自我声明“领跑者”标识，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5 图 5-1“领跑者”产品认证标识。

6.3 综合评价满足表 2中优质水平的企业标准为“优质”标准，符合表 2 中优质水平的产品为“优质”产

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4 图 4-2 自我声明“优质”标识，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5 图 5-2“优质”产品认证标识。

6.4 综合评价满足表 2中达标水平的企业标准为“达标”标准，符合表 2 中达标水平的产品为“达标”产

品，自我声明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4 图 4-3 自我声明“达标”标识，认证标识可使用 T/CSTE 0421

中 4.5 图 5-3“达标”产品认证标识。

表2 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标准等级 满足条件

领跑者水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领跑者水平（5星级）要求

优质水平 核心指标不低于优质水平(4星级)要求

达标水平 核心指标不低于达标水平（3星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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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过流能力

A.1 过流能力（current carrying capacity）是指电线、电缆等电气设备承受额定电流以外电流的能力

A.2 使用电源、负载以及测试设备等进行实验，通过逐步增加电流值的方式来测试电气设备的过流能力，

最终确定其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值

A.3 过流能力表达式如下：

I = Iout × Im

I —— 为过流能力；

Iout —— 为额定输出电流，单位安（A）；

Im —— 为过流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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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过载能力

B.1 过载能力（overload capacity）是指电气设备能够承受的超过额定负载的短时间过载能力

B.2 将电机与负载相连接，在负载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测量电机输出的转矩和转速，以评估电机的过载能

力

B.3 过载能力表达式如下：

P = P × Pe

P —— 为过载能力；

Pe —— 为额定功率，单位瓦特（W）；

Pm —— 为过载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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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正反转速差率

C.1 正反转速差率指的是物体在正向旋转和反向旋转时，其转速之间的差异。

C.2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用接触式转速仪测量正反转转速，利用公式然后得到数值

C.3 正反转速差率表达式如下：

%*
NccwNcw

|NccwNcw|Kn 100





式中：

Kn —— 为正反转速查率；

Ncw —— 为电动机顺时针旋转时的转速平均值，单位转每分钟（r/min）；

Nccw —— 为电动机逆时针旋转时的转速平均值，单位转每分钟（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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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转速调整率

D.1 伺服系统在额定转速条件下，仅电源电压变化,或仅环境温度变化,或仅负载变化，电动机的平均转速

变化值与额定转速的百分比分别叫做电压变化的转速调整率、温度变化的转速调整率、负载变化的转速调

整率。

D.2 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用接触式转速仪测量转速，利用公式然后得到数值。

D.3 转速调整率表达式如下：

%100*||n
N

Ni

n
nn 



式中：

△n —— 为转速调整率；

ni —— 为电动机实际转速，单位转每分钟（r/min）；

nN —— 为电动机额定转速，单位转每分钟（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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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转矩波动

E.1 转矩波动（torque fluctuation）是指在某个系统中，转矩的大小或方向在一段时间内不断变化的现

象

E.2 伺服系统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在额定转速、空载条件下测试并记录转速，找出最大转速与最小转

速

E.3 转矩波动表达式如下：

%100*min
min

max

max
n TT

TTK 




式中：

Kn —— 为转矩波动系数；

ni —— 为瞬态转矩的最大值，单位牛顿·米(N·m)；

nN —— 为瞬态转矩的最小值，单位牛顿·米(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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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载波频率

F.1 载波频率是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信号直接进行传输，而是将信号负载到一个固定频率的波

上，这个过程称为加载，这样的一个固定频率。严格的讲，就是把一个较低的信号频率调制到一个相对较

高的频率上去，这被低频调制的较高频率就叫载波频率，也叫基频。

F.2 利用频谱分析仪或频谱仪对特定频率范围内的信号进行扫描，并通过分析频谱图来确定载波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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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效率

G.1 驱动器输出的电功率对输入的电功率之比应符合产品专用技术条件的规定。

G.2 使用功率分析仪分别测量输入与输出端的功率，通过公式计算得出数值

G.3 效率的表达公式如下：

η = Pout/Pin

式中：

η —— 为效率；

Pout —— 为输出机械功率，单位瓦特（W）；

Pin —— 为输入电功率，单位瓦特（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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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抗扰度范围

H.1 无感伺服驱动器的抗扰度范围通常是指它在受到外部扰动时能够保持稳定性和精确控制的能力。

H.2 由于强电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磁场，影响弱电线中电流的正常传送，导致信号变弱，甚至无信号的情

况，所以在分布强电线和弱电线时，需要间隔足够的安全距离，因此可以测量驱动器能够稳定运行状态下

距离强电的最短距离，得出抗扰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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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

I.1 伺服系统正常运行时，对电动机突然施加转矩负载或突然卸去额定负载转矩，电动机转速的最大瞬态

偏差和建立时间（恢复时间）。

I.2 试验时使伺服系统处于空载零速状态下,输人对应额定转速的阶跃信号记录正阶跃输人的时间响应曲

线，读出响应时间、建立时间和瞬态超调并计算出超调量。在稳态的转速下输人信号阶跃到零,记录负阶

跃输人的时间响应曲线，读出响应时间、建立时间和瞬态超调并计算超调量。

I.3 转矩变化的时间响应表达式如下

Nn = |N_max - N_ss|

T = t(s) - t(0)

式中：

Nn —— 为最大瞬态偏差：

N_max —— 为电动机在扰动后的最大转速，单位转速（r/min）；

N_ss —— 为电动机的稳定转速，单位转速（r/min）；

T —— 为建立时间，单位秒（s）；

t(s) —— 为电动机达到稳定转速的时间，单位秒（s）；

t(0) —— 为扰动开始的时间，单位秒（s）；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5 评价指标及要求
	5.1评价指标分类
	5.2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6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