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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轴承加热器，包括加热

杆、铁芯、感应线圈、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可控硅、

互感器和操作显示面板，加热杆连接铁芯，感应

线圈缠绕在铁芯上；电源驱动控制模块连接可控

硅、控制可控硅的关断/导通；互感器连接电源驱

动控制模块，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包括全功率接口

和半功率接口，感应线圈包括串联的第一感应线

圈和第二感应线圈，第一感应线圈的尾端接入半

功率接口，第二感应线圈的尾端接入全功率接

口，电源接入第一感应线圈的首端；操作显示面

板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本发明在额定输出功

率的前提下针对不同规格的轴承工件对电流大

小进行实时的、软硬件相结合的调节，提升了轴

承加热器的通用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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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轴承加热器，包括加热杆(1)、铁芯(2)和感应线圈(3)，所述加热杆(1)连接铁芯

(2)，所述感应线圈(3)缠绕在铁芯(2)上；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可控

硅(5)、互感器(6)和操作显示面板(7)，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连接可控硅(5)、控制可

控硅(5)的关断/导通；所述互感器(6)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

(4)包括全功率接口(41)和半功率接口(42)，所述感应线圈(3)包括第一感应线圈(31)和第

二感应线圈(32)，所述第一感应线圈(31)的尾端和第二感应线圈(32)的首端相连接、使第

一感应线圈(31)和第二感应线圈(32)串联工作；所述第一感应线圈(31)的匝数大于第二感

应线圈(32)的匝数，所述第一感应线圈(31)的尾端接入半功率接口(42)，所述第二感应线

圈(32)的尾端接入全功率接口(41)，电源依次通过可控硅(5)、互感器(6)接入第一感应线

圈(31)的首端；在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控制下，所述轴承加热器在以第一感应线圈

(31)单独工作或以第一感应线圈(31)、第二感应线圈(32)串联工作两种状态之间切换；所

述操作显示面板(7)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用于实时显示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的工

作状态以及对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实时输入操作指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轴承加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热敏电阻(81)，所述

第一热敏电阻(81)位于感应线圈(3)一侧且第一热敏电阻(81)连接操作显示面板(7)、用于

感应所述感应线圈实时温度并将信号发送至操作显示面板(7)，操作显示面板(7)显示该实

时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轴承加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二热敏电阻(82)，所述

第二热敏电阻(82)位于可控硅(5)一侧且第二热敏电阻(82)连接操作显示面板(7)、用于感

应所述可控硅(5)的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操作显示面板(7)，操作显示面板(7)显示该温度

并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轴承加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内置

有计算单元和控制单元，所述计算单元根据操作显示面板(7)反馈的所述可控硅(5)的温度

和所述感应线圈(3)的实时温度、由预先写入的计算公式作出逻辑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

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控制指令，所述控制单元根据计算单元发送的控制指令，控制轴承加热

器以第一感应线圈(31)单独工作或以第一感应线圈(31)、第二感应线圈(32)串联工作两种

状态之间切换以及控制可控硅(5)的关断/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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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加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器产品检测设备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轴承加热器。

背景技术

[0002] 轴承加热器又叫电磁感应加热器，是金属工件的加热工具之一。利用金属在交变

磁场中产生涡流而吸收产生的热量实现金属工件快速发热的原理，对轴承、齿轮、衬套等多

种金属件进行加热。这种技术方案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各种轴承的规格不同，造成其感抗也

各不相同。在设计加热设备的额定功率时，只有一种及与极其相似的有限几种轴承被加热

时，工作的额定功率输出状态，而其他大多数轴承被加热时，只能吸收小于或远远小于设备

的额定输出功率，因此就会存在直径规格在一定范围内的轴承设备冗余容量大量浪费、使

用同一款轴承加热器对大部分同类轴承不能快速加热，生产效率低、轴承加热器通用性差、

实用性差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轴承加热器。

[0004] 其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轴承加热器，包括加热杆、铁芯、感应线圈、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可控硅、互感

器和操作显示面板，所述加热杆连接铁芯，所述感应线圈缠绕在铁芯上；所述电源驱动控制

模块连接可控硅、控制可控硅的关断/导通；所述互感器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所述电源

驱动控制模块包括全功率接口和半功率接口，所述感应线圈包括第一感应线圈和第二感应

线圈，所述第一感应线圈的尾端和第二感应线圈的首端相连接、使第一感应线圈和第二感

应线圈串联工作；所述第一感应线圈的匝数大于第二感应线圈的匝数，所述第一感应线圈

的尾端接入半功率接口，所述第二感应线圈的尾端接入全功率接口，电源依次通过可控硅、

互感器接入第一感应线圈的首端；在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控制下，所述轴承加热器以第

一感应线圈单独工作或以第一感应线圈、第二感应线圈串联工作两种状态之间切换；所述

操作显示面板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用于实时显示电源驱动控制模块的工作状态以及对

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实时输入操作指令。

[0006] 通过采用这种技术方案：当被加热的轴承工件所吸收的能量小于设备额定的输出

功率时，操作人员通过操作显示面板向电源驱动控制模块输入指令，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

将轴承加热器切换为以第一感应线圈单独工作。根据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输入与输出

的电压比等于线圈匝数之比，同时能量保持不变。此时，线圈总匝数减小导致输出电压变

小，在能量不变的前提下导致电流变大，从而使轴承工件吸收热量的速度加快，实现被加热

的轴承工件所吸收的能量与设备额定的输出功率时相匹配。反之，当被加热的轴承所吸收

的能量大到超出额定电流时，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减少对可控硅的触发脉冲，降低加载在

感应线圈两端的电压，将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值附近。由此，使得轴承加热器在额定输出功

率的前提下能够针对不同规格的轴承工件对电流和电压进行有效调节，提升了轴承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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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用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0007] 优选的是，上述轴承加热器还包括第一热敏电阻，所述第一热敏电阻位于感应线

圈一侧且第一热敏电阻连接操作显示面板、用于感应所述感应线圈实时温度并将信号发送

至操作显示面板，操作显示面板显示该实时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

[0008] 通过采用这种技术方案：利用第一热敏电阻监测感应线圈的实时温度并显示在操

作显示面板上，令工作人员能够根据该温度对线圈匝数作出实时的调节，减少调节延时的

问题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0009] 进一步优选的是，上述轴承加热器还包括第二热敏电阻，所述第二热敏电阻位于

可控硅一侧且第二热敏电阻连接操作显示面板、用于感应所述可控硅的温度并将信号反馈

至操作显示面板，操作显示面板显示该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

[0010] 通过采用这种技术方案：利用第二热敏电阻检测可控硅的温度并显示在操作显示

面板上，令工作人员能够实时掌握可控硅的工作状态，并通过调节减少可控硅的触发脉冲

防止可控硅温度过高而烧毁，延长了可控硅的使用寿命。

[0011] 更进一步优选的是，上述轴承加热器中，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内置有计算单元

和控制单元，所述计算单元根据操作显示面板所反馈的所述可控硅的温度和所述感应线圈

实时温度、由预先写入的计算公式作出逻辑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控制

指令，所述控制单元根据计算单元发送的控制指令，控制轴承加热器以第一感应线圈单独

工作或在全功率输出下以第一感应线圈、第二感应线圈串联工作两种状态之间切换以及控

制可控硅的关断/导通。

[0012] 通过采用这种技术方案：通过计算单元对反馈的可控硅温度和感应线圈实时温度

进行计算并作出逻辑判断，以控制单元控制轴承加热器以第一感应线圈单独工作或以第一

感应线圈、第二感应线圈串联工作两种状态之间切换，以及控制可控硅的关断/导通，实现

对电流/电压大小的自主调节，将操作工人从繁琐的手工操作中解放出来，通过软硬件结合

的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轴承加热器的加热效率。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产品结构简单，易于制备，在额定输出功率的前提

下能够针对不同的轴承工件对电流和电压进行有效和智能的调节，提升了轴承加热器的通

用性，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5] 上述附图中各部件与附图标记的对应关系如下：

[0016] 1、加热杆；2、铁芯；3、感应线圈；4、电源驱动控制模块；5、可控硅；6、互感器；7、操

作显示面板；31、第一感应线圈；32、第二感应线圈；41、全功率接口；42、半功率接口；81、第

一热敏电阻；82、第二热敏电阻。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以下结合具体实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实施例1：

[0019] 一种轴承加热器，包括加热杆1、铁芯2、感应线圈3、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可控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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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感器6、操作显示面板7、第一热敏电阻81和第二热敏电阻82。其中，所述加热杆1连接铁芯

2，所述感应线圈3缠绕在铁芯2  上；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连接可控硅5、控制可控硅5的

关断/导通；所述互感器6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包括全功率接

口41和半功率接口42，所述感应线圈3包括第一感应线圈31和第二感应线圈32，所述第一感

应线圈31的尾端和第二感应线圈32的首端相连接、使第一感应线圈31和第二感应线圈32串

联工作；所述第一感应线圈  31的匝数大于第二感应线圈32的匝数，所述第一感应线圈31的

尾端接入半功率接口42，所述第二感应线圈32的尾端接入全功率接口41，电源依次通过可

控硅5、互感器6接入第一感应线圈31的首端；在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控制下，所述轴承

加热器以第一感应线圈31单独工作或以第一感应线圈31、第二感应线圈32串联工作两种状

态之间切换；所述操作显示面板7连接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用于实时显示电源驱动控制模

块4的工作状态以及对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实时输入操作指令。所述第一热敏电阻81  位于

感应线圈3一侧且第一热敏电阻81连接操作显示面板7、用于感应所述感应线圈实时温度并

将信号发送至操作显示面板7，操作显示面板7显示该实时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

制模块4。所述第二热敏电阻82位于可控硅5一侧且第二热敏电阻82连接操作显示面板7、用

于感应所述可控硅5的温度并将信号反馈至操作显示面板7，操作显示面板7显示该温度并

将信号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所述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内置有计算单元和控制单元，

所述计算单元根据操作显示面板7所反馈的所述可控硅5 的温度和所述感应线圈3的实时

温度、由预先写入的计算公式作出逻辑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对所述控制单元发送控制指

令，所述控制单元根据计算单元发送的控制指令，控制轴承加热器以第一感应线圈31单独

工作或以第一感应线圈31、第二感应线圈32串联工作两种状态之间切换以及控制可控硅5

的关断/导通。

[0020] 实践中：第一热敏电阻31监测感应线圈3的实时温度并显示在操作显示面板7上；

同时第二热敏电阻32检测可控硅5的温度并显示在操作显示面板7上。操作显示面板7将上

述两个信号实时反馈至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内置的计算单元根据该反

馈的可控硅5和感应线圈3 的实时温度、由预先写入的计算公式作逻辑计算并根据计算结

果对控制单元发送控制指令，当被加热的轴承工件所吸收的能量小于设备额定的输出功率

时，控制单元将轴承加热器切换为以第一感应线圈单独工作。根据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

输入与输出的电压比等于线圈匝数之比，同时能量保持不变。此时，线圈总匝数减小导致输

出电压变小，在能量不变的前提下导致电流变大，从而使轴承工件吸收热量的速度加快，实

现被加热的轴承工件所吸收的能量与设备额定的输出功率时相匹配。反之，当被加热的轴

承所吸收的能量大到超出额定电流时，通过控制单元减少对可控硅的触发脉冲，降低加载

在感应线圈3两端的电压，将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值附近。另外，操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操作

显示面板7上所显示的可控硅5和感应线圈3的实时温度；通过手动输入的方式以操作显示

面板7向电源驱动控制模块4输入指令实现上述的电压和电流的调节。

[0021] 以上内容是结合具体的优选实施方式对本发明所作的进一步详细说明，不能认定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

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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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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