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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理简介 

ASI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作为光伏组件与电网的接口装置，将光伏组件的电能转换成交

流电能并传输到电网上，在光伏并网发电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典型发电系统如下图

1-1 所示。 

 

图 1-1  工作原理框图 

2、执行标准 

ASI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符合国家标准 NB/T 32004-2013 光伏发电并网逆变器技术规

范，通过 CQC 认证。 

3、技术参数 

  ASI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技术参数见表 3-1. 

表 3-1  ASI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技术参数 

型  号 ASI-10KTL ASI－12KTL ASI－15KTL ASI－17KTL ASI－20KTL ASI-30KTL ASI-50KTL 

允许最大电池阵列功率 11000W 13200W 16500W 18700W 22000W 33000W 55000W 

最大开路电压（VDC） 1000 

MPPT 范围（VDC） 280-800 290～800 360～800 430～800 460～800 460～800 460～800 

MPPT 效率 99.00% 

额定交流输出功率（W） 10000 12000 15000 17000 20000 30000 50000 

电网电压范围（VAC） 3/N/PE    187 ～ 242 

额定电网频率（Hz ） 50 

最大效率 97.80% 97.80% 98.00% 98.00% 98.00% 98.20% 98.20% 

欧洲标准效率 97.00% 97.00% 97.00% 97.00% 97.00% 97.50% 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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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电流波形畸变率 

(THD) 
额定功率<3% 

功率因数 额定功率>0.99 半功率>0.95 

显示 点阵液晶 

通讯接口 RS-485 

散热方式 强制风冷 

保护 孤岛保护、过欠压保护、直流分量控制 

使用环境温度 －25℃～＋60℃ 

使用环境湿度 0～95%(无凝露) 

 

4、安全指示和安全信息 

4.1 安全指示 

本说明书以下部分包含了安装和维护逆变器时所遵从的重要指示。为了确保安全，本说

明书使用了下面的安全指示来标识一些危险信息和重要信息。 

 

警告：本符号标识了一些重要的指示，若没有遵从将会危害人身安全，进行这些

操作时要特别注意。 

 

注意：本符号标识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操作提示或者是建议。 

 

4.2 安全信息 

 

警告：只有合格的专业人员才能够进行逆变器的安装和维护。 

 

警告：逆变器的安装必须遵从当地的电气规范。 

 

警告：逆变器的外壳温度可达 85℃，为了避免烫伤，请勿触摸。 

 

警告：不要去尝试维修逆变器，如有故障无法根据本说明书的维修方法解决，

请联系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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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装使用及工作状态 

5.1 外形及安装尺寸 

 

            

图 5-1  ASI 系列光伏并网逆变器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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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逆变器各部分介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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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逆变器产品外观 

序号 名称 描述 

1 LCD 显示面板 显示逆变器运行信息 

2 直流开关 安全切断直流侧电流的保护性器件 

3 接线端子 包含直流输入端子、交流输出端子以及 RS485 通信端子 

4 风扇 逆变器采用强制风冷散热方式 

5 散热片 逆变器通过散热片将内部热量传导至空气中 

6 背板 背板安装于墙面或金属支架上，以悬挂逆变器 

7 底座 用于承载逆变器板件和电感等 

5.3  机械安装步骤    

本系列逆变器为客户提供了一个金属背板及配套的膨胀螺栓和垫片等零件，方便客户将

逆变器安装在墙面上，或是安装在金属框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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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逆变器背板尺寸示意图(单位：mm) 

5.3.1 墙面安装 

从包装中取出背板，选择坚实的墙面作为安装面，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取出背板，按照图 5-2、图 5-3 所示尺寸标记出逆变器背板的安装孔位； 

 根据膨胀螺栓的规格，在标记处用冲击钻钻孔；  

 在墙面的孔中塞入膨胀螺栓，并用锤子敲进墙里面，使膨胀螺栓螺纹部分完全进入墙体； 

 利用螺母、弹垫、平垫将逆变器的背板固定在墙壁上，紧固螺母，以确保安全；  

 拖起逆变器，调整好槽位至背板上的切口，慢慢地将逆变器悬挂于背板上，目测检测逆

变器安装是否正确； 

 安装完毕。 



 

 第 7 页 共 19 页 

 

图 5-2 墙面孔位示意图 

 

 

图 5-3 墙面背板安装图 

图示对应元件的序号及名称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1 M10 六角螺母 

2 弹垫片 

3 平垫片 

4 背板 

5 膨胀螺栓 

6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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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支架安装 

如果选用金属框架进行固定时，则按照以下步骤来安装： 

1. 取出挂板和安装件（全螺纹螺栓、弹垫、平垫）； 

2. 根据挂板上孔大小和位置在金属框架上打孔； 

3. 将挂板用提供的全螺纹螺栓装于金属框架上； 

4. 举升光伏逆变器，确认 4 个卡口均已对齐，缓慢嵌入，目测光伏逆变器是否正确

安装到位； 

5. 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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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金属框架背板安装图 

5.4 电气连接 

在进行电气连接过程中必须注意相应的安全规范。 

危险! 

接线过程中任何不正确的操作可能引起人员伤亡或对逆变器造成不可恢复地损坏。接线操作

必须且仅只能由合格的电气工程师实施。 

 

进行通电实验之前的配线操作，务必确定直流侧和交流侧都断电，且时间超过 15 分钟，否

则会遭受电击，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 

所有的电气安装必须满足当地以及国家电气标准。 

正确将逆变器安装于墙面后，下一步就是为逆变器进行电气安装。逆变器的电气连接部

件如图 1-3 所示。在电气连接前，用户需要自行配备以下规格的电缆： 

 

 

 

序号 名称 

1 全螺纹螺栓 

2 M10 六角螺母 

3 弹垫片 

4 平垫片 

5 金属框架 

6 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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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缆标准 

铜导线横截面积 电缆外径 最大耐受电压 最大耐受电流 

公制 mm2 美制 AWG mm VDC A 

6 10 5.3～8.0 1000 30 

5.4.1直流侧连接 

5.4.1.1 直流侧连接要求 

危险!  

在进行电气连接之前，务必采用不透光材料将光伏电池板覆盖或断开直流开关。暴露于

阳光中的光伏阵列会产生危险电压。 

注意！  

以下注意事项必须满足，否则引起的逆变器损坏将不在质保范围内。 

 在设计光伏阵列时，确保组件串联阵列的最大短路电流在允许范围内，否则将可能

造成逆变器不可恢复地损坏。 

 在设计光伏阵列时，确保组件串联阵列的最大开路电压不超过1000V，否则将造成

逆变器不可恢复地损坏。 

为了充分利用直流输入功率，输入区域的光伏组串应有一致的结构，包括： 

相同的型号，相同的电池板数，相同的倾角，相同的方位角。 

将光伏输入连接至逆变器前，需要保证满足以下电气参数要求： 

逆变器型号 总直流功率限

值 

各输入组串最大开

路电压限值 

各输入组串短路

电流限值 

ASI-10KTL 11kW 1000V 25.6A 

ASI-12KTL 13.2kW 1000V 25.6A 

ASI-15KTL 16.5kW 1000V 25.6A 

ASI-17KTL 18.7kW 1000V 25.6A 

ASI-20KTL 22kW 1000V 25.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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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30KTL 33kW 1000V 25.6A 

ASI-50KTL 55kW 1000V 25.6A 

 

         提示！  

为获得最大转换效率，推荐直流输入电压范围700V~900V 

组件与逆变器连接的直流电缆，应选择光伏专用电缆。从接线盒到逆变器之间的线路压

降约为 1-2%。建议逆变器靠近组件支架就近安装，既节约线缆又降低直流损耗。 

5.4.1.2 直流侧连接步骤  

1. 将直流开关旋至 off 位置； 

2. 用万用表确定直流电缆和直流接线端子不带电； 

3. 将所有直流电缆剥去 7mm 的绝缘层，用压线钳将电缆线端集束在接线端子中，将

电缆穿过电缆密封套。将接线端子插入绝缘套筒直到其扣紧（听到清脆的“咔嗒”

声），轻拉线缆确保已可靠连接。 

4. 拧紧密封套。 

 

将做好的输入端子分别插入逆变器上对应的组串插座，注意每一对光伏组串的正负端子

只能插入同一组组串插座的正负端口，不可混插。 

注意！  

本系列逆变器直流输入端只支持独立模式，不支持并列模式。如果用户将DC1和DC2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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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端子短接，将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按照以上步骤将直流电缆全部可靠连接。 

5.4.2 交流侧连接 

5.4.2.1 交流侧连接要求 

交流断路器 

每台逆变器交流侧外部配独立的四极断路器可以保证逆变器与电网安全断开。 

 

 

逆变器型号 推荐交流断路器参数 

ASI-10KTL 25A 

ASI-12KTL 32A 

ASI-15KTL 40A 

ASI-17KTL 40A 

ASI-20KTL 63A 

ASI-30KTL 100A 

ASI-50KTL 100A 

 

注意！  

 不可多台逆变器共用一个断路器。 

 逆变器与断路器之间不可接入负载。 

漏电流保护器 

逆变器内部装有集成的综合漏电流监测单元，逆变器可以区分故障电流与电容漏电流。

逆变器检测到大于允许值的漏电流时，将迅速与电网断开。但是如果外部安装了 RCD 或者

漏电流开关，则其开关的动作电流需为 300mA 或者更高。 

多台逆变器并联要求：如果有多台逆变器并联接入电网，则需满足不同要求(详细技术

信息请致电售后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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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交流电缆要求 

交流接线端子在逆变器下部的接线盒内，采用五芯交流防水直插式连接器，请使用三相

五线制电网连接（L1，L2，L3，N，PE）。 

根据以下因素选择交流电缆： 

 交流电网阻抗应符合规格以避免意外断路或输出功率损耗。 

 根据表选择电缆横截面积和长度，电缆上的功率损耗需要控制在额定功率的 1%以内。 

 耐受环境温度。 

 布线类型（墙内，地下，悬空等）。 

 抗紫外线及其它。 

5.4.2.3 交流侧连接的实施步骤 

危险! 

 逆变器内可能存在高压！ 

 在进行电气操作前，确保所有的电缆不带电。 

 在逆变器电气连接完成前，不可合上交流断路器开关。 

交流输出侧电气连接步骤 

1. 关闭光伏逆变器的直流开关，用万用表测量交流输出端，确认其不带电。  

2. 剥线，其中导线裸露长度是 12毫米，多芯电缆外披覆剥去 55毫米，根据图 5-5 所示方

法配线，依据顺时针方向 Pin1:L1:棕色；Pin4:L2:黑色；Pin3:L3:灰色；Pin2:N:蓝色；

Pin5:PE:黄绿色。将导线插入相应的插孔，用螺丝刀拧紧（推荐的螺丝扭力 0.7Nm，约

为 7Kgf*cm）。将插头壳体装配完毕，末端紧固头也应当旋紧防止电缆受机械应力。 

3. 将完成配线的插头插入插座， 顺时针旋转，应当听到清脆的“咔嗒”声，说明可靠连

接，塑胶卡扣咬合防止松脱。 

4. 如若需要拔出此插头时，务必确认交流侧和设备开关均已断开，之后才能用螺丝刀抵住

塑胶卡扣，逆时针旋转拔下此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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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默认交流输出连接方式 

5.4.3 RS485连接 

1. 旋开 RS485 插头末端的防水保护罩，将通讯线穿入插头壳体。       

2. 估算通讯线的长度，裁出适合的长度，剥线后按照图示的引脚定义，用螺丝刀将四根导

线依次压入连接端子的各引脚中，旋紧插头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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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1 RS485-(B) 

2 RS485+(A) 

3 RS485 GND 

4 PE 

 

注意！  

用户必须严格按照key的位置分辨RS485的各引脚，错误的连接方式可能导致逆变器通信

故障。 

3. 将 RS485 连接端子顺时针旋入逆变器的 RS485 接口，再旋紧防水端子盖帽。使之防水

防尘，防机械应力。  

  

a）将连接端子顺时针旋入逆变器的 RS485 接口      b）旋紧防水端子盖帽 

5.4.4 接地连接 

在此光伏发电系统中，所有非载流金属部件和设备的外壳都应该接至大地，如光伏模块

的支架，逆变器外壳等。 

警告！ 

本设备无变压器，要求直流正极和负极均不可以接地。否则，光伏逆变器不能正常工作，

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单台逆变器系统需要将交流输出线中的“PE”电缆接地。 

多台逆变器系统需要将所有逆变器“PE”电缆以及光伏阵列的金属框架接至同一个接地

铜排上，以建立等电位连接。 

逆变器还提供了一个可将设备外壳安全接地的保护性接地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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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序号及对应名称如下： 

序号 名称 

1 螺钉M8*12 

2 弹簧垫片 

3 平垫片 

4 冷压接线鼻 

5 黄绿接地线 6~8mm
2
（10~8AWG） 

 

5.5 试运行 

运行前检查 

警告！ 

在通电试运行之前，必须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  

 检查逆变器安装的牢固性，确定安装螺丝紧固。  

 检查没有外部物体或零件遗留在逆变器顶上。 

 检查系统中所有需要连接的线缆是否都牢固的连接，没有遗漏、错接，特别注意直

流电缆正负极是否正确。逆变器配备了 DC 开关，必须将 DC 开关转换至 OFF 状

态。  

 确定逆变器的直流输入电压低于 1000V。  

 确定电网参数与逆变器参数符合。  

执行所有测试和检查无误后，则可以按以下步骤启动逆变器。  

1. 闭合直流开关，将 DC 开关转换为 ON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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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闭合交流侧断路器；  

3. 当太阳能阵列产生足够的电能时，逆变器自动启动，LCD 面板显示正常状态表示逆变器

启动成功，LCD 面板显示说明请参考相关内容。如果逆变器未正常启动，请参考本手册第 6

章。 

6 维护与故障的排除 

6.1 日常的维护 

 定期检查接线是否牢靠 

 定期检查逆变器运行是否正常 

6.2 故障代码表和故障的排除 

序号 中文解释 序号 中文解释 

01 A 相或者 AB 过压 21 保留 

02 A 相或者 AB 欠压 22 保留 

03 A 相过频 23 B 相捕获错误 

04 A 相欠频 24 B 相过流 

05 保留 25 B 相不平衡 

06 保留 26 B 相相位错误 

07 A 相捕获错误 27 B 相 PLL 欠频 

08 A 相过流 28 B 相 PLL 过频 

09 A 相不平衡 29 B 相零电压 

10 A 相相位错误 31 B 相峰值过流 

11 A 相 PLL 欠频 32 保留 

12 A 相 PLL 过频 33 C 相或者 AC 过压 

13 A 相零电压 34 C 相或者 AC 欠压 

15 A 相峰值过流 35 C 相过频 

16 保留 36 C 相欠频 

17 B 相或者 BC 过压 37 保留 

18 B 相或者 BC 欠压 38 保留 

19 B 相过频 39 C 相捕获错误 

20 B 相欠频 40 C 相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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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 相不平衡 90 2 号风扇转 

42 C 相相位错误 91 2 号风扇不转 

43 C 相 PLL 欠频 92 3 号风扇转 

44 C 相 PLL 过频 93 3 号风扇不转 

45 C 相零电压 94 4 号风扇转 

47 C 相峰值过流 95 4 号风扇不转 

48 保留 96 035 未收到 ARM 命令 

49 正母线过压 113 保留 

50 负母线过压 114 保留 

51 1.5v 错 115 保留 

52 1.5v 错 116 保留 

53 保留 117 保留 

54 24V 错误 118 逆变测继电器没有全部打开 

56 5V 错误 119 逆变测继电器没有全部闭合 

57 5V 基准错误 120 IGBT 温度低 

66 保留 121 网侧继电器没有全部打开 

67 直流 1 硬件过流 122 网侧继电器没有全部闭合 

68 直流 2 硬件过流 123 漏电流自检 

69 A 相硬件过流 124 保留 

70 B 相硬件过流 125 漏电流 150mA 

71 C 线硬件过流 126 漏电流 60mA 

72 母线硬件过流 127 漏电流 30mA 

80 保留 128 保留 

81 保留 129 保留 

82 保留 130 保留 

88 1 号风扇转 131 保留 

89 1 号风扇不转 132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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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保留   

134 直流 1 反接   

135 直流 2 反接   

136 Igbt 温度高   

137 正母线高不平衡   

138 5v 基准   

139 绝缘检测自检   

140 绝缘检测低   

141 负母线高不平衡   

 

7 包装运输与储存 

7.1 包装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光伏并网逆变器 1 台 

2 安装背板 1 块 

3 附件包 1 套 

4 装箱清单 1 份 

5 产品手册 1 份 

6 合格证 1 张 

附件包中有： 

AC 输出端子， 

DC 输入端子（公 4 只，母 4 只）， 

RS485 端子（2 只）， 

膨胀螺栓（ф10，5 只）， 

外六角螺栓（M8*20，6 只） 

 

7.2 运输 

逆变器运输过程中严禁乱堆乱放，且不可挤压，运输过程中不可有明显幅度的颠簸。 

7.3 储存 

包装好的逆变器应该放置于干燥、通风和无腐蚀性物质的仓库内，仓库内应无强烈的机

械振动、冲击和磁场作用。储存极限温度为-40℃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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