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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一． 产品结构简介 

DLQ-900-16 电暖器采用风扇形造型，其外形和各主要部分名称见图一。该机结

构主要由控制电路、立柱、机头（发热组件、摇头机构、网罩等）三部分组成，详

见图 2 结构分解图。在立柱面板上有一遥控器放置槽，槽内有供操作的控制按钮。

遥控器即可拿在手上操作，也可以不拿出来放在槽内直接按按钮遥控本机工作。在

立柱后面装有升高按钮，要提高机头工作高度，可按下升高按钮，机头在卷簧推动

下自动升高，要降低工作高度，用手将机头往下压即可，升高按钮其实是升降杆的

卡住机构，当压下机头时可卡住升降杆不往上升。在机头后面装有摇头机构，能使

本机在 80 度范围内来回摆动，摇头由同步电机带动。在机头下方装有俯仰角度和左

右朝向角度调节装置，能上下左右调节机头的工作角度。在机头内装有发热组件，

发热管处于反射镜的焦点，使热量反射到前方。本机用一条梨形卤素管作发热元件，

为解决一条发热管不能进行功率调整的缺点，本机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来改变

发热管功率，达到两档功率调节，满足用户取暖的需要。 

 

 

 

 

 

 

 

 

 

 

 

 

 

 

 

 

 



第二章 电暖器工作原理 
 

二． 电路结构及工作原理 

DLQ-900-16 遥控电暖器，采用红外遥控技术，能在 7 米范围内遥控电暖器开关

机、功率切换、摇头、定时，另外也可以按机上的按钮进行操作。本机原理图见图

2，它主要由发射部分和接收部分两部分组成。下面简要介绍其各种原理： 

电暖器插上电源后，交流电源经安全开关、热熔断器、电流保险、电容降压、

二极管整流，变成 12V 直流电源，供给继电器使用，再经电阻降压和稳压变成 5V

直流电源，供给 IC、接收头等使用。按下遥控器或电路板上的开/关键，红色的

POWED 灯点亮，同时继电器 J1 闭合，交流电源经安全开关、152 度热熔断器、J2

触点、119 度热熔断器、二极管加到发热管上，发热管工作在高功率挡（900W）。“开

/关”键按下后，其他按键操作才有效。“450W/900W”键为功率切换键，可在 450W、

900W 之间轮流切换。当按遥控器或电路板上的“450W/900W”键，继电器 J2 闭合，

继电器 J1 断开。因通过的是半波电流，所以发热管是在低功率档（450W）工作，

再按“450W/900W”键，又切换到 900W 档。 

摇头键是开、关摇头电机的按键，档按下遥控器或电路板上的“摇头”键后，

双向可控硅导通，摇头电机工作，开始摇头。 

定时键是设定电暖器定时工作的按键，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最长定时为

2 个小时，0.5 小时为一挡。定时时间由指示灯表示，每按一下遥控器或电路板上的

“定时”键，会增加 0.5H 定时，同时点亮一个 LED 指示灯，按了四次后四个 LED

全部点亮。定时到了以后会自动关机。 

 
 
 
 

 
 



第三章 DLQ-900-16 电暖器维修 
 

三．故障维修 

（一）不通电 

1．故障现象：电暖器插上电源后，按遥控器和机上“开机按钮”都无反应，电

源指示灯也不亮，好似未插电一样，换一个地方插座试，同样不通电。 

2．故障分析：电暖器插电后，按遥控器和机上“开机按钮”都无反应，电源指

示灯不亮，说明接收电路板无工作电源或元件损坏，不通电与安全开关、热熔断器、

电流保险、接收电路板上的元件有关。因此要处理不通电故障，必须从以上几个方

面去查找原因。 

3.故障检修：不通电故障按以下程序检修。 

 
 
 

        能 
 
 不能       不良 

 
 
 良好         开路 

 
 
 完好 
         开路 
 
 完好 

         无 
 
 有 

地面不平 

用沙纸打磨触头 

换热熔断器 

换电流保险丝。

在换保险前检

查 D1 是否击穿 

R1、D2 开路 测 C3 两端是否有 12V 直流电压

检查电流保险是否开路 

检查热熔断器是否开路 

测安全关触头是否接触良好 

用手顶安全开关顶杆，看能否通电

不通电 

        无 
 
 有 
 
 

  

C11、ZD2 损坏 

更换损坏件故障排除 

IC1、XL、C6、C7 其中有损坏件

测 C5 两端是否有 5V 电压 

 



 
 
 

（二）管不亮 

1． 故障现象：插电源后，按“开机”按键，电源指示灯亮，按“摇头”键

能摇头。按“功率切换”键，能听到继电器动作声，只是卤素管不亮。

摇头工作正常，说明电路工作正常，发热管不亮是管得问题。 

2． 故障分析：出现发热管不亮问题，可能是管内钨丝烧断、或发热管引出

线接触不好烧坏。 

3． 维修方法：拆下电机罩壳，用万用表测发热管两条引出是否通；如果不

通，则为发热管损坏，需要换发热管，更换发热管步骤如下： 

（1） 松开网圈螺钉，取下网圈和网罩； 

（2） 松开后罩壳螺钉，取下后罩壳，拆开管线接头； 

（3） 在反射镜后面松开双头螺杆上的螺母； 

（4） 在反射镜内取出发热组件，发热组件包括卤素管扫光板、瓷座、管支

架、卤素管（发热管），双头螺杆等； 

（5） 松开管支架，取出损坏管换上新管并固定好； 

（6） 将管两条引出线反别从锥筒的两个过线瓷套孔中穿入锥筒内，再用细

铁丝将两条引出线头绞合在一起，然后将细铁丝从锥筒内护线圈孔中

穿入； 

（7） 在反射镜后面拉铁丝将两条引出线拉出，并将双头螺杆对准空插入； 

（8） 在双头螺杆上放入限位片和弹簧垫圈，旋上螺母紧固； 

（9） 将管线接好，用扎带扎好内部布线； 

（10） 按拆卸的逆顺序装回所有元件。 

 



（三）低档位（450W）管不亮 

1． 故障现象：开机后高功率档位（900W）发热管工作正常，按“功率切换”键，

低档位（450W）发热管不工作（不亮）。 

2． 故障分析：本机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特性，来控制一条发热管作高、低两档

不同功率得工作。由于卤素管冷态电阻小，在气温低的冬季开机，瞬间会大

于二极管额定电流的大电流通过二极管，造成某些质量差或老化的二极管坏。

烧坏的二极管根少出现开路现象，大多是导通或有一定阻值，变成电阻的二

极管会产生高温（大于 160℃），为防止烧坏的二极管产生的高温出问题（熔

化塑料、起火），在二极管散热器上装有 110℃熔断器。二极管损坏后，热熔

断器也随着烧坏，切断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同时也就出

现低档位管不亮问题。 

3． 维修方法：故障查找流程如下图 
 
 
 
 
 通 
 
 
 不通 

测热熔断器是否通路 二极管烧断 

更换热熔断器 

热熔断器烧坏 

低功率档发热管不亮 

 
 
 
 
 
 
 

（四）低档位（450W）管很亮 

1． 故障现象：按“开机”按键，发热管工作在高功率档位，再按“功率切换”

键，发热管亮度没有改变，任很亮，不能切换到低档位（450W），但能听见继

电器动作声。 



2． 故障分析：本机是采用二极管来降低发热管功率的，当二极管损坏变成导通

时，失去降低功率的作用，发热管工作在额定功率下，所以很亮。 

3． 维修方法：故障查找流程图如下 
 
 
 
 
 
 

   正反向电阻小 

更换二极管故障排除排除

测二极管正反向电阻 

二级管击穿损坏 

低功率档发热管很亮 

 
 
 
 
 
 
 
 
 
 

（五）不摇头 

1． 故障现象：开机后，电热管工作，按“摇头”按键不摇头。 

2． 故障分析：发热管工作正常，说明控制 IC 无问题，出现不摇头故障应重点检

查晶闸管是否损坏，按钮是否接触可靠。 

3． 故障维修：不摇头故障按下面程序维修。 
 
 
 
 
 不良 
 
 良好 
 
 
 损坏 

 

换按键

更换晶闸管，故障排除 

检测 T1 晶闸管是否损坏 

检测摇头按钮是否接触良好

不摇头 

 
 
 
 
 



 
 
 
 
 
 

（六）遥控失效 

1． 故障现象：按机上功能键，电暖器各项功能正常，按遥控器电暖器无反应。 

2． 故障分析：遥控失效，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遥控器故障，二是接收头有问

题，遥控器方面的问题主要有：红外发光二极管损坏、晶振脱落或漏电、电

池失效、按钮失效、电路板损坏。接收头主要检修供电和脱焊。 

3． 故障检修： 

 

 
 
 
 
 
 工作 
 
 不工作 
 有 
 
 
 无 
 
 有 
 
 
 不能  无 
 不良 
 
 

良好 
 
 有电、不脱焊  工作 
 
 
 不工作 能 

更换电池是否工作 电池失效 

看电路板是否有腐蚀之处 清洁电路板，连接腐蚀断线

按键时测二极管两端电压

是否有变化 

清洁导电橡胶和触点检查按钮是否导电良好

Q1 损坏 

检查接收头供电

是否有 5V，是否

有脱焊 

换发射二极管

LED 后是否能工

作

换三极管 Q1 后是否工作

遥控失效 

恢复工作 

接收头损坏 

更换晶振 JX 是否工作  
晶振损坏 



 
不工作 

 能 
 
 

不工作 

更换 C2、C3 电容是否工作电容损坏 

IC 芯片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