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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全世界经济
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口大国，人均石油、煤炭可采储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0％和57％
，而每万元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所以国家要求单位能耗的产值近期要年均提高4％。
　　各种资源从其原始状态转化为可供人类实际应用的过程，均与变流技术密不可分。
它也是实现节能降耗的关键技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有力的推进器。
变流技术促进发电、输电和配电系统的现代化，清洁能源实用化，并使广泛的应用领域能够实现电能
的最佳利用。
　　“现代变流技术与电气传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广大读者见面的。
本书共分为8章，从电力电子半导体的发展出发，综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变流技术的发展状况及最新
成果，汇聚了迄今为止经典的和崭露头角的电力电子变流器电路拓扑（第3章），详细介绍了变流器
的开环控制技术（第4章）。
针对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电气传动系统，基于电机模型（第2章）阐述相关的控制策略（第5，7章），以
及现代控制技术在这方面的应用（第6章）。
本书还就电气传动系统采用变流技术后对环境造成的电磁污染、包括对电网的不良影响作了分析，介
绍了防治方法（第8章）。
　　本书的特色之一是汇集了直至近年的大量资料，内容丰富。
所介绍的变流器及其控制技术，不仅适用于电气传动系统，而且具有更多广泛的应用范围。
开关模式直一直变流器不再只限于斩波器的概念，它不仅可用于直流电机的控制，在太阳能、风能一
类不稳定电源的接口变流器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中点箝位多电平的或级联的中压逆变器不仅可用于许
多特定领域风机、泵类的驱动，也在电能质量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软开关变流器和矩阵变流器是20
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的新的变流器类型，在减少变流器本身的损耗、简化电路拓扑和控制方面都有
巨大的潜力；属于更年轻一代的还有阻抗源逆变器。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以应用为目标，从电机的闭环控制推演出一个能够集中反映电气传动特性（
如电力机车的牵引和制动）要求的控制变量，以此作为变流器控制器的输入，从而使得该变流器供电
的电机产生的输出机械特性（作为电动机）或电特性（作为发电机）满足既定的目标要求。
　　本书的第三个特色是给读者留下诸多思考空间。
读者从本书了解基本信息之后，还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简化和优化软开关变流器电路拓扑、如何解决
矩阵变流器的双向导流、双向阻断的器件，以使这种变流器能够走出试验室。
另一方面，智能控制和其他现代控制技术，虽然有其独到之处，但应与经典的控制策略相结合使其更
臻完美，更具有学术上的和实用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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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工作和实践经验，收集和介绍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变流和控制技术，同时，结合
其在铁路牵引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应用，分析了各种变流器电路结构的特点和控制方法的优劣，并对永
磁同步电机驱动和控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另外，增加了电磁瞬态效应和电磁兼容性分析，这是过去不为大家关注而在实际应用中又影响系统运
营可靠性的知识点，希望能为广大读者在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中提供一些帮助。
    本书从实际应用出发，汇集最新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符合“大力节约能源、加
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国策。
    本书既可供从事变流技术、电传动与控制自动化领域研究和开发的科研人员、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
阅读，亦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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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建设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面临诸多问题：资源储量不足、利用效率
低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和经济安全。
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对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依存度太高。
所以，必须加速开发和利用新能源。
新能源是在新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规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生物质能、
氢能、核聚变能、天然气水合物能等。
这些新能源都是清洁能源，除氢能和核能外大多是可再生能源。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逐步占领能源体系格局的重要位置。
　　1.1　资源、环境与变流技术　　1.1.1　电能产生与输送　　各种资源从其原始状态转化为可供人
类实际应用的过程，均与变流技术密不可分，它也是实现节能降耗的关键技术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一个有力的推进器。
变流技术可以促进发电、输电和配电系统的现代化，推广清洁能源实用化，并可以在广泛的应用领域
内使电能得到最佳利用。
一般说来，资源的利用必须经历如下过程：资源转化、存储、能量转化、辅助能量存储、功率控制。
各种资源转化为能源的方式不同，将其送到用户或电网时，必须通过变流技术进行调整。
图1.1表示各种不同资源的转化过程，以及变流器在这当中的地位与作用。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变流技术与电气传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