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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虽然近年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发展迅速，但高职教材建设相对落后，为此高等教育出版社
提出了加快高职教材建设计划。
随着现代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电力电子技术在工业生产中应用越来越普遍，电力电子技术已成为高
职高专电子、电气类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
《电力电子技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为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可
作为高职高专电类或相关专业教材，亦可供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电力电子技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主要内容：常用电力电子器
件（功率二极管，晶闸管、可关断晶闸管、大功率晶体管、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的工作原理及特性；由上述器件组成的可控整流电路、交流开关与交流调压、有源逆变及无源逆变电
路、直流斩波电路以及变频电路的工作原理与用途，并介绍了典型的应用实例。
　　《电力电子技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特点：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
虑高职教育的特色，参考了有关行业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及中高级维修电工等级考核标准。
内容安排上力求注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加大新知识、新技术学习。
理论分析以定性为主，突出概念，理论联系实际以求实用。
本教材建议教学学时为72学时，学时分配3-案如下表所示，仅供参考。
根据教学需要可安排一至两周课程设计。
　　《电力电子技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由苏海滨主编，徐立娟、张
春阳、高丽、马林参加编写。
编写分工为：苏海滨编写绪论、第2章；徐立娟编写第4，5、6章；张春阳编写第1章；高丽编写第3章
；马林编写第7章。
《电力电子技术/高等职业学校电子信息类电气控制类专业系列教材》由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王廷才
副教授审阅。
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同行、专家们的论著、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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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电子技术》介绍了常用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GTO、GTR、MOSFET、IGBT等）的工作
原理、特性以及这些器件的电路工作原理与用途。
《电力电子技术》简化理论分析，突出与实践相结合。
《电力电子技术》主要内容为可控整流、交流开关与交流调压、有源逆变与无源逆变、直流斩波等，
同时提供了部分实验电路的实验指导。
《电力电子技术》可作为职业技术（高职高专）院校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技术、工业企业电气化、
数控技术、电子技术等专业教材，亦可供有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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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晶闸管、功率二极管及单相可控整流电路1.1　晶闸管的工作原理1.2　晶闸管阳极伏安特性
和主要参数1.3　功率二极管1.4　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1.5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1.6　单相全控桥整
流电路1.7　单相半控桥整流电路小结习题第2章　三相可控整流电路2.1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2.2　
三相全控桥整流电路2.3　同步电压为锯齿波的触发电路2.4　集成触发电路2.5　触发电路与主电路电
压的同步、脉冲变压器及防止误触发措施2.6　可控整流电路供电的电动机机械特性2.7　晶闸管的保护
与容量扩展小结习题第3章　双向晶闸管及交流调压3.1　双向晶闸管3.2　交流开关及应用3.3　单相交
流调压3.4　三相交流调压小结习题第4章　全控电力电子器件.4.1　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0）4.2　功
率晶体管（GTR）4.3　功率场效应晶体管（MOSFET）4.4　绝缘门极晶体管（IGBT）4.5　其他类型
器件小结习题第5章　逆变电路5.1　有源逆变电路的工作原理5.2　有源逆变应用电路5.3　无源逆变及
基本电路5.4　负载换流式逆变电路5.5　 电压型及电流型逆变电路5.6　 脉宽调制（PwM）型逆变电路
小结习题第6章　直流斩波电路6.1　直流斩波器的工作原理及控制方式6.2　基本斩波电路工作原理6.3
　直流斩波电路小结习题第7章　电力电子技术实验实验1　单结晶体管触发电路及单相半控桥整流电
路的研究实验2　锯齿波同步移相触发与三相全控整流电路的研究实验3　三相桥式有源逆变电路实验
实验4　直流斩波电路原理实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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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电力电子技术概述　　自1957年晶闸管问世，标示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诞生，从此电子技术向
两个分支发展。
一支以晶体管集成电路为核心形成对信息处理的微电子技术，其发展特点是集成度越来越高，集成规
模愈来愈大，功能越来越全。
另一支以晶闸管为核心形成对电力处理的电力电子技术，其发展特点是晶闸管的派生器件越来越多，
功率越来越大，性能越来越好。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门利用各种电力电子器件，对电能进行电压、电流、频率和波形等方面的控制和变
换的技术，包括电力电子器件、电路和控制三个部分，是横跨电力、电子和控制三大电气工程技术之
间的交叉学科。
　　由于电力电子器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容量大、损耗小、寿命长、维护方便、控制性能好以及
可采用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等优点，用它组成的装置可靠性高、节能、性能好。
近半个世纪来，各种电力电子新器件不断涌现，应用范围已从传统的工业、交通、电力等部门，扩大
到信息通信、家用电器以至宇宙开发等领域。
　　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传统电力电子器件　　主要是功率整流管与晶闸管
（曾称可控硅），属于不控与半控器件。
现已由普通晶闸管衍生出快速晶闸管、逆导晶闸管、双向晶闸管、不对称晶闸管等品种，器件的电压
、电流等技术参数均有很大提高，单只普通晶闸管的容量已达8000 V、6000 A。
此类器件有两大缺陷，一是只能通过门极控制开通而不能控制关断，二是器件立足于分立元件结构，
工作频率难以提高，一般难以高于400 Hz，因而大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但是晶闸管器件价格相对低廉，在大电流、高电压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目前以晶闸管为核心的设备
仍然在许多场合使用，晶闸管及其相关知识目前仍是初学者的基础。
　　2.现代电力电子器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微电子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相结合，研制出新一
代高频、全控型器件称为现代电力电子器件。
主要有功率晶体管（GTR），可关断晶闸管（GTO）、功率场控晶体管（MOSFET）、绝缘栅双极晶
体管（IGBT）、MOS门极晶闸管（MCT）等。
最有发展前途的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工作频率可达20 kHz，IGBT器件已取代GTR。
目前，电力电子器件正向智能化、模块化方向快速发展，力求将器件与驱动电路、保护电路、检测电
路等集成在一个芯片或模块内，使装置更趋小型化、智能化，其典型代表产品是IPM。
而IGCT器件具有IGBT器件的开关特性，同时又具有GTO器件的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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