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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了适应电气传动技术飞速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培养2l世纪的应用性电气传动技术人才，
根据&ldquo;教育部高职高专电类规划教材研讨会&rdquo;审定的教学大纲在第1版的基础上编写的。
本书第1版的书名是《交直流传动控制系统》，于2001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ldquo;交直流调速控制系统&rdquo;课程是电气技术、工业电气自动化及机电自动化等专业的重
要专业课之一。
近几年来，有关的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电力电子变换器主要被功率开关器件所取代，变换
技术也主要以脉宽调制（PWM）为主；直流调速被交流调速取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交流调速技术
本身也有不小的进展。
本书针对这些技术发展进行了修订。
　　教材内容的选取及编写尽量体现高职高专学校培养工业、工程生产第一线高等工程技术应用性人
才的要求，舍弃了现有各类教材中较为陈旧的内容，重点阐述了转速负反馈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转
速、电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直流调速系统的工程设计方法；直流脉宽调速系统、位置随动系统、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以及交直流电动机的数字控制等，并将实验指导纳入了教材，加强了实践性环节的
训练。
　　本书第2、3、10章由胡春慧负责编写，第6、7章由孙国琴负责编写，其余各章由钱平负责编写。
李宁、马立华、袁正民、江敏也参与了编写工作。
钱平任主编，负责全书的统稿和编写组织工作。
　　上海海事大学李勇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有关图书和论文资料，并且引用了参考文献中有关章节内容，在此
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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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近几年来有关的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电力电子变换器主要被功率开关器件所取代，变换技
术也主要以脉宽调制(PWM)为主；直流调速被交流调速取代已成不争的事实，交流调速技术本身也有
不小的进展。
本书针对这些技术发展进行阐述。
    在内容上，本书包括直流调速控制系统和交流调速控制系统两部分。
主要内容有绪论；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及其工程设计；直流脉宽调速控制系统
；位置随动系统；交流调压调速和串级调速；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无刷直流电动机控制系统以
及交直流电动机的数字控制等，实践环节(直流调速系统基础实验指导；交流调速基础实验指导)也编
进了本教材中。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高等专科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专业的教材，也可
供有关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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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微型机功能的不断提高以及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控制技术的发展，电
气传动领域出现了以微型机为核心的数字控制系统。
微型机的采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作为研究热点的交流调速的迅猛发展，也给直流调速的发展注人了新
的活力，使电气传动进入了更新的发展阶段。
　　微电子的发展对电动机控制技术的发展影响也是极大的，为了适应电子机械高性能、小型化、低
成本和高可靠性的要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国半导体厂商不断开发各种功率集成电路，并已
在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功率集成电路是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集成技术的结合，用来控制电动机运动的电子控制驱动系统，
包括前级的微功率控制电路部分和末级的功率驱动部分。
前级控制电路容易实现集成化，它们通常是模拟一数字混合集成电路。
对于小功率系统，末级驱动电路也已集成化，称为功率集成电路。
它将高电压、大电流、大功率的多个半导体开关器件做在同一个芯片上，有些同时还把逻辑、控制、
检测、自诊断、保护电路集成在同一个芯片上或一个混合模块里，从而使功率器件注入了智能，故又
称为智能功率集成电路。
有一些更大规模的功率集成电路把整个控制器和驱动器都集成在一起，用一片集成电路就能控制一台
甚至多台电动机。
由分立单元电路向专用集成电路发展，不但给电动机控制带来极大方便，使其体积缩小、成本降低、
性能改善、调整简便，而且可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从而深受用户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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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交直流调速控制系统（第2版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直流调速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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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