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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正迅速地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在经历着日益深刻的变
化。
许多一度被称为“夕阳产业”的行业在吸收、溶入了大批新技术之后，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这
在电力传动行业体现得尤为突出。
包括现代电力电子、计算机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采集与交换网络及新型电工材料等在内的一
系列新技术的采用，极大地促进了电力传动产业的发展。
　　“电力电子与电机集成系统”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形成的学科研究方向。
它以现代电力传动系统中的集成化、智能化、通用化和信息化为主要内容，以综合运用机电能量转换
、电力电子、微电子和通信控制等多种学科的方法为其特征。
随着该学科方向的深入研究，大大地扩展了电力传动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完善和提升现代电力传动学
理论与方法，为提高电力传动系统的综合效用，促进电力传动产业的发展，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和
丰富的技术储备。
　　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自1998年以来开始了电力电子与电机集成系统的研究。
先后研究了变频调速电机设计和分析方法、高次谐波的影响以及电机高频等效模型、系统故障容错、
任意波形电力电子功率放大器、多电平变频电源、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的分析比较、功率半导体
器件应用特性研究等，解决了和正在研究解决系统集成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变频电源与电机集
成设计、集成系统安全工作区、基于脉冲，及其脉冲序列的闭环控制、集成系统全时域暂态过程分析
和建模、系统瞬态电磁能量平衡等，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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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分析基础》从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的角度出发，将电机、电力电
子变换及其控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和应用。
《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分析基础》共分8章，主要介绍电力电子与电机集成系统的基本特征和主
要内容；分析变频电源对交流电机的影响，介绍变频调速电机设计概念及谐波分析和可控优化运行；
介绍电力电子变换器中的半导体器件及其主回路特点，重点介绍多电平主回路结构；介绍与多电平结
构相对应的PWM控制方法及其变异；着重分析系统中的部件匹配和集成特性效应；讨论系统高精度
闭环控制方法；分析集成系统中的数据通信；从能量变换的角度，讨论集成系统中的电磁关系、电磁
能量变换建模以及电磁能量传输等。
　　《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集成分析基础》可供从事电力传动系统设计、研究、运行和管理等工作的
专业科技人员、技术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师与学生参考使用，《电力电子与电机系统
集成分析基础》可作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学科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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