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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强大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的电力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目前总装机容量
已经超过8亿kW，年装机容量和年生产能力都已荣居世界首位。
在汽轮机生产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能生产亚临界200MW和300Mw汽轮机，而今天已经能够
生产世界一流水平的百万千瓦等级的超超临界汽轮机和核电汽轮机，控制技术则早已从过去的机械液
压系统改为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电液调节系统，这一切对于从事汽轮机技术的工作者来讲，其兴奋的心
情是难以用言词来表达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以上这些成绩都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技术水平方
面，我们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各方面继续努力，迎头赶上。
　　　　在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研究电液调节系统，其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逐步得到完
善，并在工程中推广应用。
在我国，虽然自7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电液调节系统的研究，但真正在工程中推广应用还是在80年代改
革开放引进国外技术以后。
电液调节系统采取功率与频率信号组成的功率-频率调节系统，提高了系统的性能。
在计算机控制下的电液调节系统还可以采取阀门管理技术，以提高汽轮机运行的经济性。
除此以外，功率-频率调节系统可以方便地与外界交换信息，使汽轮机调节系统成为机炉协调控制系统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便于接收电网的调度信号，实现电网的最优化运行。
由于功率-频率调节系统的这些优点，目前已经在大功率机组上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200MW以上的
机组原来采用机械液压系统，目前多数也已经改造成为功率-频率调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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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轮机调节原理》系统地讲解了汽轮机调节的基本原理。
《汽轮机调节原理》的主要内容为：第1～4章介绍汽轮机调节系统的数学建模基础、静态及动态特性
的基本原理，第5～8章主要介绍几种典型汽轮机调节系统的控制策略、数学模型及控制系统，以及在
电力系统全面自动化中与锅炉、电网的相互联系与作用。
由于《汽轮机调节原理》是一本教材，所以关于控制系统的很多细节问题，请参考其他有关材料。
　　《汽轮机调节原理》可作为汽轮机专业和其他动力机械、能源等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的教材，也可
供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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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汽轮机自动调节的发展　　汽轮机的自动调节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小功率的汽轮机大多数都
采用直接调节系统，即由调速器直接带动调节汽阀。
随着机组容量的增大，拖动阀门所需要的力也越来越大，因此出现了间接调节系统，即将调速器的输
出信号经过液压放大后，由液压执行元件来控制阀门的启闭，这种系统称为机械液压调节（MHC）系
统。
这种系统工作了数十年，到目前为止我国还在广泛使用着。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研制成功了电液调节（EHC）系统，在电液调节系统中，综合了电子及液
压两者的优点，即电子指挥，液压动作。
它具有调节品质好、控制精度高、运行安全可靠、操作调整方便、便于实现综合自动化等一系列优点
。
因此，它在国外引起普遍重视。
美国、英国、瑞士、德国、前苏联、日本等国先后开始研制，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大功率汽轮机
上采用。
这种系统由专用模拟电子调节器、电液伺服机构和抗燃油供油装置等三部分组成。
它具有转速调节、功率调节和机炉协调控制等功能，这种系统简称为模拟电液（AEH）调节系统。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在.AEH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DEH数字电液一I调节系统，之
后又用五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DEH一Ⅱ调节系统，这种系统使用一台小型计算机来代替AEH调节系统
中的模拟式电子调节器，它除了能完成转速、功率调节外，还能按机组允许的条件，实现自动起停、
并网、加减负荷、阀门管理、运行工况监测等功能，计算机的作用是综合各种参数进行运算，然后发
出指令，通过模拟电路去操纵电液伺服机构。
这种系统的特点是将调节、控制、监测及数据处理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综合的调节系统，也是调节系
统的发展方向，美国GE公司、日本三菱公司及其他公司都在开发DE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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