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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工技术基础学习指导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电工技术基础》
（2008年获西南交通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立体化”建设配套教材。
　　“电工技术基础”课程分“电路基础”和“电机与控制”两大部分内容，教学信息量大，课后作
业多，青年教师感觉教学重点难以掌握，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学习任务重，知识点难掌握。
因此，在教学中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本教材从教师教学角度入手，系统地总结了该课程教学中
的重点、难点及基本概念、定律、定理和解题方法；在学习中为了指导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本教材
以题解过程为平台，展开电路理论的研究与讨论，并在各题“小结”中运用反馈式方法论述题中知识
点的运用所在。
　　本教材中的“题解”仅是理论表述的载体，用“题解”来反向思维讨论电路的基本概念、基本元
件、基本定律、基本定理、基本电气设备原理、继电接触器控制原理等，避免在解题过程中含有过多
的论述与讨论，用精简的解题过程直视逻辑推论方法。
　　本教材各章节结构分为“理论”与“题解”两大部分，“理论”重在论述精辟，“题解”重在条
理清晰；“理论”以基本概念、元件、定律、定理和分析方法为核心展开，“题解”以指导、解题和
小结为结构展开。
特别是“解题”部分，逻辑推理过程清晰、精炼，给教师、学生一个完整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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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工技术基础学习指导教程》内容分“电路基础”和“电机与控制”两大篇。
其中各章节的撰写结构分“理论”与“题解”两部分，“理论”重在系统地总结了该课程教学中的重
点、难点及基本的概念、定律、定理和解题方法；“题解”重在知识点的应用与逻辑推理过程。
从“教”与“学”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电工技术基础”。
　　本教材可作为学生学习“电工技术基础”课程的学习指南，也可作为教师教学的辅助教材，还可
供相关课程学习与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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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解：两者的特点可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　　（1）在可靠性方面，PLC采用大规模集成
电路和计算机技术，以面向工业应用现场的需要而设计，因此可靠性高、功能强、体积小、功耗低，
有故障自诊断功能，维护简便；继电器控制系统结构虽简单清晰，但机械触点多、连线复杂，故障检
查及设备维修比较繁琐，另外体积大、耗能多。
　　（2）在适应性和通用性方面，要实现某种控制时，继电器线路是通过许多真正的“硬”继电器
和它们之间的硬接线达到的，控制功能包含在固定线路之中，功能专一，系统扩充或改装必须变更硬
接线，重新设计、重新配置.灵活性差；而PLC采用软件编制程序来完成控制任务，编程时所用到的继
电器为内部“软”继电器（其触点数量无限，使用次数任意），其外部只需将信号输入设备（按钮、
开关等）和接收输出信号执行控制任务的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等执行元件）与PLC的输入、
输出端子相连接即可，安装简单、工作量少。
系统在I／O点数及内存允许范围内，可自由扩允，并且可用编程器在线或离线修改程序，以适应系统
控制要求，因此同一PLC不改变硬件，仅改变软件，就可适应各种控制，灵活多变，通用性强。
另外PLC一般都具有强制和仿真作用，故程序的设计、修改和调试都很方便、安全，可大大缩短系统
设计和投运周期，当生产上工艺流程改变或生产线设备更新时，不必改变PLC硬设备，只需改编程序
即可，灵活方便，具有很强的“柔性”。
　　（3）在工作方式上，继电器控制系统是并行的，或者说是同时执行的，即该吸合的继电器同时
吸合，因此为达到某种控制谜底，而又要安全可靠，需设置许多具有制约关系的联锁电路；PLC控制
系统是串行的，各软继电器处于周期性循环扫描中，受同一条件制约的继电器的动作顺序决定于程序
扫描顺序，不存在几个支路并列同时动作的因素，故控制设计可大大简化（由于PLC执行程序的时间
一般比继电接触器机械触点动作时间要短，而采用集中输出的方式，有时为保让输出端负载动作可靠
，需在编程时将联锁条件编制到程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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