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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第2版修订突出了基础性、先进性、典型性、实用性和易读性，努力反映
新元件、新产品，选例结合生产过程实例。
　　全书共分两篇，第一篇为电力拖动基础，分为五章，内容包括：电力拖动系统的动力学基础、直
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同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电力拖动系统中电动机
的选择。
第二篇为电器及其控制，分为五章，内容包括：常用低压电器、电器控制电路设计、电动机的基本控
制电路、电器元件的选择及电动机的保护、可编程序控制器。
　　与第1版相比，本书主要改动和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原有直流电动机电力拖动系统过渡过
程分析的基础上，对直流电动机起动及各种制动方法下的动态特性进行了详细分析。
　　2）增加了变频器的基本结构、通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外部接口介绍和通用变频器电气控制电
路设计实例。
　　3）对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控制电路，取消了延边三角形减压起动控制方法，增加了软起动
器应用实例。
　　4）常用低压电器中，增加了电磁阀、电磁离合器等电磁执行元件，为典型机床工作原理分析奠
定基础。
　　5）按照我国最新制定的电气设备有关国家标准，修订了电气控制电路常用图形、文字符号。
　　6）对原书第十章进行了扩充。
以西门子S7-200PLC为机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PLC指令系统、编程方式、机床电气的PLC控制技术（
包括典型机床的PLC控制改造、PLC控制系统设计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使分散在原来四门课程中的内容融汇贯通，成为有机联系的知识体系。
例如，根据常用低压电器的功能，将电器学、电子电器的有关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又如将电机拖
动和电气控制的知识连续学习，前呼后应。
　　本书由太原理工大学李岚，辽宁工业大学梅丽凤，太原理工大学赵荣理、梁金蕊共同编著。
梅丽凤编写了第一、二章和第五章；赵荣理编写了第三、四章，李岚编写了第六一九章，梁金蕊编写
了第十章。
全书由李岚统稿。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教材和参考文献，在此谨向作者致以衷心的谢意。
　　将《电力拖动基础》、《电器学》、《电子电器》及《电器控制》等课程整合为一门课程是一次
尝试，加之作者学识有限，编写时间又很仓促，书中定有很多不妥之处，殷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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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适应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主要内容包括：电力拖动系统的动力学基础、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
同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电力拖动系统中电动机的选择、常用低压电器、电气控制电路设计、电动机
的基本控制电路、 电器元件的选择及电动机的保护。
为了和后续课程衔接，还介绍了可编程序控制器。
本书精选了基础的教学内容，并将近年发展起来的智能电器和基础的教学内容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全书以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突出生产实际应用，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为高等工科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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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线圈及命令框必须位于一行的最右端，在它们的右边不允许再有任何触点存在。
线圈接通后，才能使对应的触点动作。
　  3）触点可以任意串联或并联，但线圈只能并联而不能串联。
　  4）同一个触点的使用次数不受限制，而同一线圈则一般不能重复使用。
　  5）触点应画在水平线上，而不应画在垂直分支上。
　  6）梯形图中，每行串联的触点数目和沿垂直方向的并联触点数目，理论上虽没有限制，但它们受
所用编程器显示屏幕大小的限制，不同的编程器对此有不同的限定。
　  7）当有几个串联支路相并联时，宜将含有触点最多的那个串联支路画在梯形图的最上面；当有几
个并联支路相串联时，宜将含有触点最多的并联支路画在梯形图的最左面。
　  8）程序结束时要有结束标志END。
　  9）梯形图中的元件，特别是输入继电器的触点和输出继电器的线圈，是PLC内部的软元件而不是
实际元件，用户程序执行时所依据的输入、输出状态，是相应映像寄存器中的状态，而不是PLC外接
的实际开关在当时的状态。
　  10）PLC按照循环扫描方式沿梯形图从左到右、从上而下顺序执行程序。
可以把左、右母线假想为火线、地线，有假想的电流在梯形图中流动，在每一行中只能自左向右流；
在母线则从上向下流。
一段程序的执行结果，可以立即被其后的程序所利用。
在这样的假想电流流动中，如果电流可以流至线圈，则线圈就接通，相应的触点就动作。
程序执行遇到。
END时，一个扫描周期中对用户程序的扫描就结束，结果存在各元件的映像寄存器中。
　  （3）梯形图与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图的差别　  虽然梯形图与继电接触控制电路图在表达方式上有
类似之处，但由于PLC结构及工作方式与继电接触器控制系统有本质的不同。
　  &hellip;&hellip;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拖动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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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