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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控制》是根据船舶电力系统的特点和现代化船舶发展的趋势而编写的。
《船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控制》共分12章，主要内容包括船舶电力系统概述；船舶电源；船舶电网及
其电能质量；船舶电力系统的配电装置和保护；同步发电机电压及无功功率的自动调整；船舶电力系
统频率及有功功率的自动调整；船舶同步发电机的并联运行；船舶中压电力系统；船舶电站自动化；
船舶照明系统管理；船舶电气安全和安全管理；船舶电气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
　　《船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控制》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可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船舶电子电气、自动化、轮机工程等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也适合从事船舶
电气控制的工程技术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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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由于电源有直流电源与交流电源之分，所以船舶电力系统也相应有直流船舶电力系统
与交流船舶电力系统之分，习惯上把它们称为直流船与交流船。
20世纪50年代以前建造的船舶绝大部分是直流船，而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建
造的船舶主要是交流船，20世纪70年代后除特种工程船舶外，几乎都采用了交流电力系统。
交流船的电气设备在维护、保养等方面的工作量比直流船要少得多，且交流电机结构简单、体积小、
质量轻、运行可靠，其相应控制设备也简单。
交流船又分成单相交流电系统、三相三线绝缘系统与三相四线系统等几种形式。
当采用三相三线绝缘系统时，照明网络与动力网络没有电的直接联系，因此对地绝缘电阻低的照明网
络基本上不影响动力网络。
采用交流电制后，船舶的造价和维修费用也有明显的降低。
2.额定电压的选择船舶电力系统额定电压的大小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中所有电气设备的质量和尺寸、
价格等技术经济指标和人身安全问题。
提高电压主要是使电缆网络的质量减轻、外形尺寸减小，但对电力系统中的其他元件的质量、尺寸特
性影响并不大，且中压设备价格贵。
我国《钢质海船入级规范》规定：一般交流电网采用50Hz，380V;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采用380V
或220V;可携电气设备一般采用24V。
目前运行中的或正在建造中的远洋船舶主电站动力电网的额定电压不是采用的380V就是采用的440V，
照明电网的额定电压不是采用的220V就是采用的110V（100V）。
临时应急照明电网与弱电电网一般采用24V。
由于船舶电站容量的增加，在一些大型船舶、工程船舶及舰船上电站容量已达数万千瓦，这时仍采用
低压系统标准显然已不合理，所以这类船舶大多采用陆上相应的3300V或6600V中压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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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船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控制》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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