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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再版前言　　本书这次再版主要是对第1、2、3、4章进行了修订，对第10章的“现场总线的标准
”一节重新进行了编写，并根据工业以太网近年来最新发展成果增加了一节内容，对其他各章的个别
错误做了修改，对书中不规范的字符或格式做了统一处理。
　　在现代工业自动化生产中，整个电力传动系统不仅包括拖动生产机械设备的电动机，而且包含控
制电动机的一整套控制系统。
所以，本书既讨论电动机的工作原理、特性以及起动、调速、制动与停车，又涉及电动机的现代控制
系统，故本书称作“现代电力传动与控制”。
　　本书把驱动电动机、控制电机、电力传动、可编程序控制器、直流传动控制系统、交流传动控制
系统、步进电动机传动控制系统和网络控制技术等强电控制需要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工业自
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所需的现代强电控制知识都集中在本书中，它不仅避免了内容的重复，而且加
强了系统性，理论联系实际，使读者学习之后可以对工业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的强电控制知识有比较
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
　　本书力求突出强电控制相关内容有机结合的特点，通过内容精选、整合和优化，以满足高等院校
本科生、研究生统筹培养课程体系改革要求。
本书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和新颖，基本包括了工业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技术所需的现代强电控制知识
，并反映了近年来最新的科研成果。
本书共分十章。
第1章为绪论；第2章重点介绍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由于电动机是电力传动的动力和控制的对
象，故第3、4章分别介绍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的原理及特性；随着电力传动控制系
统的发展，控制电机是作为重要的检测与控制元件，故第5章介绍常用控制电机的结构、原理和性能
；由于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正广泛应用于生产中，故第6章介绍了PLC的基本结构、原理、编程和
指令系统等；调速系统是电力传动控制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第7、8、9章分别介绍了现代
直流传动控制系统、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和步进电动机传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性能；最后一
章简要地介绍网络控制技术。
同时，在各章后面附有思考题或习题，供复习与练习用。
　　由于学时的限制，课堂上只能讲授书中一些基本内容，许多内容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学或作
为参考之用。
课堂讲授的基本内容可由教师根据授课专业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灵活掌握。
　　为加强学生的实践环节，在讲授本书内容时可采用“自选实验”或结合本学科相关的“SRT项目
”的方式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书第1、2、3、4、10章由邱阿瑞编写；第5、9章由柴建云编写；第6章由王善铭、孙晓瑛编写；
第7章由王善铭编写；第8章由孟朔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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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0章。
第1章为绪论；第2章重点介绍电力传动系统的运动方程式；由于电动机是电力传动的动力和控制的对
象，故第3、4章分别介绍直流电动机、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的原理及特性；随着电力传动控制系
统的发展，控制电机成为重要的检测与控制元件，故第5章介绍常用控制电机的结构、原理和性能；
由于可编程序控制器(PLC)正广泛应用于生产中，故第6章介绍了PLC的基本结构、原理、编程和指令
系统；调速系统是电力传动控制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第7~9章分别介绍了现代直流传动
控制系统、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和步进电动机传动控制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及性能；第10章简要地介
绍网络控制技术。
本书各章后面附有思考题或习题，供复习与练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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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0世纪70年代以后，功率晶体管（BJT）、门极关断晶闸管（GTO）、功率MOS场
效应晶体管（Power MOSFE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MOS控制晶闸管（MCT）、集成门极
换向晶闸管（IGCT）、电子注入增强门极晶体管（IEGT）等一批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问世，为交流
传动系统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不断涌现，交流变频技术得到飞速发展。
磁通跟踪型PWM逆变器以不同的开关模式在电机中产生的实际磁通去逼近定子磁链的给定轨迹——
理想磁通圆，由于控制简单、数字化方便，已呈现出取代传统SPWM的趋势；电流跟踪型PWM逆变器
兼有电压和电流控制型逆变器的优点，其电流动态响应快、实现方便；PWM逆变器工作频率的进一
步提高将受到开关损耗的限制，由于应用谐振技术使功率开关在零电压或零电流下进行开关状态转换
，开关损耗几乎为零，使逆变器效率高、体积小、重量轻、成本低。
 在交流变频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交流传动控制技术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由于交流电动机是多变量、强耦合的非线性系统，与直流电动机相比，转矩控制要困难得多。
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矢量控制理论解决了交流电动机的转矩控制问题，它应用坐标变换将三相系统
转换为两相系统，再经过按转子磁场定向的同步旋转变换实现了定子电流励磁分量与转矩分量之间的
解耦，从而达到对交流电动机的磁链和电流分别控制的目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直接转矩控制
方法，它采用空间矢量分析方法在定子坐标系进行磁通、转矩计算，通过磁通跟踪型PWM逆变器的
开关状态直接控制转矩。
因此，不用对定子电流进行解耦，免去矢量变换的复杂计算，控制结构简单，便于实现全数字化。
 DSP及各种微处理器的应用，促进了模拟控制系统向数字控制系统的转化，数字化技术使得复杂的控
制得以实现，简化了硬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使操作、维护更加方便。
 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电力传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非线性解耦控制、自适应控制、模糊
控制、人工神经网络控制等各种新的控制策略正在不断涌现，必将推动电力传动控制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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