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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执业资格注册制度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个人的执业资格确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规格、标准及严格
的认证程序，它的建立和实施，必将进一步推动人才的社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为我国市场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规范的人才保障。
执业注册资格考试是资格认证程序的核心环节。
执业注册资格考试严格按照相应的考试大纲执行。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是在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的领导下，根据我国建
设行业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制定的。
考试大纲由专业考试大纲和基础考试大纲两个部分组成，前者规定了申请者专业能力的测试标准，后
者则体现对申请者工程科学背景的要求。
在执业资格考试中设立基础考试程序是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考虑：（1）执业工程师的工程科学背景
要求是从行业的角度对从业者提出的要求，它并不完全等同于工科院校的基础和专业基础教育的要求
，执业注册资格基础考试并不是工科高校基础教学考试的简单重复；（2）执业资格考试是一种按照
独立标准进行的公平认证程序，它原则上不受申请者的学历、学位、职务等传统条件的严格限制。
因此，申请者所受的工程基础教育背景差异甚大，有必要在统一的标准下进行检验。
所以，对于基础考试，申请者不可消极应考。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按照基础考试大纲的内容进行系统的学习与准备，切实地
充实、强化自身的工程科学基础，从容应对考试。
鉴于申请者教育背景、毕业年限、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及工作经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础考试大纲
的内容对申请者而言或欠缺或遗忘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为申请者提供适当的考试辅导是必要的
、有益的。
天津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组织出版的&ldquo;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基础考试&rdquo;辅导系列教程，按照
考试大纲的要求，全面地综合了各门基础课的主要内容，恰当地把握了其广度和深度，准确地体现了
对我国执业资格注册制度及其认证程序的正确理解和对基础考试大纲条目的深入分析，为应考者提供
了重要的学习资料。
相信这些系列辅导教程能够为申请者的学习与考试准备提供切实的帮助。
热切希望今后能够出版更多的分册，以帮助不同专业的申请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基�>>

内容概要

张炳达主编的《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基础考试复习教程》是依据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
师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基础考试大纲》编写的复习参考资料。
内容涵盖了大纲所作的全部要求，即电路的基本概念、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电流电路、非正弦周期
电流电路、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静电场、恒定电场、均匀传输线、半导体的基本原理、放大电路、
运算放大器、信号处理电路、信号发生电路、功率放大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数字电路基础知识、集
成逻辑门电路、时序逻辑电路、数模和模数转换、电力系统基本知识、系统参数与等值电路、电网的
潮流计算、无功功率平衡与电压调整、短路电流计算、变压器、感应电动机、同步电机、过电压及绝
缘配合、断路器、互感器、直流电机、电气主接线、电气设备选择等。
本书将上述内容分为四部分，每部分均设有考试大纲要求、复习内容、仿真习题和习题答案。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基础考试复习教程》适用于参加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基
础考试的应试人员，同时也是本专业相关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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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系统中常采用以下方式限制短路电流。
（1）采用适当的主接线形式采用计算阻抗较大的接线方式，如采用无汇流母线的接线方式等。
（2）采用适当的运行方式双母或母线分段接线时，采用分列运行方式；双回线路并联供电时，在负
荷允许条件下采用单回线路运行、另一线路备用的方式；环网接线系统在负荷允许条件下在穿越功率
最小处解环等。
（3）采用限流电抗器一般电缆出线回路需加装出线电抗器，可有效降低线路短路时的短路电流，并
能抬高母线短路后残压，防止故障扩大（架空线一般自身阻抗较大，常不需安装出线电抗器）；母线
分段处加装母线电抗器，可提高系统计算阻抗，对母线短路及出线短路均有限流作用。
（4）采用低压分裂绕组变压器发电机容量较大时，采用低压分裂绕组变压器组成扩大单元式接线，
以限制短路电流。
低压分裂绕组变压器有两个特点：一是两个低压分裂绕组之间有较大短路阻抗；二是每一分裂绕组与
高压绕组之间的短路阻抗较小且相等。
由此可以有效限制其中一个分裂绕组低压侧短路时对另一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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