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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了多年从事机械类专业原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取
与借鉴了兄弟院校机械类专业开设同类课程的经验，按照教育部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思想
，组织相关人员对机械类专业开设电工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及体系结构进行了充分研讨，本着以培养
学生实践能力为主，以及够用、适用的原则编写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三相电路、室内电气线路、变压器与电动机、安全
用电与节约用电、机床电气控制的基本环节、常用机床的电气控制和可编程控制器等。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机械各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其他非电类专业和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等学生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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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直流电路　　根据取用电源的不同，电路可分为直流电路和交流电路。
本章先从直流电路入手，介绍电的基本概念、电路的基本定律，以及分析与计算直流电路的几种方法
。
　　1.1 电的基本概念　　1.1.1　静电与动电　　（1）静电　　在空气干燥的情况下，脱毛衣的时候
我们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接触门把手的瞬间我们会感到手被刺了一样的麻痛，这是因为有静电的
缘故。
那么，什么是静电呢？
静电就是静止的电荷。
物体之间只要有接触、摩擦、冲撞等行为存在，物体就会失去或得到电荷，于是就会产生静电。
　　（2）动电　　静电对于观察者而言，处于静止或缓慢变化的相对稳定状态，而动电现象则与此
相反。
动电就是流动的电荷。
如电视机或吹风机等电器在使用中，流过导线的电荷是变动着的，此时的电荷就称为动电荷。
静电不会形成电流，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而动电却可以形成很大的电流，对人体会造成伤害。
　　1.1.2 电流　　（1）电流的形成　　金属导体中有大量的自由电子，平时它们处于自由活动状态
，运动的方向是杂乱无章的；而接上电源后，在外电场的作用下，这些自由电子开始往同一个方向流
动，于是就形成了电流。
也就是说，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2）电流的方向　　电流跟水流一样，也是有流动方向的。
通常将正电荷定向移动的方向规定为电流的实际方向。
电流的实际方向有时不易确定，有时还是变化的，所以在分析电路时可以任意选定某一方向作为电流
的参考方向。
因为参考方向的选择是任意的，所以它并不一定与实际方向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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