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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国内，从浩繁的资料、文献、信息中，提炼出有参考价值的知识，殊为不易，需要有极大的
耐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细致的观察分析能力，特别是作者尽其所能获取最新国内国外信息的努力，
使读者不仅了解水电机组修复、改造的过去，而且看到活生生的现状，使本书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众多发电企业、专业工程师和管理部门，可从本书中了解水电机组更新和现代化改造的评估、决策
、实施过程，了解不同类型不同年代制造的机组修复改造的效果，可从类似实例中获得启发。
    但是，也要看到，各个工程所在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不同工程业主在
不同年代的认知水平和实施能力差异很大，本书所述内容，特别是有关案例，绝不能照搬照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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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源芳，1939年12月出生。
1962年华中科技大学动力系水力机械专业毕业，同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从事水
电站水力机械设计工作。
1981年至1 983年为教育部访问学者在美国阿里斯一查尔摩斯水轮机公司进修。
1983年至1993年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即原“长办”）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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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水电机组修复改造的一般问题　　第1章 中国水电站水电机组设备的现状　　1.1 中国水电
机组的发展历程　　1.1.1　1949年以前水电机组的状况　　水轮发电机组的水轮机系由古代的水轮机
或水车演变而来。
中国在中唐时，已有了水力灌溉、提水机械的文字记载，最早称之为“水轮”、“机轮”。
筒车（又名水车）是水力驱动的提水机械。
　　但是，作为利用水能发电的原动机——水轮机，最早是1827年法国工程师B.富尔内隆制成的6马力
的反击式水轮机。
1849年经美国工程师弗朗西斯设计改进形成现代的辐向轴流式水轮机，称为弗朗西斯水轮机，国内称
为混流式水轮机。
1880年美国工程师培尔顿发明了冲击式水轮机，又称为培尔顿水轮机。
1912年奥地利工程师卡普兰设计了第一台轴流转桨式水轮机，又称为卡普兰水轮机。
到了20世纪40至50年代，相继出现贯流式和斜流式水轮机。
与此同时，水轮机又发展成为水泵水轮机，用于抽水蓄能电站。
　　中国第一台近代的水轮发电机组（以下简称水电机组），1905年装设在台湾省的龟山水电站，它
是日本占领期间由日本厂家制造的。
中国大陆第一台近代的水电机组，1912年开始发电，装设在云南省的石龙坝水电站，水轮机和发电机
都由德国厂家制造。
　　从1912年到1949年的近40年间，全国共建有水电站42座，水电装机容量为933MW，由于连年战争
和设备陈旧等原因，到1949年尚能运行的只有163Mw。
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在第二松花江上建设了装有8台水电机组（共560Mw）的丰满水电站，在牡丹江上
建设了装有2台18Mw水电机组的镜泊湖水电站。
此外，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建设的水电站的水电机组，也多为从欧美进口的发电机组。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水电机组从无到有，水电机组铭牌出力为由数百千瓦到数万千瓦，水电机组
设备几乎依靠进口，经过连年战争，水电机组发电能力和运行状况较差。
1949年的水电发电量仅有7.1亿kW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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