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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电子变流技术”是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机电类专业的基础课。
为适应当前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实用，减少定量的数学推导，理论以够用为度；二是内容较新，介
绍了一些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工作原理及应用；三是部分章安排了相应的实验内容，并对变压器的设
计、电感量的计算等均有较为详尽的阐述。
　　本书具体编写分工如下：王宜建编写第1、5、6、7章；张桂玉编写第2、3、4、8章；陈晓莉和韩
晓冬协助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编写。
全书由王宜建定稿。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电气工程系李文森、山东理工大学李素玲审阅了全书，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作者在此对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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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整流、逆变、变频、调压和保护电路5大部分，共8章，对晶闸管的触发电路、整流变压器的
计算、电抗器的电感量计算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本书注重新颖性、理论性和系统性，突出了实用性，可作为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教材，也可供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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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电力电子器件　　普通晶闸管能够通过信号控制其导通，但不能控制其关断，所以称之
为半控型器件。
功率二极管有时又称电力二极管，由于不能通过信号控制其导通和关断，因此又可称之为不可控器件
。
功率二极管和晶闸管还有许多派生器件，如快速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双向晶闸管、快速晶闸
管、逆导晶闸管和光控晶闸管等。
　　通过控制信号既可以控制其导通，又可以控制其关断的电力电子器件被称为全控型器件。
这类器件的品种很多，目前常用的有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大功率晶闸管（GTR）、功率场效
应晶体管（PowerMOSFE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静电感应晶体管（SIT）及静电感应晶
闸管（SITH）等。
　　根据器件内部载流子参与导电的种类不同，全控型器件又可分为单极型、双极型和复合型三类。
器件内部只有一种载流子参与导电的器件称为单极型器件，如Power MOSFET和SIT、等；器件内部有
电子和空穴两种载流子导电的器件称为双极型器件，如GTR、GTO和SITH等；由双极型器件与单极型
器件复合而成的新器件称为复合型器件，如IGBT等。
　　1.1 普通晶闸管　　晶闸管是一种既具有开关作用又具有整流作用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
由于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动作迅速、维护简单、操作方便和寿命长等特点，因而在生产
实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1 .1 晶闸管的结构　　晶闸管是一种大功率半导体变流器件，它具有三个PN结的四层结构，其
外形、结构和图形符号如图1—1所示。
由最外的P1层和N2层引出两个电极，分别为阳极A和阴极K，由中间P2层引出的电极是门极G（也称控
制极）。
三个PN结称为J1、J2、J3。
　　常用的晶闸管有塑料封装型，螺栓式和平板式三种外形，如图1—1（a）所示。
晶闸管在工作过程中会因损耗而发热，因此必须安装散热器。
螺栓式晶闸管是靠阳极（螺栓）拧紧在铝制散热器上，可自然冷却；平板式晶闸管由两个相互绝缘的
散热器夹紧晶闸管，靠冷风冷却。
额定电流大于200A的晶闸管都采用平板式外形结构。
此外，晶闸管的冷却方式还有水冷、油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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