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电子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力电子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8349

10位ISBN编号：7030288343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李兰忖 编

页数：1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电子技术>>

前言

　　本书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大胆取舍和补充，紧紧围绕电力电子器件的工程应用，将较深的理论
与复杂的数学分析归纳和简化，避免复杂的推理论证和定量分析，力求理论描述通俗易懂，并附有实
用性很强的实践技能训练，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学和生产实际的需求。
　　本教材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理论为技能培养服务　　避免介绍过多艰深的知识，以知识必需、够用为度，避免过于繁
杂的公式、定理的推导和计算，而强调理论的直接运用，把握好理论够用、实用，最大限度地方便教
学，讲求教学效果。
　　2.创设企业工作情景，实用性强　　体例和内容设计以当前实际的生产技术和技能运用为对象，
按照生产的工艺过程对内容进行组织，尽可能地使内容和训练过程与真实的工艺流程一致，增强了实
用性。
　　3.突出“简”和“明”的特点　　简：讲述每个问题之前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概述问题的核心，使
学生一目了然。
　　明：强化学习指导环节的设计，知识点要求明确、方法明确、结论明确，使学生学习目的明确、
思路清晰。
　　4.采取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方法安排教材内容　　以简单的电路实例分析电路
，从中总结分析电路的方法，然后用此方法再去分析特殊的较复杂的电路，使学生容易掌握。
　　全书共分为7个单元，分别为电力电子器件、相控整流电路、晶闸管触发电路、有源逆变电路、
变频电路、直流斩波电路和交流调压电路。
每个单元前安排的单元导读、学习要点和教学目标使学生建立本单元的整体感知，确定了学习任务，
以便学生学习过程中能够有重点地学习，做到心中有数；每个单元后有习题，使学生通过练习掌握相
应的知识点。
每个单元后均附有相应的实训项目，使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为一体，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单
元最后的小结使学生对本单元零散的知识系统化、学习技能综合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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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常用电力电工器件的工作原理与使用特性，以
及这些器件组成的相控整流电路、有源逆变电路、变频电路、直流斩波电路和交流调压电路五大变换
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应用，并附有典型的应用举例，且引入了最新发展起来的变频器，详细讲述了变频
器的选用、参数设置、安装及调试，突出电力电子器件的应用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工业电气自动化、电气技术、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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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　　器件是电力电子技术的基础，也是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动力，电力电
子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是以新器件的出现为契机的。
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传统电力电子器件　　传统电力电子器件主要是功率整流管与晶闸管（曾称可控硅），
属于不控与半控器件。
自1957年生产第一只晶闸管以来，已由普通晶闸管衍生出快速晶闸管、逆导晶闸管、双向晶闸管、不
对称晶闸管等品种，器件的电压、电流等技术参数均有很大提高，单只普通晶闸管的容量已达8000V
、6000A。
此类器件通过门极只能控制开通而不能控制关断；另外，它立足于分立元件结构，工作频率难以提高
，因而大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但是晶闸管器件价格相对低廉，在大电流、高电压及大容量化方面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目前以晶闸
管为核心的设备仍然在许多场合使用，晶闸管及其相关知识仍是学习电力电子技术的基础。
　　（2）现代电力电子器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将微电子技术与电力电子技术相结合，研制
出了新一代高频全控型器件，称为现代电力电子器件，主要有功率晶体管（GTR）、可关断晶闸管
（GT0）、功率场控晶体管（MOSEF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MOS门极晶闸管（MCT）等
。
其中，最有发展前途的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与MOS门极晶闸管（MCT），两者均为场控复
合器件，工作频率可达20kHz。
目前IGBT器件已取代GTR，而MCT将可能取代晶闸管与GTO，功率MOS在低压高频交流领域仍有发
展潜力。
　　电力电子器件正朝大容量化（即器件电压、电流容量进一步提高）、高频化（即器件的开关速度
进一步提高）、易驱动（即电流驱动发展为电压驱动、控制驱动功率小）、低损耗（即导通压降低）
、模块化（即多个器件封装在一起）、功率集成化（即采用集成工艺将驱动、保护、检测、控制、自
诊断等功能与电力电子器件集成于一块芯片）方向发展。
尤其是功率集成化，因其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将微电子学、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理
论结合在一起，使功率与信息集成在一起，成为机电一体化的接口，并逐步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广泛
使用的变频器就是这一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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