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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电气控制技术（含实训）》以面向中等职业教育为准则，
以职业岗位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针对目前市场需求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状态，本着够用
、实用的原则，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常用低压电器；电气控制基本电路；典型机床电气控制电路；电气控制设计基础。
　　《中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电气控制技术（含实训）》兼顾中级维修电工职业技能考
证要求，每章都设有若干相关实训，并在书后附有活页式的实训报告，方便学校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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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常用低压电器　　1.3自动切换电器　　思考三：自动电器应该就是没有手动操纵的电器
了？
　　学习目标　　1.了解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区别；　　2.熟悉常用继电器的原理、国标符号及应用；　
　3.熟悉接触器、熔断器的原理、国家标准及应用。
　　1.3.1　接触器　　接触器是用来接通或切断电动机及其他负载主电路的一种控制电器，通常分为
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
本节以常用的交流接触器为例进行说明。
　　1.接触器的结构　　接触器由触点系统、电磁机构、弹簧、灭弧装置和支架底座等部分组成，其
结构原理图如图1.8所示。
　　（1）电磁机构。
电磁机构的作用是将电磁能转化成机械能并带动触点动作，通常采用电磁铁的形式，由吸引线圈、铁
心及衔铁等组成。
为减小涡流的影响，铁心和衔铁大都用成形的硅钢片叠成。
　　（2）触点系统。
触点系统包括3对主触点和数对辅助触点，一般采用桥式触结构。
主触点体积较大，允许通过电流大，用于通断主电路，多为三对常开触点；辅助触点体积较小，允许
通过的电流较小，只能通断控制电路，通常有两对常开触点、两对常闭触点。
　　（3）灭弧装置。
当触点分断通电的电路时，如果触点电压为10～20V，电流为80～100mA，在拉开的两个触点间将出现
强烈的电火花。
电火花是一种气体放电现象，通常称为电弧。
为减轻电弧对触点的烧蚀作用，通常采用灭弧装置。
常用的灭弧装置有磁吹式灭弧装置、灭弧栅、灭弧罩等。
　　2.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的线圈加上交流电压时，线圈内将产生交变电流。
于是在衔铁和静铁心组成的磁路中产生磁通，从而产生电磁吸力。
当电磁吸力大于弹簧的反作用力时，衔铁就被吸合。
这时所有固定在绝缘支架上的动触点也被拉下，两对辅助常闭触点打开，三对主触点、两对辅助常开
触点闭合。
当外加电压消失后，电磁力消失，衔铁在弹簧反作用力作用下恢复原位，触点系统恢复原状。
接触器外形如图1.9所示，线圈及触点的符号如图1—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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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电气控制技术（含实训）》配有大量的实物图片，行文通
俗易懂、图文并茂，突出应用、强化实训，并兼顾中级维修电工职业技能资格考证，配有与之密切相
关、难易适中的电气控制实训，且书中所用教学实验设备通用性强，可以在裸盘上直接安装、布线。
融知识、技能、实践经验积累于兴趣之中，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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