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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作者在企业、研究所和高等学校多年的工程技术与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结合目
前社会需求而编著的一本有创意、内容新颖的教材，是面对大学生实习、实训I过程的、学习和动手必
备的指南。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生产、研究和工程第一线的技术开发、设备制造、现
代管理等方面，各工矿企业之间、研究所之间、公司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局面。
往往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期望值很高但又缺少长远“投资”和培养意识，加上各方面条件限制，使得
大学生到基层实习、实训困难，工科大学生实习就更加困难。
虽然目前有些有远见卓识的高校都在校内建设了实习、实训基地，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但一直没有见到一本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实习、实训I教材。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走访和收集材料、拍摄照片，这个多年的宿愿终于在我们笔下实现了。
　　本书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实用为主，简述原理；图片丰富，文字简明；介绍详尽，数学计算从
略；以工厂企业中常见的电气设备为主线，也涵盖家用电器设备；包含大量的应用实例和维修知识；
图片精美（附有彩色图片），如身临其境；内容全面，覆盖自动化、电力、电气、机械、检测、电子
信息等；每章后有思考题和建议的实训课题。
全书共分16章。
第1-10章主要涉及常用电工工具与仪器仪表、安全用电及防护、常用电工材料、电磁铁、交直流电机
、变压器、接触器与电动机起动器、开关器件及其应用、电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与软起动器、电动
机的各种起动电路。
　　第ll-14章主要涵盖自动化技术的有关内容，包括传感器及其应用、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电动机
驱动器与调速、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应用等。
　　第15章是输配电系统概论，并配有大量的图片。
让学生了解电能是怎样生产、变换、输送和分配的，特别是了解现代电力网、变电所的构成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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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电气信息灰规划教材：电气控制与工程实习指南》共分16章：第1～10
章主要涉及常用电工工具与仪器仪表。
用电安全及防护，常用电工材料，电磁铁与直流电机，变压器与交流电机，接触器与电动机起动器，
开关器件及其应用，电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与软起动器，电动机的各种起动电路；第11～14章主要
涵盖与自动化技术有关的内容，包括光电传感器及其应用、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电动机驱动器与调
速、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应用等；第15章为输配电系统概论；第16章是预防性维护与故障排除等。
书中包含大量精美彩色实物与现场图片，以及详尽的故障检查和设备维修知识，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实习中遇到的困难。
　　本书可以作为自动化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检测技术及仪表专业、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等本科或专科的实习指导书，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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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排除思考题与实训课题第12章 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12.1 半导体12.2 二极管和整流电路12.3 光电池12.4
输人元件（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霍尔元件）12.5 放大器件和集成电路12.6 逻辑器件12.7
电力电子器件（晶闸管、双向晶闸管、单结晶体管）12.8 光电器件（光电耦合器、光敏晶体管、光敏
晶闸管、发光二极管）思考题与实训课题第13章 电动机驱动器与调速13.1 电动机调速13.2 直流电动机
调速和直流电动机驱动器13.3 交流电动机调速与交流电动机驱动器13.4 电动机驱动器的应用思考题与
实训课题第14章 可编程序控制器及其应用14.1 PLC概述14.2 S7-200系列PLC的硬件结构与工作原理14.3
S7-200系列PLC的基本指令14.4 PLC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和梯形图编程规则14.5 STEP7一Micro／WIN编
程软件的使用方法14.6 典型PLC控制程序举例14.7 PLC的故障诊断思考题与实训课题第15章 输配电系统
概论15.1 电力系统概述15.2 电力系统的构成思考题与实训课题第16章 预防性维护与故障排除16.1 预防
性维护16.2 电动机系统预防性维护的内容16.3 变频器的安装、维护与故障排除16.4 维护与检修资讯的
来源思考题与实训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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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常用电工工具与仪器仪表　　1.1　常用电工工具及其使用　　1.1.7　高压验电器　　高
压验电器主要用来检验设备对地电压在1200V以上的高压电气设备。
目前，广泛采用的有发光型、声光型两种类型。
它们一般都是由检测部分（指示器部分）、绝缘部分、握手部分3大部分组成。
绝缘部分系指自指示器下部金属衔接螺纹起至罩护环止的部分，握手部分系指罩护环以下的部分。
其中绝缘部分、握手部分根据电压等级的不同其长度也不相同。
　　在使用高压验电器进行验电时，首先必须认真执行操作监护制度，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操作者在前，监护人在后。
使用验电器时，操作者应手握罩护环以下的握手部分，先在有电设备上进行检验。
检验时，应渐渐地移近带电设备至发光或发声为止，以验证验电器的完好性，然后再在需要进行验电
的设备上检测。
同杆架设的多层线路验电时，应先验低压，后验高压，先验下层，后验上层。
　　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高压验电器验电前，一定要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检查一下试验是否超周
期（每半年试验一次）、外表是否损坏、破伤。
例如，对于GSY型系列高压声光型验电器在操作前应对指示器进行自检试验，才能将指示器固定在操
作杆上，并将操作杆拉伸至规定长度，再作一次自检后才能进行验电操作。
注意，高压验电器不能检测直流电压。
　　一种高压验电器如彩图1.9所示，适用于额定频率为50Hz，电压等级为10kV、35kV、110kV
、220kV的交流电压，作直接接触式验电用。
　　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注意其额定电压和被验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等级相适应。
　　操作人员必须带绝缘手套，手握操作手柄，并将操作杆全部拉出定位后方可按有关规定顺序进行
验电操作。
　　在非全部停电场合进行验电操作时，应先将验电器在有电部位上测试，再到施工部位进行测试，
然后回复到有电部位上复测，以确保安全。
不得以验电器的自检按钮试验替代本项操作。
自检按钮试验仅供参考。
验电器的电子元件有自然老化的过程，为确保验电操作的安全可靠，以及保障电网设备和验电操作人
员的人身安全，验电器的正常使用寿命自出厂之日起定为3年，特殊情况需延长使用年限时，必须征
得制造厂同意，办妥有关复检手续并出具同意延长使用证明后方可继续使用，但最长使用年限不得超
过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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