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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参照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非电类专业电工与电子技术教学大纲，将电工基础与电子
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按照中等职业学校非电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同时参考了有关的职业
资格标准或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并结合近几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实际教学情况，贯彻落实“以服务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编写而成。
　　在教材的编写上，编者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力求降低难度，突出定性分析，减少定量计算。
体系编排上，注意便于学生学习：每章开头都有学习目标，使学生明确本章学习的知识和要求；每章
结束有本章小结，归纳和整理本章的知识，帮助学生复习，建立知识结构；每章的阅读材料可供教师
选讲和学生自学用，便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拓宽知识面；习题的编排难度适当，题型较全面，且力
求减少复杂的计算；本书最后一章的实验和实训，教学时可结合教学内容穿插在各章节中进行。
　　本书由周祥基主编，参与编写的还有陆应胜、顾娟、陈秋亮、戴启勇、林雪梅。
全书由周祥基统稿，并编写了阅读材料和实验与实训。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疏漏之处，恳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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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非电类专业电工与电子技术教学大纲，结合职业教育的实际教
学情况，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办学指导思想编写而
成。
　　本书内容分为直流电路、交流电路、磁与电磁、变压器与交流电动机、二极管及直流稳压电源、
晶体管及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基础、实验与实训。
　　本书采用模块式编写结构，内容安排由浅入深，通俗易懂，突出应用，体现了“必需、够用”的
原则。
书中编入了大量的阅读材料，用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本书可作为非电类专业的电工与电子技术课程教材，也可作为岗位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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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能源蕴藏量十分丰富，是能源生产的大国。
但是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又是个能源紧缺的贫国。
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重占绝对的优势。
煤炭的过度开发使用加重了治理环境污染的难度。
所以能源的节约利用，不论从节约资源方面考虑，还是从保护环境方面考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能源利用率目前还比较低，只有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节能的潜力非常大。
　　节约能源的含义是合理地利用能量，让有限的能量发挥最大的效能。
其中，降低企业用电的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不仅对企业，而且对整个电网都具有明显的节能效
果与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提高功率因数是企业节约电能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补偿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1.补偿原理　　无功功率补偿的基本原理是：把具有容性负荷装
置与感性负荷装置并联在同一电路中。
当感性负荷吸收能量时，容性负荷释放能量；而感性负荷释放能量时，容性负荷却在吸收能量。
能量在两种负荷间的互相交换，使感性负荷吸收的无功功率，能从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中得到补
偿，提高了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
　　2.补偿方法　　无功功率的补偿方法很多，常见的有以下四种：　　（1）利用过励磁的同步电机
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
但同步电机造价高，设备复杂，只适用于大功率拖动负载。
　　（2）利用调相电机做无功功率电源。
这种装置调整性能好，在系统出现故障时，还能维持系统电压水平，提高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但装置投资大，损耗也比较高，宜装在电力系统的中枢变电所。
　　（3）异步电机的同步化运行。
这种方法电机自身损耗大，只有在没有调速要求，且平均负载转矩不超过额定转矩，最大转矩小于额
定转矩的90％的情况下，其经济效果才显著，一般很少采用。
　　（4）用电力电容器作为补偿装置。
这种方法造价低廉，安装方便，运行维护简便，自身损耗也很小，是国内外广泛采用的补偿方法。
　　二、电容器补偿方式　　利用并联电容器补偿感性负荷的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可采用个别
补偿、分散补偿和集中补偿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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