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11292890

10位ISBN编号：7111292898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田淑珍 编

页数：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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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

前言

　　高职教育要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一线科技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为任务。
在教学中应根据专业要求将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践教学中必须把学生考取专业技术等级证的技术训练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
因此在专业教学中应合理调整理论与实践在整个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
按备考专业技术等级证书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标准完成规定的任务
。
本书正是这样一本着重技术应用训练、“讲、练、考”结合、以能力为本位、以应用为特色的教材。
　　本书精选了电机及其拖动和工厂电气控制的典型内容，主要包括直流电机及电力拖动、变压器、
三相异步电动机、特种电动机、常用低压电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气控制线路、常用机床电气控制
线路及常见故障的排查、桥式起重机的电气控制等。
本书根据维修电工中级工的达标要求，强化了技能训练，突出了职业教育的特点。
　　本书由田淑珍主编，并编写第1、5、6、7章，第2章由孟晓明编写，第3章由王延忠、孟晓明编写
，第4章由胡书辉编写，第8章由孙建东编写，附录由编者共同编写。
全书由田淑珍整理定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疏漏及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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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精选了电机及拖动、工厂电气控制的典型内容，并加入了相关实训。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主要讲解了直流电机及电力拖动、变压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特种电动机、
常用低压电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气控制线路、常用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及常见故障的排查、桥式起
重机的电气控制等内容。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根据维修电工中级工的达标要求，强化了技能训练，突出了职业教育的
特点，将理论教学、实训、考工取证有机地结合起来。
书中加入了电动机实训、线路制作、设备运行维护、故障排除等内容。
　　《电机与电气控制技术》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工厂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
训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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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单叠绕组的并联支路图　　从图1-11单叠绕组展开图可知，在整个绕组构成的闭合回路中，有
几个元件（1、5、9、13）被电刷短接，因此便得到如图1-13所示的电路图。
从图l-13中可知，同一磁极下相邻线圈（如N极下的2、3、4三个线圈）依次串联，构成一条支路，也
就是说，每一个磁极都有一条对应支路。
所以单叠绕组并联支路对数a等于主磁极对数p，即a=p。
　　值得注意的是，在展开图中，电刷在换向器表面上的位置是对准主磁极中心线的，而被电刷短接
的线圈的两有效边正好处于几何中性线上（几何中性线是指两个主磁极之间的极间中心线）。
今后简称“电刷放在几何中性线上”，是指被电刷短接元件的两有效边位于几何中性线上，而不是电
刷放在几何中性线上。
因此在原理图中我们常将电刷画在几何中性线处。
综上所述，单叠绕组有以下特点：1）同一主磁极下的元件串联在一起组成一个支路，这样有几个主
磁极就有几条支路。
2）电刷数等于主磁极数，电刷位置应使支路感应电动势最大。
3）电刷间电动势等于并联支路电动势，即等于每条并联支路中每根导体电动势之和。
4）电枢电流等于各并联支路电流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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