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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电气工程与自动化技术正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改变着我国工业的整体
面貌。
同时，对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能源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它正在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
的方向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高等学校作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肩负着教书育
人的神圣使命。
在实际教学中，根据社会需求，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反映最新科技成果的知识体系是每个教育工作者
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
教书育人，教材先行.机械工业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教材，有些教材十几
年、几十年长盛不衰，有着很好的基础。
为了适应我国目前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配合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进
程，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需求，由中国机械工业教育协会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学科教育委员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高校工业自动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机械工业出版社共同发起成
立了“全国高等学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出版新的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系
列教材。
这类教材基于“加强基础.削枝强干.循序渐进.力求创新”的原则，通过对传统课程内容的整合、交融
和改革，以不同的模块组合来满足各类学校特色办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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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主要是针对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
动化等专业大学本科编写的。
为适应教学改革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本书在陈伯时主编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的主要内容基础
上，根据当前电力传动控制技术的新发展，进行了精简和重组。
全书分为5章。
第1章是全书的基础，介绍了电力传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和共性问题，包括系统基本结构与组成，
电动机、电力电子变流器、系统检测和控制器的基本概念及原理。
第2章以统一电机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各种电机的数学模型，并构建了电力传动系统各个环节的数学
模型。
第3章为直流传动控制系统，在前两章的基础上，专门分析和讨论了系统的控制原理、结构和运行特
性等问题。
第4章为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包括异步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的控制原理、系统结构和运行特性等问题
。
第5章介绍了电力传动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法。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作为本科教材使用，也适用于机械、
电子等专业，并可作为职工大学、夜大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和
参考，其中部分较深入的内容可作为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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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自1888年特斯拉（Tesla）发明感应电动机，从此开始了用电动机进行电力传动的时代。
最初的电力传动是采用传导传动（又称联动电力拖动）的方式，它是由一台电动机，并由数个传动装
置将运动传输到数个工作机构。
代替传导传动的是单电机电力传动方式，即一个工作机械由一台电动机驱动。
后来，由于生产的需要，工作机械也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多电机电力传动方式，如自动化机床、加工
中心等。
1956年，晶闸管在贝尔（Bell）实验室诞生，开始了第二次电子革命，从此“电子”进入到强电领域，
电力电子器件成为弱电控制强电的纽带。
其重要意义在于：电力电子学把机器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开创的技术融合在一起。
20世纪60年代，电力电子器件进入电力传动领域，可以方便地通过电能变换装置来控制电机的运行方
式。
其后，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也不断应用于电机控制，使电力传动系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目前，电力传动系统的工业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已遍及能源、电力、机械、采矿、冶金、轻纺、化工
、电子信息、交通运输和家用电器等领域。
由于电动机具有性能优良、高效可靠、控制方便等优点，因此，电力传动系统已广泛应用到现代社会
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假如没有电力传动，需要运动的装置和系统就难以运行。
目前小电机与传动的现状可以概括为：1）电力传动现已取代了其他传动形式，成为主要的运动控制
形式。
这是因为电动机与其他原动机相比有许多优点，比如：电能的获得和转换比较经济；传输和分配比较
便利；操作和控制容易，特别是易于实现自动与远程控制。
因此，目前绝大多数的生产机械都采用电力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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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力传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普通高等教育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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