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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的特点，以及电力电子技术和电机学基础，重点介绍了多种运
载工具的电力系统：传统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电力－动力传动系统、电力系统架构、系
统控制策略、牵引方法和原理、汽车电力系统的建模和仿真技术；飞行器电力系统（发电系统、电力
负载、交流和直流配电系统）的构成。
简要介绍了多电飞机的概念，进一步描述了太空飞行器和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以及航空航天电力
系统的建模、实时状态和系统稳定性评估等关键技术；船舶和潜艇的电力系统构成、多电船舰、集成
电力系统、脉冲功率技术等概念。
　　本书还对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的共同理论和技术进行了研究：电池、燃料电池、光伏电池、超级电
容的建模技术；高级电机驱动技术；运载工具多变换器动态特性及分析技术；恒功率负载及其对运载
工具分布式交流电力系统的影响分析。
　　本书主要读者为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为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电气、电子、电机）的
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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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li Emadi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电动车领域的专家，长期从事电动车及混合动力电动车电机及其驱
动控制系统的研究开发。
此外.作者还多年从事航空、航天电力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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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4章 汽车电气系统　　内燃机汽车刚出现时，汽车电气系统只用于点燃汽缸中的混合气体。
在汽车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电气系统一直是设计和决定整车性能的重要环节。
1912年以前，如何有效点燃汽缸中的混合气体是设计者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人们先后尝试了明火点火、热线点火和热管点火，但由于点火时间无法准确控制，效果均不理想，同
时这些方法实现起来也很困难。
在汽缸里产生电火花是很容易想到的点火方法⋯，最初人们使用低压系统进行电气点火，其电源为干
电池。
电池的一端经电感和绝缘套管进入气缸形成一个固定电极，电池的另一端连至气缸内的一个可动电极
，该电极经外部凸轮驱动，和固定电极瞬时接通或断开。
当内部两个电极接通时，电感中建立电流，当电极断开时，电极之间产生放电火花，从而点燃气缸中
的混合气体。
该点火系统在单缸和多缸发动机中都曾使用过。
由于低压点火很难准确控制点火时间，因此接下来开始在汽缸中使用火花塞，通过高压保证在燃烧室
压力很高的情况下也能电离火花隙的混合气体，从而保证可靠点火。
这类系统早期使用一种称为磁电机的交流发电机作电源。
根据铁心上除6V主绕组外是否安装高压绕组，磁电机可分为高压和低压两种。
在手摇起动时，主绕组由干电池供电。
随后出现了基于火花线圈的点火系统，该系统通过安装在发动机舱内的火花线圈给分电器中心电极提
供几乎连续的高压。
该点火系统的核心是一个木壳变压器，一个绕组用于驱动类似继电器的开关，当线圈磁场建立后，吸
动开关断开变压器一次绕组，一次绕组电流的突然中断，在二次绕组中感应出20kV甚至更高的电压，
然后通过分电器送至适当的汽缸中。
由于高压的产生实际上是连续的，所以这一机电系统听觉噪声和电噪声都很大。
　　1908年，凯特琳发明了单火花、断电器点火系统，这是汽车电气系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
该系统解决了磁电机和振动的火花线圈的主要缺陷。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基于断电器的点火系统，它们都是通过机械触点中断线圈电流来产生
高压，其主绕组电压都是6V。
主绕组中触点断开时会产生电弧，这很容易使触点烧蚀直至损坏。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触点两端并联了吸收电容器。
1932年，福特推出了压缩比更高的V8发动机，要求将主绕组电流提高到10A以上。
如果仍采用断电器点火，由于触点通断电流很大，所以最多6000英里就需要对触点进行维护或更换，
这显然不太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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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目前日益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人们越来越重视各种运载
工具的高效节能和环保，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的研究也愈趋深入。
《车辆、航海、航空、航天运载工具电力系统》即是适应这一发展趋势而出版的专著，书中全面地介
绍了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的基本情况，并详细地介绍了各类运载工具电力系统的原理、构成及其关键技
术，如传统汽车的电力系统、电动车和混合动力电动车的电力系统、船舶电力系统、各种新储能技术
的运用及其建模分析，并介绍了其他书中不多见的国际轨道空间站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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