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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电气控制技术的发展，职业学校电机与电气控制课程的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统的教学内
容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本书的编写尝试打破原来的学科知识体系，按现代企业的电气
控制流程来构建技能培训体系，即：机械设备需求一控制过程一电气控制原理图一选择元器件一控制
线路板装接。
　　通过本书的学习将使学生具备电机及其相应控制电路的知识和直接从事电气控制电路的设计和安
装的基本技能，帮助学生掌握一般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电路的设计、安装工艺和流程。
　　本书既强调基础知识，又力求体现本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教学内容与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规范相结合。
在编写体例上采用新的形式，简洁的文字表述，加上大量实物图片及表格，直观明了。
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教学实际，尽可能地降低理论深度和难度，每一
章都通过具体的应用实例引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置“想一想”小栏目，启发学生思考，培养
分析问题的能力，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设置“练一练”小栏目，适合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法。
技能训练中采用如下写法：第一，改变以往验证性实验为主的教学模式，加强了安装控制电路等工程
应用的实训内容；第二，由测量数据和指标为主的验证实验转向完成工作任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为主
的技能训练；第三，精心设计每一个实践项目的任务，将关键知识点融合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每次技能训练都有严格的评分标准对学生的实训过程进行评价，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适应现代企业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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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参照中等职业学校电机与电气控制教学大纲与维修电工的职业技能鉴定规范编写的。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变压器、直流电动机、交流异步电动机、特种电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电动机的
基本控制电路，常用机床控制电路的组成及工作原理，以及与理论知识相配套的实践技能训练项目。
　　本书表述简洁清楚，通俗易懂，重点突出，教学内容贴近生产实际，贴近岗位需求，强调实用，
突出“在学中做、在做中学”，符合现阶段中职学生特点，适合中等职业教育电类专业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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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定子　　定子包括机座、主磁极、换向磁极、前后端盖和电刷装置等几个部分。
　　机座一方面作为电机磁路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其上安装主磁极、换向极，并通过端盖支撑转
子部分。
机座通常为铸钢件经机械加工而成，也有采用钢板焊接而成，或直接用无缝钢管加工而成。
主磁极的作用是产生定子的主磁场，它由主磁极铁心和励磁绕组组成。
主磁极铁心是用1～2mm钢板冲制而成，主磁极绕组是用电磁线（小型电动机）或扁铜线（大、中型
电动机）绕制而成。
　　换向极是位于两个主磁极之间的小磁极，又称附加极，用以产生换向磁场，以减小电流换向时产
生的火花，它由换向极铁心和换向极绕组组成。
换向极绕组一般与电枢绕组相串联，并且安装在两个相邻主磁极间的中性线上。
　　端盖用以安装轴承和支撑电枢，一般为铸钢件。
　　电刷是电枢与外电路连接的桥梁，其作用是：在直流电动机中把外加电源引入电枢；在直流发电
机中把电枢中的电动势（电流）引出。
电刷主要由碳、石墨及铜构成，碳有助于换向，石墨有助于润滑，铜有良好的导电性。
　　（1）石墨电刷：由天然石墨制成，质软而润滑，固有电阻及接触电阻低，适合于中低压大电流
电动机。
　　（2）碳质电刷：由碳、石墨及铜粉制成，质细密而坚硬，接触电阻及摩擦系数大，适用于小容
量低速电动机。
　　（3）金属石墨电刷：用铜的金属粉末及石墨制成，金属成分占50％～90％，固有电阻及接触电阻
非常低，容许电流大，适用于低压大电流电动机。
　　电刷压在换向片上不可太紧或太松，太紧磨损强烈，太松则接触不良，电刷与换向器的接触型式
一般采用垂直方式，尤其是正反转方向经常变动的电动机，更必须保持垂直。
　　2.转子（电枢）　　转子是直流电动机实现能量转换的枢纽，又称为“电枢”。
电枢包括电枢铁心、电枢绕组及换向器。
　　电枢铁心的主要作用是导磁和嵌放电枢绕组，一般由厚度为0.5 mm的硅钢片叠压而成，片间均匀
喷涂绝缘漆。
　　电枢绕组的作用是作发电机时产生感应电动势，作电动机时通过电流产生电磁转矩，实现机电能
量的转换。
　　换向器又称整流子，换向器的作用是作发电机时将电枢导体感应的交流电压经由电刷转变成直流
电压输出，作电动机时将电路中的直流电压经由电刷转变成交流电压输入电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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