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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是西安交通大学电工电子教学实验中心在开展国家工科基础课程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国家
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电工电子技术（电工学）”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基础上，依据
教育部制定的工科高校“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为适应高等学校工科非电类专业“电
工电子技术”课程改革的需要而编写的。
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与我校王建华主编的《电子技术（电工学Ⅱ）》配
套使用。
　　编写本教材的指导思想是：　　1.电工技术是研究物质的电磁客观规律并用于实践的科学技术。
教材体现我校电工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保基础、重实践、少而精”的传统，教学内容紧扣教学大纲，
在介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和突出工程应用，满足较少学时教学的需要
。
　　2.整合课程内容，注重系统概念和系统特性的介绍和论述。
“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时数有限，又要不断引入新的教学内容，当然存在教学体系中有限课程
容量与无限膨胀的课程内容之间的尖锐矛盾。
教材在编写中，从课程内容系统的观点出发，重视外部特性，重视应用技术；基础知识的引出“重神
轻形”，力求理论形象直观。
　　3.电磁现象的普遍性决定了电气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必然的和内在的联系，
电工技术具有基础性，同时具有极强的交叉性和渗透性。
为了满足不同专业学生利用与电气工程学科交叉、渗透、融合来促进其本身学科的学习和开拓新学科
领域的需要，教材在发展上下工夫，内容涵盖了电气工程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领域，例如电路与系统、
电机与电器、电力系统、供电与用电、测量技术、控制技术等。
　　4.力求反映电气工程学科的新成就和新进展。
为了适应电工技术的迅猛发展，课程的教学内容要努力把握学科发展的脉搏和特征，力求反映学科前
沿和具有时代特征。
教材论述了各种电机的应用领域和发展方向，基于S7-200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介绍可编程序控制器的
应用方法，引入了PSpice通用电路分析软件、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光学电流互感器、软测量
技术、虚拟仪器、模糊传感器等发展和探索性的内容。
　　教材共10章，参考学时为60～80。
第1、2、5、10章由刘晓晖编写，第3、6、7章由刘晔编写，第4章由王建华编写，第8、9章由陈国联编
写。
全书由刘晔统稿。
西安交通大学电工学教研室夏建生、杨振坤、唐胜安和常弘等老师参加了编写大纲的制定。
　　哈尔滨工业大学吴建强教授仔细审阅了教材的全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的大力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借鉴了有关参考文献。
研究生杨新伟、张璐、王斌、师丹、孙培培、惠培智、单诗阳和蔺晓姣为书稿的录入、绘图及习题解
答做了许多工作。
在此，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代电工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限于编者水平，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使用教材的
教师、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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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西安交通大学国家精品课程“电工电子技
术（电工学）”主教材。
《电工技术（电工学1）》包括电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定理、电路的分析方法、正弦交流电路、供配
电技术基础、电路的暂态分析、磁路与变压器、电机、继电接触器控制、可编程序控制器、电气测量
共10章内容。
各章配有丰富的例题、习题、练习题和思考题，《电工技术（电工学1）》最后提供了部分习题的参
考答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为方便教师教学，《电工技术（电工学1）》配有免费电子教学课件。
　　《电工技术（电工学1）》可与我校王建华主编的《电子技术（电工学Ⅱ）》配套使用，可作为
高等学校工科非电类专业本科生、大专生及成人教育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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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电力系统发电机容量和输电电压的不断提高，要求生产更大容量、更
高电压的电力变压器。
同时，为了加强电力系统的集中控制，改善供电质量，应该生产有载调压和有自动调压装置的电力变
压器。
2008年7月，世界首台1000：MV～1000 kV特高压变压器在我国通过全部试验，第二台、第三台（3台
一组）产品顺利通过试验并成功发运，在湖北荆门变电战顺利通过局放试验，标志着世界首条1000 kV
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核心主设备安装、试验工作初战告捷。
　　6.4.1 变压器的分类与结构　　变压器种类繁多，用途、容量、材质、结构、体积、外形和重量等
的区别十分巨大！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变压器进行分类。
按用途分：电力变压器，仪用变压器，试验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电源变压器、音频变压器、脉冲变
压器、恒压变压器、耦合变压器、自耦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电炉变压器、电焊变压器）；按电源相
数分：单相变压器、三相变压器、多相变压器；按绕组分：双绕组压器，三绕组压器，多绕组压器，
自耦变压器；按铁心形式分：心式变压器（用于高压的电力变压器），壳式变压器（用于大电流的特
殊变压器，如电炉变压器、电焊变压器；或用于电子仪器及电视、收音机等的电源变压器），卷铁心
变压器，立体铁心变压器；按铁心或线圈结构分：心式变压器（插片铁心、C型铁心、铁氧体铁心）
，壳式变压器（插片铁心、C型铁心、铁氧体铁心），环型变压器，金属箔变压器；按容量分：630
kVA以下为小型变压器；800～6300 kVA为中型；8000～63 000 kVA为大型；按冷却方式分：干式（自
冷）变压器、油浸（自冷）变压器、氟化物（蒸发冷却）变压器；按冷却条件分：油浸自冷，油浸风
冷，油浸强油循环吹风，油浸强油水冷；按防潮方式分：开放式变压器、灌封式变压器、密封式变压
器；按调压方式分：有载调压和无励磁调压；按中性点绝缘水平分：全绝缘和半绝缘；按绕组导线材
料分：铜线和铝线；按结构分：全密封、非晶合金、调容、防雷、.预装箱式、组合式、柱上单相、地
下、超导变压器等；按工作频率分：高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低频变压器：等等。
　　变压器虽然种类繁多，用途各异，但是它们的基本构造和作用原理是相同的，主要由电路和磁路
两部分所构成。
变压器中用来传递电能而又彼此绝缘的线圈，一般称之为绕组，根据它们相对T作电压的大小可分为
高压绕组和低压绕组。
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电磁耦合作用，绕组都绕在闭合的铁心柱上。
按绕组和铁心之间的结构形式，变压器可分为心式和壳式两种（图6.4.1）。
心式变压器的特点是绕组包围着铁心，结构简单，一般用于容量较大的场合。
壳式变压器的结构特点是铁心包围着绕组，一般用于较小容量的变压器。
　　图6.4.2是常用的把器身放在灌满变压器油的油箱内的所谓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外形。
变压器绕组和铁心是变压器的主要部分，统称为变压器器身。
铁心是变压器的主磁路，为了提高导磁I生能和减少铁损，电力变压器的铁心用0.35 mm厚、表面涂有
绝缘漆的硅钢片叠成。
图6.4.3是几种常见的变压器铁心形状。
绕组是变压器的电路部分，一般用绝缘铜线或铝线绕制而成，近年来还有用铝箔绕制的。
为了使绕组便于制造和在电磁力作用下受力均匀及机械性能良好，一般电力变压器都把绕组绕制成圆
形的。
在结构形式上，绕组有同心式和交叠式之分（图6-4-4）。
较大容量的变压器还具有冷却设备、保持装置及出线装置等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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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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