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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可实现系统的高效、节能、省材，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
重要基础技术，对现代科学、工业和国防都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在诸多高技术应用领域，各种传统产业，乃至照明、家电等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领域，电
力电子产品已无所不在。
这就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巨大的用户市场对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应用技术具有巨大的、持久的需求。
当前，我国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我国电力电子和电力传动产
业正面临着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和谐社会，其中明确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
我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技术已日益广泛地渗透到能源、环境、航空航天、先进制
造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等许多重要领域。
要达到我国政府提出的“十一·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绝非
易事。
由于大型电机采用调速控制方式后的节能效果十分明显并已经得到大部分工矿企业的认同，因此，电
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技术应用于节能和工艺改进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变频调速技术是当今节电、改善工艺流程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环境、推动技术进步的一种主要
手段。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现代控制理论在调速系统中的应用，变频调速已逐渐取
代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定子调速、串级调速及直流电机调速等调速方式，在工业生产中获得
广泛的应用，被国内外公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
随着节能产品之一的变频调速产品在电气、机械、化工等各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变频器产业被称为绿
色朝阳产业，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内外电气传动界的普遍关注，显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从20世纪80年代变频器引入中国，经过不断地推广和使用，变频器已经得到广大企业用户的认可
，目前在市场上有近百个品牌，上千个系列。
但是，由于大多变频器采用的原理不同，可设置功能和参数众多，不同公司的产品各有特点，且变频
器说明书中对于产品各种功能的解释过于简单、专业化，描述有时不够准确，加之一些进口变频器的
说明书在翻译上存在诸如名词术语不规范的问题，常常给用户们带来许多不便，使变频器在生产中并
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
随着变频器的应用日益广泛，了解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正确合理使用变频器，使采用变频器的传动系
统达到最佳的性能指标，以及进行正确的维护使变频器安全稳定地运行，这些都对生产第一线的技术
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编写了《变频器应用技术丛书》，包括《电气传动与变频技术》、《变频
器的使用与维护》、《变频器应用实践》三个分册。
这套丛书力求通俗易懂和结合实际，在介绍电气传动与变频技术原理的基础上，选择了在国内变频器
市场中所占份额较大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产品，介绍了变频器的选型、安装、功能设置、日常维
护和电磁兼容性等方面的内容，并介绍了变频器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目的是使工程技术人员更好地了
解、使用和维护变频器，使变频器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出最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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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变频器应用技术丛书》中的一本，针对工程技术人员在变频器应用过程中涉及的理论和技术
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电机理论、电力电子技术、检测技术以及变频器应用的控制策略等方面的内容，
以加深技术人员对变频器技术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并在书中增加了交流步进控制这一新的传动理论。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电气传动有关的基础知识、变频器中的电力电子技术、电气传动中的检测技术、直
流电机的调速控制技术、交流电机的U/f控制、交流电机的转差频率控制、高动态性能的矢量控制和直
接转矩控制、交流步进传动控制。
    本书内容丰富，注重实用，可供工矿企业、科研院所等从事变频器应用的电气人员阅读及作为培训
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相关职业技术院校的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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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由电力电子器件构成的变频器具有开关特性，在交流电动机的气隙中只能产生步进磁动势
，具有增量运动控制的基本特征。
如果放弃增量运动控制这一新兴的控制方式，过于追求理想的正弦电动势和正弦电流，付出的代价过
大而效益却不高。
　　（4）交流步进同步电动机　　微电子学、电力电子学和同步电动机的结合，可将交流电动机的
气隙磁动势由连续的旋转磁动势转换为离散的步进磁动势。
定子磁动势作步进运动的同步电动机，称为交流步进同步电动机。
小型反应式同步电动机、中小型永磁同步电动机以及大型和特大型直流励磁同步电动机都属于这一类
。
　　对于同步电动机，是把各相绕组之间的互感磁通选做电动机的主磁通，希望在电动机的气隙中形
成一种幅值不随时间变化的交链所有绕组的气隙主磁通。
由于气隙主磁通恒定不变，各相绕组闭合和断开时只需要改变和它交链的漏磁通，所以电磁时间常数
较小。
　　用普通同步电动机代替广为流行的步进电动机，将步进电动机的设计思想从组合电磁铁提高为旋
转磁场。
这就是交流步进传动的研究目的。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就从工作原理上取得了突破。
把步进电动机从组合电磁铁的高度提高到了普通同步电动机的高度，使步进传动的容量和效率都向前
发展了一大步。
　　小型反应式同步电动机定子和二相异步电动机完全相同，定子中送入交流步进磁场，定子和转子
极数相同，转子的每转步数和定子磁动势的每转步数严格相等。
由于采用三相通用变频器供电，自控式控制，不同于传统的三相反应式同步电动机，不需要起动绕组
，没有失步问题。
反应式步进电动机的定子和转子并不同步，属于减速同步电动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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