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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电子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基础技术之一，
也是传统产业改造的重要手段。
随着各种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不断涌现，电力电子技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种新颖变换器的拓扑结构及控制方法层出不穷，使变换器的性能更加完善和提高。
因此，为适应新时期对自动化专业“应用技术主导型，，人才的培养要求，编者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
、教改成果和科研积累，编写了本书。
　　本书注重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教学所需的循序渐进性。
各种变换电路的知识点相对集中，便于全面理解和掌握。
在系统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能正确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强了工程意
识。
同时在内容上充分考虑了与后续课程的衔接，做到既打好基础，又尽量避免重复。
重点和难点部分尽量翔实，便于自学。
各章节内容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
因此，在使用本教材时，可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进行适当的删减。
本书授课学时一般为40~64学时，可根据课程体系需要调整，合理安排。
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每章后均有本章小结和习题，以便于巩固复习。
全书在方法上力求简明，突出重点，强调基本概念和分析问题的思路。
　　本书主要介绍3个方面的内容。
在器件方面：除了传统的晶闸管器件之外，主要介绍各种全控型自关断器件和新型功率半导体器件，
如PIC、IPM等；对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的辅助电路重点介绍了常用的驱动电路、缓冲电路和保护电路。
在电路方面：着重分析常见的DC／DC，DC／AC，AC／DC和AC／AC这4类基本变换电路的拓扑结
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方法和工程设计方法，并且专门讨论了谐振软开关技术，以适应变换电路高
频化的发展趋势。
在应用方面：从组合变流电路的角度结合各种变换电路的具体应用，介绍了典型电力电子装置在电气
工程中的应用，并就电力电子装置对电网的影响和可靠性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和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电力电子
技术应用领域的科研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经验不足，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殷切希望广大读者与同行们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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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电子技术是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基础技术之一，也是
传统产业改造的重要手段。
本书主要从器件、电路和电力电子开关器件的辅助电路等方面介绍了典型电力电子装置在电气工程巾
的应用，并初步探讨了电力电子装置对电网的影响和可靠性问题。
本书注重学科体系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教学所需的循序渐进性，各种变换电路的知识点相对集中，便
于全面理解和掌握。
重点和难点部分尽量内容翔实，便于自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和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作为从事电力电子技
术应用领域的科研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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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4．1　电力电子器件　　电力电子器件是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基础。
电力电子器件主要用于能量变换和控制，一方面它必须具有承受高电压、大电流的能力；另一方面要
以开关模式运行。
因此，通常被称为电力电子开关器件。
电力电子器件发展非常迅速，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不同原理、不同特性的种类。
按照这些器件的开关控制特性可分为两类。
　　1．不控型　　无控制极的二端器件，如功率二极管。
其开关工作状态取决于施加在器件两端的电压，正向导通，反向关断，流过的电流为单方向的。
由于无控制极，器件不具有可控开关性能。
　　2．可控型　　可控型又分为半控型和全控型两种。
它们均为有控制极的三端器件。
半控型器件也具有单向导电性，它的开通不仅需在其阳、阴极间施加正向电压，而且还必须在门极和
阴极加正向控制功率信号。
但这类器件一旦开通，就不能通过门极控制信号使其关断，只能从外部改变加在阳、阴极间的电压极
性或减小阳极电流到某一数值使其关断。
因此，这类器件只能通过控制极控制其开通而不能控制其关断，故称为半控型器件。
晶闸管及其大部分派生器件属这一类。
全控型器件的控制极不但可控制其开通而且也能控制其关断，故称为全控型。
由于不需要外部提供关断条件，仅靠自身的控制即可关断，所以也被称为自关断器件。
这类器件的种类很多，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应用中占主导地位。
这类器件主要有电力晶体管、门极可关断晶闸管、功率场效应晶体管和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等。
按电力电子器件的驱动性质可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两种。
　　0．4．2　电力电子变换电路　　以电力电子器件为核心，采用不同的电路拓扑结构和控制方式来
实现电能的变换和控制称为电力电子变换电路。
变换电路的拓扑结构就是将有源和无源元件按照一定规则连接起来的一个网络，不同的电能变换形式
要求不同的拓扑结构。
在不同的拓扑结构中根据变换功能的要求，可能包含有不同数量和不同种类的器件或电路。
优化变换电路的拓扑结构，合理选择、确定网络中各器件的位置，利用相应的控制技术，尽可能最经
济地实现变换器的最佳功能。
这样既可减小变换器体积、重量和开关损耗，又能提高波形质量、功率因数和变换效率。
变换电路的拓扑优化是现代电力电子技术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
随着电能变换性能的不断提高，将会不断出现新的拓扑结构，必然伴随新的控制技术的诞生。
　　按照电能变换的功能，电力变换通常可分为4大类，即AC／DC变换、DC／AC变换、．AC／AC
变换和：DC／DC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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