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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正逐步朝着大众化教育方向转型。
当前，教育对象的特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则相对滞后。
部分教材内容陈旧、体系老化，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电机与拖动”是“自动化”专业领域内各专业方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许多新技术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对该门课程的教材内容提出了
更新要求。
“电机与拖动”的相关教材虽已有多种版本，但其中“电机学”的内容在编写体系上大都沿用电机制
造专业的教材编写方法。
教材中关于结构的介绍过于繁杂，内部的电磁现象的描述过于细致，已不能适应“自动化”专业需要
。
　　此外，由于教学改革的需要，专业课的学时数已大幅精简。
因而，课程内容与学时之间的矛盾更显突出，这便要求该门课程的教材在篇幅上大幅精简。
　　本书正是出于上述考虑而编写的一本新的“电机与拖动”教材。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对其中的一些内容做了增减，如在“电机原理”部分，舍去了各种电机的内部结
构和电磁现象的细节描述；在“电力拖动”部分，舍去了一些繁杂而不实用的内容；在“电力拖动系
统中电动机容量的选择”部分，加入了工程中较为实用的确定电动机容量的统计法和类比法。
因此，不仅能满足当前减少学时，精简内容的教改要求，而且更具实用性，更能适合“自动化”专业
的需要。
　　本书由南昌大学戴文进教授和陈瑛老师担任主编，负责全书的总体构思和统稿工作。
戴文进教授撰写第2章“电力拖动系统动力学基础”、第7.7节“自控式三相同步电动机”、第8章“控
制电机”，以及第9.2节“连续工作方式下电动机容量的选择”。
陈瑛老师撰写第3章“直流电机”、第4章“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以及第7章“同步电机”（除其
中的第7.7节）。
肖倩华老师撰写第5章“异步电机”和第6章“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
夏永洪老师撰写了第1章“变压器”和第9章“电力拖动系统中电动机容量的选择”（除其中的第9.2节
）。
　　本书所有作者都长期在“电机与拖动”课程的教学第一线，且对该门课程的教学改革也有一定体
会。
但毕竟水平有限，加之本书在结构体系和内容取舍上均作了较大改革，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
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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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机与拖动》主要论述电机原理与电力拖动基础。
《电机与拖动》涵盖变压器、直流电机、异步电机、同步电机、控制电机等电机学内容，以及电力拖
动系统动力学基础、直流电动机的电力拖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力拖动、电力拖动系统中电动机容
量的选择等电力拖动的内容。
每章安排有例题与习题，《电机与拖动》后附有部分习题参考答案。
　　《电机与拖动》可作为自动化专业“电机与拖动”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其他相关专业的“电机
学”课程和“电力拖动基础”课程的教材，还可供有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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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变压器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来改变电压的一种静止的电能转换装置，广泛应
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本章以普通双绕组电力变压器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介绍变压器的用途、分类、基本结构和额定数据
；之后重点研究单相变压器在稳态和对称运行条件下的基本原理及运行特性，对于三相变压器仅就其
特点加以论述；最后，简单地介绍两种特种变压器的结构特点及其工作原理。
　　1.1　概述　　1.1.1　变压器的用途　　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它运用电磁感应原理，将
一种交流电能转换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交流电能。
　　在电力系统中，为了将发电站的大功率电能输送到远距离的用户区，采用高压输电才是经济合理
的。
因为当输送的功率一定时，电压越高，线路中的电流就越小，则输电线路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也越小
。
因此需要采用升压变压器，将发电机发出的电压（通常只有10.5 kV～20 kV）逐级升高到220 kV～500
kV；当电能输送到用户区后，又需要采用降压变压器，将其逐级降到各种配电电压，供动力设备和照
明设备使用。
由此可见，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变压器在其他部门中也被广泛应用，如测量交流电能的仪用互感器，用于整流、高压实验
、矿井等特殊场合的专用变压器，用于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小功率变压器等。
　　1.1.2　变压器的分类　　变压器有多种分类方法。
下面将按变压器的用途、绕组数目、相数、冷却方式和冷却介质分别进行分类。
　　（1）按用途分：有电力变压器和特种变压器；　　（2）按绕组数目分：有双绕组变压器、三绕
组变压器和自耦变压器；　　（3）按相数分：有单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　　（4）按铁芯结构分
：有芯式变压器和壳式变压器；　　（5）按冷却方式和冷却介质分：有用油冷却的油浸式变压器和
空气冷却的干式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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