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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进度不断加快，走工学结合、校企合作
之路是当前改革的方向，项目教学、任务驱动（引导）等现代教学方法的不断涌现，给教材建设与改
革提出新的考验。
本书以项目教学和任务引导等现代教学方法为背景，根据高职理论够用，突出实践，强调“做中学、
学中做”的教材建设与改革思路，介绍电磁路的实践内容与分析方法。
　　本书从实践引入，介绍电磁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物理量和基本规律（定律、定理），
由浅人深，逐步介绍电磁路的分析步骤和常用方法，也介绍供配电路、安全用电、电动机和电磁路测
量的知识。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及自动化、应用电子技术等相近专业的电工基础、电路分析
和电工电子（电工部分）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工行业相关工程人员的培训教材或参考用书，是高
职高专的首选教材。
本书建议授课学时为60学时。
　　本书共分9章，第1章为直流电路实践与分析、第2章为正弦交流电路实践与分析、第3章为三相交
流电路实践与分析、第4章为非正弦周期信号电路、第5章为动态电路、第6章为磁路实践与分析、第7
章为供配电路与安全用电、第8章为电动机、第9章为电磁路测量基础。
每章中有例题，部分小节附有思考与练习，每章还附有习题，以帮助读者顺利地完成项目和任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先实践后分析，强调“做中学、学中做”，在内容选择上，力求新知识
、新技术，减少数学推导。
本书力求语言简洁，便于学习。
书中打*号的部分是选用模块，可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叶战波和钟剑峰提供了一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电力半导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工电子技术不断更新，新情况和新技术不断出现，给本书的
编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加上编写时间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诸多不妥之处，请读者谅解，并
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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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高职高专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及自动化、应用电子技术等相近专业的电工基础、电路分析
和电工电子(电工部分)课程的建设与改革需要而编写的一本通俗易懂的教材。
全书从实践引入，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电磁路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物理量和基本规律(定律、定
理)，由浅人深，逐步介绍电磁路的分析步骤和常用方法，也介绍了供配电路、安全用电、电动机和电
磁路测量的知识。
　　本书可供高职高专院校用作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及自动化、应用电子技术等专业的电工基础、电
路分析和电工电子(电工部分)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机电类、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人员用作参考用书和
自学用书，还可以作为电工行业相关工程人员及再就业者的培训教材或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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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实践原理　　（1）电流表和电压表的使用　　电磁路测量仪表可分为指示式、比较式、数字式
、记录仪和示波器等，其中指示式测量仪表最为常用。
按照工作原理可分为磁电式、电磁式、电动式、感应式、静电式和振簧式仪表等。
各种指示式仪表主要由驱动装置、反作用装置和阻尼装置3部分组成。
驱动装置的作用主要是利用仪表中通入电流后产生的电磁作用力驱动指针偏转，驱动力矩与通人的电
流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如果仅有驱动力矩，那么仪表的指针只能是满偏，不能反映被测量的大小。
要使指针能按被测量的大小产生相应的偏转，必须有反作用力矩与驱动力矩相平衡。
反作用力矩可利用弹性力（如游丝）、电磁力或其他力产生。
当反作用力矩与驱动力矩相平衡时，指针就静止在一定的位置上。
　　在测量时，为了使指针能很快稳定在平衡位置，以缩短测量时间，还需要有一个与转动方向相反
的阻尼力矩，如空气阻尼装置。
空气阻尼装置是用铝制的翼片装在转轴上并置于阻尼室内运动，使转动部分的动能克服空气的阻力而
消耗掉。
此外还有采用液体或电磁阻尼装置的。
指示式仪表除包括驱动装置、反作用装置和阻尼装置外，还有由指针和刻度盘构成的读数装置，以及
起保护作用的外壳和装在外壳上的校正器（调整螺钉等）。
　　①直流电流的测量：在测量时应将电流表（安培表）串联在被测电路中，被测电流由电流表的
“+”端流入，“－”端流出。
电流表的内阻都非常小，绝不允许将电流表并接在被测电路的两端。
　　电流表表头允许通过的电流很小（约几十微安到几十毫安的范围内），在测量大电流时应采用分
流的方法。
分流电阻有内附和外接两种。
在内附方式中，有些电流表的正端有好多个接线端子，分别用于测量不同量程的电流。
变换量程时必须在仪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以防烧坏仪表；也可以用一根短接线将电流表两接线端子
短接后再改变量程，操作完毕后再除去短路线，然后再读取测量值。
　　②直流电压的测量：在测量时应将电压表（伏特表）并联于被测电路的两端，即将“+”端与高
电位点相连，“－”端与低电位点相连。
为了使电压表并入后不影响电路原来的工作状态，要求电压表的内阻远大于被测负载的电阻。
　　一般测量机构本身的内阻不是很大，所以在电压表内串有阻值很大的附加电阻。
在测量直流高压时都采用串联电阻的方法来扩大量程。
　　③电流表、电压表的选择：在电磁路实践操作中，经常会大量使用各种电流表、电压表等测量仪
表。
在选择这些仪表时，应根据操作电路的要求来选用。
一般情况下，在无法估计合适的量程时，应先选用高量程仪表来试测，然后根据试测结果选用适当量
程的仪表进行测量。
对于电流表、电压表来说，适当的量程是指在测量中仪表的指针偏转在满刻度的2／3位置附近。
若仪表量程选择过大，指针偏转接近仪表的下限，会增大测量误差；若仪表量程选择过小，指针偏转
超过仪表的满刻度位置，可能会损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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