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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象的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则严重落后。
不少高校教材内容陈旧、体系老化，这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种现象亟待
改变。
　　电机设计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领域内，电机与电器专业方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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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
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以往的电机设计教材，更多的是侧重于对设计理论的论述。
应该承认，电机设计理论的学习是重要的，其对于电机设计的实践有着理论指导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电机的工作原理是建立在电磁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由于其结构上的复杂性，使得电机内电磁
场的边界条件非常复杂，致使在进行其理论分析时，往往不得不作大量的近似和假设。
这样一来，电机设计理论中的分析计算的结果，常常只是近似的、象征性的，在工程上不具多大实际
意义。
　　如上所述，由于电机内电磁场分析的复杂性，完全靠理论上推导的计算公式是不准确的。
因而，在电机设计的工程实践中，人们引人了大量经验的、类比的和旁推的方法，并由此得出了许多
在电机设计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计算办法，进而形成了整套的计算公式，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电机设计
程序。
在这些设计程序中，仅仅在推导电机的各种参数和物理量的计算公式时，电机设计理论起着指导性的
意义。
而在电机设计的实际操作中，往往都是运用一些计算公式进行初等数学的运算。
除此以外，需要的是设计上的工程实际经验。
　　由此可见，电机设计这门课程实际上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课程。
如若在电机设计的大学教学中，仍然沿袭以前传统的教学方法，电机设计课程的课堂上讲授的还是大
量的设计理论，教材中还是充斥着大量的理论分析内容，显然不能满足工程实际和教学改革的需要。
　　什么样的电机设计教材，既能保持设计理论分析上的需要，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呢？
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本书正是出自上述思考和探索，为推出一本崭新的电机设计教材所做的大胆尝试。
　　首先，笔者将电机设计的基本理论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将其浓缩成为第1章——电机设计基础
理论，而在传统教材中，几乎是该书的全部讲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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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论述电机设计的基础理论及具体的设计方法。
全书共分6章，分别包涵了电机设计基础理论、异步电机设计、同步电机设计、直流电机设计、变压
器设计和特种电机设计六大部分内容。
本书第1章精辟地论述了电机的主要参数之间的关系、磁路计算、参数计算、损耗与效率计算等电机
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随后的各章，分别论述了各种电机的具体设计方法，给出了完整的设计程序，
还附有实际的算例予以示范。
本书编排独特、构思新颖、基础理论论述精练、设计程序丰富、实际算例详实，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
材和参考书，还可供有关技术人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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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电磁振动及噪声　　当电动机由变频电源供电时，电动机气隙中的空间高次谐波与时间高
次谐波叠加，使气隙中的高次谐波磁通增加。
有的时间高次谐波达数千赫兹的频率，使电动机各部分产生振动和噪声。
　　当旋转电动机不平衡而产生的机械振动与电磁振动一致而产生共振时，电动机产生强烈的振动和
噪声。
　　在工频电源供电运行时，要避免与50Hz频率相关的固有频率产生共振是容易的。
但变频调速运行时，频率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要避开各个部件各自的固有频率相当困难。
这就极易在某一频率下发生共振，使得电磁振动及噪声增大。
　　电动机振动及噪声产生的机理如图2-3所示。
　　图2-3电磁振动力传递的路径是这样的：第一条是通过转子转给转轴，由轴承再分两路，一路直接
传递给冷却风扇，另一路通过轴承支架传递给电动机机壳和风扇罩盖。
第二条路径是通过电动机机壳传递给轴承支架，轴承支架又分两路，一路直接传递给风扇罩盖，另一
路通过轴承传递给冷却风扇和电动机转子。
　　高次谐波中较低次谐波易引起转子和定子发生共振，而使其固有振动频率附近的振动增加。
此外，高次谐波所产生的脉动转矩可使振动进一步增强。
　　转子或定子铁芯的周期性电磁振动，将使电动机外壳和轴承架等产生强度不等的噪声。
此外，由于加工或电动机的装配不良而引起的转子在定子内孔中偏心，因而引起气隙不均匀；由于转
子外圆加工不良引起的转子铁芯相对轴线的偏心；由于定、转子槽数配合不当、槽口形状、气隙大小
不合理等，也会引起振动和噪声。
这些振动和噪声，会由于变频电源中的高次谐波的作用而变得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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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什么样的电机设计教材，既能保持设计理论分析上的需要，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呢?这是
笔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本书正是出自上述思考和探索，为推出一本崭新的电机设计教材所做的大胆尝试。
　　本书主要论述电机设计的基础理论及具体的设计方法。
全书共分6章，分别包涵了电机设计基础理论、异步电机设计、同步电机设计、直流电机设计、变压
器设计和特种电机设计六大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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