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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参考了现行高等工程专科基础教学基本要求，结合了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现状与发展趋
势，按照“三教统筹，协调发展”的思路编写。
　　本课程是将“电机学”、“电力拖动”和“控制电机”等课程有机结合而成的一门理论性和实践
性都很强的课程。
在编写时主要侧重体现出下列特色。
　　（1）侧重于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阐述，语言精简，通俗易懂，并强调基本理论的实际应用。
　　（2）在编写过程中，全篇都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总结出概念与特点并
进行推广”的编写思路，每一章都采用“总一分一总”的结构，使读者对章节重点一目了然。
　　（3）为便于读者巩固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引导应用，书中编配了大量的例题、思
考题和自测题，题目涉及面广，紧密联系理论内容，难易适中。
　　（4）教学内容模块化，各模块教学内容明确，具有针对性、可组合性和可选择性，便于不同专
业选修。
在每章的后面选配了一定数量的实验，加强动手能力。
在本书的最后还选配了电机拆装的实训指导，使整个教材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于一体。
　　（5）为了满足各专业的需要，并考虑各专业讲授的课时数相差较大（60～120课时），本书按照
多课时情况编写，内容全面，对于少学时情况，教师可根据专业需要进行删减和选择。
　　（6）书中符号和插图均采用国家新标准。
　　全书共分7章，其中第2章由湖南工业大学吕锋编写，第3章由湖南工业大学袁川来副教授编写，
第4章由湖南工业大学何献忠副教授编写，第6、7章由湖南工业大学王兵副教授编写，所有实验由周建
华编写，其余部分由湖南工业大学刘颖慧副教授编写，并担任主编。
　　全书由湖南工业大学肖伸平教授主审，并在审阅过程中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本书的顺利出版，还要感谢湖南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的领导和老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
助。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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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介绍了磁路的基本定理与定律，直流电动机、变压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
、各种微特电机的基本结构与工作原理以及拖动基础，在每章的后面设置了习题以及自测题，并配置
了相关的实验，在附录中还介绍了电动机拆装的基本方法与步骤。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及本科院校开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
办高校的工业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供用电技术和电气技术等专业的“电机及拖动”课程的教材
，也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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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观电力拖动的发展过程，交、直流两种拖动方式并存于各个生产领域。
随着工业技术的不断发展，两种拖动方式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中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在交流电机出现以前，直流电力拖动是唯一的拖动方式。
19世纪末，由于研制出了经济实用的交流电机，使交流电力拖动在工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精密机械加工与冶金工业生产过程的进步，对电力拖动在启动、制
动、正反转以及调速精度与范围等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响应方面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由于交流电力拖动比直流电力拖动在技术上难以实现这些要求，所以20世纪以来，在可逆、可调速与
高精度的拖动领域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是采用直流电力拖动，而交流电力拖动则主要用
于恒转速系统。
　　虽然直流电力拖动具有调速性能优异这一突出优点，但是由于它具有电刷和换向器，使得它的故
障率较高，电动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其电压等级、额定转速、单机容量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交流调速不断进步和完善，在调速性能方面由
落后状态直到可以与直流调速相媲美。
今天，交流调速在很多场合已经取代了直流调速。
在不久的将来，交流调速将完全取代直流调速，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电力拖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一电机的拖动控制阶段，很多工作机
械都是由一台主电机来作为动力，通过天轴和机械传动的方式进行，往往在一个车间就只有一台电动
机，对电机的控制采用继电一接触器，这种工作方式噪声大、效率低、指针精度差；第二阶段，电力
拖动走向了单机拖动的时代，一台电机拖动一台机械设备，采用模拟电路与晶闸管等电力电子器件进
行控制，与前一阶段相比，电机的利用率、加工精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第三阶段，电机的拖动控制
向单独的器件发展，即一个旋转部件由一台电机拖动，采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等数字控制设备进行控制
，先进的控制方法也逐渐在电力拖动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法拉第刚刚发明第一台发电机的时候，这台小小的装置只能使电流表的指针轻微偏转。
有人问他，耗费那么多心血发明这玩意有什么用。
法拉第反问道，新生的婴儿又有什么用呢？
正是这个新生的婴儿推进了以电气化革新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一大
步，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电机理论学者和发明家。
　　目前随着计算机技术、控制理论和技术以及电力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电机与电力拖动技
术正如虎添翼向着更高的层次不断发展。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电机与电力拖动技术将会向数字化、高智能化的方向迈进，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可
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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