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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计算机技术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计算机控制技术在电厂中的应用更是无所不及。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采用多媒体教学的手段，结合现场图片和录像、运行人员实际使
用的操作软件、3D动画、幻灯片等来解释相关知识，力争将繁杂深奥的理论知识，演绎成通俗易懂易
于读者接受的概念。
书后附多媒体课件供读者参考。
本书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传统教材，期望能抛砖引玉，使专业课教材能更多、更好地利用计算机技术
，快速高效地进行专业知识介绍，以适应现代大容量、高参数机组控制技术培训要求。
本书共分十四章，绪论由保定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桂梅编写；第一、四、六章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赵美凤编写；第二章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冀福生编写；第三章和第五章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
院闫瑞杰编写；第七、八章和第十二章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付爱彬编写；第九～十一章及第十三
章由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李铁苍编写；第十四章由冀福生、黄桂梅编写。
本书由李铁苍主编，付爱彬、黄桂梅副主编，华北电力大学自动化学院博士生导师韩璞教授、山西阳
光发电责任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培华主审。
韩璞教授、张培华高级工程师对本教材做了详细审核，并提出许多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编者表示真
诚的感谢。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曾得到山西太原第一热电厂周尚周、王保良、刘永岩，大同二电厂秦志国、温源
、李霞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还得到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武斌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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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本书介绍了热工测量的基本知识及温度、压力、流量、水位、氧量等常用参数的概念、测量原理和
测量仪表。
在此理论基础上，介绍了自动调节的基本知识以及调节规律，同时结合电厂实际介绍了集散控制系统
、单元机组协调控制系统、炉膛安全监控系统、顺序控制系统、汽轮机数字电液控制系统、汽轮机组
的旁路控制系统。
本书在编写中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现场图片和录像、运行人员实际使用的操作软件、3D动画、幻灯片
等来解释相关知识，力争将繁杂深奥的理论知识，演绎成通俗易懂，易于读者接受的概念。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电力技术类电厂热能动力装置和火电厂集控运行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电力职
工大学、高等院校成人教育、函授相关专业的教材，并可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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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在测量温度范围内，热电阻材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要稳定。
热电阻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变化后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度，严重时甚至不能进行测量。
例如，材料的耐高温性能较差时，可能导致材料软化变形而短路。
材料发生化学变化后，相当于将原来的热电阻更换成另一种材料的热电阻，这肯定会带来较大的测量
误差。
（3）材料的电阻率要高。
电阻率是指单位长度、单位面积导体所具有的电阻。
同样长度、同样截面积下导体的电阻率越大，式（2—18）中的Rt0就越大。
而Rt0越大，其作用和α作用相似，在同样温度变化下Rt就越大。
可见提高Rt0的数值能提高热电阻的温度测量准确度。
（4）电阻数值与温度的关系尽可能成线性。
因为通过实验的方法求得的温度和电阻之间的关系数据是有限的。
这就是说，在实际温度测量过程中，分度表中不能得到的数据要靠计算方法得到。
如果温度和电阻呈线性关系，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求得分度表上没有的温度数值，而不至于引
人过大的误差。
（5）复现性要好且容易生产出高纯度的热电阻材料。
通过一定生产工艺，成批生产的热电阻具有相同的温度电阻关系称为复现性好，这是热电阻生产制作
的重要条件。
（6）价格要便宜。
满足以上条件的热电阻材料目前有铜、铂、铁、镍以及半导体热敏电阻。
其中铜和铂在工业测量领域中使用比较广泛。
其中因不能得到纯度较高的铁，而使铁电阻特性不稳定，不能用于工业温度测量。
其他热电阻也正在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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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热力过程自动化(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职高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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