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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以变压器、直流电机、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四类典型通用电机为研究对象，仔细翔实地阐述
了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运行特性，涵盖了有关电机的完整而简明的基础知识，重点强调了理论分析
、现场应用和技术实践，为电力专业人员正确处理故障提供了所必须掌握的知识点，有助于提高专业
人员技术水平，从而间接提高电网可靠运行水平。
　　电机原理及其应用是电气工程类学科的基础，本书可用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教材
，为即将踏入电力行业门槛的同学们做好知识储备，也可作为注册电气工程师的考试教材用书，还可
供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因为针对人员广泛，本书编写思路和特点如下：　　1．本书在内容的选取、编排上进行了多方面的
探索，更追求实用性和针对性，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前后呼应地介绍了各个知识点，通俗易懂，十
分适宜自学。
书中内容与现场实际结合紧密，从实践中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使枯燥的电机学理论学习不再枯
燥无味，对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十分有利。
　　2．因为电机原理及其应用的研究范围广、内容多，本书针对实际，精心组织，突出重点，减少
章节层次，压缩全书篇幅，同时兼顾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做到了主次分明。
考虑到现场实际情况，全书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变压器和交流电机，而对直流电机内容进行了简化。
　　3．本书对电机领域的新技术和生产实践中热点难点问题给予适当的关注。
作为教材，做到了丰富教材内容；作为参考用书，指导了问题的思考方向。
如高次谐波问题和不对称问题。
　　4．本书的每章小结画龙点睛，对知识点的掌握和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切实做到了针对
性和实用性。
本书大量使用了图片，不但简化了文字，还更加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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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5篇30章，从应用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变压器、感应电机、同步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基本结构
、运行原理、运行性能。
本书在内容的选取、编排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更追求实用性和针对性，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前
后呼应地介绍了各个知识点，通俗易懂，十分适宜自学。
书中内容与现场实际结合紧密。
    本书可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为即将踏入电力行业门槛的同学们做好知识储
备，也可作为注册电气工程师的考试教材用书，还可供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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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路的角度以宏观方式研究电机。
其核心就是通过数值仿真方法展现电机在各种运行状况下的动态特性，包括实际电机中可能无法实现
的一些特定的极限工况或故障行为，均可通过计算机进行理念性实验。
在新型电机研制过程中，数值仿真方法可以起到降低研究成本、缩短研究周期、揭示运行规律的重要
作用。
　　此外，从最新发展趋势看，以场、路结合的方法研究电机也已经推行，前者用于联系电机内部的
物理过程，后者用于考察电机的端口行为和外部特性。
二者耦合求解，对电机的宏观和微观了解就可以更为深入。
不过，本课程在阐述各类电机的基本原理和运行特性时，主要还是采用前面介绍的若干常规方法，其
具体内容将在有关章节中逐一详细说明。
　　三、本课程的任务　　本课程是一门技术基础课。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可获得电机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习专业课做好准备，为今
后从事有关的专业工作打下基础。
　　学习本课程后，应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对磁路的计算方法及交、直流磁路和铁心线圈
的性能应有基本的了解。
　　（2）对变压器和3种主要电机（直流电机、感应电机和同步电机）的基本结构要有一定认识。
对各种电机中气隙磁场的性质和时空关系要有深入的了解。
　　（3）对各种电机正常稳态运行时的分析方法和运行性能，要牢固掌握。
要能正确地建立电压方程和转矩方程，明确电机中的能量转换关系；对稳态运行时电机的参数要有清
晰的物理概念；、能熟练地运用等效电路（相量图）和复数来计算电机的性能和主要运行数据。
　　（4）对机电装置中的能量关系，感应电动势、磁场储能、电磁转矩和机电能量转换过程，以及
持续进行机电能量转换的条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从长远来看，如能举一反三，就能触类旁通地分析、研制和开发各种不同的新型电机和特种电机。
　　（5）对同步电机的不对称运行和直流电机、同步电机及感应电机在动态情况下的分析方法和相
应的参数要有基本的物理概念；对一些典型的运行方式和动态过程要能作出正确的分析。
　　（6）初步掌握用计算机来计算电机中稳态和动态问题的方法。
　　（7）既要掌握各种电机的共性（如电动势、磁动势和电磁转矩的产生和算法、旋转电机的分析
方法等），使学到的知识能够融会贯通；又要掌握各种电机的个性和特点，以便结合实际，对具体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8）了解电机的有关工程性问题，如发热和冷却、励磁系统、各种电机的应用范围、电机的额
定值、主要电机的各种性能数据（效率、过载能力、启动性能数据、主要参数）范围等。
　　（9）通过实验，熟练掌握电机的基本实验方法和操作技能，如运行性能、损耗、稳态参数的求
取和测定方法，电动机的启动和调速、发电机的建压和调频、调压等；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评定
，并初步具有检查电机故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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