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轮机自动调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水轮机自动调节>>

13位ISBN编号：9787508472539

10位ISBN编号：7508472535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水利水电出版社

作者：程远楚，张江滨　主编

页数：316

字数：486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水轮机自动调节>>

前言

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离心式调速器以来，水轮机调速器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采用，使水轮机调速器的实现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为新的
控制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手段与平台。
近20年来，微机调速器已在水电站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的精
神，加强教材建设，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与指导下，新编了本教材
。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近几年高等学校在不断调整和设置新的学科专业，努力拓宽专业口径，适应我
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对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安排作了很大变动。
为满足新形势下水利水电类专业和能源动力类专业对水电机组控制课程的需要，本书反映了水电控制
设备设计、制造和运行的新技术与新进展，介绍了水轮机控制系统的研究成果。
在专业术语和符号定义上除少量沿用习惯外，尽量采用IEC和国家标准规范的定义。
现代水轮机微机调速器可实现各种复杂的控制功能，除完成转速调节外，还可实现开度控制、功率控
制、水位控制、流量控制、效率控制、开停机过程控制等功能。
现在的调速器与其字面上的“调速”功能已相差甚远。
因此，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362-1997《水轮机控制系统规范导则》新的规范中，把原来的“水轮机
调速系统”更名为“水轮机控制系统”，我国最新的国家标准GB／T9652-2007也将原来的“水轮机调
速器与油压装置”改为“水轮机控制系统”。
但是，“水轮机控制系统”又与“水轮机调节系统”容易发生混淆，所以本教材仍沿用传统的“调速
器”名称，它简单明确地表明了“水轮机控制系统”的基本作用就是“调节水轮机转速”，又便于区
分、符合习惯。
同时，现代水轮机的调节任务又是由控制装置自动完成的。
因此，本书定名为“水轮机自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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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水轮机调节系统的任务、组成与工作原理，深入分析了水轮机调节系统的工作特性与
机组并列运行特性；详细讨论了水轮机微机调速器的硬件结构、工作原理、频率测量方法、控制算法
、调节模式与实现方法，介绍了不同型式的液压随动系统与油压装置；建立了水轮机系统各个环节的
数学模型；讨论水轮机调节系统的动态特性与分析方法及参数整定，调节保证计算与调速设备选择，
水轮机调节系统的调整试验与常见故障分析；引入MATLAB及其工具箱，介绍了水轮机调节系统计算
机仿真与大波动过渡过程计算。
　　本书可作为能源动力类与水利水电类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和从事水电控制设
备研究、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与运行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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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建立时间。
建立时间是指从数字输入端发生变化开始，到模拟输出稳定在额定值的±1／2LSB时所需的时间。
在实际应用中，要正确选择D／A转换器，使它的转换时间小于数字输入信号发生变化的周期。
（4）转换速率。
D／A转换器的转换速率是指大信号工作状态下模拟输出电压的最大变化率。
转换速率反映了电压型输出转换器中输出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5）信噪比。
转换器输出信号中的随机干扰成分称为噪声，用规定频率范围内的谐波总有效值来度量。
在转换器输出端测得的信号与噪声之比称为信噪比（signal Noise Ratio，简称SNR）。
这里信号指基波信号幅值的有效值。
在微机调速器中，输出的模拟信号为导叶开度控制信号，一般为经控制规律计算后得出的导叶应开至
的位置；或计算出的导叶开度与实际导叶开度的偏差信号。
对于双调整的调速器，输出的模拟信号还有桨叶角度控制信号，一般为经协联计算后得出的桨叶应开
至的位置；或计算出的桨叶角度与实际桨叶角度的偏差信号。
具体情况与随动系统形式有关，相关内容见本书第4章。
3.2.3.4频率量测量回路发电机组频率信号（转速）是水轮机调速器的反馈控制参量。
频率测量是水轮机微机调速器的关键环节，有关频率信号的测量方法见3.3，这里主要介绍频率信号测
量的硬件处理电路。
如图3.7所示，在水轮机微机调速器中，测量的频率信号有机组频率与电网频率，机组频率信号可取自
发电机机端电压互感器（TV），称为残压测频；也可取自安装在发电机主轴上的专用测速齿盘，称之
为齿盘测频。
电网频率信号来自发电机出口断路器外侧的电压互感器（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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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轮机自动调节》：高等学校统编精品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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