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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电子技术和运动控制系统是高等院校电类自动化专业的两门重要课程。
两者具有综合性强、内容更新快、实践性强等显著特点，且两者的教学内容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的实验教学依附于各自的理论课程而开设。
为了强化实验教学、更好地开展实验教学活动，特别是便于综合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开展，我们对这两
门课程的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
在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两门课程的特点、教学重点和难点，以及知识关联性等的基础上，我们规划和设
计了这两门课程的统一实验教学体系，将两者的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整合，独立设置了运动控制技术综
合实验课程。
因此，编写了实验教材《运动控制技术综合实验教程》。
本书为独立开设的运动控制技术综合实验课程而撰写，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较完备的体系，第1章为预
备知识，从相应的理论课程教材中选取与实验紧密相关的部分内容编写而成，便于教师的实验教学指
导和学生有针对性的实验准备。
第2章详细介绍了实验设备的功能及其使用方法，实验所用设备是我们结合多年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
，同时考虑了运动控制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自主设计并研制而成的，第3章为实验指导，详细介绍
了可开展的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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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5章。
包括预备知识、实验设备介绍、实验指导和开发设计指南等内容.本书既可满足电力电子技术和运动控
制系统的一般基本实验要求，同时也可满足开展综合创新性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乃至科研活动
等多方面的需要。
读者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可对照相应的实验设备进行课程实验，从而加深对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专业
理论知识的理解，为工程设计与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类自动化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电力电子与运动控制课程的实验教材和实验教学
参考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科学研究与产品开发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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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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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电力电子器件及其驱动电路
1.2 典型的电力电子电路
1.3 双闭环直流脉宽调速系统
1.4 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1.5 位置伺服系统
1.6 数字化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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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代交、直流调速综合实验与开发平台
2.3 全数字运动控制系统实验与开发平台
2.4 实验与开发平台的实验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第3章 实验指导
3.1 锯齿波移相触发电路与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实验
3.2 电力MOSFET、IGBT的驱动电路及其开关特性实验
3，3直流斩波电路实验
3.4 直流PWM放大器实验
3.5 单相交－直－交变频电路实验
3.6 双闭环直流PWM调速系统实验
3.7 双闭环直流PWM调速系统的调节器设计实验
3.8 三闭环直流PwM位置伺服系统实验
3.9 交流电动机电压频率协调控制系统实验
3.10 矢量控制交流电动机调速系统实验
3.11 矢量控制交流电动机位置伺服系统实验
第4章 开发设计指南
4.1 开发设计原理
4.2 直流电动机控制系统的调节器开发设计
4.3 交流电动机电压频率协调控制系统开发设计
4.4 交流电动机矢量控制系统的调节器开发设计
4.5 课程设计的内容与要求
4.6 开发设计物理实验过程中的操作注意事项
第5章 基于实验与开发平台工型的实验指导
5.1 基于平台工型的双闭环直流PWM调速系统实验
5.2 基于平台工型的双闭环直流：PWM调速系统的调节器设计实验
5.3 基于平台工型的三闭环直流PWM位置伺服系统实验
5.4 基于平台工型的交流电动机电压频率协调控制系统实验
5.5 基于平台工型的矢量控制交流调速系统实验
5.6 基于平台工型的矢量控制交流电动机位置伺服系统实验
附录A 设备接线说明
附录B 开发设计的模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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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个普通晶闸管（SCR）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实验室诞生，标志着电力
电子技术的开端。
电力电子器件是现代电力电子装置的核心，在大功率电力电子装置中，电力电子器件对整个装置的性
能、体积、重量和价格影响非常大，一般来说，电力电子学的发展是以电力电子器件的进步为标志的
。
电力电子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以电力晶体管（GTR）为代表的电流驱动全控型器件
、以绝缘栅双极晶体管（IGBT）为代表的电压驱动全控型器件以及集驱动和保护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功
率模块（IPM）。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方向是功率集成电路（PIC），功率集成电路将电力
电子器件、驱动电路、保护电路、接口电路集于一体，使整个器件的可靠性大幅度提高。
从不同的角度，可将电力电子器件进行如下分类。
1.以器件能否被控制为标准分类（1）不可控器件：不能用控制信号来控制其通断的器件，如电力二极
管。
（2）半控型器件：通过控制信号可以控制其导通但不能控制其关断的器件，如普通晶闸管（SCR）。
（3）全控型器件：通过控制信号既可控制其导通又可控制其关断的器件，又称自关断器件，如电力
晶体管（G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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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控制技术综合实验教程》：国家精品课程“运动控制技术综合”配套实验教材,21世纪电气信息
学科立体化系列教材,电工电子实验教学规划示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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