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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新编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2000年5月武汉会议上讨论通过的编写
大纲进行编写的，是电气工程与自动化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亦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全
书按72学时编写，各校可根据实际教学时数和要求酌情删增。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是电气信息类的宽口径专业，“电气工程基础”是这类专业必修的主要课程，
从知识结构和内容衔接性应在电工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电机学、计算机技术等基础课程之后讲授。
本书反映普通高校教学改革成果，符合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方向，内容上进行了整合
及知识面宽、技术新的特点。
本书具有系统性和扩展性，学生学习完本教材后能建立电力工程及供用电的知识结构平台，为今后进
一步加深加宽的学习和工程实践打下基础。
本书还具有跨越多个专业面、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特点。
本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覆盖面和前瞻性。
电气工程指研究电磁领域的客观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技术，以及电力生产和电工制造两大工业生产体
系。
电气工程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
文明的有力杠杆。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电力工程的基本概念；中、低电压的电力网及电力系统的组成；电力网的
规划、设计；电气主系统及参数、短路、电压、有功、无功等电量的计算、分析和设备选型；电气一
二次系统；保护与自动化；高电压技术；电力系统的运行与控制；远距离输电技术；配电网及自动化
等。
本书每章均有提要和小结以及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由武汉大学刘涤尘教授担任主编，武汉理工大学王明阳教授、湖南大学吴政球副教授担任副主编
。
具体编写分工为：武汉理工大学王明阳教授编写第1、8章，其中武汉理工大学唐爱红老师参与了第8章
的编写；湖南大学吴政球老师编写第4、7章，第2.6节；西南科技大学毕效辉副教授编写第5章，附录I
、附录Ⅱ；武汉大学向铁元副教授编写第2章（第2.1～2.5节），第3章，附录Ⅲ～附录Ⅷ；武汉大学吕
艳萍副教授与黄景光老师编写第6章；江南大学徐颖秦副教授编写第9章；武汉大学刘涤尘教授编写
第10章，并负责全书统稿。
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普通高等学校自动化类专业新编系列教材编委会、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以及兄
弟院校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参阅了相关书籍和文献。
武汉大学喻剑辉教授、陈红坤博士、查晓明博士、周理老师等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在此，谨表示衷
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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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气工程基础》是电气工程类专业与自动化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全书分十章，内容包括电力工程基础、电力网的参数计算和等值电路、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电力系统
短路、发电厂和变电站的一次和二次系统、继电保护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稳定、远距离输电技术、
高电压技术、防雷接地、配电网自动化，并附有电气设计和设备选型技术参数及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电气工程基础》具有内容广泛精练，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等特点，学生学完本教材后具有
电能生产、输、供配电的电气工程基础，具有一般电力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的知识。
《电气工程基础》也可作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和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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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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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电气工程类专业与自动化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全书分十章，内容包括电力工程基础、电力网的参数计算和等值电路、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电力系统
短路、发电厂和变电站的一次和二次系统、继电保护及其自动化、电力系统稳定、远距离输电技术、
高电压技术、防雷接地、配电网自动化，并附有电气设计和设备选型技术参数及复习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具有内容广泛精练，系统性、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等特点，学生学完本教材后具有电能生产、
输、供配电的电气工程基础，具有一般电力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的知识。
    本书也可作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和电气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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