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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
第三节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
第四节 中性点接地方式的综合比较
第八章 电力系统过电压及其保护
第一节 概述
一 过电压与电力系统设备的绝缘
水平
二 过电压的分类
第二节 内部过电压防护的一般规定
一 计算用内部过电压倍数的规定
二 内部过电压的限制措施
第三节 绝缘配合
一 绝缘配合方法
二 输电线路的绝缘配合
三 变电所的绝缘配合
第四节 变电所的过电压保护
一 直击雷的防护
二 对侵入雷电波的防护
第五节 过电压保护设备
一 避雷针和避雷线
二 阀型避雷器
三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四 各型避雷器的应用范围
第六节 接地装置
一 发电厂 变电所的接地网
二 避雷针 避雷线的独立的接地装置
第九章 调度 通信 远动
第一节 调度
第二节 通信
第三节 远动
第六篇 水 力 发 电
第一章 水能规划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水能开发和水电站类型
一 水能开发方式
二 水电站类型
第三节 径流调节
一 径流调节的分类
二 设计保证率和设计枯水年
三 水库调节能力的判断
四 水库特征水位与相位库容
五 径流调节计算
第四节 水能计算
一 水能计算的内容和方法
二 年调节水电站的水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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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年调节水电站的水能计算
第五节 电力系统的组成及各类电站的
运行特点
一 电力负荷图
二 电力系统及水电站的装机容量
三 各类电站的运行特点
第六节 水电站的经济指标和经济分析
一 总指标及单位指标
二 经济分析
第七节 水电站主要参数的选择
一 正常蓄水位的选择
二 死水位的选择
三 装机容量的选择
第二章 水轮发电机组及其辅助设备
第一节 水轮机
一 水轮机的类型 构造及型号
二 水轮机基本工作参数和工作
原理
三 水轮机相似律一单位参数和比
转速
四 水轮机的特性曲线
五 水轮机的选择
第二节 水轮发电机
一 水轮发电机的形式
二 水轮发电机主要参数选择
三 水轮发电机主要尺寸和重量的估算
第三节 调速系统
一 调速系统的作用
二 调速器类型和组成
三 调速设备的选择
第四节 调节保证计算
一 调节保证计算的任务和标准
二 调节保证主要参数计算
三 调节保证计算条件的选择，减小水击
压力和转速升高的工程措施
第五节 辅助设备
一 进水阀
二 技术供排水系统
三 油系统
四 压缩空气系统
五 起重设备、启闭机械及机修设备
六 水力监视测量系统
第三章 电气主接线和电气设备
第一节 电气主接线和厂用电接线
一 电气主接线的要求和设计的依据及
考虑因素
二 电气主接线的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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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厂用电接线
四 电气主接线及厂用电引接示例
第二节 主要电气设备
一 电气一次设备的种类
二 水电站主变压器的选择
三 厂用变压器的选择
四 其他电气设备的选择
第三节 高压配电装置
一 高压配电装置布置的一般原则
二 高压配电装置的最小安全净距
三 高压配电装置的布置
第四节 水电站的自动化
一 自动化的主要内容和控制方式
二 水电站的操作、控制、调整和信号
三 水轮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 公用
设备的自动化
四 水电站的综合自动化
五 电子计算机在水电站中的应用
第五节 操作电源系统
一 操作电源的基本要求
二 直流电源系统
第六节 水轮发电机的励磁系统
一 励磁系统的作用和组成
二 励磁系统的一般技术参数
三 励磁系统的类型和特点
第七节 通信系统
一 按通信功能分类及其基本内容
二 按通信方式分类及其基本内容
第四章 水电站建筑物
第一节 水电站枢纽及水电站厂房
一 水电站枢纽
二 水电站厂房
第二节 挡水和泄水建筑物
一 混凝土挡水建筑物
二 土石材料挡水建筑物
三 河岸式泄洪建筑物
四 河床式泄洪建筑物
第三节 进水建筑物
一 有压进水建筑物
二 无压进水建筑物
第四节 引水建筑物
一 引水渠道
二 压力前池
三 引水隧洞
四 压力管道
五 岔管
第五节 调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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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压室的作用和设置条件
二 调压室的类型
三 调压室基本尺寸的确定
第六节 地面厂房
一 厂房的组成
二 影响主厂房平面尺寸的主要构件
三 主厂房尺寸的确定
四 机电设备的布置
五 副厂房布置
第七节 地下厂房
一 地下厂房的布置方式
二 地下水电站的枢纽布置
三 地下厂房布置
第五章 水电站运行
第一节 水库调度
一 水库调度的任务和内容
二 水库调库图
三 利用预报兼顾发电、防洪的调度
第二节 水轮发电机的正常运行
一 开停机与带负荷
二 发电机运行中的监视与调节 处
第三节 水轮发电机的特殊运行
一 调相运行
二 进相运行
第四节 水轮发电机组的事故
一 水轮机的事故及处理
二 水轮发电机的事故及处理
第六章 抽水蓄能电站
第一节 抽水蓄能电站的功用 组成及
类型
第二节 抽水蓄能电站的经济效益
一 静态效益
二 动态效益
第三节 抽水蓄能电站的特点
第四节 抽水蓄能电站的主要动力设备
一 三机式机组
二 二机式机组
三 水泵水轮机的发展趋势
四 发电电动机
第五节 抽水蓄能电站的主要建筑物及特殊问题
一 上水库和下水库
二 进（出）水口
三 压力管道和调压井
四 电站厂房
第六节 抽水蓄能机组的起动及运行
一 水力起动方法
二 电气起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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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种起动方式的比较
四 蓄能机组的运行
第七篇 火 力 发 电
第一章 火力发电厂的能源转换和效率
第一节 热力学第一 二定律
第二节 焓和熵
第三节 火用和火无
第四节 水和蒸汽的火用值
第五节 火力发电厂全厂总效率ηcp的计算方法
第六节 典型不可逆过程的作功能力损失
第七节 提高发电厂热经济性的途径
第八节 火力发电厂的典型生产过程及生产系统
第二章 火力发电厂建设
第一节 火力发电厂建设应遵循的技术规程
一 火电厂建设应遵循的技术规程
二 火电厂建设应遵循的程序
第二节 建设规划
第三节 厂址选择
第四节 防震、防火与道路
第五节 发电厂各房间的温湿条件
第三章 燃料贮运与除尘排灰
第一节 燃料的贮运装卸
第二节 除尘装置
第三节 排灰系统
第四节 排灰设备
第五节 灰场堤坝
第四章 燃料与燃烧
第一节 燃料选择
第二节 燃烧计算
一 每千克可燃元素燃烧的基本数据
二 固体或液体燃料燃烧所需理论空
气量（氧浓度按21％体积计算）
三 燃烧干烟气的成分及特性
四 燃烧烟气的体积
五 过剩空气系数
六 锅炉烟气量的近似计算
第五章 锅炉
第一节 锅炉参数
第二节 锅炉的热效率计算及燃料消耗
量计算
一 锅炉的热平衡及热效率
二 输入热量Q
三 输出热量
四 排烟热损失
五 可燃气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六 灰渣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七 灰渣物理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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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锅炉散热损失
九 锅炉的燃料消耗量计算
第三节 磨煤机
第四节 给煤机和制粉系统
第五节 通风方式及风量
第六节 风机型号与规格
一 型号识别
二 常用风机的性能换算及主要技术
数据
三 常用风机主要性能表
四 通风机新、旧型号对照表
第七节 点火及助燃
第六章 汽水质量标准及其处理
第一节 汽水标准
第二节 原水处理
第三节 锅炉排污
第四节 化学水处理
第五节 凝结水精处理
第六节 循环水处理
第七节 废水处理
第七章 汽轮机
第一节 主机
第二节 汽轮机的汽耗率 热耗率与热
效率
一 汽耗率
二 热耗率
三 热效率
四 汽轮机效率及热经济性指标
第三节 中 小型汽轮机的实际效率
第四节 给水系统
第五节 除氧器
第六节 凝结水泵
第七节 凝汽冷却系统
第八节 空气抽出器的容量与型式
第九节 回热系统
二 同步发电机的特性
第三节 同步电动机
一 同步电动机原理和特性
二 同步电动机的起动
三 同步电动机的技术数据
第四节 同步发电机的运行
一 同步发电机的并联运行
二 发电机短时过负荷运行
三 同步发电机的不对称运行
四 同步发电机的失磁运行
五 同步发电机的调相运行
第四章 直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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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直流电机的构造
一 结构
二 电枢绕组
第二节 直流电机的工作原理
一 基本工作原理
二 电枢电势
三 电磁转矩
四 电压、转矩和功率平衡
五 电枢反应
六 换向
七 电抗电势
第三节 直流电机的运行特性
一 直流发电机的主要工作特性
二 直流电动机的主要工作特性
三 直流电动机的起动
四 直流电动机的调速
第四节 直流电机的试验
一 直流电机的试验项目
二 电刷中性位置的确定
三 空载特性的测定
四 空载损耗的测定
五 负载试验
六 换向检查及无火花换向区试验
第五节 专用直流电机
一 汽车电机
二 励磁机
三 单极电机
四 电机扩大机
第五章 特殊电机
第一节 伺服电动机
一 分类
二 机械特性
三 调节特性
四 空载始动电压
五 机电时间常数
六 控制方式
七 移相方法
第二节 磁滞同步电动机
第三节 永磁同步电动机
第六章 电机的安装和维护
第一节 电机的安装
一 电机的连接方式与负载
二 不平衡磁拉力
三 基础
四 机组轴线的调整
五 轴承装配
六 电机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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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电机的保护
第三节 电机的维护

Page 2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电气工程师实用手册（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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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