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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制造技术的迅速进步，对制造操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新
兴的制造业需要既有一定技术知识素质又能熟练操作的高素质劳动者。
为使职业教育满足这种变化和要求，教材建设成为改革职业教育的重要和先导性的内容。
　　为适应当前我国高职高专教育的发展要求，配合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学和教材改革，我们组织专家
、示范高职院校的骨干教师及相关行业的工程师，共同策划编写了一套符合当前职业教育精神的高质
量实用型教材。
　　本系列教材主要针对机械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设备维修和CAD
／CAM专业，涵盖了全部的专业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课。
第一批共20本将于2010年春出版，本书是其中的一本《电工电子技术》　　本书根据高职高专教育“
淡化理论，够用为度，培养技能，重在应用”的原则，充分考虑直流与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模电基
础知识、数电基础知识、电机与控制基础知识以及供电与电气安全技术在机械行业中的应用情况，按
照高职高专教育改革的要求，将“电路分析”、“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电机与控
制技术”、“供配电技术”等课程内容进行整合，突出应用型知识理论的学习，注重工程实际应用能
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本书第l章介绍了直流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第2章介绍了正弦交流电路；第3章介绍了三相交流电
路；第4章介绍了二极管、三极管和晶闸管等半导体器件的基础知识；第5章介绍了数制与码制基本概
念、门电路及其构成的组合逻辑电路；第6章介绍了变压器、交流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第7章介
绍了电气控制技术的典型电路；第8章则针对用电与安全作了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制造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
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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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电子类系列：电工电子技术》根据高职高专教育“淡化理
论，够用为度，培养技能，重在应用”的原则，充分考虑直流与交流电路的基础知识、模电基础知识
、数电基础知识、电机与控制基础知识以及供电与电气安全技术在机械行业中的应用情况，按照高职
高专教育改革的要求，突出应用型知识理论的学习，注重工程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电子类系列：电工电子技术》第1章介绍了直流电路的基
本分析方法；第2章介绍了正弦交流电路：第3章介绍了三相交流电路；第4章介绍了二极管、三极管和
晶闸管等半导体器件的基础知识；第5章介绍了数制与码制基本概念、门电路及其构成的组合逻辑电
路：第6章介绍了变压器、交流异步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第7章介绍了电气控制技术的典型电路；第8
章则针对用电与安全作了介绍。
　　《高职高专“十一五”规划教材·机械电子类系列：电工电子技术》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机械制
造自动化、模具设计与制造、数控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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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通态（峰值）电压UTM通态（峰值）电压是晶闸管通过某一规定倍数的额定通态平均电流
时的瞬态峰值电压。
　　（3）额定通态平均电流。
　　在环境温度为40。
C和规定的冷却条件下，稳定结温不超过额定结温时所允许流过的最大工频正弦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将该电流按晶闸管标准电流系列取整数值，称为该晶闸管的通态平均电流，并定义为该元件的额定电
流。
由于晶闸管的电流过载能力较小，因此选用晶闸管时，其额定有效电流值应取实际电流有效值IT的1.5
～2倍，使其有一定的安全裕量，再通过计算额定通态平均电流，来确定额定电流等级。
　　（4）维持电流　　维持电流是指在规定室温和门极开路条件下，使晶闸管维持导通所必需的最
小阳极电流，一般为几十到几百毫安。
IH与结温有关，结温越高，则IH越小。
　　（5）擎住电流　　擎住电流是晶闸管刚从断态转入通态并移除触发信号后，能维持导通所需的
最小电流。
对同一晶闸管来说，通常IL约为IH的2～4倍。
如果晶闸管从断态转换为通态，其阳极电流还未上升到擎住电流值就去掉触发脉冲，晶闸管将重新恢
复阻断状态，所以要求晶闸管的触发脉冲应有一定的宽度。
　　（6）门极触发电压UGT和电流IGT。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和一定的正向电压条件下，正向阳极电压为6v，能使晶闸管由断态转为通态所需的
最小门极电压和电流。
　　4.5.3 晶闸管的简易测试　　1.检测阳、阴极间是否短路　　用万用表R×1kQ电阻挡，测试阳、阴
极间正、反向电阻均应很大（指针基本不动），均在几百kQ以上，则说明阴、阳极静态性能良好。
　　2.检测门极是否短路或断开　　因为门极与阴极之间是一个PN结，检测方法与普通二极管相同。
用万用表R×1挡或R×10Q电阻挡测量门极与阴极间的电阻，然后，将表笔对调测量。
如果在门极与阴极加正向电压（即黑表笔接门极）时，测得阻值在几Q至几百Q的范围，对调表笔后
，测得阻值大些为正常。
如果两次测量阻值均很大（表针基本不动），说明门极断路；如果两次测得阻值都很小（表针几乎指
向零），说明门极短路。
断路和短路都说明元件损坏，不能使用。
　　注意：在测门极与阴极间的电阻时，不能使用万用表的高阻（10k）档，以防表内的高压电池击
穿门极的PN结。
　　3.阳极、阴极与门极的判别　　首先用万用表R×10Q电阻挡测量晶闸管任意两个极的正反向电阻
，找出其中正反向电阻大小有区别的两个极（这两个极与第三个极的正反向电阻都比较大），电阻测
量值比较小的时候（若不能判断，可将万用表置于R×1Q电阻挡再次进行两个极的正反向电阻测量）
，黑表笔接的是门极，红表笔接的是阴极，则剩下的一个极为阳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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