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电子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电力电子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030281661

10位ISBN编号：7030281667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兴 编

页数：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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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子技术>>

前言

　　电力电子技术是在电子、电力与控制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被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命名为电力电子学（Power Electronics）或称为电力电子技术。
近20年来，电力电子技术已渗透到国民经济各领域，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作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工业自动化或相关本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电力电子技术课程
讲述了电力电子器件、电力电子电路及变流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分析方法为后续专业课
程的学习和电力电子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要编好一本适用于本科生的电力电子技术教材，对作者来说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首先，电力电子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内容、新思想、新概念层出不穷，系统阐述则作者水平远不能
及；其次，本科生课程的主要内容应能介绍电力电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同时也应反映当今电力电子技
术的应用，这对于学时较少的本科生课程教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以两全之事；再者，如何通过有
限内容的阐述与教学使读者掌握电力电子技术研究的思路、方法和规律，进而能举一反三，则更是难
上加难之事。
　　本书在介绍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同时，重视对研究对象的问题提出、方案对比、
分析思路等研究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并尝试研究型思维的启发与训练。
例如，多数教材在讨论DC-DC变换器时，总是首先给出电路拓扑，然后加以分析、推演，最后得到相
关理论。
而本书在介绍DC-DC变换器时，注重对电路拓扑构思设计与变换器电路分析两个方面能力的训练：首
先从DC-DC变换器的特定变换功能出发，提出可能实现这一变换功能电路拓扑的构造思路，并进一步
加以分析、推演和比较，最终归纳出DC-DC变换器电路的基本拓扑；其次，在介绍相关基础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DC-DC变换器的基本分析方法，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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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根据从事电力电子技术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经验，并在学习、研究国内外教材及相关参考文
献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本书在内容体系的安排上，针对本科生教学的特点，力图避免新技术、新理论的简单罗列。
书中在保留一定的晶闸管相控变流内容的同时，较为突出地反映了以全控器件为主的PWM理论体系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电力电子器件、DC-DC变换器、DC-AC变换器(无源逆变电路)、AC-DC变换器(
整流和有源逆变电路)、AC-AC变换器以及软开关变换器等基本内容，为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与研究
提供了理论和技术基础。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电力电子
技术和相关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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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IC把电力电子变换和控制系统中尽可能多的硬件以芯片的形式封装在一个模块内，使之不再有
额外的引线连接，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而且能大大降低系统成本，减轻重量，缩小体积，大大降
低寄生电感，提高电力电子变化和控制的可靠性。
　　类似功率集成电路的还有许多，其中智能功率模块专指IGBT、及其辅助器件与其保护和驱动电路
的单片集成，也称智能IGBT。
IPM内置PWM控制信号处理功能，具有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和欠电压保护，已经在大功率逆变电路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2.10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趋势　　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呈现出许多优势，其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1）集成化。
具有主回路、控制回路及检测、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智能功率集成电路发展迅速，其中IGBT的智能化模
块IPM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大容量。
GTO是容量上与晶闸管最接近的具有自关断能力的器件，但存在缺点和问题。
由于IGBT、IGC等器件的大容量化及实用化，IGBT和IGCT将在更多的领域取代G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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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介绍电力电子技术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同时，重视对研究对象的问题提出、方案对比、
分析思路等研究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并尝试研究型思维的启发与训练。
例如，多数教材在讨论DC-DC变换器时，总是首先给出电路拓扑，然后加以分析、推演，最后得到相
关理论。
而本书在介绍DC-DC变换器时，注重对电路拓扑构思设计与变换器电路分析两个方面能力的训练：首
先从DC-DC变换器的特定变换功能出发，提出可能实现这一变换功能电路拓扑的构造思路，并进一步
加以分析、推演和比较，最终归纳出DC-DC变换器电路的基本拓扑；其次，在介绍相关基础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了DC-DC变换器的基本分析方法，从而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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