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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力发电设备技术手册是一套系统概括火力发电设备各专业技术主要
内容的技术工具书。
全套手册总结了我国80年代以来发展火力发电设备的
实践经验，内容丰富、实用，技术先进。
全套手册共分锅炉、汽轮机、自动
控制、火电站系统与辅机等四卷。

本卷是第二卷汽轮机。
主要内容包括汽轮机的总体设计、热力循环、热
力和气动设计、结构和本体系统、强度和振动、调节保安和控制系统、机组
的寿命管理、性能试验、可靠性分析、制造工艺和材料选用等。

本手册主要为从事火力发电行业设计、制造、运行、科研和管理等方面
的科技人员查阅使用，也可供有关的高等学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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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变工况对主要零部件强度的
影响
一、隔板
二、动叶片
三、推力轴承
第六节 汽轮机的热力修正曲线
一、修正曲线的计算与使用方法
二、修正曲线
第七节 特殊变工况对汽轮机的影响
一、回热加热器的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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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火力发电设备技术手册(第二卷)--汽轮>>

二、端部二次流
三、调节级静叶设计
四、调节级动叶设计
第五节 末级叶片设计
一、热力－气动参数的合理选择
二、叶栅叶型设计特点
三、湿蒸汽影响
四、低负荷、小容积流量运行对末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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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转子及轴系的振动
一、单转子振动特性分析
二、计算模型
三、单转子振动特性计算
四、轴系振动计算的特点
五、轴系振动计算实例
六、轴系振动特性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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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火力发电设备技术手册(第二卷)--汽轮>>

四、射油器和油涡轮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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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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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组的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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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热电联供汽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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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意义和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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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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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水系统及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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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疏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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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四、热应力集中系数
五、汽缸、阀壳的温度场及热
应力
第四节 寿命消耗与起动曲线方案
一、寿命消耗概述
二、应力应变回路及寿命消耗详细
算例
三、起动曲线
第五节 寿命管理
一、概述
二、转子寿命管理
第六节 滑参数起停及运行指标
一、滑参数起停
二、运行指标
参考文献
第十六章 强度设计基础
第一节 基于弹性应力分析的强度
一、强度计算中常用的弹性关系式
二、强度计算中的强度准则
三、应力分类与安全性
第二节 基于弹塑性应力分析的强度
一、概述
二、硬化曲线及其数学模型
三、弹塑性计算中的应力应变关系
四、用弹性计算求塑性应变量的
近似值
五、厚壁圆筒与球形壳的弹塑性
计算
六、极限载荷
第三节 高温蠕变计算
一、概述
二、蠕变强度表达式及试验数据外
推法
三、蠕变过程的数学表达式
四、几个实用的蠕变计算问题
五、蠕变参考应力的应用
六、蠕变的寿命消耗
第四节 应力集中系数
一、概述
二、理论应力集中系数K↓t
三、缺口敏感系数
四、屈服后的应力应变集中系数
五、缓和应力集中效应的措施
第五节 常温下的疲劳
一、概述
二、疲劳曲线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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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周疲劳
四、低周疲劳
五、弯扭复合疲劳
六、疲劳寿命消耗的累积
七、疲劳计算的一些材料数据
八、汽轮发电机扭振疲劳算例
第六节 汽轮机的高温低周疲劳
一、概述
二、高温低周疲劳曲线
三、疲劳、蠕变（或松弛）的综合
寿命消耗
四、高温低周疲劳曲线的修正
五、设计用与事故分析用疲劳
曲线
第七节 断裂力学的基础概念
一、概述
二、裂纹前沿的应力场与应力强度
因子
三、裂纹失稳扩展的机理与判据
四、裂纹扩展阻力曲线
五、裂纹长度的限制性影响
六、影响断裂韧性的物理因素
七、平面应变与三维应力状态的
影响
八、解理断裂与纤维性断裂
九、断裂力学处理的区域划分
十、表面裂纹扩展过程
第八节 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应用
一、概述
二、影响应力强度因子的因素
三、构件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
求法
四、断裂韧性K↓（1c）的测定
五、失稳断裂与K↓（1c）的使用
六、最小应变能密度判据的使用
七、裂纹的疲劳扩展
八、算例
第九节 弹塑性及塑性断裂力学的
应用
一、断裂力学区域划分
二、弹塑性断裂力学的小塑性区修
正法
三、J积分与裂纹顶端张口位移
（COD）
四、J积分的工程应用
五、开裂的J积分临界值Jc
六、J积分作为驱动力的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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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R曲线及失稳准则
八、稳定性评定方法
九、高温下裂纹的扩展
第十节 计算例题
一、转子裂纹（缺陷）扩展计算
二、弹塑性条件下裂纹评定算例
第十一节 工业应用中的几个问题
一、概述
二、内部裂纹（缺陷）计算处理
规定
三、关于密集离散性缺陷的影响
参考文献
第十七章 汽轮机用钢
第一节 概述
一、钢的性能和应用
二、钢的合金化
三、钢的组织结构变化
第二节 主要零部件选材与等同使用
一、合理选材
二、系列化和材料等同使用
第三节 主要零部件用钢
一、转子、主轴和叶轮
二、叶片
三、汽缸、阀壳和蒸汽室
四、高温紧固件
五、主蒸汽管和中、低压联通管
第四节 各国汽轮机用钢对照
参考文献
第十八章 制造工艺
第一节 大型铸件
一、概述
二、低合金铸钢的工艺性能
三、大型铸件的铸造工艺
四、铸造用砂
五、铸件的清整和热处理
六、铸件无损探伤和缺陷的焊补
工艺
第二节 大型锻件
一、概述
二、高、中压整锻转子制造工艺
三、低压整锻转子和主轴制造
工艺
四、焊接转子制造工艺
五、叶轮制造工艺
六、转子 叶轮锻件的生产流程和无损
探伤
七、转子、叶轮的特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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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叶片制坯
一、概述
二、动叶片毛坯制造工艺
三、静叶片毛坯制造工艺
四、叶片毛坯的检验
五、叶片毛坯的清整
第四节 特殊热加工
一、概述
二、轴承合金浇注工艺
三、汽轮机叶片防水蚀措施的
工艺
第五节 叶片精加工
一、概述
二、不同毛坯的叶片加工典型
工艺
三、动叶片的型面加工
四、叶根的加工
五、铆钉头、拉筋和防水蚀结构的
加工
六、静叶片的加工
七、叶片的检验
八、叶片加工技术的发展
第六节 隔板制造
一、概述
二、焊接隔板的制造工艺
三、隔板的机械加工
第七节 汽缸和转子加工
一、概述
二、汽缸加工
三、汽缸的加工工艺过程
四、转子（主轴、套装叶轮）
加工
五、转子（主轴、套装叶轮）的加工
工艺过程
六、转子装配
七、转子动平衡
八、数控机床在静子部件加工中的
应用
第八节 厂内总装配
一、概述
二、总装配工艺过程
三、总装配的工艺要点
第十九章 可靠性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可靠性统计评价指标
一、国内发电设备可靠性的评价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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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发电设备可靠性水平
三、发电设备可靠性对经济的
影响
第三节 可靠性技术
一、可靠性数据的分布检验
二、零部件可靠性的指标及分析
三、可靠性设计
四、汽轮机零部件可靠性设计
概述
五、失效模式 效应及危害度
分析
六、故障树分析
七、可靠性设计评审
参考文献
第二十章 计算机辅助设计
第一节 概述
一、CAD的概念和组成
二、设计过程与CAD
三、CAD应用现状及前景
第二节 CAD系统配置、性能和
特点
一、CAD系统的类型
二、CAD硬件系统
三、CAD软件系统
四、CAD系统的选择
第三节 汽轮机及其零部件CAD
系统
一、概述
二、系统建立的方法和特点
三、典型的汽轮机及其部件CAD
系统
第四节 汽轮机设计计算程序
一、用户对应用软件的要求
二、软件的研制和运行
三、应用软件的管理
四、应用软件的使用
五、汽轮机主要设计程序
第五节 有限元分析
一、有限元法的基本概念
二、单元类型和形函数
三、有限元控制方程的求解和
存储
四、有限元通用软件
五、有限元前后处理技术
六、有限元法在汽轮机结构分析中
的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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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火力发电设备技术手册（第2卷）：汽轮机》主要内容包括汽轮机的总体设计，热力循环，热
力和气动设计，结构和本体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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