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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识图的基础知识讲起，逐步深入地介绍了200余例电工常用电气线路的识图方法、接线方法以及
工作原理。
全书主要内容包括低压电器知识、常用电气图用图形符号及文字符号的介绍，电动机控制单元线路、
电动机启动和制动控制线路、电动机保护电路、直流电动机和电焊机控制线路、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和
照明电路的实例分析讲解。
 本书适用子具有一定电工知识的人员自学，也可作为中、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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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电动机控制线路识图　　2.2　控制线路的可靠性　　2.2.2　线路的简化与中间继电器的
合理使用　　在控制线路中多采用一个电气元件和多采用一对触点，就可能多一个事故的爆发点，因
此减少一切可有可无的电气元件、触点，是保证控制线路安全、可靠的一个有效措施。
　　举例来说，若是某线圈的正常工作是建立在两对常开触点共同闭合的基础上的，那么这两对常开
触点中的任何一对发生故障——如触点无法闭合或触点已经烧毁等，线圈就不可能正常通电。
假如能够设法用一对常开触点来代替原来两对常开触点的作用，那么前后相比较，后者的事故爆发点
就比前者降低了50％。
换句话说，就是线圈工作的可靠性提高了一倍。
当然，上述所说的那一对常开触点，就不一定是原来两对中的某一对了，因为这里绝不是单纯的数量
变化。
如果某线圈的得电与失电，本来可以依靠一对常开触点的闭合与打开来控制，但是由于在设计过程中
没有认真考虑和统筹安排，而采用了两对常开触点来控制，那么此时线圈工作的可靠性与原来相比较
，则下降了50％。
　　同样，若是某一台电动机的正常运转，是建立在一台接触器和一只中间继电器长期闭合的基础上
，那么这台电动机的工作，与它没有采用中间继电器的时候相比较，其可靠性也就下降了50％。
这是由于对于前者来说，不管是接触器还是中间继电器，只要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产生故障而无法闭
合，电动机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而后者只要接触器能够闭合，电动机就始终可以正常运转。
很明显，前者的事故爆发点为后者的两倍。
如果这台电动机的正常工作，是建立在一台接触器和两只中间继电器长期闭合的基础上，则电动机工
作的可靠性就下降到原来的33．3％。
反过来说，如果能够把电动机正常运转时必须长期闭合的中间继电器甩开，那么就可以提高电动机运
转的可靠性，即其控制线路工作的可靠性得到了提高。
在目前的一些控制线路中，‘中间继电器的长期闭合，普遍被用来作为控制线路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工电路快速识读2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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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