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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拓宽专业面，推行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于2005年开始着手编写一本适合能源动力类专业的
实验教材，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于2006年8月完成了初稿，定名为“汽轮机实验技术”，作为讲义供热
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使用。
2009年3月，根据使用情况又对初稿进行了重新编写。
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培养是密切相关的，学习者的能力要在学习知识和获取技能的过程中日积月累，
逐渐形成与发展。
从知识的掌握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技能为中介。
因此，对于汽轮机原理等具有工程特点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加强工程训练，特别是实践技能的训练
，对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是：（1）验证性的实验，重点放在基本技能训练上，故本教材以技能培养作为
主线来组织教学。
（2）为了突出基本技能的训练和培养学生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教材力求做到目标明确、
措施落实。
1）会正确使用常规仪器是汽轮机实验的基本要求。
掌握常用仪器测量的主要技术指标，重点培养学生熟练使用信号分析仪、示波器等，会用分析仪测量
振动的相位、频率、平均值、有效值、峰值和显示X-y函数关系，因此我们把学习仪器的使用测试方
法贯彻于理论教学和各个实验中。
2）所有实验设备都由学生自行安装、调试，并且相当一部分实验只提出实验内容和目的、要求，实
验实施方案由学生自己拟定，以培养他们组织实验的能力。
3）考虑到在实验过程中故障现象是很多的，因此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安排实验内容。
指导教师可针对实验中出现的典型故障，（或由学生）现场讲解故障现象及其消除方法，引导学生进
行思考，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为了适应汽轮机技术实验独立设课和不独立设课的不同要求，本教材的实验附有实验原理、实
验设备和思考题。
大多数学生通过自学实验原理内容后，可自行完成实验。
（4）本教材按总学时30～50学时编写，近30个实验，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9个。
可根据教学条件和不同的教学基本要求进行选择。
本书由谭欣星、饶洪德、王运民、晋风华、卢绪祥共同编写。
其中，第一章由谭欣星编写；第三章第三节由王运民编写；第五章第一～三、五节由晋风华编写，第
六～八节由卢绪祥编写，其余部分由饶洪德编写。
第四章第四节由杨继民提供初稿；第六章第三节由卢绪祥提供初稿，全书由饶洪德统稿。
全书由东北电力大学李勇教授、金建国高级工程师、曹丽华副教授共同审读，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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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包括：汽轮机实验概述，汽轮机实验常用测量仪表及测量方法，汽轮机热力
性能试验，汽轮机调节系统性能试验，汽轮机组振动实验，设计性、研究性、创新性实验，实验装置
及应用软件。
    为了适应汽轮机技术实验独立设课和不独立设课的不同要求，本教材的实验附有实验原理、实验设
备和思考题。
大多数学生通过自学实验原理内容后，可自行完成实验。
本教材按30～50学时编写，近30个实验，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9个。
可根据教学条件和不同的教学基本要求进行选择。
    本书可作为本科能源动力类专业的实训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相关专业师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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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只能随被测参数的变化而发出信号，不受其他任何参数的影响。
如被测量是压力，感受元件只能在压力变化时发出信号，其他量变化时就不应发出同样的信号。
（3）感受件发出的信号与被测参数之间必须是单值的函数关系，即一个确定的信号只能与参数的一
个值相对应。
实际上，这三个条件难以完全得到满足，尤其是第（2）项。
实际测量过程中，感受件不仅随被测量的变化而产生内部变化，而且当其他非被测量变化时，也会引
起感受件的内部变化，故必须限制这类无用信号的量级，使它远远小于有用信号。
如用金属热电阻测温时，要忽略压力变化对电阻的影响，可用理论计算的方法（如引人修正系数）或
试验手段（如在线路上加补偿装置）来消除附加因素的影响。
因此，任何一个具体的感受件（传感器）都会受到使用条件的限制，在使用上必须加以注意，否则就
会得出错误的测量结果。
2.中间件或传递件  中间件或传递件的作用是将感受元件发出的信号，经过加工或转换传递给显示元件
。
最简单的中间件是单纯起“传递”作用的元件，它将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原封不动地传给效用件。
这种单纯的传递件一般只有在传感器输出的信号较强、感受件与效用件之间的距离不大或效用件的灵
敏度很高（或消耗的能量很小）时才有可能采用。
常用的中间件有导线、导管、光导纤维、无线电通信等。
在近代的汽轮机试验测试工作中，要求实现数据集中观测、遥测和自动记录，所以大多数测量仪器的
中间件还必须完成“放大”、“变换”和“运算”任务。
感受件输出的信号经上述处理后，转换成显示部分易于接收的信号。
仪器的放大分为两类：一类是感受件发出的信号较强，放大时不需外加能量，它只利用机械构件（杠
杆、齿轮等）扩大指针和标尺之间的相对位移，使之易于观测。
如弹簧管压力表测压时，压力信号使弹簧管发生角变形，此变形量很小，需由拉杆和齿轮机构加以放
大。
另一类是感受件发出的信号较弱，放大时需要外加能量，这在电测仪器中用得较多。
如用电子电位计测量热电动势时，就要将电动势放大10万倍，才足以驱动伺服电动机带动指针作出指
示。
这类放大在电测仪器中是利用电子器件来完成的。
有时，为了信号放大或改变传感器输出信号性质的需要，在电测仪器的测量电路中设有信号“变换器
”和“运算器”。
如感受件输出的一般为模拟信号，可以直接送到显示部分，也可以通过A／D转换成数字量传输到计
算机进行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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