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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使我国培养的新一代大学生能适应21世纪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根据国
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改革要求，结合我校电工电子系列课程建设与改革实践，本着更新内容、侧
重应用、培养能力的编写原则而编写了这本新教材。
　　本教材以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电工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作为编写的基本依据。
但考虑到目前大多数学校相关非电类专业电工电子课程学时数（50学时左右）的实际情况，对现有教
学内容进行了精选，删除陈旧内容，反映科技新动态，将目前国内高等学校非电类专业多数采用的《
电工技术》和《电子技术》两册合并为一册出版，定名为《电工电子技术》。
　　本教材内容的编写特点：继承传统性、增强应用性和反映先进性。
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加强实际应用的内容；建立模型来源于实际的认识规
律，阐述理想元件的定义与实际器件的辩证关系，并提供一些实物图片；每章含有与之内容相适应的
工程实例，为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奠定实际背景基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每章开始有内容提要、本章重点、本章难点及本章易疏忽的问题，以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少走弯路；每节后均附有思考与练习题，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节内容；尽量减少理论推导，语
句简单，力求通俗易懂，以利于学生自学；有较丰富的例题和习题，书后配有部分习题参考答案，便
于教与学。
　　附录中介绍了当前国际流行的非常适合电工电子类课程辅助教学和实验的仿真软件EWB，进一步
拓展学生的思路，使学生了解现代电工电子分析方法的最新进展。
　　教材结构和体系设计的特点：第1章的电路模型和电路的基本定律为全书奠定基础；电路的分析
方法不但适用于直流电路而且也适用于交流电路，作为第2章；正弦交流电路、三相交流电路、非正
弦交流电路为交流的范畴，作为第3章；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基本放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
流稳压电源主题突出，各立一章；集成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及时序逻辑电路、电动机
与电气控制技术联系紧密，各成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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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电工学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并考虑到结合工程实际的特色而编
写的。
参考学时数为40～60。
内容包括：电路模型和电路的基本定律、电路的分析方法、交流电路、一阶电路的时域分析、基本放
大电路、集成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电源、集成门电路及组合逻辑电路、集成触发器及时序逻辑电路
、电动机与电气控制技术、EWB简介、应用举例等。
各章在基本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的阐述上力求通俗易懂，并加强了实际应用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工科院校非电类各专业电工电子技术课程的教材，也可供高职、电大等相关专业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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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0.3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使用　　10.3.1 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异步电动机与电源接通以后，如果电
动机的起动转矩大于负载反转矩，则转子从静止开始转动，转速逐渐升高至稳定运行，这个过程称为
起动。
　　异步电动机常用的起动方法有下列几种：　　（1）直接起动。
直接起动是在起动时把电动机的定子绕组直接接入电网。
电动机在起动瞬问，由于旋转磁场与转子之间相对速度很大，转子电路中的感应电动势及电流都很大
。
转子电流的增大，将会引起定子电流的增大，因此在起动时，定子电流往往比额定值要大4～7倍。
这样大的起动电流会使供电线路上产生过大的电压降，不仅可能使电动机本身起动上转矩减小，还会
影响接在同一电网上其他负载的正常工作。
　　直接起动的主要优点是简单、方便、经济、起动过程快，是一种适用于中小型笼型异步电动机的
常用方法。
当电源容量相对于电动机的功率足够大时，应尽量采用此法。
　　（2）降压起动。
降压起动的目的是为了减小电动机起动时对电网的影响，其方法是在起动时降低电动机的电源电压，
待电动机转速接近稳定时，再把电压恢复正常值。
由于电动机的转矩与其电压平方成正比，所以降压起动时转矩亦会相应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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