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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教育部《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组织有经验的老师编写的。
　　本课程是电气类专业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使学生深入了解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一次设备的基本理论，具备电气运行、安
装、检修的能力，为学习后续专业课、强化职业技能、增强工作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满足高职院校电气类专业的教学、就业和岗位要求，加快高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发电厂及
变电站电气设备》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学生应用能力、分析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突出高职教育的职
业性，符合当前高职教育的要求。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对一些理论性强、计
算复杂的内容进行了适当取舍，并简化公式推导。
　　（2）注重新技术、新设备的介绍，有利于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3）图文并茂，并配有典型例题，每章后还附有小结、思考题与习题，便于学生总结和复习。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由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李家坤副教授、朱华杰副教授任主编，湖
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余海明和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王卫卫、陈子文、刘姣姣、汪锋、张争任副
主编。
其中，第1、2、8章由李家坤编写，第3章由余海明编写，第4章由朱华杰编写，第5章由陈子文编写，
第6、9章由王卫卫编写，第7章由刘姣姣编写，第10章由张争编写，第11章由汪锋编写。
李家坤、朱华杰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由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陈光会担任主审。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同行专家编著的教材和资料，得到了不少
启发和教益，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

内容概要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是高职高专电气类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主要介绍发电厂及变电站电
气一次设备部分的知识。
全书共11内容包括绪论、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电弧及电气触头、电气设备与载流导体、电气
主接线、自用电接线、配电装置、短路电流计算、电气设备选择、防雷与接地、电气总布置。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对一些理论性强、
计算复杂的内容进行了适当取舍，强调实践性、应用性，并注重新技术、新设备的介绍，图文并茂，
例题和习题经典，有利于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可作为高职高专电气类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发电厂及变电站从
事电气运行与检修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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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1.1.1 电弧的特性　　（1）电弧由阴极区、阳极区和弧柱区三部分组成，如图3.1 所示。
阴极和阳极附近的区域分别称为阴极区和阳极区，阴极和阳极间的明亮光柱称为弧柱。
弧柱区中心部位温度最高、电流密度最大，称为弧心；弧柱区周围温度较低、亮度明显减弱的部分称
为弧焰。
　　（2）电弧的温度很高。
电弧形成后，由电源不断地输送能量，维持其燃烧，并产生很高的温度。
电弧燃烧时，能量高度集中，弧柱区中心温度可达到10000℃以上，表面温度也有3000～4000℃，同时
发出强烈的白光，故称弧光放电为电弧。
　　（3）电弧是一种自持放电。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放电现象（如电晕放电、火花放电等），电极间的带电质点不断产生和消失，处于
一种动态平衡。
其弧柱区电场强度很低，一般仅为10～200V，很低的电压就能维持电弧的稳定燃烧而不会熄灭。
　　（4）电弧是一束游离的气体，质量很轻，在电动力、热力或其他外力作用下能迅速移动、伸长
、弯曲和变形。
其运动速度可达每秒几百米。
　　3.1.1.2 触头间发生电弧的条件和物理过程　　触头周围的介质原本是绝缘的，电弧的产生说明绝
缘介质变成了导电的介质，发生了物态的转化。
任何一种物质都有三态，即固态、液态和气态，这三态随温度的升高而改变。
当物质变为气态后，若温度再升高（一般要到5000℃以上），物质就会转化为第四态，即等离子体态
。
任何等离子体态的物质都是以离子状态存在的，具有导电的特性。
因此，电弧的形成过程就是介质向等离子体态的转化过程。
电弧的产生和维持是触头间中性质点（分子和原子）被游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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