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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列入电力科技专著出版基金项目的重点著作，《现代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设计及应用》（第
二版）在2009年初终于问世了，这本著作是我国励磁资深专家李基成教授继《自动调整励磁装置》
（1958年），《现代同步发电机整流器励磁系统》（1987年），《现代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设计及应
用》（2002年第一版）三本励磁专著出版后，最新推出的又一精心构思的新作。
　　现出版的第四本励磁专著是著者在总结了55年来励磁工程实践的基础上，以新颖的思路、开拓的
视野，从全新的设计理念出发，探讨了当前在励磁系统及参数选择方面一些前沿性的关键技术问题。
　　全书在取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全书内容丰富，覆盖面广　　对励磁系统作了系统和完整的论述，例如在涉及水轮发电机励
磁系统方面，书中以三峡水电厂700MW大型水轮发电机组励磁系统为实例，探讨了水电机组励磁系统
的性能特征外，还论述了抽水蓄能机组励磁系统的功能特点以及变频启动系统（SF（：）的工作原理
与启动流程。
　　在汽轮发电机励磁系统章节中，以介绍传统600MW，1000Mw机组励磁系统性能特征为主线，分
述了励磁系统中的励磁变压器、功率整流柜、灭磁装置、自动励磁调节器的构成外，还重点
对1000MW核电机组励磁系统的性能特征做了深入地探讨与说明。
　　就内容而言，水电机组含常规、抽水蓄能机组及变频启动；火电机组含常规及核电机组励磁系统
，为此本书是迄今为止最系统和完整的一部论述励磁系统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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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现代励磁控制技术的最新进展，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在设计及应用中存
在的关键技术问题。
包括对三相桥式整流线路、他励静止二极管整流器励磁系统、无刷励磁系统以及静态自励励磁系统性
能特征的描述。
    在涉及到水轮发电机励磁系统的内容中，除介绍了三峡水电厂700MW水轮发电机组励磁方式外，还
对抽水蓄能机组励磁系统以及变频启动功能做了相关的介绍。
在汽轮发电机励磁系统章节中，则对600MW、1000MW机组励磁系统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
另在本书部分内容中，还对核电机组励磁系统进行了广泛地讨论。
    本书可作为高校电力系统专业学生的学习教材，也可作为电站设计、调试和运行维护人员的参考资
料，并可供电力试验研究所和电机制造厂相关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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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励磁控制方式的演绎与发展　　第一节 概述　　在现代化的电力系统中，提高和维持同
步发电机运行的稳定性，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众多改善同步发电机稳定运行的措施中，运用现代控制理论、提高励磁系统的控制性能是公认的经
济而有效的手段之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不论是在控制理论还是在电子器件的研制和实际应用方
面，均取得长足的进展，这些成果进一步促进了励磁控制技术的发展。
　　在本章中将对半个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励磁控制技术的演绎作一简要的阐述。
但是在论述上，将不会过多的引用数学逻辑上的推导，而是以国内学术界认同的主要论断为依据，从
中拓展出有益的结论。
　　第二节 励磁控制方式的演绎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自动电压调节器的主要功能是维持发电机
电压为给定值。
当时应用的电压调节器多为机械型的、其后又发展为电子型或者电磁型。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电力系统的大型化和发电机单机容量的增长，出于提高电力系统稳定
性的考虑，自动电压调节器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维持发电机电压恒定这一要求上，而更多地体现在提
高发电机的静态及动态稳定性方面。
这标志着对励磁调节器的功能要求已有了根本的转变。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有一点须说明的是关于强行励磁的作用问题。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系统事故时，应当限制强励的作用，以防止发电机定子电流过载。
但是，前苏联的学者经过试验及实践表明：采用强行励磁可加速切除系统事故后电压的恢复，并可缩
短定子电流过负载的时间，这对于缩短事故后系统电压的恢复时间及系统稳定性均是极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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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设计及应用（第2版）》共分18个章节，主要结合现代励磁控制技术的
最新进展，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同步发电机励磁系统在设计及应用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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