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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战》

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分析了历年来全国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真题，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难度较大的
内容抽取出来，尤其是难度较大的案例题内容，使广大考生从浩繁的复习资料中脱身，向有方向性、
有目的性的复习转变，极大地提高了通过考试的可能性。本书可作为广大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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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按照发输变电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大纲，发输变电专业及案例题考试涉及6大涉及手册及81本规
程、规范（详见参考文献），内容从一次设备、继电保护、自动装置、输电线路、电力系统、直流系
统，到仪表与控制、厂所用电、照明设计、消防设计、劳动安全、抗震设计等，包括火电厂、水电厂
、变电站，而且有的规程、规范每年都会更新，可以说考试内容十分浩繁。本书从2007年公布的发输
变电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大纲出发，同时系统地研究了历年考试真题，可以说兼具系统性与实战性
。本书在各节后面还附有大量典型例题和详细解答，这些例题基本都摘自历年考试真题，既有助于把
握基本公式、基本概念在具体案例题中的运用，也有助于了解实际专业考题的难度及要求。本书的出
版，对广大考生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相信必将成为广大考生的“羊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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