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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在不断深化，电工电子新技术、新器材在数控、机电一体化、机械自动化等
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大发展。《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数控技术应
用专业)》体现了编者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经验的总结，也吸收了各兄弟院校师生使用《全国高职高专
教育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第1版的反馈意见和建议，本次修订注
重体现高职教材“知识应用和技能培养”的原则和特色。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电工技术基础篇，内容包括：直流电路、正弦交流电路、电路的过渡过程、磁路与变压器、异步电
动机及其控制线路；第二部分为电子技术基础篇，内容包括：晶体管及其应用电路、门电路与组合逻
辑电路、触发器与时序逻辑电路。每章有引例导入，并配有相关内容的实验实训和练习题。书末附有
习题的参考答案。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规划教材: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第2版)(数控技术应用专业)》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数
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机械自动化等专业使用。也可作为高职高专非电类工科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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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接触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磁系统，由静铁心、吸引线圈和动铁心组成；另一部分是
触点系统，由主触点（允许通过较大电流，用于接主电路）、辅助触点（允许通过较小电流，用于接
在控制回路）及灭弧装置等组成。为减少铁损，交流接触器的铁心由硅钢片叠制而成。当主触点分断
时，会产生较大电弧，烧坏触点，并延长分断时间，严重时可能引起电源相间短路，因此接触器一般
都有触点间绝缘隔层或灭弧罩。在选用接触器时，应注意主触点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应与用电设备
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相符；线圈电压、触点数量以及操作频率则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常用的交流
接触器有：CJ10、CJ20、CJ40（国产）和3TF系列（德国西门子公司）。以及B系列（ABB公司）等
。5.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KA）是一种用来转换控制信号的中间元件。通常用来传递信号和同时控
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的电动机或其他执行元件。常在其他继电器的触点数量和容
量不够时，作扩展之用。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较小，触点多些。
常用的中间继电器有JZ7系列（交流）和JZ8系列（交、直流两用），触点的数量为4对动合触点、4对
动断触点，触点的额定电流均为5A。选用时还应考虑它们的线圈电压等级。6.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FR
）是一种具有过载保护特性的过电流继电器，它利用电流的热效应而动作的，用于电动机运行时的过
载保护。其图形文字符号参见图5—23中所示。使用时将发热元件接人电动机的主电路中，由于发热元
件是本身阻值不大的电阻丝，并且一段绕制在具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上，当电动机过载时，过
大的电流会使发热元件严重发热，引起双金属片过分弯曲，推动导板使接在控制回路中的动断触点分
断，从而使接触器线圈也失电，通过接触器主触点分断电动机的主电路，达到过载保护的目的。热继
电器不能用作短路保护，这是由于双金属片的热惯性，在短路瞬间无法立即切断控制线路。但这一特
点正好避免了电动机起动瞬间电流较大和短时过载而不必要的停车。热继电器的过载保护，对电路来
说具有可复原性，即只要按一下热继电器的复位按钮，就可使热继电器恢复原来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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