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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接触理论及其应用技术》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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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凤仪，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2月生于内蒙古赤峰市，1983年9月考入辽宁工程
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电力传动与自动化专业。1987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取本校硕士研究
生，1990年获工学硕士学位。1991年-1992年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系电器教研室做访问学者
。1994年-1997年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机电器及其控制系学习并获工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
至2003年3月于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电气电子与计算机系做高级访问学者。2003年底于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2004年被机械学院聘为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 现任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中国煤炭学会煤矿自动化学会委员、辽宁省电工技术学会理事。曾获国家自然
科学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会青年科技奖、辽宁省百千
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培养人选、第四届辽宁省青年科技奖、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阜新市十大杰出青年、辽宁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主要研究方向：电机与电器及其控制、节
能型电力传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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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概述　　一、电接触理论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一）电接触的定义和分类　　任
何一个电系统，都必须将电流（作为电的信号或电的能量）从一个导体通过导体与导体的接触处传向
另一个导体，此导体与导体之间由接触而产生的电气连接，称之为“电接触”。近年来，也有学者认
为“电接触”是指两个导体之间相互接触并通过接触界面实现电流传递或信号传输的一种物理、化学
现象，或者认为“电接触”就是指两个导电组件因带电接触而产生的一种状态。在冶金学上，“电接
触”是指用来产生接触的金属导电元件，由一对接触元件构成。　　电接触按其工作原理的不同，一
般可以分为三类：　　（1）固定电接触。即两接触元件只需在维修时才断开而在工作时间内固定接
触在一起，既不做相对运动，也不相互分离。它们之间的电接触靠固定接触来维持。如：铆钉接触、
焊接接触、螺栓接触等都是固定电接触的典型例子。　　（2）滚动和滑动电接触。即两接触元件通
过二者的平移或旋转运动来实现静止接触件与运动接触件之间的电能或信号传输，是一种特殊的电接
触形式。两接触元件能做相对滚动或滑动运动，却不相互分离，如载流轴承和电车之间的接触、电机
的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力机车受电弓滑板与接触网导线之间的接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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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比较系统地讲解了电接触理论的相关知识，不足的地方是很多地方介绍的过于简略。总体来
说还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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