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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系统》

内容概要

《运动控制系统》共8章，主要内容包括运动控制理论的基本知识，单闭环直流调速系统，转速、电
流双闭环直流调速系统，直流脉宽调速（PWM）系统，交流调压调速系统和串级调速系统，交流异
步电动机变压变频调速系统，变频器应用技术和数字控制交直流调速系统等。
《运动控制系统》将交、直流调速运动控制技术和MATLAB/Simulink仿真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着重
体现高等职业教育以应用型教育为主导培养方向的办学理念，遵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工
程应用，将实践内容与理论教学内容相结合。
《运动控制系统》可作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等专科层次学校的电气技
术、工业电气自动化、机电应用技术等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本科院校的学生及广大电气爱好者
和从事现场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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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变频器应用技术　　7.1　概述　　20世纪70年代后，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控制技术
的发展，以及现代控制理论的应用，使得交流电力拖动系统逐步具备了宽的调速范围、高的稳速范围
、高的稳速精度、快的动态响应以及在四象限作可逆运行等良好的技术性能，在调速性能方面可以与
直流电力拖动媲美。在交流调速技术中，变频调速具有绝对优势，并且它的调速性能与可靠性不断完
善，价格不断降低，特别是变频调速节电效果明显，而且易于实现过程自动化，深受工业行业的青睐
。　　7.1.1　变频调速概况　　交流电动机的大多数调速方案其基本原理很早以前就已经确立了，但
由于受电力变换技术和控制手段的制约，有的被限制在实验室中，有的虽付诸实用也因稳定性、可靠
性及维护等方面的某些不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20世纪60年代中期，普通
晶闸管、小功率晶体管的实用化，使交流电动机变频技术得到了发展，采用晶闸管的同步电动机自控
式变频调速系统和采用电压型（或电流型）晶闸管变频器的笼型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先后在工业中被
推广使用，使变频调速开始成为交流调速的主流。此后的20多年中，电力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以惊
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变频调速传动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这种进步突出表现在变频装置
的大容量化、开关器件的自关断化、开关模式的PPM化及控制方式的全数字化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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