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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电气传动》

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基于电力电子变换器的现代电气传动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不仅包括了直流电
动机传动、感应电动机传动等一般电气传动教材的主要内容，还详细介绍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
普通的永磁同步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同步磁阻电动机、开关磁阻电动机的传动；②通用电动机
、单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单相磁阻电动机、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传动；③大功率传动；④各种发电机控
制技术；⑤PWM变频传动的特殊问题。本书针对各种电机传动控制，提供了大量的实例、习题以及10
个MATLAB/Simulink仿真程序，以帮助读者书序和掌握相关的内容。本书可作为电气工程以及机电工
程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或课外读物，也可以供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增强电气传动技
术背景或了解电气传动技术进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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