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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理论联系实际，讲述了电机、拖动及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等内容，有助于读
者对电气工程技术进行全面的了解。本书分为四部分，共31章，涵盖电磁学、力学和热
学的基础知识、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同步发电机、同步电动机、单相电动机、各
种变压器、感应电机、电气控制、电力电子技术、发电、输电、电能分配、谐波、PLC
等内容。本书适合电气工程专业的师生和从事电气工程相关工作的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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