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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涵盖了常用电动机和发电机在电气绝缘设计、评估、老化、试验和修理的方

方面面，是一本非常实用的技术著作。本书介绍了电机绝缘设计的历史背景，新电机

最新进展的技术信息，以及如何为电机选择绝缘结构等，并提供了权威性的参考资料。

本书的主要专题为：

· 旋转电机、绕组，定子和转子绕组结构的各种型式；

· 绝缘材料及绝缘结构的评估；

· 现行的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的绝缘结构；

· 绝缘故障机理及修复；

· 试验和监测；

· 维护策略。

本书细述了定子和转子绕组超过30种不同的故障过程，讲述了约25种评估绕组

绝缘状态的不同试验方法和监测手段。本书有助于电机的使用者避免不必要的电机故

障、花费较少的维护成本，即使是未来的电机设计也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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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GregC.Stone，电气工程师，首创多个评估定子绝缘系统的新试验方法，

其中许多已经成为IEEE和IEC标准化的试验方法。他从加拿大Waterloo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在北美最大的电力公用事业单位安大略省水电局 (Ontario

Hydro)研究处工作。Stone博士是专业手册 《大型旋转电机绝缘状态评估》

的第一作者，撰写了大量的技术论文和文章。Stone博士目前在IrisPower

Engineering 公司工作，也是IEEE的高级会员。

EdwardA.Boulter，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尉 (退休)，是包括通用电气公

司 (GeneralElectricCompany)、依索拉绝缘材料公司 (Von-Roll-ISOLA)、

几个州的公用事业单位及制造厂涉及多个领域的工程顾问。在此之前，他有

近40年的时间在通用电气公司 (GeneralElectric)做规划设计方面的高级工

程师，担任技术团队的负责人。

IanCulbert，毕业于苏格兰敦提技术学院 (DundeeTechnicalCollege)，

是安大略水电局 (OntarioHydro)的专家，为电站设计工程以及所有型号的

电动机和备用发电机的运行和维护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并且在加拿大Reliance

Electric公司和英国ParsonsPeebles公司担任过电动机的设计师。现在他是Iris

PowerEngineering 公司的旋转电机专家。

HusseinDhirani，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安大略发电公司 (OntarioPower

GenerationInc.)工程服务部的高级设计工程师，在印度浦拿 (Poona)大学

获得的工学学士学位 (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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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前，我国电力工业正处在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时期，无论在发电设备

总装机容量还是发电机组单机最大容量和拥有的数量等方面，都已位居世界

前列。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有正在发电和即将发电的大批百万千瓦等级超超临

界的火电机组和120万千瓦等级的核电机组，以及世界上最大的800MVA 等

级的水轮发电机组。我们用几年、十几年即走完了发达工业国家历时数十年

的发展过程，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也明显带来了在 “软件”上的不足，

即对现代先进的大型发电设备在制造、运行、检修诸方面的经验不足，急需

吸收发达工业国家积累的先进经验，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使发电设备的

管理水平与先进的 “硬件”相适应。IEEE出版的这本 《旋转电机的绝缘———

设计、评估、老化、试验和修理》是旋转电机工业应用方面的经典著作，该

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出版，无疑可为我国发电设备在技术和实践方面提供专业

指导。

电机绝缘被称为电机的心脏，约有超过1/3的电机事故是由电机绝缘系

统引起的，而且绝缘事故本身具有设备损坏大、修复难度高的特点。本书是

系统论述电机绝缘的难得好书，国内还没有类似的著作。本书的作者和主要

编译者是长期从事电机工作的著名专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

作者从运行角度全面总结了电机绝缘系统的相关内容，并具有通俗易懂、简

洁实用的特点。

纵观全书，第1～6章概括介绍了定子、转子绝缘系统的结构、材料和评

估方法，论述深入浅出，概念清楚，对工程应用是必须的；第7～10章讲述

电机定子、转子绕组和定子铁心绝缘故障，包括它的分类、故障机理和修理

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透彻，思路清晰，对从事电机故障诊断和运行的

专业人员很有指导意义；第11～15章讲述电机绝缘方面的试验和监测的原理

和方法，包括工厂试验和现场试验，以及对IEC、IEEE有关标准进行了解

读，对试验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内容很实用，很精彩。总之，本书



深入浅出，内容实用，实例丰富，为发电机、电动机设计、运行、科研、教

学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参考，对电机故障诊断、保证维修质量、

提高电机运行可靠性是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

最后，希望我们相关的出版部门能够像中国电力出版社引进这本IEEE

专著一样，与IEEE等外国出版部门多多沟通和增加联系，多出专业技术方

面的新书、好书，为我国电力工业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稳健的

“软件”基础。

2010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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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译者最早接触到这本 《旋转电机的绝缘》一书，是在2007年初，原书作

者Greg博士一行来华讲学访问，在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

电机专业人士学术座谈会上，Greg博士向我们展示了这本书。

在与Greg博士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匆匆翻阅了此书，都深深为

Greg博士及其团队在电机专业领域取得的业绩所折服。他们始终处在世界电

机绝缘专业制造、运行、维护领域的前沿，特别是处在绝缘在线监测技术领

域的领先地位，拥有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最先进的技术理念，对旋转电机绝

缘的研究代表了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他们既有从事设备设计制造的经验，又

曾是电力设备用户，既能够从理论上讲清电机绝缘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原理，

又能够从用户角度理解电机绝缘的故障分析、设备维护和监测技术诸方面的

需求，因而从制造和用户两个层面上讲清了一个电机专业人士所亟须的绝缘

技术知识。

本书的主要作者Greg博士曾经在北美最大的电力公用事业单位安大略省

水电局 (OntarioHydro)工作多年，深刻理解电力用户对设备的要求，他曾

首创多个评估定子绝缘系统的新试验方法，其中许多已经成为IEEE和IEC

标准化的试验方法。Greg 博士本人曾担任美国IEEE 电气绝缘学会 (IEEE

DielectricsandElectricalInsulationSociety)的主席和IEEE执行委员会成

员 (IEEETechnicalActivitiesBoard)，目前仍是IEEE的高级会员，同时还

担任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理事会成员，主导着许多国际电工领域的绝缘标

准制定工作。Greg博士所在的IrisPowerEngineering 公司在电机绝缘局部

放电监测领域知名度很高，生产的监测仪器用户遍布全球。

在座谈会上我们即产生了将此书译成中文的想法，希望能借此使国内广

大同行及时了解和掌握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电机绝缘技术资料。随后我们与

本书作者和美国IEEE出版商进行了反复的沟通，在原书主要作者Greg博士

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本书的翻译版权。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书中关于电机技术的精彩论述屡屡与我们已有的

经验产生共鸣，并随之从中得到理念上的升华，还从中学到许多对我们是全

新的很有用的专业知识，这些使我们感觉与此书相见恨晚。我们认为，此书

以旋转电机绝缘的设计、评估、老化、试验和修理为主线，却不局限于绝缘，

几乎涉及旋转电机常见技术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多内容在国内电机专业

书中尚属空白，同时该书又具有非常好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很理想的现

代版电机绝缘实用教材。作为一本电机专业书，书中并没有很多艰深的理论

表述，而是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以生产实践为基础，做到了深入浅出的

叙述，相信无论是电机专业的普通技术人员，还是从事电机专业多年的资深

工程师，以及大专院校的电机专业师生，都可以在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都会有所裨益。

本书的译者全部是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高压所从事电机专

业的技术人员，常年工作在电力生产服务现场第一线，有着丰富的专业实践

经验，英语基础也不错，足以胜任专业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

困难是难得有静静地坐下来进行文字工作的整块时间，平时承担的生产任务

非常繁忙，在完成生产任务同时，从2009年春节前后收到样书开始，到同年

11月底交出译文全稿，不到一年时间内即完成全书翻译和校对工作，其艰苦

紧张情况可想而知，几乎全部靠穿插点滴时间进行文字工作，并挤占了大量

业余时间。

本书基本保留了英文原版中有关符号的写法，仅依我国习惯修改了个别

符号。另外，译者还对原版中的个别笔误经与原作者核对后进行了修正。

本书共有16章，其中第3章、第5章、第6章、第15章和第16章由

白亚民翻译，第7章和第8章由白恺翻译，第4章、第10章、第11章、第

13章和第14章由王劲松翻译，第1章和第12章由梅志刚翻译，第2章和第

9章由吴宇辉翻译，全书由白亚民审校和统稿。

本书是在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的资助下出版的，在此我们对华北电网有限

公司倾心支持和资助科技工作者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专著表示敬意和感谢，也

对始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的华北电力技术院和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多位

领导、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此外，根据原著作者的建议，我们在书中增加了我国几个主要电机制造

厂的绝缘系统情况简介，为此得到了哈尔滨电机厂、上海发电机厂、东方电

机厂和山东济南发电设备厂等国内最主要的几家发电机制造厂的大力支持，

在此对提供有关资料的沈梁伟、赵昌宗、李希明、张忠海、高晓红、皮如贵

等专家学者一并表示感谢。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并经过多次审核检查，但由于时

间仓促和水平所限，肯定存在错译和不足之处，在此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请及时与译者或出版社联系，希望能在本书再版时得到更正。

本书编译组

2010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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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

本书旨在为大型电动机和发电机的设计人员及用户提供有关旋转电机绝

缘方面的全面参考。我们同样希望为现行绝缘系统的形成过程及其原因提供

一些资料。一直以来，旋转电机的绝缘就不是工程研究领域的热门，它有时

被看作是 “事后诸葛亮”。当本领域先驱引退后，鲜有新人继续专攻于斯，由

此导致该领域知识的逐渐缺失。我们希望本书整理的资料能延缓这个过程，

并成为本领域革新的一个有益起点。

本书极具特色，其中两位作者 (AlanBoulter和IanCulbert)具有电机设

计的背景，而另外两位曾经是电机的主要用户。因此，值得庆幸的是，电机

的用户和制造部门都能在本书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三人 (GregStone、IanCulbert和HusseinDhirani)要共同向安大

略水电局 (现安大略发电公司)表示谢意，正是在安大略水电局的工作经历

使我们得以成为本领域的专家。在现如今的商业氛围中，似乎很少有工程师

能像我们那样被允许从事专业研究。我们还要向JohnLyles，JoeKapler和

MoKurtz等安大略水电局所有前员工致谢，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许多知识。感

谢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EPRI)，尤其是JanStein，他们曾在20世纪80年

代赞助过一本手册的编著，这为我们三人撰写本书提供了一次 “预演”。

感谢ResiLloyd忘我的工作，为本书各章节提供了统一的字体样式，描

绘了大量插图，促使本书成册。

HusseinDhirani感谢他的家人，他们允许他在某些周末去办公室从事本

书的工作，而借口只是工作效率更高等经不起推敲的理由。Hussein还要向那

些慷慨奉献自己知识的人们致敬，包括从事发电机工作的技师、研读图纸的

设计师、与之探讨共性问题的兄弟单位员工、解释绝缘系统设计复杂问题的

供货商组织等等。尤其要感谢安大略发电公司DerekSawyer和BillWallace

对本书的理解和支持。

IanCulbert要感谢安大略电力公司，允许他参与大量公司内部以及EPRI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项目，从中获取的大量信息成为撰写本书的素材。他还要感谢他以前的雇

主RelianceElectric和ParsonsPeelbes，他们给了他学习电动机的设计、试验

和故障检修的机会。

最后，GregStone想要感谢他在IrisPowerEngineering公司的原始合伙

人———BlakeLloyd，SteveCampbell和ResiLloyd，他们让他从日常公司事

务中解放出来，能有精力从事本书中较艰深的命题。当然，Greg还要感谢他

的妻子JudyAllan，她从未对她的亲人利用假期写书或论文提出过疑问。

原书作者：Greg C.Stone　　
Edward A.Boulter　　

Ian Culbert　　
Hussein Dhirani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20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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