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29卷 第 8期

� 2010年 8月

实 验 室 研 究 与 探 索
RESEARCH AND EXPLORAT ION IN LABORATORY

Vo.l 29 No. 8�
Aug. 2010�

DZSZ型实验教学设备的改进与使用

许俊 云
(华南农业大学 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441052)

摘 � 要: DZSZ型实验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 其封闭式设计造成学生所需动手做的工作只

是单纯地连接一些导线, 没法获得直观的具体的认识, 这种浅层次的短时间的利用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工

程实践能力;容易使学生做出错误的外部连线,造成不必要的设备故障。阐述了围绕该设备进行的一些

改进工作。针对封闭式设计的局限改进了基础实验教学方法;同时改进了设备线路,尝试培训学生参与

维修等。实践证明, 这些工作较有效地拓展了该设备在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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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and Using the Type DZSZ of Expermi ental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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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som e shortcom ings about theDZSZ experimental device ex isting in the use processw ere analyzed

such as the specia l enclosed design, osc illoscope prob lem s, and ma intenance problems, some measures used to improve

the effect o f the dev ice in cultivat ing the underg raduates� practice sk ills in techno logy w ere in troduced inc lud ing tak ing

new teach ing methods, chang ing the design for the dev ice, and so on. These measures have been proved w ith good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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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 言

实践教学不仅是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 也是高等

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尤其在培养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1�2]
。专业实

验教师是实践教学中的一支很重要的队伍, 学生在实

验室的实验质量的高低与否与实验教师的工作悉悉相

关,高质量的实验教学无疑会对理论教学起到很好的

辅助作用,而且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实验设备是进行实验实践教学的必要条件。伴随

着高校办学能力以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实践能力要求

的提高,近年来, 高校在实验设备上都在加大投入力

度。实验室工作是一项需要不断创新的工作
[ 3 ]
,实验

教师如果能引导学生利用好这些造价不菲的实验设

备,探索出充分发挥其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上的有效

方法,无疑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DZSZ型实验设备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2. 1� 封闭式设计的局限

电力电子与电力拖动实验室使用的是天煌教仪生

产的成套实验设备: DZSZ型电机及自动控制实验装

置。该设备可以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以及自动化专

业的学生完成  电机与拖动!、 电力电子技术 !及  电

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等课程的基础实验。这几门课

程都涉及到了比较强的交直流电源的使用与变换, 因

此客观上造成实验过程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考虑到

这一点,厂家在该成套设备的设计上采用了封闭式挂

件设计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如漏电保护、过流

保护、变压器浮地以及高压直流电源过流软截止自动

恢复技术等。这种设计的一个显著的好处就是安全性

较好,因为在实验过程中,操作者不会碰触到实际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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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气元件。这样的设计的确从较大程度上保护了操

作者人身安全, 但是也同时带来了一些不足。

在目前的专业基础实验中,通常都是由实验课教

师给学生讲解实验内容、目的、步骤、注意事项等, 实验

完全是让学生按部就班地进行。学生只须按实验指导

书的方法和步骤,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验内容,交指导

老师审核后签字生效、写出实验报告即可
[ 4�6]
。学生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基本实验后即离开了实验室。这种

实验课模式能培养学生一定的基本实验技能,但是对

实验设备的这种利用方式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角度

上来考量实际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利用。

在做  电力电子技术 !课程实验时,学生在挂件设

备上所需做的所有工作只是单纯的连接一些导线等。

由于实验所用挂件都是封闭的,所以在做完实验后,对

晶闸管、IGBT等电力电子元件实际外观以及由它们构

成的实际的整流及逆变电路、触发电路、保护电路、散

热装置等学生都看不见, 都没法获得直观的、具体的认

识;在做  电机与拖动 !课程实验时对电路中使用到的
低压电器如接触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电器元件

的实际工作状态亦得不到直观的认识; 在做  电力拖

动自动控制系统 !课程实验时对速度调节器、电流调
节器等核心的电气元件也同样得不到直观的认识。如

果所有专业课程实验结束后,学生在实验室里对其所

学课程的研究对象都没见到,这种实验模式不能不说

是一种有缺陷的实验模式。事实上, 在基本实验过程

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非常希望对设备有更深入的认

识,希望能弄清弄懂实验设备的实际工作状态。即希

望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另外,在做某些实验时,由于学生对实际电路的不

明确 (看不见 ), 学生还会因错误的理解而做出错误的

外部连线, 造成不必要的设备故障。比如在做触发电

路实验中,学生由于不知道实际的电路,而误以为需要

将 220 V接至一个 60 V的输入端子上,从而容易造成

挂件中同步变压器短路故障。

2. 2� 示波器操作麻烦

在做  电力电子技术 !等课程的实验中, 需要用示

波器来观测电路中信号的波形,但在该实验设备上使

用示波器时发现,如果用探头直接对地测量信号会出

现设备报警。只有在将示波器地线接至隔离变压器输

出端的中性线时才有可能不报警, 这样每次在测取信

号时都很麻烦, 要将 2个通道的信号进行相减才能得

到信号的波形。

2. 3� 设备维护不及时
任何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故障,这套

设备也不例外, 但是由于使用设备的学生多, 而且配合

教学计划安排, 同一专业的学生必须尽量在同一时间

段安排某个实验,由于设备是让这些学生分批使用的,

如果上一批学生在用完后,设备出现故障,那就会影响

下一批学生按教学计划使用设备。虽然厂家承诺有售

后设备维护服务,但往往不能及时到位,常常会给实验

教学的安排造成不好的影响。

3� 改进实验设备使用的几点措施

针对设备使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 从以下 4方面

进行了一些改进。

3. 1� 改进基础实验教学
电机及自动控制实验装置采用分立式的挂件模块

结构,实验时根据不同实验内容进行挂件模块的自由

组合。鉴于一部分学生存在惰性, 实验不主动,还有一

部分学生有深入了解实验设备工作原理的愿望这一状

况,对基本实验原有的教学模式进行了一些改变。即

在做基本实验前,先将实验所用的挂件模块打开, 让学

生通过现场测绘的方式熟悉设备的具体电路。然后以

抽签的方式针对挂件的实际电路让学生回答不同的问

题,并对问题进行讨论。对实际电路原理讨论清楚后,

再将挂件封装还原,进行基本实验的操作。让学生在

较彻底的熟悉自己所用的设备电路的基础上再来进行

基础实验的操作,避免了以前由于学生不明白设备原

理而造成的接线错误和故障的发生。

3. 2� 结合毕业设计拓展设备利用效率

电机及自动控制实验装置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

控制系统。它涉及到了变压、整流、保护、检测、单片机

控制的定时器报警及液晶显示等电路的设计。在学生

的毕业设计中结合拓展实验设备的利用效果做了尝

试。如三相桥式整流和逆变实验装置中的触发电路是

一个比较复杂的电路, 该电路的设计涉及同步变压器

的选择和其外部连接方式的设计, 触发脉冲集成电路

的选择和其外围电路的设计,晶闸管的选择及其保护

电路的设计等工作。整个设计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较

高的难度。考虑到这些, 让学生结合其所学电路仿真

等知识并参照实际系统来尝试设计系统电路,并与现

有实验装置的效果进行比较, 做出分析。这样使得该

实验装置起到了对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一个较好的导

引作用。

3. 3� 改进示波器操作

通过分析该装置的电路知该装置有 2个漏电保

护,其中漏 2保护是防止隔离变压器输出侧发生彼此

短路或碰壳漏电故障, 漏 1保护是防止隔离变压器输

入端发生彼此短路或碰壳漏电故障。且经检查发现该

设备电源系统采用的是 TN�C
[ 7�10]
接地系统, 即电源中

线 N线和保护地线 PE线是合一的。示波器的地线和

电源的中线 N相连, 即与  热地!相连,当探头地线去

碰触隔离变压器输出侧某点时,发生漏 2保护报警,分

析原因,这个报警的出现应该是隔离变压器原方 N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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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方端子间有较强的电容效应造成的。通过与厂家技

术员从安全性角度分析,决定断开示波器地线 PE与

电源地线 PE的连接。原因如下: 在示波器机壳漏电

时,断开示波器地线 PE后会使得漏 1保护不自动动

作,但是在操作者碰壳的情况下, 漏 1仍然会动作, 因

此仍然能保护操作者的安全。再用示波器测取波形时

即可直接测取了。

3. 4� 培训学生参与实验设备的维护工作

电机及自动控制实验装置在使用过程中通常会发

生以下故障,比如变压器三相电源输出不平衡、电位器

损坏、晶闸管击穿或老化、电容器击穿、单结晶体管老

化或损坏、同步变压器故障等等。考虑到培养学生现

场动手能力,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需要。培训学生学会看该实验设备电路图纸,根据图

纸分析故障,直接参与实验设备的维修工作, 这对学生

提高实践能力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4� 结 � 语

通过以上实践,学生对这套较为复杂的综合性实验

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功能熟悉了,在完成基础性实验的基

础上还锻炼了设计实际电路的能力及分析设备故障和

维修设备的能力,同时也增长了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的兴

趣,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 11�12]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 � 温 � 刚.构建科学的实践教学模式,加强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培

养 [ J] .长春大学学报, 2006, 27 ( 3) : 69�70.

[ 2 ] � 方燕红.本科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 J ] .高等理科教育, 2004

( 2) : 105�106.

[ 3 ] � 卢学英. 关于高校实验室开放的研究 [ J] .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6, 23 ( 5) : 122�124.

[ 4 ] � 张兴辉.高职高专无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 J] .甘肃联合大

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2008, 22 ( 1) : 125�128.

[ 5 ] � 袁 � 丽,李如璧.对∀物理实验 #教学中学生素质培养的探讨 [ J] .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2, 8( 4) : 103�107.

[ 6 ] � 刘解兰.完善实验教学 提高教学质量 [ J] . 当代教育论坛, 2009

( 5) : 30 �31.

[ 7 ] � 陈家斌. 接地技术与接地装置 [M ] .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3: 67�70.

[ 8 ] � 王常余. 接地技术 220问 [ M ]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17�57.

[ 9 ] � 李浚源.电力拖动基础 [ M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285�287.

[ 10] �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公用科电气组.接地和接零 [M ]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0: 34�64.

[ 11] � 顾留华.建设实验室开放运行机制的思考与实践 [ J] .实验技术

与管理, 2008, 25( 2) : 157�159.

[ 12] � 张 � 娟. 开放实验室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 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9, 26 ( 4) :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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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量 3部分, 考核他们在实

验教学、实验改革与创新、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与功能开

发、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业绩。考核结果存入

业绩档案,与实验技术人员的职务评聘、职称评定、年

终考核、津贴等挂钩, 真正意义上打破吃大锅饭的状

况,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强化他们的忧患意识与敬业精

神。此外,针对不同的实验技术岗位,设立不同类型的

奖项,如实验技术成果奖、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奖、

实验室管理先进奖等, 在实验技术队伍中营造一种积

极向上的工作氛围, 激励实验技术人员充分发挥其工

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为实验室建设更好地贡献

自己的聪明才智。

4� 结 � 语

重视和加强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是解决制约高校

实验教学、科研水平进一步提高的必然要求。但由于

历史和观念的原因, 使得实验技术队伍建设, 长期处于

低水平状态。因此, 我们必须从产生问题的源头出发,

对实验技术队伍建设与管理体制进行变革。通过将实

验技术人员合理定位为实验教师、制定发展规划、完善

考核和激励机制,从而构建创新型、可持续发展的实验

技术队伍,那么长期困扰队伍建设的诸多问题便能迎

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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