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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始接触电力传输工程的学生，首先的感觉可能是，认为所研究的电力系统过于庞大、复杂而又
奇妙，因此难于着手。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学生对于构成电力传输的复杂输配电网络和没有使用过的变电设备及其控制
、运行方法等都是平时很难接触到的。
　　对此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些数学与电气电子技术基础的读者都容易入门。
本书是由长期在这个领域从事教学的4位老师执笔编写的，编写中对于送配电和变电的硬件与软件内
容注意从基本事项说起。
通过本书的学习，随着逐步对电力传输技术的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兴趣就会增加，想学好这门课的
欲望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对最初难于着手、难于理解的电力系统，会逐步地弄清它的组成。
在懂得了电力传输中要使用电线、电缆和变压器的同时，如下一些疑问也会一个个得到解答。
例如，为什么需要电容器与电抗器？
电压、功率因数与无功功率的关系怎样？
为什么要用高电压？
线路故障时电压与电流的分布是怎样的？
送配电电路和变电设备中出现一次性瞬时过电压波是怎么一回事？
避雷器的作用是什么？
断路器的切断时间应是多少？
继电保护系统是用什么方式和如何动作的？
线路与环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为什么使用由晶闸管这种半导体开关器件所组成的交直流换流器？
高次谐波是如何发生的？
其相应的防范措施是什么？
　　最后，对电力系统能如下理解就可以了，即它是“全球范围的巨大的电路网络”，通过对它的合
理设计、建设、运行和控制，可以传输电力。
掌握了这些，就可以慢慢体会到本书最后一章所叙述的“电力传输技术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而
对将来继续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课题亲自进行选题，并对之进行挑战！
　　人类为了建筑高度的文明，享受丰裕的生活，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电力。
为此，我们希望读者理解对起重要作用的电力传输技术进行学习的意义，期待你们成长为对电力传输
发展作出贡献的研究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最后，向对本书的编辑和发行工作作出贡献的OHM社表示深切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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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传输工程》是“21世纪工程技术新型教程系列”之一。
书中介绍了电力的传输；送配电缆路的构成与结构；变电所的组成；电力的传输特性；故障时的现象
和故障计算；稳定度的概念和输送功率；过电压与绝缘配合；继电保护方式；直流输电；电磁感应和
无线电干扰；配电和负载的关系；将来电力传输技术的展望等。
　　书中附有许多典型的例题和丰富的习题解答。
　　《电力传输工程》可供从事电力传输研究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
业的教学对于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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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调谐滤波器在特定的频率（谐振频率）显示低阻抗特性。
一般在66kV以下回路中所使用的由于机器的损耗能够确保Q（品质因数），故只由电容与电感构成。
　　高通滤波器，是在电抗器与电阻并联的回路上再串联电容器，在谐振频率以上滤波器的阻抗低，
几乎是平坦的特性，谐振频率时滤波器阻抗与单调谐滤波器比较要大，因此发生量比较大的五次至十
三次谐波时，电压畸变不能减小，还为了使工频（基波）下的电阻损耗小，有必要提高高通滤波器的
谐振频率，故与低次的单调谐滤波器组合起来使用。
　　不管哪一种滤波器，在工频下，都作为相位移相电容器供给容性的无功功率，因此具有改善功率
因数和抑制高次谐波的特征。
但是，由系统阻抗引起的脱谐、频率变动和系统阻抗变化造成的抑制效果下降、过大的高次谐波流入
等问题，在滤波器设置时进行充分的预先调查和系统分析是不可缺少的。
　　（2）有源滤波器的设置　　有源滤波器不利用LC滤波器的谐振特性，而是根据逆变器应用技术
产生反相位的高次谐波，因而能抵消高次谐波，成为理想的滤波器。
　　有源滤波器与高次谐波负载并联连接，用电流互感器（CT）测出负载电流，通过产生与负载电流
中含有的高次谐波成分相位相反的电流，抵消电源电流中所含有的高次谐波电流，使电源电流成为正
弦波。
　　还有，有源滤波器在系统中的作用随其控制方式而不同，并联有源滤波器作为系统的并联电阻，
串联有源滤波器作为系统的串联电阻起作用。
灵活应用这一功能，可抑制功率因数改善用电容器与系统阻抗的串、并联谐振，同时也可以补偿多数
不特定的高次谐波发生源的高次谐波电流。
这里要注意到根据系统条件不同，有时会有从有源滤波器流向连接于负载侧的电容器和LC滤波器高次
谐波电流的情况。
　　（3）改善功率因数用电容器夜间断开　　一般，在高压用户处接有电容器，目的是用容性无功
功率改善功率因数。
该电容器（以下简称sc）在重负载时，可以使功率因数接近l，但在夜间轻负载时，也大多不断开SC，
引起与系统阻抗之间谐振而产生高次谐波的扩大。
因此，作为受到影响一方的相应措施，可以考虑断开轻负载时的SC。
由此，断开的SC不仅避开了影响，而且系统的高次谐波阻抗变更。
也可抑制谐振造成的高次谐波的扩大。
这里要特别注意到因为SC的断开，有可能使谐振点接近特定的高次谐波频率的情况。
　　（4）串联电抗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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