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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编写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教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一个宽口径本科专业，该专业的学生一般在专业课学习时选择不同的方向
，但是都需要一定的电力系统的基础知识。
为适应这种需要，本书选择有关电力系统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内容，重点讲述物理概念和实际应用。
　　同时考虑到学生进一步学习“电力系统分析”课程时避免内容重复，因而我们也相应编写了与本
书配套的《电力系统分析》教材，今年底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分7章，前5章可供全体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选用，后2章仅供非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方向学生选用。
　　本书第1、5、6章由李林川编写，第2～4章由肖峻编写，第7章由张艳霞编写，全书由李林川任主
编。
　　本书初稿承蒙王成山教授审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感谢编者的研究生为本书所做的画图、校对等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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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系统基础》共7章，包括电力系统基本知识、电力网元件的等值电路和参数计算、简单电
力系统的潮流计算、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与控制、电力系统故障与实用短路电流计算、电气主接线与
设备选择、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原理及。
配置。
《电力系统基础》注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阐述，强调基础理论和基本的分析方法，并简要介绍了超高
压交流和直流输电，以及风力、太阳能等新型电源的内容，以利于扩展学生的视野。
每章都提供了一些思考题和习题，并附有部分参考答案，便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电力系统基础》町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相
关专业师生参考，还可作为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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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电力系统基本知识 1.1 电力系统的组成 1.2 电力系统概况 1.3 电力系统的特点和对运行的基
本要求 1.4 电力系统的接线方式和中性点接地方式 1.5 电力系统的输电方式 1.6 电力系统负荷 1.7 电力系
统电源类型及特点简介 思考题 习题 第2章 电力网元件的等值电路和参数计算 2.1 电力线路的等值电路
与参数计算 2.2 变压器的等值电路与参数计算 2.3 发电机的等值电路与参数计算 2.4 电网等值电路及其
标幺值参数计算 思考题 习题 第3章 简单电力系统的潮流计算 3.1 单一元件的功率损耗和电压降落 3.2 
开式网络的潮流计算 3.3 配电网络的潮流计算 3.4 简单闭式网络的潮流计算 思考题 习题 第4章 电力系
统的正常运行与控制 4.1 电力系统的无功平衡和电压调整控制 4.2 电力系统的有功平衡和频率调整控制
4.3 电力系统的能量损耗与节能降损 思考题 习题 第5章 电力系统故障与实用短路电流计算 5.1 故障的一
般概念 5.2 三相短路电流的物理分析 5.3 简单系统三相短路电流的实用计算方法 5.4 对称分量法在不对
称短路计算中的应用 5.5 同步发电机、变压器、输电线的各序电抗及其等值电路 5.6 简单电网的正、负
、零序网络的制定方法 5.7 电力系统不对称短路的分析与计算 5.8 故障时网络中的电流、电压计算 5.9 
非全相运行的分析 思考题 习题 第6章 电气主接线与设备选择 6.1 电气主接线的设计原则 6.2 电气主接
线的基本接线形式 6.3 高压电气设备的选择 思考题 第7章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原理及配置 7.1 电力系统
继电保护的作用及对其基本要求 7.2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7.3 继电保护装置的构成及原理 7.4 输电线路的
继电保护配置 7.5 变压器和发电机的继电保护配置 思考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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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8.单元接线 将发电机和变压器直接连接成一个单元，再经断路器接至高压系统，发
电机出口处除厂用外不再装设母线，组成发电机一变压器单元接线。
单元接线是无母线接线中最简单的接线形式，也是所有主接线基本形式中最简单的一种。
它的主要特点是几个元件直接连接，没有横向联系。
图6—13画出了几种单元接线形式。
 图6—13（a）为发电机一双绕组变压器单元接线，它一般应用于大型机组，这种接线的发电机和变压
器不能独立工作，它们的容量必须匹配，它只用一个断路器，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不用断路器，避免
了由于额定电流或短路电流过大，选择出口断路器时遇到的制造条件或价格高等困难。
但是一般在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装设隔离开关，以利于调试发电机。
为避免大型发电机（200MW及以上的机组）出口短路，可采用安全可靠的分相全封闭母线来连接发电
机和变压器，这时隔离开关也可不装，但应留有可拆点，目的是便于机组调试。
 图6—13（b）是发电机与三绕组变压器组成的单元接线，变压器增加了一个电压等级，这是为使发电
机在启动时获得厂用电以及在发电机停止工作时仍能保持高、中压侧电网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下，
三绕组变压器的三侧均需装设断路器和隔离开关。
图6—13（c）是发电机一变压器一线路单元接线，适宜于一机一变一线的厂站，该单元只用一个断路
器。
 单元接线的优点是：接线简单，开关设备少，操作简便；无多台发电机并列运行，发电机出口短路电
流小；配电装置结构简单，占地少，节省投资。
主要缺点是单元中任一元件故障或检修时，全部设备就都需停止工作，因而，应尽可能安排在同一时
间进行检修。
 上述桥形接线、角形接线和单元接线都属于无母线接线方式，它们的特点是使用断路器的数量较少，
结构简单，投资少。
一般用在6～220kV电压等级的电气主接线中。
其缺点是运行不太灵活，可靠性较差，不利于发展和扩建。
 6.2.2 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主接线的选择原则 上述几种主接线的基本形式，从原则上讲，它们可以适
用于各种发电厂和变电站。
但是，各发电厂和变电站又都有它的特殊性，如容量、类型、位置、在电力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输
电距离等，因而又对主接线的要求不同，故所采用的主接线也就不同，一般都是上述几种的组合或简
单变形，在设计时先确定主体结构，然后完善细节。
总的来说所选主接线应具备可靠、灵活和经济等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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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系列精品教材:电力系统基础》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相关专业师生参考，还可作为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
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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