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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阳能/风力发电与系统并网技术》主要介绍太阳能发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的原理与结构，以及新
能源与系统并网技术，内容包括：太阳能电池的原理、种类、特性，太阳能电池阵列，并网式系统与
反向功率流的有无，功率调节器，系统并网保护继电器；风力发电的原理，风力发电系统的基本结构
，风能与变速控制及功率曲线，风力发电系统的种类与特征，并网条件与系统并网保护继电器，风力
发电系统的发电原理；与系统并网相关基本事项，与低压配电线的并网，与高压配电线的并网；与发
电设备设置相关的法规与手续。
虽然其中涉及的法规及手续是针对日本的，但是我们可以结合国情借鉴他们的思路，很好地为我国的
新能源发展服务。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阳能/风力发电与系统并网技术>>

作者简介

作者:（日）藤本敏朗著；王庆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太阳能/风力发电与系统并网技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新能源发电的普及及其背景 1.1 全球气候变暖的对策和新能源 1.1.1 全球气候变暖 1.1.2 全球气候
变暖对策及新能源 1.2 日本及世界对新能源的普及状况 1.2.1 太阳能发电 1.2.2 风力发电 1.2.3 燃料电池
1.2.4 生物质发电 第二章 利用新能源的发电系统 2.1 太阳能发电系统 2.1.1 太阳能电池的原理 2.1.2 太阳
能电池的种类 2.1.3 太阳能电池的特性 2.1.4 并网式系统与反向功率流的有无 2.1.5 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基
本结构 2.1.6 太阳能电池阵列 2.1.7 功率调节器 2.1.8系统并网保护继电器（单独运行检测功能） 2.2 风力
发电系统 2.2.1 风力发电的原理 2.2.2 风力发电系统的基本结构 2.2.3 风能与变速控制及功率曲线 2.2.4 风
力发电系统的种类与特征 2.2.5 并网条件与系统并网保护继电器 2.2.6 风力发电系统的发电原理 第三章 
新能源与系统并网技术 3.1 新能源发电系统与系统并网 3.2 系统并网指导原则的完善现状 3.3 进行系统
并网的发电系统的分类 3.4 与系统并网相关的基本事项 3.4.1 并网的分类 3.4.2 系统并网与防止单独运行
3.4.3 接电方式 3.4.4 功率因数 3.4.5 电压变化 3.4.6谐 波 3.5 与低压配电线的并网 3.5.1 基本思路 3.5.2 必要
的保护继电器的种类与作用 3.5.3 防止单独运行 3.5.4 保护装置的结构例 3.6 与高压配电线的并网 3.6.1 基
本思路 3.6.2 必要的保护继电器的种类与作用 3.6.3 防止单独运行 3.6.4 重合闸时的故障防止 3.6.5 对于短
路故障保护的注意点（限流电抗器的设置等） 3.6.6 保护装置的结构例 第四章 与发电设备设置相关的
法规与手续（日本） 4.1 与发电设备相关的法规概况 4.2 关于发电设备设置的手续概况 译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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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并网分类的适用 对于并网的分类，不依赖于发电设备的输出电压，而是依赖于并
网目的地的商用系统的电压与方式，在此所谈及的并网目的地的定义，需要注意电力公司与分散式电
源设置者的责任分界点上的电压与系统，例如，即使在从高压配电线向接受电力的用户所在的区域内
低压电路中设置低压发电设备的情况下，原则上也适用与高压配电线的并网技术条件。
 2.当发电设备的输出容量与合约功率相比极小时 作为前项的例外事项，规定“当发电设备的输出容量
与合约功率相比极小时，能够以低于表3.3所示的并网分类级别的并网分类为基准进行并网”，作为具
体实例，包括高压用户及特高压用户中的“可视为低压并网”。
 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合约功率较大的高压受电及特高压受电的用户设置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的太阳能发电
设备及风力发电设备的情况下，可以在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协议的基础上，适用低压并网的技术条件。
其基准值可以表示为“发电设备的容量为受电电力的5％左右以下，而且一般情况下能够在区域内消
耗发电设备所产生的电力”。
 例如，在合约功率为1000kW的用户设置10kW的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情况下，由于发电设备的比率为1％
，所以能够适用该条件。
由此能够降低与并网相关的设备成本。
 但是，在特高压受电的用户中，因为未表示出以高压的并网分类为基准而并网时的基准值，所以必须
根据与电力公司的个别协议来确定。
 3.与点式网络配电线的并网条件 将通过二回线或三回线长期并联网络变压器的二次侧而接受电力的方
式作为前提（点式网络受电设备），例如，在从点式网络配电线一回线受电接受电力或长期预备受电
的用户并网发电设备的情况下，适用特高压电线路的并网条件。
 4.发电设备设置者的功率容量 在并网分类中，需要注意“发电设备的设置者的功率容量”之类字眼的
出现，这表示： 在发电设备设置者的合约功率或与系统并网的发电设备的输出容量中，以较高者为准
。
 这是电力公司为了维持、运行稳定的电力系统而需要计划与线路的最大功率流相匹配的设备，因此，
无论功率流方向怎样，管理、掌握通过并网点的最大功率流是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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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太阳能/风力发电与系统并网技术》可作为从事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的技术人员、研发人员及管理人员
的技术指导书，也可供工科院校新能源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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