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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电网的迅速发展、日益扩大，电网运行方式的多变，对电网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的设计与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一本能够全面反映工厂供电保护、面向实用技术的专业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对于高等工科院校与电力
系统有关专业的在校学生以及从事继电保护科研、生产、应用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来说，是非常有
必要的。
鉴于此，机械工业出版社及时引进了本书的英文原版，可谓契合时代的需要。
　　本书共分10章。
第1章介绍了各个电压等级的网络接线方式；第2章介绍了中低压接地系统的接地方式；第3章介绍了电
力网络和电机的主要故障类型；第4章结合大量实例详细介绍了各种短路及短路电流的计算方法；第5
章介绍了短路的影响；第6章介绍了仪用互感器及相关标准；第7章详细介绍了各种保护的功能及应用
范围；第8章介绍了过电流开关设备；第9章介绍了不同的选择性系统；第10章结合实例详细论述了网
络元件保护。
本书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图文并茂，叙述简捷，清楚易懂。
　　本书具有以下特色：　　系统性：既详细介绍了电网的网络接线方式和各种短路电流的计算，又
介绍了各种保护设备及其应用实例，覆盖面广，内容详实。
　　实用性：本书理论结合实际，介绍了各种常用的保护设备的功能及整定要求，概念、原理讲解与
应用实例介绍结合，清楚易懂，既利于教学，又便于自学。
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国外电网保护的应用现状，掌握电网保护的基础知识和应用设计能
力。
　　本书由周苏荃教授负责审校、定稿、排版，蔡中勤负责本书的译校。
　　本书巷有10章，各章初译的执笔人为：第1、2章为蔡中勤、周苏荃译；第3章为魏艳霞、周苏荃译
；第4章为蔡中勤、周苏荃、刘明基译；第5～7章为蔡中勤、刘明基、张锋、徐寅、周莹、王莹译；
第8章为张丽英、周苏荃译；第9章为詹曼、周苏荃译；第10章为蔡中勤、刘明基、叶瑞丽、白雪、王
松岩译；目录等为徐英、黄磊翻译整理。
刘瑞叶教授对本书的翻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指导，提出了宝贵意见。
以上译者除刘明基副教授为华北电力大学的教师外，其余人员均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译者是在忠实于原书的基础上翻译的，书中观点并不代表译者本人及其所在
单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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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涵盖了各个电压等级的工厂供电的网络结构、中低压接地系统的接地方式、电力网络的故障
类型、短路及短路电流的计算方法、短路的影响、仪用互感器、保护功能及其应用范围、过电流开关
设备、不同的选择性系统、电网元件保护等。
    本书注重工厂供电技术与工程实践结合，内含大量的实例，基本原理与方法阐述透彻，内容详实，
覆盖面广。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高专工厂供电专业及其他相近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普通高等教育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师生参考，还可作为从事电力系统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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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任一中压或低压的三相系统，一般要测量三个单相电压，即任一相对公共点即所说的中性点的
电压。
　　事实上，中性点为三个Y联结绕组的公共点（见图2-1）。
　　中性点为接入式或分布式，或者为非接人式或分布式的。
除了特殊情况外（比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电网），中性点在中压电网不是分布式的。
然而，中性点在低压电网常常为分布式的。
　　对于中压或低压设备，中性点可接地或不接地。
这就是我们将要谈到接地系统的原因。
中性点可直接接地，或经电阻或电抗接地。
图2-1三相Y联结系统的中性点对于第一种情况，叫中性点直接接地；对于第二种情况，叫中性点经阻
抗接地。
　　中性点和大地之间无连接时叫做中性点不接地。
　　接地系统对电网的正常安全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当发生绝缘故障或单相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接触电压和过电压的大小与中性点接地方式有密切关
系。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会大大限制过电压的大小，但会引起很高的故障电流；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会将故障电流限制到很小值，但会引起很高的过电压。
　　对于任一设备，发生绝缘故障时，供电连续性与接地系统的中性点接地方式直接相关。
在发生绝缘故障时，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允许不问断的供电。
与此相反，中性点直接接地或经小阻抗接地系统，一旦发生绝缘故障，就会引起停电。
　　对某些设备的毁坏程度，比如电动机或发电机发生内部绝缘故障时，也与接地方式密切相关。
　　在中性点接地的系统中，因绝缘故障损坏的电机在有大故障电流时会遭受更大程度的破坏。
　　然而，对于中性点不接地或经高阻抗接地的电网，这种设备损坏会减小，但是该设备必须具有和
这种网络类型的过电压兼容的绝缘水平。
　　中压和低压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的选择取决于设备类型和网络类型。
负载类型和供电连续性的要求也会影响中性点接地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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