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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并网变换器对于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十分重要。
随着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规模不断扩大，并网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当前并网变换器要求能够具有一些高级功能，如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动态控制、系统能够在较大电
压和频率范围内运行、低电压故障穿越、电网故障下无功电流注入、支撑电网电压等。

　　本书介绍了目前光伏和风力发电并网变换器常用的结构、调制策略和控制方法。
除了电力电子方面的知识，本书还涉及了光伏和风力发电系统与电网相关的一些其他技术。
根据当前光伏和风力发电系统并网要求，本书主要讨论了以下内容：用于光伏和风力发电的并网变换
器拓扑结构；光伏系统的孤岛检测方法；基于广义2阶积分器的电网同步技术；变换器在电网不对称
故障下高性能同步技术；用于电流控制和谐波补偿的比例谐振控制器技术；并网滤波器设计及有源阻
尼技术；电网故障下包含正、负序分量的功率控制方法。

　　本书适合电气工程背景的研究生和可再生能源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同时本书也可作为高校相关课程教材，如果高校老师有兴趣采用本书进行授课，可从以下网站上下载
相关讲义：www．wiley．com/go/grid_conve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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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光伏逆变器是并网光伏发电系统的关键部件。
它的主要作用是将光伏电池板发出来的直流电转换成与电网同步的交流电。
　　根据光伏发电装置的功率范围，可将光伏逆变器作如下分类：　　1）模块集成式逆变器
（module integrated inverter），典型功率范围为50～400W，主要应用于微型光伏发电装置（只有一个
光伏电池板）。
　　2）单串式逆变器（stnng inverter），典型功率范围为0.4～2kW，主要应用于小型屋顶式光伏发电
装置，其所有的光伏电池板连接成一串。
　　3）多串式逆变器（multistring inverter），典型功率范围为1.5～6kW，适用于中、大型屋顶式光伏
发电装置，其所有的光伏板连接成两串或多串。
　　4）迷你集中式逆变器（mini central inverter），典型功率大于6kW，具有三相拓扑结构和模块化设
计，适用于大型屋顶式光伏发电装置，或者是功率在100kW以内的小型电站（smaller power plant），
其典型的逆变器单元的功率等级为6kW、8kW、10kW、15kW。
　　5）集中式逆变器（central inverter），典型功率范围为100～1000kW，具有三相拓扑结构和模块化
设计，适用于功率高达数10MW（兆瓦）的大型电站，其典型的逆变器单元的功率等级为100kW
、150kW、250kW、500kW、1000kW。
　　历史上第一台并网光伏发电装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
它采用的是基于晶闸管的集中逆变器。
第一批系列生产的基于晶体管的光伏逆变器是1990年由SMA公司生产的PV-WR。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除了模块集成式光伏逆变器仍主要采用MOSFET之外，IGBT和MOSFET已
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光伏逆变器。
　　由于利用太阳能的成本高，效率是推动光伏逆变器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而为了竞相获取高效率，市场上出现了花样繁多的光伏逆变器结构。
　　与电机驱动逆变器相比，光伏逆变器无论在硬件还是功能上都更为复杂。
提升输入电压、并网滤波器、脱网继电开关和直流开关等是造成光伏逆变器硬件复杂程度提高的最为
重要的因素。
而最大功率点跟踪、反孤岛、电网同步和数据记录等是光伏逆变器应具备的典型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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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光伏与风力发电系统并网变换器》有以下极为突出的特点：围绕
并网变换器与电网的相互作用这一关键问题，系统和全面地总结和探讨了无变压器光伏并网逆变器拓
扑、孤岛检测、并网变换器的电网同步、风电和光伏并网标准、风电并网变换器的控制与故障穿越控
制、电能质量控制等一系列重要和前沿课题；研究内容深入，对电网接入标准的比较分析，尤其是风
电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方法等的推导细致入微，有助读者掌握有关的技术要领；该书的内容其实源
自2005年起在奥尔堡大学能源技术学院所成功开设的一门一年两次的工业／博士课程“用于可再生能
源系统的电力电子”，书中大多的内容都经过实验和测试证，理论结合实际，可操作性强，参考文献
完备，示例丰富，很多的工程方案的选取和实现可轻易地从书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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