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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通信电源是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信的可靠性和通信质量，与通信电源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和供电质量密切相关，通信电源系统稳定、
安全、可靠供电是保持通信畅通的前提，所以人们常说通信电源是通信系统的“心脏”。
　　在通信事业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通信电源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通信电源装备水平不断提高
。
例如，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功率因数接近l、谐波电流小、智能化程度高的高频开关电源，已取
代了笨重的相控电源；不需添加纯水、无酸雾逸出、可以与通信设备同室放置的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
池已取代了维护工作量大、必须放置在专设电池室中的防酸隔爆铅酸蓄电池；一48V基础电源从传统
的集中供电方式逐步转向采用分散供电，从总体上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并减少了电能损耗；自动化油
机发电机组广泛应用；有关IJPS的国标GB厂F7260．3-2003已修改（MOD），采用。
IEC62040．3：1999，重新规定了LIPS的名称、性能分类及其标准化结构；在通信局（站）的防雷与接
地方面，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了新标准YD5098-2005，取代了原有的5个相关标准；动力环境集中监控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监控技术不断进步，使通信电源设备逐步实现了少人或无人值守，大幅度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
通信电源设备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一些技术指标更加严格，通信电源技术还在不断向前发展，这就
对相关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书立足于通信电源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更新的需要，讲述现代通信电源系统组成及供电有关技术
。
本书内容尽可能地反映我国各大通信运营企业当前普遍采用的先进电源技术和相关最新通信行业标准
的要求，并力求概念准确、条理清晰、简明、易懂、实用。
期望本书能为提高通信电源系统的施工、运行和维护水平做出微薄的贡献。
　　空调设备本来不属于通信电源系统的范畴，但我国各大通信运营企业都把机房空调设备的维护划
归动力部门负责，维护机房空调是通信电源维护人员的职责之一，因此本书第9章对机房空调作了简
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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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信电源系统》从通信电源工程技术人员知识更新的角度介绍了通信电源的有关技术知识，内
容包括：通信电源系统概述、通信局（站）的交流变配电设备、通信局（站）的接地与防雷、阀控式
密封铅酸蓄电池、整流电路与高频开关电源电路原理、通信用智能高频开关电源系统、交流不间断电
源（UPS）设备、油机发电机组、机房空调、通信局（站）动力及环境集中监控系统。
书中反映了我国各大通信运营企业当前普遍采用的先进电源技术和相关最新通信行业标准的要求。
　　《通信电源系统》读者对象主要是全国各大通信运营商及其代维公司、通信建设公司和监理公司
的电源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以及通信电源设备制造商的售后服务工程技术人员，可以用作上述
人员的在职培训教材，并可供通信电源设计人员和通信类高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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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通信电源系统概述　　1.1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的组成　　1.1.1　集中供电方式电源
系统的组成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是对局（站）内各种通信设备及建筑负荷等提供用电的设备和
系统的总称。
该系统由交流供电系统、直流供电系统和接地系统组成。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必须保证稳定、可靠和安全地供电。
　　集中供电、分散供电、混合供电为三种比较典型的电源系统组成方式，此外还有一体化供电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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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映我国通信运营商普遍采用的先进电源技术；由长期从事通信电源教学科研工作和通信运营的
专家共同编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通信电源系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