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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0章，具体内容包括：电力系统中的各种线路保护的工作原理、接线方式、整定计算，相
间短路电流保护、多侧电源网络相间短路的方向性电流保护、方向性零序电流保护、距离保护、纵联
保护、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电网的单相接地保护；电力变压器保护的基本原理和构成及动作电流的整定
计算，如瓦斯保护、纵联差动保护、相间短路后备保护、过励磁保护；发电机的主要继电保护，如纵
联差动保护、发电机定子绕组单相接地保护、失磁保护等；母线保护和断路器失灵保护基本原理；微
机型保护及控制装置的硬件原理、软件实现的保护算法；电力系统典型自动控制装置的作用、工作原
理、构成等，如自动并列装置、自动重合闸、自动低频减载、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和自动化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或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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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时限闭锁该闭锁方式即装置的动作出口带一定延时，主要用于传统的电磁式频率继
电器或晶体管频率继电器构成的自动低频减载装置中。
但在电源短时消失或重合闸过程中，如果负荷中电动机比例比较大，则由于电动机的反馈作用，母线
电压衰减较慢，而电动机转速却降低较快，此时即使装置带有延时，也可能引起自动低频减载装置的
误动；同时当基本级带延时后，对抑制频率下降很不利。
2.低电压带时限闭锁该闭锁方式是利用电源断开后电压迅速下降来闭锁自动低频减载装置。
由于电动机电压衰减较慢，因此必须带有一定的时限才能防止装置的误动。
特别是当装置安装在受端接有小电厂或同步发电机或同步调相机以及容性负载比较大的降压变电所内
时，很容易产生误动。
另外，采用低电压闭锁也不能有效地防止系统振荡过程中频率变化而引起的误动。
3.低电流闭锁方式该闭锁方式是利用电源断开后电流减小的规律来闭锁自动低频减载装置。
该方式的主要缺点是电流值不易整定，某些情况下易出现装置拒动；同时，当系统发生振荡时，装置
也容易发生误动。
目前这种方式一般只限于电源进线单一、负荷变动不大的变电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

编辑推荐

《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编辑推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是一
门理论性、专业性、实践性均很强的电气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
随着近年来微机技术、信息技术及通信技术等的发展，新型技术和原理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不断涌现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课程内容也不断更新。
《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特点：1.问题引导，循序渐进《21
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从继点保护课程教学角度出发，全书采
用“问题引出”、“展开讲解”、“实例应用”的渐进式写作结构，由问题引出到知识点应用的认知
顺序讲解继电保护的工作原理，并结合具体实例对重点和难点进行深入讲解。
通过《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学习，读者能够很快掌握继电保护基本知识，并具备继电保护系统初步设
计的能力。
2.立足教学，应用性强《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以继电保护
原理和设计应用为主，立足于教与学的深入结合。
书中的内容是作者多年来讲授继电保护的经验总结以及作者现场实践多年积累的成果，实例的教学性
和应用性较强。
3.紧跟发展，内容充实《21世纪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规划教材: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紧跟电力系
统继电保护的发展步伐，新增智能型微机继电保护的内容，并介绍具体的微继电保护实例，对学生和
现场技术人员有较强指导性。
4.实践拓展，巩固提高除配有大量实例对知识点应用方法进行阐述外，每章结束后均配有本章小结，
使读者对每一章都有系统完整的认识。
另外，还配有习题供读者熟悉巩固本章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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