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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3C（Computer，Control，COmmunication）技术发展迅猛、应用广泛、影响深远，是信息化时代
的重要标志之一，其理论与技术及产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区域文明进程、科技进步和经
济进展的状况。
　　3C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依承、紧密融合、紧密关联，这在实际应用工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3C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不仅日益广泛，而且已具规模，最为突出的体现和典型的应用就是电力通
信。
电力通信在3C技术的支持下，从原来的电力载波通信发展到现在的电力电子通信和光子通信。
尤其是在光通信技术的推动下，电力系统的发电厂、变电站、输配电和继电保护等设施都先后采用了
以光纤通信技术为主导的光子通信技术与电子通信技术相融合的现代通信方式，并且建成了相当规模
的现代电力通信网络。
电力系统的国调、网调、省调、地（市）调和县调之间的调度指令，各级电话电视会议的视频信号，
各厂、站节点的有关数据，以及各种业务往来的相关信息，均由电力通信网络进行传输，极大地促进
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与智能化的进程。
相对工业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电力通信事业起步较晚，主要设施和相关技术也比较滞后，因此同仁们
任重而道远、艰辛而光荣。
　　本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电力通信的基本理论、主要技术和实际应用，引用和参考了许多有关文献
与范例，并融进了编著者多年来的相关研究与体验。
　　本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仁和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诚挚地感谢本书中引用和参考的有关文献、资信及范例的单位与作者（包括一些不知姓名的作者
，即未查询到或被遗漏了的作者）！
　　限于作者的学识水平，加之成书仓促，书中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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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通信》以研发和建设电力系统通信网为目标，论述了现代电力通信的相关理论、技术与应
用，其内容主要包括电力系统电子通信和电力系统光子通信，全书共三篇12章。
《电力通信》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贴近工程、新颖实用，比较系统、深入地论述了电力系统电子通
信和光子通信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应用。
书中理论联系实际，事例具体；语言通俗易懂，文笔流畅；阐述深入浅出，图文并茂。
　　《电力通信》可供相关科研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以及管理人员阅
读，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电信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选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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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电力系统通信概论　　第1章　电力系统通信进展与动向　　1.1　电力通信的进展　　
电力系统通信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就已实现，但其商业运作主要是以电力线载波通信PLCC(Power
Line Carrier Communication)为代表的通信应用。
PLCAE是电力系统特有的通信方式，它利用坚固可靠的现成电力网作为载波信号传输信道，因此具有
传输可靠、路由合理等特点，并且是唯一不用传输信道投资的有线通信方式。
电力系统通信经过几十年来的进展，已从电子通信方式发展到现代光电子通信方式。
　　1.1.1　电力通信进展历程与主要问题　　如上所述，PLCC作为电力系统通信的经典代表，经历了
几次更新换代：从分立设施到集成设施、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变革。
　　20世纪初期，PLCA2使用频分复用技术和模块化结构的模拟式载波机，选用单边调制方式，采用
高稳定度锁相环频率合成型载供系统，能很容易地得到收／发信所需的各种载频，而无需更换器件便
可切换高频收发滤波器和信道滤波器，并且切换频段也很简单，具有多功能化、通用化和系列化的特
点；但这种PLCC只提供单工通信传输方式，载波工作频率为40kHz～500kHz，外加专用调制解调器实
现数据通信。
这一时期PLCC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模拟通信固有的通信质量差、通信容量小、传输速率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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