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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国内外通信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通信器件不断换代，通信模式不断更新，通信领域不断拓宽。
通信消息伸向地球的每个角落，并超越了时空，通向宇宙，联通天外。
　　通信电源，作为通信设备的原动力，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通信设备的高效、稳定、可靠运行。
例如，航天器通信电源的失效，重要通信设备的电源损坏，生命救援设备的电源不良等，都会给人类
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因此，提高通信电源在现代通信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认识，熟悉通信电源系统的组成及其通信设备的供
电要求，掌握现代通信电源系统中常用设备的基本原理和性能，领会通信电源系统的设计需求和原则
，学会通信电源系统的设计方法，是通信及相关专业学生和从事通信领域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任务之
一，这也是编写本书的出发点。
　　目前，国内关于通信电源各类新型设备方面已有诸多书籍介绍，而系统方面的论著尚少。
本书试图从各种通信电源站系统的组成原理、设备构成，尤其是选型和设计等方面人手，反映上述变
化与发展，从系统的角度为从事通信电源工程的科技人员提供较新的知识。
　　本书深入浅出，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目前我国正在使用的通信电源设备和系统，紧密结合具体产
品，力图使读者了解现代通信电源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外现状，着重介绍了现代通信电源设备和系统的
工作原理、技术指标、电路结构、应用和设计方面的知识，因而具有较强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新颖性
。
　　全书内容共分10章：第1章对通信电源系统进行了一般性介绍；第2章阐述了交流供电系统；第3章
详细介绍直流电源系统；第4章介绍构成开关电源的基础电路；第5章为电信电源的集中监控系统；第6
章为接地和防雷等内容；第7章介绍了交流不问断电源；第8章介绍了典型的通信电源设备的组成和使
用维护知识；第9章介绍电信电源设备和系统的可靠性；第10章对开关电源的设计软件做简单介绍。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主要参照2000年信息产业部组织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YD
／T1051-2000《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进行编写的。
　　书中所介绍的通信电源产品相关标准，在编写时均为有效版本。
因为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因此，请读者在参阅本书中介绍的标准时，要注意此标准的有效性或最新
版本。
　　本书由冀常鹏任主编并编写第l章、第2章、第8章；刘建辉任副主编并编写第3章、第7章；徐光宪
任副主编并编写第4章、第5章；叶静编写第9章、第10章；包剑编写第6章；全书由叶景楼教授审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众多的文献和产品资料，在此深表谢意。
　　答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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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现代通信电源及通信局（站）电源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和典型基本电路，以及通信电源的可
靠性及设计做了较全面的介绍。
    全书内容共分10章：第1章对通信电源系统进行了一般性介绍；第2章介绍交流供电系统；第3章介绍
直流电源系统；第4章介绍开关电源的基础电路；第5章介绍电信电源的监控系统；第6章介绍接地和防
雷等内容；第7章介绍交流不间断电源；第8章介绍典型的直流电源设备；第9章介绍电信电源设备和系
统的可靠性；第10章对开关电源的设计软件做了简单介绍。
    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可供从事通信电源的工程设计、维护管理和设备生产研制人员使用，亦
可作为各类通信电源专业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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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接地体。
接地体又称为接地电极或地网，它与土壤形成电气接触，可将各地线中的电流汇人大地。
采用联合接地方式时，接地体一般由建筑混凝土内的钢筋和建筑物四周敷设的环形接地电极组成。
　　（2）接地引人线。
接地体与接地总汇集线之间的连线，称为接地引入线。
为了提高使用寿命，接地引入线应进行防腐处理。
　　（3）接地汇集线。
接地汇集线是指与各通信机房接地线相连的接地干线。
为了减少地线上杂散电流回窜，接地汇集线分为垂直接地总汇集线和水平接地分汇集线两部分。
垂直接地总汇集线是垂直贯穿于通信局各层楼的接地主干线。
它的一端与接地引人线相连；另一端与各层楼的钢筋和水平接地分汇集线相连，形成辐射状结构。
水平接地分汇集线应分楼层设置，各通信设备的接地线应就近接入水平接地分汇集线。
　　（4）接地线。
各类通信设备的接地端与水平接地分汇集线之间的连线，称为设备的接地线。
接地线的截面积应根据设备接地要求确定，并且不准使用裸线。
　　1.2.2分散供电方式电源系统的组成　　1-基本结构　分散供电方式电源系统组成框图如图1-3所示
。
采用分散供电方式时，交流供电系统仍采用集中供电方式。
交流供电系统的组成与集中供电方式相同。
直流供电系统可分楼层设置，也可按各通信系统设置。
阀控式免维护蓄电池组可设置在电池室内，也可与通信设备设置在同一机房内。
在各个分设的直流供电系统中，每部分可以采用较小容量的电池组。
　　2.分散供电方式的优点　　为了适应超大容量通信枢纽的要求，分散供电系统已成为必然的选择
。
因为近年来在大型枢纽和高层局（站）内，通信设备的容量迅速增加，所需的供电电流大幅提高，有
时需要几千安的由流集中供电系统很难满足通信设备的要求。
同时，采用集中供电系统时，电源出现故障，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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