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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本科生编写的一门专业课教材，也是天津大学李林川教授主编的《
电力系统基础》一书的配套教材。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在学习了“电路”、“电机学”、“电力系统基础”课程后可继
续学习本书。
本书重点讲述电力系统分析涉及的元件模型和计算机分析方法，其中：第1章介绍电力网络的数学模
型；第2章介绍电力系统潮流分析的数学模型及常用的计算机方法；第3章介绍电力系统有功负荷的经
济分配和最优潮流的基本概念及计算方法；第4章引出电力系统稳态和暂态分析中的同步电机的数学
模型；第5章为同步电机三相短路电流的解析分析方法；第6章为电力系统短路及断线故障的计算机分
析方法；第7章介绍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分析中的元件模型，包括发电机励磁系统、调速器模型及负
荷模型；第8章介绍电力系统各种稳定性的基本概念；第9章和第10章介绍电力系统小扰动和暂态稳定
性的分析方法；第11章介绍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措施，其内容包括安全稳定控制技术的基本概念及
实现方法。
编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可以使读者对电力系统的各种安全稳定问题及分析方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
了解。
本书由房大中任主编，第1～6章由房大中编写，第7～11章由贾宏杰编写。
本书初稿承蒙余贻鑫教授审阅，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感谢编者的研究生为本书所做的绘图及文字校对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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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系统分析》重点阐述电力系统分析涉及的元件模型和计算机分析方法。
全书共分11章，包括电力网络的数学模型、电力系统潮流的计算机分析方法、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
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同步电机三相短路暂态过程分析、电力系统故障的计算机算法、电力系统稳定
性分析中的元件模型、电力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概念、电力系统小扰动稳定性、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
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措施。
每章都提供了一些思考题，便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电力系统分析》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高职、高专相
关专业师生参考，还可作为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资料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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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 节点导纳矩阵形成与修改的计算机方法在研究电力网络节点导纳矩阵形成与修改的计算机
方法之前，先要设计一种电力网络参数的输入方法。
假定构成电力网络的元件包括双绕组变压器、输电线路及母线接地支路。
对变压器，假定三绕组变压器已转化为三个双绕组变压器的等值电路，且略去励磁导纳支路，若需考
虑励磁导纳支路，则将该支路视为接到相应节点上的母线接地支路处理。
书中的母线接地支路可以表示母线上的接地电容和接地电感，亦可模拟短路故障等异常情况。
本书介绍的电力网络参数的输入方法以电力网络元件为单位，如表1-1每一行所示，其中：第一和第三
个字段为字符串型数据，表示元件的首节点名和尾节点名。
第二和第四个字段为整数型数据，表示元件的首节点和尾节点编号，如果尾节点编号为0，表示该行
数据对应的元件为接地支路元件。
第五和第六个字段为实数型数据，若该行对应变压器元件，这两个数据分别表示变压器绕组的等值电
阻和电抗；若该行对应输电线（或母线接地支路元件），这两个数据分别表示该元件模型的串联等值
电阻和电抗。
第七和第八个字段为实数型数据，分别表示输电线π型等值电路一端的接地电纳和变压器的变比，若
第八个字段的数据为空，表示该行对应输电线元件，否则为双绕组变压器元件。
表1-1所示的输入文件内容为图1-1（b）所示电力网络的输入参数。
需要注意的是，双绕组变压器的变比统一规定为首节点至尾节点的变比，为1︰k；另外，允许电力网
络存在并联元件，例如，若图1-1网络增加一条与输电线L1相同的并联输电线，表1-1输入文件中只要
再增补一行与第四行相同的数据即可。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输入文件对每行数据的先后次序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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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力系统分析》：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系列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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