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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的发展对电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不仅要求有充足的电力供应，还要保证供电质量和供电可
靠性，这些都给电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为了满足越来越大的电力需求，建设超高压输电系统是有效的解决途径之一。
通过提高电压等级的方法，不仅能够提高电力传输能力，还能降低线损、节约输电走廊、强化电网结
构。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其它一些问题，例如高电压的绝缘问题、过电压问题、电磁场问题、干扰问题、设
备制造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超高压、特高压系统中需要开展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
　　我国的超高压系统主要有500kV和750kV两个电压等级，目前正在建设1000kV特高压系统。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超高压系统，大大改善了电网的结
构，提高了电能的输送能力，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超高压输电工程是一项复杂、巨大、技术难度较高的综合性工程，涉及多方面的知识，本书从工程设
计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工程实例对超高压系统设计、运行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广泛、
详细的介绍，尤其介绍了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超高压系统设计思路和参数的计算选取，具
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原书中一些明显的笔误或印刷错误，改正以后并未加以说明。
原书的部分符号不符合我国的使用习惯或国家标准，为保持与原书一致，翻译过程中没有加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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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超高压交流输电相关的基本原理和工程应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内容主要包括输电线路导
体的选择、线路参数的计算、电压梯度、电晕产生机理、电晕损耗及影响（可听噪声、无线电干扰）
、高压线路静电场和磁场、行波和驻波的基本理论、雷击和雷击保护、过电压问题、绝缘问题、超高
压测试及实验设备等，此外还涉及了超高压线路设计、超高压电缆输电等一些工程实际应用问题。
《超高压交流输电工程》包含了大量的工程实例，注重基本理论与工程实例的结合，适合于从事超高
压交流输电科研、规划、设计、运行的工程师以及高等学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和教师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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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超高压交流输电介绍　　1.1　超高压交流输电的任务　　世界上的工业国家对能源的需
求很大，其中对电能的需求占据了大部分。
此外，还有其它形式的能源，例如工业和交通所必需的石油，家庭使用和工业消耗的天然气，这些能
源的消耗也占据了较为可观的比例。
电能不是唯一的能源形式，但却是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迄今距离法拉第发明发电机仅仅150年左右的时间，距离爱迪生建立第一个直流电站的时间仅仅120年
左右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世界已经消耗了其绝大部分天然能源，并且开始寻找除了水和热
之外的其它能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需求，因为当前能源的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新能源的发
现速度。
该趋势在短时期内暂时不会得到缓解，因此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能源，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应该
降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有国家都获得了独立，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尤其是北美、欧洲诸国、前苏联和
日本。
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对能源需求极大。
水力发电厂和燃煤电厂或燃油电厂由于种种原因通常位于远离负荷中心的地方，这就需要将产生的大
量电能进行长距离传输，且要求有很高的输电电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直流输电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超高压、超长距离输电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交、直流输电各有不同的作用，为了决定哪种方式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必须进行详细的评估
。
本书仅讨论与超高压交流输电相关的一些问题。
　　1.2　能源及其发展简介　　每一个对输电感兴趣的工程师必须要关心能源问题。
工业和国内发展所需求的电能可以分为两大类：1）需要传输的电能；2）本地可用的电能。
需要传输的电能主要是水电和传统的火电，但本地产生和可用的电能数量众多。
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已经开始研究和发展本地电能，安排专用款项开始为期多年的加快本地电能发展
计划。
这也称作“可替代电能”。
下面列出了12种电能形式，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形式。
　　本地可用的电能：　　（1）位于城市内负荷中心处的传统火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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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电气工程先进技术译丛，传播国际最新技术成果，搭建电气工程技术平台。
　　现代电力系统输电所采用的电压等级一般都介于交流345～1150kV之间。
输电距离的加长和输电容量的提高要求必须使用超高压（EHv）和特高压（UHV）输电。
如此高电压的输电线路给自然界所带来的问题主要包括：线路附近的静电场、可听噪声，无线电干扰
、电晕损耗，载波和电视干扰、高电压梯度、导体尺寸过大、使用可投切的并联电抗器进行工频电压
控制时给系统注入的谐波、投切电容器，雷电和开关操作带来的过电压、对于操作浪涌呈现较弱绝缘
特性的长气隙、大地回路的影响等。
对于高达1200kV的超高压电缆输电的重要主题是发展普及充油式、PPLP、xLPE和SF6式绝缘。
　　本书涵盖了从理解、运行和使用超高压交流输电架空线路以及地下电缆所有必须考虑的问题，详
细介绍了所有问题的理论分析以及实际应用。
此外还包括了超高压实验室设备、测试以及用于脉冲测量的数字记录、光纤等。
每一章都有很多工程实例对理论进行解释和巩固，所有的例子都尽可能来源于工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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