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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詹红霞主编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及新技术应用》重点介绍了继电保护的基本知识、基本保护
原理、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及继电保护新技术的应用，与同类教材比较，减少了继电器及传统保护装置
的介绍，增加了微机保护及新型保护原理的内容，并加入了线路保护配置的实例介绍。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及新技术应用》共分为12章，分别为电网相间短路的电流电压保护、电网的
接地保护、电网的距离保护、输电线路的纵联保护、线路保护配置原则与实例、输电线路的自动重合
闸、变压器保护、发电机保护、母线保护、微机保护基础知识、继电保护与变电站综合自动化和继电
保护新技术。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工科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本专业专科、研究生及电力系统
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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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为了提高信号的抗电磁耦合干扰能力，应采用屏蔽电缆，需要尽量减小外屏蔽直流电
阻和增大屏蔽的电感。
屏蔽电缆抗电磁干扰的物理意义是，交变电磁场在屏蔽层和信号芯线上产生干扰信号完全耦合时，外
屏蔽电流对芯线产生的干扰信号正好抵消了外界电磁场对芯线信号的干扰。
高压导体对芯线的静电耦合是通过导体与芯线间的杂散电容相互作用产生的，作用的强弱和高压导体
与信号芯线间的介质、距离及相对位置有关。
静电耦合产生的干扰可以用外屏蔽一端或两端接地的方法加以消除。
为消除信号传输线的干扰，需认真选择传输线，模拟信号输入线宜选用双绞线，或采用屏蔽双绞线电
缆作为模拟信号的引入线，并应选择小节距的双绞线。
当多根双绞线一起敷设时，需采用不同节距双绞线，当长距离用两对双绞线作引线时，两对绞线应每
隔一段距离交叉一次，这相当于增大节距，从而抑制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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