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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现代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基本构成、工作原理及其关键模型和算法。
全书共分10章。
第1章讨论现代电力系统的特点、电力系统调度体制和现代调度自动化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发展。
第2章介绍变电站自动化的基本内容和作用。
第3章介绍电力系统数据采集与监测的相关技术。
第4章阐述电力系统数据通信系统的构成和技术，以及远动通信规约的基本概念。
第5章介绍调度自动化的主站系统——SCADA/EMS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功能构成和基本内涵。
第6章分析电力系统状态估计的模型和算法。
第7章讨论实时静态安全分析的模型和算法。
第8章阐述自动发电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实现原理和方法。
第9章讨论无功电压自动控制系统的基本结构、实现原理和方法。
第10章介绍调度员培训仿真系统的基本结构、实现原理和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力系统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并可供电力系统运行、调度、
自动化的科学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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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3差错控制 4.3.1概述 差错控制是采用可靠、有效的编码以发现或纠正数字信号在
传输过程中由于噪声干扰而造成的错码。
差错控制也称抗干扰编码。
 为了能判断传送的信息是否有误，可以在传送时增加必要的附加判断数据；如果又能纠正错误，则需
要增加更多的附加判断数据。
这些附加数据在不发生误码的情况之下是完全多余的，但如果发生误码，即可利用被传信息数据与附
加数据之间的特定关系来实现检出错误和纠正错误，这就是误码控制编码的基本原理。
具体地说就是：为了使信源代码具有检错和纠错能力，应当按一定的规则在信源编码的基础上增加一
些冗余码元（又称监督码），使这些冗余码元与被传送信息码元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发信端完成这
个任务的过程就称为误码控制编码；在收信端，根据信息码元与监督码元的特定关系，实现检错或纠
错，输出原信息码元，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就称误码控制译码（或解码）。
另外，无论检错和纠错，都有一定的误别范围。
比如，采用“0”代表开关处于开的状态，“1”代表开关处于合的状态，则一旦发生错误，这种编码
是不可检测和辨识的。
若采用“00”代表开关处于开的状态，“11”代表开关处于合的状态，则其中一位发生错误，这种编
码是可检测，但不具备纠错能力。
进一步，采用“000”代表开关处于开的状态，“111”代表开关处于合的状态，则其中一位发生错误
，这种编码是可检测，也具备纠错能力。
 抗干扰编码就是对要传送的信息进行加工，按预定的规则附加上若干监督码元，使它具有一定的特征
，接收端可以按照约定的规则进行检验，从而检验出错误或纠正错误。
 对抗干扰编码的主要要求是： （1）码的性能，能检出或纠正最可能出现的那些错误类型。
 （2）编码效率要高，所加的监督位数要少。
编码效率一信息码元数／传送的总码元数。
 （3）实现编码和译码的方法要简便，并力求设备简单，使用方便。
 4.3.2差错控制方式 差错控制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反馈纠错，另一类称为前向纠错。
在这两类基础上又派生出混合纠错。
 1.反馈纠错 这种方式在发信端采用某种能发现一定程度传输差错的简单编码方法对所传信息进行编码
，加入少量监督码元，在接收端则对根据编码规则收到的编码信号进行检查，一旦检测出（发现）有
错码时，即向发信端发出询问的信号，要求重发。
发信端收到询问信号时，立即重发已发生传输差错的那部分信息，直到正确收到为止。
所谓发现差错是指在若干接收码元中知道有一个或一些是错的，但不一定知道错误的准确位置。
反馈纠错的缺点是若干扰严重，则重传显著增多，通信效率下降；优点是只检错，编码、译码比较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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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华大学电气工程系列教材: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力系统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研
究生的教材，并可供电力系统运行、调度、自动化的科学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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