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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主要包括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述，数字化变电站主要技术特征和架构体系，非常规互
感器，IEC 61850标准综述，数字化变电站通信网络系统，智能断路器系统，数字化变电站信息应用，
数字化变电站的实现基础和数字化变电站应用分析等内容。
　　本书可供电力系统运行、设计、试验、制造、科研及管理人员阅读，也可供电力系统专业大学本
科及研究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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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翔，华东电力调度中心主任工程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继电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量度继电器
和保护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198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系统自动化专业；2001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浙江大学电
气工程博士。
长期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等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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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作者根据自身长期从事电力系统运行工作积累的经验和对于数字化变电站发展的理解，提出
了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变电站基本特点和架构体系，并从系统可
靠性、可用率、安全性等角度对于数字化变电站技术进行了概要分析。
本书内容涉及数字化变电站发展过程中大家关心的问题。
有助于从事电力系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数字化变电站技术研究中作参考。
望该书能够对推动此项工作起到积极意义。
　　　华东电网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陈开庸　　本书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回答了目前业界普遍关
心的数字化变电站的应用所涉及的各个层面的技术问题。
书中不乏真知灼见，犹如一场及时雨。
值得一读。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邱宇峰　　本书是作者根据电子式互感器、IEC61850、网络通信
技术等研究成果，并总结已投入运行的数字化变电站的运行经验编著而成。
广大设计单位从事系统二次专业设计人员能从该书中获得新的启示，长期困惑的有关变电站保护、远
动、监控系统之间各自分散的信息采集、处理及传输，设备、通道重复配置等问题将获得合理解决。
书中介绍的新型数字化变电站无论在简化设备、减少控制电缆、缩小占地面积、节约投资、提高电网
安全经济运行等方面都实现了重大突破。
　　　中国电力顾问工程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韩元旦　　数字化变电站已成为电力企业和相关制
造企业研究的热点，对于数字化变电站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于从事产品设计的人来说大有启迪，特别
在信息安全、技术管理等方面本书作者提出了很好的思路。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效军　　数字化变电站技术的发展标志着变电站自
动化系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基于丰富的电力系统二次方面控制领域运行的经验，通过对
于数字化变电站若干相关技术的研究，系统性地提出了数字化变电站技术的应用特点、发展模式等。
对于关注数字化变电站技术发展的科研与工程技术人员应能有所启迪。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长江学者　曹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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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还借鉴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与杭州电力局的研究项目《数字式变电所结
构及技术原则研究》的研究成果。
同时，通过与ABB、AREVA、西门子等公司所进行的数字化变电站技术研讨，了解了国外主要制造商
开展数字化变电站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情况。
 本书的编写重点是从变电站自动化应用技术的视角，阐述数字化变电站技术和发展的特点，全书共分
九章，内容包括变电站自动化系统概述，数字化变电站主要技术特征和架构体系，非常规互感器
，IEC 61850标准综述，数字化变电站通信网络系统，智能断路器系统，数字化变电站信息应用，数字
化变电站的实现基础和数字化变电站应用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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