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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微处理器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变电站自动化开始从概念走向产品。
由于它能够显著提高变电站的运行水平，增强变电站的各种功能，一经推出即得到迅速的应用。
近30年来，其技术、功能和结构不断更新，从传统的集中式RTtJ到目前的分层分布式系统，产品已经
数代。
尤其是近年IEC 61850的推出更为变电站自动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其获得了面向未来持续
发展的能力。
　　《变电站自动化》（原书名是Substation Automation Handbook）一书是关于变电站自动化的一本
经典之作。
该书的三位作者是ABB公司的资深专家。
他们集数十年在变电站自动化领域的经验，从理论与实践、技术与应用、工程与管理等各角度深刻地
阐述了变电站自动化的方方面面。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IEC 61850这一里程碑式国际标准的制定和推出有着重大的贡献。
本书不但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这一标准，而且在全书中都始终贯穿着对该标准的理解、应用和总结，
因此也使得这部21世纪初出版的著作始终对变电站自动化的产品开发和工程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书中对广域系统保护中变电站自动化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从而将变电站自动化纳入电力
系统的全局控制体系之中，凸显其在未来电力系统中的全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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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是提供全面的变电站自动化知识，并为两类读者加高一座了解相互领域的桥梁。
一类读者对电力系统的变电站一次设备的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另一类读者则更熟悉信息技术(IT)，
专注于变电站自动化的现代智能电子设备(IED)的开发、设计、生产和应用。
    作者在变电站自动化领域具有20余年的丰富经验。
他们亲身参与了多用途控制保护IED综合平台的开发和实现，以及相关系统工程工具的设计和应用，
并且在许多变电站自动化项目中承担了大量的任务。
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参与了变电站通信标准IEC 61850的制定工作。
    除了与变电站相关的问题，该书还强调指出，实施变电站自动化为执行新的保护策略提供了可能，
从而可以消除多重事故的扰动，避免电力系统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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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引入变电站自动化的挑战　　4.1　变电站自动化，必然之路？
　　20年前，在变电站中出现了第一套就地自动装置。
在这些装置中，有些通过反复投切高中压变电站的馈线来消除接地故障，其它的则负责自动轮换超高
压/高压变电站的变压器。
它们的反应都非常缓慢，以至操作人员和用户完全可以跟踪这些保护和优化的过程。
　　现在，信息技术已经进步到可以实现广域保护，依靠协调防御计划来保护整个电力系统。
这些方案是防止失步扩展到全网的最后防线，其涵盖了分布式计算机、基于卫星的时间同步与通信、
宽带网络和智能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以及功角测量装置（PMU）。
在紧急情况下，运行人员依据传统技术作出的反应很慢，而紧急控制采用上述所有的自动控制系统却
可在0.5s内完成全局的调度。
　　目前，继电保护技术从机电、静态到电子和全数字都先后在变电站成功使用。
终端用户的平均停电时间已从每年2天降到10min。
电力公司目前更多是依靠质量而不是数量（即功率，译者注）来销售电力。
　　全世界的电力公司都在自问：我们必须这样做吗?我们能这样做吗?安装具有先进功能的全数字变
电站控制系统会带来哪些好处和不便?笔者在本书中将努力回答这些问题，并根据用户收益、运行方式
、商业环境等分析各种方案。
　　4.1.1 在变电站采用新技术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在变电站中实施新技术必须考虑相关的四个不
同方面，包括对电网、社会和终端用户的影响，以及电力公司的政策。
所有这些都需要详细分析。
　　4.1.1.1 对电网的影响　　数字化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可以改善电网的控制。
其所有的基本功能，如远动、就地控制、事件记录、故障录波、数字式保护及自动化功能等，与整个
电力系统的控制在以下方面相互作用：　　远动功能使主站操作人员可以对电网有良好的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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