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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二版问世已近十载，在此期间，有关电力系统故障分析（包括稳态分析与暂态分析）的理
论、方法和技术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此在第二版的基础上作一定的补充和修改是很有必要的，以使
该书能比较充分地反映近年来在电力系统故障分析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取得的科研成果，适应电力系统
故障分析内容的需要。
　　本次修订保持了原书的基本内容，修订编写在概念介绍上力求准确、严谨、简明，说服力强；在
有关理论讨论分析中，力求深入浅出，既便于自学，也易于讲授；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力争从继电
保护的角度叙述电力系统故障时电气量的有关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所举例题，力求典型性和实用性好
，概念性强，能结合继电保护的有关内容。
书中标注“*”的部分是选学及参考的内容，教师在授课当中可灵活掌握。
　　本书绪论和第一、二、七章及附录由刘万顺编写，第六、八章由徐玉琴编写，黄少锋编写了第三
、四、五章，并对书稿进行了详细加工。
　　承蒙清华大学姜齐荣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尹项根教授审阅了全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深表谢忱！
　　在修订过程中，曾得到杨奇逊院士、杨以涵教授、王祥珩教授、江世芳教授、刘沛教授、曹祥麟
教授及张新国教授的热情关心与帮助，张新国教授在第二版的修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海、
同志将第二版书稿的大部分内容转换成文档格式，还有不少兄弟院校和单位提供了资料，在此，一并
致以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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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8章，主要内容包括故障分析的基本知识、同步电机的基本方程和对称故障分析、电力系统
元件的各序参数和等值电路、简单不对称故障的分析计算、不对称故障时系统中各电气量值的分布计
算、用计算机计算电力系统故障的方法、复故障计算和超高压远距离输电线的短路暂态过程。
本书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近年来在电力系统故障分析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取得的科研成果，概念准确、严
谨、简明，内容深入浅出。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化专业的教材，又可作为电气信息类其他专业高
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自动化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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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电力系统中的不同地点（两处或两处以上）同时发生故障的情况，称为复杂故障。
这种情况又可视为多个简单不对称故障的复合，所以又称复故障。
　　随着电力系统的发展，发生这些故障的几率增大了。
因此必须加强对于这些故障的分析和研究。
　　五、研究电力系统暂态过程的方法　　研究电力系统暂态过程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两类，一类为物
理模拟法，另一类为数学模拟法。
这里仅就数学模拟法中的一般问题，即计算分析的主要步骤概括地作一介绍，至于更详细、更系统的
论述，那是以后各章中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般来讲，可以将分析暂态过程的方法分解为三个步骤：　　第一是建立数学模型。
所谓数学模型（或数学模式）即为表示电力系统暂态的数学方程式。
要求数学模型既要简单又要合理。
所谓合理就是要符合工程计算的实际要求，做到简要才能方便于解算。
为此，就需要将具体的系统根据内部的物理规律以及外部的影响条件加以简化或理想化，然后再将系
统的运行状态表示为数学方程。
一般情况下，所建立的数学方程是一组微分方程。
实际上相同的系统暂态问题可能会用不同的数学模型表示。
这样就涉及了数学模型的设计与选择问题，我们应当针对工程问题的实际要求以及所选用的计算工具
，从数学模型中选择较简单的一种来表示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
当然，采用计算机技术之后，数学模型可以更精确一些。
　　第二是求解数学模型，即借助一定的计算工具和运用适当的计算方法去解所得的微分方程式，以
确定暂态过程中各物理量的变化规律。
由于电力系统及其暂态过程的复杂性，在进行分析计算时借助适当的计算工具是必要的。
常用的计算工具主要有电子计算器、直流与交流计算台（是基于用建立系统模型的方法进行模拟计算
的一类计算工具）、动模和各类电力系统数字实时仿真系统，以及计算机等。
各种计算工具都有其特点和适用范围。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扩大和复杂化，对于电力系统暂态计算的内容（例
如超高压线路暂态过程与行波过程的计算、电力系统机网故障暂态全过程的数字仿真，以及交直流联
合输电系统暂态的研究分析等），对解题的模型、计算的速度与精度都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这
些要求只有应用计算机才有可能实现。
因此计算机已经成为电力系统暂态计算的强有力的计算工具，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先进性。
　　第三是进行结果分析，就是将所得到的数学解答敷以物理内容，从物理上加以讨论和解释，并判
断它是否相对地符合电力系统暂态的实际情况。
此外，在不少情况下还需要在上述讨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工程实际中常用的一些暂态计算量
，同时给出这些量的实用计算法，以便于迅速而有效地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
　　熟悉上述步骤中的各项要点，明确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具体地进行电力系统暂态过程的分
析研究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六、故障计算的基本假设　　影响电力系统暂态过程的因素很多，例如磁路的饱和、各种物理过
程的相互影响等，若在实际计算时把这些影响因素统统予以考虑，那是十分复杂的，有时是不可能的
。
另外，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也没有必要。
因此，通常是在满足工程要求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合理的假设，以便略去次要因素，突出主要矛盾，
简化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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