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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审定的最新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原“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已与“热能工程”专
业合并为新的“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作为“水电站动力设备专业”教材使用多年的《水电站电气部分》（第二版）（河海大学季一峰主编
），已不能适应新专业的教学需要。
为此，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专业教材第四轮第一批选题和编审出版规划，重新组织力量编写
第三版，作为“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教材，同时，也可用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及其他涉电
专业。
　　本书主要讲述发电厂一次系统设计与运行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相应地介绍与一次系
统运行密切相关的二次系统的控制与信号。
主要内容有：主要电气设备的原理与特性、短路电流计算、导体和主要电气设备选择、电气主接线和
厂用电接线、电气设备的防雷与接地、配电装置与电气设备总体布置以及发电厂的控制与信号等。
书中内容取材以我国大中型发电厂目前常用的电气设备和现场布置为主，相应地介绍一些新技术、新
设备和新方向。
在编写手法上，兼顾“水动”和“热动”两个培养方向的需要，在保持内容系统完整的同时，突出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努力做到深人浅出，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使读者感到实用、方便。
　　本书共九章，第一、二、三章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冯金光编写，第五、六章及附录部分由河海大
学王士政编写，第七、八、九章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许强编写，第四章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张奎龙编
写。
全书主编工作前期由冯金光负责，后期工作由王士政负责，最后由王士政进行统稿定稿，由华中科技
大学胡能正教授主审。
　　本书在编写大纲形成及整个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及河海大学有关教研室同行的
热情支持和帮助，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严格控制本书字数，突出重点，并尽量使书稿风格和体例一致，在统稿时对各章节进行了较多
的压缩和修改，有的章节改动很大。
有不妥与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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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发电厂一次系统设计与运行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方法，相应地介绍与一次系统运
行密切相关的二次系统的控制与信号。
主要内容有：主要电气设备的原理与特性、短路电流计算、导体和主要电气设备选择、电气主接线和
厂用电接线、电气设备的防雷与接地、配电装置与电气设备总体布置以及发电厂的控制与信号等。
书中内容取材以我国大中型发电厂目前常用的电气设备和现场布置为主，相应地介绍了一些新技术、
新设备和新方向。
为配合教学，每章都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本书为高等学校“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教材，亦可用于“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专业。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电厂电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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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部分的总体布置　思考题与习题第九章　发电厂电气设备的控制与信号　第一节　发电厂的控制
方式　第二节　二次接线图　第三节　断路器的控制电路　第四节　中央信号系统　第五节　发电厂
的弱电选线控制　第六节　发电厂计算机监控系统　思考题与习题附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发电厂电气部分>>

章节摘录

　　一、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电力系统中大量的设备都是不分昼夜地连续运行，难免发生故障。
联网后某个设备的故障一般不会危及整个电力系统的继续运行，这就大大提高了对用户供电的可靠性
。
一般来说，电网规模越大，这种供电可靠性就越高。
当然，电网过大也会带来一些新的技术问题，例如系统短路电流增大，容易发生稳定事故等，这需要
新的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二、减少系统中总备用容量的比重　　为避免系统中因某一发电机故障退出运行而使一些用户停
电，一般都使装机容量大于最大用电负荷，即留有备用容量。
由于备用容量是可以在整个系统中互相通用的，因此电力系统总容量越大，备用容量的比重就可以减
少。
　　三、减少总用电负荷的峰值　　不同地区的电网互连以后，会有明显的“错峰”效益。
即不同地区的用电负荷高峰不在同一时间发生，因为各地存在着时差或气候差。
这样，联网后系统的最大负荷将小于联网前各地区最大负荷的总和，因而也就减少了对新装发电机组
的需求。
　　四、可以安装高效率的大容量机组　　较小容量的系统不允许安装大容量机组。
否则，一旦大机组故障退出运行，将导致大规模停电。
而大机组单位千瓦造价低，运行效率高，维护费用少，材料消耗和占用土地也少，其经济性指标远高
于中、小机组，是今后发展电力工业的主要机型。
只有互连成大电网，才为安装大容量机组创造了条件。
　　五、可以水火互济节约能源改善电网调节性能　　大容量电力系统中水电厂和火电厂可以联合调
度，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在丰水期让水电厂多发电，火电厂少发电，并适当安排检修；在枯水期则让火电厂多发电，水电厂少
发电，亦可安排检修。
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水能资源，减少了煤炭消耗，还因水电厂易于调控而使电力系统的调节性能大为
改善。
　　六、可以提高电能质量　　电力系统容量越大，因负荷波动所引起的系统频率和电压的波动就越
小，电能质量也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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