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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系统是人类自造的最复杂、最庞大的系统之一，也正是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在服务人类
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人类利用的一次能源是
有限的，在不久的将来，必会枯竭；当前环境污染严重，导致全球气候不断变化；可再生能源在电网
中的装机容量不断增长，必然会在未来的电力能源构成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并网问题仍需解决；区域
电网的互联势不可挡，如何解决大电网安全、可靠地运行，仍需研究。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我们要增加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要不断提高配电侧的自动化水平，
要提升电网的标准化、统一化水平等。
　　智能电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建设智能电网，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提高服务水平具
有重大意义，是优化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迫切要求，是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重
大选择，是电力工业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
　　进行智能电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电力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进行智能电网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也显得尤为重要。
考虑到我国电力工业发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所导致的配电网自动化水平较低下的状况，且专题介绍智
能配电网技术的书较少，特编写本书。
书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智能配电网理论及其关键技术，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工程实践，既涵盖了国外
的研究成果，也聚集了国内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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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配电网及其关键技术》在我国建设统一坚强智能电网的背景之下，把范围锁定在配电网，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智能配电网理论及其关键技术，涉及面较广泛，内容新颖、前沿，既有理论知识，
也有工程实践，既涵盖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也聚集了国内的最新发展。
　　全书共有九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高级配电自动化技术，智能站控和配调技术，自愈控制技
术及其实现方法，分布式发电、储能与智能微网技术，用户服务和需求侧响应技术，智能配电网集成
通信技术，智能配电网设备技术和高级资产管理，国内外工程实践与成功案例。
　　《智能配电网及其关键技术》可供从事智能电网、智能配电网研究和建设人员参考，也可供电气
工程和系统科学专业的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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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配电网直接面向用户，是保证供电质量、提高电网运行效率、创新用户服务的关键环节。
配电网，特别是城市电网，集中了大量的重要负荷，涉及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但是，由于电网本身故障、自然灾害或外部破坏，对城市电网的影响较为重大。
此外，由于我国各配电地区设备水平参差不齐，几乎没有电力市场支持，无法利用负荷需求响应，分
布式发电单元渗透率较低，经济因素分析较少，这些因素将造成以下问题：配电网架相对薄弱，制约
供电能力提升；配电自动化应用范围小，实用化水平低；配电网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不完善；配电网
基础数据管理欠缺，信息化手段有待提高。
　　我国配电网的发展明显地滞后于发电、输电，在供电质量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目前，用户遭受的停电时间，绝大部分是由于配电系统原因造成的。
配电网落后也是造成电能质量恶化的主要因素，电力系统的损耗有近一半产生在配电网，我国配电网
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以及自愈和优化运行能力远低于输电网。
因而配电网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配电网运行优化和自愈控制问题；②大量分布式发电的并网运行对
配电网的影响问题；③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和市场运行问题；④新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PHEV）充放电对配电网的影响问题；⑤配电阻塞问题；⑥用户参与
电网互动，进行需求侧管理问题；⑦负荷参与电网调峰问题。
　　要建设智能电网，必须给予配电网足够的关注。
配电网的智能化是统一坚强智能电网的重要内容，而自愈控制技术、智能微网技术、用户服务和需求
响应技术、集成通信技术、设备技术等是配电网智能化的核心支持技术。
结合我国配电网建设的实际，掌握智能配电网核心支持技术，赋予配电网自预测、自预防、自优化、
自恢复、自适应的能力，对于提高我国配电网的自动化和可靠性水平、改变传统电网的控制方式和建
设具有较优越综合性能、较高运营效率、较好社会效益、较低投资成本的统一坚强智能电网，推动我
国配电网技术革命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能源、环境、气候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智能配电网及其关键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