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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电力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10章，主要内容包括：电能与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基本接线方式，主要元件的特性参数、运
行参数和数学模型，电力系统潮流及其稳态分析，电力系统潮流的调整控制，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及电
压调整，电力系统经济运行分析，直流输电概况，电力系统静态稳定性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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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发生谐振时由于电源电压中的零序分量及高次分量的存在，也会出现接地信号，三相电压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所以视觉上称之为“假接地现象”。
但事实上系统中并无接地故障点，其本质和三相电压变化也截然不同。
接地故障时：①如果是金属性接地，则故障相电压降为零，非故障相电压上升为线电压；②非金属性
接地时，一相（两相）电压降低（不为零），另两相（一相）上升，接近线电压。
而对于谐振过电压，虽然也有接地信号，但三相电压变化异常：一般是有的相电压降低（不为零），
有的相电压升高而远远超过线电压；三相电压依次轮流升高超过线电压并低频摆动；一相或两相电压
升高或三相电压一起升高远远超过线电压。
　　虽然谐振现象的范围和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总体讲是比较危险的，往往出现超过额定电压几倍
的过电压及过电流，造成放电、电晕、TV一次侧熔断器熔断、设备损坏等。
易出现谐振的电网，除对设备施以相应的措施外，有可能的现实办法是改变操作顺序以破坏谐振回路
的形成，如向母线充电前先合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开关；先送线路再向母线充电；停送配电装置时立
即再送（或拉开）一条配电线路等。
　　（8）同期并列操作是一种很重要的电气操作。
所谓“同期并列”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进行并列运行时的操作。
显然，要求两个系统必须达到“同期”，才能进行并列操作。
若出现非同期操作，两个系统间将有很大的电位差，如同短路，属于误操作的电气事故（俗称撞车）
，对系统和发电机都是不利的。
　　发电厂和大型变电站均设置有同期并列点（某些断路器）和同期装置。
同期并列操作有准同期并列法和自同期并列法。
准同期并列法是待并双方达到同期条件时进行并列；自同期并列法是发电机向系统并列时采用的方法
之一，在待并发电机没有加励磁的情况下，当发电机接近额定转速（相差在±2%范围以内）时，即合
上发电机主断路器，然后再合上灭磁开关加上励磁，利用发电机的自同步作用将发电机自动拉入同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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