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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分析》

前言

　　本书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审定的电力技术类专业主要课程的
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并列入教育部《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本书经中国电力
教育协会和中国电力出版社组织专家评审，又列入全国电力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作为职业教育电力技
术类教学用书。　　本书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符合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基本要
求和有关岗位和技术等级要求；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教学适用性；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具
有明显的职业教育特色；符合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技术质量标准。本书既可作为学历教育教学用书，
也可作为职业资格和岗位培训教材。　　本书内容编写循序渐进，理论联系实际，重点突出，层次分
明。具有易于讲授、便于自学的特点。　　本书适应于发电厂及电力系统、电力系统及自动化、电力
系统继电保护、输配电、供用电技术等专业。本书内容较全，各院校可根据实际专业情况删减某些章
节。本书也适应于电气工程专业人员学习用书。　　本书由李梅兰、卢文鹏老师主编。福建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李梅兰老师编写第五、六章，陈金星老师编写第二、七章，方钦艺老师编写第九章。保定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卢文鹏老师编写第一、八、十章，武文平老师编写第三、四章。各章编写后由卢文鹏
老师进行第一次统稿，全书由李梅兰老师进行第二次统稿。本书由崔宝华、河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系
黄丽华老师主审。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存在的问题和错误难免，诚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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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分析》

内容概要

《电力系统分析(第2版)》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电力系统分析(第2版)》主要
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内容全面，适应电类各专业的使用。《电力系统分析(第2版)》共分十章，主要内
容包括电力系统的基本知识，电力系统的等值电路及潮流计算，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平衡及频率调整，
电力系统无功功率平衡及电压调整，电能损耗计算及降低的措施，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分析，远距
离输电，电网结构和典型事故分析，架空线路机械计算，电力网络设计等。
本教材主要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电力技术类专业的教材，也可用于职工培训，还可作为发、供电企业和
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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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相交流电的出现，以及人们对电力需求的日益增加，使电力系统的容量越来越大、输电电压越
来越高、输送功率也越来越大。目前，世界上最高线路电压已达1150kV（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
世界上第一条1150kV特高压乌拉尔一西伯利亚的输电线路）；电力系统容量已超过100Gw。随着输电
距离及容量的不断增大，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问题也日益突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流输电又重新
被人们所认识和利用。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超高压交、直流输电的大型电力系统。　　在我国
，1882年在上海有了第一座发电厂（容量为150kW），主要供附近地区的照明负荷用电需要。1949年
到1979年全国总装机容量由185万kW上升到5270万kW。改革开放30年来电力系统迅速发展，我国早已
形成了多个跨省的电力’系统（如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华南、西北、西南）。2009年底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已达到8.74亿kW，500kV电压等级线路也已成为这些大系统的骨架。西北电网中跨青海、
甘肃两省的全长130km的750kV输电工程2004年开工，2005年9月已正式投运。2009年8月26日1000kV普
东南一南阳一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通过达标投产。该工程起于山西晋东南（长治）变电所，
经河南南阳开关站，止于湖北荆门变电所；全线单回路架设，全长640km，跨越黄河和汉江；变电容
量600万kVA；系统标称电压1000kV，最高运行电压1100kV。正在运行的超高压直流±500kV的有葛洲
坝一上海、三峡一上海、三峡一广州输电线路，在建的特高压±800kV的向家坝一上海输电线路。　
　随着三峡水电站的建成，西南大容量水电的开发，以及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三西”煤炭基地
大容量矿口电厂的建设，全国联网的格局逐步形成。华东、华中、南方电网已先后互联形成一个容量
超过4亿kW的巨型电网。　　由中小型电力系统逐渐联络，形成电压高、输电容量大、输送距离远的
联合电力系统在技术和经济上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性。联合电力系统可以更合理地利用能源提高经济效
益；可以采用大机组以降低造价和燃料消耗，加快建设速度；可以互相调剂、互相支援，减少系统总
备用容量；可以利用地区时差及水火电之间的调节，取得错峰和调峰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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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都在当当上订书，感觉都还不错
2、书脊上有两道裂痕,打开包装就有了,需要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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