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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读者呈现了国际智能电网控制和优化方法领域多位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包括构建与集成
、建模与分析、通信与控制三个系列，共精选了18篇论文，汇集了电力、控制和通新系统多位专家的
研究成果，并且突出了一些近期在智能电网建模、控制和最优化方面最有前景的研究结论。在保证准
确性的前提下，对于某些难懂的概念，作者用阐述性的例子和实践案例分析帮助读者理解。本书内容
丰富，覆盖面宽，为希望了解和深入理解控制欲优化方法在智能电网中应用的人员提供了理想的参考
资料，可以从中获益的读者包括电力与控制领域的高校师生、研究人员、工程师、电力公司员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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