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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发电、输电和存储先进技术》重点介绍了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与现有
电网并网的问题。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其输配电、存储和保护。另外
，还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无升压变压器直接并网的中压变换器的发展、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并网准则和弹性分析、有功功率和频率控制以及HVDC（高压直流）输电。同时，还介绍了用于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控制和集成的新兴SMES（超导磁储能）技术。由于大规模分布式可再生能
源电力系统的保护与单向潮流的现有保护系统不同，本书还介绍了一种用于与智能电网现状相关的可
再生能源发电机组的新型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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