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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及新技术》一书是在数学、科研实践的基础上，为适应21世纪教学改革
的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融继电保护原理和微型计算机式（数字式）继电保护新技术为一体，将传统继电保护和微型计算
机继电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电力系统电气元件为主线，根据电网的不同结构、不同元件，针对
各种故障和不正常运行状态，较系统地进行了理论分析，讲述了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计算机数字信
号处理方法，并重点讲述了继电保护新技术的应用。
　　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全面系统地将理论基础、成熟技术和新成果一一介绍给读者，同时在结构
编排上尽量考虑各章节的独立性，以方便各专业根据不同的教学计划灵活选用。
本书共九章。
第一章概述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技术的基本任务和要求，继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和继电保护装置的基本结
构，展望其发展趋势；第二至第四章讲述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基础知识及基本原理；第五至第九章分
别针对电力系统中不同电气元件、不同网络结构，根据不同故障特征，介绍如何应用数字技术来实现
高效的继电保护功能。
本书的特点是内容丰富，章节结构紧凑，叙述简明扼要，实用性强。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电力工业的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李佑光、林东共同编写，第一至第五章由李佑光执笔，第六至第九章由林东执笔。
华中科技大学吴希再教授主审。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大学卢继平、罗建等老师的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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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系统阐明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着力介绍故障分量、自适应保护等新原理和微
机保护实用技术，对高压输电线路和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组的微机保护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对电动机
、电容器等电气设备的保护也作了适当介绍。
    全书共分9章。
第1章绪论，第2章微机继电保护基础，第3章基于单端信息的线路保护，第4章输电线快速纵联保护，
第5章自动重合闸，第6、7章电力变压器、发电机的继电保护，第8章母线保护和断路器失灵保护，第9
章电动机与电容器保护的整定计算。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以及电力职工培训教材，
也可供电力自动化、继电保护装备厂家和电力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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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微机继电保护基础　　微机继电保护以微型计算机或具有强大数据处理功能的DSP微处理
芯片为核心，用数字电路代替传统的模拟电路，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完成各种模拟计算和逻辑功能
。
微机保护硬件原理、模拟信号的数字化及处理技术、电力系统的故障参数计算等均是微机继电保护的
重要基础。
　　2.1　微机继电保护的硬件构成原理　　微机继电保护是以微型计算机为核心，配置相应的外围接
口，执行元件的计算机控制系统。
根据保护装置微处理器的多少可分为单处理器系统和多处理器系统。
其硬件构成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微机系统　　微机系统的任务是对反映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电压、电流等电气量和非电气量
的实时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实现各种继电保护功能。
同时，在电力系统正常运行时，微机系统还实时进行工况检测和自检，以提高工作可靠性。
微机系统种类较多，常用的主要有8位单片机、16位单片机、32位单片机和数字处理器（DSP）等微处
理器芯片为核心的多CPU系统。
　　2）模拟数据采集系统　　模拟数据采集系统是把模拟量信号采集转换成对应的数字量的硬件电
路设备，包括前置低通滤波器等。
　　3）开关量输入和输出系统　　使用一些并行接口设备和光电隔离元件来完成各种继电保护命令
（如出口跳闸、信号报警）及外部节点输入和人机对话任务的相关电路称为开关量输入和输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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