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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手段。
随着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技术进入了数字化、网络化阶段
。
同时，随着高等院校教学计划的修订，许多院校原有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课程和“电力系统
自动装置原理”课程合二为一，成为“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课程。
为了顺应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和高等院校课程改革的需要，编者编写了本书。
　　在编写过程中，吸取了天津大学贺家李、宋从矩合编的《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前三版教材的
教学经验，立足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力求反映当前电力系统的现场实际应用情况，体现原理和技术
的现代化，突出渐进性和可读性。
　　通过本书的学习，学生将获得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实验技
能，学会用辩证统一的思想分析、解决问题，为毕业后继续深造或从事与电气工程相关的工作打下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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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系统阐述了电九系统继电保护及自动控制的原理和装置。
内容包括：电力系统的电流保护，距离保护，纵联保护，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保护，自动并列和重合闸
装置，励磁自动控制和自动调频等装置的作用、原理、构成和分析方法。
在对每种装置的阐述中，重点介绍微机型的构成方法。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配有课件，可供教师免费使用。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及
相关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还可供从事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和自动控制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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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电力系统规模的日益扩大，对保证电网安全、经济运行和电能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继电
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作为电力系统的卫士，成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各种故障和不正常运行状态。
发生故障的原因主要有：雷击、鸟兽跨越电器设备、电气设备维修不当或操作错误、电气设备绝缘强
度下降等。
最危险的故障是发生各种形式的短路，发生短路时可能产生以下的后果：　　（1）通过故障点的很
大的短路电流和所燃起的电弧，会损坏故障元件；　　（2）短路电流通过非故障元件，由于发热和
电动力的作用，引起它们的损坏或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　　（3）电力系统中部分地区的电压大大
降低，破坏用户工作的稳定性或影响工厂产品质量；　　（4）破坏电力系统并列运行的稳定性，引
起系统振荡，甚至使整个系统瓦解。
　　电力系统中电气元件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但没有发生故障，这种情况属于不正常运行状态。
例如，过负荷就是一种最常见的不正常运行状态。
由于过负荷，元件载流部分和绝缘材料的温度不断升高，加速绝缘材料的老化和损坏，进一步可能发
展成故障。
系统中出现功率缺额而引起的频率降低，发电机突然甩负荷而产生的过电压、电力系统振荡等，都属
于不正常运行状态。
　　故障和不正常运行状态，都可能在电力系统中引起事故。
事故，就是指系统或其中一部分的正常工作遭到破坏，并造成对用户少送电或电能质量变坏到不能容
许的地步，甚至造成人身伤亡和电气设备的损坏。
为了提高供电可靠性，防止造成上述严重后果，一是要对电气设备进行正确的设计、制造、安装、维
护和检修，力求减少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二是对异常运行状态必须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三是一旦发生故障，必须迅速并有选择性地切除故障元件。
　　继电保护装置是指能反应电力系统中电气元件发生的故障或不正常远行状态，并动作于断路器跳
闸或发出信号的一种自动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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