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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风力发电还处在起步阶段，风力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还较小，但是随着
国家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风力发电在我国的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尤其是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的引进
，新建风电场规模的成倍增长，我国风力发电的规模化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我国也逐步面临了一些大规模利用风力发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风力发电系统的低电压运行就
是其中之一。
国外电网运营商已经将风力发电作为了一种主要的能源形式加以规范和标准化，而我国在该领域的相
关标准严重缺失，风力发电的规范化运行同欧洲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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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风力发电中的电力电子变流技术》一书的姊妹篇，本书从数学角度出发，针对典型的双馈型风
力发电系统和直接驱动型风力发电系统进行了数学建模及暂态分析；通过仿真和实验双重方法，对电
压跌落情况下双馈型和直接驱动型风力发电系统的低电压运行特性进行了验证，并对两种系统中的网
侧PWM变流器低电压运行控制技术及在电网电压不平衡情况下的控制技术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还对电网电压跌落相关的保护电路、电网电压跌落发生器及电压跌落检测方法进行了汇总剖析。
本书对上述这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旨在对风力发电系统的低电压运行
特性进行探讨，以期通过本书的研究，为今后我国风力发电系统与电网之间的关系，乃至我国风电行
业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
　　本书可作为电力电子技术专业，尤其是新成立的风力发电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本专
业科技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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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力发电系统低电压运行技术》可作为电力电子技术专业，尤其是新成立的风力发电专业的研
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本专业科技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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