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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风电场电气系统（或风电场电气部分），是高等院校风力发电专业的必修重点课程，也是相关领
域的从业人员必修的基本知识。
该课程理论和实践结合相当紧密，学习这门课程是初学者应用专业基础知识、认知风电场电气系统工
程实际的重要步骤。
　　本书主要讲述风电场电气部分的系统构成和主要设备，包括与风电场电气相关的各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8章，主要内容为风电场电气系统的基本构成、主接线设计，风电场主要电气一次设备的结
构、原理、型式参数及电气一次设备的选取，风电场电气二次系统、风电场的防雷和接地，风电场中
的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等。
　　本书在撰写风格上具有两个特色：　　第一，提供了大量的实物照片和示意图，使读者对电气设
备有直观的感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并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第二，在每一章的开头，明确了章节的主要内容和学习重点，并设定了预期的教学或自学目标。
　　即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风电场电气系统》，在广泛调研、广泛收集素材的基础上，结合多
位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精心编制，力求反映广大师生的要求，做到好读易教；也可为风力发电领域
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及自学提供参考。
　　第1章、第2章、第8章及第3章的设备原理部分由朱永强编写，第4章、第6章及第3章的其他内容由
张旭编写，第5章由张旭、朱永强、夏瑞华共同编写，第7章由尹忠东、朱永强编写。
　　韩明、王文山、唐佳能、赵娟、杨林娜、张凯等，在本书的素材收集整理阶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
另外，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新能源研究所王伟胜所长、国网电力科学
研究院朱凌志博士、龙源电力集团范子超博士、清华大学姜齐荣教授和张春朋博士、华能文昌风电厂
卢业平副厂长和张利工程师、吉林白城马力风电场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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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风电场电气部分的系统构成和主要设备，包括与风电场电气相关的各主要内容。
全书分为8章，主要内容为风电场电气系统的基本构成、主接线设计，风电场主要电气一次设备的结
构、原理、型式参数及电气一次设备的选取，风电场电气二次系统、风电场的防雷和接地，风电场中
的电力电子技术应用等。
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实物照片和结构示意图，使读者对电气设备有直观的感性认识。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的教材，也可为风力发电领域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及自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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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了上述3类设备（生产消耗电能的电气设备、传输分配电能的电气设备、开关电器）以后，不
仅实现了电力系统的基本能量生产、变换、消费、分配和输送，还实现了其基本控制功能，即可以有
选择地将设备投入运行或退出运行。
　　在电力系统中，为了保证人员和设备的运行安全以及电力系统本身中性点接地的要求，还需要有
相应的接地装置。
在发电厂和变电站中，常采用埋于地下的人工接地体构成接地网。
接地网要求可以基本覆盖厂站内电气设备的全部，以保证设备的可靠接地。
　　此外，为应对电力系统中可能的故障或异常，在电气设备中还需要加装一些防御过电压和短路电
流的装置，包括避雷器和串联电抗器。
　　以上的电气设备相互连接构成了发电厂和变电站内的一次部分（系统），这些设备被称为一次设
备。
为了对一次设备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监视、测量、控制与保护，还需要在厂站内装设二次设备
，这些设备相互连接构成了发电厂和变电站的二次部分（系统）。
　　二次系统是传递信号的电路，通过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将被测的一次设备和系统的高电压和
小电流变换为低电压和小电流传递给测量和保护装置，测量和保护装置对所测得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判
别以监视一次设备和系统的运行状态并记录；以此为基础，人员可以使用控制设备去分合相对的开关
电器，如断路器、隔离开关等；这样的设计使得二次系统可以采用低功耗标准化的小型设备来实现功
能。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按作用来分可以认为是二次设备，但其直接并联和串联
于一次电路中，实际上是一次系统和二次系统的连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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