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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全控型器件的电压源换流器是现代电力电子电路的典型代表，在工业和电力系统两大领域应
用广泛，本书主要阐述电压源换流器在电力系统控制中的应用。

　　本书讲述了电力电子技术对电力系统发展的促进作用，阐述了电压源换流器的常用电路拓扑
和PWM控制原理，结合电路仿真，全面论述了基于电压源换流器的静止同步补偿器、柔性直流输电
、有源电力滤波器和分布式电源并网换流器的电路拓扑、工作原理、数学模型、控制策略和参数设计
。

　　本书可供从事电能质量研究、电力电子装置的设计开发与应用、电力系统的设计分析与运行的工
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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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电压频率控制方式下的分布式电源，通过定电压和定频率控制来维持其输出端口电压和频率不
变。
这种控制方式要求分布式电源能够提供大而持续的功率，一般采用大容量储能装置或配备储能装置的
分布式电源担任这一角色。
由于任何分布式电源都有容量限制，只能供给有限的功率，所以采用此控制方法要提前计算好微电网
孤岛运行的时间和可能的负载变化。
　　6.5孤岛保护　　当电网的主电源断电后，含有分布式电源的配电网形成一个独立供电的电力孤岛
系统。
孤岛的发生对检修人员和用电设备带来潜在的危险，主要表现在：对电网线路进行维修的人员存在一
定的安全危害；孤岛区域的供电电压和频率可能不稳定，造成用电设备的损坏；主电源恢复供电时，
孤岛系统重新并网引起大的电流冲击和重合闸失败等。
因此，通常要求接人到配电网中的分布式电源具有孤岛保护功能，即一旦检测到主电源失电，分布式
电源立即退出发电状态。
　　6.5.1孤岛检测方法　　孤岛检测方法分为远程技术、被动式检测技术、主动式检测技术。
　　远程技术是指电网和分布式电源之间通过通讯来联系，孤岛检测的可靠性较高。
但是因为需要通讯设备，成本较高。
远程技术包括电力线路载波法、传输断路器跳闸法。
该方法适合大功率分布电源并网电站。
　　被动式检测法通过实时检测和判断公共耦合点的参数是否超过阈值来识别孤岛现象，无需向电网
注入任何扰动电流，因此被动式检测法对供电质量无影响。
根据PCC电压幅值、频率和相位等参数，被动式检测分为过／欠压保护、过／欠频保护、电压相位突
变检测、电压谐波检测以及频率变化率检测等。
被动式检测方法简单，但是存在很大的非检测区域，并且随负载的变化，其保护反应时间也不确定。
　　主动式检测法是在逆变器输出信号中加入某种扰动，根据配电网对扰动的响应结果来判定是否发
生孤岛。
为了提高检测准确程度，常将被动式和主动式结合起来。
　　⋯⋯　　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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