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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大部分共十一章。
第一部分为建筑物光伏一体化技术。
重点讲述了光伏建筑的设计、施工及维护并给出了应用实例；对光伏建筑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前景进
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为建筑物太阳能空调技术。
对太阳能吸收式制冷、太阳能吸附式制冷等系统的工作原理、设计方法进行了阐述；详细介绍了太阳
能除湿技术理论，并对其性能进行了模拟分析；分析了常用的太阳能蓄热方式；给出了太阳能空调技
术与建筑物结合的设计方法及工程实例。
第三部分为建筑物其他太阳能利用技术，主要包括太阳能热利用技术及太阳能光导管照明及光纤照明
技术。
对太阳能集热器的原理、性能及选择计算进行了分析。
    本书可供太阳能建筑设计、施工及运行维护人员、建筑投资开发商、从事太阳能研究工作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本科生、大专学生、业余大学和函授大学的教学、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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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3逆变器 1.3.3.1概述 逆变器的工作原理与整流器恰好相反，其功能是将直流电转
换为交流电，为“逆向”的整流过程，因此称为“逆变”，输入为直流电，输出为交流电。
由于交流电压中除含有较大的基波成分外，还可能含有一定频率和幅值的谐波，逆变器除了能将直流
电变换为交流电外，还具有自动稳压的功能，控制基波的频率和幅值。
因此，当光伏系统应用于交流负载或并网输电时，逆变器还可以改善光伏发电系统的供电质量。
 逆变器应用广泛，种类很多，依据输出交流电的性质，可以分为恒频恒压正弦波逆变器和方形波逆变
器、变频变压逆变器、高频脉冲电压（电流）逆变器。
输出的波形是逆变器的品质与成本的指标。
一般情况下，多数光伏系统都装设正弦波逆变器，使用时常附有脉宽调制的控制单元（PWM）。
 （1）正弦波逆变器 正弦波逆变器的优点是，输出波形基本为正弦波，在负载中只有很少的谐波损耗
，对通信设备干扰小，整机效率高；缺点是设备复杂、价格高。
随着脉宽调制技术的普及，大容量PWM型正弦波逆变器逐渐成为逆变器的主流产品。
 （2）方形波逆变器 在某些场合，也会用到方形波逆变器。
这种装置是以一种50／60Hz接通的完全电桥为基础电路，输出的电压波形为方形波。
该装置电路简单、实现较为容易、价格较低、切换效率良好；缺点是方形波电压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
波成分，在负载中会产生附加的损耗，并对通信等设备产生较大的干扰，需要额外加滤波器。
此类逆变器多见于早期，设计功率不超过几百瓦。
当连接至方形波逆变器时，某些电器可能会发生过热和损坏，一般用于几百瓦以下和对谐波要求不高
的系统。
 （3）阶梯波逆变器 图1—30所示的第三种波形是阶梯波或准正弦波。
这种波形是多阶的，接近正弦波，比方形波有明显的改善，高次谐波含量减少。
当阶梯波的阶梯达到16个以上时，输出的波形为准正弦波，整机效率较高（85％～95％之间），非常
接近正弦波，适用于各种负载。
阶梯波逆变器成本较高，待机模式下会消耗微量电力（约为工作时的10％），工作时往往需要多组直
流电源供电，需要的功率开关管也较多，给光伏阵列分组和蓄电池分组带来不便。
 逆变器的输出可以做成任意多相，但在实际应用中大多只采用单相或三相。
逆变器保护功能应包括输出短路保护、输出过电流保护、输出过电压保护、输出欠电压保护、输出缺
相保护、功率电路超温保护等。
例如，当传感器检测到输出有短路时，控制电路立即关闭功率管的驱动从而切断功率管的输出，实现
对逆变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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