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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力系统串联补偿》的读者对象包括电力系统规划工程师、运行工程师、管理人员、咨询人员
、大学教授、研究生，以及其他对电力工程的这一专业领域有兴趣的人。
串联电容器组能为电力系统，特别是输电系统提供独特的效益。
管理、设计和生长无功补偿系统是个涉及多重工程原则的复杂过程。
作者研究并撰写了《电力系统串联补偿》，在串联补偿这一题目下为电力系统工程师提供了综合性的
知识库。
《电力系统串联补偿》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各种渠道的信息组合在一起，使读者对恰当的数学模型、实
际应用，以及电业部门使用串联补偿数十年的经验评价有一个综合性的回顾。
这本595页（指英文原版书的页数-译者）的书籍含有400多个公式，300多个插图，包括波形图、方框
图、图表以及电路图等。
这些公式和插图的作用是对数学方法和分析方法进行解释，而这些方法对于使用串联电容器组的必要
性评估和规范制定是最基本的。
　　《电力系统串联补偿》以北美的长距离输电网络为例，让读者可以了解串联电容器组规范制定的
整个过程，对于希望重复书中介绍的计算机模拟和分析模型结果的读者，附录中提供了完整的参考资
料。
在总结性的最后一章中，作者介绍了未来趋势，包括出现新技术对串联补偿使用和设计产生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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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无功补偿　　1.1　概述　　输电系统已经成为现代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电力系统基本上是孤立发电厂向本地低压配电系统供电的格局，然而，随着技术的成熟，许多分
散负荷和发电厂通过高压输电线实现了互联，它的许多优越性已经得到证明。
互联电网可以长距离大容量输电，从而使远方电源的开发变得经济、实用；电网互联使可靠性更高，
不会因为失去输电线路或发电机等任何单一元件而导致负荷的损失；由于经济或故障支持的原因需要
长距离大容量送电时，互联电网使负荷输送更加灵活。
互联电力系统已经成为当今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交流输电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系统，它无需控制系统或调度员的干预就能够处理大多数自身问题
。
例如，大幅度增加任一点的负荷会使这点的电压降低，但是电压较低可减小负荷从这点吸收的功率，
从而有助于系统维持合理的电压水平。
而负荷减小的结果则相反，但仍然表现出一种自愈弹性。
断开电网中一条线路会使负荷自动转移到其他线路，负荷的重新分配完全取决于物理定律而无需调度
员操作或自动潮流控制，像短路以及随之发生的设备退出运行这类严重的电网故障发生时，为保持系
统稳定，通常需要转移大量负荷，这种潮流称为同步化功率转移，其中大部分功率无需调度员操作或
特殊潮流控制就可以即时输送到需求点。
如果系统解列为孤立区域，发电容量不足地区的系统频率会降低，但是系统频率降低会伴随发生甩负
荷，它提供振荡阻尼并限制频率进一步降低。
对发电容量过剩的孤立区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其频率有上升趋势。
　　保持系统恒电压、恒频率是输电网设计的基本要求。
恒电压意味着发电机具有较小的内部阻抗，并且能保持端口电压恒定或接近恒定。
恒频率意味着所有发电机的原动机装有调速器，即使在发生快速负荷变化时也能够保持频率接近额定
值。
由于恒压、恒频特性，向电气设备提供的电力可以规定在很小范围内，所以能使电气设备设计更加经
济。
电网运行的目标是不论设备属于超高压系统或者是家庭、商业及工业等联网用户系统，均要保持系统
电压和频率接近其额定值，从而确保联网电气设备　使用寿命长并且运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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