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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运行相关问题的关键技术进行探讨，系统地对梯级水电站群的联合
运行模式、径流预测、洪水预报、运行自动化系统等进行了分析。
全书共分6篇21章，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内外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运行管理、我国流域梯级水电开发与运行
管理现状、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运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运行管理模式探讨
，年径流预测、月径流预测、日径流预测，流域梯级水电站群中长期联合优化运行、流域梯级水电站
群短期联合优化运行、水电站厂内经济运行、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运行算法，流域梯级水库群
防洪运行、流域洪水预报，系统总体结构及水文站网布设、水情信息采集、水情信息传输、水情预报
系统，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运行自动化系统结构、通信方式等。
    本书可作为电力系统、水电厂、流域水电开发公司运行管理人员、电力营销人员、电力市场研究人
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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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梯级水库群的类型和特点在河流的开发治理中，为了从全流域的角度研究防灾
和兴利的双重目的，需要在河流干支流上布置一系列的水库，形成一定程度上能互相协作、共同调节
径流，满足流域整体中各部门的多种需要。
这样一群共同工作的水库整体即称为水库群。
水库群具有与单一水库不同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共同性，即共同调节径流，并共同为一些开发目
标（如发电、防洪、灌溉等）服务；二是其联系性，组成库群的各水库问，常常存在着一定的水文、
水力和水利上的相互联系，例如，干支流水文情势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常称同步性），上下游水量水
力因素的连续性（水力联系），以及为共同的水利目标服务所造成的相互协作补偿关系（水利联系）
。
一、水库群的类型按照各水库的相互位置和水力联系的有无，水库群的类型可分为：串联水库群、并
联水库群及混联水库群三种。
串联水库群是指布置在同一条河流、形如阶梯的水库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梯级水库群。
梯级水库群各库的径流之间有着直接的上下联系，有时落差和水头也互相影响。
按照枯水人流和正常蓄水位时各库间回水的衔接与否，又分衔接梯级、重叠梯级和间断梯级三种情况
。
并联水库群是指位于相邻的几条干支流或不同河流上的一排水库。
并联水库群有各自的集水面积，故并无水力上的联系，仅当为同一目标共同工作时，才有水利上的联
系。
混联水库群是串联与并联混合的库群形式。
按其主要的开发目的和服务对象，水库群的类型又分为发电、防洪、灌溉等为目的的梯级水库群。
由于目前大多数河流均具有综合利用目标，因此，多数情况下是综合利用的梯级水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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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运行》对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运行管理模式，梯级水电站群联合优化运行
理论、方法、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与分析，既有理论上的创新，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是
我国开展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运行研究与应用的重要成果，并会对我国流域梯级水电站群联合运行
的推动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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