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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地、系统地介绍了配电网技术方面的内容，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在配电网中
的应用。
重点讨论了配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配电网自动跟踪消弧补偿装置，配电网接地选线、配电网过电压
保护，配电网损耗及无功补偿。
全书分十二章，包括：配电网规划设计、配电设备、配电网中性点接地方式、配电网电容电流测量、
配电网消弧装置，配电网接地选线、配电网内过电压及其保护、配电网损耗及无功补偿、配电网供电
可靠性与电压合格率、配电网继电保护、配电自动化。
　　本书可供电力部门相关专业枝术人员使用，亦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力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选修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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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配电网规划与设计　　第一节　配电网规划的主要原则　　城市电网规划以城市总体发
展规划为依据，强调其整体及长期的合理性和适应性。
一些影响整个电网结构的技术原则，如电压等级、可靠性、变．压器负载率、变电所最佳容量、一次
接线方式和电网允许短路容量等，都应遵循既定“原则”，同时在具体条件下应有适当的灵活性。
因为我国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差悬殊，情况各有不同，另外，技术原则本身也受时闻、地域、
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和电力工业状况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要强调“原则”，但要把“原则”
看成随时代而进步、发展的结果。
这点应是讨论下面各条原则的出发点。
　　一、城市电网电压等级　　目前，我国省会城市和沿海大中城市基本上已建成220kV超高压外环
网或双网，经过多年的改造，基本上形成了220／110（66）／10／o．38kV或220135／10／0．38kV四
级输配电压，一般称220kV为送电电压，110、66、35kV为高压配电电压，1OkV为中压配电电压，380
／220V为低压配电电压。
各级电压电网的功能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异。
　　电压等级是根据技术经济综合论证确定的，它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电气设备制造技术水平
密切相关。
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力负荷大幅度上升，有的城市负荷密度已达3～4万kW／km2，个别小区
高达几十万kW／km2。
所以，增大配电网容量是目前城网的突出任务，其中提高城网配电电压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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