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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电厂电气设备》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意见》和《面向21世纪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文件精神，以及由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拟定的教材编写规划，报水利部批
准，由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组织编写的机电类专业统编教材。
　　发电厂电气设备是电气工程类专业主干课程。
《发电厂电气设备》具有实践性强、应用性广的特点，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高职高专教育特点，
本着理论适度够用、强化实践技能的原则，对部分理论内容进行了删减，增加了新设备、新技术的介
绍。
《发电厂电气设备》可作为高职高专电气工程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教材，也可作为职业技术培训教材
。
　　《发电厂电气设备》共分16章，具体内容包括：绪论、电弧及电气触头的基本理论、电气设备的
及载流导体、电气主接线、厂用电及接线、配电装置、接地装置、电力系统短路及其计算、电气设备
的选择、电气二次基本知识、测量监察回路、操作电源、断路器控制回路、信号系统、同期装置和安
装接线图等。
　　《发电厂电气设备》编写人员及编写分工如下：第1章由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侯德明编写
；第2章和第7章由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张亚妮编写；第3章和第10章由三峡电力职业学院韩宏亮
编写；第4章、第5章和第6章第1～3节由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李文才编写；第6章第4节、第8章
和第9章由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黄德建编写；第11章、第14章、第15章和第16章由福建水利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谢珍贵编写；第12章和第13章由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汪永华编写。
《发电厂电气设备》由谢珍贵、汪永华担任主编，由谢珍贵负责全书统稿，由李文才、黄德建担任副
主编，由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庆丰校稿，由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袁兴惠担任主审。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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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职高专机电类专业统编教材，是根据全国水利水电高职教研会制定的《发电厂电气设备》课
程教学大纲编写完成的。
全书共分16章，主要介绍发电厂及变电所一次部分和二次部分的知识。
具体内容包括：绪论、电弧及电气触头的基本理论、电气设备的及载流导体、电气主接线、厂用电及
接线、配电装置、接地装置、电力系统短路及其计算、电气设备的选择、电气二次基本知识、测量监
察回路、操作电源、断路器控制回路、信号系统、同期装置和安装接线图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能有效针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特点和教学要求，本着理论适度够用、强化实践技能的
原则，对部分理论内容进行了删减，增加了新设备、新技术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高职高专电气工程类专业的教材和职业技术培训用书，也可供从事发电厂及变电所设计
、运行、安装检修以及管理等工作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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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了解我国电力工业发展概况；掌握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发电厂、变电站的常
见类型；了解发电厂、变电站常用电气设备；掌握额定电压的确定方法。
　　1.1　电力工业发展概况及前景　　电能是现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能源。
电能可由其他形式的能转换而来，也可简便地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例如将电能转换成光能、热能、
机械能、化学能等）。
电能的输送、分配、调节、控制和测试等都简单易行，有利于实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因此在工矿企
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极重要的部门，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它为国民经济的其他各部门快速、稳定地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其发展水平是反映国家经济发达程度
的重要标志。
　　据相关资料记载，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是于1875年在美国纽约建造的，装机容量为30kW。
自此以后，随着生产、科学技术和城市的发展与进步，电力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近二三十
年来，发展更为迅速。
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几乎是每7-10年装机容量就要增长一倍。
据相关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总装机容量已超过5.2亿kW，最高交流输电电压已超
过1000kV，最高直流输电电压已超过±500kV，最远输电距离已超过1000km。
并且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国民经济每增长1％，就要求电力工业增长1.3％-1.5％，即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电力必须先行，且应具有较高的发展速度。
我国能源资源极其丰富，全国水能资源的蕴藏量为6.8亿kW，其中可开发利用的为3.7亿kW，居世界第
一位。
此外，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储量也十分丰富，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我国电力工业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我国电力工业自1882年在上海建立第一座火电厂，1912年在昆明滇池石龙坝建立第一座水电站
开始，至1949年全国解放，由于发展缓慢，基础薄弱，经过67年发展装机容量只达到185万kW，年发
电量43亿kwh，居世界第25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电力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1950-1978年和1978年以后两个阶段。
在1950-1978年期间，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1957年，在恢复原有发供电设备的基础上，建设了一批新电厂，每年平均装机50万kW。
1958-1965年，每年平均装机达150万kW以上。
在此期问，装机容量和发电量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7％和18％，电力工业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电力弹性系数达到2.0以上（电力弹性系数=电能生产增长率／国民经济增长率），保证了工农业的迅
速发展。
1966-1975年，电力工业未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电力弹性系数下降到1.3以下，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发
展需要，从1970年起出现缺电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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