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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书作者Masoud Farzaneh和William A.Chisholm长期从事电网覆冰研究，是国际上该领域的注明专家，
原著总结了国际上几十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关于覆冰绝缘子的英文专
著。
本书在表述污秽和覆冰绝缘子的行为特性的基础上，论述污秽和覆冰绝缘子的放电过程和特性，防止
绝缘子发生污秽覆冰闪络的原理、方法和技术措施。希望本书的翻译能够对我国电网的防冰工作起到
积极借鉴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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