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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分布式发电中采用的各种类型的能源，提出了“承载容量”的概念，用以描述在保证
电力系统运行性能可接受的前提下允许接入到电力系统中的最大发电量。接着本书从过载风险及损耗
、过电压风险、电能质量扰动水平、保护操作、电力系统稳定性和运行影响几个方面，对分布式发电
接入对电力系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讨论。本书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和实例演示对分布式发电接入的各种
影响进行了讲解，探讨了一些提高分布式发电接入“承载容量”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本书适合于电力
系统和分布式发电领域的工程师和科研人员、设备生产商、风力发电开发人员，以及电气工程和能源
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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