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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光伏发电系统研究与应用的基础上，参考大量文献编写而成的。在本书中，既
讨论了太阳光辐射理论、光伏电池建模理论、光伏发电用电力电子系统的建模理论等光伏发电系统中
的基本问题，又从光伏发电系统的实际应用角度出发，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一些实际问题：最大功率点
的跟踪、电池储能、光伏水泵系统以及混合式光伏发电系统等，为光伏发电系统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
论基础。
本书可为从事光伏发电系统相关研究和应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学
生的教材使用。

Page 2



《光伏发电系统的优化》

书籍目录

译者序
原书前言
第1章 光伏发电应用概述
1.1 光伏效应的定义
1.1.1辐射照度和太阳辐射
1.1.2光伏电池技术
1.1.3光伏电池以及光伏组件
1.2光伏系统简介
1.2.1独立光伏系统
1.2.2 并网光伏系统
1.3光伏系统的结构规划
1.3.1确定负载曲线
1.3.2太阳辐射分析
1.3.3光伏发电量估计
1.3.4光伏发电系统的面积
1.3.5电池组的数量
1.3.6 逆变器的选择
1.3.7 直流导线的规格
1.3.8 交流电缆的规格
1.3.9 直流熔断器的规格
1.4光伏系统的可行性
1.4.1估计光伏发电系统大小
1.4.2估计光伏发电系统的成本
1.5 光伏系统的维护
1.5.1 太阳电池板清洗
1.5.2检查
1.5.3蓄电池组的定期维护
1.5.4逆变器的控制
第2章 太阳辐射照度模型以及电池模型
2.1 辐射模型
2.1.1 原理以及假设
2.1.2天空和大地的辐射模型
2.1.3大气模型
2.2 光伏阵列的模型
2.2.1 理想模型
2.2.2 双二极管光伏阵列模型
2.2.3 功率模型
2.2.4 光伏阵列总结
第3章 电力电子的建模
3.1 电力电子变换器中功率损耗的原因
3.1.1 电力电子基础
3.1.2 基本损耗的建模方法
3.1.3 常用的电力半导体器件
3.1.4 从功率损耗的角度分析半导体器件的特性
3.2 电力电子变换器的拓扑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
3.2.1 直接与直流母线相连的结构
3.2.2 DC/DC变换

Page 3



《光伏发电系统的优化》

3.2.3 DC/AC变换
3.3 变换器的经验模型
3.3.1 输入电压恒定时的情况
3.3.2 输入电压变化时的情况
3.3.3实验中测试损耗的注意事项
3.4 电路建模
3.5额定功率选择的注意事项
3.6 用于分布式能源系统控制的多级系统
3.6.1 多级系统（MAS）
3.6.2 电力系统中的多级系统
3.6.3 分布式电力系统
3.6.4 逆变器的控制系统
3.6.5 应用
3.7 结论
第4章 光伏阵列的优化
4.1 最优算法简介
4.2 MPPT算法
4.2.1 扰动观测法
4.2.2 改进的扰动观测法
4.2.3 电导增量法
4.2.4 改进的电导增量法
4.2.5 爬山法
4.2.6 基于比例关系的MPPT控制方法
4.2.7 曲线拟合法
4.2.8 查表法
4.2.9 滑模控制
4.2.10 寄生电容模型法
4.2.11 模糊控制技术
4.2.12 人工神经网络
4.2.13 神经—模糊方法
4.3 MPPT算法的效率
4.4 不同算法的比较
第5章 储能系统建模
5.1 不同储能系统的简介
5.1.1 电池组系统
5.1.2 电池组模型
5.1.3 电池组的等效电路
5.1.4 动力模型
5.1.5 应用：CIEMAT 模型
第6章 光伏泵系统
6.1 基于直流电机的光伏泵系统
6.1.1 概述
6.1.2 系统建模
6.1.3 应用
6.2 基于交流电动机的光伏泵系统
6.2.1 概述
6.2.2 系统建模
6.2.3 基于标量控制的光伏系统
6.2.4 基于感应电动机矢量控制的光伏系统

Page 4



《光伏发电系统的优化》

6.2.5 基于直接转矩控制（DTC）的光伏系统
6.3 光伏泵系统的MPPT
6.3.1 使用直流电动机
6.3.2 使用交流电动机
6.4 经济研究
6.4.1 水泵所需能量估计
6.4.2 全生命周期成本（LCC）计算
6.4.3 光伏系统的环境效益
第7章 混合光伏系统
7.1 混合系统的优缺点
7.1.1 混合系统的优点
7.1.2 混合系统的缺点
7.2 混合系统的结构
7.2.1 直流母线结构
7.2.2 交流母线结构
7.2.3 直流-交流母线结构
7.2.4混合系统的分类
7.3 混合系统的不同组合形式
7.3.1 光伏/柴电系统
7.3.2 混合风电/光伏/柴电系统
7.3.3 混合风电/光伏系统
7.3.4 混合光伏/风电/水电/柴电系统
7.3.5 混合光伏/燃料电池系统
7.3.6 混合光伏/电池/燃料电池系统
7.3.7 混合光伏/电解装置/燃料电池系统
7.3.8 混合光伏/风电/燃料电池系统
参考文献

Page 5



《光伏发电系统的优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