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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高压交流地下电力系统的性能和规划》包含了相关的技术问题，并结合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进
行了分析，讲述了用于地下电缆、架空线路和混合线路性能分析的一套新方法，内容包括地下交流电
力系统的建模和运行特性分析方法，交流电缆系统和气体绝缘管线的数学模型，交流超高压电缆的运
行特性分析方法，交流超高压架空线路与地下电缆混合系统运行特性的分析方法，以及架空线路与地
下电缆的技术、经济比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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