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电厂电气部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发电厂电气部分》

13位ISBN编号：9787508458847

10位ISBN编号：7508458842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水利水电出版社

页数：3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发电厂电气部分》

内容概要

《发电厂电气部分》着重讲述了火力发电厂电气一次部分的电气主接线、厂用电系统构成与设计、发
电厂和变电站主要高压电气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及设备选择原则。同时，还讲述了发电厂和变电站
二次回路的接线及工作原理。其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高压断路器及操动机构，高压隔离开关及操动
机构，互感器，封闭母线及并联电容器，电气主接线，直流系统，火力发电厂的厂用电，导体的发热
和电动力，高压电气设备的选择，配电装置，发电厂和变电站的控制与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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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　　中国电力自1882年诞生至今，经历了3个发展时
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电力发展很慢，1949年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为185万kW和43亿kWh，居
世界第21位和第25位。新中国成立后，电力工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得到快速发展
。1978年发电装机容量达到5712万kW，发电量达到2566亿kWh，分别跃居世界第8位和第7位。改革开
放以来，电力工业体制不断改革，改变了单一国家投资体制，实行多家办电、积极合理利用外资和多
渠道资金，运用多种电价和鼓励竞争等有效政策的激励，电力工业不断跨上新的台阶。“十五”以来
，我国电力工业加快发展，“西电东送”、城乡电网改造等工作成效显著。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社会需求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受高耗能产业发展过快，主要江河
偏枯和燃料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地区新投产的发电容量偏少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形式变得
较为严峻。针对电力供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未雨绸缪，及时调整了“十五”电
力发展规划，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采取有力措施，加快了电力建设步伐，缓解了电力供应紧张的局
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电力建设达历史最好水平　　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持续增长。全国发
电装机容量继1987年突破1亿kW后，到1995年超过了2亿kW，2000年又跨上3亿kW的台阶。发电量
在1995年超过了1万亿kWh，到2000年达到1.37万亿kWh。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中国发电装机容
量和发电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8％、7.9％，先后跃过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和日本，
从1996年底开始一直稳居世界第2位。进入新世纪，中国电力工业进入历史上的高速发展时期，创历史
最好水平。年均装机投产超过2500万kW；投产大中型机组逐年上升，到2003年底发电装机总容量达
到3.91亿kW，其中，水电、火电、核电分别达9490万kW、29000万kW、620万kW。年发电量达到19052
亿kwh。“十五”计划实施的前三年，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年均增长率达到7.0％和11.7％，居世界前列
。　　电网建设得到加强。电力工业改变历史上“重发、轻供、不管用”的状况，逐步加大对电网建
设的投入。“十五”计划实施的前三年，新增330kV及以上输电线路1.83万km，变电容量7282万kVA
。2003年底220kV及以上输电线路达到20.7万km，变电容量达到6.06亿kVA。电网与电源的结构性矛盾
逐步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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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男朋友买的，他说很好，是他要用的
2、物流挺给力的，希望继续加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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