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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配电技术》

内容概要

《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供配电技术》系统地论述了供配电技术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技
能，重点介绍了工厂供配电系统的组成和结构、设计计算、供配电运行和管理。全书共分11章，包括
供配电技术概论，电力负荷计算，短路电流及其计算，变配电所及其一次系统，电力线路，供配电系
统的继电保护，变电所二次回路和自动装置，电气安全、防雷和接地，电气照明，供配电系统的运行
和管理，实训指导。
《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供配电技术》是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
《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供配电技术》按照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充分体
现“以行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趋势，突出教学实践环节及特点，实践技
能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便于复习和自学，每章末附有小结和习题，书后列有附表。为便于教学
，为教师免费提供了电子课件、实例库、习题库及习题答案下载。
《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供配电技术》面向自动化类和电子信息类的高职高专学生，
可作为应用型高等学校、高职高专电气自动化技术、电气技术、建筑电气、应用电子技术和机电一体
化技术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供函授学院、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及从事供配电系统运行管理或其他
相关行业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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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供配电技术概论
　1.1供配电技术的基本概念
　1.2电力系统的电压和供电质量
　1.3电力系统的中性点运行方式及低压
　配电系统接地形式
　1.4电力负荷及其分类
　本章小结
　习题
第2章　电力负荷计算
　2.1负荷曲线
　2.2三相用电设备组计算负荷的确定
　2.3单相用电设备容量的确定
　2.4尖峰电流及其计算
　2.5功率因数和无功功率补偿
　本章小结
　习题
第3章　短路电流及其计算
　3.1短路概述
　3.2无限大容量供电系统三相短路分析
　3.3供电系统短路电流的计算
　3.4短路电流的效应和稳定度校验
　本章小结
　习题
第4章　变配电所及其一次系统
　4.1电气设备的电弧问题及灭弧方法
　4.2变电所的配置
　4.3变压器的选择
　4.4变电所主要电气设备
　4.5成套配电装置
　4.6变配电所主接线
　4.7变电所的布置和结构
　本章小结
　习题
第5章　电力线路
　5.1电力线路的接线方式
　5.2导线和电缆选择的一般原则
　5.3按发热条件选择导线和电缆截面
　5.4按允许电压损失选择导线和电缆截面
　5.5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和电缆截面
　5.6电力线路的结构和敷设
　本章小结
　习题
第6章　供配电系统的继电保护
　6.1继电保护的基本内容
　6.2熔断器和低压断路器保护
　6.3常用的保护继电器
　6.4电力线路的继电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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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电力变压器的继电保护
　6.6高压电动机的继电保护
　6.76～10kv电容器的继电保护
　本章小结
　习题
第7章　变电所二次回路和自动装置
　7.1次回路与操作电源
　7.2高压断路器控制和中央信号回路
　7.3测量和绝缘监视回路
　7.4自动重合闸装置
　7.5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7.6二次回路安装接线图
　本章小结
　习题
第8章　电气安全、防雷和接地
　8.1电气安全
　8.2过电压和防雷
　8.3电气装置夫人接地
　本章小结
　习题
第9章　电气照明
　9.1电气照明概述
　9.2常用电光源和灯具
　9.3照度计算
　9.4照明供电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0章　供配电系统的运行和管理
　10.1节约电能
　10.2变配电所的运行和维护
　10.3电力线路的运行维护
　本章小结
　习题
第11章　实训指导
　11.1电气维护及检修的安全技术实训
　11.2高压电器认识实训
　11.3低压电器认识实训
　本章小结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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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提高功率因数的方法提高功率因数的实质，就是解决无功电源问题。采用降低各用
电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改善其功率因数的方法，称为提高自然功率因数法；采用供应无功功率的设备
以补偿用电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以提高其功率因数的方法，称为提高功率因数的补偿法。1）提高
自然功率因数法自然功率因数即未经补偿的实际功率因数。在供配电系统中，使功率因数变化的主要
用电设备是感应电动机、电力变压器、电焊机及交流接触器等，其中绝大多数是感应电动机。它们是
提高自然功率因数的主要对象。感应电动机需要的无功功率大部分用来建立磁场，即励磁功率，它主
要取决于外加电压，与负荷大小无关。当电压升高时，励磁功率增加，功率因数下降。感应电动机在
空载时，由于转速接近同步转速，转差率S≈0，所以转子电流近似等于零，定子从电网吸收的电流基
本上用于建立磁场，所以功率因数很低。随着负荷的增加，定子电流中的有功分量增加，定子的功率
因数随之提高，当为额定负载时，功率因数为额定值。因此，感应电动机提高自然功率因数的主要方
法是提高负荷系数。对于新安装的电动机，要正确计算所需要的功率和启动转矩。负荷系数要合适，
还要合理地选择电动机的容量。如果容量选择过大，不但会因为负荷系数低而使功率因数恶化，增加
线路有功损耗，还会造成浪费。至于电力变压器、交流接触器等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大部分也是励磁功
率，它取决于变压器和交流接触器的铁芯结构、铁芯材料、加工工艺和外加电压，与负荷大小无关，
一般用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百分数表示。特别是当变压器的平均负荷低于额定负荷的30%时，应考
虑更换合适的变压器。2）提高功率因数的补偿法采用补偿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一般有两种方法：
①采用同期调相机；②装设电力电容器。同期调相机就是空载运行的同步电动机在过励磁情况下输出
感性的无功功率。与采用电力电容器补偿相比，有功功率的单相损耗较大，具有旋转部分，需专人监
护，运行时有噪声，但在短路故障时较为稳定，损坏后可修复继续使用。由于其容量较大，一般用于
电力系统较大的变电所中，工业企业较少采用。在工业企业中普遍采用的补偿方法是装设电力电容器
。与同期调相机相比，电力电容器具有下列优点：无旋转部件，不需专人维护管理；安装简单；可以
自动投切，按需要增减其补偿量；有功功率损耗小。其缺点是电力电容器的无功功率与其端电压的平
方成正比，因此电压波动对其影响较大；寿命短，损坏后不易修复；对短路电流的稳定性差；切除后
有残留电荷，危及人身安全。综合比较来看，电力电容器的优点较为突出，所以被广泛用于提高功率
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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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高职高专自动化类实用规划教材:供配电技术》以行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学生为中心
，突出教学实践环节，符合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要求。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既体现了
供配电系统理论知识的内在联系，又密切结合供配电技术实际，把学生引入实际工作环境，强化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图、表、文并茂，文字简洁明快、结构直观清晰，便于教学和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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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科书，正版，很喜欢，不错。
2、本书理论性不强，介绍性较多，突出实践，符合工厂技术人员作为参考，便于自学。
3、不错，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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