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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电力工业已经进入大电网、大机组、高电压、高自动化的发展时期。目前，以大容量和超临
界技术为特征的火力发电机组被广泛采用，这对火力发电设备的制造和运行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产运行人员和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也面临知识的更新。　　为帮助现场生产运行人员了
解1000MW火力发电机组的结构、系统、运行等知识，编者编写了本套《1000MW火力发电机组培训
教材》，力求将我国目前在1000MW火力发电机组方面的最新成果展示给读者。丛书包括《电气设备
系统及运行》、《锅炉设备系统及运行》、《水处理设备系统及运行》、《控制设备系统及运行》、
《汽轮机设备系统及运行》五个分册。　　本书结合现场实际设备和系统，叙述了电力工业发展概况
，分八章详细介绍了发电厂的1000MW发电机、变压器、高压电器设备、电气主接线和厂用主接线、
直流系统、继电保护系统、自动装置等的原理、结构、特性、运行、维护等。本书可供设计院、发电
厂、电力试验研究所、电力建设部门等从事1000MW发电机组电气专业的设计、安装、调试、运行、
检修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可作为现场生产运行人员的培训资料和教材，也适合电网系统的电
气专业技术人员查阅，还可供电气专业的大中专师生参考。　　本书由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常湧主
编，国电荆门热电厂王义平副主编，武汉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王明磊、陈伟、饶翔参编。　　本书在编
写过程中，参阅了参考文献中列写的正式出版文献以及相关电厂、设计院和高等院校的技术资料、说
明书、图纸等，特别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国电荆门电厂的黄画剑和徐挺进两位高级工程师的大
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编写时间紧迫，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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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气设备系统及运行》是1000MW火力发电机组培训教材的《电气设备系统及运行》分册。书中详
细介绍了1000MW同步发电机、变压器、高压电器设备、电气主接线和厂用电接线、直流系统、继电
保护系统以及自动装置的原理、结构、特性、运行、维护及检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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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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1879年，上海外滩实现10马力（1马力
＝735w）发电机运转，1882年，英商在上海乍浦路建设的12kW电灯厂正式对外供电，1912年，云南螳
螂川的石龙坝水电站开始发电。这些是中国电力工业较为公认的起点。此后我国电力工业经历了一段
缓慢发展时期，至1949年，全国的装机总容量仅1850MW，年人均用电量不到10kW？h。　　新中国
的成立为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电力工业有了快速发展。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全
国火电装机容量达43900MW，年人均用电量已近200kW?h。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较为完整的电力
工业体系。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电力工业开始快速发展，技术装备水平逐步提高。2000
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已居世界第二位。至2007年全国总装机容量达到7亿kW，年人均用
电量超过1500kW?h，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电力生产大国。1978～2005年中国人均GDP与人
均用电量关系曲线，如图1-1所示。　　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它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拉
动作用。因此，电力工业增长率必须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的增长率，要超前发展，要先行。近期，我
国先后经历了两次电力体制改革，对电力工业发展意义深远。　　1997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成立。经
过一年多的双轨制运行和平稳过渡，电力工业部于1998年2月撤销，实现了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
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　　2003年起，国家电力公司撤销，成立电监会、五
大发电集团公司、两大电网公司和四个辅业集团，均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标志着电力工业管
理体制改革又按照“厂网分离”的原则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网、省电力局改组为二、三级法人；
发电集团公司形成三级法人治理结构；辅业逐步分离；进一步优化了电力建设的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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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初学者看还可以。
2、对100万机组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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