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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能力考核要求 

《发电厂电气部分》课程是以发电厂为背景，系统、全面地介绍

发电及并网过程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基本结构、核心技术及思想方

法。以实现正确理解和掌握发电厂电气部分的基本原理。课程以发电

厂中的电气部分为对象，着重介绍能源与发电、发电、变电和输电的

电气部分、常用计算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电气主接线、厂用电接线及

设计、导体和电气部分的原理与选择、配电装置基本概念等内容。 

《发电厂电气部分》课程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重要的专业

教育课程，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为后续毕业设计的开展和科学研究打

下良好的基础。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实现以下能力考核目标： 

考核目标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熟悉发电厂电气

部分的基本结构和原理；掌握发电厂电气部分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和

基础知识。使学生在分析发电厂电气部分相关的问题时，能够应用所

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理论分析。 

课程目标 2: 通过学习发电厂电气部分相关的理论和基础知识，

使学生具备运用所学的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发电厂电气部分中的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通过学习发电厂电气部分的发展历程现状及战略趋

势，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培养作为电气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坚

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为未

来的学习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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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

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无存储及联网

功能的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

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

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

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四选

一)、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分析计算题等。在命题

工作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

可以略少,但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 

参考教材： 

《发电厂电气部分》, 苗世洪，朱永利编, 中国电力出版社（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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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概述 

一、考试内容 

1、电力工业发展概况 

2、发电厂类型 

3、变电站类型 

4、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概述 

二、考核要求 

1、电力工业发展概况 

识记：我国电力工业发展概况 

识记：电力系统发展背景 

2、发电厂类型 

识记：电能与发电厂 

识记：火力发电厂 

识记：水力发电厂 

识记：核能发电厂 

3、变电站类型 

识记：变电站的分类 

识记：新型变电站简介 

识记：直流输电换流站 

4、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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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电气设备、接线和装置 

领会：发电厂电气部分 

第二部分  载流导体的发热和电动力 

一、考试内容 

1、导体的发热和散热 

2、导体的长期发热及其载流量的计算 

3、短路时导体的发热及其最高温度的计算 

4、短路时导体电动力的计算 

二、考核要求 

1、导体的发热和散热 

领会：导体电阻损耗的热量计算 

领会：导体吸收太阳辐射的热量 

领会：导体空气对流散热量 

领会：导体辐射散热量 

领会：导体散热量 

2、导体的长期发热及其载流量的计算 

领会：导体的温升过程 

领会：导体的载流量 

领会：大电流导体附近钢构件的发热 

3、短路时导体的发热及其最高温度的计算 

领会：导体短路时发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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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应用：短路电流热效应计算 

4、短路时导体电动力的计算 

领会：计算电动力的方法 

领会：三相导体短路时的电动力 

第三部分 灭弧原理及主要开关电器 

一、考试内容 

1、电弧的形成和熄灭 

2、切断交流电路时电压的恢复过程 

3、交流电弧熄灭的基本方法 

二、考核要求 

1、电弧的形成和熄灭 

识记：电弧的形成和弧隙中介质的游离过程 

领会：电弧间隙的去游离 

领会：电弧的特性及灭弧的基本原理 

2、切断交流电路时电压的恢复过程 

领会：弧隙电压恢复过程分析 

领会：不同短路类型对断路器开断能力的影响 

领会：不同运行方式下的开断对断路器开断能力的影响 

3、交流电弧熄灭的基本方法 

识记：交流电弧熄灭的基本方法 

第四部分 电气主接线及其设计 

一、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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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气主接线的基本要求和设计程序 

2、主接线的基本接线形式 

3、主变压器的选择 

4、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 

5、电气设备及主接线的可靠性分析 

二、考核要求 

1、电气主接线的基本要求和设计程序 

识记：电气主接线设计的基本要求 

识记：电气主接线的设计程序 

2、主接线的基本接线形式 

领会：单母线接线及单母线分段接线 

领会：双母线接线及双母线分段接线 

领会：带旁路母线的单母线和双母线接线 

领会：单元接线、桥形接线 

3、主变压器的选择 

识记：变压器容量和台数的确定原则 

识记：变压器型式和结构的确定原则 

简单应用：变压器的选择 

4、限制短路电流的方法 

领会：装设限流电抗器 

领会：采用低压分裂绕组变压器 

领会：采用不同的主接线形式和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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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气设备及主接线的可靠性分析 

识记：基本概念 

领会：可靠性的主要指标 

领会：电气主接线的可靠性分析计算 

第五部分 厂用电接线及设计 

一、考试内容 

1、厂用电接线的设计原则和接线形式 

2、厂用变压器的选择 

二、考核要求 

1、厂用电接线的设计原则和接线形式 

识记：厂用电 

识记：厂用负荷分类 

识记：对厂用电接线的要求 

识记：厂用电接线的设计原则 

识记：对厂用电的电压等级 

领会：对厂用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 

领会：厂用电接线形式 

2、厂用变压器的选择 

识记：火电厂主要厂用负荷 

简单应用：厂用负荷的计算 

综合应用：厂用变压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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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熄弧的基本因素是(    )。 

A、弧隙介质强度和加在弧隙上的恢复电压; 

B、弧隙温度和弧隙恢复电压; 

C、弧隙温度和弧隙距离: 

D、弧隙距离和加在弧隙上的恢复电压。 

二、填空题 

对电气主接线的根本要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      。 

三、判断题 

导体产生的热量与耗散的热量一般不相等。（  ） 

四、名词解释题 

热游离 

五、简答题 

2、请解释什么是电气主接线〔5 分〕 

六、分析计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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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配电装置中装有 100mm×8mm 矩形铝导体。导体正常运行温度为θW=70℃，

周围空气温度为θ0=25℃。计算该导体的载流量。（20℃时铝的电阻率为 0.029

Ωmm2/m；铝的电阻温度系数为 0.00403℃-1；集肤效应系数为 1.05）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A 

二、填空题 

具有供电的可靠性；具有运行上的平安性和灵活性；操作方便性 

三、判断题 

× 

四、名词解释题 

答：电弧产生之后，维持电弧燃烧所需的游离过程是热游离。 

五、简答题 

答：由高压电器〔设备〕通过连接线，按其功能要求组成接受和分配

电能的电路，成为传输强电流、高电压的网络，称为电气主接线〔或

一次接线〕，简称主接线。主接线代表了变电站电气局部主体结构，

是电网结构的重要组成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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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析计算题 

答：（1）求交流电阻 R。 

3t W
dc

1 ( 20) 0.029 [1 0.00403 (70 20)] 0.04355 10 ( )
100 8

R
S

α θ
ρ −

+ − × + × −
= = = × Ω

×
 

3 31.05 0.04355 10 =0.04573 10 / m
S dc

R K R − −= = × × × Ω（ ） 

（2）求对流散热量 Ql 

对流散热面积： 

2
1 1 2

100 82 2 2 ( ) 2 ( )=0.216 m / m
1000 1000

F A A= + = × + × （ ） 

对流散热系数： 
0.35 0.35 2

1 0
1.5 1.5 (70 25) =5.6848[W/(m g

W
α θ θ= = × −（ - ） ℃）] 

对流散热量： 

l 1 0 1
( ) 5.6848 (70 25) 0.216=55.26 W / m

W
Q Fα θ θ= − = × − × （ ） 

（3）求辐射散热量 Qf 

单位长度导体的辐射散热面积： 

2
f 1 2

100 82 2 2 ( ) 2 ( )=0.216 m / m
1000 1000

F A A= + = × + × （ ） 

4 40
f f

4 4

273 273
5.7 [( ) ( ) ]

100 100
273 70 273 25      =5.7 0.95 [( ) ( ) ] 0.216 69.65 W / m

100 100

WQ F
θ θ

ε
+ +

= −

+ +
× × − × = （ ）

 

（4）计算导体的载流量 

f
3

55.26 69.65 1653(A)
0.04573 10

l
Q Q

I
R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