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互联网与能源转换技术》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7年01月09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111555650
丛书名：电气工程新技术丛书



编辑推荐

1.全面介绍能源互联网中能源类型的概念、特点、结构及相互转换技术，并提出了一种
新的能源接入模式。2.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可作为了解能源互联网相关技术的科普读
物。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能源发展历程，在能源转换、存储和传输技术的基础上，针对世界能源发展面
临的严峻考验，对一种新型网络结构———能源互联网进行了研究；在对能源互联网的
概念、特点、结构以及能源互联网中的能源类型进行详尽介绍的同时，提出了能源互联
网中的一种新的能源接入模式———自能源；并且阐述了能量的标度与梯级利用、多能
源转换路由器的框架与运行模式以及能源互联网电力电子化的相关技术；还详细介绍了
能源互联网中的电能转换、热能转换、其他能源相互转换以及相关能量存储与传输技术
。本书可供电力企业、制造商和从事能源互联网研究和应用的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
院校师生学习能源互联网的参考书，以及有兴趣的读者了解能源互联网相关技术的科普
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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