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农业大学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 804 考试科目： 电力系统分析基础

本考试大纲由 （单位）于 年 月 日通过。

一、考试性质

电力系统分析基础考试是为沈阳农业大学招收能源动力类（电气

工程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

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掌握大学本科阶段电

力系统分析课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运用电力系统理论、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

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基本的电力系统理论的

素质，并有利于其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相关专业上的择优选拔。

二、考查目标

电力系统分析基础考试涵盖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篇和电力系统暂

态分析篇。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篇考试涵盖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定义、电网

元件参数和等值电路、潮流计算、无功功率平衡和电压调整、有功功

率平衡和频率调整等。要求考生：

掌握电力系统在稳态运行条件下的基本概念，潮流计算以及有功

功率和频率、无功功率和电压间的关系及调节等的理论和方法。了解

电力系统的组成和稳态运行方式，理解电网各元件的特性数学模型和

相互间的关系，掌握电力系统分析与计算方法及系统优化的重要理

论，为今后从事电力专业的科学研究和电力企业的生产与管理工作奠



定基础。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篇考试涵盖电力系统三相短路的暂态过程、电

力系统三相短路的实用计算、电力系统简单不对称故障的分析和计

算、电力系统稳定性等。要求考生：

能够熟练计算各种情况下的短路电流值，掌握系统稳定的基本概

念，掌握电力系统简单不对称故障的分析和计算方法，为电力系统故

障分析和稳定性问题在实际中的运用奠定理论基础。

三、适用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报考沈阳农业大学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领域）专

业硕士的考生。

四、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试卷内容结构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篇 100 分，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篇 50分。

（三）试卷题型结构及分值比例

填空或概念题约 20%；

判断题或选择题约 30%；

分析简答题约 50%；

计算题约 50%。

五、考查内容

电力系统稳态分析篇：

（1）了解电力系统和电力网及动力系统的关系、电力系统电压

等级、电能的特点及对电力系统运行的要求等。



（2）了解影响线路参数的因素，掌握电力变压器的具体计算公

式，熟悉绘制等值电路的两种方法即有名值与标么值法等。

（3）掌握手工计算潮流公式，重点掌握辐射形网络尤其环形网

和两端供电网的计算分析与潮流控制方法。

（4）了解电力系统节点分类方法及节点导纳矩阵的形成与修改

方法，掌握三种计算机计算潮流法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5）了解系统无功平衡的概念及无功功率与电压的关系，掌握

电力系统中枢点三种调压方法及具体实现措施，重点掌握电力变压器

分接头的计算方法及并联电容器最小容量的计算方法。

（6）了解系统有功平衡的概念及有功功率与频率的关系，了解

频率调整的必要性及有功电源的合理组合，掌握有功功率最优分配准

则。

（7）掌握电力网的电能损耗计算，线损率计算；掌握降低网损

的各种措施；了解电力网的年运行费计算；掌握选择导线截面的各种

方法及其应用场合。

电力系统暂态分析篇：

（1）掌握短路，无限大功率电源，冲击电流，最大有效值电流，

短路功率，暂态电抗，暂态电势的概念，电势相量图，无限大功率电

源短路的暂态过程，了解同步电机突然三相短路的物理过程及全短路

电流表达式。

（2）掌握三相短路电流的实用计算的一般方法。

（3）掌握简单不对称短路分析计算和非全相运行的分析计算的

一般方法及相量图。

（4）了解电力系统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内容及分类，掌握静态稳



定、暂态稳定的初步概念和各元件机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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