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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线性负荷的日益增加$特别是一些大功

率变流设备和电弧炉的大量应用$导致电网中产生

大量的高次谐波$进而引起电网电压电流波形发生

严重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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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电流和电压产生的谐波功率$既

增加了电能损耗$又污染了电网$使电能质量下降$

功率因数降低%现有的功率因数是基于电网电压为

正弦情况下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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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当负载

为纯电阻时$畸变的电压必然也会产生同样畸变的

电流$从而使纯电阻的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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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

不符合常理%因此有笔者对畸变电网下的功率因数

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一种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功

率因数的定义$使功率因数真正反映畸变电网下功

率的转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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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弦电路下$是在不考虑电压畸变$即电压

为正弦波$而电流为非正弦波的情况下定义的功率

因数%设正弦波电压有效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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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电流有效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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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阶段大家普遍接受的功率因数的定

义$它是在忽略电压畸变情况下得出的%但当电压

畸变时$即便是纯电阻负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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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功率因

数也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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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电网谐波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纯电阻负载的性能$另一方面现定义下又使其功率

因数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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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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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电网下功率因数的新定义

设电网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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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说明电压无畸变时$现功率因数只是新定

义功率因数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一点可以通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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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无畸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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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率因数的对比仿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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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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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新定义的功率因数与现有的功率因数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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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电流均畸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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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率因数的对比仿真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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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纯电容!纯电感负载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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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在电网畸变时$只有纯电阻负载的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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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波能量转换来的谐波电功率降低了电力负载对

基波电功率的吸收和转换%现有功率因数的定义是

在忽略电压畸变的理想条件下得出的$不能真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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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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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速傅立叶变换的

谐波检测是当今应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一种方法%

模拟信号经采样!离散化数字序列信号后$经微型计

算机进行谐波分析和计算$得到基波和各次谐波的

幅值和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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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新功率因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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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素$计算出

电压畸变下的功率因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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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的模块分别搭建了新功率因数和现有功率因

数的测量模块$仿真结果证明它能够快速并准确地

计算出新功率因数和现有功率因数的数值$这样就

实现了新的功率因数的实时检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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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畸变

电网下功率因数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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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功率因数既可能小于!等于原功率因数$还可

能大于原功率因数$且不易实现工程检测%这里定

义的功率因数当电压畸变时只在纯电阻负载下大于

现功率因数且为
"

$其他负载下均小于现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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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畸变电网下的功率因数新定义$现有的功率因

数可看作是新定义的一个特例$新定义的功率因数

与现有功率因数可以兼容$但适用范围更宽广$并且

工程上容易实现%在电网电压畸变情况下$新定义

的功率因数保证了线性纯电阻负载的功率因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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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容性!纯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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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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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新定义的功率因数中

包含了畸变电流!电压和相位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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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同时决定

了功率因数的大小%新定义的功率因数更能如实反

映畸变电网下功率因数的真实含义$对其测量可以

工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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