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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电容器行业是国产化做得最好的电器制造行业之一。2000年之前，并联补偿用电
容器及电抗器几乎100%为国内厂商的产品，2001年之后，生产无功补偿设备的国外厂商通

过合资形式逐步进入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无功补偿用的电力电容器和并联电抗器的国内厂

商市场占有率仍达80%以上。特别是并联电容器，目前国内生产厂商都进行了技术改造或

新厂建设工作，不论是生产设备还是生产条件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一良好局面的形成得益

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扶持；二是老一辈无功设备运行及技术管理人员和生产

厂商技术人员的努力；三是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电力电容器行业还采用很落后的油浸纸绝缘电容器，电容

器质次价高，年故障率达到27%左右，爆炸着火情况严重。为改变这种局面，1980年电力

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联合，痛下决心采取两大措施解决此问题：①电力工业部对国内电容器

厂的产品停止订货一年，同时调拨2000万元供电容器生产厂进行技术改造；②从运行技术
上进行改革，将高压电容器的△形接线全部更换成 形接线方式。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电力

电容器很快从油浸纸绝缘技术发展到了膜纸复合绝缘技术，电容器运行的年故障率从1979
年的27.3%下降到1980年的10.7%，1981年降到2.47%。到20世纪90年代，电力电容

器年故障率基本上维持在0.5%左右的水平，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电容器质量的提高，使企

业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电容器技术不断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这个变化之初，

国内的电力电容器制造商是十分痛苦的，但电容器行业最终像凤凰涅槃，经过改革，顺利完

成了产品由油浸纸绝缘向膜纸复合绝缘的更新换代，为该行业承担起民族工业建设对电力电

容器需求奠定了基础。在随后的30年中，电力电容器及无功补偿装置制造行业健康发展，

一直由民族工业为主导，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巨大的成就与这一时期的无功专业

技术工作者的奉献是密不可分的。

1997年，国家启动城乡电网改造工程，已打下了一定基础的电容器制造业抓住了这次

国家支持和扶持的机会，迅速完成由膜纸复合电容器制造技术向全膜电容器技术的转变。虽

然这个转变过快，为质量保证留下了许多隐患，但这个过程的完成使得我国电容器行业跟上

了国际发展的步伐。因此，这两次国家的支持和扶持对电容器行业来说是功在千秋的。

改革开放后，由于各厂为自身的利益，都对同行生产厂、用户封锁技术机密，导致技术

交流不畅，使得电容器在迅猛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关键问题未研究透彻，从而埋下隐患。在这

个关键时期，国家电网公司实行了新的设备采购方法，使得国家电网公司可以集中专家来解

决电容器制造行业发展中留下的一些问题。以电力行业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老专

家组成的团队经过认真分析，梳理电容器装置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根据问题的轻重缓

急和生产厂家可以接受的程度，确定了解决电容器和电容器装置的五年规划，即：先用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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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解决电容器装置的配置和电容器的发展方向问题，再用一年时间解决装置的结构和接线

正确问题，其后用一年时间解决电容器装置保护正确问题，最后用一年时间解决电容器装置

的爆炸着火问题。这样用四年时间解决电容器装置在运行中的安全性问题后，再用一年解决

电容器和电容器装置的可靠性问题。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电容器装置的配置结构、爆破能

量限制、保护及电容器的发展方向等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本书是专为从事无功补偿装置制造和使用的技术人员编写的技术专著。该书较系统地从

无功补偿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电容器装置的基本构成、补偿原理，装置及各部件的性能

要求、制造过程、质量要求及应注意问题，电容器装置的运行要求及存在的问题，无功配置

及调度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介绍，这样可使读者对无功补偿装置的运行应用、制造及质量控

制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这对改变目前电力系统运行及技术人员熟悉无功补偿装置的运行

应用，却不了解设备内部结构及制造的质量控制，制造厂家技术人员熟悉设备内部结构及制

造的质量控制，却对无功补偿装置的运行应用不熟悉的局面是十分有益的。

该书的完成得益于这批老专家亲身经历了从油纸绝缘到膜纸绝缘再到全膜绝缘的发展过

程，更得益于他们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生产厂家与运行单位良好的合作。因此，这批老专

家不仅具有雄厚的无功补偿装置运行技术，而且对无功补偿装置及部件的制造有深入的了解

和研究。作者中有五位已年过七旬，此书的编写耗费了他们巨大的精力和体力，但如不将他

们宝贵的技术积累留给后来的无功补偿专业工作者，将是无功补偿专业的一大损失。本书在

编写过程中虽多有波折，但最终这些老专家聚三年之功，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书稿的编写工

作。在此，由衷地感谢各位专家的辛勤劳动，并感谢日新电机 （无锡）有限公司及其有关技

术人员的支持和参与。

由于这批老专家长期从事无功补偿装置运行技术工作，擅长写论文和技术报告，著书并

非他们所长，这也更加重了他们写作的负担。谨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能心情愉快并大

有收获，也在此祝该书发行顺利。

电力行业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倪学锋
2011年1月



  交流电力系统由发电机、变压器、输配电线路、电动机和各种用电设备组成，其物理性
能有电阻性、电感性和电容性，所以电力系统在运行时内部有电磁交换功率，这个功率用于

电场、磁场能量的变化，反复吸收和放出相等 （不消耗）的能量，在我国称为无功功率 （简

称无功）。

无功补偿技术利用电感和电容不同的物理性能，电感性电流相位落后电压90° （感性无

功功率）和电容性电流相位超前电压90°（容性无功功率），即感性无功功率与容性无功功率

具有互补的特点，采用安装容性设备 （电容器）或感性设备 （电抗器）的方式对电力系统中

不同地点 （时间）需要的无功功率进行补偿，减少无功功率在系统中的流动，达到就地平衡

的目的，以满足电力系统安全、经济和电压质量的要求。

随着交流电力系统容量的扩大，电压等级的提高和输电距离的增加，无功补偿技术和补

偿设备也有很快的发展，尤其是并联电容器装置有了更快的发展。例如，以前我国电容器采
用纸浸矿物油，单台容量为10～12kvar，质量比特性约为2kg/kvar，介质损耗为3W/kvar
的产品，目前绝大部分电容器已经采用全膜，单台容量为334～500kvar，质量比特性为

0.2kg/kvar左右，介质损耗下降到0.3W/kvar以下，年损坏率在1%以下的产品，接近国

际水平。另外，开发了带有内熔丝电容器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压大容量集合式电容器。电容

器组由电压等级10kV、单组容量8000kvar左右发展到35～66kV、40～60Mvar为一组的电

容器组，目前最大的单组容量已达120Mvar，产品基本满足了电力系统对无功功率的需求。

由于电容器单组容量的增大和电压等级的提高，对主接线和配套设备 （开关设备、放电线

圈、串联电抗器、熔断器等）的选择与参数配合要求也更为严格、复杂。同时，为了满足超

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稳定、安全运行，在换流站的交流侧，并联母线上的并联电容器已经投入

运行，随着330～500kV超高压交流电力系统的发展和城市变电站使用电缆的增多，并联电
抗器的使用也在不断增加。能够迅速跟踪负荷变化 （无功功率大小和方向）的新型静止型动

态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SVC）的使用也有所增多。

目前，我国电力发电装机容量已达8亿kW 以上，1000kV电压等级的输变电工程也已

投入试运行，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输电网络，容性无功装机容量已达4亿kvar以上，其中

绝大部分是并联电容器装置。这些无功补偿设备为电力系统稳定安全运行、改善电能质量、

降低电能损耗、增加输配电能力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管好、用好无功补偿设备，长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无功补偿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员，尽职尽力对无功补偿设备的发展方向、存在问题、解决措施等方面倾注了

很多精力，现在这些同志大部分已经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为了进一步提高无功补偿专业

人员的技术水平，掌握无功补偿设备的技术发展、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充分用好无功补偿



设备，防止在运行中发生事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电力行业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

织了国内专家编写了本书。编著者根据电力行业颁发的各种有关导则、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从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对无功补偿的基础知识、作用和补偿原则、并联电容器

及配套设备的选择、运行和预防事故的技术措施等方面的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本书理

论性和实用性都比较强，特别是对装置的主接线选择、电容器及配套参数的选择和配合、电

容器内部故障元件继电保护的计算和整定、电容器组用串联电抗器的电抗率选择和系统谐波

的关系及抑制谐波措施、单台保护用熔断器的选择等作了详细的论述，对保障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经济、优质、高效运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无功功率与无功补偿的基础知识由汪启槐执笔，第二章无功功率

作用及补偿配置由汪延宗执笔，第三章并联电容器由杨一民、史班、冯申荣执笔，第四章并

联电容器装置主要配套设备和器件由史班、杨一民、吕杭勇执笔，第五章并联电容器装置中

的主要技术问题由史班、汪启槐、吕健执笔，第六章并联电容器装置及其参数选择由盛国

钊、史班、杨一民执笔，第七章高压并联电容器装置的故障保护由盛国钊执笔，第八章并联

电容器装置的运行由虞忠年执笔，宋森负责全书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日新电机 （无锡）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浙江省电力试验研究

院赵启承、安徽省电力试验研究院俞德柱在编写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表示

衷心感谢。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和作者水平所限，书中内容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欢迎各位专家、读者

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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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无功功率与无功补偿的基础知识
掌握了解交流电路的无功功率与无功补偿和相关的基础知识，有利于提高无功补偿装置

的技术水平，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发挥作用。本章着重介绍交流正弦电的

基础知识、交流正弦电的功率与无功功率的概念、电力系统中感性和容性无功功率的平衡，

以及无功补偿作用等相关知识。

第一节 交流正弦电的基本概念

人们早期使用的是直流电，电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即P=UI。自从感应电动

机问世以后，交流电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很大方便，因此交流电很快发展起来，但此时人们

发现，在交流电路中，电功率P≠UI，而是P=UIcosφ，cosφ为电压和电流相角差的余弦。

也就是说，在交流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方向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存在一定的相角差φ。

这一物理现象是在交流电路中由于电感和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从而在交流电路中除了有功

功率之外，要引入一个 “无功功率”的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无功功率这一概念，有必要对

交流电路的一些基础知识作一介绍。

一、概述

按正弦规律随时间变化的电压或电流称为正弦交流电压和电流。正弦交流电流瞬时值用

i（t）表示，即

i（t）=Imsin（ωt+φi） （1 1）

式中 ωt+φi———相位角或相位，反映了正弦量变化的进程；

φi———初相角，是当t=0的相位角，rad或 （°）；

ω———角频率，或者说是相位角变化速率，rad/s。

ω= d
dt

（ωt+φi） （1 2）

式 （1 1）电流的变化规律可以用图1 1的波形图表示。

t

Im

i

φi

O

2π

ω

T

ω
φi

t

Im

i

O

图1 1 正弦交流电的电流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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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正弦电流可以由Im、ω和φi这三个参数决定，故称这三个参数为正弦量的特征

量，亦称正弦量的三要素。

角频率表示正弦量变化快慢的特征量，它的单位是弧度/秒 （rad/s）。除此以外，通常

还用频率和周期来表示正弦量变化的快慢。

频率表示正弦量每秒变化的次数，用f表示，它的单位是赫兹 （Hz），因为正弦量变化

一次经历了2π电角度，因而有

f= ω
2π 

或  ω=2πf （1 3）

周期表示正弦量变化一次所需的时间，用T 表示，它的单位是秒 （s），周期和频率的

关系为

T = 1
f 

或  f= 1
T

（1 4）

我国电力系统提供的电源频率f=50Hz （称为工频），角频率ω=2π×50rad/s。

正弦量的最大值叫幅值，如正弦电压和电流的幅值分别为Um 和Im。

二、正弦量的有效值

交流电的瞬时值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如何来表征一个正弦电压、电流的大小，通常用有

效值来表示。以正弦电流为例，电流的有效值是指在同一时间段与其同等直流电流热效应相

等的直流电流数值，这个时间段通常是指正弦电流的一个周期内，也就是说，在一个周期时

间内，正弦电流通过一个电阻时的发热量与直流电流流过该电阻在同样时间内 （一个周期）

发热量相等，即

Qac =∫
T

0
P（t）dt=∫

T

0
i2Rdt=R∫

T

0
i2dt

直流电流流过该电阻在周期内的发热量为

QDC =PT =I2RT
两者相等，即

Qac =Qdc

RI2T =R∫
T

0
i2dt

I= 1
T∫

T

0
i2d㊣ t （1 5）

定义正弦电流的有效值为I，从此定义可知，正弦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它的瞬时值的平方

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的平均值再取平方根，因此，有效值又称方均根值。

如正弦电流

i（t）=Imsin（ωt+φi）

代入式 （1 5）

I= 1
T∫

T

0
I2

msin2（ωt+φi㊣ ）

其中 ∫
T

0
sin2（ωt+φi）dt=∫

T

0

1—cos2（ωt+φi）
2 dt= 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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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I=Im

㊣2
=0.707Im

同理，对于正弦电压其有效值

U =Um

㊣2
=0.707Um

故正弦电流和电压可按下式表达

i=㊣2Isin（ωt+φi）

u=㊣2Usin（ωt+φu）
一般情况下，工程上指的正弦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均指其有效值。

三、正弦量的相位差

为了比较相同频率的正弦量的相位关系，引入了相位差的概念。相位差就是两个同频率

正弦量的相位之差，一般用φ表示。

例如，有两个同频率的正弦电流

i1 =I1msin（ωt+φ1）

i2 =I2msin（ωt+φ2）

它们之间的相位差

φ= （ωt+φ1）—（ωt+φ2）=φ1—φ2 （1 6）

式 （1 6）表明同频率两个正弦量的相位差与时间无关，而决定两者之间的初相角。

φ2

φ1

i2

i1
i

i
i2

i1

ω t ω t

ω t ω t

(a) (b)

(c) (d)

i i1
i2

i i1

i2

O
O

O O

图1 2 正弦量的相位差图

（a）φ=0；（b）φ1＞φ2；（c）φ=±π；（d）φ=± π
2

当两个相同频率的正弦量的

相位差φ=0时，即φ1=φ2，如

图1 2 （a）所示，即i1 和i2 相角

相同，同时过零，同时达到最大值；

当φ＞0时，即φ1＞φ2 如图1 2
（b）所示，i1 先于i2 达到零值、

最大值，称i1 超前i2 一个φ角；

当两个正弦量的相位差φ=±π
时，如图1 2 （c）所示，若i1 达

到正的最大值，则i2 此时达到负

的最大值，称这两正弦量反相；

当两个正弦量的相位差为±π
2
时，

如图1 2 （d）所示，则i1 达到最

大值时，i2 正好过零点，这样的

两个频率相同的正弦量称为正交。

需要注意的是，超前、滞后是相对的，例如在图1 2 （b）中可以说i1 超前i2 一个φ
角，也可以说i1 滞后于i2 一个 （2π—φ）角，规定 φ ≤π。

四、正弦量的相位表示法

一个正弦量具有幅值、频率及初相位三个特征，而这些特征的表示方法通常有三角函数
和波形，此外还可以用相量法即复变函数来表示，应用此方法简化了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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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平面中有一复数A，其模为r，幅角为φ，相量表示图如图1 3所示。

按复变函数分析

A =a+jb=rcosφ+jrsinφ=r（cosφ+jsinφ） （1 7）

或简写为 A =r φ （1 8）

式 （1 7）称为复数的代数式，式 （1 8）称为极坐标式。

复数的加减运算用代数式简单，乘除法用极坐标式简单。

由上可知，一个复数由模和幅角两个特征来确定，而正弦量由幅值、初相角和频率三个
要素来确定。但在分析线性电路时，正弦量的频率是已知的，因此，一个正弦量由幅值 （或
有效值）和初相角就可确定。注意，正弦量可以用复数表示，为了与一般的复数相区别，把
表示正弦量的复数称为相量，并在大写字母上注 “·”。

如表示正弦电压 U
·
=U（cosφ+jsinφ）=Uejφ =U φ （1 9）

式 （1 9）中j是复数中的虚数单位，即j ㊣= —1，j2=—1，1
j=—j。 

按照各个正弦量的大小和相位关系画出的各个相量图形，称为相量图。在相量图上形象
地看出各个正弦量的大小和互相之间的相位关系。一个正弦量可以用一个旋转的矢量来表

示，其矢量的旋转频率为正弦量的频率，由图1 4可知，电流I
·

1比电流I
·

2超前φ角，也就
是正弦电流i1 比正弦电流i2 超前φ角。

r

+j

b

O a +1
φ

A

图1 3 相量表示图
    

φ

φ1
φ2

I2

I1

图1 4 相角图

第二节 交流正弦电路的功率和无功功率的概念

一、交流正弦电路的功率的定义

在交流电路中，由于电压和电流是随时间而变化的，故在工程计算上，瞬时功率p的
实用性不大，通常在工程计算和测量中都是引入平均功率的概念。平均功率是指瞬时功率在
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用大写字母P表示，即功率的定义为

P= 1
T∫

T

0
pdt （1 10）

二、交流正弦电阻电路和有功功率

如图1 5的交流正弦电阻电路，在电阻R上施加交流正弦电压u。

在电阻回路中流过的交流电流为i，根据欧姆定律

U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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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i

P
ωt

ωt

P

u
i

2π

I
U

R
O

O

π

图1 5 交流正弦电阻电路的电压、电流、功率波形图

在交流正弦电阻电路中，电压和电

流都是时间的周期函数，设

i=Imsinωt=㊣2Isinωt
则电压   u=RImsinωt

=RI㊣2sinωt
可见  Um =RIm 或  U =RI

φ=φu—φi =0
由于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都是

时间的周期函数，所以功率p=ui
也是时间的周期函数，这一功率称

为瞬时功率，瞬时功率

p=ui=㊣2Usinωt·㊣2Isinωt=2UIsin2ωt=UI（1—cos2ωt）

根据交流功率的定义，故

P= 1
T∫

T

0
pdt= 1

T∫
T

0
UI（1—cos2ωt）dt

=UI—1
T∫

T

0
cos2ωtdt （1 11）

由于cos2ωt是一个2倍频的余弦函数，它在一个周期内的积分为零，故

P=UI
因为U=IR，所以电阻上的功率为

P=I2R=U2

R

由图1 5可知：

（1）在交流正弦电阻电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方向始终一致，即电压和电流是相位相同的。

（2）功率曲线是时间的函数，功率曲线始终在零线的上方，即瞬时功率均为正值，这意

味着这一功率始终是由电源提供的。

交流正弦电阻回路中电压和电流的方向完全一致，瞬时功率始终是正值，这一功率完全

是由电源提供的，这种平均功率称为有功功率。可见，在交流正弦电路中，有功功率是指一

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

三、交流正弦电感电路和感性无功功率

在稳态直流回路中电感是不起作用的。在交流回路中，由于电流随时间而变化，存在

u

i

图1 6 电感元件原理图

电流变化率
di
dt

，故在交流正弦电感电路中，电感就呈现为感抗，

交流电流在电感元件上会产生电压降，如图1 6所示，在电感

元件上流过交流电流时，电感周围将产生磁通Φ，磁通穿过每匝

线圈，如线圈有N 匝，则电感元件的参数

L= N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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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感中流过电流i时 U =Ldi
dt

设 i=㊣2Isinωt

则 U =Ldi
dt=Ld

dt
（㊣2Isinωt）=㊣2ωLIsinωt+π（ ）2

Um =ωLIm

U =ωLI

φ=φu—φi = π
2

从而可知，在交流电感回路中，电流滞后于电压π/2，则电压和电流是正交的，可以

记作

U
·
=jωLI

·

瞬时功率 p=iu=ImsinωtUmsinωt+π（ ）2

=ImUmsinωtcosωt

=2IUsinωtcosωt

=UIsin22ωt （1 12）

由式 （1 12）可知，在交流正弦电感回路中，瞬时功率是时间的周期函数，其角频率

为2ω。按交流正弦回路中功率的定义为一周期内的平均功率，即功率P为

P= 1
T∫

T

0
UIsin22ωtdt=0

所以，在交流正弦电感回路中，一周期内的平均功率为零，也就是说在交流正弦电路中

电感元件是不消耗电源的有功功率。如图1 7的功率曲线所示，在工频的第一个和第三个

1/4周期内，电压和电流分别均为正值或负值，即电压和电流同向，di
dt
为正值，在这期间内

功率曲线的瞬时功率为正值，由于di
dt
为正值，意味着这时电感上的功率是由电源提供的，说

u L

iL

ωt

ωt

uL,iL
uL

iL

pL

UL

IL

O

O

pL

O

图1 7 电感元件交流正弦电路的

电压、电流、功率波形图

明电感内的磁场是在形成过程，电流由零增至

峰值Im，磁场能量由零增加至最大值WLM=1
2

LI2
m，这个磁场能量是由电源提供的；而在工

频的第二个和第四个1/4周期内，电压和电流

分别为正值和负值，在此期间内电压为负值而

电流为正值，或电压为正值电流为负值，由于

di
dt
为负值，这是磁场消失的过程，电压和电流

反向，瞬时功率为负值，说明在此期间内由电

源吸收功率，电感输出功率，磁场能量由最大

值减小至零，电感中所建立的全部磁场能量返

回电源。所以，在一个周期内有两个1/4周期

6  并联电容器装置技术及应用



（第一、第三 ）是由电源提供能量在电感中建立磁场，此时的瞬时功率为正，另外两个1/4
周期 （第二、第四）电感中的磁场能量又全部返回电源，电感元件在一个工频周期内的平均

功率为零，这说明在交流正弦电感电路中，在一个工频周期内，电感和电源进行了四次能量

交换，其中两次是由电源给电感提供能量以建立磁场，另外两次为电感向电源返回磁场能

量，在电感回路中分别经历的二次磁场的建立和消失过程，这只是发生在电感电路和电源之

间的能量交换，并没有消耗能量，这种电路中纯能量交换的功率叫做无功功率，记作QL=

UI，单位是乏 （var）。电力系统中，把这种电感元件在交流正弦电压作用下的无功功率叫

感性无功功率，又称为无功负荷。

无功功率尽管不存在能量的消耗，即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功率为零，但是它是电源和电

气设备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能量交换，而这种交换是以无功电流的形式在电源与电气设备

之间经供电线路来回流动实现的。由于供电线路存在着电阻，流动的电流在此电阻上会形成

压降和有功损耗，这也是人们要研究它的原因。

四、交流正弦电容电路和容性无功功率

在交流正弦电容电路中，流过电容元件的电流为电容电流，电容元件的电容量

C= q
u

式中 q———电容器上储有电荷，C；

u———电容上施加的电压，V。

电容元件在交流电压作用下流过的电流

i=dq
dt=Cdu

dt
设电压 u=Umsinωt

即 i=Cdu
dt=Cd

dt
（Umsinωt）=ωCUmcosωt=ωCUmsinωt+π（ ）2

（1 13）

Im =ωCUm 或  I=ωCU （1 14）

φ=φu—φi =—π
2

式 （1 13）表明，在交流电容电路中，电压的相位角滞后于电流π
2

，或者说电容电流

的相位角导前于电压的相位角π
2

，电压和电流在相位上是正交的。

从式 （1 14）可以导出

U
I = 1

ωC = 1
2πfC

（1 15）

这说明在交流正弦电容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比不仅与电容有关，而且还与频率有关，

1
ωC
也具有电阻的量纲即欧姆 （Ω），称为容抗，以XC表示，即

XC = 1
ωC = 1

2πfC
（1 16）

式 （1 16）表明，容抗XC与频率f成反比，当f=0时，即为直流电路，XC→∞，此

时相当于开路，也就是说电容有隔离直流的作用。随着频率f的升高，容抗XC随之而减小。

当f→∞时，XC→0，此时电容相当于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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