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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7要"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无功电压控制是保证其高效可靠运行的关键$ 为此!提出一种基于有限时间控制的

分布式无功电压互动控制策略!在无集中控制器的架构下实现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间的无功电压互动支撑$ 该方

法构建了分布式去中心化协同控制架构!利用有限时间控制实现多逆变器间的分布式一致性协同!同时保障无功

功率增量的精确均分!避免多个下垂控制逆变器间的无功环流问题!进一步提高电压质量$ 相对于传统的一致性

策略!所提出的策略收敛速度更快!且可适应系统各种扰动$ 为了验证该控制策略的控制效果!在-:;J@9&=2@;

中建立了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仿真模型!在多种工况下验证了系统分布式互动支撑及无功均分策略的有效性和适

应性$

关键词"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无功电压控制%互动支撑%下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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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分布式电源是实现可再生能源利用的主要方

式!通过将分布式电源接入配电网!从而对各种分

布式电源进行管理和控制!使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

到配电网中
+#-!,

" 在配电网中!交直流混合配电网

兼顾交流配电网和直流配电网的优点!具有很大的

发展潜力
+5,

" 混合配电网中交流子网和直流子网

的互动运行能够极大地避免不必要的电能转换!从

而降低系统损耗
+8-%,

" 相比于一般的交流配电网!

交直流混合配电网能适应各种分布式电源和负荷

的接入
+6-$,

" 但高度随机的分布式能源出力#灵活

多样的运行模式又给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运行控

制提出了诸多挑战
+#"-#5,

"

互联运行方式下!交直流配电网中双向换流器

和分布式电源需采取有效的控制策略对系统的交

流子网与直流子网进行互动支撑和负荷的合理分

配" 下垂控制是实现负荷均流的有效控制方式
+#8,

!

但在通过下垂控制的分布式电源在各自阻抗不一

致的情况下!很难做到对系统各分布式电源的无功

功率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导致一些分布式电源过

载!系统各处无功电压不平衡!进而影响系统的稳

定运行
+#C-#6,

"

为了解决交直配电网无功电压控制的问题!文

献+#$-!",提出了分层控制策略!实现系统的二次

电压恢复" 文献+!#,提出了一种功率F电压协调控

制方法!抑制分布式电源的波动使节点电压保持平

稳" 针对交直流之间功率互动控制问题!文献

+!!-!5,提出一种双向变流器的新型控制策略!提

升系统功率传输能力" 文献+!8-!C,利用分布式

的控制架构对系统进行优化!采用基于多代理一致

性的方法!实现对系统的整体控制"

文中基于多代理系统的控制方法提出了一种

有限时间控制的无功电压互动控制方法" 该方法

利用局部信息交互#在无集中控制器的情况下有效

实现整体系统的协同!并提高系统的收敛速度"

#"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结构

典型的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模型如图 # 所示!其

中双向变流器用来实现交流配电网和直流配电网

的功率转换!作为交流与直流的互动控制器件" 双

向变流器通过改变自身运行方式!使自身整流运行

或是逆变运行!使功率过剩的子网向功率缺失的子

网传输功率!从而达到系统平衡状态"

一般情况下!系统由交流子网与大电网连接"

联网运行情况下!配电网的频率#电压均由大电网

来保持稳定!维持配电网的稳定运行" 当配电网发

生故障或扰动时!系统并网点开关断开!双向变流

器负责协调控制 !个子网的功率交换与平衡"

某个子网由于系统扰动而产生功率差额!为了

避免系统进行不必要的整流或逆变环节!当功率差

E!



图#"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模型

%&'$#"()*+,)-P/Q./C;32&**&012&341&)55+16)27

额在一定范围时!双向变流器不进行逆变或是整流

控制!而是由各分布式电源增加有功无功出力以满

足系统要求"

当功率差额较大时!双向变流器开启" 当交流

配电网出现功率差额时!双向变流器运行在逆变状

态!直流配电网通过双向变流器将功率传输到交流

配电网" 当直流配电网产生功率差额时!双向变流

器运行在整流状态!交流配电网通过双向变流器将

功率传输到直流配电网"

因此!可以采集交流子网的功率#电压实际值

和直流子网的功率#电压实际值作为双向变流器运

行状态的依据" 文中针对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分

布式电源和双向变流器的控制进行研究"

8"分布式电源下垂控制及无功控制基本

原理

77作为交直流配电网分布式电源的一次控制!下

垂控制是通过分布式电源输出的有功功率 4和无

功功率<分别与频率:和电压&拥有比例关系的原

理实现的控制"

8$#"交流分布式电源的下垂控制

)#* 内环控制器" 电流内环控制方法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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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4

LB

!4

L+

分别为逆变器载波交直轴分量("

B+(V

!

"

++(V

分别为电流交直轴的参考值( "

B

! "

+

分别为电流

测量值的交直轴分量( D

B

! D

+

分别为电压测量值的

交直轴分量(2

T#

!2

T!

!2

,#

!2

,!

为 -<控制器参数" 内环

控制如图 !所示"

图8"下垂控制内环控制

%&'$8".2)):B)512),&55+2,)):B)512),

)!* 外环控制器" 下垂控制的外环控制器控

制方法见式)!*和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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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4

+(V

!<

+(V

分别为有功和无功功率参考值(4

1+,M

!

<

1+,M

分别为有功和无功功率的实测值(3

:

!3

&

分别为

频率增益与电压增益(2

T5

!2

T8

!2

,5

!2

,8

为 -<控制器参

数" 外环控制如图 5所示"

图>"下垂控制外环控制

%&'$>".2)):B)512),)41+2,)):B)512),

8$8"直流分布式电源的下垂控制

直流配电网的下垂控制采用电压与电流的下

垂关系!或是电压与功率的下垂关系来进行控制!

维持直流配电网的稳定" 为了使双向变换器能够

对交流功率与直流功率进行协同控制!文中直流电

源的控制采用电压与功率的下垂关系进行控制!电

压与功率的下垂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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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为直流电源的预设值(4为直流电源功率

的实际输出值(B 为下垂控制系数" 将直流配电网

中的直流电源的下垂控制系数设置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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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1! J(4

+(V!5

为第 5 个直流电源的功率

预设值" 这样能使直流电源按其自身的额定功率

大小在整个直流系统中占的比例输出相同比例的

功率!达到平均分配的目的" 直流下垂控制见图 8"

图A"直流下垂控制

%&'$A"./*2)):B)512),

>"提升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互动的分布式

无功电压优化运行策略

77为了提升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的互动支撑能

力以及配电网受到扰动时的电压质量!提出基于多

代理系统的交直流配电网互动运行分布式控制策

略!作为配电网的二次控制"

>$#"改进的下垂控制

通过对下垂控制中设置的电压最小值进行控

制!使交流电源的无功输出对系统负荷变化作出相

应的响应!改变分布式电源输出!恢复系统电压"

由下垂控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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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系统无功变化(

!

D 为系统电压变化量(

<

LOe

为无功最大值(D

+(V

为电压参考值(D

L,0

为电压最

小值" 可得出响应系统无功变化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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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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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制框图如图 C所示"

图E"下垂控制电压最小值控制

%&'$E".2):B)512),I),1D'+@&5&@4@B)512),

>$8"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互动支撑机制

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的功率互动支撑主要通

过双向变流器控制实现" 交流子网和直流子网各

自采用的下垂控制不一样!因此需要在双向变流器

中将交直流的下垂特性同一化!进而才能对交流子

网和直流子网进行协同控制"

在交流子网中!无功采用无功功率与电压的下

垂关系进行控制!而在直流子网中!则是采用电压

和功率的下垂关系进行控制!它们均可以由各自的

电压来反馈功率!这样就可以将交直流电压进行同

一化处理!让其拥有一样的数值范围" 式)$*是交

流电压的同一化方法!式)#"*则是直流电压的同一

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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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O)̀

为交流子网母线电压预设值(&

O)LOe

为交流

母线电压的最大值(&

O)L,0

为交流母线电压的最小

值(&

M)̀

为直流子网母线电压预设值(&

M)LOe

为直流母

线电压的最大值(&

M)L,0

为直流母线电压的最小值(

&

TN

O)

!>

TN

M)

分别为同一化处理后的交流电压值和直流

电压值"

交流子网和直流子网母线电压化为同一坐标

系上的变量!当交流子网和直流子网的母线电压处

于相同的点上!就达到了交流子网和直流子网的协

同控制的目的!其过程如图 E所示"

图J"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互动支撑控制过程

%&'$J"X51+2DB1&I+04::)21B)512),:2)B+00 )-

P/Q./C;32&**&012&341&)55+16)27

用 C代表交流子网同一化电压和直流子网同一

化电压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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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表示交流子网要为直流子网提供功率支

6!



撑!Cn"则表示直流子网向交流子网输出功率" 因

此!C的正负表示双向变流器的功率传输方向" 通

过4'控制器可以得到 ')控制所需要的功率参考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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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2

T

为-<的比例系数(2

,

为-<的积分系数"

>$>"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分布式无功电压互动控

制策略

采用基于多代理系统的控制方法!其收敛速度

是控制中的关键点!分布式控制的收敛速度决定了

系统能否在最快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无功电压控制!

实现时间上的优化" 但有时系统通信拓扑结构的

改变和系统工况的变化会对控制的收敛时间产生

影响" 对此!文中提出一种有限时间控制的无功电

压控制方法!先由改进后的下垂控制对系统无功进

行分配!然后通过有限时间控制对交流分布式电源

和双向变流器进行无功电压互动控制" 将配电网

中的各个分布式电源看作一个通信代理!每个通信

代理只和与自身相邻的通信代理进行无功通信!通

过二次控制!实现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的无功电压

互动!且使所有通信代理无功增量达到一致"

配电网的无功变量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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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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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第"个分布式电源的状态变量(<

"

为第 "

个控制对象的控制输入量" 所有代理仅和相邻的

单元交互状态信息"

有限时间控制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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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P为该控制系数!且 "nLn#!;m"!P

'

"(.

"

为代理集合(J

"6

为权重因子!J

"6

'

"!当 ! 个分布式

电源间不进行通信时!它们的权重因子为零" 且.

:)=*

$

#77 =1"

"7 =

$

"

%

#7 =0"

{ )#C*

一致性算法中!系统的通信拓扑由权重因子J

"6

反应" 可以通过一种优化的=(*+.T.',R算法对J

"6

进

行自适应调节!如式)#E*所示.

J

"6

$

2-+)5

"

(

5

6

*-!,7777 6

$

.

"

#

%

#

6

$

.

"

2-+)5

"

(

5

6

*-!,7 6

$

"

"7 其他










)#E*

式中.5

"

!5

6

分别为与第"个和第6个通信单元进行通

信的数量(2为收敛系数!其大小能决定同一拓扑下

系统收敛的快慢!"n2n#"

对交流分布式电源和双向变流器进行二次控

制!提高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的互动支撑能力" 通

过二次控制的迭代结果对一次控制进行无功补偿!

从而实现无功电压互动控制" 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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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系统无功补偿值!可以由有限时间一致

性控制得到"

分布式电源逆变器控制如图 % 所示!配电网中

各分布式电源的分布式通信控制如图 6 所示!J1(0*

为通信代理"

图K"分布式电源逆变器控制

%&'$K"X5I+21+2B)512),)-*&012&341+*:)6+2

图L"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分布式控制结构

%&'$L".&012&341+*B)512),D2BC&1+B142+)-

P/Q./C;32&**&012&341&)55+16)27

A"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无功电压控制方法的效果!在电

力系统仿真软件 -:;J@9&=2@;中搭建交直流混

合配电网仿真模型" 如图 $ 所示!在配电网无功负

荷变化的仿真场景下进行仿真!验证交流子网与直

流子网的无功电压互动支撑能力"

交流子网初始无功负荷为 !" XPO+!含有 8 个并

网的分布式电源(直流子网含有 5 个并网的分布式

电源"

$!耿少博 等.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分布式无功电压互动控制策略



图M"交直流混合配电网仿真结构

%&'$M"F&@4,D1&)50124B142+)-P/Q./

C;32&**&012&341&)55+16)27

A$#"交流子网无功负荷增加

在场景J中!#

h

5 R时!交流子网无功负荷增加

#" XPO+!分布式电源通过一次控制加大无功出力"

交直流子网间进行协调控制!配电网 @U#-@U8 和

直流子网通过双向变流器对系统增发无功功率"

分布式电源的二次控制的一致性迭代如图 #"

所示!

!

<

#

-

!

<

8

为交流子网!

!

<

C

为直流子网" 控

制过程中!有限时间控制的分布式电源进行 #"次就

达到了收敛" 运用传统迭代方式进行迭代则需要

#E次才达到收敛"

图#!"无功负荷增加下一致性迭代过程

%&'$#!"/)50&01+5B; &1+2D1&I+:2)B+00 6&1C

&5B2+D0+*2+DB1&I+:)6+2,)D*

系统交流母线电压如图 ## 所示!5 R时系统出

现扰动!母线电压出现波动!改进的下垂控制策略

启动!调整下垂系数!使分布式电源输出适应新的

负荷!母线电压恢复至额定电压" 各分布式电源的

无功功率如图 #! 所示!5 R时系统一次控制策略启

动!交流子网内的各分布电源增发无功功率!直流

子网通过变流器向交流子网提供无功支撑!交直流

子网间进行协调控制(在 5BC R时系统二次控制启

动!各分布式电源和双向变流器与相邻通信单元进

行无功信息交互和迭代计算!交流子网与直流子网

互动运行)如图 #" 所示*!得到自身无功出力修正

值!修正自身无功出力!使系统无功合理分配"

图##"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无功负荷增加的母线电压曲线

%&'$##"=40 I),1D'+B42I+)-P/Q./C;32&**&012&?

341&)55+16)27 6&1C2+DB1&I+,)D*&5B2+D0&5'

图#8"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无功负荷增加的无功功率曲线

%&'$#8"Y+DB1&I+:)6+2B42I+)-&5B2+D0&5'2+DB1&I+

:)6+2,)D*&5P/Q./C;32&**&012&341&)55+16)27

A$8"交流子网无功负荷减少

场景H中 #

h

5 R时!交流子网无功负荷减少 C

XPO+!分布式电源的二次控制的一致性迭代如图 #5

所示" 控制过程中!有限时间控制的分布式电源进

行 6次就达到了收敛" 运用传统迭代方式进行迭代

则需要 #5次才达到收敛"

系统交流母线电压如图 #8 所示!5 R时系统出

现扰动!母线电压出现波动!改进的下垂控制策略

启动!调整下垂系数!使分布式电源输出适应新的

负荷!母线电压恢复至额定电压" 如图 #C 所示!与

场景J相同!5BC R时无功电压互动策略启动!在交

流子网无功负荷减少时!交流子网内的各分布电源

减发无功功率!同时直流子网也减少其向交流子网

提供的无功功率!各分布式电源和双向变流器与相

邻通信单元进行无功信息交互和迭代计算!交流子

"5



图#>"无功负荷减少下一致性迭代过程

%&'$#>"/)50&01+5B; &1+2D1&I+:2)B+00 6&1C

*+B2+D0+*2+DB1&I+:)6+2,)D*

网与直流子网互动运行)如图 #5 所示*!得到自身

无功出力修正值!修正自身无功出力!实现交直流

互动协调控制!实时动态修正分布式电源无功出

力!使系统无功合理分配"

图#A"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无功负荷减少的母线电压曲线

%&'$#A"=40 I),1D'+B42I+)-P/Q./C;32&**&012&?

341&)55+16)27 6&1C2+DB1&I+,)D**+B2+D0&5'

图#E"交直流混合配电网无功负荷减少的无功功率曲线

%&'$#E"Y+DB1&I+:)6+2B42I+)-*+B2+D0&5'2+DB1&I+

:)6+2,)D*&5P/Q./C;32&**&012&341&)55+16)27

E"结语

文中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电源无功电压互动控

制方法!在恢复系统电压的同时!提高了下垂控制

的无功功率均分精度!从而抑制系统无功环流!提

高系统运行稳定性!并进行了多种场景下的仿真验

证!结果表明.

)#* 提出的计及交直流互动的混合配电网无功

电压控制策略中!交直流子网通过双向变流器互动

控制" 通过一次协调互动控制配电网的双向变流

器控制自身的整流与逆变状态!能使交流子网与直

流子网进行功率交互"

)!* 构建的面向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分布式去

中心化协同控制架构" 利用多代理分布式一致性

算法!在无需集中式控制器的情况下!仅邻居的代

理间进行分布式的信息交互!通过有限时间控制!

设置下垂控制无功参考值!实现了系统电压恢复和

无功均分"

)5* 提出的有限时间控制方法提升了分布式协

同无功电压控制的收敛性能!使系统拥有相对一般

的控制方法及更快的收敛速度!能让配电网可以在

有限时间内达到无功电压互动支撑效果!在系统发

生各种扰动的情况下!也能有很好的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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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R*+,SN*,.0 0(*/.+X T'O0 ).0R,M(+,01*3(O))(RR.V@UO0M ,*R

X(4*()30.'.1,(R+_,B:LO+*-./(+! !"#C!85)5*.56F8!B

+!, 蒋贤强!徐青山!柳丹!等B含分布式电源的交直流配网双层

规划研究+_,B电力工程技术!!"#6!5%)8*.!%F5!B

_<J̀ Ud,O0Z,O01!d>?,01R3O0!Q<>@O0!(*O'B-'O00,01+(F

R(O+)3 .VJ;9@;M,R*+,SN*,.0 0(*/.+X ).0*O,0,01@URNR,01*/.F

'O4(+L.M('+_,B&'()*+,)-./(+&01,0((+,012()30.'.14!!"#6!

5%)8*.!%F5!B

+5, 李虎成!袁宇波!卞正达!等B面向特高压交直流大受端电网

的频率紧急控制特性分析+_,B电力工程技术!!"#%!5E)!*.

!%F5#!#"$B

Q<GN)3(01!K>J̀ KNS.!H<J̀ b3(01MO!(*O'B23(V+(ZN(0)4

(L(+1(0)4).0*+.')3O+O)*(+,R*,)O0O'4R,RV.+>GYJ;9@;'O+1(

+()(,P,01(0M T./(+1+,M +_,B&'()*+,)-./(+&01,0((+,012()3F

0.'.14!!"#%!5E)!*. !%F5#!#"$B

+8, 李敬如!韩丰!姜世公!等B能源互联网环境下交直流混合配

电系统关键技术+_,B中国电力!!"#6!C#)6*. CEFE5B

Q<_,01+N!GJ̀ I(01!_<J̀ U:3,1.01!(*O'Bl(4*()30.'.1,(R.V

J;9@;34S+,M M,R*+,SN*,.0 R4R*(L,0 (0(+14,0*(+0(*(0P,+.0L(F

0*+_,B&'()*+,)-./(+! !"#6! C#)6*. CEFE5B

+C, 赫卫国!程军照!王文玺!等B含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配电网电

压越界调节策略+_,B电力需求侧管理!!"#%!#$)E*.#$F!8B

G&\(,1N.! ;G&̀ U_N0a3O.! \J̀ U\(0e,! (*O'BY.'*O1(

*+O0RS.N0MO+4+(1N'O*,.0 R*+O*(14V.+M,R*+,SN*,.0 0(*/.+X /,*3

M,R*+,SN*(M T3.*.P.'*O,)1(0(+O*,.0 +_,B-./(+@(LO0M :,M(

=O0O1(L(0*! !"#%! #$ )E*. #$F!8B

#5耿少博 等.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分布式无功电压互动控制策略



+E, 何英静!李帆!沈舒仪!等B新能源及分布式电源接入浙江配

电网适应性研究+_,B浙江电力!!"#6!5%)#*.5!F5EB

G&K,01D,01!Q<IO0!:G&̀ :3N4,!(*O'BJMOT*OS,',*4+(R(O+)3

.0 ,0*(1+O*,.0 .V0(/(0(+14O0M M,R*+,SN*(M 1(0(+O*,.0 ,0*.b3(F

D,O01M,R*+,SN*,.0 0(*/.+XR+_,Bb3(D,O01&'()*+,)-./(+!!"#6!

5%)#*.5!F5EB

+%, 周金辉!盛晔!苏义荣!等B含高比例光伏的配电网电压协调

控制策略研究+_,B浙江电力!!"#6!5%)8*.%F#5B

bGA>_,03N,!:G&̀ UK(!:>K,+.01!(*O'Bc(R(O+)3 .0 )..+M,F

0O*(M M,R*+,SN*,.0 0(*/.+X P.'*O1().0*+.'R*+O*(14/,*3 3,13 T+.F

T.+*,.0 T3.*.P.'*O,)R+_,Bb3(D,O01&'()*+,)-./(+! !"#6! 5%

)8*.%

]

#5B

+6, 严逍B交直流混合配电网及其控制策略研究+@,B北京.华

北电力大学!!"#%B

KJ̀ d,O.Bc(R(O+)3 .0 J;9@;34S+,M M,R*+,SN*,.0 0(*/.+X O0M

,*R).0*+.'R*+O*(14+@,BH(,D,01. .̀+*3 ;3,0O&'()*+,)-./(+>F

0,P(+R,*4!!"#%B

+$, 陈潇鹏B交直流配电网优化运行关键技术及仿真研究+@,B

南京.东南大学!!"#%B

;G&̀ d,O.T(01Bl(4*()30.'.14O0M R,LN'O*,.0 +(R(O+)3 .0 .TF

*,L,a(M .T(+O*,.0 .VJ;9@;M,R*+,SN*,.0 0(*/.+X+@,B̀ O0D,01.

:.N*3(OR*>0,P(+R,*4!!"#%B

+#", 顾乔根!吕航!王玉龙! 等B交直流碰线故障对变压器差动

保护影响的实证分析+_,B电力工程技术!!"#6!5%)E*.

#!EF#5!B

U>?,O.1(0! QK>GO01! \J̀ UKN'.01! (*O'B&LT,+,)O'

R*NM4.V*3(,0V'N(0)(.VJ;9@;*.N)3 VON'*.0 *+O0RV.+L(+M,VF

V(+(0*,O'T+.*()*,.0 +_,B&'()*+,)-./(+&01,0((+,012()30.'.F

14!!"#6!5%)E*. #!EF#5!B

+##, 卢毓东!魏宏!王芙丽!等B能源互联网背景下的客户侧分

布式电源综合运营服务平台及其关键技术研究+_,B浙江

电力!!"#%!5E)#"*.%%F6!B

Q>KNM.01!\&<G.01!\J̀ UIN',!(*O'Bc(R(O+)3 .0 ,0*(F

1+O*(M .T(+O*,.0 R(+P,)(T'O*V.+LV.+M,R*+,SN*,.0 T./(+RNTT'4

O*)NR*.L(+R,M(O0M X(4*()30.'.1,(RN0M(+*3().0*(e*.V(0(+F

14,0*(+0(*+_,Bb3(D,O01&'()*+,)-./(+!!"#%!5E)#"*.%%F6!B

+#!, 赵艳龙!李勤超!周立中B配电网线路及其智能配变无功状

态在线监测平台设计与应用+_,B浙江电力!!"#%!5E)##*.

C%FE"B

bGJAKO0'.01!Q<?,0)3O.!bGA>Q,a3.01B@(R,10 O0M M(F

P('.TL(0*.V.0F',0(L.0,*.+,01T'O*V.+L.V+(O)*,P(T./(+V.+

M,R*+,SN*,.0 ',0(RO0M ,0*('',1(0**+O0RV.+L(+R+_,Bb3(D,O01&F

'()*+,)-./(+!!"#%!5E)##*.C%FE"B

+#5, 张学!裴玮!邓卫!等B交直流混合配电网的运行模式和协

调控制方法+_,B供用电! !"#E! 55)6*. !%F5#B

bGJ̀ UdN(!-&<\(,!@&̀ U\(,!(*O'B23().0)(T*O0M

M(L.0R*+O*,.0 T+.D()*.VV'(e,S'(,0*(+).00()*,.0 .VN+SO0 T./(+

1+,M TO+*,*,.0+_,B-./(+:NTT'4!!"#E!55)6*. !%F5#B

+#8, 张学!裴玮! 范士雄! 等B含多端柔性互联装置的交直流混

合配电网协调控制方法+_,B电力系统自动化!!"#6!8!

)%*.#6CF#$#B

bGJ̀ UdN(!-&<\(,! IJ̀ :3,e,.01! (*O'B;..+M,0O*(M ).F

0*+.'L(*3.M .VJ;9@;34S+,M M,R*+,SN*,.0 0(*/.+X /,*3 LN'*F

*(+L,0O'V'(e,S'(,0*(+).00()*,.0 M(P,)(R+_,BJN*.LO*,.0 .V&F

'()*+,)-./(+:4R*(LR!!"#6!8!)%*.#6CF#$#B

+#C, KJA\! ;G&̀ =! =J2J: _! (*O'B@(R,10 O0M O0O'4R,R.V

*3(M+..T ).0*+.'L(*3.M V.+TO+O''(',0P(+*(+R).0R,M(+,01*3(

,LTO)*.V*3().LT'(e,LT(MO0)(.0 *3(T./(+R3O+,01+_,B

<&&&2+O0R.0 <0MNR*+,O'&'()*+.0,)R! !"##!C6)!*. C%EFC66B

+#E, 陈奎!张云!王洪寅!等B基于免疫算法的含分布式电源配

电网的故障定位+_,B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8C)!8*.

C%FE!B

;G&̀ lN,! bGJ̀ UKN0! \J̀ UG.014,0! (*O'BION'*'.)OF

*,.0 .VM,R*+,SN*,.0 0(*/.+X /,*3 M,R*+,SN*(M 1(0(+O*,.0 SOR(M .0

,LLN0(O'1.+,*3L+_,B-./(+:4R*(L-+.*()*,.0 O0M ;.0*+.'!

!"#%!8C)!8*. C%FE!B

+#%, 殷自力!郑佩祥!陈宇星!等B含电动汽车和分布式电源的

配电网的可靠性评估+_,B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8C

)!8*.%%F65B

K<̀ b,',! bG&̀ U-(,e,O01! ;G&̀ KNe,01! (*O'Bc(',OS,',*4

(PO'NO*,.0 .VM,R*+,SN*,.0 0(*/.+XR/,*3 ('()*+,)P(3,)'(RO0M

M,R*+,SN*(M T./(+R.N+)(R+_,B-./(+:4R*(L-+.*()*,.0 O0M

;.0*+.'! !"#%! 8C)!8*. %%F65B

+#6, 王艳松!刘珊!衣京波!等B基于状态估计的含分布式电源

树状配电网故障测距算法 +_,B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6!8E)!5*.E"FE%B

\J̀ UKO0R.01! Q<>:3O0! K<_,01S.! (*O'BION'*'.)O*,.0

O'1.+,*3LV.+*+((FR3OT(M M,R*+,SN*,.0 0(*/.+X /,*3 M,R*+,SN*(M

1(0(+O*,.0 SOR(M .0 R*O*((R*,LO*,.0 +_,B-./(+:4R*(L-+.F

*()*,.0 O0M ;.0*+.'! !"#6! 8E)!5*. E"FE%B

+#$, 孟明!朱国林!魏怡B基于最优潮流的交直流配电网分层控

制策略+_,B电力建设!!"#6!5$)6*. $8F#"#B

=&̀ U =,01! bG> UN.',0! \&<K,BG,(+O+)3,)O').0*+.'

R*+O*(14V.+J;9@; M,R*+,SN*,.0 0(*/.+X SOR(M .0 .T*,LO'

T./(+V'./+_,B-./(+;.0R*+N)*,.0!!"#6!5$)6*. $8F#"#B

+!", 彭克!咸日常!张新慧!等B多端互联交直流配电网的潮流

分层控制策略及算法+_,B电力系统自动化!!"#E!8")#8*.

%!F%%B

-&̀ Ul(!d<J̀ c,)3O01!bGJ̀ Ud,03N,!(*O'B-./(+V'./

'O4(+(M ).0*+.'R*+O*(14O0M O'1.+,*3LV.+LN'*,F*(+L,0O',0*(+F

).00()*(M J;9@;M,R*+,SN*,.0 0(*/.+X+_,BJN*.LO*,.0 .V&F

'()*+,)-./(+:4R*(LR!!"#E!8")#8*. %!F%%B

+!#, 张璐!唐巍!梁军!等B基于 Y:;的交直流混合中压配电网

功率F电压协调控制 +_,B中国电机工程学报!!"#E! 5E

)!!*. E"E%FE"%CB

bGJ̀ UQN!2J̀ U\(,!Q<J̀ U_N0! (*O'B-./(+FP.'*O1().F

.+M,0O*(M ).0*+.'.VJ;9@;34S+,M L(M,NLP.'*O1(M,R*+,SN*,.0

0(*/.+X SOR(M .0 Y:;+_,B_.N+0O'.V;3,0(R(&'()*+,)O'&0F

1,0((+,01:),(0)(! !"#E!5E)!!*. E"E%FE"%CB

+!!, 罗松青!袁志昌!张海波!等B抑制交直流配电网间功率波

动的控制策略+_,B广东电力!!"#%!5")8*. #"!F#"%!#5"B

Q>A:.01Z,01!K>J̀ b3,)3O01!bGJ̀ UGO,S.!(*O'B;.0*+.'

R*+O*(14V.+RNTT+(RR,01T./(+V'N)*NO*,.0 S(*/((0 J;O0M @;

M,R*+,SN*,.0 0(*/.+XR+_,BUNO01M.01&'()*+,)-./(+!!"#%!5"

!5



)8*. #"!F#"%!#5"B

+!5, :>̀ lO,!\J̀ Ud,O.R3(01!Q<KN0/(,!(*O'B-O+O''('.T(+O*,F

.0 .VS,M,+()*,.0O',0*(+VO),01).0P(+*(+R,0 O34S+,M J;9@;

L,)+.1+,M N0M(+N0SO'O0)(M 1+,M P.'*O1().0M,*,.0R+_,B<&&&

2+O0RO)*,.0R.0 -./(+&'()*+.0,)R!!"#%!5! )5*. #6%!F#668B

+!8, :GJI<&&?!U>&cc&cA_=!YJ:?>&b_;B@,R*+,SN*(M

R().0MO+4).0*+.'V.+,R'O0M(M L,)+.1+,MRFO0.P('OTT+.O)3

+_,B<&&& 2+O0R.0 -./(+&'()*+.0,)R! !"#8! !$ ) ! *.

#"#6F#"5#B

+!C, :GJI<&&?!:2&IJ̀ AY<;;!@cJU<;&Y<;2!(*O'Bc.SNR*

0(*/.+X(M ).0*+.'R)3(L(V.+M,R*+,SN*(M R().0MO+4).0*+.'.V

777

,R'O0M(M L,)+.1+,MR+_,B<&&&2+O0RO)*,.0R.0 <0MNR*+,O'&'(F

)*+.0,)R!!"#8!E#)#"*. C5E5FC5%8B

作者简介.

耿少博

77耿少博)#$6E*!男!硕士!工程师!从事电

气工程及新能源运行控制相关工作)&FLO,'.

1(0R3O.S.#!5f#E5B).L*(

顾乔根)#$6E*!男!硕士!工程师!从事电

力系统继电保护相关工作(

常风然)#$E%*!男!学士!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从事主动配电网及继电保护相关工作"

8"(*'"4,*-5'-&+*"7-7$%*&/-&.57$%*&/-".*-'&+*"7-+$.*'$%

(*'&*-/0 1$';3>83)04'"55"(*'"4,*"$..-*9$':

U&̀ U:3O.S.

#

! U>?,O.1(0

!!5

! ;GJ̀ UI(01+O0

#

! :>̀ Q,Z,O01

#

! \J̀ U?,O01

#

! bGJ̀ UGO,0,01

!!5

)#B:*O*(U+,M G(S(,&'()*+,)-./(+;.B! Q*MB!:3,D,Oa3NO01"C""!#!;3,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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