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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由于数据缺乏或统计规律复杂!现有调度决策难以准确获知新能源及负荷的概率分布!为此文中提出计及

源荷区间不确定性的电力系统日前优化调度方法$ 首先!基于预测误差建立风电'光伏及各类负荷的区间数模型%

其次!以日综合运行费用为目标函数!考虑发电机'储能以及正负备用等约束条件!构建区间优化调度数学模型%然

后!应用区间优化理论!在一定的区间可能度下将区间优化问题转化为确定性问题进行求解!获取区间优化调度方

案%最后!基于修改后的=$$$4"机 86节点系统!对区间优化调度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决

策灵活!通过调节区间可能度!可较好地平衡调度方案的经济性与安全性!且计算量小!特别适用于解决仅掌握变

量变化范围的优化调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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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迅

猛!新能源发电占比不断增长% 由于新能源发电具

有随机性"波动性和间歇性!高比例新能源的接入

使得电源的不确定性增强
+4,8-

% 同时!电动汽车"微

网以及储能等新型负荷大量接入电网!负荷组成日

益复杂% 随着需求响应)N&SM.N )&EF,.E&!;a*技术

的推广!用户可通过削减"转移或平移部分可调节

负荷主动参与系统调控% 而用电需求受气象"电

价"消费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预测难度增大!负

荷的不确定性亦不断增强% 现代电力系统具有越

来越强的源荷双侧不确定性
+3,7-

!在此背景下!如何

进行科学调度"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不确定性电力系统的调度决策

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常用的有场景法"机会约束

规划)'1M.'&A',.E()M*.&N F),/)MSS*./!HH+*方法"鲁

棒优化方法及区间优化方法等
+#,4"-

% 场景法根据

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抽样生成大量场景!并进

行场景削减以提取典型场景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

行调度决策!该方法机理简单!但计算量较大
+#-

%

HH+方法根据随机变量的累积概率分布函数及其

逆函数!将概率约束方程转换为确定性约束方程进

行求解!文献+?-在考虑新能源及负荷不确定性的

条件下!应用 HH+方法研究电网优化调度问题%

HH+方法需要掌握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但在

实际工程中由于数据缺乏或者统计规律复杂!往往

难以准确获知其概率分布% 因此!如何在概率分布

未知的情况下优化电力调度决策!是不确定性系统

调度决策所面临的挑战% 鲁棒优化方法及区间优

化方法均为非概率方法!但鲁棒优化方法仅针对不

确定性参数的最劣取值情况进行最优决策!其结果

更为保守
+6-

% 区间优化方法通过区间数描述随机

变量!将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确定性的两层嵌套问

题进行求解
+4"-

% 由于区间优化将目标函数或约束

条件的上下边界都包含在嵌套优化模型中!故其与

鲁棒优化相比具有更大的决策空间!且更为灵活!

可较好地克服鲁棒决策的保守性% 近年来!诸多文

献研究了区间优化方法在综合系统调度
+44,4!-

"最优

潮流计算
+48,43-

等方面的应用!但鲜有文献研究其在

电力系统调度中的相关应用%

文中将区间优化方法应用于解决电力系统调

度问题!对源荷不确定性变量的区间数建模"日前

优化调度问题的数学模型构建"区间优化问题的求

解等进行研究!提出计及源荷区间不确定性的电力

系统日前优化调度方法% 最后!基于修改后的=$$$

4"机 86节点系统对所提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源荷区间数模型

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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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数建模方法大致分为 !类% 一是基于统计

的直接法!根据变量的历史数据!画出频率直方图!

求出具有一定置信度的上下限!以此作为区间数模

型的上下界% 二是基于预测误差的间接法!若已知

预测值及预测误差上下界!可推算出区间数模型的

上下界!预测误差的上下界来自所用预测算法的历

史考核数据% 文中采用第二种方法%

#&#"风电及光伏发电功率的区间数模型

设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值为 '

I

!

真实值为'

I

!则预测误差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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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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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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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I

与;

I

一一对应!若已知;

I

的变化范围!即可

推导出'

I

的变化区间%

已有研究常假设;

I

服从正态分布!但这一假设

往往存在较大偏差% 风电功率预测误差的概率密

度分布呈尖峰厚尾"非对称甚至多峰等特点!且预

测误差的概率密度分布随着风电功率预测值所处

区间不同而变化!较难用统一解析函数进行拟合%

有研究尝试用HML'12分布"J分布"高斯混合模型以

及分段函数等提高拟合精度
+4:-

!但过于复杂的表达

式使得后续分析计算较为困难%

对于光伏出力!研究同样表明!在不同气象条

件和预测出力特性下!其预测误差的概率分布特性

差异不可忽略
+47-

!难以用统一的解析表达式精确

描述%

尽管难以精确地确定;

I

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

但根据所用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功率预测算法

的历史考核数据!确定 ;

I

的上下边界则相对容易%

设;

I

以一定的置信度位于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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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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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式)8*可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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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荷功率的区间数模型

电力系统负荷可分为不可调的非柔性负荷)*.A

J%&V*O%&%,MN!=RG*和可调的柔性负荷)J%&V*O%&%,MN!

RG*% 按照调节方式!RG又可进一步分为可削减

RG"可转移 RG及可平移 RG等% 文中用 '

*J%

! '

)&

!

'

()

!'

E1

分别表示=RG"可削减RG"可转移RG及可平

移RG的功率%

负荷功率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

负荷预测不可避免存在误差!文献+4#-指出不同时

段和负荷水平下负荷预测误差的概率分布特性差

异较大!很难用统一的概率密度函数描述% 二是各

类RG的响应具有不确定性!若将各类 RG的理论值

与实际响应量之间的偏差称为 RG的预测误差!则

不同类型RG的预测误差具有不同的特点% 可转移

RG的预测误差受电价"天气"消费心理等多种因素

影响!难以准确描述
+4?-

% 可削减RG和可平移RG在

合同执行时会受到系统实际工况的影响!实际执行

量存在一定的允许波动范围
+46-

%

上述各种不确定性相互叠加!使得各类负荷的

概率分布特性非常复杂!难以准确描述!而确定其

波动范围相对容易% 设某一类负荷的预测值为'

V

!

预测误差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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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风电功率 '

6

^

"光伏功率 '

6

+U

以及负

荷功率'

6

G

共同影响系统功率平衡!其间往往存在一

定相关性% 由于区间数加减法不考虑区间变量的

相关性!故当源荷相关性较高时!计算出的 '

q

^

\

'

q

+U

X

'

q

G

区间数模型会存在较大误差% 为提高模型

精度!可将其作为组合变量!根据历史观测数据直

接建模%

3"日前调度区间优化的数学模型

3&#"目标函数

以输电网日综合运行费用最小为目标!则目标

函数包括发电机组运行及启停费用"储能充放电费

用以及RG调控费用三部分%

发电机组运行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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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

B

!3

B

!4

B

为第B台发电机的发电成本系数! B

+

4!!!/!P

/

( '

P!B![

为[时段第B台发电机的出力![

+

4!!!/!O( P

/

为发电机台数( O为调度周期!对于

日前调度! O取 !3 1% 为了满足线性规划算法的要

求!一般需要对 '

P!B![

分段线性化!具体可以参见文

献+!"-%

发电机组启停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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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5

,.!B![

! 5

',%N!B![

分别为[时段第B台发电机的启

动与冷启动控制 "A4 变量!冷启动时 5

,.!B![

+

4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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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B![

+

4!热启动时 5

,.!B![

+

4 且 5

',%N!B![

+

"( $

1,(!B

!

$

',%N!B

分别为第 B台发电机热启动费用和冷启动

费用%

储能充放电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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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1![

! '

N*E![

分别为 [时段储能充电和放电功

率( $

'1

! $

N*E

分别为储能充电成本系数及放电收益

系数(

#

O为调度时间间隔!日前调度一般设为 4 1%

RG调控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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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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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K) )6*

式中. $

)&

! $

E1

分别为可削减RG"可平移RG的代价

因子('

6

)&![

为[时段可削减RG的功率(

'

[

为[时段可

削减RG的负荷削减率( '

6

E1!K

为K时段可平移RG的

功率! K

+

4!!!/!O( 5

E1

[!K

为 4表示'

6

E1!K

平移到[时

段! 5

E1

[!K

为 "表示未平移% 为简化模型!文中未考虑

可转移RG的作用及其调控费用%

综上!目标函数为.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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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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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4"*

为简化分析!式)4"*中未考虑弃风或弃光成

本!即假设新能源全额消纳% 若考虑该部分费用!

也并不影响模型及后续方法的有效性%

3&3"约束条件

输电网日前调度区间优化问题的约束条件

如下
+!4,!8-

%

)4* 有功功率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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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I![

! '

'1![

! '

N*E![

分别为[时段新能源机组出

力预测值"储能充电功率和储能放电功率( '

*J%![

!

'

)&![

!'

E1![

分别为[时段=RG"可削减RG及可平移RG

的功率预测值( 5

E1

K![

为 4表示'

E1![

平移到K时段! 5

E1

K![

为 "表示未平移%

当系统在预测值处满足式)44*时!源荷功率波

动引起的功率失衡将通过激发正负备用功率进行

补偿%

)!* 发电机出力及爬坡速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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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P!B!S*.

! '

P!B!SMV

分别为第 B台发电机的最小

和最大功率(T

N!B

!T

L!B

分别为第B台发电机向下和向

上爬坡速率的极限( 5

B![

为 "A4 变量!取 4!" 分别表

示[时段第B台发电机处于开机"停机状态%

)8* 发电机启停逻辑约束%

5

B![

-

5

B![

-

4

+

5

,.!B![

-

5

,JJ!B![

)48*

式中. 5

,JJ!B![

为[时段第 B台发电机的停机控制 "A4

变量!取 4表示发电机停机% 有关发电机最小开停

时间及冷启动等其他约束详见文献+!4-!此处不再

赘述%

)3* 储能荷电状态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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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E,'![

为 [时段储能的荷电状态( H

E,'!S*.

!

H

E,'!SMV

分别为储能荷电状态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

'1

!

#

N*E

分别为储能充电及放电效率( D

SMV

为储能

最大存储容量( H

E,'!"

! H

E,'!O

分别为储能初始时段和

O时段的荷电状态%

):* 储能充放电功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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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 W

[

为[时段储能充放电状态的 "A4变量!

&

[

+

4且W

[

+

"时储能处于充电状态!&

[

+

"且W

[

+

4

时储能处于放电状态('

'1!SMV

!'

N*E!SMV

分别为储能最

大充电和放电功率%

)7* 可削减RG的负荷削减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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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7*

)#* 可平移RG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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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K

+

4![

+

K

5

E1

K![

!

4

{ )4#*

式)4#*表示[时段可平移 RG的移入和移出不

能同时进行%

)?* 系统正负备用约束% 源荷储协同电力系统

的备用功率可由发电机"储能及快速可削减 RG三

者共同提供% 考虑发电机最大功率约束"爬坡约束

及旋转备用响应时间!则.

!

L

/!B![

+

S*.)5

B![

'

P!B!SMV

-

'

P!B![

!

5'

P!B![

-

4

,

T

L!B

#

O

-

'

P!B![

!T

L!B

O

4"

*

!

N

/!B![

+

S*.)'

P!B![

-

5

B![

'

P!B!S*.

!

5'

P!B![

-

'

M!B![

-

4

,

T

N!B

#

O!T

N!B

O

4"

*











)4?*

式中.!

L

/!B![

!!

N

/!B![

分别为[时段第B台发电机的正负

"7



旋转备用(O

4"

为旋转备用响应时间!一般取 4" S*.%

设 [时段储能提供的正负备用分别为 !

L

&EE![

!

!

N

&EE![

% 以!

L

&EE![

为例!为了提高储能的输出功率!可

在放电状态下提升放电功率!或由充电状态转变为

放电状态!同时考虑储能荷电状态制约!则.

!

L

&EE![

+

S*.)'

N*E!SMV

-

W

[

'

N*E![

,

&

[

'

'1![

!

55

#

N*E

)H

E,'![

-

H

E,'!S*.

*D

SMV

8

#

O*

!

N

&EE![

+

S*.)'

'1!SMV

-

&

[

'

'1![

,

W

[

'

N*E![

!

55)H

E,'!SMV

-

H

E,'![

*D

SMV

9

#

'1

#

O*











)46*

设[时段可削减 RG所提供的正负备用分别为

!

L

J%![

! !

N

J%![

!可削减 RG中快速可削减 RG占比为

!

!则.

!

L

J%![

+

!

)4

-

'

[

*'

6

)&![

!

N

J%![

+

"

{ )!"*

由式)!"*可知!!

L

J%![

具有区间不确定性% 定义[

时段系统负荷功率与新能源功率之差为系统净负

荷功率'

6

&%![

!即.

'

6

&%![

+

'

6

*J%![

,

)4

-

'

[

*'

6

)&![

,

'

6

E1![( 4 -

#

O

K

+

4

5

E1

K![) ,

#

O

K

+

4

5

E1

[!K

'

6

E1!K

-

'

6

I![

)!4*

由式)!4*可推导得.

'

,

&%![

+

'

,

*J%![

,

)4

-

'

[

*'

,

)&![

,

5'

,

E1![( 4 -

#

O

K

+

4

5

E1

K![) ,

#

O

K

+

4

5

E1

[!K

'

,

E1!K

-

'

-

I![

'

-

&%![

+

'

-

*J%![

,

)4

-

'

[

*'

-

)&![

,

5'

-

E1![( 4 -

#

O

K

+

4

5

E1

K![) ,

#

O

K

+

4

5

E1

[!K

'

-

E1!K

-

'

,

I![















)!!*

设'

&%![

为[时段系统净负荷'

6

&%![

的预测值!其向

上波动可能导致正备用不足!向下波动可能导致负

备用不足! 则向上和向下波动区间 #

'

6

&%!L![

!

#

'

6

&%!N![

为.

#

'

6

&%!L![

+

+"!'

,

&%![

-

'

&%![

-

#

'

6

&%!N![

+

+"!'

&%![

-

'

-

&%![

-

{ )!8*

系统正负旋转备用约束为.

5

#

P

/

B

+

4

!

L

/!B![

,

!

L

&EE![

,

!

L

J%![

( #

'

6

&%!L![

\

T'

G![

#

P

/

B

+

4

!

N

/!B![

,

!

N

&EE![

( #

'

6

&%!N![

,

T'

G![

{ )!3*

式中.T为备用系数!一般取 ">":( '

G![

为 [时段负荷

功率预测值( T'

G![

为预留备用功率%

式)4"*,式)!3*为日前优化调度问题的数学

模型% 由于源荷功率均为区间数!故优化问题的目

标函数为区间函数% 备用约束为区间不等式!故日

前调度问题为区间优化问题%

="区间优化问题的求解

日前调度区间优化问题可进一步描述为.

S*. <).!/*

E>(>>

4

).!/*

!

0

q

4

>

!

).!/*

!

0

!

{ )!:*

式中.. 为决策变量!如 '

P!B![

! '

'1![

! '

N*E![

!

'

[

等(/

为具有区间不确定性的输入参数!如 '

6

I![

! '

6

*J%![

!

'

6

)&![

! '

6

E1![

等(<).!/* 为区间目标函数( >

4

).!/*

!

0

q

4

为区间不等式约束( >

!

).!/*

!

0

!

为确定性不等

式约束%

=&#"区间目标函数的转换

对于/的任意一组取值!问题)!:*为确定性问

题!可求出确定的最优解% 但当 /为区间数时!任

意 .对应的目标函数为区间量!需要在 . 的可行域

中寻找区间意义上的最优解%

区间优化方法将式)!:*描述的区间优化问题

转换为确定性问题进行求解
+4!-

% 对于<).!/* !设.

<

,

).*

Z

SMV

/

<).!/*

<

X

).*

Z

S*.

/

<).!/*

{ )!7*

定义中点<

S

).* 及波动半径<

-

).* 分别为.

<

S

).*

Z

<

\

).*

\

<

X

).*

!

<

-

).*

Z

<

\

).*

X

<

X

).*

!










)!#*

则<).!/* 的最小化问题可转化为 <

S

).* 最小

及<

-

).* 最小的多目标优化问题% 对<

S

).* 的最小

化可保证调度方案的平均性能较好!而对 <

-

).* 的

最小化则可防止调度方案性能随不确定性参数波

动过大%

为了求解上述多目标优化问题!可引入加权系

数 *

!并将其转化为单一目标问题% 转换后的目标

函数为.

<\).*

Z

)4

X

*

*<

S

).*

\

*

<

-

).* )!?*

式中. " 9

*

94% 由此!原区间目标函数的最小化

问题被转化为确定性函数<\).* 的最小化问题%

=&3"基于区间可能度的约束不等式变换

为了将约束条件中的区间不等式转换为确定

性不等式!需要对区间数进行比较!两区间数之间

的大小关系存在着不确定性% 为此!有研究提出可

接受度
+!3-

"区间可能度
+!:-

等指标量化描述 ! 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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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的序关系!相对而言!区间可能度指标较为简

洁实用%

对于 !个区间数 2

6

!3

6

!当 Z)2

6

* 和 Z)3

6

* 不

同时为 "时!定义区间可能度为.

')2

6

!

3

6

*

+

SMV)"!Z)2

6

*

,

Z)3

6

*

-

SMV)"!2

,

-

3

-

**

Z)2

6

*

,

Z)3

6

*

)!6*

当 2

,

!

3

-

时! ')2

6

!

3

6

*

+

4(当 2

-

(

3

,

时!

')2

6

!

3

6

*

+

"(一般情况下')2

6

!

3

6

*

*

+"!4- %

尽管区间可能度对 !个随机变量序关系的刻画不如

概率方法精细!但在概率分布未知的情况下!区间

可能度不失为衡量 !个随机变量序关系较为有效的

指标%

若')>

4

).!/*

!

0

q

4

*

(+

! " 9

+!

4!则根据式

)!6*可将区间不等式转化为确定性不等式%

)4

-

+

*)>

,

4

).*

X

>

X

4

).*

\

0

\

4

X

0

X

4

*

X

>

\

4

).*

\

0

X

4

(

" )8"*

其中.

>

,

4

).*

Z

SMV

/

>

4

).!/*

>

X

4

).*

Z

S*.

/

>

4

).!/*

{ )84*

对于式)!3*中的正备用约束不等式!设其可能

度为+

4

! " 9

+

4

94!则根据式)8"*可将其转换为确

定性不等式%

#

P

/

B

+

4

!

L

/!B![

,

!

L

&EE![

,

!

)4

-

+

4

*)4

-

'

[

*'

,

)&![

\

!+

4

)4

-

'

[

*'

-

)&![

(

+

4

#

'

\

&%!L![

\

)4

-

+

4

*

#

'

-

&%!L![

,

T'

G![

)8!*

类似地!对于式)!3*中的负备用约束不等式!

设其可能度为+

!

!可以推导出.

#

P

/

B

+

4

!

N

/!B![

,

!

N

&EE![

( +

!

#

'

,

&%!N![

\

)4

-

+

!

*

#

'

-

&%!N![

,

T'

G![

)88*

至此!区间目标函数及区间约束不等式均已转

换为确定性方程!可采用现有的混合整数线性规划

方法进行求解%

>"算例分析

将区间优化调度方法应用于修改后的 =$$$4"

机 86 节点算例系统!对调度策略的有效性进行

验证%

>&#"算例系统

=$$$4"机 86节点系统详细参数见文献+!7-!

为了研究源荷区间不确定性的影响!对原系统进行

修改!调整同步发电机功率!加装 8 个风电场"! 个

光伏电站以及 8个电网侧储能% 系统负荷总量平均

值约为 7 """ Ĉ !风电场容量为 8 7"" CU2D!光伏

电站容量为 ! !:" CU2D!储能额定功率为 8 4""

Ĉ % 发电机的最大和最小输出功率"爬坡速率"发

电成本系数"热启动和冷启动费用"最小开停机时

间以及冷启动时间等参数见文献+!4-% 储能参数

设置参考典型储能工程经验取值
+!#-

% D

SMV

Z

!""

Ĉ 21( '

'1!SMV

+

'

N*E!SMV

Z

4"" Ĉ (

#

'1

+

#

N*E

Z

">6(

H

E,'!S*.

Z

">4( H

E,'!SMV

+

4( $

N*E

Z

3: 美元9)Ĉ 21*(

$

'1

Z

8"美元9)Ĉ 21*( H

E,'!"

+

H

E,'!O

+

"F:%

未来 !3 1 风电及光伏发电功率预测值如图

4)M*所示!设预测误差波动范围为+

X

4"n!4"n-%

未来 !3 1 '

*J%

预测值如图 4)O*所示!设预测误差波

动范围为+

X

?n!#n-% 设 '

)&

预测值与 '

*J%

预测值

的比值" '

E1

预测值与 '

*J%

预测值的比值分别为

4!>:n!4"n( '

)&

! '

E1

预测误差波动范围均为

+

X

:n!:n-( $

)&

Z

4!" 美元 8)Ĉ 21* ( $

E1

Z

3"

美元9)Ĉ 21*(

!

+

:"] !即 :"n的可削减RG具有

备用功能%

图#"未来3>+功率预测值

'()&#"C6,7(5-,7/.?,6<80:,A (;-+,;,T-3>+.:6A

>&3"基于区间优化方法的日前调度分析

设正负备用约束不等式成立的区间可能度 +

4

!

+

!

均为 ">6!取加权系数 * 为 ">4% 应用区间优化方

法将日前调度区间优化问题转换为确定性问题!使

用PDCB !3>#软件包含的HF%&V进行求解%

3>!>45区间优化调度结果分析

在区间优化调度方案下!日综合运行费用为区

间数+! 7:: 6?4>6!! 7?6 ":6>:-美元% 调度前后的

'

)&

!'

E1

如图 !所示%

!7



图3"调控前后的'

6,

及'

A+

'()&3"'

6,

8;7'

A+

B,2.6,8;782-,67(A/8-5+

计算表明!日负荷峰谷差由调控前的约 4 3""

Ĉ 减小到调控后的约 6"" Ĉ !负荷调控的调峰作

用显著% 系统发电机出力及储能充放电功率分别

如图 8"图 3 所示% 图 3 中功率为正!表示放电(功

率为负!表示充电%

图="发电机出力

'()&="L:-/:-.2),;,68-.6A

图>"储能充放电功率

'()&>"F+86),7.67(A5+86),7/.?,6.2,;,6)1 A-.68),

由于源荷不确定性!在一般的场景下!系统功

率平衡需要通过激发备用功率来实现% 各时段系

统可用正备用功率与正备用需求之间的关系如图 :

)M*所示!正备用约束不等式成立的区间可能度如

图 :)O*所示% 以 "6."",4"."" 时段为例!此时可

用正备用功率为+?83>#!?73>?- Ĉ !而系统正备用

需求量为+!6:>?!?#:>"- Ĉ !根据式)!6*可求得区

间可能度为 ">688 6% 由图 :)O*可知!调度周期内

各时段的区间可能度均大于 ">6"!满足预设要求%

图@"系统正备用功率与区间可能度

'()&@"%1A-,9/.A(-(<,6,A,6<,/.?,68;7

(;-,6<80/.AA(B(0(-1 7,)6,,

此外!计算结果表明!该系统可用负备用功率

远大于负备用需求% 这是由于调度周期内各时段

的发电机开机均较为充分!向下调节能力较强% 故

该算例的主要风险在于正备用不足%

3>!>!5区间可能度对日前调度策略的影响分析

为分析区间可能度取值对调度策略的影响!保

持其他参数不变!不同+

4

对应的日综合运行费用如

表 4所示%

表#"不同+

4

对应的日综合运行费用

*8B0,#"P8(01 5.9/6,+,;A(<,./,68-(;)

5.A-A :;7,67(22,6,;-

+

4

+

4

日综合运行费用9美元

">7 +! :37 387>7!! :77 4?6>3-

"># +! :?# !#3>7!! 74" 64!>:-

">? +! 7!" 88:>!!! 73? 834>4-

">6 +! 7:: 6?4>6!! 7?6 ":6>:-

4>" +! #"? 376>3!! #3? 86?>7-

55由表 4可知!随着 +

4

增长!日综合运行费用的

上下界取值也增长!且波动范围逐渐加大!这是由

于较小的+

4

对应着较大的优化空间!所得最优解的

日综合运行费用更小% 由此可见!虽然较大的区间

可能度对应着较小的安全风险!但其运行成本也更

高!实践中需要兼顾安全性与经济性!应根据系统

要求设置合适的区间可能度%

>&="调度策略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区间优化调度方法在安全性和经济

性方面的性能!选取 8 种调度策略进行对比% 方案

D为区间优化调度方案!方案 K为基于预测场景的

调度方案!方案 H为基于最劣场景)即净负荷向上

87 江叶峰 等.计及源荷区间不确定性的电力系统日前优化调度



波动最大*的鲁棒调度方案%

区间优化调度方案并不要求掌握源荷预测误

差的概率分布函数!但为了验证不同调度方案的有

效性!需要进行抽样分析% 为此假设预测误差分别

服从正态分布 R)

-

!

.

!

* 或均匀分布!其中 -为均

值!

.

!

为方差% 对于正态分布!假设预测误差波动

区间的上边界与正态分布上 ">"4 分位点重合% 对

于标准正态分布!置信度为 66n的分位数 C

"F66

+

!F8!7 % 根据;

,

+

-

,

C

"F66

.可推算出.风电及光伏

功率预测误差服从 R)"!"F"38

!

* ( '

*J%

预测误差服

从R)

X

">"":!">"8! !

!

*( '

)&

! '

E1

预测误差均服从

R)"!"F"!4 :

!

* % 假设各变量预测误差相互独立!

且不考虑不同时段预测误差的相关性!应用蒙特卡

洛方法抽样生成R

E

+

!" """ 个场景并构成测试样

本集!分别分析调度方案 D"K"H的安全性和经

济性%

设[时段的 R

E

个测试场景中!正备用约束式

)8!*违约的场景个数为 R

J![

!则一个调度日内发生

正备用不足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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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案的日综合运行费用及'

*.E

见表 !%

表3"不同方案的性能对比

*8B0,3"C,62.698;5,5.9/86(A.;.27(22,6,;-A5+,9,A

调度方案 日综合运行费用9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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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 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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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由表 !可知!对于方案D!当正备用约束的区间

可能度增大时!日综合运行费用的中点值逐渐增

大!但'

*.E

逐渐减少% 当+

4

Z

"F6"时!'

*.E

已接近 "%

方案K不考虑系统的不确定性!直接按预测场景决

策!此时日综合运行费用最小!但 '

*.E

超过 #?n!安

全性较差% 方案 H按照净负荷最大波动量进行调

度!故所有场景均不存在正备用不足的问题!方案D

)

+

4

Z

"F6"*与方案H的安全性接近!但日综合运行

费用均值减少了 #: ?#6 美元%

总体而言!与方案 K及方案 H相比!在随机变

量概率分布不确定的情况下!方案 D可通过设置合

适的区间可能度!协调决策的经济性和安全性!故

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

假设预测误差服从均匀分布!重新进行抽样分

析!结果如表 !所示% 由表 !可知!当波动区间相同

时!若预测误差服从正态分布!则 '

*.E

偏小!这是由

于与均匀分布相比!正态分布数据更为集中!出现

极端场景的概率较低% 因此!在随机变量统计规律

未知时!简单地假定其服从正态分布!分析结果将

存在一定风险%

@"结语

文中提出了一种计及源荷区间不确定性的电

力系统日前优化调度方法!分析了新能源及各类RG

预测误差的特点!提出了基于预测误差的源荷区间

数建模方法% 文中应用区间优化方法进行日前优

化调度!将区间目标函数最小化问题转化为中点最

小以及波动范围最小的多目标优化问题!并将区间

不等式约束转化为确定性约束!应用确定性方法求

解% 文中分析了区间可能度对区间优化调度策略

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区间优化调度适用于随机

变量统计规律不甚明确的场合!其计算量小!且能

较好地平衡调度决策的安全风险和经济代价%

区间优化调度方法考虑了源荷区间不确定性!

源荷相关性对于区间运算所得的系统净负荷的准

确性影响较大!从而对调度结果的影响也较大!在

计及相关性的条件下提高电力系统调度决策的精

度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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