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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潮流灵活控制技术应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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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一潮流控制器（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ＰＦＣ）、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ＳＳＣ）、可控串联补偿装置（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ＣＳＣ）和移相器（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ＰＳＴ）能够调节线路参数、灵活控制潮流变化，均已在国内外电网中实现工程应用，对均衡输电通道潮流、提
升供电能力有重要作用。文中对ＵＰＦＣ、ＳＳＳＣ、ＴＣＳＣ和ＰＳＴ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进行了综述。首先，分析了４种
潮流控制装置的基本结构和控制原理，并介绍了国内外已投运工程的运行情况；其次，从结构、换流器技术、选址定

容、控制策略、故障保护５个方面对潮流控制装置的关键技术研究现状进行概述；最后，展望了潮流控制装置在未
来电网中的典型应用场景，并对潮流控制技术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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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以及电

力系统的不断建设，电网结构和运行方式愈加复

杂。在电网实际运行中，潮流、电压面临的主要问

题有：关键输电断面潮流分布不均、局部电网供电

能力不足；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随机性强，电网潮流

大范围波动难以灵活控制；城区负荷日益增长，区

内电源减少，电网无功支撑匮乏等。研究电网潮流

灵活控制技术并实现工程应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重要途径［１２］。

灵活控制电网潮流不仅可以均衡线路负载，减

少有功损耗，改善运行经济性，而且可以提高电网

稳定性。传统电力系统采用固定式串联补偿装置

改变线路阻抗，虽然能改变线路的潮流分布，但灵

活性较差。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日益成熟，统一潮

流控制器（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ＰＦＣ）［３５］、
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
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ＳＳＣ）［６８］、可控串联补偿装置（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ＣＳＣ）［９１０］和移相器
（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ＰＳＴ）［１１］等先进潮流控制
技术得到广泛关注。ＵＰＦＣ作为目前控制功能最强
大的交流潮流控制装置，其串联侧输出幅值和相角

可变的补偿电压，能够同时调节线路输送的有功和

无功功率，但是成本相对较高；ＳＳＳＣ在线路中串入
与线路电流角度垂直的电压，可灵活控制线路输送

的有功功率，成本比 ＵＰＦＣ略低；ＴＣＳＣ通过控制晶
闸管触发角实现串入线路等效阻抗的变化，进而改

变线路潮流，技术成熟、可靠性高，但存在一定的阻

抗不可控区；ＰＳＴ通过控制移相角度实现潮流控制，
目前国内外已投运工程均为机械式，仅能进行潮流

的离散调节，但成本低、运行稳定。

近年来，国内研究机构通过联合攻关、共同研

发，先后攻克了基于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ｍｏｄｕｌａ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ＭＭＣ）技术的潮流控制装置结
构设计、控制保护策略、选址定容优化等关键技术，

实现了 ＵＰＦＣ、ＳＳＳＣ等设备的研制及工程应用。
２００３年天生桥—百色５００ｋＶＴＣＳＣ工程投运、２０１５
年１２月南京西环网 ２２０ｋＶＵＰＦＣ工程投运、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苏州５００ｋＶＵＰＦＣ工程投运，均实现了成套
装备的长期稳定运行，为国内电网的潮流均衡和供

电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先进潮流控制装

置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此外，上海蕴藻浜 ２２０
ｋＶＵＰＦＣ、天津石各庄２２０ｋＶＳＳＳＣ工程陆续投运，
实现了不同场景下的电网潮流灵活精准控制。

文中综合灵活潮流控制技术的理论研究和工

程应用实际情况，首先分析了 ＵＰＦＣ、ＳＳＳＣ、ＴＣＳＣ和
ＰＳＴ等４种潮流控制装置的基本结构和原理，并介
绍了国内外已投运工程的运行情况；然后，从结构、

选址定容、控制策略和故障保护等方面重点介绍了

灵活潮流控制关键技术研究现状；最后，结合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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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系统的基本特征，针对大规模新能源随机

性、间接性和波动性加剧电网潮流分布不均的问

题，展望了潮流控制装置在未来电网中的应用可

行性。

１　潮流控制的基本原理

１．１　统一潮流控制器（ＵＰＦＣ）
美国西屋科技中心的 Ｌ．Ｇｙｕｇｙｉ博士于１９９１年

提出了 ＵＰＦＣ的概念。目前，ＵＰＦＣ是柔性交流输
电系统（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ＦＡＣＴＳ）元件中最具代表性、功能最强大的控制
装置［１２］，由２个共用直流侧电容的换流器组成，并
分别通过变压器接入电网。其中，并联换流器和并

联变压器Ｔｓｈ统称并联侧；串联换流器和串联变压器
Ｔｓｅ统称串联侧。ＵＰＦＣ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ＵＰＦＣ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ＵＰＦＣ

串联换流器在首端节点电压 Ｖ
·

ｓ和末端节点电

压Ｖ
·

ｒ之间输出幅值和相角可调的电压，实现有功功

率和无功功率的灵活精准控制。并联侧换流器可

以向电网输出或吸收无功功率，同时具备向串联侧

提供有功和电网无功电压支撑能力。

１．２　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ＳＳＳＣ）
ＳＳＳＣ属于串联型的 ＦＡＣＴＳ装置［１３］，主要由换

流器、串联变压器、旁路晶闸管（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ｂｙｐａｓｓ
ｓｗｉｔｃｈ，ＴＢＳ）等构成。ＳＳＳＣ结构如图 ２所示，其中
ＶＳＣ为电压源换流器。

图２　ＳＳＳＣ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ＳＳＣ

ＳＳＳＣ先通过换流器产生近似超前或滞后线路
电流９０°的三相正弦同步电压［１４］，再经过串联耦合

变压器将该电压相量串联在输电线路中间，等效于

在线路中串联一个可变电抗，从而达到改变线路传

输有功功率的目的。

１．３　可控串联补偿装置（ＴＣＳＣ）
ＴＣＳＣ主要包括电容器组、旁路电感、双向晶闸

管及可变电阻器等，其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ＴＣＳＣ结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ＣＳＣ

ＴＣＳＣ通过控制晶闸管触发角改变流过电抗器
的电流值，进而改变电抗值，主要有３种调节模式：
晶闸管闭锁模式、容抗调节模式和感抗调节模式。

压敏电阻器对串联电容器有过压保护作用，电网故

障电流与允许的持续时间决定压敏电阻器容量。

１．４　移相器（ＰＳＴ）
ＰＳＴ包括串联变压器、并联变压器和变换装

置［１５１７］，图４为典型的双芯对称式ＰＳＴ结构。

图４　ＰＳＴ结构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ＳＴ

ＰＳＴ先通过并联变压器得到线路电压，再通过
变换装置得到串入线路的补偿电压［１８］，从而改变线

路功率。

２　灵活潮流控制技术的工程应用

随着电网不断建设，网架结构日趋复杂，输电

线路轻重载、潮流分布不均现象普遍存在，限制了

输电能力的提升。为解决上述问题，多个国家先后

开展了 ＵＰＦＣ、ＳＳＳＣ、ＰＳＴ等潮流控制装置的工程
应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为解决南京２２０ｋＶ西环网中关
键输电断面输电能力不足、新的输电通道难以建设

等实际问题，南京建成投运了世界首个基于 ＭＭＣ
的２２０ｋＶＵＰＦＣ工程。该工程投运以来，长期稳定
运行，缓解了南京西环网输电断面的重载问题，最

大提升西环网供电能力 ６０万 ｋＷ，在保障主城西
部、河西新城、奥体新城等安全供电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１９］。文献［２０］介绍了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容量最大的苏州南部 ５００ｋＶＵＰＦＣ工程的应用情
况。苏州南部电网主要电源是锦苏直流（水电直

１５ 李群 等：电力潮流灵活控制技术应用综述



流）以及梅里—木渎、斗山（陆桥）—熟南和东吴—

全福３个 ５００ｋＶ交流通道。受负荷分布影响，梅
里—木渎双线潮流较重，存在 Ｎ－１过载问题，限制
了电网供电能力的提升。在梅木双线安装 ＵＰＦＣ，
可有效均衡各输电通道潮流，增加苏州南部电网清

洁能源消纳能力约１３０万ｋＷ。文献［２１］分析了天
津石各庄 ＳＳＳＣ科技示范工程的应用背景，该工程
解决了高场—石各庄双线潮流分布不均、电力输送

能力受限的问题，供电能力提升１０％。文献［２２］指
出意大利与法国、瑞士等国家互联的北部电网受限

于Ｎ－１安全约束、电网环流等因素，输电通道实际
负载率远低于理论传输极限，安装 ２台 ４００ｋＶ／
１６３０ＭＶ·Ａ、移相角为１２°的 ＰＳＴ即可实现电网输
电能力的显著上升。文献［２３］总结了近年来 ＰＳＴ
在国内外的工程应用情况，表明其成本较低，是挖

掘电网输电潜能的有效手段。

目前已投运的南京２２０ｋＶＵＰＦＣ、苏州南部５００
ｋＶＵＰＦＣ、天津石各庄 ２２０ｋＶＳＳＳＣ等工程采用电
力电子技术，可以快速调节电网中的电压、电流、功

角等电气参数，能有效改善系统阻尼，抑制谐波。

文献［２４］结合南京西环网 ＵＰＦＣ工程，探讨了基于
ＭＭＣ的ＵＰＦＣ抑制电力系统谐振的可行性。文献
［２５］介绍了上海２２０ｋＶ蕴藻浜ＵＰＦＣ示范工程，该
工程通过快速发出无功功率，显著提高了蕴藻浜地

区暂态电压稳定性，有效提升了上海电网的西南水

电消纳能力。

此外，灵活潮流控制装置占地面积小、布置灵

活，可解决城区电网土地资源稀缺、新建输电走廊

施工困难等问题。文献［２６］以南京２２０ｋＶ西环网
ＵＰＦＣ工程为例，对比了新增线路通道和 ＵＰＦＣ方
案，指出ＵＰＦＣ工程可利用现有２２０ｋＶ铁北开关站
预留场地建设，无需新征地，极大节约了投资。文

献［２７］对比了苏州南部电网新增输电通道和 ＵＰＦＣ
方案，结果表明：新建输电通道将穿越多个市区，投

资巨大，且建设难度极大；采用ＵＰＦＣ可避免新建输
电通道，节约６亿元投资和大量的土地资源。

ＴＣＳＣ装置相比较于其他 ＦＡＣＴＳ装置，具有结
构简单、易于实现的优点，因此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
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９９２年美国
Ｋａｙｅｎｔａ投运世界上第一台可连续控制的 ＴＣＳＣ装
置，由２个容抗为５５Ω的串联电容器组成，其中一
个为固定串联补偿，另一个由容抗４０Ω的固定补偿
和容抗１５Ω的可控补偿构成。１９９７年巴西投运了
５００ｋＶＴＣＳＣ装置，成功抑制了低频振荡。２００３年
广西平果变电站建成国内首个 ＴＣＳＣ工程，可控部

分补偿度 ５％，有效提升了线路输电能力。此外，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先后投运了成碧和冯屯ＴＣＳＣ工
程，有效提升了电网输电能力和系统稳定性。

传统机械式ＰＳＴ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应用
广泛。目前，北美、欧洲等国外电网已投运４２台以
上机械式 ＰＳＴ，最高电压等级 ５００ｋＶ、穿越容量
１６３０ＭＶ·Ａ、可调角度±８５°。由于欧美电网普遍存
在电磁环网，ＰＳＴ调节角度通常较大，具体如表１所
示。ＰＳＴ在国外电网中的作用主要为：（１）提高电
网间功率交换能力；（２）改善潮流分布，提高输送能
力；（３）抑制电网间功率振荡；（４）控制环网潮流，
降低网损。

表１　国外部分ＰＳＴ工程应用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ＰＳ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ｂｒｏａｄ

序号 国家
电压等级／
ｋＶ

穿越容量／
（ＭＶ·Ａ）

调相角度／
（°）

１ 荷兰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

２ 美国 ３４５ ４００ ±７４．５

３ 美国 １３８ １６０ ±３０

４ 美国 ２３０ ３００ ±６０

５ 意大利 ４００ １６３０ ±３０

３　灵活潮流控制技术的研究方向

３．１　系统结构
３．１．１　线间潮流控制器

与ＵＰＦＣ不同的是，线间潮流控制器（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ＩＰＦＣ）串联于多条输电线路，
可同时对多回相邻输电通道潮流进行灵活控

制［２８３０］。ＩＰＦＣ没有并联侧换流器，但须选取一条潮
流裕度较大的线路作为其辅控线路，用于稳定公共

直流母线电压，具体结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ＩＰＦＣ结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ＰＦＣ

文献［２９］提出了基于功率注入的 ＩＰＦＣ建模方
法，考虑变流器容量、功率限值等约束条件，利用二

进制展开、线性化等技术，实现了 ＩＰＦＣ接入电网后
的最优潮流计算。文献［３０］对比了 ＩＰＦＣ和 ＵＰＦ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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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以江苏电网为例，对两者的技术经济性进

行分析，为后续工程应用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国

内外对ＩＰＦＣ的各项研究尚且处于起步阶段，具体
应用场景及实际潮流控制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１．２　ＰＳＴ结构
ＰＳＴ按控制回路形式主要分为机械式和电力电

子式，前者控制回路为机械式有载调压开关，后者

控制回路为电力电子装置。机械式 ＰＳＴ有载调压
机构的典型结构如图６所示，并联变压器的副边绕
组有多个抽头与有载调压开关连接，通过有载调压

开关控制输出不同的补偿电压。

图６　机械式ＰＳＴ典型结构
Ｆｉｇ．６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ＳＴ

图６中，ＶＳＡ、ＶＳＢ、ＶＳＣ分别为线路首端的 Ａ、Ｂ、Ｃ
相电压；ＶＬＡ、ＶＬＢ、ＶＬＣ分别为线路末端的Ａ、Ｂ、Ｃ相电
压；ΔＶＡ１、ΔＶＡ２为移相器Ａ相输出电压。

机械式ＰＳＴ通过有载调压机构的调节可以控
制线路有功，其投资和占地与电力电子设备相比较

小，能够满足系统稳态运行的需求。但其响应速度

较慢，无法满足电力系统快速响应的需求，只能分

级、逐级调节，可调级数取决于并联变压器副边绕

组抽头的数量。

分级可控ＰＳＴ的典型结构如图７所示，其控制
回路替换为晶闸管等电力电子器件，并联变压器的

副边由多抽头型式更改为多绕组型式，每个绕组均

与由４组反并联晶闸管组成的桥接回路连接。
图７中，ΔＵ１、ΔＵ２分别为ＰＳＴ串联侧Ａ相的线

路侧和阀侧电压；Ｂ１ａ（Ｂ２ａ、Ｂ３ａ）、Ｂ１ｂ（Ｂ２ｂ、Ｂ３ｂ）、
Ｂ１ｃ（Ｂ２ｃ、Ｂ３ｃ）分别为 ＰＳＴ串联侧的 Ａ、Ｂ、Ｃ相绕
组；Ｅ１ａ、Ｅ１ｂ、Ｅ１ｃ分别为 ＰＳＴ并联变压器 Ａ、Ｂ、Ｃ
相高压侧绕组；Ｅ２ａ（Ｅ３ａ、Ｅ４ａ）、Ｅ２ｂ（Ｅ３ｂ、Ｅ４ｂ）、
Ｅ２ｃ（Ｅ３ｃ、Ｅ４ｃ）分别为 ＰＳＴ并联变压器低压侧 Ａ、
Ｂ、Ｃ相低压侧绕组；Ｕｂ２、Ｕｃ２分别为ＰＳＴ并联变压器
低压侧Ｂ、Ｃ相输出电压。

分级可控 ＰＳＴ的可调级数取决于并联变压器

图７　分级可控ＰＳＴ结构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ＰＳＴ

副边绕组的数量和变比，如２个变比为１∶３的绕组，
可调级数为±４级；３个变比为１∶３∶９的绕组，可调级
数为±１３级。可调级数越大，每级的调节精度越高，
但同时变压器的绕组数量及电力电子器件的数量

也随之增加，成本增大。

分级可控ＰＳＴ可实现补偿电压的快速调节，在
满足系统稳态潮流控制需求的同时，可参与系统动

态稳定的调节，如抑制系统振荡、增强暂态稳定性

等。其控制相对简单，工作时无谐波，但无法连续

平滑调节。

连续可控 ＰＳＴ的变压器主体结构与分级可控
ＰＳＴ类似，其并联变压器及阀组的结构如图８所示。

图８　连续可控ＰＳＴ结构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ＰＳＴ

并联变压器副边仅２个抽头，分别与２组反并
联的晶闸管阀连接，通过连续控制晶闸管的触发

角，使其轮流导通，可实现输出电压基波分量幅值

的连续变化。由于晶闸管只能在电流过零时关断，

因此工作时不能随意控制晶闸管的导通和关断，必

须根据负载的状况合理控制，其控制策略较为复

杂。控制电压在不停变化时会向系统注入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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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谐波，须安装滤波器。

３．２　换流器
换流器大致可分为 ３类：两电平 ＶＳＣ、多电平

ＶＳＣ以及ＭＭＣ。性能上看，两电平 ＶＳＣ谐波大、控
制复杂、损耗大、体积大，且容量小、串联技术难度

大，须耦合变压器提高容量。多电平 ＶＳＣ体积大，
电容均压较为复杂和困难，实际工程应用中通常不

超过５个电平，同样须耦合变压器。而 ＭＭＣ采用
多个桥式结构子模块级联的方式，可以在输出端叠

加出很高的电压，具有输出谐波少、电压输出品质

高等特点［３１］。ＭＭＣ的通用结构如图９所示。

图９　ＭＭＣ通用结构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ＭＣ

图９中，Ｌ为电感，ＳＭ为子模块。从图 ９可以
看出，ＭＭＣ包含３个完全相同的相单元，每一个相
单元包括上下２个桥臂，单个桥臂由多个级联的子
模块和１个电抗器串联而成。其中串联的电抗器能
抑制相间环流，降低桥臂电流的谐波畸变率。

近年来，随着电力电子结构和换流装置结构的

发展，基于 ＭＭＣ的灵活潮流控制技术得到广泛研
究。文献［３２］详细分析 ＭＭＣＳＳＳＣ装置结构和控
制原理，运用状态反馈线性化和积分滑模变结构控

制方法对ＭＭＣＳＳＳＣ的功率控制器进行优化，既实
现有功和无功的解耦控制，又提高了控制系统的鲁

棒性。文献［３３］基于 ＭＭＣ型 ＵＰＦＣ动态模型，建
立ＭＭＣ型ＵＰＦＣ开关周期平均模型，并在实时数字
仿真（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ＲＴＤＳ）中对其内部
动态特性进行仿真。文献［３４］介绍了 ＭＭＣＵＰＦＣ
的基本结构，从交叉解耦控制策略、智能算法控制

策略以及基于状态反馈控制策略 ３个方面分析比
较，总结了ＭＭＣＵＰＦＣ交叉解耦的关键性问题。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ＭＭＣ换流技术在南京
ＵＰＦＣ、苏州ＵＰＦＣ和天津ＳＳＳＣ等工程中得到应用。
ＭＭＣＵＰＦＣ不仅可以发挥ＵＰＦＣ控制电网潮流和增
强电力系统稳定性的作用，而且凭借 ＭＭＣ的新型

换流技术优势使交流侧输出的电压波形十分平

滑［３５］，解决了系统中的谐波问题。

ＭＭＣ结构高度模块化，易于扩充，方便扩展，能
够使设备满足不同电压和功率等级的需要，可以实

现任意多电平的输出。基于ＭＭＣ的南京２２０ｋＶ和
苏州５００ｋＶＵＰＦＣ工程已分别稳定运行７ａ和５ａ，
说明 ＭＭＣ技术已成熟，后续可大范围推广应用至
潮流控制装置。

３．３　潮流控制设备选址定容
ＳＳＳＣ、ＵＰＦＣ、ＴＣＳＣ和 ＰＳＴ在电网中的安装位

置将直接影响潮流控制效果，而安装容量的大小则

会影响经济性。因此，研究潮流控制装置在电网中

的选址十分必要。

文献［３６］针对现有ＳＳＳＣ选址定容方面研究的
不足，提出一种灾变变速量子遗传算法用于 ＳＳＳＣ
的选址定容优化。文献［３７］引入线路有功潮流性
能指数，采用有功过负荷的严重程度作为评价指

标，根据ＳＳＳＣ参数灵敏度大小确定 ＳＳＳＣ最优安装
地点。文献［３８］从 ＵＰＦＣ改善系统可靠性的角度
对 ＵＰＦＣ选址定容进行研究，通过各线路装设
ＵＰＦＣ对系统可靠性的灵敏度确定最优安装位置，
并综合考虑投资成本和可靠性效益确定最优容量。

文献［３９］综合考虑了系统的可用输电能力、静态电
压稳定裕度和投资费用，建立了 ＵＰＦＣ的选址定容
多目标优化模型，并将动态权重和粒子群引入万有

引力搜索算法对ＵＰＦＣ的安装地点和补偿容量进行
寻优，得到综合条件下的最优解。文献［４０］将装设
ＰＳＴ的数量和位置都作为决策变量，将装设 ＰＳＴ后
电网每年在生产成本上获得的收益与 ＰＳＴ的总投
资额的比值作为目标函数，将所有线路都作为候选

安装位置，采用遗传算法寻找最优解。

目前，灵活潮流控制装置的选址定容研究主要

集中在单个指标的优化问题上，而选址定容多目标

优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此，应当从可靠性、

稳定性和经济性等多个方面构建潮流控制设备选

址定容的综合性评价标准，实现多目标优化。

３．４　控制器控制策略
控制策略是 ＵＰＦＣ、ＳＳＳＣ、ＴＣＳＣ和 ＰＳＴ等潮流

控制装置的核心技术。为了更好地控制电网潮流

分布，研究各潮流控制装置的控制策略具有重要且

长远的意义。

潮流控制装置基本的控制方式包括比例积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Ｉ）控制、交叉解耦控制等线
性控制方式。线性控制方式首先对系统进行线性

化处理，然后采用线性化算法对配置问题进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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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当系统出现大范围变化时，不同控制元件之间

的相互影响将会使原有的控制策略不再适用。随

着模糊控制、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智能控制

算法的蓬勃发展，各种智能技术也先后应用到潮流

控制设备的控制策略中。

文献［４１］提出一种模糊自整定 ＰＩ控制方法，
相较于常规的ＰＩ控制，该控制策略具有更快的潮流
调节速度。文献［４２］提出一种基于神经网络控制
策略的ＳＳＳＣ新型潮流控制器，不仅可以快速调节
潮流，而且可增加系统阻尼，改善系统稳定性。文

献［４３］充分利用遗传算法的参数优化能力和模糊
控制的鲁棒性，设计出的 ＵＰＦＣ模糊控制器具有响
应速度快、控制精度高等优点。文献［４４］对 ＵＰＦＣ
的控制模型进行解耦，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一种基于

模糊趋近率的变结构控制器。经过仿真验证，该变

结构控制器不仅减弱了控制过程中的抖振，而且能

够更好地追踪控制指令，实现 ＵＰＦＣ维持母线电压
稳定和补偿输电线路功率的功能。文献［４５］针对
晶闸管可控移相器（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ＴＣＰＳＴ），提出一种优化自校正模糊 ＰＩ
控制器，利用蚁群算法对控制器的增益进行优化。

电力系统中，各个元件的控制目标不同，如果

不加以协调，那么潮流控制装置和其他电气元件之

间可能出现严重的交互影响。文献［４６］表明，
ＵＰＦＣ中多组控制器之间存在负交互影响，当交互
影响到达一定的严重程度时，系统可能出现闭环失

稳。文献［４７］研究了由开环模式耦合引起的 ＵＰＦＣ
与系统的强动态交互作用，并分析了其对系统机电

振荡模式的影响情况。

到目前为止，潮流控制设备的协调控制技术研

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文献［４８］以可用输电
能力最大和投资费用最小为目标，建立了多目标优

化模型，提出一种嵌套的多目标粒子群优化算法求

解多约束非线性 Ｐａｒｅｔｏ协同模型。文献［４９］基于
反馈线性化方法设计了 ＳＳＳＣ和静止无功补偿器
（ｓｔａｔｉｃｖａ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ＶＣ）协调控制器，通过控制
器的协调作用大幅减少ＳＳＳＣ和ＳＶＣ之间的负交互
作用。文献［５０］针对多个潮流控制设备之间存在
的负交互影响，提出一种基于 Ｐａｒｅｔｏ协同控制的协
调控制方法，仿真结果证明设计出的协调控制器具

有良好的控制效果。

现阶段针对潮流控制设备控制策略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控制器本身，通过算法上的不断优化提高

控制器的精度，但综合考虑电网参数以及线路运行

信息的控制策略研究很少。此外，由于多个潮流控

制设备的负交互影响会对系统的稳定性造成极大

影响，因此协调控制也是未来控制器控制策略的研

究方向之一。

广域测量系统（ｗｉｄｅａｒｅ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ＭＳ）通过在电网中关键测量点布置同步相角测
量单元，可以对全电网中主要数据实现快速、实时

的测量和采集。电力系统采用 ＷＡＭＳ可以精确地
测量相对功角和角频率等变化量，并快速传输信

息，便于潮流控制装置的控制。文献［５１］针对广域
测量环境下ＦＡＣＴＳ阻尼控制器设计问题，建立一种
计及信号传输时滞的ＦＡＣＴＳ阻尼控制模型，并提出
以最大化阻尼比和时滞稳定裕度为目标的辅助阻

尼控制器智能优化设计方法。文献［５２］针对设备
间缺乏协调控制所产生的负交互影响问题，设计了

基于相量测量装置（ｐｈａｓｏｒ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ｕｎｉｔ，ＰＭＵ）广
域信息的ＵＰＦＣ附加控制器，提高了 ＵＰＦＣ暂态稳
定性，并由 ＰＳＣＡＤ仿真验证了附加控制器的有
效性。

此外，ＷＡＭＳ技术在潮流控制设备之间的协调
控制研究也在逐渐兴起，文献［５３］利用广域信号设
计多台ＵＰＦＣ的协调控制策略以保持多机系统的暂
态稳定性，并且考虑了时滞影响。文献［５４］借助
ＷＡＭＳ在线实时测量电气量的功能，详细研究了
ＵＰＦＣ控制器的交互影响分析方法及其协调控制
方案。

３．５　故障保护技术
含潮流控制装置的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和控制

策略复杂，对保护配置的要求较高，因此安装潮流

控制装置时必须考虑潮流控制设备的保护问题。

文献［５５］结合 ＭＭＣ型 ＵＰＦＣ示范工程，指出
变压器阀侧短引线单相接地故障过流时，差动保护

灵敏度不足的问题，并给出交流测主保护、后备保

护配置方案，通过仿真证实方案的可行性。文献

［５６］分析限流式 ＵＰＦＣ的进线过流和输出过压问
题，为ＵＰＦＣ实验样机设计了一套详细的保护电路，
通过仿真验证了该保护电路的有效性。文献［５７］
考虑过渡电阻对 ＳＳＳＣ旁路保护的影响，提出一种
可靠的自适应距离保护方法。文献［５８］重点分析
ＳＳＳＣ对传统距离保护测量和阻抗继电器动作特性
的影响，通过改进的小波包熵算法对故障位置进行

识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距离保护测量阻抗的调

整方案。文献［５９］在分析传统 ＰＳＴ保护方案缺点
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采用全角度移相、数学化采样

技术的ＰＳＴ差动保护方案，该保护方案不仅可以解
决传统多分支ＰＳＴ无法配置差动保护的问题，而且

５５ 李群 等：电力潮流灵活控制技术应用综述



适用于不同类型的ＰＳＴ。
鉴于潮流控制设备控制器的控制参数会随着

系统不同运行工况和故障发生变化，后续继续开展

各种潮流控制设备对原有保护系统的影响，进而提

出新的保护配置方法。

４　灵活潮流控制装置的应用场景

潮流控制装置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可灵活

调节潮流分布，解决局部线路或断面重载问题，提

升电网供电能力。对于网架结构相对固定、潮流分

布存在不均、输电走廊资源稀缺的电网，潮流控制

装置能够消除关键断面输电瓶颈，有效挖掘电网

输、供电潜能，在我国电网的可行应用场景可分为

为以下几类：

（１）均衡主变负载分布，提升分区电网供电能
力。受制于分区电网内部电源与负荷分布情况，部

分分区存在主变负载严重不均，“短板效应”限制了

分区受电能力。通过关键通道加装 ＰＳＴ可调节均
衡主变负载，并在负荷增加过程中实现主变负载均

匀增加，从而提升分区电网供电能力，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提升分区电网供电能力
Ｆｉｇ．１０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ｇｒｉｄ

（２）均衡线路潮流分布，提升关键断面输电能
力。受制于供需分布及通道建设资源，江苏电网存

在关键断面“卡脖子”现象，通道潮流不均进一步抑

制了设备供电潜能，造成“１＋１＜２”情况，如主网过江
断面、南京西环网２２０ｋＶ受电断面等。可在重载线
路上加装潮流控制装置，将部分潮流转移至轻载线

路，实现平行线路之间的潮流均衡，进而提升关键

断面输电能力，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提升关键断面输电能力
Ｆｉｇ．１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ｋｅ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大规模新能源潮流疏散控制。“十四五”
期间集中式、分布式光伏以及海上风电等大规模并

网，其自身的强间歇性、随机性和波动性导致送出

通道潮流波动性，新能源有功出力较大时部分输电

通道存在Ｎ－１过载风险。可通过潮流控制装置解
决有功潮流的疏散问题，同时挖掘现有输变电设备

的供电潜能，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新能源送出通道潮流概率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ｉｎｎｅｗｅｎｅｒｇ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

（４）实现 １１０ｋＶ电网合环运行，均衡 ２２０ｋＶ
主变负载。负荷和新能源逆向分布，相邻２２０ｋＶ主
变存在同时升压、降压的情况，新建通道、扩建主变

等工程难以实施，主变间 １１０ｋＶ联络线加装 ＰＳＴ，
可均衡主变负载，解决主变重轻载问题，提升新能

源就地消纳能力，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均衡２２０ｋＶ主变负载
Ｆｉｇ．１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２２０ｋＶ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５）抑制系统振荡和提升电网运行稳定性。潮
流控制装置除优化潮流分布、提升供电能力外，可

等效连续、快速、大范围地改变线路阻抗，从而抑制

系统振荡，有效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以 ＴＣＳＣ为
例，通过优化控制策略，可有效提升系统阻尼特性，

抑制电网频率振荡。

５　结语

随着电网规模增大、运行复杂度提高，未来对

电网的灵活性、实用性要求也相应提高。ＵＰＦＣ、
ＳＳＳＣ、ＴＣＳＣ和ＰＳＴ作为潮流控制设备的典型代表，
在电网系统中具有巨大发展前景。

６５



总体而言，对于潮流控制装置的控制策略、故

障保护和选址定容已经开展了不少研究，但随着潮

流控制装置在电网中不断应用，潮流控制设备之间

相互配合、协调控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技术瓶颈。

未来须继续深入研究 ＵＰＦＣ、ＳＳＳＣ、ＴＣＳＣ和
ＰＳＴ，不仅在潮流控制设备控制算法、选址定容等自
身的技术方面进行突破，还要兼顾设备间、设备与

其他电气元件间的协调控制问题，使不同元件之间

能够协调配合，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致　谢
　　本文得到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项目
“基于晶闸管的可控移相器设计及应用关键技术研

究”（Ｊ２０２０１４８）资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１］孙国强，张恪，卫志农，等．基于深度学习的含统一潮流控制
器的电力系统快速安全校正［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２０，４４
（１９）：１１９１２７．
ＳＵＮ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Ｋｅ，ＷＥＩＺｈｉｎ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ｆａｓ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
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０，
４４（１９）：１１９１２７．

［２］韩建，李幸，罗德荣，等．基于双级矩阵变换器的统一潮流控
制器并联侧无功扩展［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７）：
１４９８１５０８．
ＨＡＮＪ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ｇ，ＬＵＯＤｅ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ｓｈｕｎｔｓｉｄｅｆｏｒ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３５（７）：１４９８１５０８．

［３］吴奕，顾乔根，崔玉，等．ＵＰＦＣ系统的变压器差动保护分析
［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１）：９９１０６．
ＷＵＹｉ，ＧＵＱｉａｏｇｅｎ，ＣＵＩＹｕ，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ＵＰＦＣｓｙｓｔｅｍ［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１）：９９１０６．

［４］黄涛，赵青春，谢华，等．ＵＰＦＣ接入对线路变化量方向元件
的影响［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０，３９（５）：８５９１．
ＨＵＡＮＧＴａｏ，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ｃｈｕｎ，ＸＩＥＨｕａ，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ＵＰＦＣ
ｏｎ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９（５）：８５９１．

［５］孙蓉，朱梓荣，卫志农，等．计及ＵＰＦＣ的电力系统多阶段多
目标无功优化算法［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０，３９（１）：７６８５．
ＳＵＮＲｏｎｇ，ＺＨＵＺｉｒｏｎｇ，ＷＥＩＺｈｉｎ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ＵＰＦＣ［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９（１）：７６８５．

［６］高本锋，王飞跃，于弘洋，等．应用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抑制
风电次同步振荡的方法［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６）：
１３４６１３５６．
ＧＡＯＢｅｎｆｅｎｇ，ＷＡＮＧＦｅｉｙｕｅ，Ｙ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ｓｕｐ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ｕｂ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３５（６）：１３４６１３５６．
［７］赵静波，卫志农，朱梓荣，等．计及设备动作次数约束与

ＵＰＦＣ的无功优化算法［Ｊ］．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２０，４０（１２）：
１７９１８７．
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ｂｏ，ＷＥＩＺｈｉｎｏｎｇ，ＺＨＵＺ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ａｎｄ
ＵＰＦＣ［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０
（１２）：１７９１８７．

［８］ＲＡＳＨＡＤＡ，ＫＡＭＥＬＳ，ＪＵＲＡＤＯＦ，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ＳＳＳＣａｎｄｃｒｏｗｂａ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Ｚａｆｒａｎａ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
１０４（３）：１４４１１４５７．

［９］眭仁杰，薛峰，周野，等．提高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的 ＴＣＳＣ
控制策略［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８，３０（９）：
６４６９．
ＳＵＩＲｅｎｊｉｅ，ＸＵＥ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Ｙｅ，ｅｔａｌ．ＴＣＳ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１８，３０（９）：６４６９．

［１０］罗远翔，陈秀华，刘铖．基于能量函数及 ＰＩＤ算法的 ＴＣＳＣ
控制策略［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２１，３３（１０）：
３７４２．
ＬＵＯＹ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ｕｈｕａ，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ＴＣＳ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Ｉ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２１，３３（１０）：３７４２．

［１１］张宁宇，张恪，李群，等．基于改进 ＭＣＣＩＰＭ的含 ＴＣＰＳＴ电
力系统最优潮流计算［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５）：
１４４１５０．
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ｙｕ，ＺＨＡＮＧＫｅ，ＬＩＱｕ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ｏｗｅｒ
ｆｌｏｗ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ＣＰ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ＣＣＩＰＭ［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５）：１４４１５０．

［１２］郑涛，汤哲，张滋行，等．统一潮流控制器对继电保护的影
响及对策研究综述［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９，４７
（１５）：１７１１７８．
ＺＨＥＮＧＴａｏ，ＴＡＮＧＺ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ｉｈａ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ｏｎｒｅｌａ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２０１９，４７（１５）：１７１１７８．

［１３］李娟，李方媛，王鹏，等．限流式 ＳＳＳＣ提高 ＤＦＩＧ型风火打
捆系统暂态稳定分析［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２０２１，３３（５）：６８７６．
ＬＩＪｕａｎ，ＬＩ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
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ＤＦＩＧｔｙｐｅｗｉ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ｙｓ
ｔｅｍｂ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ＳＳＳＣ［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
ＳＡ，２０２１，３３（５）：６８７６．

［１４］李浩，方鑫，肖洒．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在电力系统中的应
用［Ｊ］．电气开关，２０１７，５５（１）：６６６８，７２．
ＬＩＨａｏ，ＦＡＮＧＸｉｎ，ＸＩＡＯＳ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ｗｉｔｃｈｇｅａｒ，
２０１７，５５（１）：６６６８，７２．

［１５］韩平平，王希，王欢，等．基于移相变压器的直驱风机次同
步振荡抑制［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２２，３４（４）：

７５ 李群 等：电力潮流灵活控制技术应用综述



１２６１３４．
ＨＡＮ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ＷＡＮＧ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Ｓｕｂｓｙｎｃｈｒ
ｏｎｏｕ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２２，３４（４）：１２６１３４．

［１６］杨旗，班国邦，谢百明，等．移相变压器应用于输电线路在
线融冰方法与仿真研究［Ｊ］．电网技术，２０２１，４５（８）：３３４９
　　　３３５５．
ＹＡＮＧＱｉ，ＢＡＮＧｕｏｂａｎｇ，ＸＩＥＢａ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ｉ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ｆｏｒｏｎｌｏａｄｔｒａｎ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ｓ［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５（８）：
３３４９３３５５．

［１７］ＯＫＯＮＴ，ＷＩＬＫＯＳＺＫ．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ｓｔｅａｄｙｓｔａｔｅ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１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ＰＥ）．Ｐｒａｇｕｅ，Ｃｚｅｃｈ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１６．

［１８］候承昊，戴朝波，孙莹，等．可控移相器研究现状及其发展
前景［Ｊ］．智能电网，２０１４，２（１）：１８２１．
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ｈａｏ，ＤＡＩＣｈａｏｂｏ，ＳＵＮＹ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Ｊ］．
ＳｍａｒｔＧｒｉｄ，２０１４，２（１）：１８２１．

［１９］李琥，刘国静，朱磊，等．含ＵＰＦＣ南京西环电网系统可靠性
评估研究［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６３１．
ＬＩＨｕ，ＬＩＵＧｕｏｊｉｎｇ，ＺＨＵＬｅ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ｗｅｓｔｌｏｏｐｐｏｗ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ｔｈＵＰＦＣ［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６３１．

［２０］杨林，蔡晖，汪惟源，等．５００ｋＶ统一潮流控制器在苏州南
部电网的工程应用［Ｊ］．中国电力，２０１８，５１（２）：４７５３．
ＹＡＮＧＬｉｎ，ＣＡＩＨｕ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５００ｋＶＵＰＦＣｉｎＳｕｚｈｏｕ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８，５１（２）：４７５３．

［２１］王楠，兰春虎，张来，等．天津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示范工
程设计关键技术研究［Ｊ］．科技创新导报，２０２０，１７（４）：
２８３１．
ＷＡＮＧＮａｎ，ＬＡＮＣｈｕｎｈｕ，ＺＨＡＮＧＬａ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ｅｓｉｇｎ［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Ｈｅｒａｌｄ，２０２０，１７（４）：２８３１．

［２２］沈涛．移相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研究［Ｄ］．北京：华
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８．
ＳＨＥＮＴａ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２３］万延康，韩松，杨涛．移相变压器研究与应用［Ｊ］．贵州电力
技术，２０１７，２０（３）：８８９２，２５．
ＷＡＮＹａｎｋａｎｇ，ＨＡＮＳｏｎｇ，ＹＡＮＧＴａ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Ｊ］．Ｇｕｉｚｈｏｕ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０（３）：８８９２，２５．

［２４］窦飞．统一潮流控制器在南京 ２２０ｋＶ西环网的应用研究
［Ｄ］．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５．
ＤＯＵＦｅ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ＦＣｉ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２０ｋＶｗｅｓｔｌｏｏｐ
ｐｏｗ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２５］谢伟，崔勇，冯煜尧，等．上海电网２２０ｋＶ统一潮流控制装

置示范工程应用效果分析［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２０１８，４６（６）：１３６１４２．
ＸＩＥＷｅｉ，ＣＵＩＹｏｎｇ，ＦＥＮＧＹｕｙａｏ，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ｐｐ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２２０ｋＶＵＰＦＣ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ｇｒｉｄ［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８，４６
（６）：１３６１４２．

［２６］甄宏宁．统一潮流控制器在南京电网的应用研究［Ｄ］．北
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７．
ＺＨＥＮ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
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２７］刘纲，蔡晖，祁万春，等．５００ｋＶ统一潮流控制器在苏州南
部电网的应用研究［Ｊ］．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２０１７，３８
（６）：１１９１２４．
ＬＩＵＧａｎｇ，ＣＡＩＨｕｉ，ＱＩＷａｎ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５００ｋＶ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Ｓｕｚｈｏｕ［Ｊ］．Ｐｏｗ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８（６）：１１９１２４．

［２８］ＳＩＮＧＨＰ，ＳＥＮＲＯＹＮ，ＴＩＷＡＲＩＲ．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ＳＳＣａｎｄＩＰＦＣ［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１，３６（３）：２７２５２７２８．

［２９］吴熙，王瑞，陶加贵，等．线间潮流控制器建模及潮流优化
方法［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４）：１３７７１３８５，
　　　１５４４．
ＷＵＸｉ，ＷＡＮＧＲｕｉ，ＴＡＯＪｉａｇｕｉ，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
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２１，４１（４）：１３７７１３８５，１５４４．

［３０］吴熙，王亮，陈曦，等．ＵＰＦＣ与 ＩＰＦＣ提升系统输电能力比
较研究［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０，４８（９）：１２８１３４．
ＷＵＸｉ，Ｗ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ＵＰＦＣａｎｄＩＰＦＣ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
４８（９）：１２８１３４．

［３１］陈晨，杜文娟，王海风．风电场接入引发电力系统次同步振
荡机理综述［Ｊ］．南方电网技术，２０１８，１２（１）：８４９３．
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ＤＵＷｅｎ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ｏｆｓｕｂ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ｓｉ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
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１２（１）：８４９３．

［３２］蒋晨阳．多个ＳＳＳＣ元件交互影响分析与协调控制［Ｄ］．北
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７．
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ＳＳ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３３］宋洁莹，冯献强，崔福博，等．ＭＭＣＵＰＦＣ动态建模及内部
特性仿真研究［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Ｓ１）：
６７７５．
ＳＯＮＧＪｉｅ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ｑｉａｎｇ，ＣＵＩＦｕｂｏ，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８５



ＭＭＣＵＰＦＣ［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４，３４（Ｓ１）：
６７７５．

［３４］费骏韬，罗珊珊．ＭＭＣＵＰＦＣ交叉解耦控制策略研究综述
［Ｊ］．江苏电机工程，２０１６，３５（１）：４５４８．
ＦＥＩＪｕｎｔａｏ，ＬＵＯ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ＭＣＵＰＦＣｃｒｏｓｓｄ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Ｊｉａｎｇｓｕ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６，３５（１）：４５４８．

［３５］朱五军．基于多电平技术的统一潮流控制器研究［Ｄ］．郑
州：中原工学院，２０１７．
ＺＨＵＷｕｊｕ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

［３６］赵坚鹏，宋洁莹，许建中，等．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的优化
选址定容方法［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７，４１（６）：１９４１１９４８．
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ｐｅｎｇ，ＳＯＮＧＪｉｅｙｉｎｇ，Ｘ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ｓｉｚｉｎｇ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
ｓａｔｏｒ［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４１（６）：１９４１１９４８．

［３７］庄海军，任晓菲．ＳＳＳＣ的选址及网损优化研究［Ｊ］．黑龙江
电力，２０１５，３７（３）：２０６２１０．
ＺＨＵＡＮＧＨａｉｊｕｎ，ＲＥＮＸｉａｏｆ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ＳＳＣ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ｏｓｓ［Ｊ］．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７（３）：２０６２１０．

［３８］赵渊，杨晓嵩，谢开贵．ＵＰＦＣ对电网可靠性的灵敏度分析
及优化配置［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２，３６（１）：５５６０．
ＺＨＡＯＹｕａ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ＸＩＥＫａｉｇｕ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
ｖｉｔ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ＰＦＣｓｉｎｂｕｌｋ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１２，３６（１）：５５６０．

［３９］李娟，费洋．基于改进多目标万有引力算法的ＵＰＦＣ选址定
容［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８，３０（３）：７６８３．
ＬＩＪｕａｎ，ＦＥＩＹａｎｇ．Ｓｉｔ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ＵＰＦ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ｇｒａ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ａｒ
ｃ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１８，３０
（３）：７６８３．

［４０］ＰＡＴＥＲＮＩＰ，ＶＩＴＥＴＳ，ＢＥＮＡＭ，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Ｆｒｅｎｃｈ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ｙ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９，１４（１）：３７４２．

［４１］王辉，王耀南，许维东．基于模糊自整定 ＰＩ控制的 ＳＳＳＣ潮
流控制器研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０４，１９（７）：６５６９．
ＷＡ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Ｙａｏｎａｎ，ＸＵＷｅｉｄｏｎ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ｏｆＳＳＳＣ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ｌｆｔｕｎｎｉｎｇＰＩ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ｌｏｇｉｃ［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４，１９（７）：６５６９．

［４２］张爱国，韩军锋，蒋程．基于神经网络自适应 ＰＩ控制的
ＳＳＳＣ潮流控制器［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０，３８（２２）：
１５１９，２４．
ＺＨＡＮＧＡｉｇｕｏ，ＨＡＮＪｕ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
ｔｒｏｌｏｆＳＳＳ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Ｐ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３８（２２）：
１５１９，２４．

［４３］侯丽，刘琦，鲁宝春．ＵＰＦＣ模糊控制器优化设计［Ｊ］．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８）：４９５３．

ＨＯＵＬｉ，ＬＩＵＱｉ，ＬＵＢａｏｃｈｕｎ．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ｄｅ
ｓｉｇｎｆｏｒＵＰＦＣ［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１５，２７
（８）：４９５３．

［４４］张志辉，张健．基于模糊滑模变结构控制的ＵＰＦＣ控制策略
的研究［Ｊ］．辽宁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８
（５）：２８１２８５，２９１．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ＵＰＦ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ｕｚｚｙ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３８
（５）：２８１２８５，２９１．

［４５］ＮＡＶＡＢＩＲ，ＥＴＥＭＡＤＲ，ＳＨＡＹＡＮＦＡＲＨＡ．Ｓｅｌｆｔｕｎｉｎｇｆｕｚｚｙ
Ｐ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ｆｏｒＵＰＦＣ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ｐｔｉ
ｍｉｚｅｄｂｙ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ｍｅｔｈｏｄ［Ｃ］／／Ｔｈｅ２０１０ＥＣＴＩ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ｎｃ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ＥＥＥ，
　　　２０１０．

［４６］ＷＡＮＧＨ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ｎｅｒｇ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２４
（７）：５９１６００．

［４７］任必兴，杜文娟，王海风．ＵＰＦＣ与系统的强动态交互对机
电振荡模式的影响［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８，３３（１１）：
２５２０２５３４．
ＲＥＮＢｉｘｉｎｇ，ＤＵＷｅｎ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Ｈａｉｆｅ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ｔｒｏ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ＦＣ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８，３３（１１）：２５２０２５３４．

［４８］张巍，向铁元，陈红坤，等．基于嵌套多目标粒子群算法的
多类型柔性交流输电系统优化配置［Ｊ］．高电压技术，
２０１４，４０（５）：１５９０１５９８．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ＡＮＧＴｉｅ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ｋｕｎ，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
ｔｙｐ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Ｃ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ｓｔ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４，４０（５）：１５９０
　　　１５９８．

［４９］刘隽，李兴源，姚大伟，等．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与静止无
功补偿器的相互作用分析与协调控制［Ｊ］．电网技术，
２００８，３２（１）：２０２５．
ＬＩＵＪｕｎ，ＬＩ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ＹＡＯＤａｗｅ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ｔｅｒ
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ｃ
ｖａ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３２（１）：２０２５．

［５０］刘青，王增平．基于Ｐａｒｅｔｏ协同进化算法的多个 ＦＡＣＴＳ元
件协调控制［Ｊ］．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０９，２９（７）：７９８１，９６．
ＬＩＵＱ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ｅｎｇｐ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ｒｅｔｏ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２９（７）：７９８１，
　　　９６．

［５１］李婷，吴敏，何勇．计及广域测量系统时滞影响的灵活交流
输电系统阻尼控制器多目标设计［Ｊ］．电工技术学报，
２０１４，２９（８）：２２７２３４．
ＬＩＴｉｎｇ，ＷＵＭｉｎ，ＨＥＹｏｎｇ．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ＦＡＣＴＳ

９５ 李群 等：电力潮流灵活控制技术应用综述



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ＭＳ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ｅｌａｙ［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
２９（８）：２２７２３４．

［５２］刘青，马朋，邹家平．基于ＷＡＭＳ的ＵＰＦＣ装置的附加控制
器设计［Ｊ］．华北电力技术，２０１５（２）：１３１８．
ＬＩＵＱｉｎｇ，ＭＡＰｅｎｇ，ＺＯＵＪｉａｐ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ｕｌ
ｔｉＵＰＦ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ＭＳ［Ｊ］．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５（２）：１３１８．

［５３］ＫＡＷＡＢＥＫ，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ｂｙ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ｗｉｄｅａｒｅ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ｍａｃｈ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ＥＥＥ，２０１０．

［５４］马朋．基于ＷＡＭＳ的ＵＰＦＣ元件的负交互影响分析及协调
控制［Ｄ］．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６．
ＭＡＰｅｎｇ．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ＵＰＦ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ＭＳ［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６．

［５５］郑涛，吴丹，宋洁莹．基于 ＭＭＣ的统一潮流控制器交流侧
故障特性及保护方案［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５，３９（１２）：３５７０
　　　３５７７．
ＺＨＥＮＧＴａｏ，ＷＵＤａｎ，ＳＯＮＧＪｉｅ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Ｃｓｉｄｅｆａｕｌｔ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ＭＣ［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９
（１２）：３５７０３５７７．

［５６］陈峰，江道灼，郭易木，等．限流式ＵＰＦＣ保护电路的设计与
验证［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５，３９（７）：２０４０２０４５．
ＣＨＥＮ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Ｄａｏｚｈｕｏ，ＧＵＯＹｉｍｕ，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ｆｏｒＵＰＦＣＦＣＬ［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９（７）：２０４０２０４５．

［５７］方雨康，于弘洋，陆振纲，等．一种接入ＳＳＳＣ的交流线路自
适应距离保护方法［Ｊ］．华北电力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７，４４（３）：５０５８．
ＦＡＮＧＹｕｋａｎｇ，Ｙ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ＬＵＺｈｅｎ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ＳＳＣ［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４（３）：５０５８．

［５８］常彦彦．ＳＳＳＣ串补线路的故障位置识别及保护新原理的研
究［Ｄ］．北京：华北电力大学，２０１１．
ＣＨＡＮＧＹａｎｙａｎ．Ｆａｕｌ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ＳＳＳＣ［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２０１１．

［５９］侯炜，邵铃敏，段胜朋，等．多分支移相变压器差动保护技
术研究及应用［Ｊ］．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８，３８（１０）：２０５
　　　２０９．
ＨＯＵＷｅｉ，ＳＨＡＯＬｉｎｇｍｉｎ，Ｄ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ｂｒａｎｃｈｐｈａ
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３８（１０）：２０５２０９．

作者简介：

李群

　　李群（１９６７），男，博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从事柔性输电技术、ＦＡＣＴＳ技术在电力系
统中的应用、新能源并网技术相关工作（Ｅ
ｍａｉｌ：Ｑｕｎ＿ｌ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张宁宇（１９８５），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从
事柔性输电技术、海上风电并网与控制技术相

关工作；

王新宝（１９８１），男，硕士，工程师，从事柔
　　　 性交流输电技术、海上风电并网与控制技术相

　　　 关工作。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Ｑｕｎ１，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ｙｕ１，ＷＡＮＧＸｉｎｂａｏ２，ＤＩＮＧＦｅｎｇｆｅｎｇ２，ＦＵＪｕｎｂｏ２

（１．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Ｊｉａｎｇｓｕ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Ｌｔ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１１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ＰＦＣ），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ＳＳＣ），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ＣＳＣ）ａｎｄ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ｅｒ（ＰＳＴ）ｃａｎ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ｌ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ｉ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ＵＰＦＣ，ＳＳＳＣ，
ＴＣＳＣａｎｄＰＳＴ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ｆｒｏｍｆｉｖ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ｆａｕｌ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ａｒ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ｎｉｆｉｅｄｐｏｗｅｒ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ＰＦＣ）；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ＳＳＳＣ）；ｔｈｙｒｉｓ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ＣＳＣ）；ｐｈ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ｅｒ（ＰＳＴ）；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编辑　方晶）

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