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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特约主编 卓放，男，１９６２年，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西安交通大学电气科学研究院优质供电与智能配电网装备研究中心主任，担

任中国电源学会常务理事、标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电能质量技术专业委员会名

誉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新能源发电并网技术与配电网电能质量技术。通过

政产学研用的通力协作，致力于我国配电网电能质量和新能源微电网发电领域的技

术革新与进步，先后承担包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多

个国家项目和企业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３项及其他多个省部级奖励，发表ＳＣＩ／ＥＩ科研论文３００余篇。

　　本期特约主编 孙建军，男，１９７５年，武汉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担任中国电源学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ＩＥＥＥＰＥＳ委员会 ＰＳＩＭ
电能质量分委会副主席、武汉电源学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功率电力电子

拓扑分析与控制、电机运行与控制、智能电网规划与运行等。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２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１项，参与国家项目４项；发表 ＳＣＩ／ＥＩ期刊论文
近５０篇，其中ＳＣＩ收录２０余篇；授权专利２０余项，形成国家标准２项；获湖北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１项、中国电力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等
多项奖励。

中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关键技术
　　在大规模分布式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储能接入背景下，配电网作为承担电能分配与消纳的主体，
其电源结构、网架形态和负荷特性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容易出现配变倒送过载、新能源消纳困难、电能质量

下降等问题。中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技术基于电力电子柔性互联装置，通过配电网馈线侧的中压柔性互联

或配电房集中式的低压柔性互联，使配电网具有更强的供电架构调整能力及更高的供电可靠性。

为展示中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关键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电力工程技术》编辑部策划组织了本期“中

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关键技术”专题。在柔性配电系统规划设计及可靠性评估方面，南昌大学杨晓辉等提

出计及灵活配电单元的分布式电源优化配置方法，研究该柔性互联配电网结构下的分布式电源选址定容问

题，对提升配电网运行可靠性及经济性具有重要意义。在柔性互联装置的新型拓扑、调制及控制方面，武汉

大学袁佳歆等提出一种由Ｓｅｎ变压器、统一潮流控制器、混合式有载分接开关组成的新型配电网多线路混合
式统一潮流控制器，进一步提高了配电网潮流调控能力和响应速度；国网湖北经研院方仍存等提出一种基

于并联电压型变流器与集成门极换流晶闸管（ＩＧＣＴ）相配合的配电网柔性切换开关拓扑，可实现负载在不同
馈线间的平稳切换，且开关设备具有占地面积小、成本低等优势；东南大学李峥等基于新型的共用模块型柔

性多状态开关拓扑，提出新的类方波调制方式，可有效防止非共用模块过调制，且使共用模块的开关损耗保

持在较低水平。在配电网柔性互联运行控制方面，山东理工大学王舒炜等提出一种适用于模块化多电平互

联换流器（ＭＭＩＬＣ）的两级式下垂控制策略，完善了ＭＭＩＬＣ在孤岛模式下平衡配电网间功率、维持交流频率
和直流电压稳定的功能；东南大学朱旭豪等基于模块化多电平和开关器件串联的直流变压器（Ｍ２Ｓ２ＤＣＴ），
提出基于中压侧全桥换流移相的阀串支路电流优化控制策略，通过改变 Ｍ２Ｓ２ＤＣＴ中压侧全桥换流移相角、
减小电流尖峰、降低Ｍ２Ｓ２ＤＣＴ部分器件的电流应力来优化Ｍ２Ｓ２ＤＣＴ的运行状态。

本专题旨在展示中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关键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由于专题论文数量限制，很

多有价值的论文未能在专题中收录，希望能够得到所有作者和广大读者的理解。衷心希望本专题能够为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平台，为中低压配电网柔性互联关键技术的深化应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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