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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基于下垂控制的直流配电网为研究对象,推导建立了下垂控制模式下典型环状直流配电

网的小信号状态空间模型,对传统下垂参数经济优化模型中存在的系统调控不稳定问题进行了分

析,进而提出了考虑小干扰稳定约束的直流配电网下垂参数优化调控方法,以确定性预测场景和极

端场景下直流配电网小信号状态方程的特征值谱横坐标作为系统小干扰稳定约束,来优化系统网

损.此外,为求解该模型,针对传统算法中存在的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特征值迭代误差积累和计算

效率较低等问题,在序列非线性规划算法和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策略.数值实验结果表

明,该优化模型在保证系统小干扰稳定的前提下能较大程度地提升系统运行经济性,同时提高系统

适应不确定源荷功率随机波动的鲁棒性;所提出的算法改进策略可以在保证优化结果可靠有效的

前提下,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和计算效率.
关键词:直流配电网;小干扰稳定;下垂参数优化;鲁棒性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Ｇ０９Ｇ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Ｇ１１Ｇ１７.
上网日期:２０１７Ｇ１２Ｇ２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６YFB０９００５００);国家电网

公司科技项目(SGBJDK００DWJS１７００１５８).

０　引言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分布式电源(DG)和配

电网的耦合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１].在此背景下,
直流配电网由于具有新能源接入效率高、负荷供电

可靠性强、系统调控灵活性好等优势,其应用前景不

可小觑[２].在直流配电网运行调控中,下垂控制是

一类较为主流的控制方式,通过多变流器间的下垂

协调来提供电压支撑,可以在降低通信需求的同时,
减少不确定源荷功率随机波动对系统的影响,从而

有效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３].
下垂参数的合理设置对直流配电网的安全经济

运行至关重要.针对下垂控制模式下系统的经济运

行问题,文献[４]基于发电成本曲线提出了一种直流

系统分布式下垂调控策略,在降低系统通信需求的

同时,满足负荷用电、降低发电成本.文献[５]对中

压直流配电网的变流器下垂参数进行多时间尺度协

调优化,有效降低了不确定性源荷预测误差对系统

调控过程中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不利影响.文献[６]
针对不确定源荷的功率随机波动问题,提出基于动

态下垂控制的联络线定功率控制方法,使功率波动

量得到经济合理分配.但上述文献均未详细考虑下

垂斜率对系统小干扰稳定的影响,系统在调控指令

的作用下能否稳定运行有待进一步理论验证.
针对小干扰稳定问题,文献[７]基于矩阵摄动理

论对交流微网中逆变器的下垂参数进行协调优化,
从而保障交流微网的小干扰稳定运行.但是该方法

仅以系统稳定性作为优化目标,忽略了由下垂控制

单元分担系统净功率波动时的经济性.文献[８]基
于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交流配电网下垂调控策略,在
实现系统小干扰稳定运行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功率利用效率.但该策略没有考虑下垂控制和系

统潮流间的交互作用,忽略了不确定源荷功率随机

波动的影响,同时下垂参数的选取也较为保守,没有

进行优化,因此系统经济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在系统运行优化问题中同时考虑经

济性和小干扰稳定性十分必要.文献[９]研究了包

含小干扰稳定约束的最优潮流模型,但未考虑变流

器动态特性对系统稳定运行的影响.同时采用序列

线性规划算法求解优化潮流(OPF)模型,其优化结

果和收敛性对初值较敏感,且特征值近似误差在迭

代过程中存在不断积累的问题,最终将对优化结果

产生较大影响,因而有待改进.文献[１０]采用转换

模型法将考虑特征值约束的非线性半定规划模型转

化为一般非线性规划模型,但该方法会极大地增加

优化问题的求解规模,计算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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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上问题,本文针对含AC/DC和DC/DC
变 流 器 的 环 状 直 流 配 电 网 小 信 号 状 态 空 间 模

型[１１Ｇ１４],考虑其下垂控制模式,分析了下垂参数对直

流配电网小干扰稳定性的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建立了考虑小干扰稳定约束的直流配电网下垂参数

优化调控模型.在该模型中以下垂斜率作为优化变

量,将小干扰稳定条件作为问题约束,从而保证系统

在预测场景和极端场景下的稳定运行,并使得总运

行网损最小.方法创新点如下:①考虑短期预测数

据存在误差,提出基于极端场景的小干扰稳定约束,
提高系统应对不确定源荷功率随机波动的鲁棒性,
以较小的经济代价换取系统安全性的显著提升;
②对于优化模型的求解,在序列非线性规划算法和

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改进策略,在保证优化

结果可靠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和计算

效率.最后通过数值实验和仿真对本文所提方法的

调控效果进行了验证.

１　直流配电网状态空间模型

以环状拓扑为例,直流配电网典型结构[１１]如

图１所示.直流配电网中包含了 AC/DC和 DC/
DC两类最为常见的电力电子变流设备.系统通过

前者可拓展接入风机、交流负荷与交流可控DG,通
过后者可拓展接入光伏、储能和直流负荷.

图１　直流配电网结构
Fig．１　ConfigurationofaDCdistributionsystem

１．１　AC/DC变流器小信号模型

AC/DC 变 流 器 选 用 三 相 电 压 源 型 换 流 器
(VSC),采用PV 下垂及电压电流双环控制,变流器

及其控制结构模型见附录A.
电流环采用dq轴解耦控制.由于本文重点研

究直流配电网侧不确定源荷功率随机波动带来的稳

定问题,故令交直流功率守恒,交流侧大电网电压无

扰动,交流侧无功指令为０,q轴电流无扰动,则小信

号模型中只需考虑d 轴电流控制环[１２].其微分方

程模型参考文献[１２Ｇ１３],具体表达式见附录A.对

微分方程在稳态运行点附近线性化,即可得到AC/
DC变流器小信号状态空间模型.交流负荷并网

AC/DC变流器模型与之类似.
１．２　DC/DC变流器小信号模型

DC/DC变流器整体结构及控制框图见附录B.
采用Boost/Buck电路,与直流源荷耦合.以光伏并

网Boost电路为例,光伏电池采用经典的工程用模

型,单电压环最大功率点跟踪(MPPT)控制[１４],通
过改变Boost电路的占空比D 来控制光伏电池的

输出电压等于最大功率点电压um.
光伏发电系统微分方程模型参考文献[１４],具

体表达式见附录B.对微分方程在稳态运行点附近

线性化,即可得到光伏发电系统小信号状态空间模

型,直流负荷并网DC/DC变流器模型与之类似.
１．３　直流线路小信号模型

直流配电网线路暂态模型见附录C.其微分方

程模型包括节点KCL方程和支路电压方程,具体表

达式见附录C.对微分方程在稳态运行点附近线性

化,即可得到直流线路小信号状态空间模型.
１．４　直流配电网系统小信号模型

结合具体配电网结构,将各模块的状态空间模

型联立,保留状态变量,消去其他无关变量,即可得

到直流配电网系统整体的小信号状态空间模型:
Δx＝AΔx (１)

式中:矩阵A 即为系统的状态矩阵,当A 的特征值

全部在s域左半平面时,直流配电网系统在稳态运

行点附近小干扰稳定.稳态点可以通过仿真或解稳

态潮流方程获得,本文采用后者计算得到状态矩阵

中的稳态运行点参数.

２　考虑小干扰稳定约束的下垂斜率优化

模型

变流器下垂控制的调控指令包括下垂参考点和

下垂斜率.为协调多个变流器之间的功率输出,提
高变流器下垂控制与潮流分布交互影响下的电能利

用效率,且保证该过程中系统稳定运行,模型以短期

预测数据和下垂参考点作为输入,以下垂斜率作为

优化变量.其中,下垂参考点包括电压参考值udcref
和功率参考值Pref,可参考文献[５],基于长期预测

数据优化得到.
２．１　目标函数

直流配电网功率平衡关系如式(２)所示.

　　∑
x

m＝１
Pvsc,m ＋∑

y

m＝１
Ppv,m ＝∑

z

m＝１
Pload,m ＋Ploss (２)

式中:Pvsc,m为第m 台VSC出力;Ppv,m为第m 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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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出力;Pload,m为第m 个负荷所需功率;Ploss为考虑

网架结构和线路阻抗后的系统网损总和;x,y,z分

别为VSC、光伏与负荷的个数.
为提升直流配电网运行经济性,需在满足负荷

需求前提下使得系统总网损最小.由式(２)可知,当
系统总网损最小时,VSC出力之和最小,故可将

VSC出力大小作为直流配电网的网损衡量指标.
定义调控时间窗为指令更新间隔时段,则变流

器在调控时间窗的初始时刻接收调控指令,此后根

据该指令自动响应不确定性源荷功率的随机波动.
基于上述功率平衡关系的分析结果,优化模型以调

控时间窗内不同时刻的系统运行总网损累计值最小

为优化目标,其目标函数如式(３)所示.

minF＝min∑
n

t＝１
∑
x

m＝１
Pvsc,t,m (３)

式中:Pvsc,t,m为调控时间窗内t时刻第m 台VSC的

出力,是关于下垂斜率k１,k２,,kx 的隐函数;n为

调控时间窗内的离散时刻数.
２．２　基于确定性预测场景的约束条件

调控时间窗内的n 组确定性短期预测场景均

要满足下列约束,以下公式中省略时间下标t.
１)网络潮流功率平衡约束

Pi,inj－un,i∑
Ndc

j＝１

(Gdc,ijun,j)＝０ (４)

式中:Pi,inj为第i个节点的注入功率;un,i和un,j分

别为节点i和j的电压;Gdc,ij为网络导纳矩阵中对

应节点i和j的元素值;Ndc为网络节点个数.
２)节点电压、支路电流约束

un,min≤un,i≤un,max (５)
－Il,max≤Il,i≤Il,max (６)

式中:Il,i为第i 条支路的电流,Il,max为其上限;
un,max和un,min分别为节点电压的上、下限.电压和

电流的上、下限考虑了短期预测数据存在误差时的

裕量.
３)VSC容量备用约束

０≤Pvsc,m≤P
－
vsc,m (７)

式中:P
－
vsc,m为考虑备用容量后 VSC最大允许输出

功率.
４)下垂约束

udcref,m－un,i＝km(Pvsc,m－Pref,m) (８)
式中:km 为第m 个VSC的下垂斜率.
５)小干扰稳定约束

Re(λ)max＜ηmax (９)
式中:ηmax为最大谱横坐标[１０],即特征值实部的最大

允许值,以衡量系统的稳定裕度;Re(λ)max为状态方

程特征值的最大实部.当所有短期预测场景下系统

状态方程特征值最大实部满足式(９)时,系统小干扰

稳定.
由于状态矩阵的特征值函数无法精确显式解析

表示,因此采用矩阵摄动理论对其进行线性化近

似[１５Ｇ１６].当优化变量摄动率足够小时,采用特征值

一阶摄动即可得到足够高的精度[７].对于直流配电

网小信号状态空间方程,由于其满足孤立特征值非

亏损系统判定条件[１５],同时下垂斜率对于稳态运行

点的影响在特征值摄动过程中可以忽略[７],故状态

矩阵中只有若干元素是下垂斜率的显函数,且均为

一次函数,此时矩阵A 可以表示为:
A＝A０＋k１M１＋k２M２＋＋kxMx (１０)

式中:A０ 和Mm(m＝１,２,,x)在给定的稳态运行

点上为与优化变量无关的定常系数矩阵.
下垂斜率改变时特征值近似解析式为:
λi＝λi０＋Δk１λi１,１＋Δk２λi１,２＋＋Δkxλi１,x

(１１)
式中:λi０为在某一给定稳态运行点下第i个特征值

的初值;Δkm 为第m 台 VSC的下垂斜率改变量,
m＝１,２,,x;λi１,m为第i个特征值一阶摄动量的

第m 个分量,其计算公式为

λi１,m＝uT
i０Mmvi０ (１２)

vi０和ui０分别为在给定稳态运行点处,λi０对应的正

交右特征向量和左特征向量,均为常数向量.
特征值约束式(９)借助式(１０)至式(１２)得以近

似解析表示,则含小干扰稳定约束的优化问题可通

过矩阵摄动理论转变为一般非线性优化问题求解.
６)下垂斜率摄动约束.为保证特征值近似计算

的精度,需要加入优化变量摄动约束,即
Δkm＜αk０,m＋ω (１３)

式中:α为单次循环摄动率;k０,m为下垂斜率初值;ω
为最小摄动阈值.
２．３　基于极端场景的约束条件

在式(４)至式(１３)的约束中,均没有考虑短期预

测数据的预测误差.但由于新能源和负荷的发用电

功率具有不确定性,实际运行场景与预测场景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此时若在小干扰约束中仅考虑

确定性场景,则所得优化指令将可能无法保证系统

在实际场景下的稳定运行.因此,增加基于极端场

景的小干扰稳定约束对上述优化模型进行改进.
通过遍历的方法分析各新能源与负荷节点注入

功率变化对系统小干扰稳定性的影响[８].以图１所

示的环状直流配电网接入光伏和直流负荷为例,由
蒙特卡洛数值实验可知,该拓扑下直流配电网小干

扰稳定性随各节点负荷消耗功率的减少或光伏出力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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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分析详见附录D.由此可得,在
已知预测数据误差范围的情况下[１７],当各负荷功率

达到预测范围下限且各光伏出力达到预测范围上

限,即系统的净负荷达到预测范围内最小值时,系统

稳定性最弱.因此,定义预测范围内净负荷功率达

到最小值的场景为极端场景,并通过增加极端场景

下的小干扰稳定约束来提高系统应对新能源与负荷

功率随机波动的鲁棒性.
在极端场景量化选取方面,每一个确定性预测

场景均存在相对应的极端场景,即共有n组极端场

景.令某确定性预测场景中第i个负荷预测功率为

Pload,i,第i台光伏预测出力为PPV,i,误差率为σ,则
该确定性预测场景所对应的极端场景中第i个负荷

的功 率 为 Pload,i (１－σ),第i 台 光 伏 出 力 为

PPV,i(１＋σ).对极端场景下的稳态运行点进行小

信号线性化,增加极端场景下系统小信号状态矩阵

的特征值谱横坐标约束.对每个极端场景,如式(４)
至式(１３)所示约束条件保持不变,同时由于极端场

景下的小干扰稳定约束强于确定性预测场景,故确

定性预测场景下小干扰稳定约束式(９)至式(１２)可
省略,以提高优化算法的计算速度.

值得说明的是,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的权衡取

决于预测误差率σ,而该参数受预测设备的精度和

预测数据的时间尺度等因素影响.σ越大,则极端

场景下的小干扰稳定约束越强,系统应对不确定源

荷功率随机波动的鲁棒性越强,但网损优化的寻优

空间相应缩小,从而导致经济性下降,网损增大.本

文参考文献[１７],令σ＝２０％.

３　基于改进策略的求解算法

如前文所述,求解上述模型的方法主要包括基

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性规划法和遗传算法等

智能算法.前者只有一条寻优收敛路径,对初值点

敏感,易陷入摄动范围内的局部最优解,且特征值近

似误差在迭代过程中可能不断积累,使优化指令的

可靠性降低.而后者虽然可以对非凸优化问题进行

有效求解,但其本质是寻优空间内多离散点比较寻

优的搜索算法,在连续优化空间内准确的最优解几

乎无法通过遗传操作得到,同时计算效率较低.
针对下垂斜率优化模型求解,本文在序列非线

性规划算法和遗传算法基础上提出如下改进策略.
１)针对基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性规划算

法单点摄动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问题,采用两层嵌

套求解框架,上层采用改进遗传算法[１８],下层采用

序列非线性规划算法,设计两层优化算法之间的交

互协调策略以提高算法效率.其中,下层非线性规

划算法采用内点法[１０].将遗传算法和序列非线性

规划算法进行嵌套,通过遗传算法对种群每个个体

进行特征值摄动迭代,之后再进行比较寻优,能有效

跳出局部最优解.同时将传统遗传算法的多离散点

比较寻优转变为多子空间局部最优解的比较寻优,
可以有效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
２)针对基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性规划算

法迭代过程中特征值误差不断积累的问题,在下层

内点法向上层遗传算法传递优化结果时增加校验步

骤,用QR法[１９]求解特征值的准确值,如果由于误

差导致实际特征值越限,则在目标函数中添加罚函

数项.因此内点法中目标函数保持不变,上层遗传

算法目标函数修正为:

　minF＝min∑
n

t＝１
∑
x

m＝１
Pvsc,t,m ＋ ∑

∀λi,t＞ηmax
μi,t (１４)

式中:μi,t为对所有越限特征值设置的惩罚项.
改进策略２)对遗传算法中的目标函数增设罚

函数项,用QR法对特征值进行准确校验,能在不显

著增加程序运行时间的基础上,有效解决下层算法

中特征值近似误差积累的问题.该策略同时能克服

部分场景下由于初值不合理而导致优化模型小干扰

稳定约束和摄动量约束出现互斥,进而造成内点法

不收敛的问题.
３)由于上层引入遗传算法,对每一个个体均要

进行完整的序列非线性规划算法收敛过程,随着个

体数增加,计算时间成正比增加.摄动率步长和循

环迭代次数之间呈近似反对数关系,摄动率的限制

会导致循环迭代次数显著增加,从而使计算效率有

所降低.
针对上述问题,设计预筛选策略.令下层最大

循环次数为Fmax,定义采用内点法进行一次求解,
反复迭代至收敛的过程为一个循环,当下层循环次

数大于Fmax时,再通过QR法进行特征值校正,否则

只采用近似特征值参与循环迭代.下层最大循环次

数的设置,其目的在于将种群中每个个体的收敛曲

线分层分段实现.每个个体的收敛曲线在下层循环

中只完成一段,到达最大循环次数后就返回上层遗

传算法进行择优,排除寻优潜力较差的初值点和轨

迹,保留收敛性较好的轨迹曲线,再代入下层序列内

点法继续寻优过程.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寻优效率,对迭代摄

动率采用放缩策略,其流程图见附录D图D２.
令初始摄动率α０ 为１００％,若校验中由于摄动

误差导致优化结果实际小干扰不稳定,则在未达到

最大校验次数的前提下对摄动率进行紧缩,重新返

回下层进行优化.该放缩步骤能显著减少循环迭代

次数,进而提高计算效率,同时由于存在特征值校正

步骤,不会由于特征值近似误差增加而牺牲算法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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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优准确性.
综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改进策略能在保证优

化结果可靠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和

计算效率.
下垂斜率优化算法流程图见附录D图D３.下

垂斜率优化程序输入为短期预测数据和下垂参考

点,输出为下垂斜率指令.具体步骤说明见附录D.

４　算例分析

算例采用如图１所示的典型环状直流配电网,
额定电压等级为８００V[２０],功率基值为５０kW,VSC
额定容量为１００kW.由于直流配电网中接入分布

式直流源和直流负荷时能量利用效率较高,因此算

例中以光伏作为城市配电网典型新能源,以直流负

荷作为典型负荷.其中,光伏额定容量为５０kW,直
流负荷峰值容量为１００kW.直流系统参数见附

录D表D１.参考点指令更新周期为５min,下垂斜

率指令更新周期为１min,１min内每１５s一组短期

预测数据.在该算例下,下垂斜率优化模型参数见

附录D表D２.直流配电网状态矩阵具体表达式见

附录E.
４．１　下垂参数对直流配电网稳定性的影响

当大量变流器接入直流配电网时,系统模型阶

次升高,变流器控制策略和控制参数对电力电子化

系统的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２１Ｇ２２].为说明下垂斜率

优化过程中考虑小干扰稳定约束的必要性,选取标

况下的光伏及负荷数据,两台光伏出力均为额定值

５０kW,负荷１,２,３的功率依次为５０,１００,１００kW.
基于光伏负荷数据优化得到下垂参考点,将其代入

状态矩阵中,可计算得到直流配电网小信号状态矩

阵的特征值分布.主导特征值分布主要受下垂环节

参数影响,其中下垂斜率的影响起决定性作用[８].
为说明下垂斜率变化对主导特征值的影响,令３台

VSC下垂斜率相同,从０开始逐渐增大到０．０３７５
(标幺值),复平面上３个主导特征值的变化曲线如

图２所示.由图２可知,随着下垂斜率增大,主导特

征值逐渐右移,当下垂斜率k增大到０．０３时有一对

主导特征值实部由负变正,系统在稳态运行点小干

扰不稳定.由此说明,下垂斜率合理取值对于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Simulink中搭建直流配电网仿真模型来验

证上述特征值分析.k取０．０２９和０．０３时,直流配

电网节点电压仿真对比曲线见附录F.可知,k取

０．０２９时系统能在稳态点保持稳定运行,而k增大

到０．０３时电压出现振荡,振荡频率约为３０７Hz,系
统小干扰不稳定,与特征值分析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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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导特征值随下垂斜率变化曲线
Fig．２　Curvesofdominanteigenvalueswhen

droopgainsvary

４．２　模型调控效果说明

在小信号状态空间方程的基础上,对长期预测

数据和短期预测数据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模拟.选取

一组典型长期预测数据,光伏１和光伏２的功率分

别为３０kW和４０kW.负荷１,２,３的功率分别为

３０,５０,６０kW.下文中均采用该组长期预测数据作

为下垂参考点的优化输入数据.
基于长期预测数据优化得到下垂参考点指

令[５],详见附录F表F１.假设短期预测数据在长期

预测数据基础之上存在±２０％的波动,随机生成

３００组短期预测数据.分别采用以下３种方法对下

垂斜率进行优化.值得说明的是,在算例分析中

３台VSC的下垂斜率均为独立优化变量,其最终优

化下垂指令不一定相同.
方法１:采用基于改进策略的算法进行基于极

端场景的鲁棒下垂斜率优化(本文所提出的模型).
方法２:采用基于改进策略的算法进行基于确

定性预测场景的下垂斜率优化.
方法３:进行不考虑小干扰稳定约束的下垂斜

率优化,采用内点法求解.
以特征值最大实部作为系统稳定性衡量标准,

以网损改善率作为系统经济性衡量标准.定义网损

改善率为基准网损和优化后系统网损之差与基准网

损的比值.基准网损计算见附录G.将方法３的优

化下垂指令分别代入各场景下的状态矩阵中进行校

验,３００组场景中有３７组特征值越限,系统小干扰

不稳定比例为１２．３％.图３展示了这３７组场景下,
方法２和方法３的优化结果在对应预测场景中的特

征值最大实部对比.由图３可知,方法２得到的下

垂指令在所有确定性短期预测场景中均能保证系统

小干扰稳定运行,由此说明在下垂斜率优化中考虑

小干扰稳定约束至关重要.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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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稳定最优解与不稳定最优解特征值最大实部对比
Fig．３　Maximalrealpartcomparisonofeigenvaluesof
stableoptimalresultsandunstableoptimalresults

为说明基于极端场景优化得到的下垂指令的调

控效果,令光伏和负荷实际功率在短期预测数据之

上叠加±２０％的误差,每组短期预测数据由蒙特卡

洛方法随机产生２００组实际源荷场景,共６００００组

实际源荷场景.将方法２的３００组优化指令代入对

应实际场景中进行稳定性校验,结果表明有４５组优

化指令在实际光伏负荷场景下特征值越限,系统小

干扰不稳定比例为２２．５％.
采用方法１对４５组不稳定下垂斜率重新进行

优化.图４展示了方法２和方法１的优化指令在实

际场景中的特征值最大实部对比.由图４可知,基
于极端场景的下垂指令在所有光伏负荷实际场景下

均能保证系统小干扰稳定,系统实际运行稳定性得

到显著提升.

图４　确定性优化与鲁棒优化特征值最大实部对比
Fig．４　Maximalrealpartcomparisonofeigenvaluesof
deterministicoptimalresultsandrobustoptimalresults

限于篇幅,３种方法下系统运行经济性的详细

对比见附录H.综上所述,在下垂斜率优化模型中

加入小干扰稳定约束,其最优下垂指令能在确定性

预测数据下保证系统的小干扰稳定运行.基于极端

场景的小干扰稳定约束能显著提高系统应对不确定

源荷功率随机波动的鲁棒性,在短期预测依然存在

误差的情况下,可以完全保证系统稳定且留有设定

的稳定裕度,以较小的经济代价换取系统安全性的

显著提升.
４．３　算法改进策略效果比较

为说明 本 文 算 法 改 进 策 略 的 作 用 效 果,对

３００组短期预测数据采用下述方法进行下垂斜率

优化.
方法４:采用基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性

规划算法进行基于极端场景的下垂斜率优化.
方法５:采用改进遗传算法进行基于极端场景

的下垂斜率优化.
表１展示了方法１,４,５这３种不同算法的求解

数据统计结果.

表１　算法比较
Table１　Comparisonofdifferentalgorithms

方

法
类型

特征值

越限概率/
％

计算时间

超时概率/
％

相同优化

解运行时

间/s

相同最大运

行时间网

损改善率

１
基于改进

策略的算法
０ ０ １０．５１ １

４
序列非线性

规划算法
１３．７ ０ １４．４３ ０．７１４

５ 改进遗传算法 ０ ６ ２２．３４ ０．９３９

表１中以方法１的优化结果作为基准值,将网

损改善率进行标幺化表示.算法运行时间对比中迭

代停止条件如下式所示:
|o－omin|＜d (１５)

式中:omin为方法１的最优目标函数值;o为另外两

种传统算法在迭代过程中的目标函数值;d 为目标

函数收敛阈值.当式(１５)满足时,即认为目标函数

相同,停止迭代,记录此时优化程序运行时间.定义

特征值越限概率为由于特征值累计误差,对优化指

令进行校验时实际系统小干扰不稳定的场景占总场

景的比例.本文算例中要求下垂斜率优化程序运行

时间小于１min,定义计算时间超时概率为优化时

间超过１min的场景占总场景的比例.
由表１可知,改进遗传算法可在较短时间内将

种群迅速聚集在局部最优解附近,而后可能陷入早

熟,收敛性下降,导致寻优过程迅速放缓,整体优化

时间较长.基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性规划算

法虽然收敛曲线更加平滑,但特征值近似误差和单

次迭代摄动率约束限制了其寻优能力和计算效率.
由特征值越限概率对比可说明改进策略２)的

作用效果.单独采用基于矩阵摄动理论的序列非线

性规划算法时,由于特征值近似误差积累,采用QR
法对特征值进行校验时,３００组场景下有４１组场景

特征值越限,优化得到的下垂指令实际小干扰不稳

定,特征值越限概率为１３．７％.而方法１不存在特

征值越限问题.
由计算时间超时概率和相同优化解运行时间对

比可说明改进策略３)的作用效果.方法４优化解

相同时算法平均运行时间为１４．４３s,方法５在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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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组场景优化中有１８组场景１min内目标函数

不收敛,计算时间超时概率为６％,优化解相同时算

法平均运行时间为２２．３４s.而方法１在该策略下,
优化解相同时算法平均运行时间为１０．５１s,且不存

在计算时间超时问题,计算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由相同最大运行时间下的网损改善率对比可间

接说明改进策略１)的作用效果.由于表１中所比

较的３种非线性优化问题求解算法较难从理论上证

明其解的全局最优性,因而只能通过比较相同运行

时间下的网损改善率来间接衡量不同算法的寻优能

力.相同最大运行时间下,以方法１的网损改善率

为基准,方法１比方法４网损改善率平均提高

２８．６％,比方法５网损改善率平均提高６．１％.可

见,方法１与其他两种算法相比有更强的寻优能力.
综上所述,本文在序列非线性规划算法和遗传

算法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改进策略,结合了二者算法

的优点,利用遗传算法迅速找到次优解,并在次优解

的基础上进行矩阵摄动迭代,能较为快速准确地找

到更优的解或最优解,所提出的改进策略能在保证

优化结果可靠有效的前提下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和

计算效率.

５　结语

本文以下垂控制模式下含 AC/DC和 DC/DC
变流器的环状直流配电网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直流

配电网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下垂参数对系统小干

扰稳定性的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考虑小

干扰稳定约束的直流配电网下垂参数优化调控模

型.数值实验结果表明以下几点.
１)基于极端场景的小干扰稳定约束能使得优化

下垂调控指令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大幅提升系统适应

不确定性源荷功率随机波动时的鲁棒性.
２)为求解该优化模型,在遗传算法和序列非线

性规划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策略,能在保证优

化结果可靠有效的同时,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和计

算效率.
下一步工作考虑进一步丰富完善不确定条件下

系统的鲁棒经济优化调度模型.

附录 见 本 刊 网 络 版(http://www．aepsＧinfo．
com/aeps/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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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DispatchingandControlMethodofDroopParameterswithAssuranceof
SmallＧsignalStabilityinDCDistribution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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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Cdistributionnetworkadoptingdroopcontrolischosenastheresearchobject ofwhichthesmallsignalstate
spaceexpressionisestablished敭Thepossibilityofinstabilityinthetraditionaleconomicoptimizationmodelofdroopparameters
isanalyzed敭Consequently theeconomicoptimizationmodelofdroopparameterswiththeassuranceofsmallＧsignalstabilityis
putforward whichoptimizesthenetworklosswithconstraintsontheeigenvaluesofsmallＧsignalstatespaceequationsunder
thepredictionscenariosandextremescenarios敭Tosolvetheoptimizationmodel theimprovedstrategiesbasedonnonlinear
programmingalgorithmandgeneticalgorithmareputforwardtodirectlyagainstthedefectsinthetraditionalalgorithmof
slow easilygettingtrappedinlocaloptimumandhavinganaccuratesolutionbecauseoftheerror敭Numericalresultsshowthat
thisoptimizationmodelcanimprovetheperformanceoftheeconomicoperationofthesystemonthepremiseofensuringthe
smallＧsignalstabilityandimprovetherobustnessofthesystemwhenfacinguncertainpowerfluctuation敭Thestrategiescan
improvetheoptimizationabilityandcomputationalefficiencywhiletheresultsareensuredtobereliableandeffective敭

ThisworkissupportedbyNationalKeyR&DProgramofChina No敭２０１６YFB０９００５００ andStateGridCorpora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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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DCdistributionnetwork smallＧsignalstability optimizationofdroopparameters robustness

５５

孙峰洲,等　直流配电网下垂参数小干扰稳定优化调控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