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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㲼㳙气┬⮕䉘䑑⩱⚨䱹⪝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做岻
程光鹏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工程公司）

䶰銳为了解决光伏配电网过载风险发生概率过高的问题，保障配电网荷载安全，提出数字孪生下分布式光

伏接入配电网过载风险预警方法。数字孪生虚拟模型层根据物理实体层所获有效数据，构建数字孪生配电网

虚拟模型；在网络控制层支持下，利用模糊聚类算法，获取所需气象相似日光功率序列，使用粒子群算法优

化卷积神经网络，预测光伏配电网未来功率状态；通过分析配电网变压器以及配电线路的荷载承受能力，确

定非安全预警等级下配电网负载率均值，结合光伏配电网未来功率状态和配电网负载率均值，计算配电网过

载风险指标，评判配电网荷载安全性并预警。实验结果表明，接入光伏配电网过载风险发生概率降低了0.59

以上，体现对于配电网过载风险预警的准确性。

Ⱒꝶ霒数字孪生；分布式光伏接入；配电网；过载风险预警；荷载安全性；运行状态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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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璺玘缋羱缘뀔嵱⩱⚨ꏕ氲羱勑匡ⲍ椚枱䘒燛
㴼긌㴘⪢뀔餿瞏绣┬ꏕ氲羱鯬鿬椚㐭⡽駉砯ꏕ氲羱
ꁩ鿬낊ꯟ䭰吙⯀偃ꏕ氲羱衠鿬㴘⪢䙎䌔뀔餿ն㵄돂

♈㎽ 5兇獏溸㳙气ꏕ氲羱侞卸㎽⺪♨澚⮃䍎氠
勔倁做岻⺪♨㴟䧯俚㲼㳙气ꏕ氲羱溸卐䐮䈰✑卐䐮
溸俚㲼㳙气ꏕ氲羱⺪갫僓䠋焒┱騫⺆朮槏ꏕ氲羱╚溸
閗뀡յ㎽⦑瞏劔侞俚䰕╬㵄僓⬮燛㴟䧯ꏕ氲羱ꁩ鿬
낊ꯟ뀔餿䈰✑䳀❵⺪긐脞┱⟛걁ն

㎽ 6儱䍎氠勔倁做岻㸉騍⮕䉘䑑⩱⚨䱹⪝ꏕ氲羱
ꂛ鉿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裯䕒溸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
笡缛汕긖㎽ն

♈㎽ 6⺪♨澚⮃䍎氠勔倁做岻⺪♨㵄楓⩱⚨䱹
⪝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剳㟲怮鳉㵄ꮪ氲ⲇ䈰✑괛锢ն

╬돂駩勔倁做岻㐃⮕䉘䑑⩱⚨䱹⪝ꏕ氲羱ꁩ鿬낊
ꯟ뀔餿做긖溸⚳ⲹ㸞倁桬 [5]做岻յ倁桬 [6]做岻
✑╬㸉嬠做岻缔⯜䍎氠┩璀做岻ꂛ鉿ꏕ氲羱ꏕ氲绻
鴤ꁩ鿬낊ꯟ뀔餿裯䕒溸뀔餿缏卸┱ꏕ氲绻鴤㵄ꮪꁾ
鉿枱䘒溸㸉嬠侞卸銩㠁銩 3䨿獏ն

㕃 �����侨㶶㷜欰ꂁ歏緸鵂鲿굥ꤗ곫险禹絡歲㕃 㕃 �����⯕⠃䱹Ⰶꂁ歏」⾓㐼鵂鲿굥ꤗ

邍 �����ꂁ歏緸鵂鲿굥ꤗ곫险佪卓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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缏卸銩僻勔倁做岻⺪♨㵄楓⮕䉘䑑⩱⚨䱹⪝ꏕ氲羱ꁩ
鿬낊ꯟ뀔餿⪼㐃⩱⚨䱹⪝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做긖
溸⚳ⲹ╭锢╬

1䍎氠勔倁做岻⺪㵄楓俚㲼㳙气ꏕ氲羱卐䐮
卐䐮溸俚㲼㳙气ꏕ氲羱⺪갫僓䠋焒┱騫⺆朮槏ꏕ氲羱
╚溸閗뀡յ㎽⦑瞏劔侞俚䰕㸞⪼䍎氠◟ꏕ氲羱ꁩ鿬
낊ꯟ뀔餿䈰✑╚⺪侅裯剳㟲溸ꏕ氲羱ꁩ鿬낊ꯟ뀔餿
侞卸ն

2䍎氠勔倁做岻㸉ꏕ氲羱㵄偢ꁩ鿬낊ꯟ뀔餿
⻑裯䕒溸뀔餿缏卸┱㵄ꮪꏕ氲羱ꁾ鉿枱䘒┞蔺ꏕ
氲羱ꁩ鿬낊ꯟ뀔餿⬮燛䙎鿲둛⺪剳㟲⟛駩氲ⲇ䈰✑
溸뀊⯈ꂛ鉿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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