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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为使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的柔性直流#=6>?@=A>$互联系统中的新能源端整体参与交流电网的频率调

整!提出一种带频率?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策略" 该控制策略利用频率?电压死区限值!通过 =6>?@=A>

输出功率的实时控制!在系统侧交流电网发生频率变化时!风机转子的动能储备短时内增加或减少有功输出!使风

机转速下降或增高!通过增加或减少风机转子中的动能储备来缓解交流系统端的不平衡有功功率!通过 =6>?

@=A>互联系统作出频率响应参与调频" 最后!利用 +6>KAE$J0A>对该控制策略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所提

策略提高了含新能源接入的两端=6>?@=A>互联系统的频率稳定性"

关键词"风电机群%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的柔性直流#=6>?@=A>$%旋转储能%一次调频%频率?电压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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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压源型换流器的柔性直流输电"Q,%(P/&

R,O)'&',.Q&)(&)SPR&T 1*/1 Q,%(P/&T*)&'('O))&.(!

=6>?@=A>#具有有功和无功独立调节%运行方式灵

活以及易构建直流电网互联等优点!在孤岛供电%

重要城市供电以及电网互联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

用
,9-3.

$ 含新能源接入的 =6>?@=A>互联系统能

够快速%灵活地控制风电机群输出的有功功率!保

持系统直流电压稳定!甚至能使新能源端参与系统

调频!因此=6>?@=A>已经是风电场并网的优选方

式!特别是针对远距离大容量的海上风电场的

接入
,;-D.

$

随着大规模新能源以及大量电力电子类负荷

接入电网!导致电网的系统惯性以及灵活调节电源

持续减小!电网调频能力不断下降!电网应对频率

波动能力大幅降低!新能源场站参与电网一次调频

已经非常必要$ 相关研究表明!新能源场站通过相

应技术改造已经具备了参与电网调频的能力
,4-9".

!

在新能源与交流电网互联两端 =6>?@=A>系统中!

直流功率对系统侧交流电网而言是一个对频率不

敏感的电源
,99-9#.

$ 若能合理设计换流器有功控制

策略!充分利用 =6>?@=A>的灵活调节特性!使得

=6>?@=A>系统中新能源端整体参与电网的调频!

送端新能源场站将能够更加灵活%稳定地参与电网

一次频率控制!有效扩充电网的频率调节资源!提

高电网频率控制水平$ 目前!在新能源通过 =6>?

@=A>系统接入电网功率控制方面着重于研究新能

源的波动性和随机性给交流电网频率稳定带来的

负担!而且主要针对交流电网端的换流站采取有功

控制策略!常见的控制策略有定有功功率控制%定

直流电压控制和下垂控制等
,9G-!9.

$ 文献,9;.提出

一种在定有功功率控制中引入附加频率控制的策

略!通过=6>?@=A>互联的两端交流系统来实现相

互功率支援参与彼此的频率调整!附加的频率控制

策略并不适用于含新能源接入的 =6>?@=A>系统+

文献,9G.和文献,!9.提出适用于风电场经过多端

柔性直流的自适应斜率控制策略!研究局限于风速

变化时对交流系统频率的影响!未对新能源端换流

站采取适当的控制策略!使得当交流系统频率发生

变化时新能源端也具备参与交流大电网调频的

能力$

针对新能源接入的两端 =6>?@=A>互联系统!

将送端新能源场站群等效成虚拟同步机!提出一种

带频率?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策略$ 基于

柔性直流送端频率?电压死区限值!在功率控制环中

引入交流电网频率控制内环!系统侧交流电网发生

频率变化时!通过 =6>?@=A>输出功率的实时控

制!相应增加或减少送端有功功率!使风机转速下

降或增高!间接利用风机的旋转动能参与交流电网

端的频率响应!实现 =6>?@=A>接入系统参与交流

电网的一次调频$

D



#"含新能源接入的两端AD(QRA'(系统

#$#"AD(QRA'(系统结构

含新能源接入的两端 =6>?@=A>互联系统结

构见图 9!送端为风电机群!受端为交流大电网!7

为交流电网+09!0! 为联结变压器+=6>9!=6>! 分

别为送端%受端换流站!两者结构完全相同$ 此处

认为直流输电线的电阻值较小且没有电抗!因此

=6>?@=A>网络中各节点的电压值近似相等$

图#"含新能源接入的AD(QRA'(系统结构

)*+$#"D82:78:2159AD(QRA'(C?C81<

@*8-/1@1/12+? .771CC

柔性直流系统中换流站 =6>在两相旋转 )*坐

标系下的数学模型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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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R)

! (

R*

分别为交流系统电压0

0

R

变换后的 )!

*轴分量+ (

)

! (

*

分别为换流器出口电压基波 )!*

分量+#

R)

!#

R*

为交流侧电流 )!*分量+-!/分别为换

流器出口的等效电感和电阻$

根据式"9#!通过引入电压耦合补偿和电网电

压的前馈补偿就可得到电流控制方式下的内环电

流解耦控制器!通过比例?积分"+B#调节器消除电流

跟踪的稳态误差!其结构如图 !所示$

图;"AD(的内环电流解耦控制器

)*+$;"L/C*312=55475/825==1259AD(

图 !中!#

R)!)&W

!#

R*!)&W

分别为外环控制器输出的 )!

*轴电流参考值+(

)!)&W

!(

*!)&W

分别为换流器期望输出

的正弦参考基波电压的 )!*轴分量参考值++

\

j

+

*

E1

为+B控制器$

当 )轴以0

0

R

来定位时! (

*

k

"! (

R)

$

0

R

$ 忽略

换流器和电抗器损耗时!换流站交直流两侧的有功

功率相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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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

!0

T'

!2

T'

分别为直流侧的有功功率%电压

和电流$

;"带频率Q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

将与风电机群相连的换流站 =6>9 等效为虚拟

机模型!通过机组旋转设备的频率变化参与系统侧

交流电网的一次调频$ 在图 9所示的含新能源接入

的两端=6>?@=A>互联系统中!=6>9 换流站采用

带频率?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器!=6>! 换

流站采用定直流电压控制器$

;$#"风机的功率特性

风机的风能由叶片捕获!通过齿轮箱传递给笼

型异步发电机$ 风机的功率特性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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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空气密度+ 3为风机叶片扫过的面积! 3

$

"

/

!

+ /为风机叶轮半径+ 4

5

"

#

!

$

# 为风能利用系

数+

#为叶尖速比+

$ 为叶片桨距角+ 6

-

为风速+ 7

为风机转速+ ,为风机转速频率+ 5为电机对磁场的

极对数$ 风机的转子中蕴含的旋转动能可与电磁

功率相互转换!可以参与系统侧交流电网调频$ 对

于给定的风机!其 4

5

"

#

!

$

# 为固定值!风机输出的

机械功率与风速的三次方成正比!风机的转速变化

可引起注入到=6>?@=A>系统的有功功率变化!则

可参与到系统侧交流电网的频率调整$

;$;"带频率Q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器

风机利用转子中储存的动能短时增加或减少

有功输出!使风机转速下降或增高!参与到交流系

统的频率调整$ 根据交流电网发电机的功率?频率

静态特性曲线!当交流电网侧的频率变化量为 !

,

!

时!可得交流电网侧的有功功率变化量为!

"

!

!斜率

关系如图 3"P#所示!斜率为 +

3

$ 再根据有功功率?

直流电压的下垂控制特性可得直流电压变化量为

!

0

T'!

!斜率关系如图 3"S#所示!斜率为+

;

,!!.

$ 因

=6>?@=A>互联系统中的各节点直流电压近似相

等!=6>?@=A>系统中送受端直流电压是同升同降

且保持幅度一致!则直流电压变化量 !

0

T'9

等于

!

0

T'!

$ 根据电压?有功功率的斜率特性关系!直流

电压变化量 !

0

T'9

可转换成有功功率变化量 !

"

9

$

为了避免控制器的频繁切换操作和静态波动的干

4 徐晓颖 等*带频率?电压死区的=6>?@=A>系统一次调频控制策略



扰!在0

T'9

8"斜率特性中设置了上下限动作值!分别

为0

T'9!1

和0

T'9!%

!斜率关系如图 3"'#所示!斜率为

+

!

$ 有功输出量!

"

9

可由风机端转子动能来转换!

转换公式如下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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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0

为转动惯量+

!

"

!

!

9

分别为转子初始和当

前转速$ 风电机群可根据风机转速来调整风机端

频率大小!文中风机端频率指的是风机转速频率$

将风电机群等效为同步发电机!根据发电机功率?频

率静态特性曲线可由 !

"

9

得频率变化量 !

,

9

!也在

,

9

8"斜率特性中设置了上下限动作值分别为 ,

9!1

和

,

9!%

!斜率关系如图 3"T#所示!斜率为+

9

$

图B"斜率特性

)*+$B"'25547-.2.7812*C8*7

综上所述!可实现风机群通过 =6>?@=A>系统

参与系统侧交流电网的频率调整$ 风机释放转子

动能来支持交流电网调频!当风机转子减速后!转

子会吸收有功功率迅速恢复到原转速$ 但风机转

子中的动能是有限的!当系统发生较大扰动时!转

子动能将会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

死区限值的选取决定控制器的动态响应性能$

若取值过小!则控制器的响应度很高!即太过灵敏

使得控制器的稳定性能降低+若取值过大!则控制

器的响应度很低!即控制器的动态响应比较迟缓$

根据我国风电并网的技术标准!允许风机频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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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为波动幅率!是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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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频率参考值$ 频率死区上下限动作值可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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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0

T'9

8"斜率特性!根据 =6>?@=A>系统传

输功率的极限范围可求出直流电压正常波动范围

的死区最值设置为*

0

T'NPe

$

2

T'NPe

/

T'

%

0

T'!)&W

0

T'N*.

$

2

T'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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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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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2

T'NPe

! 2

T'N*.

分别为换流站允许通过的最大和

最小电流值+ /

T'

为直流线路的电阻值$

允许系统侧交流电网频率变化!

,

!

"

,

&

$

,

)&W

!

$

,

)&W

. !其中 $为波动幅率!是常数$

当系统交流侧的频率未超过动作死区门槛且

没有超过控制器频率死区门槛时!可以保持 =6>?

@=A>系统的输送功率不变!风电机群转子储存部

分有功或具备加速潜力!在大电网端频率偏差较大

时可以参与频率调整$ 即* 0

T'9

8"斜率特性的死区

上下限动作值可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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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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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6>9换流站采用带频率?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

有功控制器!结构如图 ; 所示!=6>! 换流站采用定

直流电压控制器结构如图 # 所示
,!3.

$ 为避免系统

直流电压超过极限值!在定直流电压控制器中也引

入了限幅环节$

图E"带频率Q电压死区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器

)*+$E"I78*>145@1275/825==12@*8-

921F:1/7?Q>5=8.+131.3S5/1

图G"定直流电压控制器

)*+$G"'(>5=8.+175/825==12

图 ;和图 # 所示控制器的数学模型如式"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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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0

T'9

#

!

!

0

T'!

#

为改进控制器后的直流电压变

"9



量+0

T'9!&)

!0

T'!!&)

为电压偏差量!在稳态时其值可看

作为 "+

!

,

9

#

为送端带频死区控制后的频率偏差+

!

,

!

为受端频率偏差$

含新能源接入的两端 =6>?@=A>互联系统拓

扑和控制策略如图 G所示$ 风速变化引起新能源端

的频率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新能源端的有功出力发

生变化$ 如果此刻系统侧交流电网频率偏差较小!

柔性直流输出端出力可保持不变!将部分动能储备

在风机转子中留以备用$ 如果系统侧交流电网频

率偏差超过柔直频率响应死区门槛!通过对应增加

或减少送出的有功功率!与之对应的送端风电机群

将自动调整转子转速释放或增加动能!最终实现柔

性直流系统参与系统一次调频$

图H"AD(QRA'(系统控制原理

)*+$H"(5/825=C7-1<.8*7 3*.+2.<59AD(QRA'(C?C81<

B"仿真分析

为验证文中所提控制策略的有效性!在仿真软

件+6>KAE$J0A>平台上搭建图 9 所示的含新能

源接入的两端=6>?@=A>互联系统$ =6>9 采用文

中所提的带频率?电压死区的电压控制!=6>! 采用

定直流电压控制!系统部分参数见表 9$ 风电场额

定容量 9#" JZ!额定风速 9! NER!直流电压波动极

限值取0

T'!)&W

的U9":!换流站的损耗率约为 9C#:!

根据式"D#计算得到电压死区上下限动作值近似为

0

T'9!1

$

!"! V=!0

T'9!%

$

94D V=$

表#"部分系统参数

&.0=1#"N.28C 598-1C?C81<4.2.<1812C

参数 数值

直流电容值4E

#

H 9 """

换流站额定容量"

)

EJZ

!""

直流线路的电阻值/

T'

E

$

"C#"

联结变压器变比; 99" V=E9"" V=

正负极直流电压指令值0

T'!)&W

EV=

!""

交流系统额定频率E@Y G"

+

9

!+

!

!+

3

!+

;

[

!"!"C#!9!

[

;"

B$#"风机旋转储能存储

初始状态下!假设风电机群风速为 9" NER!在

3 R时刻引入风速为 99 NER持续时间为 9" R的阵

风!在 9D R时刻风速由 9" NER经过 ; R上升到额定

风速 9! NER$ 交流大电网处于稳定状态$ 图 < 为

当风速变化时风机转子储能的仿真图$

图K"风速变化下的仿真结果

)*+$K"D*<:=.8*5/21C:=8C :/312@*/3C41137-./+1

在风速发生变化前!交流电网接受的有功功率

初始值为 9!G JZ$ 风速变化曲线如图 <"P#所示!

在.

k

3 R时引入阵风!风速变大!风机的有功出力将

会增大!如图 <"S#所示$ 传统策略下风机输出的有

功值为 9;" JZ!这对交流电网而言是一个较大的

扰动!风机输出功率波动将会对影响交流电网频率

的稳定性$ 若采用文中设计的带频率?电压死区的

换流站端有功控制策略!风机输出的有功值降低为

93# JZ$ 风机端频率如图 <"'#所示!会上升超过

死区限值来使得风机的输出功率降低$ 根据式"##

风机可将这 # JZ有功功率转化成转子动能储存在

转子中!作为能量储备$ 在 .

k

D R时!阵风慢慢消

失!风机的有功出力逐渐降低至稳定 93" JZ$ 在

.

k

9D R时!风速逐渐上升到额定风速!风电机群可

将多余的 G JZ有功功率转化成转子动能储存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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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 此算例可说明文中提出的带频率?电压死区

的换流站端有功控制策略能够保持风电端送出功

率的稳定!减少风机功率波动对电网频率的影响!

还可将部分功率储存在风机转子中!在必要时辅助

电网频率调整来减轻交流电网的调频压力$

B$;"风机旋转储能参与受端电网一次调频

初始状态下!风电机群在 9" NER风速下运行!

输出有功值在 93" JZ左右+交流侧电网发生频率

波动!波动门槛超过频率动作门槛"例如 "C"# @Y#$

图 D为风机参与交流电网调频的仿真图$

图M"风机参与交流电网调频的仿真结果

)*+$M"D*<:=.8*5/21C:=8C :/312@*/34.28*7*4.8*/+

*/921F:1/7? <53:=.8*5/59I(45@12/18@52T

由图 D"P#可知!在 .

k

; R时!交流电网频率突

然降低至 #4C<< @Y!需立即增大风机送出端有功功

率!此时的风速条件并不能使得风机端输出的有功

值增加!如图 D"'#所示!在传统策略下电机端仍保

持 93" JZ!不能响应交流电网的调频$ 若采用文

中所提的控制策略!风机转子减速!使得风机转子

储存的能量参与电网频率调整!能够在 # R内辅助

交流系统端频率回复到稳定状态!即图 D"P#中红色

曲线$ 同理!在.

k

!3 R时!交流电网频率突然升高

至 G"C!! @Y!需立即减小有功出力$ 在此过程中!可

将部分功率储存在风机转子中!能够在必要时辅助

电网频率调整$ 此算例结果说明!文中控制策略能

够使风电场通过=6>接入电网后能更灵活%高效地

参与交流电网端频率控制$

E"结语

针对含新能源接入的两端 =6>?@=A>互联系

统!提出了一种带频率?电压死区的有功控制策略$

该策略充分利用了风机转子中的动能储备!通过控

制送出端功率变化!间接改变风机转速!实现 =6>?

@=A>互联系统参与交流电网的频率调整$ 与常规

控制策略相比!文中控制策略的优点如下*

"9# 能减少因风速变化对 =6>?@=A>送出功

率变化给交流大电网带来的影响+

"!# 通过带频率?电压死区!能将部分有功储存

在风机转子中!通过 =6>?@=A>系统使风电场群整

体参与电网的频率控制!辅助交流电网进行频率控

制!而且控制速率%精度都远比风电场单独参与频

率控制要好$

最后!在+6>KAE$J0A>环境下的仿真验证了

文中所提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55本文得到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项

目'特高压柔性直流有功自动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资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9. 汤广福!贺之渊!庞辉C柔性直流输电工程技术研究%应用及

发展,b.C电力系统自动化!!"93!3<"9##*3?9;C

0Ka77OP./WO!@$f1*2OP.!+Ka7@O*CI&R&P)'1!P\\%*'P(*,.

P.T T&Q&%,\N&.(,W=6>?@=A>&./*.&&)*./(&'1.,%,/2,b.C

KO(,NP(*,. ,W$%&'()*'+,-&)62R(&NR!!"93!3<"9##*3?9;C

,!. 汤广福!罗湘!魏晓光C多端直流输电与直流电网技术,b.C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93!33"9"#*D?9<C

0Ka77OP./WO! d̀8L*P./!Z$BL*P,/OP./CJO%(*?(&)N*.P%@?

=A>P.T A>?/)*T (&'1.,%,/2,b.C+),'&&T*./R,W(1&>6$$!

!"93!33"9"#*D?9<C

,3. 蒋贤强!徐青山C考虑需求响应的交直流配网调度研究,b.C

电力需求侧管理!!"94!!9"!#*94?!3C

bBKa7L*P.X*P./!Ldh*./R1P.CI&R&P)'1 ,. K>EA>T*R()*?

SO(*,. .&(-,)V T*R\P('1*./',.R*T&)*./T&NP.T )&R\,.R&,b.C

+,-&)A&NP.T 6*T&JP.P/&N&.(!!"94!!9"!#*94?!3C

,;. 6KafBJ!>@KdA@dIBM!60IMK>7CB.&)(*P%)&R\,.R&W),N

,WWR1,)&-*.T WP)NR',..&'(&T (1),O/1 A>/)*TR,b.CB$$$

0)P.RP'(*,.R,. +,-&)62R(&NR!!"9#!3""3#*9#9D?9#!<C

!9



,#. 郭小江!马世英!申洪!等C大规模风电直流外送方案与系统

稳定控制策略,b.C电力系统自动化!!"9!!3G"9##*9"<?99#C

7d8L*P,F*P./!JK61*2*./! 6@$a@,./!&(P%C@=A>/)*T

',..&'(*,. R'1&N&RP.T R2R(&NR(PS*%*(2',.(),%R()P(&/*&RW,)

%P)/&?R'P%&-*.T \,-&),b.CKO(,NP(*,. ,W$%&'()*'+,-&)62R?

(&NR!!"9!!3G"9##*9"<?99#C

,G. 李程昊!詹鹏!文劲宇!等C适用于大规模风电并网的多端柔

性直流输电系统控制策略,b.C电力系统自动化!!"9#!34

"99#*<?93C

B̀>1&./1P,!f@Ka+&./!Z$ab*.2O!&(P%CKNO%(*?(&)N*.P%

=6>?@=A>R2R(&N',.(),%R()P(&/2W,)%P)/&-*.T WP)NR*.(&/)P?

(*,.,b.CKO(,NP(*,. ,W$%&'()*'+,-&)62R(&NR!!"9#!34"99#*

<?93C

,<. K00cKKM0!@KI0l8+H0C>,.(),%P.T XOP.(*W*'P(*,. ,WV*?

.&(*'&.&)/2)&%&PR&T S2-*.T WP)NRTO)*./\,-&)R2R(&NW)&?

XO&.'2T),\R,b.CB$0I&.&-PS%&+,-&)7&.&)P(*,.!!"93!<

"3#* !9"?!!;C

,D. 徐经民!徐在德!童超C基于模糊下垂控制的 =6>?@=A>交

直流系统潮流计算方法,b.C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94!;<

"!"#*#"?#<C

Ldb*./N*.!LdfP*T&!08a7>1P,C+,-&)W%,-P%/,)*(1NW,)

=6>?@=A>K>EA>R2R(&N SPR&T ,. WOYY2T),\ ',.(),%,b.C

+,-&)62R(&N+),(&'(*,. P.T >,.(),%!!"94!;<"!"#*#"?#<C

,4. 李少林!秦世耀!王瑞明!等C大容量双馈风电机组虚拟惯量

调频技术,b.C电力自动化设备!!"9D!3D";#*9;#?9#"!9#GC

B̀61P,%*.!hBa61*2P,!ZKa7IO*N*./!&(P%C>,.(),%R()P(&/2

,WQ*)(OP%*.&)(*PW)&XO&.'2)&/O%P(*,. W,)%P)/&'P\P'*(2AHB7?

SPR&T -*.T (O)S*.&,b.C$%&'()*'+,-&)KO(,NP(*,. $XO*\N&.(!

!"9D!3D";#*9;#?9#"!9#GC

,9". 董云龙!包海龙!田杰!等C柔性直流输电控制及保护系统

,b.C电力系统自动化!!"99!3#"94#*D4?4!C

A8a7cO.%,./!MK8@P*%,./!0BKab*&!&(P%C>,.(),%P.T

\),(&'(*,. R2R(&NW,)=6>?@=A>,b.CKO(,NP(*,. ,W$%&'()*'

+,-&)62R(&NR!!"99!3#"94#*D4?4!C

,99. 朱瑞可!王渝红!李兴源!等C用于 =6>?@=A>互联系统的

附加频率控制策略,b.C电力系统自动化!!"9;! 3D"9G#*

D9?D<C

f@dIO*V&!ZKa7cO1,./! B̀L*./2OP.!&(P%CK. PTT*(*,.P%

W)&XO&.'2',.(),%R()P(&/2W,)*.(&)',..&'(&T R2R(&NR(1),O/1

=6>?@=A>,b.CKO(,NP(*,. ,W$%&'()*'+,-&)62R(&NR!!"9;!

3D"9G#*D9?D<C

,9!. 于小艳!李国宁C基于 =6>?@=A>并网的光伏电站启动控

制及优化方法的研究,b.C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9D!;G

"!9#*##?G!C

cdL*P,2P.! B̀7O,.*./CI&R&P)'1 ,. R(P)(*./',.(),%P.T ,\?

(*N*YP(*,. N&(1,T ,W+=\,-&)R(P(*,. SPR&T ,. =6>?@=A>

/)*T ',..&'(*,. ,b.C+,-&)62R(&N +),(&'(*,. P.T >,.(),%!

!"9D!;G"!9#*##?G!C

,93. 李祝昆!朱益华!徐海波!等C适应安全稳定控制的双端柔

性直流输电系统故障闭锁判据研究,b.C电力系统保护与

控制!!"9D!;G"99#*9;#?9##C

B̀f1OVO.!f@dc*1OP!Ld@P*S,!&(P%CI&R&P)'1 ,. WPO%(

S%,'V*./')*(&)*P,W(-,?(&)N*.P%=6>?@=A> ()P.RN*RR*,.

R2R(&NPTP\(*./(,RPW&(2P.T R(PS*%*(2',.(),%,b.C+,-&)

62R(&N+),(&'(*,. P.T >,.(),%!!"9D!;G"99#*9;#?9##C

,9;. 陈实!朱瑞可!李兴源!等C基于 =6>?J0A>的风电场并网

控制策略研究,b.C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9;!;G

"!#*9;<?9#!C

>@$a61*!f@dIO*V&! B̀L*./2OP.!&(P%CI&R&P)'1 ,. ',.?

(),%R()P(&/2W,)*.(&)',..&'(*,. ,W-*.T WP)NRS2=6>?J0A>

,b.Cb,O).P%,W6*'1OP. d.*Q&)R*(2"$./*.&&)*./6'*&.'&$T*?

(*,.#!!"9;!;G"!#*9;<?9#!C

,9#. 朱瑞可!李兴源!应大力C=6>?J0A>互联系统频率稳定控

制策略,b.C电网技术!!"9;!3D"9"#*!<!4?!<3;C

f@dIO*V&! B̀L*./2OP.!cBa7AP%*CKW)&XO&.'2R(PS*%*(2

',.(),%R()P(&/2W,)*.(&)',..&'(&T =6>?J0A> ()P.RN*RR*,.

R2R(&N, b.C+,-&)62R(&N 0&'1.,%,/2! !"9;! 3D " 9" #*

!<!4?!<3;C

,9G. 朱瑞可!王渝红!李兴源!等C=6>?J0A>系统直流电压自

适应斜率控制策略,b.C电力系统自动化!!"9#!34";#*

G3?GDC

f@dIO*V&!ZKa7cO1,./! B̀L*./2OP.!&(P%CK. PTP\(*Q&

A>Q,%(P/&T),,\ ',.(),%R()P(&/2W,)(1&=6>?J0A>R2R(&N

,b.CKO(,NP(*,. ,W$%&'()*'+,-&)62R(&NR! !"9#! 34 " ;#*

G3?GDC

,9<. ZKa7I!>@$a !̀f@$a70!&(P%C=67?SPR&T PTP\(*Q&

T),,\ ',.(),%W,)W)&XO&.'2P.T P'(*Q&\,-&))&/O%P(*,. *. (1&

J0A>R2R(&N,b.C>6$$b,O).P%,W+,-&)m$.&)/262R(&NR!

!"9<!3"3#*!G"?!GD<C

,9D. 徐进!金逸!胡从川!等C适用于海上风电并网的多端柔性

直流系统自适应下垂控制研究,b.C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

!"9D!;G";#*<D?D#C

Ldb*.!bBac*!@d>,./'1OP.!&(P%CA>Q,%(P/&PTP\(*Q&

T),,\ ',.(),%,WNO%(*?(&)N*.P%=6>?@=A>R2R(&NW,),WWR1,)&

-*.T WP)NR*.(&/)P(*,.,b.C+,-&)62R(&N+),(&'(*,. P.T >,.?

(),%!!"9D!;G";#*<D?D#C

,94. 张谦!蒋永梅!丁敏!等C双馈风电机组高电压穿越协调控

制策略,b.C浙江电力!!"94!3D"!#*#<?G9C

f@Ka7h*P.!bBKa7c,./N&*!ABa7J*.!&(P%CK',,)T*.P?

(&T ',.(),%R()P(&/2W,)1*/1 Q,%(P/&)*T&?(1),O/1 ,WT,OS%2?W&T

*.TO'(*,. /&.&)P(,),b.Cf1&F*P./$%&'()*'+,-&)! !"94! 3D

"!#*#<?G9C

,!". 廖勇!王国栋C双馈风电场的柔性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控制

,b.C中国电机工程学报!!"9!!3!"!D#*<?9#C

B̀K8c,./!ZKa77O,T,./C=6>?@=A>R2R(&N',.(),%W,)

/)*T?',..&'(*,. ,WABH7-*.T WP)NR,b.C+),'&&T*./R,W(1&

>6$$!!"9!!3!"!D#*<?9#C

,!9. 田汝冰!叶鹏!朱钰!等C双馈风电机组参与电网一次调频

的控制策略,b.C东北电力技术!!"9;!3#"D#*9?#C

0BKaIOS*./!c$+&./!f@dcO!&(P%C>,.(),%R()P(&/2R(OT2

,WAHB7-*.T (O)S*.&W,)(1&\P)(*'*\P(*,. ,WR2R(&N\)*NP)2

W)&XO&.'2)&/O%P(*,.,b.Ca,)(1&PR($%&'()*'+,-&)0&'1.,%,?

/2!!"9;!3#"D#*9?#C

,!!. 田园园!廖清芬!刘涤尘!等C基于 =6>?@=A>的风电分散

39 徐晓颖 等*带频率?电压死区的=6>?@=A>系统一次调频控制策略



并网下垂控制策略,b.C电力系统自动化! !"9G!;""3#*

9"3?9"4C

0BKacOP.2OP.! B̀K8h*./W&.! B̀dA*'1&.!&(P%CA),,\ ',.?

(),%R()P(&/2W,)-*.T \,-&)T&'&.()P%*Y&T *.(&/)P(*,. SPR&T ,.

=6>?@=A>R2R(&NR,b.CKO(,NP(*,. ,W$%&'()*'+,-&)62R?

(&NR!!"9G!;""3#*9"3?9"4C

,!3. 任敬国!李可军!刘合金!等C基于改进定有功功率控制特

性的 =6>?J0A>系统仿真,b.C电力系统自动化!!"93!3<

"9##*933?934C

I$ab*.//O,! B̀l&FO.! B̀d@&F*.!&(P%C>,,)T*.P(&T ',.(),%

R()P(&/2,W=6>?J0A>R2R(&NSPR&T ,. *N\),Q&T A>Q,%(P/&?

P'(*Q&\,-&)'1P)P'(&)*R(*',b.CKO(,NP(*,. ,W$%&'()*'+,-&)

62R(&NR!!"93!3<"9##*933?934C

作者简介*

徐晓颖

55徐晓颖"944;#!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含新能源接入的柔性直流电网的频率控制"$?

NP*%*9D!#!"343#!i9G3C',N#+

吴继平"94D;#!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

事电力系统自动发电控制%新能源发电控制相

关工作+

滕贤亮"94<D#!男!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从事电网调度自动化%新能源运行控制

相关工作$

@#"6&#- (#)*%)+,- 6.0%'&$".+,.+$#.'/$#&$)1- (.#!:;2<!=;

/-/$)63"$9(#)*%)+,-27.'$&1)0)&0A.+)

LdL*P,2*./

9!!

! Zdb*\*./

!!3

! 0$a7L*P.%*P./

!!3

! >@$ah*P.

9

! cdb*&

;

! ABa7h*P

!!3

"9C>,%%&/&,W$.&)/2P.T $%&'()*'P%$./*.&&)*./!@,1P*d.*Q&)R*(2!aP.F*./!999""!>1*.P+

!CaKIB7),O\"6(P(&7)*T $%&'()*'+,-&)I&R&P)'1 B.R(*(O(&#>,C! (̀TC!aP.F*./!999"G!>1*.P+

3C6(P(&l&2̀ PS,)P(,)2,W6NP)(7)*T +),(&'(*,. P.T 8\&)P(*,. >,.(),%!aKIB7),O\ >,C! (̀TC!aP.F*./!999"G!>1*.P+

;C>,%%&/&,W$%&'()*'P%$./*.&&)*./!6,O(1&PR(d.*Q&)R*(2!aP.F*./!9""4G!>1*.P#

>4/$#&,$*B. ,)T&)(,NPV&(1&.&-&.&)/2(&)N*.P%,WQ,%(P/&R,O)'&',.Q&)(&)SPR&T 1*/1 Q,%(P/&T*)&'('O))&.("=6>?@=A>#

*.(&)',..&'(&T R2R(&N-*(1 .&-&.&)/2P''&RR\P)(*'*\P(&*. (1&W)&XO&.'2PTFOR(N&.(,WK>.&(-,)V PRP-1,%&! P. P'(*Q&

\,-&)',.(),%R()P(&/2W,)(1&',.Q&)(&)R(P(*,. (&)N*.P%-*(1 W)&XO&.'2?Q,%(P/&T&PT Y,.&*R\),\,R&TC01*RR()P(&/2OR*./

W)&XO&.'2?Q,%(P/&T&PT?Y,.&%*N*(P.T )&P%?(*N&',.(),%,W(1&,O(\O(\,-&),W=6>?@=A>CZ1&. (1&W)&XO&.'2,WK>.&(-,)V

'1P./&R,. (1&R2R(&NR*T&! (1&V*.&(*'&.&)/2)&R&)Q&,W(1&-*.T ),(,)*.')&PR&R,)T&')&PR&R(1&P'(*Q&,O(\O(*. PR1,)((*N&!

R,(1P((1&R\&&T ,W(1&-*.T 0O)S*.&T&')&PR&R,)*.')&PR&RCM2*.')&PR*./E)&TO'*./(1&V*.&(*'&.&)/2)&R&)Q&*. (1&),(,),W

(1&-*.T N,(,)! (1&O.SP%P.'&T P'(*Q&\,-&)P((1&K>R2R(&N (&)N*.P%'P. S&P%%&Q*P(&T! (1),O/1 (1&=6>?@=A>

*.(&)',..&'(&T R2R(&N(,NPV&W)&XO&.'2)&R\,.R&(,\P)(*'*\P(&*. W)&XO&.'2N,TO%P(*,.CH*.P%%2! R*NO%P(*,.R-*(1 +6>KAE

$J0A>Q&)*W2(1P((1&\),\,R&T ',.(),%R()P(&/2*RPS%&(,&.1P.'&(1&W)&XO&.'2R(PS*%*(2,W(1&=6>?@=A>*.(&)',..&'(*,.

R2R(&N-*(1 .&-&.&)/2P''&RRC

?)-3.#0/*-*.T (O)S*.&R+Q,%(P/&R,O)'&',.Q&)(&)SPR&T 1*/1 Q,%(P/&T*)&'('O))&.("=6>?@=A>#+),(P(*,. &.&)/2R(,)P/&+\)*?

NP)2W)&XO&.'2N,TO%P(*,.+W)&XO&.'2?Q,%(P/&T&PT?Y,.&

"编辑5钱悦#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