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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特约主编 王秀丽，女，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研究领

域包括电力系统规划、电力市场、电力系统可靠性和新型输电方式等。担任中国电

机工程学会能源系统专委会委员，３个省级电力公司科技委员会委员等学术组织职
务。任《ＣＳＥ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等 ＳＣＩ、中文核心期刊编委。近５年来，
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项，参与２项，完成电力系统优化运行及
新型输电方式的课题３０余项。作为第一及第二获奖人获得省部级科研奖６项，发
表期刊论文１１０余篇，其中 ＥＳＩ（高被引论文）４篇，出版本科生教材 ３部（主编 １
部），均入选中国电力教育协会精品教材。

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
　　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过程中，电网“双高”特征日益凸显，各类逆变器并网后造成关键节点电压稳定性
下降，导致大容量直流设备换相失败风险加剧，受端系统韧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上被削弱。同时，大量电力电

子装置的低旋转惯量、弱抗扰动性和强耦合特性使得电网协同防控面临失效风险，电网重要节点断面故障

后有序恢复困难，亟须开展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研究。

为展示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电力工程技术》编辑部

开设了“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专题，本人有幸受邀担任专题主编。专题收到大

量具备理论创新与工程指导性的优质稿件，经同行评议、专家评定，最终选出７篇论文组成专题。
在改善系统动态韧性及振荡抑制技术方面，四川大学杜文娟等提出一种针对光伏场子系统的阻尼控制

器，将光伏场经柔直并网的闭环系统简化为仅考虑光伏场子系统的开环模型，不仅简化了设计模型，而且通

过破坏环节之间的强交互作用，消除了系统的振荡失稳风险。在高电力电子化系统电压稳定性提升技术方

面，山东大学赵玉静等采用谐波状态空间方法对考虑直流侧动态的跟网型变换器进行阻抗建模，揭示弱电

网条件对跟网型变换器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山东理工大学苏田田等为解决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中器件损耗

分布优化及电容电压纹波间的矛盾，提出基于二倍频环流及三次谐波电压注入的综合优化方法，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设备可靠性与设备的功率密度；中国矿业大学陈智勇等针对电网发生对称短路故障以及故障恢复

时产生的逆变器过流及输出功率不稳定等问题，提出基于相位与幅值补偿的虚拟同步发电机低电压穿越控

制策略，在实现低电压穿越的同时有效抑制过流的产生并且能够实现无功补偿。在电力系统多时间尺度韧

性评估及提升技术方面，新疆大学汝冬等提出一种改善惯性响应与一次调频的变系数风电全直流系统协调

控制策略，使风电全直流系统在不同频率响应阶段具备了不同的等效惯量，达到了抑制频率恶化、加快频率

稳定恢复的效果；河海大学阚骏等提出一种基于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的稳控系统动态可靠性评估方法，可

及时反映稳控系统运行状态和实时可靠性水平；南瑞集团周海锋等提出一种考虑新能源不确定性的调度计

划安全稳定校核方法，可有效提升高比例新能源电网调度计划安全稳定校核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本专题旨在展示面向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由

于专题论文数量限制以及发表时间的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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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谢有关专家学者对本专题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电力工程技术》编辑部为本专题的策划、组织

和出版所做的大量且细致的工作，最后也衷心希望本专题能够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为

面向高电力电子化系统风险协同防控及韧性提升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２０２４年５月于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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