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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电能质量扰动（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ＱＤｓ）识别模型参数量多和计算复杂
度较高的问题，文中提出了一种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ＮＮ）融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Ｎ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ＣａＴ）的轻量化ＰＱＤｓ识别模型。首先，利用深度可分离卷积初步提取扰动信号的局部特征；其次，提出一种
高效的软阈值模块，在不显著增加模型参数量与计算复杂度的同时减少特征中的噪声与冗余特征；然后，利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挖掘ＰＱＤｓ信号的全局特征；最后，通过池化层、线性层和 Ｓｏｆｔｍａｘ层完成 ＰＱＤｓ识别。仿真实验表
明，文中所提ＣａＴ模型在参数量和浮点运算数较少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完成 ＰＱＤｓ识别，对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准确率
高，具有良好的噪声鲁棒性。同时，得益于轻量化和端到端的模型设计，ＣａＴ模型相对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的推理
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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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为了实现碳减排，电力系统正逐步增加风能和

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并网设备；同时非线性设备，如

新能源汽车等，接入电网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这

些都导致电压、电流或频率突然偏离额定值的电能

质量扰动 （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ＰＱＤｓ）问题日
益突出［１７］。如果能够迅速、准确地识别 ＰＱＤｓ，及
时采取措施，可以减少电量损失。因此，ＰＱＤｓ的准
确识别与分类是电能质量治理的关键［８１０］。

大量学者对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传统的ＰＱＤｓ信号识别可以分为 ２个步骤：提
取ＰＱＤｓ信号的特征；构建分类器完成ＰＱＤｓ信号识
别。在提取信号特征时，通常使用信号分析方法，

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信号后，在时域和频域上进

行特征提取。常见的信号分析方法包括傅里叶变

换［１１］、Ｓ变换［１２］、小波变换［１３１４］和希尔伯特黄变
换［１５］等；然后利用人工先验知识选择重要的特征

组；最后将选择的特征组送入分类器学习各特征与

标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常用的分类器有支

持向量机［１６１７］、决策树［１８］和神经网络［１９２０］等。
!

但

上述方法需要人工确定特征组，检验人工经验的同

时无法捕捉扰动信号的深层次特征，在一定的情况

下适用性不强，造成分类准确率不高。

近年来，深度学习方法逐渐应用于 ＰＱＤｓ信号

识别。相比传统的人工选取特征的ＰＱＤｓ信号识别
方法，深度学习方法可以自适应学习扰动信号特

征，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传统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提取特
征值困难的问题。目前深度学习方法应用到 ＰＱＤｓ
信号识别领域主要可以分为２类。第一类为端到端
的深度学习模型，使用一维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或循环神经网络对原始
ＰＱＤｓ信号进行特征提取，并完成 ＰＱＤｓ信号的识
别。文献［２１］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ＤｅｅｐＣＮＮ）的ＰＱＤｓ识别方法，设计了一种由一维
卷积层、池化层和批归一化层组成的识别模型，但

上述模型缺少全局性的时序特征。文献［２２］提出
了一种ＣＮＮ和长短期记忆（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
ＬＳＴＭ）网络相结合的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方法，使用
ＬＳＴＭ提取扰动信号的时序特征，克服单一 ＣＮＮ模
型学习特征后缺少全局时序特征的问题，但 ＬＳＴＭ
存在参数过大且无法并行加速的问题［４］。第二类

为将ＰＱＤｓ信号识别问题转换为图片分类问题，利
用计算机视觉领域一些较为成熟的分类模型完成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文献［２３］运用距离矩阵挖掘
ＰＱＤｓ信号的递归特性，结合 ＣＮＮ与残差网络（ｒｅ
ｓｉｄｕ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ｓｎｅｔ）提取深度特征并完成信号识
别。文献［２４］提出一种结合格拉姆角场（Ｇｒａｍｉａｎ
ａｎｇｕｌａｒｆｉｅｌｄｓ，ＧＡＦ）和 Ｒｅｓｎｅｔ的 ＰＱＤｓ信号识别方
法，首先利用ＧＡＦ将时序信号映射为二维图像，然
后利用Ｒｅｓｎｅｔ完成特征提取和识别。上述方法将
时序信号转化为图片数据，不仅增加数据处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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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且需要更复杂的模型完成识别，导致模型参数

量、计算复杂度和推理时间增加，不利于将模型部

署到资源受限的环境下完成ＰＱＤｓ信号实时检测。
针对现有模型的参数量和计算复杂度较高的

问题，文中提出一种ＣＮＮ融合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ＮＮ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ＣａＴ）的轻量化 ＰＱＤｓ识别模型，在模型
各层中充分利用 ＣＮＮ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特征提取
的优 势。首 先 设 计 轻 量 化 的 ＣＮＮ 模 块 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然后通过堆叠 ＣＮＮ模块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使得模型既具有 ＣＮＮ的高效和轻
量化，又具有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强大的全局建模能
力，提升模型的识别能力。

１　ＣａＴ模型

ＣａＴ模型的具体结构如图１所示，其核心为文
中提出的 ＣＮＮ模块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其中 Ｃ１—
Ｃ３１为模型输出的各个标签的预测概率。首先利用
ＣＮＮ模块提取局部特征并对扰动信号进行下采样，
减少信号序列的长度。同时由于 ＣＮＮ模块中加入
了高效软阈值模块，可在不显著增加模块整体参数

量的同时，减少模型中的冗余特征与噪声。然后通

过级联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捕获信号各个时间点的
相关性以获取扰动信号的全局特征。最后利用池

化层完成特征的最终融合与降维，并由线性层与

Ｓｏｆｔｍａｘ层完成ＰＱＤｓ的识别。

图１　ＣａＴ模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Ｔｍｏｄｅｌ

１．１　ＣＮＮ模块
ＣＮＮ模块由深度可分离卷积［２５２６］和文中提出

的高效软阈值模块构成，其具体结构如图２所示。
ＣＮＮ模块利用深度可分离卷积提取信号的局

部特征，相比传统卷积可大大减少参数量与计算复

杂度，实现ＣＮＮ模块的轻量化。在提取特征时嵌入
文中提出的高效软阈值模块，进一步减少特征中的

噪声与冗余特征，提升模型的抗噪能力。

图２　ＣＮＮ模块
Ｆｉｇ．２　ＣＮＮｂｌｏｃｋ

１．１．１　深度可分离卷积
深度可分离卷积能够在不显著降低性能的前

提下，有效减少模型的参数量和计算复杂度，实现

模型的轻量化。深度可分离卷积可拆分为２种卷积
过程：逐深度卷积和逐点卷积，其运算过程如图３和
图４所示。

图３　逐深度卷积
Ｆｉｇ．３　Ｄｅｐｔｈｗｉｓ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４　逐点卷积
Ｆｉｇ．４　Ｐｏｉｎｔｗｉｓｅ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图３中，逐深度卷积的计算次数为：
Ｐｄｗ＝ＬＫＣｉｎ （１）

式中：Ｌ为输入张量的长度；Ｋ为卷积核的大小；Ｃｉｎ
为输入张量的通道数。

图４中，逐点卷积的计算次数为：
Ｐｐｗ＝ＬＣｉｎＣｏｕｔ （２）

式中：Ｃｏｕｔ为输出张量的通道数。
普通卷积的计算次数为：

Ｐ＝ＬＫＣｉｎＣｏｕ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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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深度可分离卷积与普通卷积的计算次数之

比为：

Ｐｄｗ＋Ｐｐｗ
Ｐ

＝ １
Ｃｏｕｔ
＋１
Ｋ

（４）

因此，当输出通道数或者卷积核大小较大时深

度可分离卷积能够显著减少计算次数。同时深度

可分离卷积能显著减少参数量，图３中逐深度卷积
的参数量Ｎｄｗ如式（５）所示，图４中逐点卷积的参数
量Ｎｐｗ如式（６）所示，普通卷积的参数量 Ｎ如式（７）
所示，参数量之比如式（８）所示，可见在通道数或卷
积核大小较大时深度可分离卷积能够显著减少模

型的参数量。

Ｎｄｗ＝ＫＣｉｎ （５）
Ｎｐｗ＝ＣｉｎＣｏｕｔ （６）
Ｎ＝ＫＣｉｎＣｏｕｔ （７）

Ｎｐｗ＋Ｎｄｗ
Ｎ

＝ １
Ｃｏｕｔ
＋１
Ｋ

（８）

１．１．２　高效软阈值模块
软阈值能够有效地抑制特征量中的噪声，进而

提升模型在噪声条件下的性能表现。其中软阈值

函数的表达式为：

ｙ＝
ｘ－τ　ｘ＞τ
０　 －τ≤ｘ≤τ
ｘ＋τ　ｘ＜－τ{ （９）

式中：ｘ为输入特征量；ｙ为阈值化后的特征量；τ为
阈值，是一个恒正数。式（９）可将阈值范围内的特
征量置０，并将其他的特征量也朝着０“收缩”。

阈值的选择至关重要，传统的通道独立软阈值

模块［２７２８］通过通道注意力机制确定阈值，但多层线

性层的使用会导致在通道数过多时，模型的参数量

与计算复杂度增大，不利于模型的轻量化。为此文

中提出一种高效软阈值模块，使用高效通道注意力

机制确定软阈值函数的阈值，减少模块的参数量与

计算复杂度，２种软阈值模块的对比如图５所示。
图５中传统通道软阈值模块首先对输入量取绝

对值，然后通过平均池化层将二维特征张量转换成

长度为通道数Ｃ的一维张量，具体表达式为：

ｖｍ＝
１
Ｌ∑

Ｌ

ｉ＝１
ｘｉ （１０）

式中：ｖｍ为一维张量中第 ｍ个通道；ｘｉ为 Ｆｍ中的
第ｉ个元素，Ｆｍ为二维张量中第ｍ个通道。

通过２层线性层获得阈值，具体表达式为：
τ＝ｖδ（Ｗ２σ（ｖＷ１） （１１）

σ（ｘ）＝
ｘ　ｘ≥０
０　ｘ＜０{ （１２）

图５　软阈值模块
Ｆｉｇ．５　Ｓｏｆ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ｂｌｏｃｋ

δ（ｘ）＝
１

１＋ｅ－ｘ
（１３）

式中：ｖ为平均池化后的一维张量；σ为 Ｓｉｇｍｏｉｄ函
数；δ为 ＲｅＬＵ函数；ｘ为二维张量中元素；Ｗ１、Ｗ２
分别为第１个线性层和第２个线性层的权重参数，
其参数量大小为Ｃ×Ｃ。当输入特征张量的通道数
变大时，其参数量也将平方增大，不利于模块的轻

量化。文中提出使用卷积层确定阈值，其表达式为：

τ＝ｖδ（ｆｃｏｎｖ（ｖ）） （１４）
式中：ｆｃｏｎｖ为卷积运算。

高效软阈值模块中卷积层的卷积核大小为：

Ｋ＝
ｌｏｇ２Ｃ
γ
＋ｂ
γ ｏｄｄ

（１５）

式中：γ＝２；ｂ＝１； ｔｏｄｄ为最接近 ｔ的奇数。假设输
入通道数为Ｃ，则图５中传统通道软阈值模块的线
性层参数和计算次数均为 ２Ｃ２，而高效软阈值模块
中卷积层的卷积核大小为Ｋ，计算次数为Ｃ×Ｋ，若计
及ＲｅＬＵ激活函数，传统通道软阈值模块的计算复
杂度将更大，因此高效软阈值模块相比传统通道软

阈值模块在通道数较大时能够显著减少参数量与

计算复杂度。

１．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
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为串行结构。这是因为文

献［２９］指出模型的分支结构会降低模型的并行度，
造成推理时间的增加。同时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的参
数量和计算复杂度会随着时间序列长度的增加而

大大增加，而串行结构可利用ＣＮＮ模块对时间序列
的编码及下采样，降低时间序列的长度，从而降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 块 的 参 数 量 和 计 算 复 杂 度。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 块 的 具 体 结 构 如 图 ６所 示。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首先对 ＣＮＮ模块的输出张量进行
变换，以通道数作为时间序列每个时间点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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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对于输入数据的要求，然后将
转置后的张量输入到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中提取全局
特征，并利用卷积层实现全局特征和原始局部特征

的融合。其总体数学模型为：

ｘｏｕｔｐｕｔ＝ｆｒｅ（ｆｃｏｎｖ（ｘｉｎｐｕｔ＋ｆｔｒａｎｓ（ｆｒｅ（ｘｉｎｐｕｔ）））） （１６）
式中：ｘｏｕｔｐｕｔ为模块输出的张量；ｆｒｅ为张量转置操作；
ｆｔｒａｎｓ为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的一系列运算；ｘｉｎｐｕｔ为模块
输入的张量；＋表示连接操作。

图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ｂｌｏｃｋ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的具体结构如图７所示。其主
要由自注意力机制、层归一化、残差连接和多层感

知机构成。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的核心是自注意力机
制，通过自注意力机制对输入特征进行全局编码，

使得模型能够完成全局特征的建模；而多层感知机

的引入可以使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具有更强大的非
线性特征提取能力；残差连接使得映射函数在模型

层数增多时更加容易被拟合，大大缓解模型层数增

加时的梯度消失和梯度爆炸问题；层归一化对特征

进行归一化，加快模型的收敛速度。

其中核心的自注意力机制的数学表达式为：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Ｑ，Ｋ，Ｖ）＝Ｓｏｆｔｍａｘ
ＱＫＴ

ｄ槡 ｋ
( ) Ｖ

Ｓｏｆｔｍａｘ（ｘｉ）＝
ｅｘｉ

∑
ｄｋ

ｉ＝１
ｅｘｉ

（１７）

式中：Ｑ、Ｋ、Ｖ为输入张量的查询、键值、幅值线性映
射矩阵；ｄｋ为缩放因子，用于稳定梯度，取 Ｑ、Ｋ的
维度。首先Ｑ和 Ｋ进行点积操作，得到相似度；再

进行缩放操作，除以 ｄ槡 ｋ，保持梯度的稳定；然后使

用Ｓｏｆｔｍａｘ操作进行归一化，得到权重矩阵；最后将
权重矩阵与Ｖ点积，进行加权求和，得到最终结果。
１．３　ＰＱＤｓ识别流程

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为端到端的 ＰＱＤｓ识别模
型，将原始ＰＱＤｓ信号输入到模型后，模型可自适应

图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型结构
Ｆｉｇ．７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的进行特征提取完成 ＰＱＤｓ分类，其训练应用流程
如图８所示，主要步骤如下。

图８　ＰＱＤｓ识别的ＣａＴ模型流程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ＣａＴｍｏｄｅｌ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采集或生成ＰＱＤｓ信号，划分训练集、验证
集和测试集。

（２）利用训练集和验证集协同训练 ＣａＴ模型。
其主要过程如下：

① 首先将训练集数据 ＰＱＤｓ信号输入 ＣａＴ模
型进行前向传播，利用卷积层提取浅层次特征，并

将ＰＱＤｓ信号转换为多元信号，再将其输入 ＣＮＮ模
块，提取深层次局部特征；然后使用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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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局特征进行编码，并完成局部和全局特征的融

合；最后将提取到的特征输入至平均池化层、线性

层和Ｓｏｆｔｍａｘ层获取预测概率。
② 使用预测概率和真实标签计算损失值，并且

进行反向传播，调整 ＣａＴ模型的权重参数，使得模
型能够自适应调整提取到的特征，提升模型的识别

准确率。

③ 使用迭代得到的 ＣａＴ模型计算验证集的准
确率，若准确率高于上次保存的模型，则保存本次

得到的模型，反之则使用训练集进行下一次迭代。

若超过最大迭代次数或者验证集准确率超过２０次
没有上升，则停止训练，并保存得到的最终模型。

（３）使用训练得到的最终模型计算测试集的准
确率，评估最后得到的ＣａＴ模型。

２　算例分析

２．１　ＰＱＤｓ数据集
参考文献［３０３１］的ＰＱＤｓ模型，通过仿真生成

３１种扰动信号，其具体类型如表 １所示。ＰＱＤｓ信
号的基波频率设置为５０Ｈｚ，采样频率为５０００Ｈｚ。
每种扰动生成了１２００条数据，每种扰动按照８∶２∶２
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训练集每

类扰动８００条数据，验证集和测试集每类扰动 ２００
条数据。为了测试模型对于噪声的鲁棒性，在数据

集中分别增加４０、３０、２０ｄＢ的高斯白噪声，得到了
不同噪声等级下的 ＰＱＤｓ数据集，并对各个噪声等
级的数据集都进行分类训练。

表１　ＰＱＤｓ类型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ＱＤｓｔｙｐｅｓ

编号 扰动类型 编号 扰动类型

Ｃ１ 正常 Ｃ１７ 暂升＋切口

Ｃ２ 暂降 Ｃ１８ 暂升＋闪变

Ｃ３ 暂升 Ｃ１９ 暂升＋谐波

Ｃ４ 中断 Ｃ２０ 中断＋振荡

Ｃ５ 振荡 Ｃ２１ 中断＋冲击

Ｃ６ 冲击 Ｃ２２ 中断＋切口

Ｃ７ 切口 Ｃ２３ 中断＋闪变

Ｃ８ 闪变 Ｃ２４ 中断＋谐波

Ｃ９ 谐波 Ｃ２５ 振荡＋闪变

Ｃ１０ 暂降＋振荡 Ｃ２６ 振荡＋谐波

Ｃ１１ 暂降＋冲击 Ｃ２７ 冲击＋闪变

Ｃ１２ 暂降＋切口 Ｃ２８ 冲击＋谐波

Ｃ１３ 暂降＋闪变 Ｃ２９ 切口＋闪变

Ｃ１４ 暂降＋谐波 Ｃ３０ 切口＋谐波

Ｃ１５ 暂升＋振荡 Ｃ３１ 闪变＋谐波

Ｃ１６ 暂升＋冲击

２．２　模型训练与网络参数
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均使

用Ｐｙｔｏｒｃｈ框架搭建，训练环境的具体参数如表２所
示。在训练时设置最大迭代次数为１００次，优化器
选择Ａｄａｍ，初始学习率为０．０１，设置学习率衰减策
略和早停机制为当验证集的准确率迭代５次没有上
升时，学习率按照０．５的比率衰减；当验证集的准确
率迭代２０次没有上升时停止训练，并保存最优模
型，损失函数采用交叉熵损失函数。

表２　硬件型号及软件版本
Ｔａｂｌｅ２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硬件／软件 型号／版本

Ｐｙｔｏｒｃｈ ２．０．０

Ｐｙｔｈｏｎ ３．８

Ｃｕｄ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统一计算架构 １１．８

图像处理器 ＲＴＸ２０８０Ｔｉ１１ＧＢ

中央处理器 Ｘｅｏｎ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８２５５Ｃ

　　为了简化模型的参数设置，ＣａＴ模型中的 ＣＮＮ
模块若无残差连接，输出通道数相比输入通道数增

加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中的嵌入序列维度则为输入
通道数的２倍。因此，输入卷积层中的输出通道数
和 ＣａＴ模型卷积层中的卷积核大小将对整体模型
的性能及轻量化程度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验证

其影响，设置输入卷积层中的输入通道数为８，对比
卷积核大小分别为３、５、７、９时模型的参数量、浮点
运算数（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ＬＯＰｓ）和２０ｄＢ环
境下的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如表３所示。

表３　卷积核大小对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ＰＱＤｓ
识别准确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ｒｎｅｌｓｉｚｅ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ＦＬＯＰｓ，ａｎｄ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卷积核 参数量 ＦＬＯＰｓ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３ １０５１６ ２．３８０×１０６ ０．９２５８

５ １２２９２ ２．６５２×１０６ ０．９５７１

７ １４０６８ ２．９２４×１０６ ０．９６０８

９ １５８４４ ３．１９２×１０６ ０．９５４７

　　从表３可以看出，当卷积核大小为３时，其准确
率明显低于卷积核大小为５、７和９的情况。而在卷
积核大小为 ５、７和 ９时，模型的准确率差异较小。
然而，相较于卷积核为７和９，卷积核为５时在模型
参数量和ＦＬＯＰｓ方面更具优势。综合考虑，将卷积
核大小设置为 ５。设置卷积核大小为 ５不变，不同
模型通道数对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的影响如表４所示。

３７ 张彼德 等：基于ＣＮＮ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的轻量化电能质量扰动识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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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通道数对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ＰＱＤｓ
识别准确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ＦＬＯＰｓ，ａｎｄ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通道数 参数量 ＦＬＯＰｓ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４ ６４２６ １．３２２×１０６ ０．９３９０

８ １２２９２ ２．６５２×１０６ ０．９５７１

１２ ２００７６ ４．４６２×１０６ ０．９５５３

１６ ２９７８０ ６．７５１×１０６ ０．９５７６

　　由表４可知，当模型的起始通道数为４时，其准
确率比通道数为８、１２和１６时低较多。而在起始通
道数为８、１２和１６时，模型的准确率差异较小。同
时，起始通道数为 ８时，模型的参数量和 ＦＬＯＰｓ远
低于起始通道数为１２和１６时。综上，模型的起始
通道数选择为８。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的完整结构及
相关参数设置如表５所示。

表５　ＣａＴ模型相关参数设置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ａＴｍｏｄｅｌ

层名称
输出尺寸

通道数 序列长度
参数设置

输入卷积层 ８ １０００
Ｃｉｎ＝１、Ｃｏｕｔ＝８、
Ｋ＝５、ｓ＝１、ｐ＝２

ＣＮＮ模块１ ８ １０００
Ｃｉｎ＝８、Ｃｏｕｔ＝８、ｅ＝２、
Ｋ＝５、ｓ＝１、ｐ＝２

ＣＮＮ模块２ １２ ２５０
Ｃｉｎ＝８、Ｃｏｕｔ＝１２、ｅ＝２、
Ｋ＝５、ｓ＝４、ｐ＝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模块１ １２ ２５０

Ｃｉｎ＝２４、Ｃｏｕｔ＝１２、ｋ＝５、
ｓ＝１、ｐ＝２、ｄ＝２４、ｚ＝１

ＣＮＮ模块３ １２ ２５０
Ｃｉｎ＝１２、Ｃｏｕｔ＝１２、ｅ＝２、
Ｋ＝５、ｓ＝１、ｐ＝２

ＣＮＮ模块４ １６ ６２
Ｃｉｎ＝１２、Ｃｏｕｔ＝１６、ｅ＝２、
Ｋ＝５、ｓ＝４、ｐ＝１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模块２ １６ ６２

Ｃｉｎ＝３２、Ｃｏｕｔ＝１６、Ｋ＝５、
ｓ＝１、ｐ＝２、ｄ＝３２、ｚ＝１

平均池化层 １６ １

线性层 ３１ １ ｈ＝３１

　　表５中，ｓ为卷积核移动步长；ｐ为卷积层补零
的个数；ｅ为ＣＮＮ模块中的扩张率；ｄ为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模块中的嵌入序列维度；ｚ为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个数；
ｈ为线性层神经元个数，其大小为ＰＱＤｓ类别数３１。
２．３　消融实验

为了验证不同模块的积极作用，在其他模块参

数不变的情况，建立了不同的模型进行对比实验。

（１）模型１，无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无高效软阈值
模块，高效软阈值模块由ＳｉＬＵ激活函数代替；

（２）模型２，无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加入高效软阈
值模块；

（３）模型３，无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加入传统通道

软阈值模块；

（４）模型４，加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无高效软阈
值模块，高效软阈值模块由ＳｉＬＵ激活函数代替；

（５）模型５，加入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加入高效软
阈值模块。

不同模块组合的模型中对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影
响如表６所示。对比模型２和模型３可知高效软阈
值模块和传统通道软阈值模块在不同噪声环境下

互有胜负，但模型３可训练参数为６８２４个，模型２
可训练参数仅为３１９２，其参数量仅为模型３的一半
但模型性能相差不大，因此文中所提高效软阈值模

块是有效的，能够大幅减少模型参数量，而不损失

模型的性能。模型４在各个噪声等级下 ＰＱＤｓ识别
准确率均高于模型 １，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是有效的。
同时文中所提模型５，在各个噪声等级下也取得了
最高的识别准确率。以上分析可充分证明各模块

对于 ＰＱＤｓ识别的有效性，高效软阈值模块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的加入增加了模型在噪声环境中的
鲁棒性，提高了模型在噪声环境中的识别准确率。

表６　不同模块组合的模型中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ｍｏ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模型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无噪 ４０ｄＢ ３０ｄＢ ２０ｄＢ

模型１ ０．９９６０ ０．９９３５ ０．９８８９ ０．９１９４

模型２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９３５ ０．９９２９ ０．９２９７

模型３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９４５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３０３

模型４ ０．９９６８ ０．９９４７ ０．９９２１ ０．９４７３

模型５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５２ ０．９９５５ ０．９５７１

２．４　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文中所提方法相对于其他深度学习

方法的优越性，对相同的数据集使用不同的模型进

行训练和测试，模型包括ＤｅｅｐＣＮＮ［２１］、双向长短期
记忆（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ＢｉＬＳＴＭ）
网络和 ＧＡＦ＋Ｒｅｓｎｅｔ［２４］。ＢｉＬＳＴＭ模型参考文献
［３２］对输入数据进行处理，ＬＳＴＭ层中隐藏层维度
设置为１２８。为了验证各个模型的分类性能与噪声
鲁棒性，在不同的噪声等级下均进行了训练、验证

和测试，各个模型在不同噪声环境下的 ＰＱＤｓ识别
准确率如表７所示。
　　由表７可知，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在各个噪声环
境下均取得了最高的准确率，特别是在２０ｄＢ噪声
环境下，ＣａＴ模型准确率远高于其他 ３个模型。这
是因为ＣａＴ模型加入了阈值化模块，使得模型对于
噪声具有良好的鲁棒性。以上对比分析可充分表明

４７



表７　不同模型中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无噪 ４０ｄＢ ３０ｄＢ ２０ｄＢ

ＣａＴ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９５２ ０．９９５５ ０．９５７１

ＤｅｅｐＣＮＮ ０．９９５８ ０．９９４２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２２９

ＢｉＬＳＴＭ ０．９８４２ ０．９８１１ ０．９５７３ ０．９３２１

ＧＡＦ＋Ｒｅｓｎｅｔ ０．９８０５ ０．９７６３ ０．９６７７ ０．８８２９

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识别的有效性及其在噪声环境
下的优良鲁棒性。为了进一步表明文中所提模型

的有效性，表８展示了ＣａＴ模型在不同噪声种类下，
对于各类ＰＱＤｓ信号的识别准确率。

表８　ＣａＴ模型中不同种类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对比
Ｔａｂｌｅ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ＱＤ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ａＴｍｏｄｅｌ

扰动信号

编号

ＰＱＤｓ识别准确率

无噪 ４０ｄＢ ３０ｄＢ ２０ｄＢ

Ｃ１ １ １ １ ０．９７０

Ｃ２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５０

Ｃ３ １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３０

Ｃ４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４０

Ｃ５ １ １ １ ０．９６５

Ｃ６ １ １ １ ０．９７０

Ｃ７ １ １ １ ０．９５５

Ｃ８ １ １ １ ０．９８５

Ｃ９ １ １ １ ０．９６０

Ｃ１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０ １ ０．９５５

Ｃ１１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０ ０．９６０

Ｃ１２ ０．９９５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３０

Ｃ１３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０ ０．９６５

Ｃ１４ ０．９９５ １ １ ０．９８５

Ｃ１５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６０

Ｃ１６ 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０ ０．８９０

Ｃ１７ １ １ １ ０．９１５

Ｃ１８ 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７０

Ｃ１９ １ １ １ １

Ｃ２０ １ ０．９８０ ０．９８０ ０．９７０

Ｃ２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０ １ ０．９５５

Ｃ２２ １ ０．９９０ １ ０．９７０

Ｃ２３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０ ０．９８０

Ｃ２４ 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５ １

Ｃ２５ １ １ １ ０．９６５

Ｃ２６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５０

Ｃ２７ 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５ ０．９４０

Ｃ２８ １ １ ０．９９０ ０．９２０

Ｃ２９ １ １ １ ０．９６０

Ｃ３０ １ ０．９９５ １ ０．９１０

Ｃ３１ １ １ １ ０．９９５

　　从表８可知，随着噪声强度的加大，各类扰动信
号的识别准确率均有所下降，但 Ｃ１６（暂升＋冲击）
下降幅度较大。进一步分析混淆矩阵可知，模型将

其错误识别为Ｃ３（暂升），这可能是因为在２０ｄＢ噪
声环境中暂升与冲击的特征极易混淆，最终导致模

型识别错误。但除去Ｃ１６外，其他扰动类型在２０ｄＢ
噪声环境下仍能够保持识别准确率在 ０．９以上，以
上分析可以表明ＣａＴ模型的ＰＱＤｓ识别有效性。

文中使用模型的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对 ２５６条
ＰＱＤｓ信号的推理时间衡量各个模型的轻量化程
度，各个模型的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推理时间如表 ９
所示。

表９　模型轻量化对比
Ｔａｂｌｅ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ｍｏｄｅｌｓ

模型 参数量 ＦＬＯＰｓ 推理时间／ｍｓ

ＣａＴ １２２９２ ２．６５２×１０６ ４．８

ＤｅｅｐＣＮＮ １６６２０７ ９４．５×１０６ ７．８

ＢｉＬＳＴＭ ９６４６３９ ９３．４×１０６ １１．３

ＧＡＦ＋Ｒｅｓｎｅｔ １１１８６１１２ １７４５×１０６ ７２．６

　　由表 ９可知，文中所提 ＣａＴ模型的参数量和
ＦＬＯＰｓ远远小于其他模型，但是 ＣａＴ模型在参数量
和ＦＬＯＰｓ最少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噪声等级下准确
率却均高于其他模型，因此 ＣａＴ模型更有利于部署
到资源受限的环境中，降低 ＰＱＤｓ识别的成本。同
时ＣａＴ模型的推理时间更短，有利于工程的实际应
用，完成ＰＱＤｓ的在线识别。图 ９展示了各个模型
在２０ｄＢ的强噪声环境下的训练过程。

图９　各个模型在２０ｄＢ噪声环境下的训练曲线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ｓｆｏｒｅａｃｈｍｏｄｅｌｉｎ

２０ｄＢｎｏｉ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由图９可知，各个模型在训练前期都出现了较
为严重的振荡，这是因为训练前期设置的学习率较

大，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各个模型都能够达到稳

定，最终收敛。除ＣａＴ模型外，其他３个模型的训练
集准确率和验证集的准确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

差，训练集准确率已经近于１，但验证集准确率在０．９
左右，因此可以判断 ＤｅｅｐＣＮＮ、ＢｉＬＳＴＭ和 Ｇ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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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ｎｅｔ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过拟合。这是由于对于
ＰＱＤｓ识别来说 ＤｅｅｐＣＮＮ、ＢｉＬＳＴＭ和 ＧＡＦ＋Ｒｅｓｎｅｔ
的复杂度过高，参数过多。模型没有学习到深层次

的规律，而仅是学到了训练数据中的每一个细节，

最终导致模型的泛化性能不佳，在验证集上的准确

率远低于训练集。而 ＣａＴ模型的训练集准确率虽
然低于其他模型，但验证集准确率均高于其他模

型，同时ＣａＴ模型的训练集准确率和验证集准确率
偏差较小，表明 ＣａＴ模型并没有过拟合，具有良好
的泛化性能。

２．５　特征可视化分析
为了增加模型的可解释性，理解模型各层特征

的分布状态，文中采用 ｔ分布随机近邻嵌入（ｔ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ｔＳＮＥ）将主要
层输出的特征向量降维至二维空间进行可视化。

２０ｄＢ噪声环境下的测试集进行 ｔＳＮＥ可视化结果
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ｔＳＮＥ可视化
Ｆｉｇ．１０　ｔＳＮ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由图１０可知，原始ＰＱＤｓ信号具有较大的重叠
部分，各类扰动信号相似度较高。经过 ＣＮＮ模块４
后，各类扰动的特征重叠度减少，表明 ＣＮＮ模块的
有效性。再经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 ２后各类扰动的
特征扰动边界更为清晰。最后输出层的结果表明

不同类的ＰＱＤｓ特征向量仅有少量的重叠，这进一
步解释了ＣａＴ模型在ＰＱＤｓ识别上的有效性。

３　结论

为了将 ＰＱＤｓ识别模型部署在资源受限环境
下，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ＣａＴ的轻量化 ＰＱＤｓ识别
模型，使用深度可分离卷积提取局部特征，使用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模块提取全局特征，使用高效软阈值模
块提高模型对于噪声的鲁棒性。并经过仿真实验

得到以下结论：

（１）因ＣａＴ模型的轻量化和端到端设计，ＣａＴ
模型的参数量、ＦＬＯＰｓ和推理时间优于其他基于深
度学习的ＰＱＤｓ识别模型，使得 ＣａＴ模型更有利于
部署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下，更有利于工程实际应用。

（２）ＣａＴ模型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ＣａＴ模型
在训练集上的准确率要低于其他深度学习模型，但

在测试集和验证集上的准确率却高于其他模型。

（３）引入高效软阈值模块，使得 ＣａＴ模型具有
良好的噪声鲁棒性。在 ２０ｄＢ的噪声环境下，ＣａＴ
模型的识别准确率能够达到０．９５７１，高于其他深度
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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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ｈｅａ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４，４８（２）：７２１７２９．

［９］贺虎成，王承海，辛钟毓，等．一种组合重构的电能质量扰动
特征提取方法［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３，５１（１０）：
３４４４．
ＨＥＨｕ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ｈａｉ，ＸＩＮ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Ａｆｅａｔｕ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３，５１（１０）：３４４４．

［１０］王海东，程杉，徐其平，等．基于深度学习融合网络的含噪
电能质量扰动识别方法［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４，
５２（１０）：１１２０．
ＷＡＮＧＨａｉ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ＸＵＱｉ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ｎｏｉ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４，５２（１０）：１１２０．

［１１］黄建明，瞿合祚，李晓明．基于短时傅里叶变换及其谱峭度
的电能质量混合扰动分类［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６，４０（１０）：
３１８４３１９１．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ＱＵＨｅｚｕｏ，ＬＩ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ｉｘｅ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ｔｓ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０（１０）：３１８４３１９１．

［１２］叶筱怡，刘海涛，吕干云，等．基于ＢＡＳＢＰ分类器模型的电
压暂降源识别［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２，４１（１）：７７８３．
ＹＥＸｉａｏｙｉ，ＬＩＵＨａｉｔａｏ，ＬＹＵＧａｎｙｕｎ，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ａｇ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ＡＳＢＰ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１（１）：７７８３．

［１３］ＺＨＡＮＧＹ，ＪＩＴＹ，ＬＩＭＳ，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ｄｉｓ
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ｅｎｃｌｏｓｉｎｇ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ｎｄｅｃｉｍａｔｅ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６３（４）：２３３０２３３９．

［１４］赵立权，谢妮娜．基于小波变换和改进的ＲＶＭ的电能质量
扰动分类［Ｊ］．电工电能新技术，２０１３，３２（４）：７４７８．
ＺＨＡＯＬｉｑｕａｎ，ＸＩＥＮｉｎ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
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ＲＶＭ［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３，３２（４）：７４７８．

［１５］田振果，傅成华，吴浩，等．基于ＨＨＴ的电能质量扰动定位

与分类［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５，４３（１６）：３６４２．
Ｔ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ｕｏ，ＦＵＣｈｅｎｇｈｕａ，ＷＵＨａｏ，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ＨＴ［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５，４３（１６）：３６４２．

［１６］ＺＨＡＯＬＱ，ＧＡＩＭＪ，ＷＡＮＧ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ｏｗ
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ＶＭ［Ｃ］／／
２０１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ｉＳＰＮＥＴ）．Ｃｈｅｎｎａｉ，
Ｉｎｄｉ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７：２６２５２６２８．

［１７］赵立权，龙艳．基于改进的ＳＶＭ的电能质量复合扰动分类
［Ｊ］．电工电能新技术，２０１６，３５（１０）：６３６８．
ＺＨＡＯＬｉｑｕａｎ，ＬＯＮＧＹ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ＶＭ［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６，３５
（１０）：６３６８．

［１８］孔英会，车辚辚，苑津莎，等．基于小波分解和数据挖掘中
决策树算法的电能质量扰动识别方法［Ｊ］．电网技术，
２００７，３１（２３）：７８８２．
ＫＯＮＧＹｉｎｇｈｕｉ，ＣＨＥＬｉｎｌｉｎ，ＹＵＡＮＪｉｎｓｈａ，ｅｔａｌ．Ａｐｏｗ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１（２３）：７８８２．

［１９］ＫＵＭＡＲＲ，ＳＩＮＧＨＢ，ＳＨＡＨＡＮＩＤＴ，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ＡＮＮｃｌａｓ
ｓｉｆｉｅｒａｎｄ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５１（２）：１２４９１２５８．

［２０］许立武，李开成，肖贤贵，等．基于深度前馈网络的电能质
量复合扰动识别［Ｊ］．电测与仪表，２０２０，５７（１）：６２６９，１３０．
ＸＵＬｉｗｕ，ＬＩＫａｉｃ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ｕｉ，ｅｔ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ｌｅｘ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ｅｅｐ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５７（１）：６２６９，１３０．

［２１］ＷＡＮＧＳＸ，ＣＨＥＮＨＷ．Ａｎｏｖｅｌ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ｕｓｉｎｇｄｅｅｐｃｏｎ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９，２３５：
１１２６１１４０．

［２２］曹梦舟，张艳．基于卷积长短期记忆网络的电能质量扰动
分类［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０，４８（２）：８６９２．
ＣＡＯＭ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ＮＮＬＳＴ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０，４８（２）：８６９２．

［２３］王继东，王泽平，张迪．基于递归图和预训练迁移学习的电
能质量扰动分类［Ｊ／ＯＬ］．南方电网技术：１１０［２０２４１１
１０］．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４４．１６４３．ｔｋ．２０２４０５１７．
１１１６．００２．ｈｔｍｌ．
ＷＡＮＧＪｉｄｏｎｇ，ＷＡＮＧＺｅ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Ｄｉ．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
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ｐｒ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Ｏ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１１０［２０２４１１１０］．ｈｔｔｐ：／／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
４４．１６４３．ｔｋ．２０２４０５１７．１１１６．００２．ｈｔｍｌ．

［２４］贺才郡，李开成，杨王旺，等．基于双通道 ＧＡＦ和深度残差
网络的电能质量复合扰动识别［Ｊ］．电网技术，２０２３，４７

７７ 张彼德 等：基于ＣＮＮ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的轻量化电能质量扰动识别模型



（１）：３６９３７６．
ＨＥＣａｉｊｕｎ，ＬＩＫａｉ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
ｔｙ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ｕａｌｃｈａｎｎｅｌ
ＧＡＦａｎｄｄｅｐｔｈ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３，４７（１）：３６９３７６．

［２５］ＳＡＮＤＬＥＲＭ，ＨＯＷＡＲＤＡ，ＺＨＵＭＬ，ｅｔａｌ．ＭｏｂｉｌｅＮｅｔＶ２：ｉｎ
ｖｅｒｔｅ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ｌｉｎｅａｒ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Ｃ］／／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ＣＶ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ｌｔ
ＬａｋｅＣｉｔｙ，ＵＴ，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８：４５１０４５２０．

［２６］盖勤．基于深度学习的电能质量检测方法研究［Ｄ］．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２１．
ＧＡＩＱ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ｏｗ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２７］奚鑫泽，邢超，覃日升，等．基于深度卷积去噪网络的电能
质量扰动识别方法［Ｊ］．南方电网技术，２０２２（１２）：１１８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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