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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 ＤＦＩＧ网侧变换器滑模控制
董锋斌，刘昌建，赵永玮，皇金锋

（陕西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摘　要：针对双馈风力发电机网侧变换器因负载变化和滤波参数摄动导致控制效果不佳的问题，文中提出一种扩
张状态观测器（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与滑模控制相结合的网侧变换器双闭环控制策略，内环采用以功率为
状态变量的基于ＥＳＯ的滑模直接功率控制，外环采用以电压平方为状态变量的基于ＥＳＯ的滑模控制。首先，应用
ＥＳＯ对系统状态变量与包含系统未建模动态、负载变化和滤波参数摄动等不确定项进行估计，无需系统的精确数
学模型即可设计滑模控制方法，实现网侧变换器在复杂环境下的鲁棒控制。此外，引入功率差前馈环节，可减小负

载变化时外环滑模控制非线性带来的冲击。最后，对负载变化和滤波参数摄动２个算例进行仿真。结果表明，与
传统矢量控制和滑模控制相比，所提控制策略在复杂环境下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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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风电技术也

在飞速发展。双馈风力发电机（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ＤＦＩＧ）的定子侧直接与电网相连，而转子
侧通过转子励磁变换器间接与电网相连，使得该结

构可通过定、转子双通道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且

功率变换器容量小，故在现代风电系统中被广泛应

用［１３］。其中网侧变换器（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ＧＳＣ）
的主要作用是在各种状态下维持直流侧母线电压

稳定，并实现对交流侧功率因数和电流的有效控

制。但双馈风电系统在实际运行时，ＧＳＣ的负载会
随风速改变而剧烈变化且运行过程中存在滤波参

数摄动等问题［４６］，给 ＧＳＣ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带
来了巨大挑战。因此，探索有效的控制策略以提高

系统面对上述复杂环境时的控制性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针对ＤＦＩＧＧＳＣ，传统方法采用电压外环、电流
内环的双闭环矢量比例积分（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Ｉ）
控制［７］，具有实现简单且稳态性能良好的优点。但

ＧＳＣ负载变化时，在矢量ＰＩ控制下的直流母线电压
会发生大幅波动且恢复时间较慢；并且 ＧＳＣ滤波参
数的摄动使得网侧功率因数也很难被精确控制，即

矢量控制（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Ｃ）的动态性能以及鲁棒
性并不理想［８９］。

建立在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直接功率控制

（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ＰＣ）［１０１３］，无需复杂的同步旋
转坐标，具有控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速度快、鲁棒

性好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而滑模控制（ｓｌｉ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ＭＣ）因具有实现简单、动态响应速度
快且鲁棒性强等优点，也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非线性

系统中［１４１５］。文献［１６］针对三相并网逆变器提出
基于滑模变结构的ＤＰＣ，结合ＳＭＣ与ＤＰＣ的优点，
直接对交流侧有功、无功功率进行控制，提高了系

统的动态性能和鲁棒性。文献［１７１８］增设电压外
环的 ＳＭＣ，控制直流母线电压稳定并增强其抗扰动
能力。但由于ＳＭＣ的非线性特点［１９２０］，在应对负载

变化时，其外环为使母线电压快速到达稳定值，在

负载变化的瞬间系统状态变量以极大的速度趋近

于滑模面，使内环有功功率参考给定过冲，导致交

流侧有功功率和电流均产生超调，严重时功率变换

器会过载。且ＳＭＣ存在的抖振问题以及 ＧＳＣ系统
存在的耦合、未建模动态以及内外扰动等不确定项

仍会影响系统的控制性能。

为更好地提升系统的鲁棒性，现有学者运用系

统扰动观测的方法。基于内环电流、外环电压的结

构，文献［２１２２］对电压外环采用自抗扰控制技术来
代替传统的 ＰＩ控制，估计并反馈扰动量，有效降低
了扰动对直流母线电压的影响；文献［２３］中内、外
环均采用自抗扰控制技术，对系统内部参数变化以

及负载变化等扰动都具有抑制能力；文献［２４］提出
一种将自抗扰和负载功率前馈结合的双闭环控制，

提高了脉冲宽度调制整流器的抗负载扰动能力和

系统的动态性能。针对两电平三相的并网变流器，

文献［２５］提出一种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６０２



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的自适应控制，通过ＥＳＯ观测电
压外环的外部负载扰动，结合电压控制器使系统适

用于各种负载不确定性，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但

上述文献均采用电流内环结构，须获取电网电压的

相位信息，并进行复杂的同步旋转坐标变换，因此

控制结构比较复杂。

综上分析，针对 ＤＦＩＧＧＳＣ因负载变化和滤波
参数摄动导致控制效果不佳的问题，文中提出一种

基于ＥＳＯ的滑模双闭环控制策略，进一步提高 ＧＳＣ
面对负载变化和滤波参数摄动时的运行性能。并

通过理论分析及仿真验证了该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和优势。

１　ＧＳＣ数学模型

为建立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 ＧＳＣ数学模型，首
先给出ＧＳＣ主电路拓扑，如图１所示，令 ＧＳＣ为整
流工作模式，即电压降的正方向与电流的正方向一

致。图１中，ｕｇａ、ｕｇｂ、ｕｇｃ为三相电网相电压；ｉｇａ、ｉｇｂ、
ｉｇｃ为交流侧相电流；Ｒｆａ、Ｒｆｂ、Ｒｆｃ为各相等效电阻；
Ｌｆａ、Ｌｆｂ、Ｌｆｃ为交流侧各相滤波电抗器的电感；ｕｆａ、ｕｆｂ、
ｕｆｃ为ＧＳＣ交流侧相电压；Ｖｄｃ为直流母线电压；Ｃ为
直流母线电容；ｉｄｃ为变换器输出直流电流；ｉＬ为直流
侧负载电流。

图１　ＧＳＣ主电路拓扑
Ｆｉｇ．１　Ｍａｉ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ＳＣ

假定各相滤波电抗器的电感以及各相等效电

阻相等（即Ｌｆａ＝Ｌｆｂ＝Ｌｆｃ＝Ｌｆ，Ｒｆａ＝Ｒｆｂ＝Ｒｆｃ＝Ｒｆ），图１
拓扑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以及 Ｃｌａｒｋｅ变换，可得在两
相静止坐标系下的数学模型：

ｕｇα＝Ｒｆｉｇα＋Ｌｆ
ｄｉｇα
ｄｔ
＋ｕｆα

ｕｇβ＝Ｒｆｉｇβ＋Ｌｆ
ｄｉｇβ
ｄｔ
＋ｕｆβ










（１）

Ｃ
ｄＶｄｃ
ｄｔ
＝ｉｄｃ－ｉＬ （２）

式中：ｕｇα、ｕｇβ分别为电网电压的 α、β轴分量；ｉｇα、ｉｇβ
分别为交流侧电流的 α、β轴分量；ｕｆα、ｕｆβ分别为
ＧＳＣ交流侧电压的α、β轴分量。

由式（２）可得ＧＳＣ直流侧输出功率Ｐｄｃ：

Ｐｄｃ＝ＣＶｄｃ
ｄＶｄｃ
ｄｔ
＋ＶｄｃｉＬ （３）

由瞬时功率理论，得到ＧＳＣ交流侧有功功率和
无功功率的表达式为：

Ｐｇ＝
３
２
（ｕｇαｉｇα＋ｕｇβｉｇβ）

Ｑｇ＝
３
２
（ｕｇβｉｇα－ｕｇαｉｇβ）










（４）

式中：Ｐｇ、Ｑｇ分别为 ＧＳＣ瞬时交流侧有功、无功功
率。Ｐｇ＞０时，ＧＳＣ处于整流工作模式；Ｐｇ＜０时，
ＧＳＣ处于逆变工作模式；Ｐｇ＝０时，ＧＳＣ既不发出有
功功率也不吸收有功功率。

根据式（１）、式（４）推导以功率为状态变量的状
态空间模型为：

ｄＰｇ／ｄｔ

ｄＱｇ／ｄｔ[ ] ＝－ ３２Ｌｆ
ｕｇα ｕｇβ
ｕｇβ －ｕｇα[ ] ｕｆα

ｕｆβ[ ] －ＲｆＬｆ
Ｐｇ
Ｑｇ[ ] ＋

ωｓ
－Ｑｇ
Ｐｇ[ ] ＋ ３２Ｌｆｕ

２
ｇα＋ｕ

２
ｇβ

０[ ] （５）

式中：ωｓ为电网电压角频率。

２　控制系统设计

针对图１的 ＧＳＣ系统，结合 ＥＳＯ与 ＳＭＣ设计
ＧＳＣ控制策略，其核心由以下３个部分构成。第一，
内环设计基于 ＥＳＯ的滑模直接功率控制（ｓｌｉ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ＳＭＣＤＰＣ）；第二，外环设计基于 ＥＳＯ的
滑模电压控制（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ＳＭＣＵＣ）；第三，根据功
率守恒设计负载功率差前馈环节。

２．１　内环ＥＳＯＳＭＣＤＰＣ
以式（５）的状态空间模型为基础，设计内环

ＥＳＯＳＭＣＤＰＣ环节。首先设计功率内环 ＥＳＯ，简化
式（５）模型为：

ｄＷｇ
ｄｔ
＝ＡＵｆαβ＋ｂＷｇ＋Ｆ （６）

其中：

Ｗｇ＝［Ｐｇ　Ｑｇ］
Ｔ

Ｕｆαβ＝［ｕｆα　ｕｆβ］
Ｔ

Ａ＝－
３
２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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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ｇβ －ｕｇα[ ]

ｂ＝－Ｒｆ／Ｌｆ

Ｆ＝ωｓ
－Ｑｇ
Ｐｇ[ ] ＋ ３２Ｌｆｕ

２
ｇα＋ｕ

２
ｇβ

０[ ]

















（７）

选取功率内环扩张状态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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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ｇ１＝Ｗｇ
Ｘｇ２＝ｂＷｇ＋Ｆ{ （８）

式中：Ｘｇ１为ＧＳＣ交流侧功率；Ｘｇ２为包含系统内部耦
合项、未建模动态、未知扰动以及时间的多变量

函数。

故式（６）可变为式（９）所示的功率状态方程，其
中Ｙｇ为ＧＳＣ交流侧输出功率。

ｄＸｇ１
ｄｔ
＝ＡＵｆαβ＋Ｘｇ２

Ｙｇ＝Ｘｇ１
{ （９）

设非线性函数ｆ（ｅ，α，δ）为：

ｆ（ｅ，α，δ）＝
ｅαｓｇｎ（ｅ）　 ｅ＞δ
ｅ／δ１－α　 ｅ≤δ{ （１０）

式中：ｅ为误差变量；α为幂参数；δ为线性区间长
度；ｓｇｎ（·）为单位模函数。

根据式（９）、式（１０）构造功率内环ＥＳＯ为：
Ｅｇ１＝Ｚｇ１－Ｙｇ
Ｅｇ２＝Ｚｇ２－Ｘｇ２

Ｚ
·

ｇ１＝Ｚｇ２－β１Ｅｇ１＋ＡＵｆαβ

Ｚ
·

ｇ２＝－β２ｆ（Ｅｇ１，α１，δ１）













（１１）

式中：Ｅｇ１、Ｅｇ２分别为对扩张状态变量Ｘｇ１、Ｘｇ２的观测
误差；Ｚｇ１＝［Ｚｇ１＿ｐ Ｚｇ１＿ｑ］

Ｔ，为对 ＧＳＣ交流侧输出功
率Ｙｇ的估计，Ｚｇ１＿ｐ、Ｚｇ１＿ｑ分别为 Ｚｇ１的有功、无功分
量；Ｚｇ２＝［Ｚｇ２＿ｐ Ｚｇ２＿ｑ］

Ｔ，为对扩张状态变量 Ｘｇ２的估
计，Ｚｇ２＿ｐ、Ｚｇ２＿ｑ分别为 Ｚｇ２的有功、无功分量；β１、β２、
α１、δ１为功率内环ＥＳＯ参数。

然后基于上述 ＥＳＯ的估计值设计内环 ＳＭＣ。
设内环功率期望值 Ｗｇ ＝［Ｐｇ Ｑｇ］

Ｔ，Ｐｇ、Ｑｇ分别
为内环有功、无功功率期望值，定义内环滑模面函

数为Ｓｇ：

Ｓｇ＝Ｗｇ－Ｚｇ１＝
Ｓｇ＿ｐ
Ｓｇ＿ｑ[ ] ＝ Ｐ


ｇ －Ｚｇ１＿ｐ
Ｑｇ －Ｚｇ１＿ｑ








（１２）

式中：Ｓｇ＿ｐ、Ｓｇ＿ｑ分别为Ｓｇ的有功、无功分量。
当系统稳定运行时有：

Ｓｇ＝
ｄＳｇ
ｄｔ
＝０ （１３）

联立式（１１）—式（１３）并化简整理为矩阵形式，
可得内环控制输出参考电压Ｕｆαβ为：

Ｕｆαβ＝－Ａ
－１ ｄＳｇ
ｄｔ
＋Ｇ( ) （１４）

其中：

Ｕｆαβ＝［ｕ

ｆα ｕ


ｆβ］

Ｔ

Ｇ＝
Ｚｇ２＿ｐ－β１（Ｚｇ１＿ｐ－Ｐｇ）

Ｚｇ２＿ｑ－β１（Ｚｇ１＿ｑ－Ｑｇ）[ ]{ （１５）

式中：ｕｆα、ｕ

ｆβ分别为内环控制输出参考电压Ｕ


ｆαβ的

α、β轴分量。
下面采用常用指数趋近律设计内环ＳＭＣ方法，

可得：

ｄＳｇ
ｄｔ
＝－ｋｇ１Ｓｇ－ｋｇ２ｓａｔ（Ｓｇ） （１６）

式中：ｋｇ１、ｋｇ２为功率内环控制系数；ｓａｔ（·）为饱和
函数。

将式（１６）代入式（１４），得内环 ＥＳＯＳＭＣＤＰＣ
方程如下：

Ｕｆαβ＝－Ａ
－１（－ｋｇ１Ｓｇ－ｋｇ２ｓａｔ（Ｓｇ）＋Ｇ）（１７）

２．２　外环ＥＳＯＳＭＣＵＣ
以式 （３）的数学模型为基础，设计外环

ＥＳＯＳＭＣＵＣ环节。对于稳定运行的 ＧＳＣ系统，若
忽略变换器桥臂等损耗，则其交流侧有功功率与直

流侧输出功率应相等，有：

Ｐｇ＝Ｐｄｃ （１８）
联立式（３）、式（１８）可得直流母线电压Ｖｄｃ与内

环有功功率给定值Ｐｇ＿ｒｅｆ的关系为：

Ｐｇ＿ｒｅｆ＝Ｐｄｃ＝ＣＶｄｃ
ｄＶｄｃ
ｄｔ
＋ＶｄｃｉＬ （１９）

为设计电压外环ＥＳＯ，将式（１９）转化为以电压
平方为状态变量的状态空间模型：

ｄＶ２ｄｃ
ｄｔ
＝２
Ｃ
Ｐｇ＿ｒｅｆ－

２
Ｃ
ＶｄｃｉＬ （２０）

令ａ＝２／Ｃ，并选取电压外环扩张状态变量为：
ｘ１＝Ｖ

２
ｄｃ

ｘ２＝－ａＶｄｃｉＬ{ （２１）

式中：ｘ１为电压反馈状态变量；ｘ２为包含系统内部动
态、未建模动态、未知扰动以及时间的多变量函数。

将式（２０）写成标准状态方程形式：
ｄｘ１
ｄｔ
＝ａＰｇ＿ｒｅｆ＋ｘ２

ｙ＝ｘ１
{ （２２）

构造电压外环ＥＳＯ如下：
ｅ１＝ｚ１－ｙ

ｅ２＝ｚ２－ｘ２
ｚ·１＝ｚ２－β３ｅ１＋ａＰｇ＿ｒｅｆ
ｚ·２＝－β４ｆ（ｅ１，α２，δ２）











（２３）

式中：ｙ为电压反馈状态变量的输出量；ｅ１、ｅ２分别为
对扩张状态变量 ｘ１、ｘ２的观测误差；ｚ１为对 ｙ的估
计；ｚ２为对扩张状态变量ｘ２的估计；β３、β４、α２、δ２为电
压外环ＥＳＯ参数。

同２．１节中设计内环 ＳＭＣ设计外环滑模电压

８０２



控制。设外环电压期望值为Ｖｄｃ，则定义外环滑模面
函数ｓｄｃ为：

ｓｄｃ＝（Ｖｄｃ）
２－ｚ１ （２４）

当系统稳定运行时有：

ｓｄｃ＝
ｄｓｄｃ
ｄｔ
＝０ （２５）

对于电压外环也采用指数趋近律设计：

ｄｓｄｃ
ｄｔ
＝－ｋｕ１ｓｄｃ－ｋｕ２ｓａｔ（ｓｄｃ） （２６）

式中：ｋｕ１、ｋｕ２为电压外环控制系数。
故联立式（２３）—式（２６）可得外环 ＥＳＯＳＭＣＵＣ

方程如下：

Ｐｇ＿ｒｅｆ＝
１
ａ
（－ｚ２＋β３ｅ１＋ｋｕ１ｓｄｃ＋ｋｕ２ｓａｔ（ｓｄｃ））

（２７）
２．３　功率差前馈环节

当ＧＳＣ系统稳定运行时有 Ｐｇ＝Ｐｄｃ，但当直流

侧功率突变（即负载突变）时，根据双馈风电系统能

量的流动，首先体现在直流母线电容充放电，导致

母线电压突变上。从式（２７）可以看出，交流侧有功
功率给定值 Ｐｇ＿ｒｅｆ由直流母线电压偏差经过外环控
制器调节所得。由此得出Ｐｇ的变化总是滞后于 Ｐｄｃ
的变化，从而导致母线电压产生较大的波动。２．２
节中通过设计外环ＳＭＣ来提高控制器速度，大大缩
短了上述功率滞后时间，从而有效减小直流母线电

压波动。但由于ＳＭＣ的非线性特点，会导致交流侧
有功功率和电流均产生超调，严重时功率变换器将

会过载。

针对上述问题，文中采用功率差前馈控制，计

算出在直流侧负载功率变化瞬间的直流侧与交流

侧的功率差ΔＰ：
ΔＰ＝ｋΔ（ＶｄｃｉＬ－Ｚｇ１＿ｐ） （２８）

式中：ｋΔ为功率差前馈系数。
然后将ΔＰ前馈至内环有功功率给定值 Ｐｇ＿ｒｅｆ，

得到内环功率期望值Ｐｇ，即：
Ｐｇ ＝Ｐｇ＿ｒｅｆ＋ΔＰ （２９）

功率差前馈既能维持 ＧＳＣ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功率平衡，还能减小直流侧负载功率变化时外环

ＳＭＣ非线性带来的冲击。
综合上述控制设计，可得基于 ＥＳＯ的滑模双闭

环控制框图，如图２所示。其中，Ｕｇａｂｃ、Ｉｇａｂｃ分别为三
相电网相电压、交流侧电流；Ｕｇαβ、Ｉｇαβ分别为两相静
止坐标系α、β轴下的电网电压、交流侧电流；Ｓａｂｃ为
ＧＳＣ各桥臂开关器件的开关信号；ＳＶＰＷＭ为空间
矢量脉宽调制技术。

图２　基于ＥＳＯ的滑模双闭环控制框图
Ｆｉｇ．２　Ｂｌｏｃｋ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ｄｏｕｂｌｅ

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ＳＯ

３　系统稳定性分析

３．１　ＥＳＯ的稳定性分析
首先对内环 ＥＳＯ进行稳定性分析，令 ｇ＝

ｆ（Ｅｇ１，α１，δ１）Ｅ
－１
ｇ１，则函数 ｆ（Ｅｇ１，α１，δ１）又可以表

示为：

ｆ（Ｅｇ１，α１，δ１）＝ｆ（Ｅｇ１，α１，δ１）Ｅ
－１
ｇ１Ｅｇ１＝ｇＥｇ１

（３０）
根据式（１１）对外环扩张状态变量的观测误差

进行求导并化简，可得：

Ｅ
·

ｇ１＝－β１Ｅｇ１＋Ｅｇ２

Ｅ
·

ｇ２＝－β２Ｅｇ２ｇ{ （３１）

对式（３１）进行拉式变换可得：
ｓＥｇ１（ｓ）＝－β１Ｅｇ１（ｓ）＋Ｅｇ２（ｓ）

ｓＥｇ２（ｓ）＝－β２Ｅｇ２（ｓ）ｇ{ （３２）

式中：ｓ为微分算子。
由式（３２）推导出内环 ＥＳＯ系统误差模型的特

征多项式如下，其中（ｇ）ｉｊ为 ｇ第 ｉ行第 ｊ列的
元素。

ｓ２＋β１ｓ＋β２（ｇ）ｉｊ＝０ （３３）
根据劳斯判据可知，使该内环 ＥＳＯ稳定须满足

稳定条件：

β１ ＞０

β２（ｇ）ｉｊ＞０{ （３４）

同理，对于外环 ＥＳＯ，令 ｄｃ＝ｆ（ｅ１，α２，δ２）／ｅ１，
根据式（２３）可得外环ＥＳＯ稳定条件：

β３ ＞０

β４ｄｃ＞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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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节内外环 ＥＳＯ参数使式（３４）和式（３５）
成立，进而使内、外环ＥＳＯ系统保持稳定。
３．２　ＳＭＣ的稳定性分析

为证明所设计的内环 ＳＭＣ的稳定性，选取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能量函数Ｖｇ为：

Ｖｇ＝
１
２
ＳＴｇＳｇ （３６）

对式（３６）求导得：
ｄＶｇ
ｄｔ
＝１
２ Ｓｇ

ｄＳＴｇ
ｄｔ
＋ＳＴｇ

ｄＳｇ
ｄｔ( ) ＝ＳＴｇｄＳｇｄｔ （３７）

将式（１６）代入式（３７）得：
ｄＶｇ
ｄｔ
＝－ＳＴｇ（ｋｇ１Ｓｇ＋ｋｇ２ｓａｔ（Ｓｇ）） （３８）

当ｋｇ１、ｋｇ２均为正常数时，显然可得ｄＶｇ／ｄｔ≤ ０。
根据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判据可知，基于指数趋近律的
内环ＳＭＣ是稳定的。

同理可证，当 ｋｕ１、ｋｕ２均为正常数时，基于指数
趋近律的外环ＳＭＣ也是稳定的。

４　仿真验证及分析

采用仿真平台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搭建额定容量
为３６０ｋＶ·Ａ的ＤＦＩＧＧＳＣ的仿真模型，在负载变化
及滤波参数摄动２个算例下，将文中所提 ＥＳＯＳＭＣ
与ＶＣ和 ＳＭＣ进行仿真对比，并对系统故障穿越能
力进行验证。ＧＳＣ的主要仿真参数见表１。

表１　ＧＳＣ的主要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ａｉ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ＧＳＣ

参数 数值

滤波电感Ｌｆ／ｍＨ １

直流母线电容Ｃ／μＦ １２０００

直流母线电压Ｖｄｃ／Ｖ １２００

三相电网相电压Ｕｇａｂｃ／Ｖ ６９０

电网电压频率ｆ／Ｈｚ ５０

开关频率ｆｋ／ｋＨｚ ５

　　下面分别给出ＥＳＯＳＭＣ、ＶＣ和ＳＭＣ３种控制的
具体控制参数。（１）ＥＳＯＳＭＣ参数。功率内环：
ｋｇ１＝３０００，ｋｇ２＝３００，ｋΔ＝４，β１＝１６００，β２＝１．２×１０

６，

α１＝０．８，δ１＝０．０１；电压平方外环：ｋｕ１＝３００，ｋｕ２＝３０，
β３＝４０００，β４＝６×１０

９，α２＝０．６，δ２＝０．０１。（２）ＶＣ参
数。电流内环：比例控制参数 ｋｐｉ＝１，积分控制参数
ｋｉｉ＝１；电压外环：比例控制参数 ｋｐｕ＝０．５，积分控制
参数 ｋｉｕ＝５０。（３）ＳＭＣ参数。功率内环：ｋｇ１＝
３０００，ｋｇ２＝３００；电压平方外环：ｋｕ１＝３００，ｋｕ２＝３０。
４．１　负载变化

在负载变化的情况下进行仿真，开始时设定

ＧＳＣ工作为半载状态且单位功率因数运行（即有
功、无功功率期望值 Ｐｇ ＝１８０ｋＷ、Ｑｇ ＝０ｋｖａｒ），在
０．３ｓ时切换至满载状态（即 Ｐｇ ＝３６０ｋＷ）。图３、
图４、图５分别为在３种控制下直流母线电压、交流
侧功率以及交流侧电流的仿真对比。

图３　负载变化下直流母线电压仿真对比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Ｃｂｕｓ

ｖｏｌ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ｅ

图４　负载变化下交流侧功率仿真对比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ｓ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ｅ

由图３可知，面对负载的突增，３种控制下的直
流母线电压均能到达稳定值，具有良好的稳态性

０１２



图５　负载变化下交流侧电流仿真对比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ｓｉｄ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ｅ

能，但动态性能却有很大差异。对于 ＶＣ，系统要经
过１４０ｍｓ才能到达稳定值，过渡过程中电压骤降了
９５Ｖ；对于ＳＭＣ和文中所提控制，过渡时间分别为
１０ｍｓ和２０ｍｓ，电压仅骤降了１１Ｖ和８Ｖ，２种控制
都大大提升了系统的动态性能且电压波动较小。

而由图３（ｂ）可知，文中所提控制的电压波形更为平
滑稳定，具有更高的稳态精度。

由图４可知，在系统由半载切换至满载的过程
中，ＶＣ下有功功率经过７５ｍｓ达到满载，而无功功
率受到耦合影响稍偏离给定值 ０，即此过程中系统
未能按单位功率因数运行；而在ＳＭＣ和文中所提控
制下有功功率仅经过１０ｍｓ达到满载，且系统能保
持按单位功率因数运行。相比于 ＳＭＣ，文中所提控
制还明显抑制了切换时的有功功率超调，防止功率

过载，且功率波形更平滑，半载和满载运行时无功

功率抖振分别降低了３３％和２０％。
由图５可知，相比于 ＶＣ，ＳＭＣ和文中所提控制

均能快速调节电流达到稳定，且文中所提控制能抑

制切换时的电流超调。通过仿真得到满载状态时

ＶＣ和 ＳＭＣ下的电流总谐波失真分别为 ２．６４％和
１．９０％，而在文中所提控制下仅为１．６１％，故进一步
降低了电流总谐波失真。

４．２　滤波参数摄动
在滤波参数摄动的情况下进行仿真，将系统保

持满载状态且按单位功率因数运行至 ０．６０ｓ，开始

模拟 ＧＳＣ运行中的参数摄动，将滤波电感减小至
０．５ｍＨ，０．６５ｓ时恢复额定值运行，０．７５ｓ时将滤波
电感增大至 １．５ｍＨ，０．８０ｓ时又恢复额定值运行。
图６、图７分别为３种控制下交流侧功率和直流母
线电压的仿真对比。

图６　参数摄动下交流侧功率仿真对比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ｓｉｄｅ
ｐｏｗｅｒ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图７　参数摄动下直流母线电压仿真对比
Ｆｉｇ．７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Ｃｂｕｓ
ｖｏｌ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由图６可知，当滤波电感减小时，在ＶＣ和ＳＭＣ
下的无功功率大幅偏离控制给定值，至－５４ｋｖａｒ和
－２０ｋｖａｒ，无功功率抖振均增大为自身稳定时的 ２
倍，有功功率抖振也在增大；而在文中所提控制下，

系统的无功功率并未发生偏移，仍保持按单位功率

１１２ 董锋斌 等：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ＤＦＩＧ网侧变换器滑模控制



因数运行，且有功、无功功率抖振均比前 ２种控制
小，扰动发生时其抖振也未明显增大。当滤波电感

增大时，在 ＶＣ和 ＳＭＣ下的无功功率依旧偏离控制
给定值，至６０ｋｖａｒ和２０ｋｖａｒ；而此时在文中所提控
制下的系统仍能保持按单位功率因数运行。由图７
可知，在参数摄动情况下，相比于 ＶＣ和 ＳＭＣ，在文
中所提控制下的直流母线电压能完全不受滤波电

感参数摄动的影响，且电压波形平滑、稳态精度高。

４．３　故障穿越能力验证
在文中所提控制下，对系统电网对称跌落下的

故障穿越能力进行仿真验证［２６］。仿真过程中设定

系统工作在满载状态，在０．３ｓ时电网电压Ｕｇａｂｃ对称
跌落２０％并持续０．１ｓ。图 ８为在文中所提控制下
电网对称跌落时的仿真结果。

图８　电网对称跌落时的仿真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

由图８可知，当发生电网电压故障时，交流侧电
流经过最大幅值为１．３２倍额定电流的波动，直流母
线电压也仅产生最大１０Ｖ的轻微波动，而后快速进
入稳态；当电网电压恢复时，系统快速恢复至满载

工作状态。在网侧电网电压故障下，若电流继电器

动作值选为１．５倍的额定电流值，则在文中所提控
制下故障电流具有故障电流限值功能，使系统具备

故障穿越能力。

５　结语

文中考虑ＤＦＩＧＧＳＣ负载变化和滤波参数摄动
对系统的影响，并结合 ＥＳＯ与 ＳＭＣ，提出一种内环
ＥＳＯＳＭＣＤＰＣ、外环 ＥＳＯＳＭＣＵＣ的双闭环控制策

略。通过仿真实验与 ＶＣ和 ＳＭＣ进行对比研究，结
果表明，首先，在面对负载变化时文中所提控制大

大降低了直流母线电压波动、交流侧有功功率和电

流的超调以及交流侧电流的总谐波失真，提高了系

统抗扰动能力和动静态性能，并有效防止变换器过

载；其次，在面对滤波参数摄动时，文中所提控制具

有更强的鲁棒性，始终保持系统按单位功率因数运

行；最后，在面对电网对称跌落时，文中所提控制使

系统具备了良好的故障穿越能力。故文中所提控

制全面提高了ＤＦＩＧＧＳＣ的运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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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ＡＮ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Ｑｉ，ＷＵ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
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ｆＤＦＩＧｂａｓｅｄｗｉｎｄｔｕｒ
ｂｉｎｅｉｎ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ｍｏｄｅ［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
２０１９，３９（１７）：５０３７５０４８，５２８５．

［２］孙，姚伟，文劲宇．双馈风电场经柔直并网系统次同步振
荡机理及特性分析［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２）：
６５２０６５３３．
ＳＵＮＫｕｎ，ＹＡＯＷｅｉ，ＷＥＮＪｉｎｙｕ．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ｕｂ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ＦＩＧ
ｂａｓｅｄｗｉｎｄｆａｒ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ｉ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ＳＣＨＶＤＣｓｙｓｔｅｍ
［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８，３８（２２）：６５２０６５３３．

［３］王若谷，张若微，王明杰，等．提升双馈风力发电系统低电压
穿越能力的跟踪控制方法［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２）：
１８５１９１．
ＷＡＮＧＲｕｏｇｕ，ＺＨＡＮＧＲｕｏｗｅｉ，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ｊｉｅ，ｅｔａｌ．Ａｔｒａｃｋ
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ｉｄ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２）：１８５１９１．

［４］严锋，周小勇，曹鑫楠．双馈风力发电系统网侧变流器多电
流环控制［Ｊ］．电力电子技术，２０２２，５６（１２）：５９６３．
ＹＡＮＦｅｎｇ，ＺＨＯＵ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ＣＡＯＸｉｎｎａｎ．Ｍｕｌｔｉ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ｏｏ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ｉｎ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２２，５６（１２）：５９６３．

［５］竺兴妹，刘琳琳．ＤＦＩＧ三相四开关网侧变流器预测功率控
制策略［Ｊ］．电网与清洁能源，２０２２，３８（３）：２４３１，４１．
ＺＨＵＸｉｎｇｍｅｉ，ＬＩＵＬｉｎｌ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ｆｏｕｒｓｗｉｔｃｈ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ＦＩＧ［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２，３８（３）：２４３１，４１．

［６］刘浩然，马磊，彭林，等．单相ＰＷＭ整流器Ｈ∞回路成形鲁棒
直接电流控制［Ｊ］．电网技术，２０２１，４５（４）：１４２９１４３７．
ＬＩＵＨａｏｒａｎ，ＭＡＬｅｉ，ＰＥ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Ｈ∞ Ｌｏｏｐｓｈａｐｉｎｇｒｏｂｕｓｔ
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ＰＷＭ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Ｊ］．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５（４）：１４２９１４３７．

［７］刘伟，居鑫，王日中，等．基于滑模变结构的双馈风力发电机
网侧ＰＷＭ变换器控制研究［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２７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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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ＵＷｅｉ，ＪＵＸｉｎ，ＷＡＮＧＲｉ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ＰＷＭ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ｏｆ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ｗｉ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３２（３）：２２７
　　　２３５．

［８］许观达，肖飞，连传强，等．三相永磁同步电机单电流传感器
矢量控制策略［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２，５０（２３）：
１０４１１１．
ＸＵＧｕａｎｄａ，ＸＩＡＯＦｅｉ，ＬＩＡＮＣｈｕａｎｑ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ｕｓｉｎｇ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ａ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ｐｅｒ
ｍａｎｅｎｔｍａｇｎｅｔ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ｍｏｔｏｒ［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２，５０（２３）：１０４１１１．

［９］高日辉，陈燕，马春燕，等．基于滑模控制的三相 ＰＷＭ整流
器结构设计与性能仿真［Ｊ］．太原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４９
（２）：２５８２６３．
ＧＡＯＲｉｈｕｉ，ＣＨＥＮＹａｎ，ＭＡＣｈｕｎｙａｎ，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ＰＷＭ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ａｉｙ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４９（２）：２５８２６３．

［１０］杨国，陈洁，朱亮亮，等．混合无功补偿系统模型预测直接
功率控制策略［Ｊ］．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２０２２，４３（１）：
３０３６．
ＹＡＮＧＧｕｏ，ＣＨＥＮＪｉｅ，ＺＨＵ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ｙｂｒｉ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Ｐｏｗ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
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４３（１）：３０３６．

［１１］刘鑫蕊，高超，王智良．基于非线性扰动观测器的光伏并网
逆变器直流侧母线电压控制［Ｊ］．电网技术，２０２０，４４（３）：
８９７９０６．
ＬＩＵＸｉｎｒｕｉ，ＧＡＯＣｈａｏ，Ｗ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ＤＣｂｕｓ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ｆｏｒＰＶ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ｄｉｓｔｕｒ
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４４（３）：
８９７９０６．

［１２］ＳＯＮＧＺＦ，ＴＩＡＮＹＪ，ＹＡＮＺ，ｅｔ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
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６，６３（７）：４５９３４６０３．

［１３］刘昌建，董锋斌，赵永玮．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 ＤＦＩＧ滑
模直接功率控制［Ｊ］．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２２，３４
（７）：４１４９．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ｉ．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
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ＤＦＩ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２２，３４（７）：４１４９．

［１４］李奇，李朔，尹良震，等．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ＰＥＭＦＣ发
电系统串级滑模控制方法［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２２，
４２（４）：１４７０１４８１．
ＬＩＱｉ，ＬＩＳｈｕｏ，ＹＩ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ＥＭＦＣ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２２，
４２（４）：１４７０１４８１．

［１５］张百寿，杜亚江，李宗刚，等．基于扰动观测器的机械臂神
经网络滑模控制［Ｊ］．控制工程，２０２１，２８（８）：１５４０１５４６．

ＺＨＡＮＧＢａｉｓｈｏｕ，ＤＵＹａｊｉａｎｇ，ＬＩＺ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２８（８）：
１５４０１５４６．

［１６］尚磊，孙丹，胡家兵，等．三相电压型并网逆变器滑模变结
构直接功率控制［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０，３４（１４）：７９
　　　８３．
ＳＨＡＮＧＬｅｉ，ＳＵＮＤａｎ，ＨＵＪｉａ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ｖａｃｒｉ
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ｇｒｉ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３４（１４）：７９８３．

［１７］张迪，魏艳君，马利轩，等．不平衡电网电压下基于滑模变
结构控制的双馈风电系统网侧变流器控制策略［Ｊ］．电工
技术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２６６２７５．
ＺＨＡＮＧＤｉ，ＷＥＩＹａｎｊｕｎ，ＭＡＬｉｘｕａｎ，ｅｔａｌ．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ｆｏｒ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ｏｆＤＦＩＧｂａｓｅｄｗｉｎｄ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ｇｒｉｄｖｏｌｔ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３０（１０）：
２６６２７５．

［１８］马辉，谢运祥．基于滑模变结构的 Ｖｉｅｎｎａ整流器新型双闭
环控制策略研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１２）：１４３
　　　１５１．
ＭＡＨｕｉ，ＸＩＥＹｕｎｘｉａ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ｄｕａｌ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Ｖｉｅｎｎａｔｙｐｅ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３０（１２）：１４３１５１．

［１９］杨旭红，陈阳，贾巍，等．基于 ＲＢＦ神经网络的电压外环滑
模控制的 Ｖｉｅｎｎａ整流器［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２２，
５０（１８）：１０３１１５．
ＹＡＮＧＸｕｈｏ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ＪＩＡＷｅｉ，ｅｔａｌ．Ｖｉｅｎｎａ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ｗｉｔ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ｏｕｔｅｒｌｏｏｐ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ｎＲＢＦ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２，５０（１８）：１０３１１５．

［２０］张迪．电网故障情况下双馈风力发电系统直接功率控制策
略研究［Ｄ］．秦皇岛：燕山大学，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Ｄ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ＤＦＩＧ
ｗｉ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ｇｒｉｄｆａｕｌｔｓ［Ｄ］．Ｑｉｎ
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Ｙａｎｓ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５．

［２１］郭源博，周鑫，张晓华，等．三相电压型脉宽调制整流器的
自抗扰控制［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１，３５（１６）：８７９３．
ＧＵＯＹｕａｎｂｏ，ＺＨＯＵ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ｈｕａ，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ｄｉｓ
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ｔｙｐｅＰＷＭ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１，３５
（１６）：８７９３．

［２２］王萍，闫瑞涛．一种单相ＰＷＭ整流器动态性能优化控制策
略［Ｊ］．太阳能学报，２０２０，４１（８）：１０２１０７．
ＷＡＮＧＰｉｎｇ，ＹＡＮＲｕｉｔａｏ．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ｄｙ
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ＰＷＭ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Ｊ］．Ａｃｔａ
ＥｎｅｒｇｉａｅＳｏｌａｒｉｓ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０，４１（８）：１０２１０７．

［２３］魏选．三电平ＰＷＭ整流器线性自抗扰控制策略研究［Ｄ］．
西安：西安理工大学，２０１８．
ＷＥＩＸｕａ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１２ 董锋斌 等：基于扩张状态观测器的ＤＦＩＧ网侧变换器滑模控制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ＰＷＭ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Ｄ］．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

［２４］朱进权，葛琼璇，王晓新，等．基于自抗扰和负载功率前馈
的高速磁悬浮系统ＰＷＭ整流器控制策略［Ｊ］．电工技术学
报，２０２１，３６（２）：３２０３２９．
ＺＨＵＪｉｎｑｕａｎ，ＧＥＱｉｏｎｇｘｕ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ｘｉｎ，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ＷＭ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ａｇｌｅｖｂａｓｅｄ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ｌｏａｄｐｏｗｅｒｆｅｅ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２１，３６（２）：３２０３２９．

［２５］ＭＯＮＤＡＬＰ，ＴＲＩＰＡＴＨＹＰ，ＡＤＤＡＲ，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ｗｉｔｈ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ｄｌｏａ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Ｊ］．ＩＥＴ
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３（１２）：２３９９２４１２．

［２６］张若微，秦博宇，李恒毅，等．基于干扰抑制的双馈风机低
　　　

电压穿越控制策略［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２０，４４（２０）：
１１２１２０．
ＺＨＡＮＧＲｕｏｗｅｉ，ＱＩＮＢｏｙｕ，ＬＩＨｅｎｇｙｉ，ｅｔａｌ．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ｉｄ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ＤＦＩＧｂａｓｅｄｗｉｎｄｔｕｒｂｉｎｅ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２０，４４（２０）：１１２１２０．

作者简介：

董锋斌

　　董锋斌（１９７３），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
向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ｆｂ３０００
＠１２６．ｃｏｍ）；

刘昌建（１９９８），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赵永玮（１９９６），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ＤＦＩＧ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ｂｉｎ，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ａｎ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７２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ｏ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ｏｆ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ｄｕｅｔｏｌｏａｄ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ｕｂｌ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ａｎ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ｌｏｏｐａｄｏｐｔｓＥＳＯｂａｓ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
ｐｏｗｅｒ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ｌｏｏｐａｄｏｐｔｓＥＳＯｂａｓｅ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ｑｕａｒｅ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ＵｓｉｎｇＥＳＯ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ｌｕｍｐｅ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ｕｎｍｏｄｅｌ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ｏａ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ｉｌｔ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ｂ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ｉｎ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ｌｏｏｐ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ｈｅｎｔｈｅ
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ｗｏ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ｌｏａｄ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ｆｉｌｔ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ｈ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ｅｃ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ｕｂｌｙｆｅｄ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ｇｒｉｄｓｉｄ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ｓｌｉ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ｉｒｅｃｔ
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ｗ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ｌｏｓｅｄｌｏｏｐ

（编辑　陆海霞）

４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