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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适应高比例分布式新能源接入的新型配电网架构，蜂巢状有源配电网利用多端口能量枢纽
（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ｈｕｂ，ＭＥＨ）可实现多微电网／配网单元间功率的互联互济，如 ＭＥＨ中包含储能设备，可以进一步
提升新能源利用率和电网可靠性。文中提出一种含储能的ＭＥＨ及其分层协调控制策略。上层控制根据储能系统
的荷电状态和配电网运行状态协调控制储能变流器与各并网端口变流器之间的功率分配，使得 ＭＥＨ在平抑新能
源波动、配网故障恢复等运行模式下均能够对内部储能系统进行能量管理。下层控制通过将储能变流器有功功率

的微分值反馈至储能系统控制环路进行补偿，提高储能变流器输入／输出有功功率响应速度。文中设计了ＭＥＨ控
制系统关键参数，利用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对ＭＥＨ在配电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仿真。不同工况下的仿真对比验证了
所提分层协调控制策略的有效性，证明该策略能够延长储能系统工作时间，提高储能系统有功功率变化率，减小直

流母线的电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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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传统拓扑形态配电网对高比例分布式能源接

入的适应性较差，易形成电压波动和负载不平衡等

供电质量问题，同时在故障状态下无法充分利用分

布式电源的容量提高供电可靠性［１２］。电力电子化

柔性配电设备及其控制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问

题，并已成为未来有源智能配电网的发展方向［３５］。

通过电力电子配电设备将配电网中的不同线路、节

点进行柔性互联，能够提高网侧控制自由度和多个

供电单元间的功率互联互济能力，还能够在配电网

故障状态下实现紧急转供［６８］。

目前研究较多的电力电子化配电设备包括电

力电 子 变 压 器 （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ＰＥＴ）［９１２］、电力能量路由器（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ｕｔｅｒ，
ＥＥＲ）［１３１４］和柔性软开关（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ＳＯＰ）［１５１７］

等。文献［１８］提出应用于交直流混合微网的 ＰＥＴ，
分析了并网和离网下的运行模式，实现了 ＰＥＴ准确
快速调节主网、交流微网和直流微网三者间功率的

流动。文献［１９］提出一种应用于交直流混合微网
的ＥＥＲ，研究了其结构和控制策略，设计了 ＥＥＲ的
控制系统参数。文献［２０］提出 ＳＯＰ与联络开关并
联的配电网柔性互联方案，降低了 ＳＯＰ转供电的附

加成本，并提出一种平滑切换控制策略以降低转供

电过程中的电压电流冲击。同时，在配电网中配置

一定规模的储能，可以进一步提高新能源出力波动

和配电网运行优化的控制水平［２１２３］。文献［２４］提
出将储能集成进入ＳＯＰ内部，从而加强ＳＯＰ多端口
功率调节能力。文献［２５］基于下垂控制提出在微
电网中受到线路阻抗不一致影响下的荷电状态

（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Ｃ）的平衡控制方法。但这些配
电设备以及相应的拓扑和控制策略只应用于传统

配电网中。

文献［２６］提出蜂巢状有源配电网，其利用能量
枢纽装置中集成的智能功率／信息交换基站，实现
微网间功率的互联互通。目前对蜂巢状有源配电

网能量枢纽的研究集中在配电网的分布式优化调

度和基站控制策略。文献［２７］提出一种面向山区
应用的蜂巢状有源配电网架构，设计多种工况下的

分层控制策略，实现多个微电网之间的功率灵活调

度，但未考虑变流器之间的协调控制。文献［２８２９］
针对多端口 ＳＯＰ的功率协调问题提出改进型下垂
控制策略，通过模拟同步电机转动惯量支撑提出惯

性下垂系数，根据互联交流电网频率调节下垂系

数，进而改变 ＳＯＰ各端口的功率分配能力。然而，
上述方法只考虑了相邻电网频率对多端口功率分

配的影响，而对于含储能系统的多端口能量枢纽

（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ｈｕｂ，ＭＥＨ），无法使储能系统的
ＳＯＣ变量参与到各端口的功率分配控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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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为使光伏系统和储能系统同时响应网内负荷
变化，抑制储能变流器暂态功率波动，提出了交流

微电网中并联的储能变流器与光伏逆变器的协调

运行控制策略，但该策略只适用于交流微电网。

为了实现蜂巢状有源配电网对储能系统的高

效集成和优化控制，文中提出一种含储能的有源配

电网 ＭＥＨ装置及其分层协调控制策略。重点研究
根据储能系统的ＳＯＣ和微电网／配网单元的运行状
态进行各变流器间有功功率分配的控制策略，实现

应对新能源波动和配电单元故障等多场景下配电

网不同供电区域间的功率互联互济。最后，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中搭建模型进行仿真，验证了该
控制策略在不同场景中应用的有效性。

１　蜂巢状有源配电网及ＭＥＨ

１．１　蜂巢状有源配电网拓扑及原理
图１为蜂巢状有源配电网的拓扑，其由多个有

源微电网或邻近的配电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内部有

供电馈线，彼此间供电边界清晰。每个单元的边界

上设置６个ＭＥＨ作为该单元与外部电网及邻近单
元的能量传输节点，每个ＭＥＨ与相邻的３个单元的
馈线公共耦合点（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ＰＣＣ）
相连。

图１　蜂巢状有源配电网拓扑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以图１中的相邻单元Ａ、Ｂ、Ｃ为例，每个单元内
部都配置了分布式电源，集成储能系统的 ＭＥＨ可
以运行于以下场景：

（１）当各单元内分布式电源、储能和交流负载
功率均衡配置时，其内部有功功率可以实现平衡，

此时ＭＥＨ处于待机状态。
（２）当不同单元间功率不均衡时，如单元 Ｂ、Ｃ

出现功率缺口，而单元 Ａ中分布式电源发电量充
沛，则可以通过连接 Ａ、Ｂ、Ｃ单元的 ＭＥＨ装置 Ｍ１
实现功率传输，也可以通过其他连接 ＭＥＨ的馈线
进行潮流控制。

（３）当任一单元中馈线出现故障时，故障隔离

后的线路分段可以通过 ＭＥＨ实现柔性转供，恢复
被隔离的故障区域外的负荷。

（４）当分布式电源发电量充沛时，可以向 ＭＥＨ
中集成的储能系统充电，维持其ＳＯＣ，储能系统可以
起到对调频、调峰指令快速响应的作用，提高 ＭＥＨ
的动态性能。

１．２　ＭＥＨ拓扑
文中研究的蜂巢状有源配电网 ＭＥＨ内部结构

如图２所示，主要由３个电力电子变换器连接蜂巢
状有源配电网中的馈线以及内部集成的储能系统

构成。储能系统中的蓄电池组通过双向 ＢｕｃｋＢｏｏｓｔ
变换器升压接入公共直流母线，与配电单元 Ａ、Ｂ、Ｃ
的ＰＣＣ相连的并网端口变流器 ＶＳＣ１—ＶＳＣ３通过
电网侧连接阻抗、并联滤波器与联结变压器接入各

单元４００Ｖ配电线路。

图２　ＭＥＨ拓扑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ＥＨ

并网端口变流器和储能系统共用直流母线。

为了合理地根据不同运行方式在多变流器间进行

功率分配，同时利用储能系统快速功率响应能力，

文中提出了分层协调控制策略。选取 ＶＳＣ１作为主
变流器，通过下垂控制与储能变流器协同控制直流

母线电压。ＶＳＣ２和ＶＳＣ３作为从变流器，采用定功
率控制或定交流电压控制，实现线路与 ＭＥＨ之间
的功率交换与配电单元故障恢复。

２　储能系统ＳＯＣ的运行边界约束

ＭＥＨ中集成的储能系统具有维持直流母线电
压、提供缺额功率支撑以及吸收盈余功率的功能，

同时还能快速应对暂态功率扰动。

ＭＥＨ中储能系统充放电状态由ＭＥＨ中３个并
网端口变流器功率吞吐量之和决定，判断条件如下：

Ｐｅｓｓ≥０　∑
ｉ＝１，２，３

Ｐｉ≤０

Ｐｅｓｓ＜０　∑
ｉ＝１，２，３

Ｐｉ＞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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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ｅｓｓ为储能系统充／放电功率，Ｐｅｓｓ为正表示放
电，为负表示充电；Ｐｉ为ＶＳＣｉ（ｉ＝１，２，３）与相连供电
单元之间交换的有功功率值，以从配电单元吸收功

率为正。

考虑到每个配电单元的最大缺口功率以及连

续供电时间等因素，每个配电单元的容量在数量级

上基本一致。将一个标准规格的配电单元需要提

供的能量作为能量枢纽内部储能系统的容量，并依

据如下公式：

ＶＥＳ≥

ｍａｘ
ｍａｘ（Ｐｌｏａｄ－ＰＤＧ）Ｔｍａｘ
（Ｓｍａｘ－Ｓｍｉｎ）ηｄｉｓ

，
ｍａｘ（ＰＤＧ－Ｐｌｏａｄ）Ｔｍａｘηｃｈ

Ｓｍａｘ－Ｓｍｉｎ( )
（２）

式中：ＶＥＳ为蓄电池容量；Ｐｌｏａｄ为单个配电单元负荷
功率；ＰＤＧ为单个配电单元分布式电源功率；Ｔｍａｘ为
单个配电单元在源荷功率差绝对值最大时的最长

稳定运行时间；ηｃｈ、ηｄｉｓ分别为储能系统充、放电效
率；Ｓｍａｘ、Ｓｍｉｎ分别为储能系统 ＳＯＣ值上、下限。同
理，储能系统的额定功率Ｐｍａｘ为：

Ｐｍａｘ＝ｍａｘ
ｍａｘ（Ｐｌｏａｄ－ＰＤＧ）
（Ｓｍａｘ－Ｓｍｉｎ）ηｄｉｓ

，
ｍａｘ（ＰＤＧ－Ｐｌｏａｄ）ηｃｈ

Ｓｍａｘ－Ｓｍｉｎ( )
（３）

为了保证储能正常参与ＭＥＨ运行，根据ＳＯＣ值，
储能系统的充／放电功率应当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１）当储能系统ＳＯＣ接近下限时，为防止蓄电池
组过度放电，此时储能系统不再放电，只能进行充电。

（２）当储能系统ＳＯＣ处于较低水平时，为保证储
能系统有足够的放电容量响应ＭＥＨ，在放电状态下，需
要对储能变流器的放电功率进行限制，其吸收功率则

不需要限制。

（３）当储能系统ＳＯＣ处于中间水平时，储能系统
的充／放电功率仅受其额定功率限制。

（４）当储能系统ＳＯＣ处于较高水平时，为了保证
储能系统有足够的剩余容量响应ＭＥＨ，需要对储能变
流器的充电功率进行限制，其放电功率则不需要限制。

（５）当储能系统ＳＯＣ接近上限时，为防止蓄电池
组过度充电，此时储能系统不再充电，只能进行放电。

根据上述原则，将ＭＥＨ中集成的储能系统ＳＯＣ
运行区间划分为充电区、放电区、限制功率区和正常运

行区，如图３所示。其中，Ｓｌ１、Ｓｌ２为储能系统由正常运
行区进入限制功率区的阈值。设置阈值是为了使储能

系统在ＳＯＣ接近上、下限时不会快速退出运行。对其
功率交换值进行如下限制：

Ｐｌｔ＝Ｃｂｕｂ（Ｓ－Ｓｍｉｎ）　Ｓｍｉｎ≤Ｓ≤Ｓｌ１
Ｐｌｔ＝Ｃｂｕｂ Ｓ－Ｓｍａｘ 　Ｓｌ２≤Ｓ≤Ｓｍａｘ{ （４）

图３　储能系统的运行区间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式中：Ｐｌ为功率交换约束值；ｔ为最小工作响应时间；
Ｃｂ为蓄电池组容量；ｕｂ为蓄电池组输出端电压；Ｓ为
储能系统ＳＯＣ值。

Ｓ＝Ｓ０－
１
Ｃｂｕｂ∫Ｐｅｓｓｄｔ （５）

式中：Ｓ０为储能系统初始 ＳＯＣ值。储能系统的 ＳＯＣ
采用式（５）所示的直接功率法计算。先将蓄电池组
输出电压与电感电流的乘积通过低通滤波器得到

输出功率Ｐｅｓｓ，再经过积分器得到输出能量，从而计
算出实时ＳＯＣ。

根据上述运行边界参数设置，设置储能系统

ＳＯＣ与其充放电功率约束关系如下：
－Ｐｍａｘ≤Ｐｅｓｓ≤０　Ｓ≤Ｓｍｉｎ
－Ｐｍａｘ≤Ｐｅｓｓ≤Ｐｌ　Ｓｍｉｎ ＜Ｓ≤Ｓｌ１
－Ｐｍａｘ≤Ｐｅｓｓ≤Ｐｍａｘ　Ｓｌ１ ＜Ｓ≤Ｓｌ２
－Ｐｌ≤Ｐｅｓｓ≤Ｐｍａｘ　Ｓｌ２ ＜Ｓ≤Ｓｍａｘ
０≤Ｐｅｓｓ≤Ｐｍａｘ　Ｓ＞Ｓｍａｘ













（６）

式中：±Ｐｍａｘ为储能系统充／放电额定功率。

３　考虑储能 ＳＯＣ的 ＭＥＨ分层协调控制
策略

３．１　ＭＥＨ分层协调控制策略总体结构
ＭＥＨ中储能系统与端口变流器的分层协调控

制策略如图４所示，对应于配电单元的工作状态，并
网端口变流器将选择不同的控制策略，配电单元间

通过ＭＥＨ各端口进行功率交换。图４中，ｉ１为蓄电
池组端口输出电流；Ｐ为储能变流器输出有功功率。
作为维持 ＭＥＨ内直流母线电压稳定的核心器件，
当主并网端口变流器和储能系统调整输入／输出有
功功率时，其稳态输入／输出功率需要进行分配以
满足ＭＥＨ内部储能系统ＳＯＣ运行边界约束。ＭＥＨ
内暂态功率变化造成直流母线电压波动，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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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Ｈ的稳定性，因此要求 ＭＥＨ内部储能系统能快
速响应功率变化。

图４　分层协调控制策略
Ｆｉｇ．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针对上述问题，采取分层协调控制策略。上层

控制策略从能量分配角度，根据各配电单元运行状

态和储能系统ＳＯＣ，切换并网端口变流器和储能系
统控制模式及下垂控制系数。下层控制策略将储

能变流器输出有功功率 Ｐ微分得到 ｄＰ／ｄｔ，比较电
路限值，当ｄＰ／ｄｔ在限制范围内时将该值反馈到储
能系统下垂控制外环上，使其快速响应并网端口变

流器的输出功率变化。

３．２　上层变系数下垂控制策略
储能系统的工作状态受到 ＳＯＣ运行范围约束，

当储能系统处于充电区、放电区和限制功率区时有

相应的功率限制。传统的常系数下垂控制只能将

缺额／盈余功率等比例地分配给 ＭＥＨ中的并网端
口变流器和储能系统，无法实现对储能系统的功率

控制。文中提出基于变系数下垂控制的 ＭＥＨ分层
协调控制策略，能够在储能系统功率缺额／盈余时
将有功功率指令分配给其余端口，从而实现限制储

能系统的充／放电功率的目的。
ＭＥＨ中的 ３个并网端口变流器可以各自选择

不同的控制策略。文中设计主并网端口变流器采

用跟网型ＶＳＣ控制策略，并网变流器的输出电压由
各微网ＰＣＣ电压决定，通过控制变流器输出电压改
变并网变流器端口功率。主并网端口变流器采用

变系数下垂控制外环加电流内环的双环控制。

变系数下垂控制如图５所示，当主并网端口变
流器控制外环下垂系数 ｋ１和储能系统控制外环下
垂系数ｋ２相等时，２条斜率曲线重合。调整主并网
端口变流器下垂系数 ｋ１和储能变流器下垂系数 ｋ２
的取值，如图中红色虚线所示，可以使主端口变流

器和储能系统在同样的直流母线电压下承担不同

比例的功率。蓝色虚线为调整下垂控制环节输入／
输出有功功率参考值Ｐｒｅｆ曲线移动范围。

图５　下垂控制斜率曲线
Ｆｉｇ．５　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ｌｏｐｅｃｕｒｖｅ

Ｕｄｃｒｅｆ＝ＵＮ＋ｋ（Ｐ－Ｐｒｅｆ） （７）
当Ｐｒｅｆ＝０时，有：

Ｐ１ｋ１＝Ｐｅｓｓｋ２ （８）
式中：ＵＮ为直流母线额定电压值；Ｕｄｃｒｅｆ为下垂控制
输出的直流电压指令值。通过改变 Ｐｒｅｆ值可以进行
二次调节，消除电压偏差。下垂系数的取值与直流

电压波动和变流器容量有关，一般使得端口变流器

从空载到额定功率时，电压跌落的变化量为 ５％。
文中根据储能系统ＳＯＣ，改变 ｋ１和 ｋ２以调节主端口
变流器与储能系统之间的功率分配。

图６为并网端口变流器控制策略。由图 ６可
知，主并网端口变流器采集 ＰＣＣ并网点电压 ｕａｂｃ以
及输出电流 ｉａｂｃ，通过锁相环得到相位角 θ，通过
Ｐａｒｋ变换得到输出电压 ｕｄｑ和输出电流 ｉｄｑ，同时计
算得到交换功率Ｐ和Ｑ。文中端口变流器不输出无
功功率，因此将ｑ轴参考电流ｉｑｒｅｆ设为０，ｄ轴参考电
流为ｉｄｒｅｆ。

图６　并网端口变流器控制策略
Ｆｉｇ．６　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ｐｏｒ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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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中，Ｕｄｃ为直流母线电压；Ｌ为连接变流器
和并网点之间的电感值；ω为电网角频率；ω为电
网角频率参考值；Ｅ为电网电压幅值参考值；ｕｄ、
ｕｑ 分别为测量点电压参考值的ｄ、ｑ轴分量；ｕｄ１、ｕｑ１
分别为输出电压参考值的 ｄ、ｑ轴分量；ＳＰＷＭ为正
弦脉冲宽度调制。主并网端口变流器和储能系统

的变下垂系数如式（９）、式（１０）所示，储能系统的５
种ＳＯＣ运行区间对应不同的下垂系数。

ｋ１＝

０　Ｓ≤Ｓｍｉｎ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Ｓｍｉｎ
Ｓｌ１－Ｓｍｉｎ

　Ｓｍｉｎ ＜Ｓ≤Ｓｌ１

０，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ｌ１ ＜Ｓ≤Ｓｌ２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Ｓｍａｘ
Ｓｌ２－Ｓｍａｘ

　Ｓｌ２ ＜Ｓ≤Ｓｍａｘ

０　Ｓ＞Ｓｍａｘ



















（９）

ｋ２＝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Ｓ≤Ｓｍｉｎ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Ｓｌ１
Ｓｌ１－Ｓｍｉｎ

　Ｓｍｉｎ ＜Ｓ≤Ｓｌ１

０，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ｌ１ ＜Ｓ≤Ｓｌ２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
Ｓ－Ｓｌ２
Ｓｌ２－Ｓｍａｘ

　Ｓｌ２ ＜Ｓ≤Ｓｍａｘ

ΔＵｄｃｍａｘ
ＰＮ

　Ｓ＞Ｓｍａｘ





















（１０）
式中：ΔＵｄｃｍａｘ＝５％ＵＮ；ＰＮ为端口变流器额定功率。

相应的ｋ值曲线如图７所示。实际工况下，考
虑到在０＜Ｓ＜Ｓｌ１和 Ｓｌ２＜Ｓ＜１００％区间，储能系统可能
分别工作于充电和放电状态，此时储能系统和ＶＳＣ１
的ｋ值曲线根据调控中心的控制指令来确定，且一
般为恒定值，在整个 ＳＯＣ区间内保持不变，如图 ７
中的绿色虚线和蓝色虚线所示。红色箭头代表ｋ值
可调整范围。

图７　下垂控制ｋ值曲线
Ｆｉｇ．７　ｋｖａｌｕｅ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

下垂控制参数根据储能模块的ＳＯＣ改变，当处

于充电区和放电区时，ＶＳＣ１将选择定电压模式，为
储能系统充电和放电保持稳定的直流母线电压。

当处于限制功率区时，如图３所示，ＭＥＨ内的缺额／
盈余功率将根据储能系统 ＳＯＣ在主并网端口变流
器和储能系统之间合理进行分配：

（１）当缺额功率为 Ｐｍａｘ时，红色线段长度代表
主并网端口变流器的吸收功率，橙色线段长度代表

储能的输出功率，可以看出储能系统的输出功率的

运行点工作在运行边界上。

（２）当缺额功率小于 Ｐｍａｘ时，储能系统的输出
功率的运行点工作在运行边界内。缺额功率越接

近Ｐｍａｘ则运行点越接近运行边界。
（３）当缺额功率大于 Ｐｍａｘ时，通过主并网端口

变流器下垂曲线的二次调节，即改变下垂曲线的

Ｐｒｅｆ设定值，使得主并网端口变流器在吸收超出 Ｐｍａｘ
部分缺额功率的基础上，再将 Ｐｍａｘ按照式（１）进行
功率分配。

当处于正常运行区时，ｋ１和 ｋ２的额定值将保持
不变避免干扰，储能系统将选择定电压模式。当处

于限制功率区Ⅳ时，ＭＥＨ功率盈余，情况和上述分
类讨论类似。

从并网端口变流器可采用组网型或跟网型ＶＳＣ
控制策略，即定功率控制和交流侧电压幅值相角控

制，由与之相连的配电网状态决定。组网型控制策

略ＰＣＣ电压的幅值 Ｅ和频率 ω给定，用以 Ｐａｒｋ
变换的相位角由ω的积分值生成。
３．３　下层暂态功率反馈控制策略

ＭＥＨ中接入的储能系统拓扑如图８所示。图８
中ｉ１ｒｅｆ为蓄电池组端口输出电流参考值；ｋｃｐ为微分
反馈环节的比例系数。

图８　储能变流器控制策略
Ｆｉｇ．８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Ｃ／ＤＣ变流器采用 Ｐ／Ｕ下垂加电流环控制方
式，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储能系统的输出功率除

２．２节的ＳＯＣ约束外，其下垂控制外环参考电流叠
加了功率微分的反馈信号以应对暂态功率波动。

储能系统的控制系统表达式如下：

４７



［ｋ２（Ｐｒｅｆ－Ｐｅｓｓ）＋ｋｃｐ×ｄＰｅｓｓ／ｄｔ＋ＵＮ＋Ｕｄｃ］×

　　　　　　（ｋｐ１＋ｋｉ１／ｓ）＝ｉｌ
（ｉｌ －ｉｌ）（ｋｐ２＋ｋｉ２／ｓ）＝Ｄ

Ｐｅｓｓ＝ｕｂｉｌ　ｄｍｉｎ≤ｄＰｅｓｓ／ｄｔ≤ｄｍａｘ











（１１）
式中：Ｄ为驱动信号开关占空比；ｋｐ１、ｋｉ１、ｋｐ２、ｋｉ２为储
能系统的内外环比例积分环节系数；ｄｍａｘ、ｄｍｉｎ分别
为功率变化率上限和下限值。

４　仿真验证

为验证考虑储能系统ＳＯＣ的 ＭＥＨ分层协调控
制策略的有效性，在 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软件中搭建
了包含３个供电单元的ＭＥＨ仿真模型，系统结构如
图９所示，仿真参数见表１。储能系统和ＶＳＣ１采用
下垂控制策略，ＶＳＣ２和ＶＳＣ３作为从并网变流器采
用ＰＱ定功率控制或定交流电压控制。

图９　ＭＥＨ仿真模型
Ｆｉｇ．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ＥＨ

表１　仿真参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仿真参数 数值 仿真参数 数值

ＵＮ／Ｖ ６８０ Ｓｍａｘ ０．９

ｋｃｐ ２×１０－５ Ｓｍｉｎ ０．１

ｕｂ／Ｖ ３６０ Ｓｌ２ ０．６５

ｕａｂｃ／Ｖ ２２０ Ｓｌ１ ０．３５

Ｓｂａｓｅ／（ｋＶ·Ａ） ５０ Ｃｆ／μＦ １８００

Ｃｂ／（Ａ·ｈ） ７５０ Ｌｂ／ｍＨ ５．７６

Ｐｍａｘ／ｋＷ ５０ ＶＥＳ／（ｋＷ·ｈ） ２７０
　　注：Ｓｂａｓｅ为功率基准值；Ｃｆ为直流母线电容；Ｌｂ为
储能变流器输出电感。

　　设计３个场景进行仿真实验，并将文中所提控
制策略与传统定系数下垂控制策略进行对比。

４．１　配电单元间功率互济
为验证文中所提下层暂态功率反馈控制策略

的有效性，场景１构造从并网端口变流器交流侧传
输功率变化，从而产生抑制暂态功率波动所需要的

储能系统电流内环前馈信号，验证储能系统在该控

制策略下对于不平衡功率的快速响应。

在ｔ＝０ｓ时，单元 Ｂ内部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

新型负荷出现１０ｋＷ功率缺口，单元 Ｃ因新能源发
电量充沛有２０ｋＷ功率盈余，功率盈余大于功率缺
口，因此在互济过程中，储能系统工作在充电状态。

在ｔ＝１ｓ时，单元 Ｂ的有功功率缺口进一步扩大到
５０ｋＷ，而单元Ｃ的功率盈余减少为１０ｋＷ，功率缺
口大于功率盈余，储能系统工作在放电状态，与

ＭＥＨ的并网端口变流器一起支撑单元Ｂ的运行。
采用传统下垂控制的仿真结果如图１０所示，改

进控制策略与原控制策略效果对比如图１１和图１２
所示。ＶＳＣ２在０～１ｓ向单元Ｂ输出１０ｋＷ有功功
率，ＶＳＣ３从单元Ｃ吸收２０ｋＷ有功功率，单元Ａ和
储能系统在下垂控制作用下分别从ＭＥＨ吸收５ｋＷ
有功功率维持直流母线电压，在 １ｓ时单元 Ｂ的有
功需求增加而单元 Ｃ盈余功率减少。可以看出，如
图１１所示，系统功率的突变会对直流母线电压造成
冲击，导致ＭＥＨ直流母线电压掉落至６４５Ｖ以下。
在暂态响应过程中，ＶＳＣ１的功率变化率较储能系
统功率变化率大，暂态过程结束后单元 Ａ和储能系
统分别向ＭＥＨ输出２０ｋＷ的有功功率。

图１０　场景１各端口变流器有功功率
Ｆｉｇ．１０　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ｐｏｒｔ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ｉｎ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１

图１１　直流母线电压
Ｆｉｇ．１１　ＤＣｂｕｓｖｏｌｔａｇｅ

图１２　储能变流器有功功率变化率
Ｆｉｇ．１２　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为验证文中所提控制策略的暂态性能，进行下

层暂态功率反馈控制策略仿真，并与传统下垂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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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进行对比。仿真结果如图１１和图１２所示，
反馈控制信号有效地抑制了直流母线电压的超调

现象，同时加快了储能系统对于系统内功率缺额的

响应。从图１２可以看出由于储能系统的迅速响应，
在不使用暂态功率反馈控制时，储能变流器有功功

率变化率峰值在暂态过程中为６２４ｋＷ／ｓ，在使用协
调控制策略时，其峰值为１１５４ｋＷ／ｓ，因此文中所提
下层暂态功率反馈控制策略能够增加储能系统暂

态功率变化率。

４．２　配电单元故障情况下的柔性转供
为验证文中所提上层能量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场景２设置某些特定储能系统的工作点，对比不同
工作点下储能系统与主并网端口变流器的功率响

应，在不同ＳＯＣ区间段内使用变下垂系数控制，展示
使用ＳＯＣ值控制多变流器间功率分配的有效性。

设定单元 Ｃ出现故障需要柔性转供，此时
ＶＳＣ３采用定交流电压控制恢复部分负荷。由于单
元Ｃ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执行增加或切负荷操作，将
仿真场景分为两部分。

图１３为增加负荷仿真场景下各变流器有功功
率，图中ＥＳ为储能系统。ｔ＝０ｓ时，配电单元 Ｂ内
部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型负荷出现 ２５ｋＷ功率
缺口，单元Ｃ所需恢复的负荷功率为１０ｋＷ，此时储
能系统工作在放电状态。ｔ＝１ｓ时，单元 Ａ分布式
电源发电量充沛，可通过转供恢复单元 Ｃ的负荷，
恢复量２５ｋＷ，此时储能系统工作在放电状态。在
上层能量控制策略下，可见在不同的储能系统 ＳＯＣ
下，储能系统和ＶＳＣ１根据２．２节设定的功率限额进
行响应。在充电区内，系统内功率全部由 ＶＳＣ１承
担，储能系统不会提供缺额功率。当 ＳＯＣ值为
１８．３３％时，判定工作在限制功率区Ⅰ内，０～１ｓ内
ＶＳＣ１从单元Ａ吸收２３．３３ｋＷ的功率，而储能系统
输出１１．６７ｋＷ的功率，１～２ｓ内ＶＳＣ１从单元Ａ吸收
３３．３３ｋＷ的功率，而储能系统输出１６．６７ｋＷ的功率。
在正常运行区时，系统功率缺额由两者平均分配。

图１３　各变流器有功功率值（增加负荷）
Ｆｉｇ．１３　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ｌｏａｄ）

图１４为切负荷仿真场景下各变流器有功功率。
单元Ｂ因为新能源发电量充沛有 ３７．５ｋＷ功率盈
余，单元Ｃ所需恢复的负荷功率为２５ｋＷ，此时储能
系统处于充电状态。ｔ＝１ｓ时，切去单元Ｃ中１５ｋＷ
负荷，多余出来的功率将由单元 Ａ和储能系统共同
吸收。图１４中，在上层能量控制策略下，处于限制
功率区Ⅳ时，０～１ｓ内ＶＳＣ１向单元Ａ输出８．３３ｋＷ
的功率，而储能系统吸收４．１６ｋＷ的功率，１～２ｓ内
ＶＳＣ１向单元Ａ输出１８．３３ｋＷ的功率，而储能系统
吸收９．１６ｋＷ的功率。正常运行区以及放电区下储
能系统和ＶＳＣ１的功率响应曲线与增加负荷仿真场
景同理。根据ＭＥＨ的 ＳＯＣ值控制功率在 ＶＳＣ１和
储能系统间的分配，有效实现上层能量控制策略。

图１４　各变流器有功功率值（切负荷）
Ｆｉｇ．１４　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ｌｏａｄｓｈｅｄｄｉｎｇ）

４．３　ＭＥＨ内储能系统充／放电
为了验证所提上层能量控制策略在长时间尺

度下的有效性，设置以下仿真算例。

储能系统放电场景下，ｔ＝０ｓ时，单元 Ｂ因为内
部出现了５０ｋＷ功率缺口，单元 Ｃ故障情况下柔性
转供负荷功率为 ２０ｋＷ，此时 ＶＳＣ１需要从单元 Ａ
吸收功率，储能系统放电，ＭＥＨ内部储能单元初始
ＳＯＣ值设定为３５％。

储能系统充电场景下，ｔ＝０ｓ时，单元 Ｂ因为新
能源发电量充沛有６０ｋＷ功率盈余，此时储能系统
充电，ＭＥＨ内部储能单元初始 ＳＯＣ值设定为６５％。
仿真结果如图１５所示。

储能系统处于放电状态下，在０～５．４ｈ内，由于
Ｓ＜Ｓｌ１，判定储能系统工作在限制功率区Ⅱ，由于变
下垂系数控制的作用，ＳＯＣ开始下降速度很快，越
接近Ｓｍｉｎ时，ＳＯＣ的曲率越小，最终在 ５．４ｈ前稳定
在Ｓｍｉｎ附近，而传统下垂控制会在接近２．７ｈ时完全
放出ＭＥＨ内部储能系统所有能量并停止工作。

储能系统处于充电状态下，在０～５．４ｈ内，由于
Ｓ＞Ｓｌ２，判定储能系统工作在限制功率区Ⅳ，ＳＯＣ开
始上升速度很快，越接近 Ｓｍａｘ时，ＳＯＣ的曲率越小，
最终在５．４ｈ前稳定接近在Ｓｍａｘ附近，而传统下垂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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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储能系统ＳＯＣ值
Ｆｉｇ．１５　ＳＯＣ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制会在３．５ｈ将储能系统充满能量后停止工作，验
证了上层能量控制策略能够有效延长 ＭＥＨ内部储
能系统的工作时间。

图１６为 ＶＳＣ１和储能系统在上述过程中处于
功率限制区内的下垂系数 ｋ值变化情况，可以看出
下垂系数ｋ值的变化很好地响应了 ＭＥＨ内部的缺
额／盈余功率分配需求。

图１６　功率限制区内下垂系数值
Ｆｉｇ．１６　Ｄｒｏ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ｒｅａ

５　结语

文中针对蜂巢状有源配电网，建立了与之相匹

配的ＭＥＨ模型，在３个并网端口变流器响应微网功
率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储能系统装置，并提出了一

种ＭＥＨ分层协调控制策略。从稳态功率角度管理
各并网端口变流器和储能系统的功率，维持储能系

统ＳＯＣ在合理范围之内并延长了ＭＥＨ内部储能系
统的工作响应时间。文中提出基于有功功率微分

值反馈的策略，能够提高储能系统响应速度，在场

景一的工况下电压超调现象被抑制。同时上层的

稳态功率管理策略可以推广到直流微电网中含多

个储能系统的等效ＳＯＣ中加以应用。
参考文献：

［１］王成山，季节，冀浩然，等．配电系统智能软开关技术及应用

［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２２，４６（４）：１１４．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ＪＩＪｉｅ，ＪＩＨａｏｒａｎ，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２，４６（４）：１１４．

［２］许涛，葛雪峰，窦竟铭，等．混合型背靠背智能软开关技术
［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３０１３５，１８１．
ＸＵＴａｏ，ＧＥＸｕｅｆｅｎｇ，ＤＯＵＪｉ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ｙ
ｂｒｉｄ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３０１３５，１８１．

［３］姜淞瀚，彭克，徐丙垠，等．直流配电系统示范工程现状与展
望［Ｊ］．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２１，４１（５）：２１９２３１．
ＪＩＡＮＧＳｏｎｇｈａｎ，ＰＥＮＧＫｅ，ＸＵＢｉｎｇｙｉｎ，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ｏｆＤ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１（５）：２１９
　　　２３１．

［４］曾嵘，赵宇明，赵彪，等．直流配用电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展
望［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３）：６７９１６８０１，７１１４．
ＺＥＮＧＲｏｎｇ，ＺＨＡＯＹｕｍｉｎｇ，ＺＨＡＯＢｉａｏ，ｅｔａｌ．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ｏｏｋ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Ｃ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８，３８（２３）：６７９１
６８０１，７１１４．

［５］刘永岗，严建海，韩肖清，等．低压直流配电系统在农村地区
的应用研究［Ｊ］．供用电，２０２１，３８（１）：１７２４．
ＬＩＵＹｏｎｇｇａｎｇ，ＹＡＮＪｉａｎｈａｉ，ＨＡＮ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Ｊ］．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８（１）：１７２４．

［６］李霞林，李志旺，郭力，等．交直流微电网集群柔性控制及稳
定性分析［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２０）：５９４８
５９６１，６１７５．
ＬＩＸｉａｌｉｎ，ＬＩＺｈｉｗａｎｇ，ＧＵＯＬｉ，ｅｔａｌ．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ｓｔａｂｉ
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Ｃ／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ｓ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９，３９（２０）：５９４８５９６１，６１７５．

［７］宋毅，孙充勃，李鹏，等．基于智能软开关的有源配电网供电
恢复方法［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１５）：４３９０
４３９８，４６３９．
ＳＯＮＧＹｉ，ＳＵＮＣｈｏｎｇｂｏ，ＬＩ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ＯＰｂａｓｅｄｓｕｐｐｌｙｒｅ
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ｕｓｉｎｇｓｏｆｔｏｐｅｎ
ｐｏｉｎｔ［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８，３８（１５）：４３９０
４３９８，４６３９．

［８］ＬＩＰ，ＪＩＨＲ，ＷＡＮＧＣＳ，ｅｔ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Ｅｎｅｒ
ｇｙ，２０１７，８（４）：１４３０１４４２．

［９］李子欣，高范强，赵聪，等．电力电子变压器技术研究综述
［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２７４１２８９．
ＬＩＺｉｘｉｎ，ＧＡＯＦａｎ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Ｃｏ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８，３８（５）：１２７４１２８９．

［１０］张哲，许崇福，王弋飞，等．多电平直流链电力电子变压器
控制策略研究［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０，３９（４）：９１５．
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ＸＵＣｈｏｎｇｆｕ，ＷＡＮＧＹｉｆｅｉ，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ＤＣｌｉｎｋ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７７ 蒋玮 等：蜂巢状有源配电网中多端口能量枢纽控制策略



［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９（４）：
９１５．

［１１］孔祥平，李鹏，韩杰祥，等．适应电力电子变压器功率双向
交换的低电压穿越运行控制策略［Ｊ］．电力科学与技术学
报，２０２１，３６（２）：１２４１３１．
Ｋ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ＩＰｅｎｇ，ＨＡＮＪｉｅ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
ｒｉｄ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２１，３６（２）：１２４１３１．

［１２］牟杰，杨依睿，徐永海，等．接入电力电子变压器的光伏及
混合储能协调控制策略研究［Ｊ］．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
２０２２，４３（３）：１４３１５２．
ＭＵＪｉｅ，ＹＡＮＧＹｉｒｕｉ，ＸＵＹｏｎｇｈａ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ａｎｄｈｙｂ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Ｊ］．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４３（３）：１４３
　　　１５２．

［１３］段青，盛万兴，李振，等．电能路由器接入电力电子化配电
网稳定性初步分析［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９，４３（１）：２２７２３５．
ＤＵＡＮＱ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ｘｉｎｇ，ＬＩＺｈｅｎ，ｅｔ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ｒｏｕｔｅｒ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Ｊ］．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４３（１）：２２７２３５．

［１４］葛健，杨晨，杨景刚，等．基于通用电能路由器的微电网架
构及其控制方法［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２１，４０（１）：１２３１３０．
ＧＥＪ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ｕｔｅｒｕｎｉｔ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０
（１）：１２３１３０．

［１５］刘文霞，王荣杰，刘鑫，等．柔性配电系统故障区间鲁棒优
化恢复［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２）：３８９７３９０７．
ＬＩＵＷｅｎｘｉａ，ＷＡＮＧＲｏｎｇｊｉｅ，ＬＩＵＸｉ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ｒｏｂｕｓｔ
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ｉ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２０，４０（１２）：３８９７３９０７．

［１６］刘亚南，徐研，韩华春，等．多端背靠背柔性直流互联系统
负载均衡［Ｊ］．电力工程技术，２０１８，３７（３）：８４９０．
ＬＩＵＹａｎａｎ，ＸＵＹａｎ，ＨＡＮＨｕａｃｈｕｎ，ｅｔａｌ．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ｏｆ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ｂａｃｋｔｏｂａｃｋ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ＤＣ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７（３）：
８４９０．

［１７］欧繁，范心明，彭元泉，等．主动配电网中多端柔性多状态
开关的选址定容优化［Ｊ］．电力电容器与无功补偿，２０２１，
４２（１）：１４２１４９．
ＯＵＦａｎ，ＦＡＮＸｉｎｍｉｎｇ，ＰＥＮＧＹｕａｎ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ｃｈ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ＰｏｗｅｒＣａｐａｃｉｔ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４２（１）：１４２１４９．

［１８］兰征，涂春鸣，肖凡，等．电力电子变压器对交直流混合微
网功率控制的研究［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２３）：５０
　　　５７．
ＬＡＮＺｈｅｎｇ，ＴＵ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ＸＩＡＯＦ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ｐｏｗｅ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ｉｎｈｙｂｒｉｄＡＣ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３０（２３）：

５０５７．
［１９］涂春鸣，孟阳，肖凡，等．一种交直流混合微网能量路由器

及其运行模态分析［Ｊ］．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２２）：
１７６１８８．
ＴＵＣｈｕｎｍｉｎｇ，ＭＥ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Ｆ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ＣＤＣｈｙ
ｂｒｉｄ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ｒｏｕｔｅｒ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３２
（２２）：１７６１８８．

［２０］李岩，陈夏，李巍巍，等．基于智能软开关与联络开关并联
的柔性配电网互联结构与控制技术研究［Ｊ］．中国电机工
程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１３）：４７４９４７６０．
ＬＩＹ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ＬＩＷｅ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ｉ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ｃｈ［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２２，４２（１３）：
４７４９４７６０．

［２１］南斌，董树锋，唐坤杰，等．考虑需求响应和源荷不确定性
的光储微电网储能优化配置［Ｊ］．电网技术，２０２３，４７（４）：
１３４０１３５２．
ＮＡＮＢｉｎ，ＤＯＮＧＳｈｕｆｅｎｇ，ＴＡＮＧＫｕ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ｆｉ
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ＰＶ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ｌｏａｄ［Ｊ］．
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４７（４）：１３４０１３５２．

［２２］ＦＡＩＳＡＬＭ，ＨＡＮＮＡＮＭＡ，ＫＥＲＰＪ，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８，６：３５１４３３５１６４．

［２３］房珂，周明，武昭原，等．面向低碳电力系统的长期储能优
化规划与成本效益分析［Ｊ／ＯＬ］．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１１７
［２０２２１２０８］．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３３４／ｊ．０２５８８０１３．ｐｃｓｅｅ．
　　　２２１６３６．
ＦＡＮＧＫｅ，ＺＨＯＵＭｉｎｇ，ＷＵＺｈａｏ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１１７
［２０２２１２０８］．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３３３４／ｊ．０２５８８０１３．ｐｃｓｅｅ．
　　　２２１６３６．

［２４］王成山，宋关羽，李鹏，等．基于智能软开关的智能配电网
柔性互联技术及展望［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６，４０（２２）：
１６８１７５．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ＳＯＮＧＧｕａｎｙｕ，ＬＩ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ｆｏｒ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ｂａｓｅ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ｓｍａｒ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４０（２２）：１６８１７５．

［２５］孙孝峰，郝彦丛，王宝诚，等．微电网分布式储能单元荷电
状态平衡和电压恢复［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
（１５）：４０４７４０５５．
ＳＵＮ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ＨＡＯＹａｎｃｏｎｇ，ＷＡＮＧＢａｏｃ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ｅ
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ｖｏｌ
ｔａｇｅ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
２０１６，３６（１５）：４０４７４０５５．

［２６］江道灼，徐宁，江崇熙，等．蜂巢状有源配电网构想、关键技
术与展望［Ｊ］．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９，４３（１７）：１１１．
ＪＩＡＮＧＤａｏｚｈｕｏ，ＸＵＮ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ｘｉ，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８７



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ｓｈａｐｅ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９，４３（１７）：１１１．

［２７］傅颖，杨成钢，胡洪涛，等．面向山区的蜂巢状有源配电网
多工况控制策略［Ｊ］．浙江电力，２０２１，４０（８）：１４２４．
ＦＵＹｉｎｇ，Ｙ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ｇａｎｇ，ＨＵＨｏｎｇｔａｏ，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ａｒｅａｓ［Ｊ］．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４０（８）：
１４２４．

［２８］蔡云旖，屈子森，杨欢，等．柔性多状态开关改进型下垂控
制策略［Ｊ］．电网技术，２０１９，４３（７）：２４８８２４９７．
ＣＡＩＹｕｎｙｉ，ＱＵＺｉｓｅｎ，ＹＡＮＧ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ｓｏｆｔｏｐｅｎｐｏｉｎｔ［Ｊ］．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４３（７）：２４８８２４９７．

［２９］焦建立，向新宇，薛阳，等．基于改进下垂控制的直流微电
网功率均衡策略［Ｊ］．浙江电力，２０２２，４１（６）：３２３６．
ＪＩＡＯＪｉａｎｌｉ，ＸＩ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ＸＵＥ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ｐｏｗ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ＤＣ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ｄｒｏｏ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２，４１（６）：３２３６．
［３０］张春雪，黎灿兵，冯伟，等．孤立运行光／储微电网中储能变

流器暂态功率波动协调抑制策略［Ｊ］．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８，３８（８）：２３０２２３１４，２５４０．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ｘｕｅ，ＬＩＣａｎｂｉｎｇ，ＦＥ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ｐｏｗｅｒｃ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ｉｓｌａｎｄｅｄＰＶ／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Ｊ］．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ＥＥ，２０１８，３８（８）：２３０２２３１４，２５４０．

作者简介：

蒋玮

　　蒋玮（１９８２），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
电力电子在分布式发电系统、储能系统和电能

质量控制中的应用（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ｓｅｕ．ｅｄｕ．
ｃｎ）；

余斌（２０００），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配
电网多端口柔性互联设备；

郁家麟（１９７３），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
　　　 事分布式电源与配电网运行优化相关工作。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ｈｕｂｉｎ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ＩＡＮＧＷｅｉ１，ＹＵＢｉｎ１，ＹＵＪｉａｌｉｎ２，ＳＵＮＫｅ３，Ｔ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２，ＱＩＡＮＷｅｉｊｉ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９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Ｊｉａｘ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ｏｍｐａｎｙ，Ｊｉａｘｉｎｇ３１４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ＳｔａｔｅＧｒｉ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ｎｅｗ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ｓｅｓ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ｈｕｂ
（ＭＥＨ）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ｉｃｒｏｇｒｉｄ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ｎｉｔｓ．ＴｈｅＭＥＨｅ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ＭＥＨｗｉｔｈ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ｌａｙ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ｇｒｉｄ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ｐｏｒｔｓ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ｈａｒｇｅ（ＳＯＣ）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ＭＥＨ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ｎ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ａｕｌ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ｌａｙ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ｕｔｉｌｉｚ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ｐｕｔ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ｔｏ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ｏｏｐ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ＭＥ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Ｈ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ｂｅ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ｉ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ｌｓｏ，ｔｈ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Ｃｂｕ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ｄｕ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ｐｏｒｔｅｎｅｒｇｙｈｕｂ（ＭＥＨ）；ｈｏｎｅｙｃｏｍｂａ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ｒｏｏｐ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ｏｗｅｒ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编辑　方晶）

９７ 蒋玮 等：蜂巢状有源配电网中多端口能量枢纽控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