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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水平以及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力系统规模与复杂性与日
俱增，与此同时，对电网运行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 ［1］。 研究近年来国内外电力系统发生的大停电
事故 ［2 鄄 4］发现，大停电事故往往是由于某一个或几
个元件故障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故障。 这些元件无论
是在网络拓扑结构上，还是电网运行中都有着“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电网安全性
评估中，综合考虑不同元件的重要程度显得尤为
重要。

电力系统安全性评估主要有确定性评估方法［5］、
概率性评估方法 ［6 鄄7］和风险评估方法 ［8 鄄9］ ３ 类。 风险
评估方法将事故概率与严重度相结合，很好地克服
了确定性评估方法无法考虑事故发生频率和概率
性评估方法无法表征事故严重程度的不足，在电网
安全性评估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文献［10 鄄 １１］
提出了基于不确定理论的电网风险评估模型，考虑
了元件故障率在不同情况下的模糊性，但未考虑电
网结构对其安全性的影响。 文献［1２］引用“短板效
应”理论论证电网结构与运行状态的关系，提出了
网络能力、熵度及输电介数等指标，对电网结构安
全性进行了重点分析。 文献［1３］提出了基于复杂网
络理论的事故风险评估模型，将电气介数引入事故
严重度函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风险评估的
不足，但对元件重要度的考虑过于单一。 上述文献
在电网安全性风险评估时，对系统中不同元件重要
程度的差异性均未给出全面的表征。

本文首先从系统学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系统中
元件的结构属性、状态属性以及社会属性，通过结

合元件结构重要度因子与状态灵敏度因子，建立了
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元件综
合重要度的电网安全性风险评估方法，该方法很好
地弥补了已有风险评估方法中对元件重要度考虑
欠佳的不足。 其次，建立了分别表征系统潮流分布
均衡性以及负荷损失的严重度模型，完善了现有的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最后，以 IEEE 30 节点系统为
例，对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进行仿真分析，对电网
N － 1 初始故障风险进行排序，对电网 N － k 故障序
列进行分级风险评估，并且与传统方法进行了对比
分析。

1 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模型

根据系统学原理，结构和功能是任何系统都存
在的 2 种基本属性。 因此，本文将元件在电力系统
中的重要程度剖分为考虑元件结构属性与社会属
性的元件结构重要度因子和考虑元件功能属性的
元件状态灵敏度因子。
1.1 元件结构重要度因子
1.1.1 复杂网络与电气介数

现实中的大多复杂系统都可以用网络的形式
来描述。 其中，电力系统是典型的非线性复杂系统，
利用复杂网络理论，结合电网特性，按照文献［14 鄄15］
电力网络拓扑模型建立原则可将电力系统网络简
化为由 N 个节点、M 条边组成的有向加权网络，其中
节点分为发电、负荷和联络节点 ３ 类。

在传统复杂网络理论中，通过建立介数指标来
表征节点和支路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属性 ，该指
标假设潮流在两节点之间只通过最短路径传输 ，
而此假设对于电力工程而言显然是不符合实际
的 。 文献 ［16 鄄 １７］基于 Kirchhoff 定律，提出了电气
介数指标。收稿日期：201４－０２－２５；修回日期：２０１5－01－0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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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节点 n 的电气介数 Be（n）定义为：

Be（n）= 鄱
i G，jL

�

wiwj姨 Be，ij（n） （1）

其中 ，G、L 分别为发电机节点集合和负荷节点集
合；（i，j）为所有“发电-负荷”节点对；wi 为发电机节
点 i 的权重，取发电机额定容量或实际出力；wj 为负
荷节点 j 的权重 ，取实际或峰值负荷 ；Be，ij（n）为
（i，j）间加入单位注入电流元后在节点 n 上产生的电
气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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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ij（m，n）为在（i，j）间加入单位注入电流元后
在支路 m - n 上引起的电流；m 为与 n 有支路直接
相连的节点。

b. 支路 l 的电气介数 Be（l）定义为：

Be（l）= 鄱
i G，jL

�

wiwj姨 I ij（l） （3）

其中，I ij（l）为在“发电 -负荷”节点对（i，j）间加入单
位电流元后，在支路 l 上引起的电流。

电气介数很好地弥补了已有模型假设潮流只
沿最短路径流动的不足，更符合电力系统的运行物
理特征。 该指标能真实地反映“发电-负荷”节点对
之间功率传输对各线路和节点的占用情况，量化了
元件在全网功率传输过程中的重要程度。
1.1.2 元件结构重要度因子

在电力系统网络中，各元件不仅仅具有物理属
性（如节点负荷量），同时还具有社会属性（如节点
负荷性质、供电用户重要程度等），电气介数指标无
法在电气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两方面来全面衡量
元件在电力系统中的结构重要程度。 因此，本文通
过将经济因子引入电气介数形成元件结构重要度
因子来全面衡量各元件的结构重要程度。

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图来进行说明。 图 1 所示
为某一电力网简图，其中 G1—Gg 为发电机节点，L1、
L2、…、L i、…、Lh 为负荷节点，l1、l2、…、lM 为支路。

在图 1 所示网络中，若负荷节点 L1 与 L2 具有相
同的网络结构特征，即 L1 和 L2 具有相同的连接方
式和负荷量，则负荷节点 L1 与 L2、支路 l1 和 l2 具有
相同大小的电气介数。 然而，该指标没有考虑到不
同负荷节点之间存在的经济性差异，即单位负荷损

失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同。 因此 ，通过引入经济因
子来修正电气介数构建元件结构重要度因子是合
理的。

节点 n 结构重要度因子 BN（n）定义为：

BN（n）= 鄱
i G，jL

�

WiWj姨 Be，ij（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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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
i G

εiwi
（5）

Wj= εj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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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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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Ｗi 和 Ｗj 分别为发电机节点 i 和负荷节点 j
结合社会属性与物理属性后的综合权重；εi 为发电
机节点 i 的发电经济因子；εj 为负荷节点 j 的负荷
经济因子。

类似地，支路 l 结构重要度因子 ＢＬ（l）定义为：

BL（l）= 鄱
i G，jL

�

WiWj姨 I ij（l） （7）

1.2 元件状态灵敏度因子
从电网实际运行角度考虑，对于系统运行人员

而言，最关心系统中运行状态易受扰动影响，逼近
临界状态速度快，且故障后会对电网造成严重后果
的元件。 电网中系统负荷的波动对电力系统的安全
性存在较大的影响，系统中各元件运行状态对于负
荷波动的响应敏感程度根据元件属性及位置不同
而不同，即系统中不同元件的状态灵敏度不同。 所
以，在电网安全性评估中，元件的状态灵敏度是考
核系统中元件重要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2.1 节点状态灵敏度因子

电网负荷波动会引起节点母线电压的变化，并
且对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有较大影响 ［18］。 由于各节点
在网络中的拓扑属性以及电压等级不同，节点母线
电压对负荷变化的响应灵敏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一
般相对于发电机节点而言，负荷节点母线电压对于
负荷波动反应更为敏感；相对于高电压等级的节点
而言，较低电压等级母线电压对于负荷波动反应更为
敏感。

由于电压稳定与系统的无功功率存在直接的
关系，本文定义节点状态灵敏度因子为节点电压关
于无功功率变化的灵敏度。 节点 n 电压对负荷节点
j 无功功率变化的灵敏度 sＮ（n）j 定义为：

sＮ（n）j＝ Un

Ｑj
（8）

其中，Un 为节点 n 电压；Qj 为负荷节点 j 的无功功率。
当系统无功发生变化时，常常表现为多负荷节

点无功功率的变化，从系统全局得到节点状态灵敏
度因子显得更为重要。 定义节点 n 对系统全局无功
功率变化的灵敏度因子 sN（n）为：

网络…

…
…

l1
l2

L1

L2

lM
L i

Lh

G1

Gg

图 1 电力网简图示例
Fig.1 Example of simplified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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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n）=鄱
jL

sN（n）j （9）

其中，L 为负荷节点集合。
1.2.2 支路状态灵敏度因子

与节点状态灵敏度因子类似，电网负荷波动同
时会引起线路传输潮流的变化，其对系统的热稳定
性有较大影响。 同样，由于各支路在系统中拓扑属
性与热稳限制不同，其传输潮流对负荷变化的响应
灵敏度也不同。 由于系统热稳定性主要与系统有功
功率存在直接的关系，本文定义支路状态灵敏度因
子为支路潮流关于负荷节点有功功率变化的灵敏
度。 支路 l 潮流对负荷节点 j 有功功率变化的灵敏
度 sL（l）j 定义为：

sL（l）j= Pl

Pj
（10）

其中，Pl 为支路 l 传输的有功功率；Pj 为负荷节点 j
的有功功率。

与节点状态灵敏度因子类似，定义支路 l 对系统
全局有功功率变化的灵敏度因子 sL（l）为：

sL（l）=鄱
jL

sL（l）j （11）

1.3 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
综合考虑元件在系统中的结构属性、状态属性

以及社会属性，建立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模型。 其
中，定义节点综合重要度因子 IN（n）为：

IN（n）= 1
2

［BN（n）+ sN（n）］ （12）

同理，定义支路综合重要度因子 IL（l）为：

IL（l）= 1
2

［BL（l）+ sL（l）］ （13）

2 事故严重程度评估指标

2.1 低电压严重度
低电压严重度呈偏小型分布规律，如图 2 所示。

对应节点 i 的低电压严重度函数为：

δsev（Ui）=
0 Ui≥UN

UN-Ui

UN-Ulim
Ui＜UN

N
%
%%
$
%
%
%
&

（14）

其中，Ｕi 为节点 i 当前的运行电压；UN 为节点电压
额定值；Ulim 为设定的低电压最大风险阈值，一般设
定为额定电压的 90 %。

为合理表征系统中不同元件的运行状态严重

程度的差异性，将节点综合重要度因子作为权重因
子，定义系统全局的低电压严重度为：

S（U）=鄱
i=1

�N
ＩＮ（i）δsev（Ui） （15）

其中，N 为节点总数；ＩＮ（i）为节点 i 的综合重要度
因子。
2.2 线路过载严重度

线路过载严重度呈现偏大型分布规律，见图 3。

对应支路 l 的过载严重度函数为：

δsev（Pl）=
0 Pl＜Pd

Pl-Pd

Plim-Pd
Pl≥Pd

N
%
%%
d
%
%
%
&

（16）

其中，Pl 为支路 l 当前传输的有功功率；Plim 为支路
过载风险最大阈值，本文设定为线路满载的有功功
率极限值；Pd 为设定的支路过载风险阈值，一般取
Plim 的 90%。

同理，引入支路综合重要度因子作为权重因子，
定义系统全局的线路过载严重度为：

S（P）＝鄱
l=1

�Ｍ
ＩL（l）δsev（Pl） （17）

其中，Ｍ 为线路总数；ＩＬ（l）为支路 l 的综合重要度
因子。
2.3 潮流分布严重度

潮流分布的均衡性对电网连锁性故障的传播
有重要的影响 ［19］，本文采用潮流熵定量描述线路潮
流分布的不均衡性，设线路总数为 Ｍ，线路 l 最大功
率传输容量为 P max

l ，运行时实际潮流为 P 0
l，则线路 l

的负载率 μl 为：

μl=
P 0

l

P max
l

l= 1，2，…，M （18）

设定常数序列 A = ｛A１，A2，…，Ak，…，Az｝，本文
中取 A= ｛０，0.02，…，2.0｝。 用 lk 表示负载率 μi（Ak，
Ak+1］的线路条数，对不同负载率区间内的线路条数
进行概率化得：

p（k）= lk
M

（19）

其中，p（k）为负载率 μi  （Ak，Ak+1］的线路占总线路
数的比例。

由式（18）和式（19）得电网潮流熵为：

Ｈ＝－Ｃ鄱
k=1

�n-1
p（k）ln p（k） （20）

其中，C 取 ln１０。

图 3 线路过载严重度函数
Fig.3 Severity function of line overload

0
Pd Plim P

1
δsev（P）

0
Ulim UN U

1
δsev（Ｕ）

图 2 低电压严重度函数
Fig.2 Severity function of low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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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0）可见，当所有线路的负载率都处于相
同负载率区间时，潮流熵为 0，线路潮流分布最均
衡，此时线路容量最大线路承载的潮流也最大，同
时，容量小的线路承载的潮流也较小。 而当不存在
任意 2 条线路的负载率处于同一负载率区间时，潮
流熵达到最大值：

Hmax = -C ln 1
M

（21）

此时，线路潮流分布处于最不均衡的状态。 因
为某些线路负载率很高，一旦出现扰动极易造成过载，
甚至引发系统连锁故障；而负载率很低的线路没有
得到充分利用。

定义潮流分布严重度函数如图 4 所示。

对应系统潮流分布严重度函数为：

S（H）＝
０ Ｈ＜Ｈ０

Ｈ－Ｈ０

Ｈmax－Ｈ０
Ｈ≥Ｈ０

０
$
$$
#
$
$
$
%

（22）

其中，H 为系统故障后的潮流熵；H0 为系统故障前
稳态时的潮流熵；Ｈmax 为系统潮流熵最大值。
2.4 失负荷严重度

电力系统中元件故障常会引起负荷的丢失，在
安全性评估中，负荷损失主要有以下 3 个类型 ［20］：

a. 某条线路故障退出运行直接导致系统失
去相关负荷节点，此时负荷损失量即为该节点的负
荷量；

b. 低压减载装置动作，当负荷节点母线电压降
低到设定值后，切除设定的负荷量；

c. 系统解列为几个孤岛之后，为保持各个孤岛
功率平衡，需要加入相关控制措施所导致的失负
荷量。

由于负荷属性不同，为体现不同负荷损失严重
程度的差异性，引入负荷经济因子到失负荷评估指
标中，定义负荷损失比例为：

η=
鄱
iL′

εiPlossi

鄱
jL

Pj
×100 % （23）

其中，η 为事故后系统负荷损失比例；L 为负荷节点
集合；L′为失负荷节点集合；εi 为负荷节点 i 的经济
因子；Plossi 为失负荷节点 i 的负荷损失量；Pj 为事故
前负荷节点 j 的负荷量。

定义失负荷严重度函数如图 5 所示。

对应失负荷严重度函数为：

Sload =
η
ηlim

η＜ηlim

1 η≥ηlim

０
$
$$
m
$
$
$
%

（24）

其中，ηlim 为系统负荷损失最大设定阈值，本文取为
电网负荷总量的 20%。

3 考虑元件综合重要度的综合风险评估

3.1 故障概率
3.1.1 N-1 事故下的故障概率

从事故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电力系统发生事故
的概率基本符合泊松分布 ［9］，即：

p（Ei）= （１ － e－λi）e-鄱j≠ i
λj （25）

其中，Ei 为第 i 个系统事故；p（Ei）为事故 Ei 发生的
概率；λi 为系统中元件 i 的故障率。
3.1.2 N-k 事故下的故障概率

电力系统连锁故障概率符合贝叶斯网络模型［13］，
即电力系统 N-k 事故概率为条件概率，上级事故对
下级事故发生的概率有重要影响。 则由初始故障
事件 E1 的概率 p（E１）可得知第 i 级事故发生的概率
p（Ei）为：

p（Ei）= p（Ei-1） p（Ｅi襔Ei-1） i＞1 （26）
其中，p（Ｅi襔Ei - 1）为在第 i－1 级事故 Ei-1 发生的情
况下，线路由于过载跳闸或者发生隐性故障跳闸的
概率。
3.2 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及流程

风险评估综合考虑事故发生可能性及事故后
的严重程度。 本文将反映元件结构属性与状态属性
的综合重要度因子引入严重度评估指标，同时构建
系统潮流分布严重度指标与负荷损失严重度指标
完善系统安全评估严重度指标体系，得到电网第 i 级
故障后系统安全性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为：

Ｒi＝ p（Ei）（Ｓ（U）+ S（P）+ S（H）+ Sload） （27）
根据综合风险评估模型对系统进行风险评估，

计算流程如图 6 所示。

4 系统仿真

4.1 概述
本文采用 IEEE 30 节点系统进行仿真测试分

图 4 潮流分布严重度函数
Fig.4 Severity function of power flow distribution

0
H0 Hmax H

1
S（H）

图 5 失负荷严重度函数
Fig.5 Severity function of load loss

0
ηlim 100 % η

1
S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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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该系统包括 6 台发电机、41 条支路，为方便分析，
系统中所有节点均采用单母线接线方式，系统节点
支路编号如图 7 所示。 计算中，选取所有线路初始
故障概率为 0.05［21］；线路主保护动作概率为 0.85［22］，

误动概率为 0.05［22］。
4.2 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分析

以支路 l1 故障后电网为例，对元件综合重要度
因子进行分析。 图 8 为支路 l1 故障后，系统中各节
点的重要度因子。 由图 8 可以看出，结构重要度因
子较高的节点，如节点 6、节点 10 和节点 12，均为
系统中的中枢节点，在系统中处于能量汇总与分配
的关键位置；同时，状态灵敏度因子较高的节点，如
节点 30、节点 29 和节点 26，均为系统末端的负荷
节点，其受负荷扰动的影响最为明显。 节点综合重
要度因子指标综合了元件结构属性与状态属性，对
文献［13］只考虑单一属性的节点电气介数指标起
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能够更合理地表征节点在系
统中的重要程度。

图 9 为支路 l1 故障后，系统中各支路的重要度
因子。 由图 9 可以看出，支路的结构重要度因子分
布与状态灵敏度因子分布大致相同，结构重要度因
子分布较为平均，而状态灵敏度因子指标相较结构
重要度因子而言，变化幅度较大，对不同支路的状
态属性有较明显的辨识。 因此，用支路综合重要度
因子来表征支路的重要程度更具合理性，其对关键
支路的辨识性更高。

4.3 N-1 事故排序分析
根据本文方法，结合元件综合重要度因子，考

虑电网故障后潮流分布状态及负荷损失严重程度，
图 7 IEEE 30 节点系统接线图

Fig.7 Connection diagram of IEEE 30鄄bu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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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Flowchart of risk assessment

计算元件
结构重要
度因子

计算元件
状态灵敏
度因子

计算孤立节点
负荷损失 S1

计算元件综合
重要度因子

开始

由事故集选择初始故障

事故级数 i=1

判断网络连通性，
产生孤立节点？

修改网络拓
扑结构参数

负荷节点低压减
载装置动作？

潮流计算

负荷损失总
量 Sload =S1+S2

元件状态量
及潮流熵

低压减载的
负荷损失 S2

i= i+1

结束

计算并输出系统第 i 级
故障后综合风险指标

有下级故障？

N

Y

Y

Y

N

N

第 3５ 卷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表 2 l5 为初始故障的 N-k 故障序列风险评估
Table 2 Risk assessment of N-k contingency

series with initial fault of l5
风险指标

本文方法 传统方法
4.7375 1.6497
14.8933 2.4655
25.6733 4.0890

— —

故障序列

l5
l6
l3

l2、l4
注：l2、l4 故障后系统解列。

事故风险排序 本文方法 文献［13］方法 传统方法

1 l1 l1 l1
2 l2 l2 l2
3 l35 l4 l8
4 l24 l7 l5
5 l4 l11 l11
6 l5 l8 l4
7 l7 l12 l24
8 l41 l9 l10
9 l11 l5 l7
10 l8 l24 l32

表 1 N-1 事故风险前 10 排序
Table 1 Top 10 of N-1 contingency risk

表 3 l7 为初始故障的 N-k 故障序列
风险评估

Table 3 Risk assessment of N-k contingency
series with initial fault of l7

注：l8、l5 故障后系统解列。

风险指标
本文方法 传统方法
3.9186 1.1496
9.4799 2.0455

— —

故障序列

l7
l6

l8、l5

18.6242 2.9798l20
l17 24.1024 4.0696
l19 34.2045 4.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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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1 故障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分析，并与文献［13］
方法及传统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前 10 位排序结果
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以看出，本文得到的风险较高的前 10
个故障排序与文献［13］方法、传统方法结果有很大
的相似之处，证明了本文方法的正确性。 l1 或 l2 故
障后，均极易导致 G1 平衡机（节点 １ 所连发电机）
节点与电网脱离，造成系统解列。 本文得到的风险
排序与传统方法的差异主要在于支路 l35、l24 和 l41，
其中，支路 l35 为变压器支路，承担电网右下侧负荷
节点 ２３ — ３０ 的负荷供应，支路 l35 故障跳闸后，会
导致支路 l30、l32 严重过载，极易引起负荷节点 ２４—
３０ 与主网脱离形成孤岛，造成大面积负荷损失。 类
似的还有支路 l24、l41，这些支路均处于网络能量传输
的关键位置，对缩短发电节点－负荷节点间电气距离
有重要作用，一旦故障，将导致其他线路过载，极
易引发电网连锁性故障，应该引起运行人员的重点
关注。 本文方法对引发电网连锁性事故的初始故
障起到了很好的辨识作用。
4.4 N-k 事故序列风险评估

按照本文方法，选取 2 条以 l5、l7 为初始故障的
N-k 故障序列进行风险评估，得到各级故障风险指
标，并与传统方法进行对比，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表
中箭头表示故障发生顺序。

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对于 N-k 各级
故障的风险值较传统方法有更好的辨识性，尤其在
辨识电网连锁故障序列中引发电网急剧恶化的关
键环节时，具有明显指示作用。 由表 3 数据，支路

l20 故障前后，本文方法风险走势为 9.4799~18.324 2，
风险值增幅很大，说明 l20 故障后会引起系统运行状
态急剧恶化，同时，通过仿真分析可知，l20 故障后会
引起系统中 l17、l21、l29 等 5 条线路出现不同程度的
过载，系统中近 3 成节点电压低于额定电压，与本
文方法结论一致。 反观传统方法指标，l20 故障前后
风险指标为 2.0455~2.9798，走势变化不明显，不能很
好地给系统运行人员提出警示以避免连锁故障的
发生。

5 结论

本文在已有风险评估基础上，综合考虑元件结
构属性、状态属性及社会属性，提出了一种考虑元
件综合重要度及表征电网整体运行状态的电网安
全性风险评估方法。 该方法综合元件结构重要度因
子模型与元件状态灵敏度因子模型构建了元件综
合重要度模型，克服了传统风险评估方法中忽视系
统中不同元件重要度差异性的不足。 该方法评估结
果切合实际，且对事故风险辨识度更高，能够为电
网安全运行提供合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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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ance suppression based on wave鄄trap high鄄pass filter for high鄄speed railway
ZHAO Yuanzhe，LI Qunzhan，ZHOU Fulin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 The high鄄frequency harmonic currents generated by the AC鄄DC鄄AC locomotives of high鄄speed
railway system may induce the traction network resonance and harmonic current enlargement，seriously
affecting its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The resonance occurrence mechanism is analyzed and a kind of
wave鄄trap HPF（High鄄Pass Filter） is proposed to filter the high鄄frequency harmonic currents and suppress the
resonance for high鄄speed railway system. It consists of a capacitor，a reactor and a resistor，in which，the
capacitor and the reactor ar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parallel，and then to the resistor in series. It
functions as an open circuit to hold back the power鄄frequency current while as a low impedance to allow the
high鄄frequency current to easily pass. The simulative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the proposed wave鄄
trap functions as a high impedance，while with low impedance at high鄄frequency，it can filter the high鄄
frequency harmonic currents and suppress traction network resonance.
Key words： electrical railway； electric traction； traction power system； harmonic analysis； harmonic
suppression； wave鄄trap high鄄pass filter； resonance suppression； electric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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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grid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considering comprehensive element
importance index

LIU Peiqing，LI Huaqiang，ZHAO Yang，ZENG Ke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 From the systematologic point of view，a method of power grid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element importance index is proposed，which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structural，
conditional and social attributes of element. An integrated element importance model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importance factor model and status sensitivity factor model of element is built，which overcomes the shortage
of traditional risk assessment method in characterizing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elements. A model
considering the structure and condition of power grid is built to characterize the proportionality of power
flow distribu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load loss，and to improve the risk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power
grid security. Simulative results show that，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the proposed method ranks
the power grid N-1 contingency risk more reasonably and recognizes the N-k contingency series grading
risk more precisely.
Key words： complex network； structural importance factor； state sensitivity factor； risk assessment； N-k
contingency； security； failur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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