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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电网中超导限流器与高压直流断路器的协调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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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缓和直流电网中直流断路器（ＤＣＣＢ）的最大切除时间和切断故障电流大小之间的矛盾，研究超导限

流器（ＳＦＣＬ）抑制直流故障电流的方法，提出一种 ＳＦＣＬ 与 ＤＣＣＢ 的协调配合方案。 分析了不同阻值 ＳＦＣＬ 的

限流特性，并针对超导体并联电阻值、限流电抗值等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ＳＦＣＬ 与 ＤＣＣＢ
的时序配合条件。 在 ＰＳＣＡＤ ／ ＥＭＴＤＣ 中搭建了含 ＳＦＣＬ 的 ５ 端直流电网测试模型，仿真结果验证了 ＳＦＣＬ 的

故障限流特性，通过合理选择 ＳＦＣＬ 参数与限流电抗器值可以有效抑制故障电流值，减少 ＤＣＣＢ 中耗能支路

耗散的能量，加速故障隔离过程。
关键词：直流电网；超导限流；直流断路器；时序配合

中图分类号：ＴＭ ７２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０４７．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８；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７７７０７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５１７７７０７２）

０　 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化石资源的日益枯竭，可再生
能源的发展势不可当［１］。 由模块化多电平换流器
ＭＭＣ（Ｍｏｄｕｌａ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构成的柔性直流
电网不仅具备柔性直流快速、灵活可控等技术特点，
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综合各种新能源、负荷的分布特
性进行多元互补，因此风力发电和光伏等间歇性新
能源通过柔性直流电网汇集并消纳已经成为当前直
流输电领域最重要的研究热点之一［２］。

直流电网高效地发挥新能源汇集作用的前提是
直流电网自身需要保持安全、可靠、连续运行，否则
一切控制特性都无从谈起［３］。 相比传统交流系统，
由电力电子设备组成的柔性直流电网是一个“低惯
量”系统，响应时间常数比交流电网至少小 ２ 个数量
级［４］。 在发生严重的直流短路故障后换流器和直流
侧的储能元件将快速放电，造成电力电子器件电流
迅速上升，如果不对故障线路进行隔离，将损毁换流
器中的开关器件，导致直流电网停运并将故障传递
到交流侧，严重危害直流电网及嵌入的交流系统稳
定性［５］。

目前直流电网解决直流线路故障问题的主流方
法是在直流线路两侧安装高压直流断路器 ＤＣＣＢ
（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尽管高压直流断路器与传统
交流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差别很大，其在直流电网中
的作用和对故障的隔离、清除效果却与交流系统大
体相同。 通过合理的故障检测和选线机制，跳开故
障线路两侧的直流断路器就可以快速清除故障线
路。 在这一过程中，健全线路以及全部换流站保持
运行，功率传输没有中断，如果健全线路的设计满足

裕度要求，则整个直流故障的发生和清除过程只涉
及功率在直流线路中的重新分配，对交流系统没有

重大影响。 因此，可以预期高压直流断路器将在未

来直流电网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前有关高压直流断路器的拓扑结构复杂多

样，根据直流断路器中主要开关器件的不同，大体上

可以分为 ３ 类：机械式直流断路器、全固态直流断路

器、机械开关和固态开关相结合的混合式直流断路

器［６⁃８］。 其中，混合式直流断路器兼具机械开关的大

容量与低损耗特点，同时又结合了全固态直流断路
器的快速切断特性，其已经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直

流断路器类型。 但在目前的技术背景下，若使用高

压直流断路器隔离直流侧双极短路故障，需要增大

限流电抗器的电抗值以限制直流故障电流的上升速
率，为直流断路器中的机械开关开断电流提供必要

的时间，同时需要直流断路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切断故障电流。
近年来，随着第二代高温超导技术的不断发展，

超导 限 流 器 ＳＦＣＬ （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逐渐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９⁃１０］。
目前，国内外对电阻型超导限流器进行了大量研究。
文献［１１］对超导体的动态特性进行了研究，并在 １１
ｋＶ 交流系统中进行了仿真分析。 文献［１２］将超导
限流器应用于柔性直流配电系统，并在仿真分析中

对比了电阻型和电感型超导限流器的限流效果和特

点。 文献［１３］建立了第二代高温超导材料 ＹＢＣＯ
的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三端柔性直流系统中，但该文
献只分析了超导限流器对故障电流的限流效果，未
对整个故障隔离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文献［１４］对

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的配合进行了研究，但该
文献只对超导限流器进行了简化建模，且仿真系统

仅为单端直流系统，并未扩展至直流电网中。 文献

［１５］对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的时序配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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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研究，但是该文献将故障后的 ＭＭＣ 系统视为
一个带内阻抗的直流电压源，而目前对柔性直流系
统直流故障的研究普遍采用二阶振荡放电的形
式［１６⁃１７］，该文献对超导体模型和故障期间的 ＭＭＣ
系统模型均进行了简化，其结论可能与实际情况有
所差异。

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从超导体模型出发，
分析了不同阻值的超导限流器在 ＭＭＣ 系统发生直
流故障时的限流特性，对比了多个因素对其限流特
性以及故障隔离过程的影响，结果显示超导限流器
阻值与限流电抗器值均会影响故障电流的发展特
性，本文基于此提出了一种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
器的协调配合方案，该方案保证了柔性直流电网在
直流双极短路故障期间的故障电流值得到有效抑
制，使直流断路器得以可靠关断故障电流，增强了含
新能源接入的大规模直流电网抵御严重直流故障的
能力。

１　 直流电网及其关键设备

１．１　 直流电网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五端直流电网测试模型如附录中
的图 Ａ１ 所示，其部分参数如附录中的表 Ａ１ 所示。
１．２　 高压直流断路器

高压直流断路器是直流电网中的关键设备，对
直流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
前文所述，兼具低损耗和快速切断能力的混合式高
压直流断路器具备良好的应用前景，图 １ 为 ＡＢＢ 提
出的直流断路器拓扑结构［１８］。

图 １ 直流断路器典型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ＤＣＣＢ
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直流电流只流过由转换开

关与快速机械式隔离开关 Ｋ２ 组成的支路 １，主断路
器（支路 ２）中的电流为 ０。 当直流侧发生故障时，触
发转换开关闭锁使其将电流转换到主断路器（支路
２）中，同时将 Ｋ２ 打开，该故障电流转移时间一般为

２ ｍｓ［１８］。 待 Ｋ２ 完全打开后，控制主断路器（支路 ２）
断开故障电流，主断路器中的耗能支路用于在故障
电流开断期间提供缓冲，防止电力电子器件因瞬时
过压而损坏。 成功分断后，较小的剩余电流将由隔
离开关 Ｋ１ 断开从而完成整个开断过程，此时故障线

路被隔离。
１．３　 超导限流器

１．３．１　 超导体特性

本文主要研究电阻型超导限流器，其中超导材
料的工作状态主要分为超导态、磁通流动态和常阻
态［１１⁃１５］３ 种。

高温超导体的 Ｅ－Ｊ 特性可以表示为［１３⁃１５］：

Ｅ＝

０ Ｊ＜Ｊｃ 且 Ｔ＜Ｔｃ（超导态）

Ｅｃ
Ｊ

Ｊ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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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Ｊ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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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其中，Ｅ 为超导体中的电场强度；Ｊ 为超导体中的电
流密度；Ｊｃ 为临界电流密度；Ｔ 为超导体温度；Ｔｃ 为
超导体的临界温度；Ｅｃ 为临界电场强度，统一取 Ｅｃ ＝
０．０００ １ Ｖ ／ ｍ；ｎ 为常数，本文中 ｎ ＝ １５；ρ 为超导体在
临界温度 Ｔｃ 时的电阻率。

由式（１）可知，直流系统正常运行时，超导体呈
超导态，其阻值非常小，可近似为 ０。

当直流系统中发生双极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
将快速增大使超导体电流密度 Ｊ 超过其临界电流密
度 Ｊｃ，此时超导体进入磁通流动态。 该过程中超导
体的电场强度 Ｅ 随其电流密度 Ｊ 呈幂指数快速增
加，其阻值迅速增大；与此同时，超导体发热将导致
其温度上升，而超导体温度上升会导致其临界电流
密度减小。 当超导体温度进一步上升，超过其临界
温度时，超导体将进入常阻态。 上述过程可以理论
描述为［１３⁃１５］：

Ｔｔｂ ＝ Ｔｔａ ＋ １
Ｃｖ
∫ｔ ｂ
ｔａ

Ｑｓｃ － Ｑｒｅ

ＳＬ
ｄｔ

Ｊｃ（Ｔ） ＝ Ｊｃ（７７）
Ｔｃ － Ｔ
Ｔｃ － ７７

Ｑｒｅ ＝ κ（Ｔ － 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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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其中，Ｔｔａ、Ｔｔｂ分别为 ｔａ、ｔｂ 时刻超导体的温度；Ｃｖ 为
超导体的体热容；Ｑｓｃ为超导体的发热功率；Ｑｒｅ为超
导体与周围环境的传导热功率；Ｓ 为超导体截面积；
Ｌ 为超导体长度；Ｊｃ（７７）为超导体温度为 ７７ Ｋ 时的

临界电流密度；κ 为换热系数［１９］；Ｔ′为超导体周围环
境温度；Ｓ′为超导体的表面积。
１．３．２　 超导限流器结构

当超导体用于直流系统中的故障限流时，为防
止超导体在故障过程中由于发热、过流等原因损坏，
需要给超导体并联一个电阻 Ｒｓｈｕｎｔ用于分担超导体
的故障电流。 当直流系统发生双极短路故障导致其
故障电流急剧增大时，由于超导体的电阻值升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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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电流将被自动“换流”到并联电阻 Ｒｓｈｕｎｔ的支路上，
从而保证超导体中流过有限的故障电流，在限制故
障电流的同时保护超导体的安全。 根据上述超导限
流器结构与超导体的特性，超导限流器的建模原理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超导限流器建模原理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ＦＣＬ

２　 超导限流器的限流特性

在柔性直流电网中，以 ＭＭＣ 为例，当发生双极

短路故障时，假设子模块（ＳＭ）不闭锁，则换流器的

子模块电容将快速放电，导致直流电压下降而直流

故障电流迅速增大，其放电回路如图 ３ 所示。 图中，
Ｌａｒｍ、Ｒａｒｍ分别为 ＭＭＣ 桥臂电感和电阻；Ｕｄｃ为直流电

压；Ｃｓ、Ｌｓ、Ｒｓ 分别为换流器的等效电容、电感和电

阻；ＲＳＦＣＬ为超导限流器的电阻；Ｌｄｃ为直流断路器中

限流电抗器的电感；ＬＬ１和 ＲＬ１分别为线路始端到故

障位置的电感和电阻。 本文为考虑最严重的双极短

路故障情况，将 ＬＬ１和 ＲＬ１均取为 ０。

图 ３ 直流双极短路故障等值电路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ｆ ＤＣ ｐｏｌｅ⁃ｔｏ⁃ｐｏｌｅ ｆａｕｌｔ
故障期间，换流器的等效电容、电感和电阻分

别为［２０］：
Ｃｓ ＝ ６ＣＳＭ ／ Ｎ

Ｌｓ ＝
２
３
Ｌａｒｍ

Ｒｓ ＝
２
３
Ｒａｒｍ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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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ï
ï
ï

ï
ï
ï

（３）

其中，ＣＳＭ为单个子模块的电容值；Ｎ 为单个桥臂上
的子模块个数。

本文主要考察超导限流器呈现稳定的阻值后其

对故障放电回路的影响。 设 ｔ ＝ ｔ１ 时发生故障，此时

ＲＳＦＣＬ很小，近似为 ０，则相应的故障回路呈现二阶振

荡放电状态［１６⁃１７］。
ｔ＝ ｔ２ 时，ＲＳＦＣＬ快速增大并达到稳定值，则此时放

电回路的 ＫＶＬ 方程为：

（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ｄ２Ｕｄｃ

ｄｔ２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Ｃｓ

ｄＵｄｃ

ｄｔ
＋Ｕｄｃ ＝ ０

（４）

ａ． 欠阻尼情况。
若此时故障回路呈现欠阻尼状态，则式（４）的

特征根为：

ｒ１ ＝ －σ＋ｊω， ｒ２ ＝ －σ－ｊω （５）

σ＝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
（６）

ω＝ １
（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２

（７）

此时，假设 ｔ２ 时刻的初始条件为 Ｕｄｃ（ ｔ２） ＝ Ｕ０、
ｉｆ（ ｔ２）＝ Ｉ０，则直流电压、直流故障电流分别如式（８）、
（９）所示。

Ｕｄｃ（ ｔ）＝ Ａｅ－σ（ ｔ－ｔ２） ｓｉｎ［ω（ ｔ－ｔ２）＋β］ （８）

　 　 　 ｉｆ（ ｔ）＝ －Ｃｓ

ｄＵｄｃ

ｄｔ
＝Ａ

Ｃｓ

Ｌｓ＋２Ｌｄｃ
ｅ－σ（ ｔ－ｔ２） ×

ｓｉｎ［ω（ ｔ－ｔ２）＋β－θ］ （９）

Ａ＝ Ｕ２
０＋

σＵ０

ω
－

Ｉ０
Ｃｓω

æ

è
ç

ö

ø
÷

２

（１０）

β＝ａｒｃｔａｎ
ＣｓωＵ０

ＣｓσＵ０－Ｉ０
æ

è
ç

ö

ø
÷ （１１）

θ＝ａｒｃｔａｎ（ω ／ σ） （１２）

同时，为求取故障电流达到最大的时刻 ｔｍａｘ，对
故障电流方程求导后可得：

ｄｉｆ
ｄｔ

＝Ａ
Ｃｓ

Ｌｓ＋２Ｌｄｃ
ｅ－σ（ ｔ－ｔ２） ｓｉｎ［ω（ ｔ－ｔ２）＋β－２θ］ （１３）

ｔｍａｘ ＝
２θ－β
ω

＋ｔ２ （１４）

由于故障回路阻尼小，直流电压将会继续呈现

二阶振荡衰减，而故障电流将会继续增大，但是由于

此时的 σ 大于无故障限流器时的 σ，故障电流的变

化速率将减慢。
ｂ． 过阻尼情况。
若此时故障回路呈现过阻尼状态，则式（４）的

特征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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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 ＝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

＋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Ｃｓ］ ２－４［（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ｒ２ ＝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

－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Ｃｓ］ ２－４［（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２（Ｌｓ＋２Ｌｄｃ）Ｃｓ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５）
为使放电回路呈现过阻尼状态，需满足条件：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Ｃｓ］ ２－４［（Ｌｓ＋２Ｌｄｃ）Ｃｓ］＞０ （１６）

此时，假设 ｔ２ 时刻的初始条件为 Ｕｄｃ（ ｔ２） ＝ Ｕ０、
ｉｆ（ ｔ２）＝ Ｉ０，则直流电压、直流线路的故障电流分别如

式（１７）、（１８）所示。
Ｕｄｃ（ ｔ）＝ Ｃ１ｅｒ１（ ｔ－ｔ２） ＋Ｃ２ｅｒ２（ ｔ－ｔ２） （１７）

ｉｆ（ ｔ）＝ －Ｃｓ

ｄＵｄｃ

ｄｔ
＝ －Ｃｓ［Ｃ１ｒ１ｅｒ１（ ｔ－ｔ２） ＋Ｃ２ｒ２ｅｒ２（ ｔ－ｔ２）］

（１８）

Ｃ１ ＝
ｒ２Ｕ０＋Ｉ０ ／ Ｃｓ

ｒ２－ｒ１
， Ｃ２ ＝

ｒ１Ｕ０＋Ｉ０ ／ Ｃｓ

ｒ１－ｒ２
（１９）

对式（１８）求导后，故障电流的变化率可表示为：
ｄｉｆ
ｄｔ

＝ －Ｃｓ［Ｃ１ｒ２１ｅｒ１（ ｔ－ｔ２） ＋Ｃ２ｒ２２ｅｒ２（ ｔ－ｔ２）］ （２０）

当 ｔ＝ ｔ２ 时，故障电流变化率为：

　
ｄｉｆ（ ｔ２）

ｄｔ
＝ －Ｃｓ（Ｃ１ｒ２１＋Ｃ２ｒ２２）＝

Ｃｓ［Ｕ０－（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Ｉ０］
Ｌｓ＋２Ｌｄｃ

（２１）
此时，若满足条件：

Ｕ０－（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Ｉ０＜０ （２２）
则直流电压、直流故障电流将呈现为指数衰减，直流

故障电流 ｉｆ 在 ｔ２ 时刻达到最大值。
ｔ＝ ｔ３ 时，直流断路器中主断路器阀段关断，直流

故障电流将逐渐减小为 ０，此时的故障电流应小于

直流断路器的最大开断电流，即满足：
ｉｆ（ ｔ３）＜Ｉｐｅａｋ （２３）

其中，Ｉｐｅａｋ为直流断路器的最大开断电流。
另一方面，在 ｔ３ 时刻限流电抗器中储存的能量

ＥＬ 可以表示为：

ＥＬ ＝
１
２
（２Ｌｄｃ＋Ｌｓ） ｉ２ｆ（ ｔ３） （２４）

设 ｔ４ 时刻双极短路故障被完全隔离，则在 ｔ３ 到

ｔ４ 的时间间隔内，故障回路中电阻消耗的能量 ＥＲ 可

以表示为：

ＥＲ ＝ ∫ｔ ４
ｔ３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 ｉ２ｆ（ ｔ）ｄｔ （２５）

从而可以求得直流断路器中的耗能支路在 ｔ３ 时

刻后耗散的能量 ＥＭＯＡ为：
ＥＭＯＡ ＝ＥＬ－ＥＲ （２６）

２．１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的影响

Ｒｓｈｕｎｔ的阻值决定了超导限流器在故障期间的最

大阻值，从而直接决定超导限流器阻值稳定后放电

回路呈现的阻尼状态。 设置故障检测时间为 ３ ｍｓ，
断路器中故障电流转移时间为 ２ ｍｓ，则不同 Ｒｓｈｕｎｔ阻

值下故障电流峰值 Ｉｆｍ、耗能支路耗散能量 ＥＭＯＡ和故

障隔离总时间 ｔＩＮ（故障发生到故障完全隔离的时

间）如图 ４ 所示。 图中，Ｒｓｈｕｎｔ ＝ ０ 对应不加超导限流

器的情况。

图 ４ 不同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下的仿真结果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Ｒｓｈｕｎｔ

从图 ４ 中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ａ． 不同限流电抗值下，随着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的增大，

故障电流峰值先呈下降趋势，当达到某一阻值后，随
着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的继续增大，故障电流峰值趋于不变，
说明在不同限流电抗值下都对应有某一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
当超过该阻值后故障放电回路在 ｔ２ 时刻呈过阻尼状

态，并满足式（２２），此时 ｔ２ 时刻对应的故障电流值

即为故障电流峰值；另一方面，即使超导限流器的加

入未能使故障放电回路呈过阻尼状态，较小的 Ｒｓｈｕｎｔ

值依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故障电流峰值。
ｂ． 超导限流器可以在 ｔ３ 时刻后吸收故障回路

中电抗器储存的能量，显著降低直流断路器中耗能

支路耗散的能量，从而减少故障隔离总时间。
２．２　 限流电抗器参数 Ｌｄｃ的影响

设置故障检测时间为 ３ ｍｓ，断路器中故障电流

转移时间为 ２ ｍｓ，则不同限流电抗值下的 Ｉｆｍ、ＥＭＯＡ

和 ｔＩＮ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得出如下结论。
ａ． 在无超导限流器的情况下，限流电抗值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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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限流电抗值下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大可以显著降低故障电流峰值；当 Ｒｓｈｕｎｔ ＝ ３０ Ω 时，
故障电流峰值随着限流电抗值的增大的降低水平有

限；当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达到 ６０ Ω 或 ９０ Ω 时，随着限流电

抗值的增大，故障电流峰值几乎不发生改变。
ｂ． 无超导限流器时，限流电抗器的增大可以减

少耗能支路中耗散的能量；当故障回路中存在超导

限流器时，随着限流电抗值的增大，耗能支路中耗散

的能量将增加，但其总体水平依然显著低于无超导

限流器的情况；同时，随着限流电抗值的增大，故障

隔离总时间将显著增加，且相对无超导限流器的情

况，有超导限流器时的故障隔离总时间较小。 所以

超导限流器有助于耗能支路耗散能量，减小故障隔

离总时间，此时不宜亦无需设置较高水平的限流电

抗值。
２．３　 故障检测时间的影响

本节对比不同故障检测时间 ｔｄｅｔ对隔离直流双

极短路故障的影响。 设置限流电抗器参数 Ｌｄｃ ＝ ０．０５
Ｈ，断路器中故障电流转移时间为 ２ ｍｓ，则不同故障

检测时间下，改变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后的 Ｉｆｍ、ＥＭＯＡ、ｔＩＮ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不同故障检测时间下的仿真结果对比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由图 ６ 可得出如下结论。
ａ． 在无超导限流器或者 Ｒｓｈｕｎｔ 阻值低于 ４５ Ω

时，故障检测时间与故障电流峰值呈现正相关关系，
故障检测时间的减小可以显著降低故障电流峰值；
而当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高于 ４５ Ω 时，故障电流峰值与故障
检测时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这说明当 Ｒｓｈｕｎｔ阻值高
于 ４５ Ω 时，故障放电回路在主断路器动作前已达到
故障电流峰值，此时故障放电回路呈过阻尼状态，并
满足式（２２）。

ｂ． 在无超导限流器和 Ｒｓｈｕｎｔ 阻值较小时，故障检
测时间越小，则耗能支路的能量耗散水平越小；而当
Ｒｓｈｕｎｔ 较大时，故障检测时间越小，其耗能支路的能量
耗散水平反而越高。 这说明在无超导限流器和低
Ｒｓｈｕｎｔ 阻值的情况下，故障电流将持续增大，ｔ３ 时刻的
故障电流值与故障检测时间呈正相关，即故障回路
电抗器中需要耗散的能量与故障检测时间呈正
相关。

ｃ． 当 Ｒｓｈｕｎｔ 阻值较大时，故障电流在 ｔ２ 时刻达到
峰值，然后开始衰减，ｔ２ 到 ｔ３ 的时间间隔越大，故障
电流值衰减越多，则电抗器中需要耗散的能量越少。

ｄ． 另一方面，故障检测时间的减少和 Ｒｓｈｕｎｔ 阻值
的增大均可以减少故障隔离总时间。

３　 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协调配合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 ｔ２ 和 ｔ３ 的时序配合以及

Ｒｓｈｕｎｔ的阻值将影响超导限流器的限流效果及直流断
路器能否分断故障电流。 在对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
路器进行设计时，应满足下列 ３ 个条件。

ａ． ｔ２＜ｔ３。
直流断路器中主断路器动作时超导限流器阻值

应达到设计时的稳定值，此时超导限流器可以有效
发挥其故障限流能力。

ｂ． ［（２ＲＳＦＣＬ＋Ｒｓ）Ｃｓ］ ２－４［（Ｌｓ＋２Ｌｄｃ）Ｃｓ］＞０。
超导限流器电阻在主断路器动作前达到了稳定

值，且超导限流器电阻阻值使故障放电回路呈现过
阻尼状态，则故障电流将在系统达到过阻尼状态后
遵循指数变化规律。 若同时满足条件 Ｕ０ －（２ＲＳＦＣＬ ＋
ＲＳ） Ｉ０＜０，则故障电流将会衰减。

ｃ． ｉｆ（ ｔ３）＜Ｉｐｅａｋ。
直流断路器中主断路器阀段关断时故障电流应

低于直流断路器的最大开断电流。 此时直流断路器
可以成功开断故障电流，保证柔性直流电网的安全
运行。

当上述 ３ 个条件成立时，超导限流器可以和直
流断路器成功配合，起到抑制并加速隔离故障电流、
保证直流电网安全运行的作用。

设置故障检测时间为 ３ ｍｓ，故障电流转移时间
为 ２ ｍｓ，限流电抗器参数 Ｌｄｃ ＝ ０．０５ Ｈ，Ｒｓｈｕｎｔ ＝ ６０ Ω。
此时直流断路器与超导限流器的时序配合如图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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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超导限流器和直流断路器的时序配合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ＦＣＬ ａｎｄ ＤＣＣＢ

４　 仿真分析

为了验证超导限流器在直流电网中的限流特
性，在 ＰＳＣＡＤ ／ ＥＭＴＤＣ 中搭建了如附录中的图 Ａ１
所示的直流电网测试系统，超导带材与直流断路器
参数如附录中的表 Ａ２、Ａ３ 所示。 本文所使用的超
导带材参数为美国超导公司（ＡＭＳＣ）的 ＹＢＣＯ 带材
参数［１３］，超导带材长度按照 ５０ Ｖ ／ ｍ 进行估算［２１］，
超导限流器临界电流按照线路正常运行电流的 ３ 倍
计算。 本文不考虑直流电网的启动过程，直流电网
在 ｔ＝ ２ ｓ 前进入稳定运行状态。
４．１　 超导限流器的限流效果

为验证超导限流器的限流效果，本文对 ４ 种情
况进行仿真：

ａ． １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
ｂ． ３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
ｃ． １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超导限流器（Ｒｓｈｕｎｔ ＝３０ Ω）；
ｄ． １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超导限流器（Ｒｓｈｕｎｔ＝１００ Ω）。
ｔ＝ ２ ｓ 时在直流线路 １２ 始端靠近站 Ｃｂ－Ａ１ 处

发生永久性双极短路故障，故障检测时间设置为
３ ｍｓ，则 ｔ＝ ２．００５ ｓ 时直流断路器中的主断路器开始
动作。 从故障发生到故障隔离的过程如图 ８ 所示。

图 ８ ４ 种情况下的仿真波形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ｓ

从图 ８（ｂ）中可以看出，当 Ｒｓｈｕｎｔ ＝ ３０ Ω 时，在超
导限流器阻值稳定后故障电流峰值继续增大，但故
障电流的变化率有所减小，说明此时故障回路呈现

欠阻尼状态。 而当 Ｒｓｈｕｎｔ ＝ １００ Ω 时，在超导限流器
阻值稳定后故障电流达到峰值并开始衰减，说明此
时故障回路呈过阻尼状态，并满足式（２２）。 从图 ８
（ｂ）中的直流电压变化规律也可以判断此时故障回
路呈现的状态。

表 １ 列出了 ４ 种情况下 Ｃｂ－Ａ１ 站桥臂电流峰
值 Ｉａｒｍ、线路 １２ 上 Ｃｂ－Ａ１ 侧故障电流峰值 Ｉ１２、耗能
支路耗散能量 ＥＭＯＡ、Ｃｂ－Ａ１ 侧直流电压 Ｕｄｃ和故障
隔离总时间 ｔＩＮ。 同时，表中以 １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
的数据为基准，列出了各项数据的比值情况。

表 １ ４ 种情况下的仿真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ｓ

指标
仿真结果（比值）

情况 ａ 情况 ｂ 情况 ｃ 情况 ｄ

Ｉａｒｍ
７．３２ ｋＡ
（１００％）

４．２７ ｋＡ
（５８％）

５．６４ ｋＡ
（７７％）

４．８２ ｋＡ
（６６％）

Ｉ１２
１７．９９ ｋＡ
（１００％）

８．１７ ｋＡ
（４７％）

１２．６３ ｋＡ
（７０％）

９．２７ ｋＡ
（５２％）

ＥＭＯＡ
３５．２２ ＭＪ
（１００％）

２３．８３ ＭＪ
（６８％）

１３．２６ ＭＪ
（３８％）

４．３６ ＭＪ
（１２％）

Ｕｄｃ
７１６．９８ ｋＶ
（１００％）

８７５．７１ ｋＶ
（１２２％）

８０７．６５ ｋＶ
（１１３％）

８６６．３１ ｋＶ
（１２１％）

ｔＩＮ
１０．４ ｍｓ
（１００％）

１３．１ ｍｓ
（１２６％）

８．３ ｍｓ
（８０％）

７．０ ｍｓ
（６７％）

　 　 由表 １ 可以看出，采用 ３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时，
桥臂电流峰值和线路故障电流峰值最低，说明增大
限流电抗器参数可以显著降低故障电流，防止换流
站中的器件过流。 但是增大限流电抗器会使故障隔
离总时间增大，这与直流故障需要快速隔离的保护
要求不符。

另一方面，在 １００ ｍＨ 限流电抗器的基础上加入
Ｒｓｈｕｎｔ为 ３０ Ω 或 １００ Ω 的超导限流器均可以在不同
程度上抑制桥臂电流峰值和故障电流峰值的大小，
且加入超导限流器后，耗能支路耗散能量和故障隔
离总时间均有所减小，这说明超导限流器可以在主
断路器动作前抑制故障电流的大小，从而限制限流
电抗器中储存的能量，同时它可以帮助耗能支路耗
散能量，加速故障隔离过程。

５　 结论

本文首先在保留超导体内部动态特性的基础上
对超导体进行建模，在 ＰＳＣＡＤ ／ ＥＭＴＤＣ 中建立了超
导体的自定义模型。 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超导
限流器在直流双极短路故障期间的限流特性，包括
超导限流器阻值稳定后故障回路呈现的欠阻尼或过
阻尼状态，同时讨论了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之
间的协调配合方案，提出了超导限流器在故障过程
中有效发挥限流作用的协调配合条件，并在直流电
网测试模型中进行了多组直流双极短路故障的仿真
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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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超导限流器在故障过程中阻值稳定后，其阻
值会使故障放电回路呈现不同的阻尼状态。 若故障
回路呈欠阻尼状态，则故障电流将会继续增大，但其
故障电流变化率将会减小。 若故障回路呈过阻尼状
态，同时满足一定初始条件，则故障电流将会衰减，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故障回路中电抗器储存的能量。

ｂ． 超导限流器具有抑制直流双极短路故障电
流的作用。 相比增大限流电抗器抑制故障电流峰值
的方法，采用超导限流器可以在主断路器动作前减
少限流电抗器中储存的能量，在主断路器动作后帮
助耗能支路耗散能量，加速故障隔离过程。

ｃ． 本文提出的配合条件可以满足超导限流器在
故障过程中有效抑制故障电流大小，减少故障隔离
总时间的要求。 研究表明：通过合理选择超导限流
器参数与限流电抗器值可以在故障过程中有效抑制
故障电流值并减少直流断路器中耗能支路耗散的能
量，加速故障隔离过程。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ｅ．ｃｎ）。

参考文献：

［ １ ］ 周孝信，鲁宗相，刘应梅，等． 中国未来电网的发展模式和关键

技术［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４９９９⁃５００８．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ｘｉｎ， ＬＵ Ｚ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Ｙｉｎｇｍｅ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ｒｉ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４，３４（２９）：４９９９⁃５００８．

［ ２ ］ 汤广福，罗湘，魏晓光． 多端直流输电与直流电网技术［ Ｊ］ ． 中

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８⁃１７．
Ｔ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ｆｕ，ＬＵＯ Ｘｉａｎｇ，ＷＥＩ 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ＨＶＤＣ
ａｎｄ ＤＣ⁃ｇｒｉ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３，３３
（１０）：８⁃１７．

［ ３ ］ ＢＩＡＮ Ｚ，ＸＵ Ｚ． Ｆａｕｌｔ ｒｉｄ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ＶＳＣ⁃ＨＶ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２０１６，３１ （ ４）：１６７３⁃
１６８２．　

［ ４ ］ 姚良忠，吴婧，王志冰，等． 未来高压直流电网发展形态分析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４（３４）：６００７⁃６０２０．
ＹＡＯ 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ＷＵ Ｊｉｎｇ，ＷＡＮＧ Ｚｈｉ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ＨＶＤＣ ｇｒ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
２０１４，３４（３４）：６００７⁃６０２０．

［ ５ ］ 何俊佳，袁召，赵文婷，等． 直流断路器技术发展综述［ Ｊ］ ． 南方

电网技术，２０１５，９（２）：９⁃１５．
ＨＥ Ｊｕｎｊｉａ，ＹＵＡＮ Ｚｈａｏ，ＺＨＡＯ Ｗｅｎ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９（２）：９⁃１５．

［ ６ ］ 荣命哲，杨飞，吴翊，等． 直流断路器电弧研究的新进展［ Ｊ］ ． 电

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４，２９（１）：１⁃９．
ＲＯ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ｅ，ＹＡＮＧ Ｆｅｉ，ＷＵ Ｙｉ，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ａｒ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４，２９（１）：１⁃９．

［ ７ ］ 张帆，杨旭，任宇，等． 一种适用于固态直流断路器的 ＩＧＢＴ 串联

均压电路［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３）：６５６⁃６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ｎ，ＹＡＮＧ Ｘｕ，ＲＥＮ Ｙｕ，ｅｔ ａｌ．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ｏｒ ｓｅｒｉｅ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ＩＧＢＴｓ ｉｎ 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６，３６（３）：６５６⁃６６３．
［ ８ ］ 朱童，余占清，曾嵘，等． 混合式直流断路器模型及其操作暂态

特性研究［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８⁃３０．
ＺＨＵ Ｔｏｎｇ，ＹＵ Ｚｈａｎｑｉｎｇ，ＺＥＮＧ Ｒ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８⁃３０．

［ ９ ］ 陈妍君，顾洁，金之俭，等． 电阻型超导限流器仿真模型及其对

１０ ｋＶ 配电网的影响［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３，３３（２）：８７⁃９１．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ｊｕｎ，ＧＵ Ｊｉｅ，ＪＩＮ Ｚｈｉ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ｓ⁃
ｔｏｒ⁃ｔｙｐ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１０
ｋ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３３（２）：８７⁃９１．

［１０］ ＭＯＵＲＩＮＨＯ Ｆ Ａ，ＭＯＴＴＥＲ Ｄ，ＶＩＥＩＲＡ Ｊ Ｃ Ｍ，ｅｔ 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ＶＳＣ⁃
ＨＶ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２０１５ ＩＥＥＥ Ｐｏｗｅｒ ＆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Ｄｅｎｖｅｒ，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５：１⁃５．

［１１］ ＢＬＡＩＲ Ｓ Ｍ，ＢＯＯＴＨ Ｃ Ｄ，ＢＵＲＴ Ｇ 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
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２（２）：５６００２０５．

［１２］ ＬＩ Ｂ，ＨＥ Ｊ．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ＳＦＣＬ ｉｎ ｔｈｅ ＶＳＣ⁃ｂａｓｅｄ
Ｄ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６，２６（３）：１⁃５．

［１３］ ＬＩＵ Ｘｕ，ＳＨＥＮＧ Ｊｉｅ，ＨＯＮＧ Ｚｈｉ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 ｉｎ ＶＳＣ⁃ＭＴＤ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９（４）：９８３⁃９８８．

［１４］ ＫＨＡＮ Ｕ Ａ，ＬＥＥ Ｊ Ｇ，ＡＭＩＲ Ｆ，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ＶＤＣ ｈｙ⁃
ｂｒｉｄ⁃ｔｙｐ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ｆｏｒ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ＤＣ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５，２５（６）：１⁃９．

［１５］ ＭＯＫＨＢＥＲＤＯＲＡＮ Ａ，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Ａ，ＳＩＬＶＡ Ｎ，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ｓｈｅｄ ＨＶＤＣ
ｇｒｉｄ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ａ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ｙｓ［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４３（２）：２９２⁃３０２．

［１６］ ＬＩＵ Ｊ，ＴＡＩ Ｎ，ＦＡＮ Ｃ，ｅｔ ａｌ． Ａ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ｏｒ ＤＣ
ｌｉｎｅ ｆａｕｌｔ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ＶＳＣ⁃ＨＶ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７，６４（７）：５５９５⁃５６０７．

［１７］ 李斌，何佳伟． 多端柔性直流电网故障隔离技术研究［ Ｊ］ ． 中国

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１）：８７⁃９５．
ＬＩ Ｂｉｎ，ＨＥ Ｊｉａｗｅ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Ｃ ｆａｕｌｔ 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６，３６
（１）：８７⁃９５．

［１８］ ＨＡＳＳＡＮＰＯＯＲ Ａ，ＨÄＦＮＥＲ Ｊ，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Ｂ．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ａｄ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 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ＨＶＤＣ ｂｒｅａｋｅｒ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５３９３⁃５４００．

［１９］ ＬＡＮＧＳＴＯＮ Ｊ，ＳＴＥＵＲＥＲ Ｍ，ＷＯＯＤＲＵＦＦ Ｓ，ｅｔ ａｌ．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０５， １５ （ ２）： ２０９０⁃
２０９３．　

［２０］ ＬＩ Ｒ，ＸＵ Ｌ，ＨＯＬＬＩＤＡＹ Ｄ，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ｌ
ｍｕｌｔｉ⁃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ＨＶＤ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Ｃ ｆａｕｌｔ［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２０１６，３１（１）：３５１⁃３６１．

［２１］ ＬＩＮ Ｂ，ＹＩＮＧ Ｌ， ＳＨＥ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ｄｕｒａｂｌｅ
ｑｕｅｎｃｈｉｎｇ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ｏｆ ＹＢＣＯ⁃ｃｏａｔｅ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ｅ ｓｕ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２０１２，２２（３）：５６０２９０４．



　　 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第 ３８ 卷

作者简介：

赵坚鹏

　 　 赵坚鹏（１９９３—），男，北京人，硕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压直流输电和 ＦＡＣＴＳ
技术（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ｊｉａｎｐｅｎｇ０８３０＠１６３．ｃｏｍ）；

赵成勇（１９６４—），男，北京人，教授，博

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直流输电、
电能质量分析与控制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ｚｈａｏ＠ｎｃｅｐｕ．ｅｄｕ．ｃｎ）；
许建中（１９８７—），男，北京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

压直流输电和 ＦＡＣＴＳ 技术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ｕ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ｎｃｅｐｕ．ｅｄｕ．ｃｎ）；

郭春义（１９８４—），男，北京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

向为直流输电和 ＦＡＣＴＳ 技术等（Ｅ⁃ｍａｉｌ：ｃｈｕｎｙｉｇｕｏ＠ ｇｍａｉｌ．
ｃｏ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ＤＣ ｇｒｉｄ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ｐｅｎｇ１，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１，ＸＵ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１，ＧＵＯ Ｃｈｕｎｙｉ１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ｕｔ⁃ｏｆ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ｔ⁃ｏｆｆ ｓｈｏｒｔ⁃ｃｉｒｃｕｉｔ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ＣＣＢ（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ＤＣ ｇｒｉｄ，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ＤＣ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ｂｙ ＳＦＣＬ（Ｓｕ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ｒ） 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ＦＣＬ ａｎｄ ＤＣＣＢ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ＦＣ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ＦＣＬ ａｎｄ ＤＣＣＢ ｉｎ ｐｏｌｅ⁃ｔｏ⁃ｐｏｌｅ ｆａｕｌｔ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ｉｖ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ＤＣ ｇｒｉｄ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ＰＳＣＡＤ ／ ＥＭＴＤＣ．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ＦＣＬ． Ｂ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ＳＦＣＬ，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ＤＣＣＢ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Ｃ ｇｒｉ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Ｄ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ｒｅａｋ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上接第 １２０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１２０）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ＨＶＤ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 Ｚｉｗｅｎ１，２，ＭＩＡＯ Ｓｈｉｈｏｎｇ１，２，ＬＩ Ｌｉｘｉｎｇ１，２，ＷＥＩ Ｄｅｈｕａ１，２，ＣＨＡＯ Ｋａｉｙｕｎ１，２，ＦＡＮ Ｚｈｉｈｕａ１，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 Ｈｕｂｅ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ＨＶＤＣ（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 ／ Ｄ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ｉ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ｅ
ｅｖ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ｆｉｘｅ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ＨＶＤ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ｚｏｎｅ ＡＣ ／ Ｄ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ｂａｃｋ⁃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ＡＣ ／ Ｄ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ａｒｋｏｖ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ａｖｏｉ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ＪＩ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ｏｖ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ｕｔａｇｅ 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ｏｆ ＨＶＤＣ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Ｃ ／ Ｄ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 ／ ＤＣ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ＨＶＤＣ；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ｔｅ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ｒａｎｄｏｍ ｄｉｓｔｕｒ⁃
ｂａｎｃｅ；ｉｎｖｅｒｓ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附录 

 

图 A1  直流电网测试模型 

Fig.A1  DC grid test model 

表 A1  MMC 参数 

TableA1  Parameters of MMC 

换流站 控制策略 
桥臂电抗

/mH 

单桥臂子模块

数量（不含冗

余） 

子模块

电容 

（μF） 

Cb-A1 
Q=0MVar 

P=-1800MW 
96 250 7500 

Cb-A2 
Q=0MVar 

UDC=1000kV 
48 250 14000 

Cb-A3 
Q=0MVar 

P=2000MW 
96 250 7500 

Cb-A4 
Q=0MVar 

P=-1500MW 
96 250 7500 

Cb-A5 
Q=0MVar 

P=2000MW 
96 250 7500 

注：MMC 功率传输方向以从直流侧流向交流侧为正 

表 A2  直流线路参数 

TableA2 Parameters of DC line 

直流线路 Rx/（Ω·km
-1） Lx/（mH·km

-1） Cx/（μF·km
-1） IMax/kA 

架空线 0.015 0.82 0.012 3.0 

表 A3  超导限流器与直流断路器参数 

Table A3 Parameters of SFCL and DCCB 

设备 参数 数值 

直流断

流器 

电压等级/kV 500kV 

避雷器保护水平/kV 800kV 

转移电流时间/ms 2ms 

AMSC

超导带

材 

支撑结构 不锈钢 

单个超导体厚度 μm 150 

单个超导体宽度 mm 4.3 

单个超导体临界电流 A 98 

初始温度 T0/K 77 

临界温度 Tc/K 92 

超导体体热容 Cv /[J·（K·m
3）-1

] 1×10
6
 

常温下超导体阻值/[（Ω·m
-1）] 0.35 

换热系数/[W·（K·m
2）-1

] 1500 

环境温度 T'/K 77 

超导体并联条数 31 

超导体长度/m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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