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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弱电网中当远端发生严重电压跌落故障时，低电压穿越（LVRT）控制策略可能会导致双馈风机并网系

统出现稳定问题。为此，首先建立了故障期间系统的准稳态模型，基于相平面法揭示了因平衡点不存在导致

的系统大干扰失稳机理，并分析了电压跌落程度、线路阻抗幅值和相角以及无功电流控制增益系数等关键影

响因素。然后，建立了 LVRT期间系统的小信号模型，并分析了 LVRT控制策略中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对系

统小干扰稳定的影响。研究表明，忽略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会导致小干扰稳定分析结果偏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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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新能源占比的不断增加以及部分大规模新

能源基地经过远距离输电线路并网，新能源并入的

局部电网逐渐呈高阻抗弱电网趋势（下文简称“弱电

网”）［1］。弱电网中，新能源设备与电网交互作用凸

显，给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挑战［2-7］。另一方

面，为确保电网的稳定运行，许多国家的电网导则要

求新能源并网设备具备低电压穿越（LVRT）能

力［8-12］。为此，研究弱电网中低电压穿越期间新能源

设备并网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工程价值。

目前，关于低电压穿越期间风机稳定性的研究

主要可分为 2类：大干扰稳定性分析［13-14］和小干扰稳

定性分析［15-17］。在大干扰稳定性分析方面，主要采

用的方法是基于系统的准稳态模型判断低电压穿越

期间系统是否存在平衡点。例如文献［13］指出变流

器输出电流会产生正反馈导致锁相环同步失稳；文

献［14］用向量图法进行分析，给出与文献［13］一致

的稳定判据。在小干扰稳定性分析方面，文献［15］
基于特征值分析和复转矩系数法研究了低电压穿越

期间直驱风机电流内环和锁相环交互作用引起的振

荡失稳问题；文献［16］进一步研究了双馈风机转子

电流内环和锁相环交互作用特性，并分析了转子侧

有功电流参考值对稳定性的影响；文献［17］基于状

态空间模型进一步分析了锁相环、转子电流内环、电

压跌落程度以及故障落点位置对低电压穿越期间双

馈风机并网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改进策略。

然而，以上研究是基于风机电流参考值为常值

的假设，忽略了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中电流参考值

动态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根据各国电网导则要求

可知，低电压穿越期间，新能源设备需向电网注入与

电网电压跌落程度不少于一定比例的无功电流，用

于支撑电网电压；另外，也有国家会要求新能源设备

向电网注入一定有功电流，用于支撑电网频率稳定

（下文称为“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18］。不同于强电

网，弱电网中当远端电网电压发生严重电压跌落故

障时，受线路高阻抗以及风机注入无功电流的影响，

风机端电压跌落程度可能并不明显，此时在低电压

穿越控制策略下风机可能误判短路故障并不明显，

并向电网注入过多有功电流，从而导致失稳问题。

为此，弱电网下低电压穿越期间关于风机的稳定性

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献［19］针对变流器并

网系统，考虑了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中电流参考值

动态对系统平衡点存在性以及小干扰稳定性的影

响；文献［20］针对弱电网中直驱风机因低电压穿越

控制策略可能导致的失稳问题，进一步提出相应改

进策略。然而，双馈风机与直驱风机动态特性不同，

其定子侧与交流电网直接相连［16-17］。目前，弱电网

中远端严重电压跌落故障场景下，考虑低电压穿越

控制策略中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对双馈风机稳定性

的影响的研究很少。

为此，本文首先建立考虑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

的双馈风机单机并网系统准稳态模型，基于相平面

法分析远端电网发生严重电压跌落期间双馈风机并

网系统平衡点的存在性；然后，构建考虑转子电流参

考值动态的系统小信号模型，分析转子电流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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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对系统小干扰稳定影响；最后，基于MATLAB／
Simulink软件进行电磁暂态仿真，验证了理论分析
的有效性。

1 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准稳态建模与
稳定分析

图 1给出弱电网下双馈风机单机并网结构图。
图中，X表示电气量X的矢量形式；Xabc表示电气量X
的三相形式；Xdq表示电气量 X在 dq坐标系下的形
式；V ∗r 、E t、VPCC、V t、I t、Is和 I r分别为转子侧输出电压
指令、电网电压、汇集点PCC（Point of Common Coup-

ling）电压、双馈风机端电压、网络等效阻抗上流过的
电流、定子电流和转子电流；θ r、ω r分别为转子角和
转子转速；sslip =ωpll -ω r，为转差率，ωpll为锁相环输出
转速；Ps、Qs分别为定子侧输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

率；Psref、Qsref分别为定子侧输出有功功率参考指令和

无功功率参考指令。

当远端电网发生严重电压跌落时，将电网动态
进行戴维南电路等效，等值为等效阻抗Z1∠θ1 =R1 +
jX1和电压为E t的无穷大电源串联，其中Z1和 θ1分别

为电网等效电抗幅值和相角，R1和X1分别为电网等
效电阻和电抗。为说明电压故障发生在远端线路，
令电网等效阻抗Z1 ∈[ 0.5，1 ] p.u.。由于双馈风机中

转子侧变流器起主导作用，为分析方便，下文分析中
忽略网侧变流器动态，即本文重点关注转子侧变流

器与电网交互影响。
1.1 低电压穿越控制框架

低电压穿越期间，转子侧变流器由常规控制
切换到低电压穿越控制，具体控制框图参考图 1。
双馈风机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的外环动态可表
示为［21］：

I reactref = -min[ 1，k (0.9- V′t ) ] （1）

{I ∗actrefmax = 12 - I 2reactref
Iactref = min[ ]Psref /V′t，I *actrefma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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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dref = ( )kp_outer + k i_outer /s ( )Iactref - Isd
I rdrefmax = I 2max - I 2rqref
I rdref = min ( )I′rdref，I rdrefmax

I rqref = ( )kp_outer + k i_outer /s ( )I reactref - Isq

（3）

其中，k为无功电流控制增益系数，且 k∈[ 1，10 ]；
I reactref、Iactref分别为有功电流参考值和无功电流参考
值；I *actrefmax为有功电流参考值的上界；Imax为最大转子
电流幅值，本文设为 1 p.u.；I rdref、I rqref分别为 d轴转子
电流参考值和 q轴转子电流参考值；I′rdref为PI控制环
节生成的转子 d轴电流参考值指令；I rdrefmax为 d轴转
子电流参考值上界；V′t 为测得的端电压幅值；Isd、Isq
分别为定子电流 d轴和 q轴分量，定义定子电流流向
电网为正方向；kp_outer、k i_outer分别为低电压穿越控制
策略外环比例和积分参数；s为微分算子。需要指出
的是，下文分析认为严重电压跌落期间转子侧换流
器输出电流为最大电流 Imax。
1.2 双馈风机并网系统准稳态建模与分析

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并网系统准稳态模型
可分为机侧部分和网侧部分。其中，机侧部分中锁
相环 dq坐标系下定子侧电路和定子磁链方程表
示为：

{V td =-Rs Isd -ωpllψsq
V tq =-Rs Isq +ωpllψsd

（4）

{ψsd =-Ls Isd + Lm I rdψsq =-Ls Isq + Lm I rq
其中，Lm、Ls分别为互感和定子电感；Rs为定子电阻；
V td、V tq分别为双馈风机端电压 d轴和 q轴分量；I rd、I rq
分别为转子电流 d轴和 q轴分量；ψsd、ψsq分别为定子

磁链d轴和 q轴分量。
考虑到定子电阻很小，可忽略不计。式（4）可进

一步化简为：

{I rd = Ls /Lm IsdI rq = Ls /Lm Isq - V t /Lm （5）
由于Ls ≈ Lm且 Isq < 0，根据式（5）可得：

{I rd ≈ IsdI rq < Isq < 0 （6）

图1 双馈风机低电压穿越控制框图和等效电路

Fig.1 Control block diagram and equivalent circuit of

DFIG LV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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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准稳态时由于 PI控制环节可实现无

差调节，故根据图1可知：

{I rd = I rdref，I rq = I rqrefIsd = Iactref，Isq = I reactref （7）
下面说明准稳态期间转子侧变流器 d轴电流参

考值会达到饱和（即 I rdref max < I′rdref）。具体地，首先假设
d轴电流参考值未饱和（即 I rd = I rdref = I′rdref < I rdref max），此
时结合式（2）、（3）、（6）、（7）可以得到：

I′rdref = I rd ≈ Isd = Iactref = I *actrefmax = 12 - I 2reactref = 12 - I 2sq
（8）

另外，结合式（3）、（7）可得：

I rdrefmax = 12 - I 2rqref = 12 - I 2rq （9）
又由式（6）可知 I rq < Isq < 0，故结合式（8）、（9）

可得：
I rdrefmax < I′rdref （10）

式（10）与假设 I′rdref < I rdrefmax相矛盾，说明假设不
成立。因此，在准稳态期间，可以认为转子侧变流器
d轴电流参考值达到饱和值，即满足：

I rd = I rdrefmax = 12 - I 2rqref = 12 - I 2rq （11）
由式（1）、（5）、（7）、（11）整理可得，准稳态期间

定子电流 Isd和端电压V t之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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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d = XmXs I 2max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kXs - 1 V t - 0.9kXs
Xm

2

-1≤-k (0.9 - V t )≤ 0
Isd = I rd = 0，I rq =-Imax，k (V t - 0.9) ≤-Imax

（12）

其中，Xm、Xs分别为互感电抗和定子电抗。
为方便后文分析，称式（12）为机侧特性方程。
结合图1可知，网侧电路方程可表示为：

V t =E t + (Z1cos θ1 + jZ1sin θ1) I t （13）
由于本文忽略网侧变流器，这里近似认为 I t即

为机侧变流器输出电流 Is。
将式（13）转换到锁相环 dq坐标系，可得到如下

形式：

(V t + Z1sin θ1 Isq - Z1cos θ1 Isd) 2 +
(Z1sin θ1 Isd + Z1cos θ1 Isq) 2 = E2t

（14）
考虑到机侧变流器向电网注入最大电流，即：

I 2rd + I 2rq = Imax （15）
结合式（5）、（14）、（15）整理可得到 V t和 Isd之间

的关系为：

f ( Isd，V t )= éëV t + Z1sin θ1 ( )V t - X 2m I 2max - X 2s I 2sd /Xs -
ù
ûZ1cos θ1 Isd
2 + éëZ1sin θ1 Isd + Z1cos θ1 (V t -

ù
û)X 2m I 2max -X 2s I 2sd /Xs
2 -E2t = 0 （16）

本文称式（16）为网侧特性方程。式（12）、（16）
构成了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准稳态模型。

图 2给出E t = 0.2 p.u.、Z1 = 0.7 p.u.、θ1 = 80°时，

双馈风机系统 Isd - V t相平面图，其中 Isd、V t均为标幺
值，后同。图中，点划线为机侧特性方程的解，主要与
系数 k有关；实线BC和虚线 A3B为网侧特性方程的
解，主要与电网电压E t、电网阻抗Z1、阻抗角 θ1有关。
可见两者的交点即为系统的平衡点（例如点A1）。

另外，当平衡点位于实线BC上时，低电压穿越
控制策略表现为负反馈特性，有利于稳定。举例而
言，假设系统平衡点为点A1（此时 k= 2），当发生一个
小扰动导致双馈风机端电压由V t1变到V′t1时，机侧特
性方程运行点移动到点 B′，从而导致 d轴定子输出
电流增加。d轴定子输出电流增加会导致网侧特性
方程的端电压减小，进而导致机侧特性方程的 d轴
定子输出电流减小，直至系统收敛到平衡点 A1。类
似地，当发生小扰动导致端电压下降，双馈风机并网
系统同样会收敛到点A1。

当平衡点位于虚线 A3B上时（例如 k= 3.5时，平
衡点为 A2），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表现为正反馈特
性，不利于稳定。这是因为平衡点位于虚线A3B时，
网侧特性方程中 Isd和 V t的关系与平衡点位于实线
BC时正好相反，而机侧特性方程中 Isd和V t关系始终
正相关。最后，当平衡点位于横轴即点 A3时（例如
k= 4），结合式（12）可知，此时转子侧变流器等效为
电流参考值为常值的电流源（即 I rq =-Imax，I rdref = 0）。
1.3 大干扰稳定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节分析可知，系统平衡点存在性主要与
电网电压E t、电网阻抗幅值Z1、阻抗角 θ1和增益系数
k相关。为此，本节基于 Isd - V t相平面依次说明这 4
个因素对平衡点存在性的影响，如图3所示。

（1）图 3（a）给出Z1 = 0.7 p.u.、θ1 = 80°、k= 2时，电

网电压跌落程度变化对平衡点的影响。由图3（a）可
知，随着电网电压跌落程度加深，实线代表的网络侧
可运行范围变窄。特别地，当电网电压跌落到 0时，

网侧可运行范围变为一个点，即点 A1。另外，由图 3
（a）可以看出，随着电网电压跌落程度加深，系统平

图2 双馈风机并网系统 Isd - V t相平面

Fig.2 Isd -V t phase-plane diagram of

grid-connected DFI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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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点趋于消失。举例而言，当电网电压 E t = 0.2 p.u.
时，系统平衡点存在（即点 C）；然而，当电压跌落到
0.1 p.u.时，任一端电压（例如 Vt1）下，机侧特性方程
的 d轴定子输出电流总是大于网侧特性方程的 d轴
定子电流（即 Isd1 > Isd2），故系统平衡点不存在。因
此，电网电压跌落程度加深会导致系统趋向于没有
平衡点，双馈风机容易失稳。

（2）图 3（b）给出E t = 0.2 p.u.、θ1 = 80°、k= 2时，电

网等效阻抗幅值Z1变化对系统平衡点的影响。由图
3（b）可以看出，随着Z1变大，网侧特性方程可运行范

围变小，甚至导致系统不存在平衡点。因此，电网等

效阻抗幅值增大不利于系统稳定。

（3）图 3（c）给出 E t = 0.2 p.u.、Z1 = 0.7 p.u.、k= 2
时，电网等效阻抗角变化对系统平衡点的影响。由

图3（c）可知，随着阻抗角的变小，系统平衡点总是存

在的，这说明阻抗角的变化对系统平衡点存在性影

响较小；当阻抗角减小到一定程度（例如 θ1=68°时），

网侧特性方程最小 d轴定子电流大于 0，这说明当电

网线路电阻占比较大时，为确保系统的平衡点存在，

双馈风机需要向电网注入一定的有功电流。

（4）图 3（d）给出 E t =0.2 p.u.、Z1 =0.7 p.u.、θ1 =80°
时，无功电流增益系数对系统平衡点的影响。由图

3（d）可以看出，随着无功电流增益系数 k的减小，系

统平衡点逐渐消失。举例而言，当 k= 3时，系统平衡

点存在。然而，当 k降到 1.5时，平衡点不存在。这

说明当 k过小时，系统可能不存在平衡点。另一方

面，当 k过大时（例如 k= 5），双馈风机向电网注入的

d轴定子电流为 0，结合图 3（c）可知，此时系统有可

能不存在平衡点。因此，为确保系统平衡点的存在

性应选择恰当的无功电流增益系数 k。

2 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小干扰稳定
分析

本节主要讨论低电压穿越期间，转子侧变流器

电流参考值动态对双馈风机单机并网系统稳定性的

影响。对于电流参考值为常值的情况已有文献讨

论，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2.1 双馈风机小干扰建模

结合上节分析可得，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

并网系统在平衡点附近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为：

ì

í

î

ïï
ïï

I rdref = I 2max - I 2rqref
I rqref = ( )kp_outer + k i_outer /s ( )I reactref - Isq
I reactref = k ( )V′t - 0.9

（17）

附录A给出低电压穿越期间双馈风机并网系统
时域状态方程以及线性化形式，可表示为：

Δẋ= AΔx （18）
其中，Δx=[ΔIsd ΔIsq ΔI rd ΔI rq Δx1 Δx2 Δx3 ΔV′t Δx4
Δθpll ΔVcd ΔVcq ΔI td ΔI tq ] T，具体变量含义见附录A。
2.2 双馈风机并网系统小干扰稳定分析

图 4（a）—（d）分别给出电网电压Et、电网等效阻

抗幅值 Z1、电网等效阻抗角 θ1和增益系数 k变化情

况下，考虑电流参考值动态前后系统主导特征根轨

迹对比图。图 4（a）中 Z1 = 0.565 p.u.、θ1 = 80°、k = 2；
图 4（b）中 E t = 0.2 p.u.、θ1 = 80°、k = 2；图 4（c）中 E t =
0.2 p.u.、Z1 = 0.565 p.u.、k = 2；图 4（d）中 E t = 0.2 p.u.、
Z1 = 0.565 p.u.、θ1 = 80°。另外，由附录A中式（A1）、
（A4）可知，转子转速会影响转子侧变流器状态变量

图3 大干扰稳定关键影响因素变化时的 Isd - V t相平面图

Fig.3 Isd -V t phase-plane diagram when key influence

factors varying for large disturbanc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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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和 x2的稳态值，故系统平衡点也会受转子转速的

影响。为此，图4（e）给出转子转速变化情况下，考虑

电流参考值动态前后系统主导特征根轨迹对比图，

其中 E t = 0.2 p.u.、Z1 = 0.58 p.u.、θ1 = 80°、k= 2。需要

注意的是，不考虑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时，认为电流

参考值为常值。

由图 4（a）—（e）可知，主导特征根对λ′1，2始终位

于 λ1，2的右边，这说明电流参考值动态的引入会恶

化系统小干扰稳定性，即忽略电流参考值动态可能

会导致系统小干扰稳定性分析结果偏乐观。

另外，结合图 4（a）—（c）可知，随着Et降低、Z1变
大以及 θ1增大，主导特征根对λ′1，2向右半平面移动，

这说明电网电压跌落程度越深、电压故障距离越远

和电网电阻占比越小时，会增加系统出现小干扰失

稳风险。由图 4（d）可知，增益系数 k越小，系统稳定

性越差，因此适当增加增益系数 k有利于系统小干

扰稳定性。此外，由图 4（e）可知，随着转子转速增

加，系统主导特征根实部变化较小，虚部幅值呈减小

趋势，这说明转子转速增大主要影响系统振荡频率，
导致振荡频率变小。

3 仿真分析

为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在MATLAB／
Simulink环境下搭建图 1所示的双馈风机电磁暂态
仿真模型，具体参数取值见附录B。常规运行时，有
功功率参考值Psref = 0.6 p.u.，无功功率参考值Qsref = 0。
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低电压穿越暂态失稳过程，算
例中不考虑故障恢复部分。
3.1 系统无平衡点的失稳形态验证

为考察低电压期间系统因不存在平衡点而导致
的失稳形态，这里主要考虑以下 2种情况：情况 1，双
馈风机输出 d轴定子电流大于电网等效阻抗允许流
过的最大 d轴电流，此处以图 3（b）中 Z1 = 0.8 p.u.为
例；情况 2，双馈风机输出 d轴定子电流小于电网等
效阻抗允许流过的最小 d轴电流，此处以图 3（c）中
θ1 = 80°为例，此时增益系数 k设置为10。

2种情况下，当 t=1 s时，电网电压跌落 0.2 p.u.，
双馈风机相关电气量时域振荡波形如图 5所示。图
中，Ird、Irq均为标幺值，后同。

由图 5（a）可知，情况 1下，远端电网发生严重电
压跌落故障后，双馈风机锁相环输出频率 fpll 持续
增加；1.2 s内，双馈风机端电压在 0.9 p.u.附近来回
振荡，这说明双馈风机控制策略在正常运行控制策
略和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之间来回切换；另外，1.2 s
后双馈风机端电压持续上升，1.27 s时端电压超过
1.3 p.u.，此时双馈风机存在过压脱网风险。综上所
述，针对情况 1下系统平衡点不存在时，双馈风机转
子侧换流器会出现锁相环输出频率持续上升、控制
策略在常规控制和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来回切换甚
至过压脱网等失稳现象。由图 5（b）可以看出，情况

图5 系统平衡点不存在时，系统的2种失稳形态

Fig.5 Two kinds of instability phenomenon when

equilibrium point does not exist

图4 考虑转子侧变流器电流参考值动态前后的

主导特征根轨迹对比

Fig.4 Comparison of dominant root locus whether

considering rotor-side converter current reference’s

dynamics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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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双馈风机转子侧换流器输出频率持续下降，转
子 d轴电流和 q轴电流输出持续发散振荡，可以看
出，针对情况 2，故障期间会出现双馈风机振荡失稳
并伴随锁相环输出频率持续下降的现象。
3.2 系统小干扰稳定性理论分析验证

为验证低电压穿越期间小干扰稳定性分析的有
效性，以图 4中 2种工况为例：工况 1中E t = 0.15 p.u.、
Z1 = 0.565 p.u.、k=2、θ1 = 80°（此时系统主导特征值参
考图 4（a））；工况 2中E t = 0.2 p.u.、Z1 = 0.58 p.u.、k=2、
θ1 = 80°（此时系统主导特征值参考图4（b））。

图 6给出这 2种运行工况下，双馈风机电气量时
域仿真波形图。另外，仿真开始时给定转子电流参
考值为常值，t=1 s时电网电压跌落 0.02 p.u.，0.05 s
后恢复正常。

由图 6可知，t=1 s发生扰动后，系统振荡波形收
敛，这说明当转子电流参考值为常值时，2种工况下
系统是小干扰稳定的；然而，当转子侧变流器转子电
流参考值动态接入时，2种工况下双馈风机各电气
量波形振荡发散，系统由稳定变为不稳定，这说明转
子电流参考值动态的引入导致系统小干扰失稳。又
结合图 4（a）、（b）可知，这 2种工况下考虑转子电流
参考值动态接入前后系统稳定性都由小干扰稳定变
为不稳定。因此，时域仿真波形和特征值分析结果
保持一致。综上所述，考虑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前
后，系统小干扰稳定性差别较大，故不能忽略转子电
流参考值动态。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弱电网中远端严重电压跌落期间，
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中转子电流参考值动态对双馈
风机并网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低电压穿越控制策略与交流电网存在强交
互作用，可能会导致系统不存在平衡点。另外，平衡
点的存在性受电压跌落程度、电压故障落点位置、电
网等效阻抗角和无功电流增益系数的影响。电压跌
落程度越大、电压故障落点位置越远、无功电流增益
系数越小，系统倾向于不存在平衡点。当电网电阻
占比较大时，双馈风机需向电网注入一定的有功电
流，确保系统平衡点存在。

（2）忽略转子电流参考值的动态可能会导致系
统小干扰稳定性分析不准确。另外，随着电网电压
跌落程度加深、电压故障落点位置变远、电网等效阻
抗中电阻占比变小以及无功电流增益系数变小，系
统小干扰稳定性会变差，而转子转速增大，可能会导
致系统振荡频率减小。

研究考虑故障落点和故障程度未知场景下，双
馈风机自适应低电压穿越改进控制策略将是未来研
究工作。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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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VRT control strategy-oriented DFIG instability mechanism in weak grid
YUAN Hui1，SONG Xiaozhe2，SUN Fushou2，XIN Huanhai1，HUANG Linbin1，GONG Zexu1

（1.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2. State Grid Jilin Electric Power Co.，Ltd.，Changchun 130021，China）

Abstract：LVRT（Low-Voltage Ride-Through） control strategy may cause stability problems of DFIG（Doubly-
Fed Induction Generator） connected system when serious voltage drop fault occurs at the remote end in
weak grid. Therefore，firstly the quasi-steady state model of DFIG during fault is derived，and the large dis⁃
turbance instability mechanism caused by the absence of equilibrium point is explained according to phase-
plane method. Moreover，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voltage sag，amplitude and phase
of grid impedance and gain of reactive current control are analyzed. Secondly，the system’s small signal
model during LVRT is derived，and the effects of rotor current reference’s dynamics on small disturbance
stability in LVRT control strategy are studied.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omitting the rotor current
reference’s dynamics may cause the analyzing results optimistical.
Key words：doubly-fed induction generator；weak grid；quasi-steady state model；small-signal modelling；low-

voltage ride-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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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A：双馈风机状态空间模型 
双馈风机电压及磁链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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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d 、
rq 分别为转子磁链 d 轴和 q 轴分量； r 为转子转速； rdV 、

rqV 分别为转子电压 d 轴和 q 轴分量，

rR 为转子电阻。 

 联立式(A1)、(A2)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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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m

s r

1
L

L L
   为发电机漏磁系数； b 为系统基准频率。 

 转子侧换流器输出电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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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x 和 2x 分别为转子侧换流器电流内环积分环节状态量，具体表示如式（A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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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式（17）可得，转子侧换流器电流参考值动态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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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_outer reactref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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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 

其中， 3x 为外环积分环节状态变量。 

 另外，电压测量环节动态表示为： 



 t f t t

2 2

t t td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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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其中，
f为滤波参数。 

 锁相环动态表示为： 

4 i _ pll t

pll b pll

    
qx k V

  






                                    (A8) 

pll 4 p _ pll t b( )qx k V    

其中，
4x 为锁相环 PI 控制环节中积分环节的状态变量。 

 滤波电容动态表示为： 

f c b s t pll f c

f c b s t pll f c

d d d q

q q q d

C V I I C V

C V I I C V

 

 

   


  

                               (A9) 

其中，
cdV 和 cqV 分别为滤波电容两端电压的 d 轴和 q 轴分量。 

 电网等效阻抗动态为： 

1 t b t t pll 1 t 1 t

1 t b t t pll 1 t 1 t

d d d q d

q q q d q

L I V E L I R I

L I V E L I R I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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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化式(A3)—(A10)可得，系统线性化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x A x                                        (A11) 

其中，A 为系数矩阵；
T

s s r r 1 2 3 t 4 pll c c t td q d q d q d qI I I I x x x V x V V I I                 x 。 

 

附录 B 

表 B1 双馈风机控制参数 

Table B1 Control parameters of DFIG 

参数 数值 

系统基准频率b/Hz 50 

交流额定电压 Vtb/V，额定功率 Pb/MW 690，1.5 

互感 m p.u.L ，定子电感 s p.u.L ，转子电感 r p.u.L  2.9，3.08，3.06 

定子电阻 s p.u.R ，转子电阻 r p.u.R  0.02，0.03 

滤波电容 f p.u.C ，电阻 d p.u.R  0.05，0.1 

外环比例积分参数 p _ outer i_outer,k k  1，4 

电流内环比例积分参数 p_inner i _ inner,k k  0.6，10 

锁相环比例积分参数 p_ pll i_pll,k k  70，3500 

滤波常数
fa  50 

转子转速 r p.u.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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