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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机器学习的暂态稳定评估方法主要采用监督学习方法，为了解决监督学习方法所需的有标签样本

难以获取的问题，提出基于三体训练-稀疏堆叠自动编码器（Tri-training-SSAE）半监督学习算法的电力系统

暂态稳定评估方法。构建基于堆叠稀疏自动编码器的暂态稳定评估模型；在传统的三体训练过程中加入伪

标签样本置信度判断，以减小噪声数据对模型训练的影响；以堆叠稀疏自动编码器为基分类器构建三体训

练-稀疏堆叠自动编码器模型，利用大量的无标签样本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通过 IEEE 39节点系统与华东

某省级电网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有标签样本数较少时具有更高的评估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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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区域大电网之间的互联，电力系统的网络
结构及运行特性日益复杂，暂态稳定性分析的难度
进一步增大。在实际电网中，严重的停电事故通常
由系统暂态失稳导致，而故障发生后暂态过程的持
续时间通常为秒级，若不及时发现故障并进行有效
处理，则会造成更严重的事故，影响电力系统的安全
稳定运行［1⁃2］。因此，快速准确地进行暂态稳定评估

（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TSA）对电力系统的
稳定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暂态稳定分析方法包括时域仿真法［3⁃4］、
直接法［5⁃6］等，但这些方法在面对复杂电网时无法同
时满足计算精度和速度的要求。基于数据挖掘的机
器学习方法无需建立具体的数学模型，将 TSA 视为
分类问题，建立系统特征量与暂态稳定性之间的映
射关系，通过离线仿真获得大量样本进行训练，在线
应用时能进行快速的稳定评估［7］。在深度学习算法
的发展还未成熟时，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
chine，SVM）［8］、人工神经网络［9⁃10］、决策树［11⁃12］等浅
层模型应用于 TSA 中，但浅层模型对数据的挖掘能
力有限，出现了泛化能力较差、评估准确率较低等问
题。深度置信网络［13］、堆叠自动编码器［14⁃15］、卷积神
经网络［16］、门控循环单元［17］等深度学习模型相较于
浅层模型具有更强的特征提取能力，在 TSA 方面有
更好的表现。上述深度学习模型大多采用的是监督

学习方法，在训练时需要大量的有标签样本，否则会

出现模型过拟合的现象，给模型的准确率造成影响。

电力系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难以从历史数据库中获取 TSA 的有标签样本。

现有方法主要通过暂态稳定时域仿真的方式批量生

成有标签样本数据，而这需要准确的模型且会耗费

大量的时间进行仿真计算。为此，文献［18］提出基

于深度置信网络的 TSA 方法，使用大量的无标签样

本对网络进行无监督学习，提高了模型在小样本情

况下的准确率；文献［19］采用堆叠自动编码器，利用

无标签样本实现了对数据的降维处理，在小样本情

况下同样有较好的表现；文献［20］采用主动学习的

方法来降低样本标注的代价，提升了训练效率，但是

主动学习样本的标注需要人工干预且所选取的分类

模型为浅层模型，准确率较低。半监督学习是监督

学习与无监督学习相结合的一种学习方法，能够在

有标签样本较少的情况下利用无标签样本进行训

练，相较于监督学习与无监督学习对有标签训练样

本数的要求更低，因此，本文基于半监督学习中的三

体训练（Tri-training）算法对暂态稳定进行评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基于三体训练-稀疏堆

叠 自 动 编 码 器（Tri-training-stacked sparse auto-en⁃
coder，Tri-training-SSAE）半监督学习算法的 TSA 方

法，在安全域视角下，判定系统在发生预想故障时是

否发生暂态失稳，指导系统进行安全预防控制。首

先，将故障前的稳态潮流量作为原始特征，构建基于

堆叠稀疏自动编码器（stacked sparse auto-encoder，
SSAE）的分类模型以判别系统暂态稳定情况；然后，

以 SSAE 模型为子模型，通过 Tri-training 半监督学习

算法生成大量的伪标签样本，并利用这些样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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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训 练 ；最 后 ，集 成 输 出 子 模 型 的 TSA 结 果 。
IEEE 10 机 39 节点系统与华东某省级电网算例结果
验证了本文所提方法在有标签样本不足的情况下具
有较高的 TSA 准确率。

1 算法原理介绍

1.1　基于机器学习的TSA原理

从机器学习的角度而言，电力系统的 TSA 实际
是一个二分类问题，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学习建立输
入 特 征 与 稳 定 类 别 之 间 的 映 射 关 系 。 给 定 样 本

(x i，yi ) ( i= 1，2，⋯，n)，其中：输入特征 x i ∈ Rm 由电力

系统的量测装置测得，m 为实数域维数；yi ∈{0，1}表

示暂态稳定类别，标签 1 表示暂态稳定，标签 0 表示
暂态失稳；n 为样本数。

系统的暂态稳定情况根据式（1）所示的暂态稳
定指标（transient stability index，TSI）进行判定。

ITSI = 360 - ||Δδmax
360 + ||Δδmax

（1）
式中：ITSI 为 TSI；Δδmax 为任意 2 台发电机功角差的最
大值。对于每个样本：如果 ITSI 值为正，则系统稳定；
如果 ITSI 值为负，则系统失稳。
1.2　SSAE算法原理

自动编码器是一种输入和输出相同的无监督式
神经网络，其结构如附录 A 图 A1 所示，由编码器与
解码器构成，自动编码器通过编码和解码最小化输

入向量 X 与输出向量 X̂ 间的重构误差 J (X，X̂ )，将隐

藏层向量 H 作为降维后的特征。
自动编码器的节点之间采用全连接的方式，通

过式（2）将输入向量 X 转化为隐藏层向量 H，再通过

式（3）将隐藏层向量 H 还原为 X̂，重构输入向量。
H = f (WX + b) （2）
X̂ = g (W͂H + b͂) （3）

式中：W、W͂ 分别为编码层、解码层的权值矩阵；b、b͂
为偏置向量； f (⋅)、g (⋅)为 Sigmoid 激活函数。

稀疏自动编码器在自动编码器的基础上加入稀
疏约束项，抑制隐藏层神经元的激活程度，防止过拟
合 ，提 高 泛 化 能 力 。 本 文 采 用 库 尔 贝 克 -莱 布 勒

（Kullback-Leibler，KL）散度作为惩罚项，即：

DKL( ρ ∥ ρ̂ j)= ρ ln ρ
ρ̂j

+(1- ρ) ln 1 - ρ
1 - ρ̂ j

（4）
式中：DKL(⋅)为 KL 散度；ρ 为稀疏正则化参数； ρ̂ j 为隐

藏 层 第 j 个 神 经 元 的 平 均 激 活 程 度 。 当 ρ̂ j = ρ 时 ，

DKL( ρ ∥ ρ̂ j)= 0；当 ρ̂ j 偏离  ρ 时，DKL( ρ ∥ ρ̂ j)的值增大。

损失函数中加入稀疏项的约束，可以使 ρ̂ j 接近趋近

于 0 的常数 ρ，从而抑制神经元的激活程度［14］。

因此，稀疏自动编码器的训练目标是通过调整

式（2）与式（3）中的网络参数使式（5）所示的损失函
数 JSAE(⋅)最小化，从而使输入与输出接近。

JSAE(θ)= J (X，X̂ )+ α∑
j=1

l

DKL( )ρ ∥ ρ̂ j （5）
式中：θ =[W，W͂，b，b͂]为网络参数；重构误差 J (X，X̂ )
采用平方误差函数

1
2n∑

i=1

n   x̂ i - x i

2
2，x̂ i 为重构数据；α

为稀疏惩罚项的权重；l 为隐藏层神经元数。
SSAE 结构图如附录 A 图 A2 所示，SSAE 是将多

个稀疏自动编码器进行级联，并由编码器与 softmax
分类器组合而成的有更强拟合高维非线性函数能力
的深度网络模型。SSAE 通过编码器网络完成输入
量测数据的特征提取后将其连接到 softmax 分类层，
输出在该量测对应工况下系统的暂态稳定性辨识。

softmax 分类层能输出样本所属类别的概率，假
设分类问题包含 k 个类别，softmax 分类层的输出函
数 hθ(⋅)为：

hθ(x i )=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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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P ( )|yi = j x i，θ ( j= 1，2，⋯，k ) 为 在 网 络 参 数 θ

下 softmax 分类层将样本 x i 归为类别 j 的概率，其中
概率最大的类别可认为是该样本从属的类别，即为
该样本的标签；θ j 为第 j 个输出类别的权重。

SSAE 的训练由 2 个阶段组成：第 1 阶段为无监
督预训练，通过对无标签样本的学习将预处理后的
电力系统中的量测数据进行重构，得到输入特征的
降维表达；第 2 阶段对网络参数微调，输入有标签样
本进行训练，通过反向传播法更新整个评估模型的
参数，在微调过程中，训练的目标是最小化模型分类
结果与样本真实类别间的误差，对于仅含 2 种类别
的电力系统 TSA 问题，采用如式（7）所示的交叉熵函
数 LSSAE(⋅)作为误差函数。

LSSAE(θ)=- 1
n∑

i=1

n  [ ]yi ln pi +( )1- yi ln ( )1- pi =

                  - 1
n∑

i=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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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式中：pi 为样本 x i 为稳定的概率，由式（6）输出，第 1
类别为稳定，第 2 类别为失稳。
1.3　Tri-training-SSAE半监督学习算法原理

基于分歧的方法是半监督学习算法的一个重要
分支，协同训练算法是这类方法中的一种重要代表
方法。在标准协同训练算法中，数据样本必须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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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完全独立的特征子集进行描述，并且每个特征
子集必须能够代表数据样本的特征分布，但在电力
系统的 TSA 问题中，若仅选取 1 类数据（如仅选取电
压幅值或线路有功功率）作为输入特征，则此时的输
入特征不能代表样本数据的特征分布，训练出的模
型性能很差，且不是完全独立的。文献［21］对标准
协同训练算法进行改进，提出 Tri-training 法，该算法
综合半监督训练与集成学习的思想，在提升模型性
能的同时，对数据集没有严格的要求，也无需使用不
同类型的模型，能更好地应用于电力系统 TSA 问题
中［22］。因此，本文采用 Tri-training 半监督学习算法，
算法流程如附录 B 图 B1 所示。

假设通过仿真生成或历史数据库得到初始少

量暂态稳定有标签样本集 L={( )x1，y1 ，( )x2，y2 ，⋯， 
}( )xn，yn ，利用 bootstrap 重复抽样法获得 3 个训练子

集 L1 — L3，用训练子集分别训练 3 个具有差异的网
络，得到 3 个不同的分类器 H1 — H3。

假设暂态稳定与否未知的无标签样本集为 U，

若 H2 和 H3 对 无 标 签 样 本 x i 的 TSA 结 果 H2(x i ) 和

H3(x i )一致，则可以将样本 x i 标记上伪标签并生成

伪标签样本，将伪标签样本集 S1 加入 H1 的训练集形
成 H1 的新训练集 L'1，如式（8）所示。

L'1 = L1 ∪ S1 = L1 ∪{x i| x i ∈ U，H2( )x i = H3( )x i } （8）
同理，将 H2 和 H3 的训练集分别扩充为 L'2 和 L'3，

再对 3 个分类器重新进行训练，重复迭代，直至分类
器 H1 — H3 均没有变化或迭代次数达到设定值，完成
训练。

显然，在伪标签样本生成的过程中，如果 H2 和
H3 同时对 x i 分类错误，则会贴上错误的标签，可通过
在 H1 的训练集中引入噪声影响训练结果。文献［21］
证明，引入噪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被大量未标
记样本正确标记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抵消，即在一定
条件下累积的标记噪声可以通过大量未标记数据进
行补偿。为了进一步提升伪标签样本的质量，本文
在生成伪标签样本时加入置信度阈值判断，提高伪
标签样本的置信度，进一步减少噪声的引入。对于
只有稳定与失稳 2 个类别的电力系统 TSA 问题，引
入置信度指标 R，如式（9）所示。

R = max{P ( yi = 0 | x i )，P ( yi = 1| x i )} （9）
R 可由 softmax 分类层输出的所属类别概率向量

确定，其取值范围为［0.5，1］。
只有当 2 个分类器对同一个无标签样本分类一

致且 R 均大于设定阈值 ε 时，才能将该无标签样本
贴上伪标签并添加到扩充样本池中进行训练，否则
将该样本视为噪声，且不加入样本池中进行训练。

Tri-training 算法的分类器模型除采用浅层学习

模型外，还可以采用深度学习模型［23］，其中 SSAE 可
以更好地提取电力系统数据中的潜在信息，提高分
类的准确率，因此，本文采用 SSAE 作为基分类器，提
出一种 Tri-training-SSAE 模型。

2 基于Tri-training-SSAE的TSA
2.1　TSA模型的输入与输出

基于数据挖掘的 TSA 一般有 2 种思路：①稳定
域概念下，以故障前、故障过程中及故障后的系统变
量为原始特征，在发生故障后判断是否会发生暂态
失稳；②安全域概念下，当故障地点、位置及持续时
间确定时，以故障前稳态的潮流数据为原始特征，预
判该工况下发生预想事故时的暂态稳定情况［7］。稳
定域概念下的 TSA 不受故障性质的限制，多用于故
障后的控制策略研究，在发生故障后才进行评估，一
旦判断为失稳，就需立即进行紧急控制，代价较大。
而安全域概念下的 TSA 利用故障前的系统潮流数据
来评估在该工况下若发生预想事故是否会出现暂态
失稳，能够提前进行预防控制。因此，本文建立安全
域概念下的 TSA 模型，建立给定故障下故障前的系
统潮流分布与故障后的系统稳定状态之间的映射关
系，判断在预想事故集下不同运行方式的暂态稳定
性，而输入特征的选取对模型评估性能影响很大。
文献［24］证明，母线电压相量能快速准确地表征电
力系统的动态变化，非常适用于 TSA 问题。因此，本
文将易于测量的故障前节点电压相角 ϕ 与电压幅值

V 以及节点的有功功率 P 和无功功率 Q 作为原始特
征 X =[ V，ϕ，P，Q ]T。配置的相量测量单元等量测装

置能够直接测得上述电气量，本文将原始量测数据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作为模型的输入特征。
2.2　TSA流程

基于 Tri-training-SSAE 的 TSA 流程如附录 B 图
B2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获取原始数据集。在仿真软件中搭建测试算
例系统模型，通过暂态稳定时域仿真获取有标签样
本集 L，通过潮流计算获取无标签样本集 U。

2）数据预处理。对底层的量测数据进行归一化
处理，以提升模型的收敛速度与精度。

3）样本划分。根据设定的比例将有标签样本集
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4）SSAE 基分类器初始训练。SSAE 基分类器的
训练分为预训练与微调：首先，使用部分无标签样本
对 SSAE 进行无监督预训练，完成特征提取；然后，对
有标签样本重复采样 3 次，得到 3 个有标签样本子
集，对 3 个分类器进行有监督的参数微调，完成分类
器的初始训练。

5）Tri-training 半监督训练。利用无标签样本集
产生伪标签样本，用新的有标签样本集对 3 个分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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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行参数微调训练，直至迭代次数达到设定值。
6）模型评估。使用训练完成的模型对测试集数

据进行性能测试，根据评估指标评估模型的性能。
7）在线应用。所有训练均为离线训练，在线应

用时，将预处理后的实时量测数据输入训练好的基
于 Tri-training-SSAE 的 TSA 模型中，即可得到在该工
况下对应故障的 TSA 结果。
2.3　TSA指标

TSA 中存在样本数不平衡现象，可能导致评估
出现偏向性，因此，需分析评估结果中误判与漏判的
情况，以测试集样本的分类准确率 Pac、安全度 Pas 和
可靠度 Pau 来衡量模型分类效果［13］，各指标定义如下。

1）准确率 Pac 表示正确预测的样本数占样本总
数的比例，即：

Pac=(Ts+Tu )/ (Ts+Tu+Fs+Fu ) （10）
2）安全度 Pas 表示正确判断为稳定的样本数占

稳定样本总数的比例，即：
Pas = Ts / (Ts + Fu ) （11）

3）可靠度 Pau 表示正确判断为失稳的样本数占
失稳样本总数的比例，即：

Pau = Tu / (Tu + Fs ) （12）
式中：Ts、Tu 分别为稳定、失稳样本评估正确的样本
数；Fs、Fu 分别为稳定、失稳样本评估错误的样本数。

3 算例分析

3.1　IEEE 10机39节点系统算例

3.1.1　数据集生成与样本划分

本文选取 IEEE 10 机 39 节点系统作为测试算
例，对算法的性能进行测试验证，系统接线图如附录
C 图 C1 所示。设置负荷波动范围为 0.8~1.2 p.u.，在
潮流等约束限制内随机设置机组出力，生成不同的
运行工况；设置线路 4-14 为故障发生线路，故障类
型为三相接地短路故障，故障位置位于线路全长的
50 % 处，持续时间为 0.2 s，仿真时长为 5 s。利用电
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序（power system analysis software 
package，PSASP）进行暂态稳定仿真，生成 5 000 个
有标签样本并且将其组成有标签样本集，其中包含
3 127 个稳定样本和 1 873 个失稳样本，将有标签样
本按照 3 500∶1 500 随机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通
过稳态潮流计算获取 5 000 个随机工况下的潮流值，
并将其组成无标签样本集。
3.1.2　不同暂态评估模型的性能比较

对于 SSAE 模型，需要确定模型结构参数、稀
疏参数等。为了保证 3 个子分类器的差异性，3 个
SSAE 模型均采用不同的结构与参数，预训练次数与
微调次数均分别为 100 和 200，通过逐次调试后选取
表现性能较好的参数作为测试模型的参数，具体参
数设置如附录 D 表 D1 所示。

在无监督预训练阶段均从 5 000 个无标签样本

中随机抽取 3 000 个样本进行无监督训练，随机采样

的差异性保证了 3 个 SSAE 网络初始参数的差异性。

为了体现本文算法的优越性，将 SVM 模型、深

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模型、SSAE
模型和 Tri-training-DNN 模型作为对比模型来验证

所提算法的性能。SVM 模型采用径向基核函数，惩

罚系数 C=200，核参数 γ=0.01；DNN 模型采用与 3 个

SSAE 模型相同的结构参数，激活函数选取 ReLU 函

数，采用 Adam 算法进行优化，学习率为 0.001，监督

训 练 迭 代 次 数 均 设 置 为 100，设 置 dropout 参 数 为

0.5，以防止模型出现过拟合。

本文从 3 500 个有标签样本中分别重复采样

200、500、1 000、1 500、2 000、2 500、3 000、3 500 个样

本作为监督训练的样本，利用 5 000 个未标记样本进

行 Tri-training 半监督训练，生成伪标签样本，置信度

阈值 ε 取值为 0.70，最大迭代次数设定为 20。各模

型的评估结果如图 1 所示，图中 DNN 和 SSAE 分别表

示 未 经 三 体 训 练 的 子 模 型 中 表 现 最 优 的 DNN 和

图1　不同模型的评估指标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 indexes

among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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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E 子模型，后同。由图可以看出：参与训练的有
标签样本数对模型的训练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当样
本数较小时，直接将高维数据输入模型容易导致模
型出现梯度爆炸现象，从而影响模型的评估精度；对
比 SVM 模型、DNN 模型与 SSAE 模型的评估结果可
知，当参与有监督训练的有标签样本数相同时，浅层
学习模型 SVM 很难学习到数据的特征，评估的准确
率最低，容易出现误判、漏判的现象，SSAE 模型通过
无监督预训练对原始的输入特征进行压缩，在参与
训练的有标签样本数相同时，比 DNN 模型能更好地
学习到输入特征所隐含的信息，具有最优的模型评
估性能；相较于 Tri-training-DNN 模型，本文模型各
方面的表现均更优。因此，将 SSAE 作为子分类器对
算法的评估性能有更大的提升。

此外，当参与训练的有标签样本较少时，引入
Tri-training 半监督学习算法能明显提升模型的评估
性能：在仅有 200 个有标签训练样本时，相较于 SSAE
模型，本文模型的准确率提升了 9.32 %，其各评估指
标的表现接近于 1 500 个有标签样本参与训练的
SSAE 模型；当有标签训练样本数达到 3 500 时，本文
模型的评估准确率达到 98.62 %。因此，Tri-training
半监督学习算法能通过对大量未标记样本的利用生
成伪标签样本，使伪标签样本参与模型训练，有效提
高了模型在少量有标签样本情况下的分类性能，能
较好地解决 TSA 中有标签样本较少的问题。
3.1.3　伪标签样本置信度阈值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在伪标签样本生成的过程中，置信度阈值 ε 取
值的不同会使所产生伪标签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发生
相应变化，这会给本文模型性能带来影响。在 Tri-
training 训练过程中，ε 在区间［0.55，0.90］中以 0.05
间隔均匀采样，参与监督训练的有标签样本数为
500，模型评估结果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当 ε 在［0.55，0.70］中变化时，模型
的评估性能随着 ε 的增大而提高，伪标签样本质量也
随之提高，加入噪声的样本数减少；而当 ε 在［0.70，
0.90］中变化时，模型的评估性能基本随着 ε 的增大
而降低，这是因为当 ε 过高时，产生的伪标签样本数

减少，参与训练的样本数也变少，从而使模型的泛化

能力降低。因此，ε 在［0.65，0.75］中取值时能提高

伪标签样本质量，提升 Tri-training 模型的评估能力。

3.1.4　无标签训练样本数对模型性能的影响

将参与监督训练的有标签样本数固定为 200，

设定 ε 为 0.70，迭代次数最大值为 20，分别从无标签

样本集中抽取 1 000、2 000、…、5 000 个样本进行 Tri-
training 训练，比较参与训练的无标签样本数不同对

网络性能的影响，不同无标签样本数下的评估结果

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在有标签样本较少的情况下，随着

参与 Tri-training 训练的无标签样本数的增加，大量

伪标签样本加入训练，得到的模型使系统暂态稳定

性的评估性能明显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表现更优。

3.2　华东某省级电网算例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算法的实用性，对华东某

省级电网进行测试分析。测试系统包括 1 251 条母

线、2 005 条输电线路、235 台变压器与 125 台发电机

组，部分节点配置量测装置，以量测值作为原始特

征。利用 PSD-BPA 软件进行仿真，设置三相接地短

路故障发生于某 500 kV 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全长的

25 % 处，故障持续时间为 0.1 s，以夏季高峰工况为

基础进行负荷波动，生成 6 000 个有标签样本，并通

过潮流计算快速生成 10 000 个无标签样本。

将本文模型与 SVM、SSAE 模型进行测试对比，

模型参数如附录 D 表 D2 所示。设定 ε 为 0.70，Tri-
training 迭代次数最大值为 20。随机抽取 2 000 个有

标签样本组成测试集，其余样本组成训练集。表 3
给出了不同有标签训练样本数下各模型的评估准确

率。各模型的其余评估指标如附录 D 表 D3 所示。

表2　不同无标签样本数下的评估结果

Table 2　Assessment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numbers of unlabeled samples

无标签样本数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Pac／%
85.39
87.72
90.87
91.52
92.15

Pas／%
86.37
88.45
91.30
91.87
92.42

Pau／%
84.10
87.14
90.18
91.26
91.19

表1　不同置信度阈值下的评估结果

Table 1　Assessment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confidence thresholds

ε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Pac／%
90.79
91.85
92.37
92.98
92.21
91.64
91.33
91.27

Pas／%
91.82
92.39
93.24
93.61
93.11
92.57
91.79
91.72

Pau／%
90.14
90.83
91.39
92.48
91.29
90.42
90.78
90.53

表3 华东某省级电网算例评估准确率

Table 3 Assessment accuracy rate of a provincial

power grid in East China

有标签样本数

500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Pac／%
Tri-training-SSAE

91.62
95.14
96.83
98.15
98.72

SSAE
84.10
90.71
93.42
95.49
96.53

SVM
78.39
83.82
87.94
91.09
93.26





第 7 期 卫志农，等：基于 Tri-training-SSAE 半监督学习算法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评估

由表 3 可知：在有标签训练样本数相同的情况
下，本文模型均有最优表现，模型性能随着有标签
样本数的增加而提升，当有标签样本数达到 4 000
时，准确率达到 98.72 %；在有标签样本数为 500 时，
SVM 模型的准确率仅为 78.39 %，很难对系统暂态稳
定与否进行正确的判断，相较于 SSAE 模型与 SVM
模型，本文模型的准确率分别提升 7.52 %、13.23 %。
因此，即使在大规模电网的情况下，本文模型也能提
升少量有标签样本参与训练的 TSA 能力。

当 TSA 模型离线训练好后进行在线应用时，将
预处理后的量测数据输入评估模型即可快速、准确
地完成该工况下的 TSA。若在预想事故下该运行
工况的系统被判定为暂态失稳，则可立刻进行安全
预防控制。本文的测试环境为个人计算机，配置为
Inter（R） Core（TM） i5-11300H CPU @ 3.20 GHz，
16 GB 内存，单个样本的评估时间仅需 1.19 ms，满足
在线应用实时性的要求。

4 结论

本文针对实际电网中暂态稳定的有标签样本较
少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Tri-training-SSAE 半监督学
习算法的电力系统 TSA 方法，并以 IEEE 10 机 39 节
点系统与华东某省级电网为算例进行仿真验证。结
果表明：

1）与传统的监督学习算法相比，基于 SSAE 的无
监督学习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大量无标签样本，将
SSAE 作为半监督 Tri-training 的子分类器有更高的
评估准确性；

2）利用 Tri-training 半监督学习算法生成伪标签
样本并使这些样本参与训练，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
力，有效地解决了 TSA 中有标签样本较少的问题；

3）在传统 Tri-training 算法伪标签样本生成过程
中的投票机制上加入置信度阈值的判断，减少了噪
声样本的加入，提高了伪标签样本的质量。

本文将半监督学习算法应用于电力系统的 TSA
问题中，所提算法能在大规模电网中快速、准确地进
行安全域下的 TSA，对电力系统暂态失稳进行预防
控制。如何应对系统拓扑实时变换的问题，提高模
型自适应性将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重点。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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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ystem 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 based on Tri-training-SSAE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algorithm

WEI　Zhinong1，LI　Chaofan1，DING　Aifei2，3，SUN　Guoqiang1，HUANG　Manyun1，
ZANG　Haixiang1，FANG　Xicheng4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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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RI Technology Co.，Ltd.，Nanjing 211106，China；

4. Yangzhong Power Supply Company of State Grid Jiangsu Electric Power Co.，Ltd.，Zhenjiang 212200，China）
Abstract：The 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s based on machine learning mainly use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labeled samples needed by 
supervised learning method，a power system 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Tri-training-

stacked sparse auto-encoder（Tri-training-SSAE）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A 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stacked sparse auto-encoder（SSAE） is constructed. The pseudo label 
sample confidence judgment is added to the traditional Tri-training process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noise 
data on model training. The SSAE is taken as the base classifier，a Tri-training-SSAE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a large number of unlabeled samples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the model. The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are carried out through IEEE 39-bus system and a provincial power grid in East 
China，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higher assessment accuracy rate when the number 
of labeled samples is small.
Key words：transient stability assessment；machine learning；semi supervised learning；Tri-training algorithm；
stacked sparse auto-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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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图 A1 自动编码器结构 

Fig.A1 Structure of auto-enc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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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SSAE 结构图 

Fig.A2 Structure diagram of SSAE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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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Tri-training 算法流程图 

Fig.B1 Flowchart of Tri-training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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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基于 Tri-training-SSAE 的 TSA 流程图 

Fig.B2 Flowchart of TSA based on Tri-training-S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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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IEEE 39 节点系统 

Fig.C1 IEEE 39-bus system 

 

  



附录 D 
表 D1 IEEE 39 节点系统算例的 SSAE 模型参数 

Table D1 SSAE model parameters of IEEE 39-bus system example  

参数 SSAE1 SSAE2 SSAE3 

输入层维数 156 156 156 

隐层神经元 [128-64-32] [128-64-64] [128-64] 

输出层维数 2 2 2 

稀疏参数   0.001 0.005 0.001 

稀疏项权重  0.01 0.01 0.01 

 

表 D2 华东某省网算例的 SSAE 模型参数 

Table D2 SSAE model parameters of a provincial power grid example in East China  

参数 SSAE1 SSAE2 SSAE3 

隐层神经元 [512-256-128-64] [512-256-128-128] [512-256-128] 

稀疏参数   0.001 0.0005 0.0005 

稀疏项权重  0.01 0.01 0.01 

预训练次数 

微调次数 

200 

500 

 

表 D3 华东某省网算例评估结果 

Table D3 Assessment results of a provincial power grid example in East China 

有标签样本数 
Pas/% Pau/% 

本文算法 SSAE SVM 本文算法 SSAE SVM 

500 91.97 84.63 79.13 91.21 83.72 77.25 

1 000 95.82 91.56 84.41 94.29 90.14 82.06 

2 000 97.04 93.87 88.73 96.32 92.93 86.42 

3 000 98.72 96.13 92.85 98.15 94.37 90.13 

4 000 99.15 97.81 94.53 98.26 95.62 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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