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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电功率预测是大规模风电接入电力系统的安
全保证之一。 因此，众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
时间序列 ［1］、神经网络 ［2］、支持向量机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和组合预测 ［3鄄4］等风电功率预测方
法。 其中，SVM 因为泛化能力较强，已广泛应用在各
种短期风电功率预测系统中 ［5鄄10］。 文献［5鄄6］先用小
波变换对风速序列进行分解，再用 SVM 分别对各分
解信号进行建模预测，最后对各预测结果叠加得到
最终预测值；文献［7］先对风速序列进行经验模态分
解 EMD（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得到多个分
解序列，再综合 SVM 对各分解序列的预测结果得到
原风速序列的预测风速，最后利用功率曲线转换得
到预测功率；文献［8］先用 SARIMA（Seasonal Auto鄄
Regression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模型对风速
序列建模，再通过分段预测得到 N－1 段预测残差，用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对残差序列建模预测得到第 N
段的残差预测值，用该值修正第 N 段风速预测值得
到最后预测结果；文献［9］认为采用相似数据来为
SVM 提供训练样本可以提高预测精度；文献［10］采
用蚁群优化算法来解决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的
参数选择问题，取得了不错的预测效果。

无论如何优化预测模型和改进预测策略，预测
精度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历史数据中固有的随机特
征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因素。 因此，针对风电功率的随
机性和波动性特征，提出一种云支持向量机模型。
该模型引入云理论的云变换方法来挖掘风速的随机
特征，并将这些用 X条件云表示的风速特征作为 SVM
的输入，将实测风电功率作为输出，建模预测未来
24 h 的风电功率。 由于云的不确定性特征和良好的
趋势预测能力，使得某个点的预测结果不是一个固

定的预测值，多次预测将得到一个有稳定倾向的离
散点集合。 但云理论对风速的特征提取，使得 SVM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预测精度。

1 云

1.1 云滴和云模型
云由云滴组成，给定一个由精确数值构成的定

量论域 U，c 是定义在这个论域上的定性概念，任取
x U，则 x 对 c 的隶属程度 y ［０，１］，是一个有稳定
倾向的随机数。 取若干个 xU，则 x 的分布就构成了
云，每一个 x 称为一个云滴。

云模型一般由 3 个数字特征（期望、熵、超熵）来
描述。 云的期望（Ex）是最能代表该定性概念的数值；
熵（En）反映了该定性概念的模糊程度；超熵（He）反
映了云的离散程度。 如风速的一个定性概念“较快”
及其数字特征如图 1所示。 由图可得：Ex=12.6071，Ｅn=
1.5537，He=0.7271。

1.2 风速云变换
云变换是指把风速数据转换成由多个云叠加而

成的定性概念。 其思想主要采用基于峰值的云变换
算法，即：

f（x）=鄱
i＝1

�n
（ri c（Exi，Eni，Hei））+ε （1）

其中，f（x）为风速数据的频率分布，c（Exi，Eni，Hei）为变
换后的其中一个云概念，ri 为相应云概念的幅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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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风速的一个定性概念“较快”及其数字特征
Fig.1 “Faster”，a qualitative concept of wind speed，

and its numerical characteristics



数，n 为变换后的云概念的个数，ε 为云变换的误差。
数据频率分布的局部最高点（峰值）是数据的汇聚中
心，可将它所对应的横坐标作为某个云概念的期望
值。 峰值越大，表示数据汇集越多，越能反映某个定
性概念。

采用某风电场 10 月份的历史数据，则风速的峰
值云变换步骤如下。

a. 对风速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即：

wj= vj-vmin
vmax-vmin

（2）

其中，vj（ j=1，2，…，500）为归一化前的某一风速值，
vmax、vmin 分别为统计风速数据的最大风速和最小风
速，wj 为相对于 vj 的归一化风速值。

b. 求取 wj 序列的频率分布。 以 a 为区间长度，
将 wj 序列分成 b 个区间，分别统计 wj 落在每个区间
内的个数，得到风速数据的频率分布 f（x），见图 2。

c. 找到 f（x）中的各个峰值位置，将峰值大小定
义为云的幅度系数 ri，并将其对应横坐标定义为云的
期望值 Exi（i=1，2，…，n）。

d. 采用文献［11］的方法，计算用于拟合 f（x）的
以 Exi 为期望值的各个云概念的熵 Eni，并计算云概念
的概率密度期望函数 fi（x），将 fi（x）作为各个云的分
布函数，如图 2 所示。

fi（x）=e-（x-Exi）2 ／（2Eni２） （3）
e. 用不带确定度的逆向云算法［12］求取各个云概

念的超熵 Hei。
图 2 是经过云变换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此时

得到的 16 个云概念还比较粗糙，某些云相距较近，
甚至一个云已把另一个云完全包含在内，造成概念
的重复和多余，所以有必要对云变换之后的概念进
行跃升，使每个云概念的意义更加独立和清晰。
1.3 概念跃升

所谓概念跃升，是指将云变换得到的基本概念
作为泛概念树的叶结点，并考虑云之间的幅度系数
影响，逐步合并距离最近的 ２ 个概念，以得到所需概
念层次［13］。 设相邻 2 个云概念分别为 ci（Exi，Eni，Hei）
和 cj（Exj，Enj，Hej），幅度系数分别为 ri 和 rj，且 Exi<Exj，

它们的概率密度期望曲线相交于点 d（xd，yd），合并之
后的云为 ch（Exh，Enh，Heh），幅度系数为 rh。 云合并算
法如下。

a. 首先计算截断熵：

E′ni=
xd

-∞乙 rie-（x-Exi）2 ／（2E２
ni）dx （4）

E′nj=
+∞

xd乙 rje-（x-Exj）2 ／（2E２
nj）dx （5）

b. 根据截断熵和相邻云的数字特征，得到合并
云 ch 的数字特征。

期望值：

Exh= ExiE′ni+ExjE′nj
E′ni+E′nj

（6）

熵：

Enh= E′ni
ri

+ E′nj
rj

（7）

超熵：

Heh= HeiE′ni+HejE′nj
E′ni+E′nj

（8）

c. 最后还可以得到合并云 ch 的幅度系数：

rh= E′ni+E′nj
Ｅnh

（9）

根据人的认知特点（同时只能认知最多 7 ±2 个
概念 ［14］），并根据各个云的分布情况，选取疏密合适
的概念个数，按照以上云合并算法，最后将风速的16
个原始概念压缩至 9 个跃升概念。同时可认为风速的
定性特征表现为“快”、“很快”等，因此，假设风速的
9 个云概念分别为：｛超慢，很慢，慢，较慢，中等，较
快，快，很快，超快｝，则它们的数字特征如表 1 所示。

抽离每个云概念的幅度系数，用云滴分布来描述
每个云概念的数字特征，并且使用半云（或半梯形云）
来描述最接近论域边界的 2 个定性概念，则风速 9
个跃升概念的概率密度期望曲线和云滴分布分别如
图 3 和图 4 所示。 从图 3 可以看出跃升之后的风速
特征更加明显，避免了概念冗余。 图 4 的相邻概念
之间出现交叠，体现了云模型的不确定性。
1.4 X 条件云

已知论域 U 内的某个特定点 m 和定义在 U 上

云概念 期望值 熵 超熵

超慢 0.0530 0.0316 0.0012
很慢 0.2297 0.0456 0.0023
慢 0.3030 0.0166 0.0024

较慢 0.3530 0.0166 0.0024
中等 0.4030 0.0241 0.0017
较快 0.5030 0.0616 0.0054
快 0.6030 0.0166 0.0024

很快 0.7147 0.0755 0.0042
超快 0.9530 0.0730 0.0044

表 1 风速各个云概念的数字特征
Tab.1 Nume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cloud concepts about wind speed

图 2 风速 16 个云概念概率密度期望曲线的叠加
Fig.2 Superposition of 16 expectation curves of cloud

concept about wi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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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个定性概念 ck 的数字特征（Exk，Enk，Hek），而点 m
对 ck 的隶属度未知，像这样的云就叫做 X 条件云。 通
过 X 条件云发生器，可以求得点 m 对 ck 的隶属度，简
单算法如下。

a. 生成以 Enk 为期望值、H2
ek 为方差的一个正态

随机数 E′nk。
b. 计算点 m 对 ck 的隶属度：

hk=e-（m-Exk）2 ／［2（E′nk）２］ （10）
若 m 是由多个风速值构成的一个样本（即多维

向量），则根据式（10）得到的 hk 应是一个多维向量。
根据极大判定法，以 hk 中的最大分量作为该样本 m
对定性概念 ck 的最终隶属度。

2 云支持向量机

2.1 ＳＶＭ
根据统计学理论发展起来的 ＳＶＭ，利用非线性

核函数把输入样本映射到高维空间，并在高维空间
中解决了输入样本的非线性回归问题［15］。 与人工神
经网络相比，ＳＶＭ 训练效率高、泛化能力强，且不易
陷入局部最优，因此，它是解决短期风电功率非线性
回归问题的有力工具。
2.2 云支持向量机

根据历史数据的原始分布情况，采用云理论来
挖掘数据的本质特征，并用 X 条件云定性表示该特
征。 假设｛（xi，yi），i=1，…，Ｎ，xiRn，yiR｝为训练样本
数据，ci（i=1，…，K）是表示风速特征的 K 个 X 条件
云，根据 1.4 节，ci 相对于每个样本 xi 的输出 hi 都是
一个 n 维向量，依据云模型的极大判定理论，hi 中的
最大分量 hmax 体现了该风速样本对相应的风速特征
的最大激活强度，则以 hmax 作为该样本 xi 对风速特

征 ci 的最终隶属度，并将其作为 SVM 的训练输入。
2.3 基于云支持向量机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方法

常用的预测策略有提前 1 步的滚动预测和提前
N 步的直接预测［16］等。 由于滚动预测会导致误差的
累积从而影响预测精度，本文采用提前 24 步的直接
预测法来预测未来 24 h 的风电功率，并用时间序列
模型选择训练的输入变量［17］。 利用计量经济分析软
件 EViews 对风速数据进行统计，得到：

xt=1.4057xt-24-0.5712xt-25-0.1138xt-28+εt （11）
其中，xt 为当前时刻的风速值，xt-24、xt-2５ 和 xt-28 分别为
由 xt 往前推 24、25 和 28 个时刻的风速值，εt 为时间
序列模型的拟合残差。

式 （11）的赤池信息准则 AIC（Ａkaike’s Ｉnfor鄄
mation Ｃriterion）结果较理想，说明该式可以较好地
诠释风速数据，包含了较大的信息量，也说明当前
风速 xt 和风功率 yt 受 xt-24、xt-25 和 xt-28 的影响较大，
以它们作为模型的训练输入、yt 作为训练输出，以此
组成训练样本集将可以提高预测精度。

SVM 采用 v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基于云支持
向量机模型的短期风电功率预测步骤如下：

a. 将风速、风功率的历史数据归一化到［0，1］；
b. 根据 1.2 节的内容对风速数据进行云变换；
c. 根据 1.3 节的内容对云变换得到的原始云进

行概念跃升，并得到 K 个 X 条件云 ci（i=1，…，K）；
d. 根据式（11）形成训练样本集｛（xi，yi），i=1，…，

Ｎ，xiＲn，yiR｝；
e. 根据 2.2 节建立风电功率的预测模型；
f. 利用该预测模型提前 24 步直接预测未来 24 h

的风电功率 p′i（p′iR，i=1，…，２４）。
由于云支持向量机的预测方法本质上是基于云

模型的时间序列预测，因此，多次运行云支持向量机
对某个点进行预测，模型的输出是服从正态分布的
多个云滴［18鄄19］（即得到一个小幅波动的离散值集合）。
按照文献［19］方法，本文采用逆向云算法 ［12］求取集
合的期望值作为预测点的确定性结果。

3 实例分析

实例分析采用我国某风电场（风电场 １）一个月
内的 500 组历史数据，每组数据包含风速和风功率
2 类数据，数据时间间隔为 1 h。 实验中的云支持向
量机采用 9 个 X 条件云描述风速特征，训练样本输
入 xiR3，输出 yiR，其中 i=1，…，４７２。

利用云支持向量机预测 50 次，每个预测点都得
到由 50 个离散值构成的集合，采用逆向云算法求取
每个集合的期望值作为确定的预测值，将其结果与单
纯使用 ARIMA 模型和 SVM 的预测结果相比较，如

图 3 风速 9 个跃升概念的概率密度期望曲线
Fig.3 9 expectation curves of zooming

concept about wi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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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速 9 个特征概念的云滴分布
Fig.4 Cloud drop distribution of 9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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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所示（图中纵轴为归一化值）。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同时对预测模型的整体性
能进行客观评价，定义以下误差指标：

eMRE= 1
N 鄱

i＝1

�N pi-p′i
pi

eMAE= 1
N 鄱

i＝1

�N
pi-p′i

eRMSE= 1
N 鄱

i＝1

�N
（pi-p′i）２姨

#
%
%
%
%
%
%
%
%
$
%
%
%
%
%
%
%
%
&

（12）

其中，eMRE、eMAE 和 eRMSE 分别为平均相对误差、平均绝
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N 为预测点数，pi 为风电功率
实测值，p′i 为风电功率预测值。

各预测方法的误差比较如表 2 所示。 从指标
eMRE 来看，云支持向量机较 SVM 和 ARIMA 模型分别
下降了 9.76% 和 26.79%，总体上显示了较高的预测
精度；指标 eMAE 反映了预测误差的平均幅值，云支持
向量机在该指标上的表现亦优于 SVM 和 ARIMA，
较两者分别下降了 0.027 5 和 0.065 1；指标 eRMSE 衡
量了预测误差的分散程度 ［20］，云支持向量机的 eRMSE
值较 SVM和 ARIMA模型分别下降了 3.15%和 7.07%，
可见，云支持向量机的预测误差相对集中，预测结果
比较稳定，有利于用户对风电预测值进行分析决策。

为了检验云支持向量机的泛化能力，采用另一个
风电场（风电场 ２）一个月的历史数据，该风电场一共
有58 台风电机组，每台机组的额定输出功率均为
850 kW，对该风电场未来 24 h 的风电功率预测结果
如图 6 所示（图中纵轴为归一化值）。 云支持向量
机与 SVM 和 ARIMA 模型的预测误差比较如表 3 所
示。 从图 6 和表 3 可以看出，云支持向量机对另一
个风电场的功率预测结果依然保持了比 SVM 和
ARIMA 更高的预测精度，具有较强的泛化能力。

4 结论

风速是影响风电场出力的主要因素，为此提出
云支持向量机模型来提取风速序列的定性特征，进
而预测未来 24 h 的风电功率，通过 2 个预测实例得
到如下结论：

a. 云理论可以有效挖掘风速的随机特征，进而
增强了后期 SVM 的预测输入数据的规律性，并为
SVM 的精确预测提供了坚实基础；

b. 云支持向量机的预测精度较传统 SVM 方法
有所提高，预测误差相对集中，有利于风电调度的分
析决策；

c. 云支持向量机保持了 SVM 原有的泛化能力，
可用于未来 24 h 的短期风电功率确定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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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鄄term wind power forecasting based on cloud SVM model
LING Wuneng，HANG Naishan，LI Ruqi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Abstract： A CSVM（Clou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model combining the cloud model and the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 is proposed for the short鄄term wind power forecasting，which applies the cloud
transformation to extract the qualitative attribute of wind speed data and uses SVM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ind speed and wind power. The forecasts for the next 24 hours’ wind power show that，the
forecasts at a particular point of the presented model is a set of discrete values with stabilized bias. The
backward cloud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orecast set as the deterministic
prediction，which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at forecasted by SVM model or ARIMA（Auto鄄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 model. The presented model is effective for short鄄term wind power fore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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