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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健全故障信息下故障区段的快速准确定位对于提高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分析首端电

压、电流量和短路回路等值电抗的关系，提出基于径向基函数（ＲＢＦ）神经网络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方
法，仿真分析表明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结果受故障距离、过渡电阻的影响较小。然后，以馈线终端设备

（ＦＴＵ）故障信息和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为故障特征，应用改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构建故障区段定位模型。对大量
测试样本的分析表明，改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建立的故障区段定位模型比极限学习机网络算法的定位精度高、
泛化能力好，短路回路等值电抗能够辅助修正 ＦＴＵ故障信息的畸变，提高 ＢＰ 神经网络故障定位的容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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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配电网故障定位为故障区域有效隔离与非故障

区域供电恢复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提高配电系统

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１３］。目前，配电网故障定

位的研究分为 ２ 个方面：利用线路出口处电气量信
息进行故障测距［４６］，由于配电网呈辐射状、分支多，

且测量点有限，基于阻抗法、行波法的单端测距算法

实用性差；利用馈线终端设备（ＦＴＵ）上传的故障报
警信息进行故障区段定位［７１２］，由于 ＦＴＵ 等装置及
通信网络的运行环境恶劣，故障报警信息容易发生

漏报与误报，因此基于该非健全信息下的高容错性

故障区段定位方法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献

［１３］将链表法引入故障区段定位，并利用故障信息
的关联性建立容错机制，这种容错机制只能识别出

现矛盾信息的部分信息畸变。文献［１４］利用遥测
量与遥信量之间的相关性对上报畸变信息进行识别

与修正。文献［１５］基于故障信息融合提出一种基
于贝叶斯分析的区段故障概率估计方法，该方法的

故障诊断结果不唯一，而且受开关分布影响大。文

献［１６］在文献［１５］的基础上增加多相故障信息与
重合闸故障信息进行区段故障概率估计，并由故障

概率直接确定故障区段，该方法的定位结果唯一但

容错性没有明显提升。文献［１７］在矩阵算法的基
础上提出一种基于信息矛盾原理的故障定位策略，

并利用文献［１５］提出的贝叶斯方法完成局部信息
判断，该策略能对多重故障与多重畸变进行识别，但

仅能容错此类畸变后的故障信息序列不与任何故障

正确上传的信息序列一致的可识别畸变。

人工神经网络 ＡＮ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具有强大的非线性拟合与模式识别能力，鲁棒性和

容错性强，在配电网故障定位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广

泛的应用［１８２３］。文献［２０］提出一种基于 ＢＰ 神经网
络的行波零模波速估算方法，并基于此提出一种单

端行波组合测距方法。文献［２１］提出利用 Ｃ 行波
法获得故障点到母线端的距离，然后通过神经网络

的模式识别功能进一步确定故障分支。文献［２２］
利用小波神经网络建立故障特征与故障位置之间的

映射关系，以实现故障点的精确定位。文献［２３］针
对含高渗透率分布式电源的配电网，提出基于径向

基函数（ＲＢＦ）神经网络建立各电源供出的短路电流
与故障距离、故障线路之间的级联映射关系，识别故

障线路。

本文以架空线路配电网为研究对象，针对非健

全 ＦＴＵ故障信息，引入短路回路等值电抗，利用 ２
层神经网络建立线路出口电流、电压与短路回路电

抗以及 ＦＴＵ故障信息、故障区段间的映射关系，实
现非健全 ＦＴＵ 故障信息的配电网故障定位容错
算法。

１　 故障区段特征分析

１．１　 ＦＴＵ上传故障信息的特征分析
以图 １所示的配电网为例进行分析，根据首端

量测单元 Ｍ和各 ＦＴＵ 的安装数量与位置将配电网
分为 ７个区段。

图 １ 配电网的拓扑图
Ｆｉｇ．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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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段 ＥＦ 内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首端量测
单元 Ｍ和各 ＦＴＵ上传的无畸变故障信息序列为：
Ｘ＝［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其中，Ｘ０ 为首端量测单元上传的 ０、１ 故障信息；Ｘ１、
Ｘ２、…、Ｘ６分!为 ＦＴＵ１、ＦＴＵ２、…、ＦＴＵ６上传的 ０、１故
障信息。

根据文献［１３］，判断故障区段为区段 ＥＦ。
当区段 ＤＥ内发生故障且 ＦＴＵ出现单个信息畸

变时，分 ２种情况进行分析。
ａ． 报警信息矛盾。
若 ＦＴＵ４出现漏报，则此时含畸变的 ＦＴＵ故障信

息序列为：

Ｘ＝［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其中，“＝”表示信息畸变。

“１１０００１０”存在矛盾信息对，即 ＦＴＵ４与 ＦＴＵ５信
息矛盾。根据文献［１６］通过报警信息纠错修正后，
可正确判断出故障发生在区段 ＤＥ，故障定位准确。

ｂ． 报警信息不矛盾
若 ＦＴＵ５ 发生误报，此时含畸变的 ＦＴＵ 故障信

息序列为：

Ｘ＝［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该故障信息序列与区段 ＣＤ发生故障时 ＦＴＵ的

无畸变信息序列相同，此序列并不存在矛盾信息，由

此判断故障发生在区段 ＣＤ，而实际故障发生在区段
ＤＥ，所以故障定位错误。

若 ＦＴＵ６ 出现误报，则此时含畸变的 ＦＴＵ 故障
信息序列为：

Ｘ＝［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此序列并不存在矛盾信息，与区段 ＥＦ 发生故

障时 ＦＴＵ的无畸变信息序列相同，由此判断故障发
生在区段 ＥＦ，而实际故障发生在区段 ＤＥ，所以故障
定位错误。

综上所述，故障区段定位算法如果仅依靠修正

矛盾信息纠错含畸变的 ＦＴＵ 故障信息序列，并不能
容错无矛盾信息的畸变，所以为实现畸变信息下的

故障区段的准确定位，必须引入新的故障特征量。

１．２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
图 １所示配电网的等值电路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图 １所示配电网的等值电路图
Ｆｉｇ．２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 ｆｉｇ．１

根据对应线路型号的单位长度参数，可计算分

段开关之间的线路阻抗值。图 ２ 中，区段 ＤＥ 内的

点 ｆ发生相间短路故障，由于短路电流远大于残压
下的分支负荷电流 ＩＬ，因此假设忽略分支线路上的
负荷电流 ＩＬ，根据配电网首端测量电压 Ｕｍ与测量电
流 Ｉｍ，可得量测点与短路点之间短路回路阻抗 Ｚｄ：
Ｚｄ ＝Ｕｍ ／ Ｉｍ ＝Ｒｄ＋ｊＸｄ ＝（Ｒ１＋Ｒ２＋Ｒ５＋Ｒ６＿１＋Ｒｇ）＋
ｊ（Ｘ１＋Ｘ２＋Ｘ５＋Ｘ６＿１） （１）

其中，Ｒｇ为过渡电阻。
由式（１）可知，短路回路电阻 Ｒｄ为量测点到短

路点之间的线路电阻与短路点过渡电阻之和，受过

渡电阻随机性影响，短路回路电阻具有不确定性；短

路回路等值电抗 Ｘｄ仅为量测点到短路点之间的线
路电抗，不受过渡电阻影响，因此，等值电抗与故障

位置的对应关系确定，但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以图

２为例，当配电网中任意一点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是确定的。以配电网首端为圆

心、以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为半径的圆与配电网干线、

支线的交点即为候选故障点，各候选故障点所在区

段即为候选故障区段，因此利用 ＦＴＵ 信息即可确定
候选故障区段中真正的故障区段。综上所述，故障

回路等值电抗可对正确定位故障区段起到辅助作用。

将量测点到某区段 ＸＹ 内任意点之间的线路电
抗记为 Ｘｄ－ＸＹ，仍以图 １ 所示区段 ＤＥ 内发生故障且
ＦＴＵ出现单个信息畸变的情况为例，分析将短路回
路等值电抗 Ｘｄ作为新的故障特征量引入故障定位
的辅助作用。

ａ． ＦＴＵ４出现漏报。
仅利用含畸变的 ＦＴＵ 故障信息序列的故障定

位结果［１６］为区段 ＤＥ 或区段 ＢＣ 发生故障，故障定
位结果不唯一。

引入 Ｘｄ 后，由于 Ｘｄ ＝Ｘｄ－ＤＥ＞Ｘｄ－ＢＣ，则区段 ＢＣ 发
生故障的可能性得到修正，从而正确定位故障区段

为区段 ＤＥ。
ｂ． ＦＴＵ６出现误报。
利用含畸变的 ＦＴＵ 故障信息序列定位结果［１６］

为区段 ＥＦ，故障定位错误。
引入 Ｘｄ后，由于 Ｘｄ ＝Ｘｄ－ＤＥ＞Ｘｄ－ＥＦ，则区段 ＥＦ 发

生故障的可能性被排除，从而正确定位故障区段为

区段 ＤＥ。
综上所述，在故障报警信息无法容错的情况下，

引入短路回路等值电抗辅助信息能够提高故障区段

定位的容错性能。

２　 故障定位神经网络模型

根据故障定位特征，建立分层分布式故障区段

定位模型如图 ３所示。
本文以故障信息序列和端口量测电压、电流为

原始数据，在故障类型识别的基础上研究短路回路

等值电抗和故障区段定位的 ２级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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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分层分布式故障区段定位模型
Ｆｉｇ．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２．１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模型
由于馈线的拓扑结构为树状多分支，短路回路

中的短路电流受故障点上游的负荷电流影响，应用

式（１）进行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算时，忽略了负荷
电流的影响。为了提高故障区段的定位精度，以短

路回路等值电抗与首端测量电压、电流的幅值及相

角之间存在的高度非线性映射关系为依据，提出了

基于 ＲＢＦ 神经网络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
模型。

ＲＢＦ神经网络是一种 ３层前向网络，由输入层、
隐含层与输出层构成，网络的隐含层神经元采用高

斯函数［２４］，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与输出层节点数分

别对应输入向量与输出向量的分量数量，隐含层节

点数由模型训练自动调整。

将首端测量得到的故障电压的幅值 Ｕ、电流稳
态基波分量的幅值 Ｉ与相位差 θ（又称为短路回路阻
抗角）作为神经网络特征量输入量。由于各输入特

征量之间差别过大将影响神经网络的收敛速度和泛

化能力，需对 ３ 个原始输入特征量 Ｕ、Ｉ、θ 进行归一
化处理，归一化的基准值分别为额定相电压、额定电

流和额定功率因数角。综上所述，短路回路等值电

抗估计 ＲＢＦ神经网络的故障特征输入量为：

Ｘ＝［Ｕ Ｉ θ］Ｔ （２）

其中，Ｕ、Ｉ、θ分别为归一化处理后的 Ｕ、Ｉ、θ。
为了反映过渡电阻对故障特征输入量的影响，

设定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 ＲＢＦ 神经网络的目标
输出为：

Ｙ＝［Ｘｄ Ｒｇ］
Ｔ （３）

搭建基于 ＲＢＦ 神经网络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
估计模型如图 ４所示。
２．２　 故障区段定位模型

基于数据分类功能，应用 Ｌ－Ｍ 算法改进的 ＢＰ

图 ４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模型
Ｆｉｇ．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神经网络建立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模型，并在相

同故障条件下与极限学习机（ＥＬＭ）网络［２６２７］故障

定位模型进行定位精度比较。

将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模型得到的 Ｘｄ与各
ＦＴＵ上传的 ０、１故障信息作为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
络的故障特征输入量：

Ｘ
～
＝［Ｘｄ Ｘ０ Ｘ１ … Ｘｉ … Ｘｋ］ （４）

其中，Ｘｉ为 ＦＴＵｉ上传的 ０、１故障信息；ｋ为 ＦＴＵ数量。
首端量测单元与 ｋ 个 ＦＴＵ 将配电网分为 ｋ＋１

个区段。某区段的故障状态为“１”时表示该区段为
故障区段；某区段的故障状态为“０”时，则表示该区
段为正常状态。由 ｋ＋１个区段的故障状态构成故障
区段定位神经网络的目标输出列向量：

Ｙ＝［ｑ１ ｑ２ … ｑｉ … ｑｋ＋１］
Ｔ （５）

其中，ｑｉ 为区段 ｉ的故障状态。
ＢＰ 网络的隐含层与输出层神经元均采用线性

函数，网络的输入层、输出层节点数分别对应输入向

量与输出向量的分量个数，隐含层节点数过少与过

多均会降低网络模型的泛化能力。神经网络的隐含

层节点数参考值可由式（６）所示经验公式获得：

ｔ＝ ｎ＋槡 ｍ ＋ｂ （６）

其中，ｔ为隐含层节点数；ｎ 为输入层节点数；ｍ 为输
出层节点数；ｂ为范围在［１，１０］内的常数。

搭建的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模型见图 ５。

图 ５ 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模型
Ｆｉｇ．５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２．３　 神经网络模型训练采样规则
２．３．１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神经网络模型训练采
样规则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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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规则如下。

ａ． 均匀选取故障点：为满足故障区段定位精度
的要求，故障距离变化步长取 １ ｋｍ。

ｂ． 发生相间短路故障时过渡电阻主要为阻值
较小的电弧电阻，因此过渡电阻在 １０ Ω以内［２８］，选

取 ２ Ω、１．５ Ω、１ Ω总共 ３种电阻值间隔。
ｃ． 将不同故障距离与不同过渡电阻进行两两组

合，得到 ＲＢＦ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集。
２．３．２　 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训练采样规则

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模型训练采样规则具体

如下。

ａ． 均匀选取故障点，为满足故障区段定位精度
要求，故障距离变化步长取本区段总长的 １ ／ ４。

ｂ． 过渡电阻在 １０ Ω 内选取，变化步长取 ２ Ω，
并将各故障点与不同过渡电阻进行两两组合，得到

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在健全信息下的训练样本。

ｃ． 形成健全和非健全信息的训练样本集。将每
种过渡电阻下各故障点的 ＦＴＵ 序列进行单个信息
漏报与误报处理，得到非健全信息下的训练样本。

３　 仿真分析

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搭建 ＩＥＥＥ ３３节点单电
源树状配电网仿真模型。ＩＥＥＥ ３３ 节点配电系统如
图 ６所示。

图 ６ ＩＥＥＥ ３３节点配电系统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ＥＥＥ ３３ｂ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配电网主干线和分支线均采用 ＬＪ线型，取线路
末端节点号作为配电网线路编号（１—３２）。
３．１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神经网络仿真分析

为了保证测试用样本与训练用样本不发生重

叠，取 ０、１、２、５、１０ Ω 共 ５ 种过渡电阻值，沿供电方
向依次设置 ２０个故障点，其中主干线故障点编号为
１—９，分支 １故障点编号为 １０—１２，分支 ２故障点编
号为 １３—１５，分支 ３ 故障点编号为 １６—２０，组合形
成 １００组测试样本。
３．１．１　 三相短路故障短路等值电抗估计模型分析

按训练规则分别形成 １７４、２３２ 与 ３１９ 组这 ３ 种
规模的训练样本集，分别进行三相短路故障的网络

模型训练。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入层节点数均为 ３，
输出层节点数均为 ２，隐含层节点数分别为 ３１、５３与
５９。为分析短路过渡电阻对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
结果的影响，定义短路回路电抗估计误差为：

ΔＸｄ ＝ Ｘｄｌ －Ｘ ′ｄ （７）

其中，Ｘｄｌ为由线路长度和单位参数计算的实际短路
回路等值电抗；Ｘ ′ｄ为短路回路电抗估计值。

在同一点发生短路故障时，不同短路过渡电阻

下其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误差不同，取其电抗估

计误差最大值，记为 ΔＸｄｍａｘ。应用 １００ 组测试样本
集分别对 ３个训练后的模型进行测试，可得短路过
渡电阻对不同故障点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误差

的影响，如图 ７所示。

图 ７ 三相短路故障下 ΔＸｄｍａｘ与故障点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Ｘｄｍａｘ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图 ７中的 ３ 条误差曲线表明：训练样本数太多
（３１９组）与太少（１７４ 组）都会使网络泛化能力变
差，使用中等规模（２３２ 组）的训练样本集训练出的
网络模型泛化能力最好，１００ 个测试样本所得出的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误差最大仅为 ０．１６４ Ω。
３．１．２　 两相短路故障短路等值电抗估计模型分析

应用中等规模（２３２组）训练两相短路故障网络模
型，分析网络发生两相短路故障时短路回路等值电抗

估计结果。首先得到同一故障点、不同短路过渡电阻

下的电抗估计误差最大值，进一步分析各故障点的电

抗估计误差最大值与故障点之间的关系，如图 ８所示。

图 ８ 两相短路故障下 ΔＸｄｍａｘ与故障点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ΔＸｄｍａｘ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ｐｈａｓｅｔｏｐｈａ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由图 ８ 可知，在 １００ 组测试样本下的两相短路
故障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的最大误差均小于

０．１５ Ω，与三相短路故障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精
度相近，这说明本文所提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

方法的精度不受故障类型的影响。

３．２　 故障区段定位神经网络仿真分析
首端测量单元及 ＦＴＵ将配电网划分为 ８个故障

区段，ＩＥＥＥ ３３节点配电网区段划分结果见图 ９。
以三相短路故障为例进行仿真分析。按照训练

采样规则，同时对不同故障条件下的 ＦＴＵ 故障信息
序列进行单个信息漏报与误报处理，得到 １ ５３６ 组
训练样本集。为保证测试用故障点与训练用故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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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单电源树状配电网八区段网络拓扑图
Ｆｉｇ．９ Ｅｉｇｈ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ｒｅｅｔｙｐ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不重合，分别在每区段线路的 １ ／ ３、１ ／ ２、２ ／ ３ 处和末
端设置测试用故障点，取 ０、１、３、５、１０ Ω共 ５ 种过渡
电阻，对不同短路故障组合下的 ＦＴＵ 序列进行单个
信息漏报与误报处理，得到 １ ２８０组测试样本集。

基于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与 ＦＴＵ 故障信息分别
应用 ＢＰ 神经网络对 １ ５３６组训练样本集与 １ ２８０组
测试样本集进行分析，并与 ＥＬＭ故障区段定位模型
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１所示。

由表 １可知：ＦＴＵ健全信息情况下 ＥＬＭ 故障区
段定位模型与 ＢＰ 神经网络故障区段定位模型的精
度均为 １００％；ＦＴＵ非健全信息情况下，非故障区段
ＦＴＵ信息漏报时 ＢＰ 神经网络故障区段定位模型的
　 　 　 　 　

表 １ 故障区段定位准确度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ｍｏｄｅｌｓ

网络类型 隐含层节点数

准确度 ／ ％

健全信息
非健全信息

漏报 误报

ＥＬＭ １９ １００ ８９．５３ ８９．８１
ＢＰ 神经网络 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５

精度为 １００％，单个 ＦＴＵ信息误报时 ＢＰ 神经网络故
障区段定位模型的精度为 ９５ ％，可见 ＢＰ 神经网络
故障区段定位模型的容错性能优于 ＥＬＭ 故障区段
定位模型。

表 ２对基于不同特征输入量的故障定位结果进
行了比较分析，表 ３ 给出了表 ２ 中不同故障测点对
应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的估算结果。

分析表 ２不同故障特征输入量的故障定位结果
可知，单个 ＦＴＵ 信息误报时，基于短路回路等值电
抗和 ＦＴＵ信息的故障定位比仅用 ＦＴＵ 信息的故障
定位错性能明显提高，对比表 ２ 的基于短路回路电
抗和 ＦＴＵ信息的定位结果和表 ３的等值电抗估计结
果可知：只有在区段 １、区段 ３ 内个别短路点处发生
故障时由于其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与 ＦＴＵ 信息误报
所在区段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一致，减弱了短路回

路等值电抗的修正作用，才会出现故障区段误判，故

障区段误判概率很小。　 　 　 　

表 ２ 三相短路故障下配电网部分故障区段定位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ｆａｕｌｔ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线路
故障

区段

故障信息序列 Ｘ 基于 Ｘｄ和 ＦＴＵ信息的故障区段定位结果

Ｘ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故障点 １ 故障点 ２ 故障点 ３ 故障点 ４

基于 ＦＴＵ信
息的故障区

段定位结果

主干

线路

区段 １

区段 ６

区段 ７

区段 ８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２ ／ ／区段 ２ ／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２ ／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４ ／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１ ／区段 ６ ／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７ ／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区段 ６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７ ／区段 ８ ／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区段 ８

分支 １ 区段 ２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４ ／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区段 ２

分支 ２ 区段 ３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４ ／ 区段 ３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３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３ ／区段 ６ ／ ／区段 ６ ／

分支 ３

区段 ４

区段 ５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３ ／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５ ／
１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区段 ４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区段 ５

　 　 注：“［］”表示对应 ＦＴＵ上传的 ０、１故障信息发生误报，“／ ／”表示故障区段定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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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故障测点三相短路故障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ｆａｕｌ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故障区段 Ｘｄｌ ／Ω
Ｘ′ｄ ／Ω

故障点 １ 故障点 ２ 故障点 ３ 故障点 ４
１ ０～１．６１２ ０．３９０ ０．４９６ １．１０６ １．５３０
６ １．６１２～３．００７ １．８５６ ２．４７１ ２．７１２ ３．００７
７ ３．００７～３．９０３ ３．１８８ ３．４３７ ３．５０９ ３．８２０
８ ３．９０３～５．０２３ ４．１３７ ４．５５５ ４．８９７ ５．１２４
２ ０．３１０～１．５００ ０．２７５ ０．４９１ ０．７５６ １．３４０
３ ０．６８２～１．７０２ ０．７３９ １．２９９ １．５７９ １．６５２
４ １．６１２～２．９０７ １．８７３ ２．２０９ ２．５８６ ２．７２５
５ ２．９０７～４．２３７ ２．９７３ ３．０９１ ３．６４２ ４．０８７

４　 结论

配电网高容错性故障区段定位方法，只需应用

首端量测量和 ＦＴＵ 故障信息序列，不增加设备投
资，工程实用性强，在 ＦＴＵ 信息不健全的情况下，故
障区段定位准确率较高。

ａ． 基于 ＲＢＦ 神经网络的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
计方法，特征输入量少，短路回路等值电抗估计精度

受短路过渡电阻和故障位置的影响小，满足故障区

段定位要求。

ｂ． 利用改进的 ＢＰ 神经网络建立的故障区段定
位模型比 ＥＬＭ网络的定位精度高，泛化能力好。

ｃ． 短路回路等值电抗特征量能够提高非健全
ＦＴＵ故障信息情况下的故障定位精度，在 ＦＴＵ 故障
信息漏报时定位精度达 １００％，在 ＦＴＵ 故障信息误
报时定位精度达 ９５％。

参考文献：

［１］马士聪，高厚磊，徐丙垠，等． 配电网故障定位技术综述［Ｊ］． 电
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０９，３７（１１）：１２０１２４．
ＭＡ Ｓｈｉｃｏｎｇ，ＧＡＯ Ｈｏｕｌｅｉ，ＸＵ Ｂｉｎｇｙｉｎ，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０９，３７（１１）：１２０１２４．

［２］唐金锐，尹项根，张哲，等． 配电网故障自动定位技术研究综述
［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３，３３（５）：７１３．
ＴＡＮＧ Ｊｉｎｒｕｉ，ＹＩＮ Ｘｉａｎｇｇｅｎ，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５）：７１３．

［３］郑天文，肖先勇，张文海，等． 考虑母线电压暂降非线性分布特
征的配电网故障定位［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２，３２（１１）：
１１５１２０．
ＺＨＥＮＧ Ｔｉａｎｗｅｎ，ＸＩＡＯ Ｘｉａｎｙ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ｈａｉ，ｅｔ 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ｂｕｓ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ｓａｇ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２
（１１）：１１５１２０．

［４］姚李孝，赵化时，柯丽芳，等． 基于小波相关性的配电网单相接
地故障测距［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０，３０（１）：７１７５．
ＹＡＯ Ｌｉｘｉａｏ，ＺＨＡＯ Ｈｕａｓｈｉ，ＫＥ Ｌｉ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ｇｒｏｕｎ
ｄ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３０（１）：
７１７５．

［５］郑涛，潘美玉，郭昆亚，等． 基于节点阻抗矩阵的配电网故障测

距算法［Ｊ］． 电网技术，２０１３，３７（１１）：３２３４３２４０．
ＺＨＥＮＧ Ｔａｏ，ＰＡＮ Ｍｅｉｙｕ，ＧＵＯ Ｋｕｎｙａ，ｅｔ ａｌ． Ａ ｎｏｄａｌ 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ａｓｅｄ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７（１１）：３２３４３２４０．

［６］宁一，王大志，江雪晨，等． 基于零模行波波速特性的配电网单
相接地故障测距方法［Ｊ］．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５（增
刊）：９４９８．
ＮＩＮＧ Ｙｉ，ＷＡＮＧ Ｄａ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ｈａｓｅｔｏ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ｚｅｒｏ
ｍｏｄｅ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５，３５（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９４９８．

［７］刘耀湘，乐秀，顾欣欣． 配电网故障区段判断和隔离的综合矩
阵法［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０６，２６（３）：３９４０．
ＬＩＵ Ｙａｏｘｉａｎｇ，ＬＥ Ｘｉｕｆａｎ，ＧＵ Ｘｉｎｘｉｎ．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ｍ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６（３）：３９４０．

［８］杨俊起，陈滟涛，杨凌霄，等． 配电网故障定位的改进矩阵算法
研究［Ｊ］． 高电压技术，２００７，３３（５）：１３５１３８．
ＹＡＮＧ Ｊｕｎｑｉ，ＣＨＥＮ Ｙａｎｔａｏ，ＹＡＮＧ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Ｊ］．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５（５）：１３５１３８．

［９］齐郑，高玉华，杨以涵． 配电网单相接地故障区段定位矩阵算法
的研究［Ｊ］．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０，３８（２０）：１６０１６３．
ＱＩ Ｚｈｅｎｇ，ＧＡＯ Ｙｕｈｕａ，ＹＡＮＧ Ｙｉｈ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ｂａｓ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ｔｏｅａｒｔｈ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３８（２０）：
１６０１６３．

［１０］张颖，周韧，钟凯． 改进蚁群算法在复杂配电网故障区段定位中
的应用［Ｊ］． 电网技术，２０１１，３５（１）：２２５２２７．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ＺＨＯＵ Ｒｅｎ，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ｔ ｃｏｌｏｎｙ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ｆａｕｌ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５（１）：２２５２２７．

［１１］高孟友，徐丙垠，张新慧． 基于故障电流幅值比较的有源配电网
故障定位方法［Ｊ］．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５，３５（７）：２１２５．
ＧＡＯ Ｍｅｎｇｙｏｕ，ＸＵ Ｂｉｎｇｙｉ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ｈｕｉ．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
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５（７）：２１２５．

［１２］牛耕，周龙，裴玮，等． 基于克拉克电流相角差值的低压有源配
电网故障定位方法［Ｊ］．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５（增刊）：
１６２４．
ＮＩＵ Ｇｅｎｇ，ＺＨＯＵ Ｌｏｎｇ，ＰＥＩ 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ｏｗ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 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ｒｋ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５，３５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１６２４．

［１３］翁蓝天，刘开培，刘晓莉，等． 复杂配电网故障定位的链表法
［Ｊ］． 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０９，２４（５）：１９１１９５．
ＷＥＮＧ Ｌａｎｔｉａｎ，ＬＩＵ Ｋａｉｐｅｉ，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ｉ，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ｉｎ ｔａｂｌ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２４（５）：１９１１９５．

［１４］郑涛，潘美玉，王英男，等． 配电网具有容错性的快速故障定位
方法研究［Ｊ］．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４，４２（６）：６４６８．
ＺＨＥＮＧ Ｔａｏ，ＰＡＮ Ｍｅｉｙｕ，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ｎａｎ，ｅｔ ａｌ．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４２（６）：６４６８．

［１５］刘健，赵倩，程红丽，等． 配电网非健全信息故障诊断及故障处
理［Ｊ］．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０，３４（７）：５０５６．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ＺＨＡＯ Ｑ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ｓ［Ｊ］．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３４（７）：５０５６．



第 ４期 王艳松，等：配电网故障定位容错算法 　﹣　　

［１６］刘健，董新洲，陈星莺，等． 配电网容错故障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Ｊ］． 电网技术，２０１２，３６（１）：２５４２５７．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ＤＯＮＧ Ｘｉｎｚｈｏｕ，ＣＨＥＮ Ｘｉｎｇ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ｆａｕｌｔ ｉｓｏ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６（１）：２５４２５７．

［１７］焦彦军，杜松广，王琪，等． 基于信息矛盾原理的畸变信息修正
及配电网故障区段定位［Ｊ］．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４，４２
（２）：４３４８．
ＪＩＡＯ Ｙａｎｊｕｎ，ＤＵ Ｓｏｎｇｇｕａｎｇ，ＷＡＮＧ Ｑｉ，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ｅｒ
ｒａｎｃ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ｕｌ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４２（２）：４３４８．

［１８］ＺＡＹＡＮＤＥＨＲＯＯＤＩ Ｈ，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ＳＨＡＲＥＥＦ Ｈ，ｅｔ ａｌ． Ａｕｔｏ
ｍａｔｅｄ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３）：３０３２３０４２．

［１９］严凤，刘文轩，董维，等． 新型 １０ ｋＶ 配电线路综合故障定位方
法［Ｊ］．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６）：１１７１２２．
ＹＡＮ Ｆｅｎｇ，ＬＩＵ Ｗｅｎｘｕａｎ，ＤＯＮＧ Ｗｅｉ，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ＵＥＰＳＡ，２０１２，２４（６）：１１７１２２．

［２０］梁睿，孙式想． 单端行波故障测距组合方法研究［Ｊ］． 电网技
术，２０１３，３７（３）：７００７０６．
ＬＩＡＮＧ Ｒｕｉ，ＳＵＮ Ｓｈｉｘｉａｎｇ．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ｅｎｄｅｄ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ｗａｖ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
３７（３）：７００７０６．

［２１］严凤，许海梅． 基于神经网络的配电线路综合故障定位方法
［Ｊ］．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５）：８６９１．
ＹＡＮ Ｆｅｎｇ，ＸＵ Ｈａｉｍｅｉ．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Ｎ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ｎｅ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ＵＥＰＳＡ，
２０１５，２７（５）：８６９１．

［２２］李晓东．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配网自动化故障定位问题研究
［Ｊ］． 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３，２８５（２６）：２０１２０３．
ＬＩ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Ｎ［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２８５
（２６）：２０１２０３．

［２３］ＺＡＹＡＮＤＥＨＲＯＯＤＩ Ｈ，ＭＯＨＡＭＥＤ Ａ，ＦＡＲＨＯＯＤＮＥＡ Ｍ，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ｍａｌ 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Ｇ ｕｎｉｔｓ［Ｊ］．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６（９）：３３１９３３２７．

［２４］马伟华． 多层前向神经网络的理论研究与优化［Ｄ］． 青岛：中国
海洋大学，２００７．
ＭＡ Ｗｅｉｈｕ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Ｎ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ａｏ：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

［２５］黄庆斌． ＢＰ 算法的改进及其应用研究［Ｄ］． 成都：西南交通大
学，２０１０．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ｂ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Ｐ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２６］ＨＵＡＮＧ Ｇ Ｂ，ＺＨＵ Ｑ Ｙ，ＳＩＥＷ Ｃ Ｋ．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Ｎｅｕ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６，７０（１）：４８９
５０１．

［２７］齐郑，张惠汐，饶志，等． 基于极限学习机的多信息融合区段定
位方法［Ｊ］． 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２０１４，４２（１９）：７４８０．
ＱＩ Ｚ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ｘｉ，ＲＡＯ Ｚｈｉ，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Ｊ］．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４，４２（１９）：７４８０．

［２８］ＳＯＵＴＯ Ｌ，ＭＡＮＡＳＳＥＲＯ Ｇ，ＤＩ ＳＡＮＴＯ Ｓ Ｇ．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ｅｅ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Ｃｌｅｍ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ｌｅｍｓｏｎ，ＳＣ，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６：
１６．

作者简介：

王艳松

　 　 王艳松（１９６５—），女，山东烟台人，教
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电网的优化规划与节

能技术、电网故障诊断与配电自动化、电力

负荷预测和电能质量分析与谐波治理等

（Ｅｍａｉｌ：ｗｙｓ９１５１７＠ １６３．ｃｏｍ）；
宗雪莹（１９９３—），女，山东德州人，硕

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故障诊断；

衣京波（１９６６—），男，山东烟台人，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为电力系统运行与控制。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ｓｏｎｇ１，ＺＯＮＧ Ｘｕｅｙｉｎｇ１，ＹＩ Ｊｉｎｇｂｏ２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５８０，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ｅａｕ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２５７０８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ａｄ ｅｎｄ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ＢＦ（Ｒａｄｉ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ｆａｕｌ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Ｕ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ｆａｕｌ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Ｐ（Ｂａｃｋ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ａｕｌ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ＥＬＭ（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ｔｏ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ｆａｕｌ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ＴＵ，ｗｈｉｃｈ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
ｒａｎｃ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ｒｔ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ａｕ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Ｐ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