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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值分解结合均匀设计采样的半不变量法概率潮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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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样本形成过程中半不变量法概率潮流（ＰＬＦ⁃ＣＭ）计算可能遇到输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非正定的情

况，此时常用的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不再适用。 提出一种奇异值分解（ＳＶＤ）结合均匀设计采样（ＵＤＳ）的 ＰＬＦ⁃ＣＭ
计算方法。 通过 ＳＶＤ 和 ＵＤＳ 结合 Ｎａｔａｆ 变换得到考虑相关性的随机变量样本，借助这些样本计算常规数值

方法难以求解的部分输入变量的半不变量，利用 ＳＶＤ 处理输入变量的协方差矩阵以准确计算输出变量的半

不变量，采用 Ｃｏｒｎ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 级数展开求得输出变量的概率分布。 以改造后的 ＩＥＥＥ １４ 节点测试系统为算例，
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快速性、有效性及对高渗透率新能源发电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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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及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大规模并网，电力系统的随机性因素急剧增加。
Ｂｏｒｋｏｗｓｋａ 在 １９７４ 年提出的概率潮流 ＰＬＦ（Ｐｒｏｂａｂｉ⁃
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分析方法可有效评估这些因素对电
力系统运行的影响［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模

拟法［２⁃４］、近似法［５］和解析法［６⁃８］３ 类计算方法。
模拟法在采样后进行多次确定性潮流计算，再

对计算结果进行统计处理得到问题的解，该方法计
算精度高，但比较耗时。 近似法计算简单、效率高，
但在考虑相关性因素时计算复杂且误差较大。 解析
法先将非线性潮流方程线性化，再通过卷积运算得
到输出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计算简单，精度也能满
足工程应用的要求［９］。

应用最广泛的解析法是半不变量法概率潮流
ＰＬＦ⁃ＣＭ（ＰＬＦ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当输入变
量相互独立时，该方法以半不变量间简单的代数运
算代替复杂的卷积运算，大幅提高了计算效率。 针
对 ＰＬＦ⁃ＣＭ 在处理变量相关性问题上的固有缺陷，
文献［６］提出一种解决方法，但是该方法计算复杂，
很难在实际中应用。 文献［７］提出基于蒙特卡洛抽
样求解输入变量的半不变量，采用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处
理输入变量的相关性，拓展了 ＰＬＦ⁃ＣＭ 的应用范围。
文献［ ８］ 进一步提出基于拉丁超立方抽样 ＬＨＳ
（Ｌａｔ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结合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的
ＰＬＦ⁃ＣＭ 计算方法，并引入分段线性化潮流模型提
高计算精度。 但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仅适用于对称正定
矩阵。 实际工程应用中，常先估计随机变量两两间
的相关系数，再将所有的相关系数组合成相关系数

矩阵。 由于这些系数是彼此独立估计的，将它们组
合在一起就可能出现相关系数矩阵非正定的

情形［３］ 。
本文提出奇异值分解 ＳＶ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结合均匀设计采样 ＵＤＳ（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随机样本生成方法，该方法具有较高的
采样效率且可处理相关系数矩阵非正定的情形；在
此基础上，采用半不变量法（ＣＭ）进行 ＰＬＦ 计算，利
用 ＳＶＤ 处理输入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将具有相关性
的输入变量转化为不相关变量，以准确计算输出变
量的半不变量及概率统计特性；最后，通过 Ｃｏｒｎｉｓｈ⁃
Ｆｉｓｈｅｒ 级数展开得到输出变量的概率分布特性。 以
改造后的 ＩＥＥＥ １４ 节点测试系统为算例，验证了所
提方法对高渗透率新能源发电的适应性。

１　 基于 ＳＶＤ 的 ＵＤＳ

１．１　 ＵＤＳ
ＵＤＳ 技术基于空间填充思想，通过较少的样本

数据反映总体的分布信息。 与 ＬＨＳ 相比，ＵＤＳ 的优
势在于：覆盖同样大小的样本空间采样规模更小，具
有更好的稳健性。 这是因为 ＬＨＳ 本质上是一种分
层抽样技术，仍会出现采样点散布不均匀、分量间存

在线性相关等情形［１０］。 ＵＤＳ 是 ＬＨＳ 的一种重要改

进，它是通过对均匀设计进行模 １ 随机平移及在向
量空间内随机取点而得到。 设 ｄ 为维数，ｎ 为采样

点数，则这种平移共有 ｎｄ 个，而每组样本点数量为

ｎ，这样正好以同等机会抽到 ｎｄ 个生成向量空间中

的全体点，因此，ＵＤＳ 是一种统计抽样［１０］。 利用

ＵＤＳ 产生样本的步骤如下。
ａ． 设 ｍ 为随机变量的维数，Ｎ 为自然数的某个

无穷子集，且 ｍ，ｎ∈Ｎ，选取均匀设计的生成向量

（ｎ：ｈ１，ｈ２，…，ｈｍ），满足 ｈ１ ＝ １、１＜ｈ ｊ ＜ｎ（ ｊ ＝ ２，３，…，
ｍ），且对任意 ｉ≠ｊ 都有 ｈｉ≠ｈ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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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从多项分布
０ １ … ｎ－１

１ ／ ｎ １ ／ ｎ … １ ／ ｎ
æ

è
ç

ö

ø
÷ 中随机抽

取 ｍ 个独立同分布样本 η１、η２、…、ηｍ。
ｃ． 设 Ｖｍ×ｎ ＝［ｖ１，…，ｖｉ，…，ｖｍ］Ｔ（ｖｉ ＝ ［ｖｉ１，ｖｉ２，…，

ｖｉｎ］），且有：

ｖｉｊ ＝
ｊｈｉ＋ηｉ－０．５

ｎ{ } ＋
ｗ ｉｊ

ｎ
　 ｉ＝ １，２，…，ｍ；ｊ＝ １，２，…，ｎ

（１）
其中，｛·｝表示取小数运算；ｗ ｉｊ为取自［ －０．５，０．５］上
均匀分布的随机数，其与 ηｉ 相互独立。
１．２　 处理相关性的 ＳＶＤ 方法

现有的 ＰＬＦ⁃ＣＭ 方法都采用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处理
多维输入变量 Ｘ＝ ［ｘ１，…，ｘｉ，…，ｘｍ］ Ｔ 的相关性，但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无法处理非正定或非满秩矩阵。 任意
矩阵均存在 ＳＶＤ，计算量与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相当［１１］，
本文采用 ＳＶＤ 处理输入变量的相关性。

ＳＶＤ 指对于任意矩阵 Ａ（ｍ×ｎ 阶），存在列正交
矩阵 Ｕ（ｍ×ｎ 阶）和正交矩阵 Ｇ（ｎ×ｎ 阶），使得：

Ａ＝ＵＳＧＴ （２）
其中，Ｓ＝ｄｉａｇ（α１，α２，…，αｎ），αｉ 为矩阵 ＡＴＡ 第 ｉ 个
特征值的非负平方根值。 当矩阵 Ａ 为对称矩阵时，
有 Ｕ＝Ｇ。

ＳＶＤ 具有性质 １［２］：设 Ｙ 为 ｍ 维独立标准正态
分布向量，矩阵 Ｌ 由向量 Ｚ 的相关系数矩阵 ρＺ 的
ＳＶＤ 生成：

ρＺ ＝Ｕρ
Ｚ
Ｓρ

Ｚ
ＵＴ

ρ
Ｚ
＝Ｕρ

Ｚ
Ｓ１ ／ ２

ρ
Ｚ
（Ｕρ

Ｚ
Ｓ１ ／ ２

ρ
Ｚ
） Ｔ ＝ＬＬＴ （３）

其中，Ｕρ
Ｚ
为酉矩阵；Ｓρ

Ｚ
为 ρＺ 的奇异值构成的对角

矩阵，且从大到小排列，则由式（４）定义的 ｍ 维向量
Ｚ∗的相关系数矩阵 ρＺ∗ ＝ ρＺ。 性质 １ 在相关性随机
变量样本形成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Ｚ∗ ＝
ｚ∗１
︙
ｚ∗ｍ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ＬＹ＝
ｌ１１ … ｌ１ｍ
︙ ︙
ｌｍ１ … ｌｍｍ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ｙ１

︙
ｙｍ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４）

ＳＶＤ 同时具有性质 ２［１２］：当输入变量 Ｘ 具有相
关性时，设 Ｈ 由 Ｘ 的协方差矩阵 ＣＸ 的 ＳＶＤ 生成，
即 ＣＸ ＝ＨＨＴ。 通过式（５），ＳＶＤ 可将具有相关性的
输入变量 Ｘ 转化为不相关变量 Ｙ。 性质 ２ 在 ＰＬＦ⁃
ＣＭ 输出变量的半不变量计算过程中具有重要
作用。

Ｙ＝Ｈ－１Ｘ
Ｘ＝ＨＹ{ （５）

本文证明如下：
　 ＣＹ ＝Ｅ｛［Ｙ－Ｅ（Ｙ）］［Ｙ－Ｅ（Ｙ）］ Ｔ｝ ＝

　 Ｅ｛［Ｈ－１Ｘ－Ｈ－１Ｅ（Ｘ）］［Ｈ－１Ｘ－Ｈ－１Ｅ（Ｘ）］ Ｔ｝ ＝
　 Ｈ－１｛Ｅ［Ｘ－Ｅ（Ｘ）］［Ｘ－Ｅ（Ｘ）］ Ｔ｝（Ｈ－１） Ｔ ＝

　 　 　 Ｈ－１ＣＸ（Ｈ
－１） Ｔ ＝Ｈ－１ＨＨＴ（Ｈ－１） Ｔ ＝

（Ｈ－１Ｈ）（Ｈ－１Ｈ） Ｔ ＝ Ｉ （６）
其中，Ｅ 表示数学期望；Ｉ 为单位矩阵。 即变量 Ｙ 的
协方差矩阵 ＣＹ 为单位矩阵，则其相关系数矩阵 ρＹ

也必为单位矩阵。
１．３　 相关性随机变量样本的生成

Ｎａｔａｆ 变换可在已知输入变量边缘分布函数的
条件下实现从原始空间到独立标准正态空间的变
换，具有精度高、计算简单等优点［１３］，本文借助它生
成相关性随机变量样本。

设 ｍ 维输入随机变量 Ｘ ＝ ［ ｘ１，…，ｘｉ，…，ｘｍ］ Ｔ

的相关系数矩阵为 ρＸ，随机变量 ｘｉ 的累积分布函数
ＣＤＦ（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及概率密度函
数 ＰＤ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分别为 Ｆ ｉ（ ｘｉ）
和 ｆｉ（ｘｉ），则可以通过式（７）所示等概率原则生成相
关系数矩阵为 ρＺ 的标准正态随机变量 Ｚ ＝ ［ ｚ１，…，
ｚｉ，…，ｚｍ］ Ｔ。

Ｆ ｉ（ｘｉ）＝ Φ（ ｚｉ）
ｚｉ ＝Φ

－１（Ｆ ｉ（ｘｉ））{ 　 ｉ＝ １，２，…ｍ （７）

其中，Φ（·）为标准正态变量的 ＣＤＦ，Φ－１（·）为其反
函数；Ｆ ｉ （ ｘｉ ） 及 Φ （ ｚｉ ） 均为服从 ［ ０，１］ 上的均匀
分布。

Ｎａｔａｆ 变换中相关系数矩阵 ρＸ 和 ρＺ 的非对角

元素 ρｘｉｊ和 ρｚｉｊ满足式（８） ［１３］。

　 ρｘｉｊ＝∫＋∞

－∞
∫＋∞

－∞

é

ë

ê
ê

Ｆ －１
ｉ （Φ（ ｚｉ））－μｉ

σｉ

Ｆ －１
ｉ （Φ（ ｚ ｊ）） － μ ｊ

σ ｊ

×

φｚｉｚ ｊ（ ｚｉ，ｚ ｊ，ρｚｉｊ）
ù

û

ú
ú
ｄｚｉｄｚ ｊ （８）

其中，φ（ ｚｉ，ｚ ｊ，ρｚｉｊ）为相关系数是 ρｚｉｊ的标准二元正态
分布的 ＰＤＦ；μｉ、 μ ｊ、σｉ、σ ｊ 分别为变量 ｘｉ、ｘ ｊ 的期望
和标准差。

式（８）的计算十分复杂，文献［１３］给出了相应
的经验公式，在已知 ρｘｉｊ时可快速求得 ρｚｉｊ。 ρＺ 可能

非正定或非满秩［２］，此时其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不存在，但
ＳＶＤ 存在，通过 ρＺ ＝ ＬＬＴ 产生 Ｌ，再由式（４）产生

Ｚ∗，最后可通过式（９）将 Ｚ∗转换为独立的标准正态
随机变量 Ｙ＝［ｙ１，…，ｙｉ，…，ｙｍ］ Ｔ。

Ｙ＝Ｌ－１Ｚ∗ （９）
上述由 Ｘ 到 Ｙ 的变换过程即为 Ｎａｔａｆ 变换，其

逆过程可实现 Ｙ 到 Ｘ 的变换：

Ｚ∗ ＝ＬＹ
Ｘ＝Ｆ－１（Φ（Ｚ∗））{ （１０）

综上，利用 ＵＤＳ 和 ＳＶＤ 结合 Ｎａｔａｆ 变换，可快速
获得服从指定分布且相关系数矩阵满足给定条件的
输入随机变量样本 Ｘ，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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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由 ＵＤＳ 产生相互独立的样本矩阵 Ｖｍ×ｎ ＝［ｖ１，
…，ｖｉ，…，ｖｍ］ Ｔ（ ｖｉ ＝ ［ ｖｉ１，ｖｉ２，…，ｖｉｎ］），其中 ｖｉ 服从
［０，１］上的均匀分布。

ｂ． 通过式（１１）将 Ｖｍ×ｎ转换为对应的独立正态

分布样本矩阵 Ｙｍ×ｎ ＝ ［ ｙ１，…，ｙｉ，…，ｙｍ］ Ｔ（ ｙｉ ＝ ［ ｙｉ１，
ｙｉ２，…，ｙｉｎ］）。

ｙｉ ＝Φ
－１（ｖｉ）　 ｉ＝ １，２，…，ｍ （１１）

ｃ． 为使所得输入变量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等于
ρＸ，ρＺ 非对角元素修正为式（１２） ［４］。

ρｚｉｊ ＝ ２ｓｉｎ π
６
ρｘｉｊ

æ

è
ç

ö

ø
÷ （１２）

ｄ． 对 ρＺ 进行 ＳＶＤ ρＺ ＝ ＬＬＴ，并通过式（４）得到

Ｚ∗（利用了 ＳＶＤ 的性质 １）。
ｅ． 将 Ｚ∗中的样本代入式（１３），得到具有相关

性的随机变量 ｘｉ 的样本 ｘｉ。

ｘｉ ＝Ｆ－１
ｘｉ （Φ（ ｚ∗ｉ ））　 ｉ＝ １，２，…，ｍ （１３）

２　 ＰＬＦ⁃ＣＭ 计算

２．１　 潮流方程线性化

极坐标形式下交流系统的节点和支路功率方程
可表示为：

Ｄ＝ｕ（Ｘ）
Ｅ＝ｇ（Ｘ）{ （１４）

其中，Ｘ 为节点注入功率向量；Ｄ 为节点电压状态向
量；Ｅ 为支路功率向量；ｕ 和 ｇ 分别为节点和支路功
率函数。

将式（１４）在基准运行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并
略去高次项，可得线性化潮流模型：

Ｄ＝ｕ（Ｘ０＋ΔＸ）＝ Ｄ０＋ΔＤ＝Ｄ０＋Ｓ０ΔＸ
Ｅ＝ｇ（Ｘ０＋ΔＸ）＝ Ｅ０＋ΔＥ＝Ｅ０＋Ｔ０ΔＸ{ （１５）

其中，下标 ０ 表示基准运行点；Δ 表示扰动；Ｓ０、Ｔ０ 为

灵敏度矩阵，Ｓ０ ＝ Ｊ－１
０ ，Ｔ０ ＝Ｇ０Ｓ０，Ｊ０ 为雅可比矩阵，

Ｇ０ ＝（∂Ｅ ／ ∂Ｘ） Ｘ＝Ｘ０
。

２．２　 输入变量的半不变量计算

ＰＬＦ⁃ＣＭ 的关键是半不变量的计算。 常规数值
法可准确、高效地求得分布函数简单（如正态分布、
离散分布等）的随机变量的半不变量，但难以用于分
布函数复杂的随机变量。 对于后者，可根据样本矩
阵及半不变量与中心矩的关系进行计算，步骤如下。

ａ． 根据输入随机变量 ｘ 的分布函数，由 １．３ 节
采样方法采样得到 ｎ 个样本（ ｘ１，ｘ２，…，ｘｎ），按式
（１６）计算得到 ｘ 的各阶中心矩 α（ｖ）。

α（ｖ）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ｘｉ－μ） ｖ 　 ｖ ＝ １，２，… （１６）

其中，μ 为 ｘ 的期望。

ｂ． 根据半不变量与中心矩的关系［１４］，按式
（１７）计算 ｘ 的各阶半不变量 γ（ｖ）。

γ（１）＝ μ
γ（２）＝ α（２）

γ（３）＝ α（３）

γ（４）＝ α（４） －３α２
（２）

γ（５）＝ α（５） －１０α（３）α（２）

γ（６）＝ α（６） －１５α（４）α（２） －１０α（３） ＋３０α２
（２）

γ（７）＝ α（７） －２１α（５）α（２） －３５α（４）α（３） ＋２１０α（３）α２
（２）

γ（８）＝ α（８） －２８α（６）α（２） －５６α（５）α（３） －
３５α２

（４） ＋５６０α２
（３）α（２） －６３０α４

（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７）
２．３　 输出变量的半不变量计算

当系统各节点注入功率彼此独立时，节点 ｉ 注
入功率的扰动量 ΔＸ ｉ 可表示为：

ΔＸ ｉ ＝ΔＸＧｉΔＸＬｉ （１８）
其中，表示卷积运算；ΔＸＧｉ和 ΔＸＬｉ分别为发电机注
入功率和负荷注入功率的扰动量。

根据卷积运算与半不变量的转换关系及半不变
量的可加性［１５］，扰动量 ΔＸ ｉ 的 ｋ 阶半不变量 ΔＸ（ｋ）

ｉ

可通过式（１９）得到。
ΔＸ（ｋ）

ｉ ＝ΔＸ（ｋ）
Ｇｉ ＋ΔＸ（ｋ）

Ｌｉ （１９）

其中，ΔＸ（ｋ）
Ｇｉ 和 ΔＸ（ｋ）

Ｌｉ 分别为发电机和负荷注入功率
扰动量的 ｋ 阶半不变量。

利用半不变量的齐次性［１６］ 及线性化潮流模型
可得输出变量的各阶半不变量：

ΔＤ（ｋ）＝ Ｓ（ｋ）
０ ΔＸ（ｋ）

ΔＥ（ｋ）＝ Ｔ（ｋ）
０ ΔＸ（ｋ）{ （２０）

其中，Ｓ（ｋ）
０ 和 Ｔ（ｋ）

０ 分别为矩阵 Ｓ０ 和 Ｔ０ 中各元素的 ｋ
次幂所构成的矩阵。

当系统各节点注入功率 Ｘ 具有相关性时，需要
对式（２０）进行修正。 根据式（５），可将 Ｘ 表示成不
相关向量 Ｙ 的组合（利用了 ＳＶＤ 的性质 ２）。 在此
基础上对式（２０）进行修正得到：

ΔＤ（ｋ）＝ （Ｓ０Ｈ） （ｋ）ΔＹ（ｋ）＝ Ｓ（ｋ）
１ ΔＹ（ｋ）

ΔＥ（ｋ）＝ （Ｔ０Ｈ） （ｋ）ΔＹ（ｋ）＝ Ｔ（ｋ）
１ ΔＹ（ｋ）{ （２１）

其中，ΔＹ（ｋ）为变量 Ｙ 的 ｋ 阶半不变量。
２．４　 Ｃｏｒｎ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 级数展开

根据式（２０）及式（２１）得到输出变量的半不变
量后，可通过级数展开逼近得到输出变量的概率分
布特性。 与其他级数展开相比，Ｃｏｒｎ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 级数
在计算非正态分布的概率分布时收敛性更好、精度
更高［１６］，因此本文采用该级数。 设输出变量 ｅ 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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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为 τ，则 ｅ（τ）可表示为：

　 ｅ（τ）＝ ζ（τ）＋ζ
２（τ）－１

６
ｇ３＋

ζ３（τ）－３ζ（τ）
２４

ｇ４－

２ζ３（τ）－５ζ（τ）
３６

ｇ２
３＋

ζ４（τ）－６ζ２（τ）＋３
１２０

ｇ５＋…

（２２）
其中，ζ（τ）为标准正态分布 ＣＤＦ 的反函数；ｇｖ 为 ｅ
的 ｖ 阶规格化半不变量。

根据公式 ｅ（τ）=Ｆ-１（τ），可得 ｅ 的 ＣＤＦ Ｆ（ ｅ）。
对 Ｆ（ｅ）求导可得 ｅ 的 ＰＤＦ ｆ（ｅ）。

３　 算法流程

综上，本文提出的 ＳＶＤ 结合 ＵＤＳ 的 ＰＬＦ⁃ＣＭ 计
算方法（ ＳＵ⁃ＰＬＦ⁃ＣＭ） 流程如图 １ 所示，具体步骤
如下。

ａ． 输入基础数据。 包括配电网结构参数、输入
变量 ｘｉ 的 ＣＤＦ 和 ＰＤＦ、相关系数矩阵 ρＸ 及采样规
模 ｎ 等。

ｂ． 采用 １． ３ 节所述采样方法产生输入变量
样本。

ｃ． 判断 ｘｉ 是否服从正态或离散分布。 若是，则
采用常规数值法计算其半不变量；否则，根据样本及
中心矩与半不变量的关系计算 ｘｉ 的各阶半不变量。

ｄ． 采用牛顿 拉夫逊算法在基准点进行一次确
定性潮流计算，获得输出变量 Ｄ０、Ｚ０ 及灵敏度矩阵
Ｓ０ 和 Ｔ０。

ｅ． 判断 Ｘ 是否具有相关性。 若是，则由式（２１）
计算输出变量的各阶半不变量；否则，由式（２０）计
算输出变量的各阶半不变量。

ｆ． 采用 Ｃｏｒｎ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 级数展开求得输出变量
的 ＣＤＦ 和 ＰＤＦ。

４　 算例分析

ＰＬＦ⁃ＣＭ 的计算精度不随系统规模的改变而改
变［１７］，本文以改造后的 ＩＥＥＥ １４ 节点测试系统为算
例进行仿真分析。
４．１　 系统概况

假设风电场 Ｗ１ 接入节点 ４，光伏电站 ＰＶ１、
ＰＶ２、ＰＶ３ 分别接入节点 ５、１０ 和 １４，如图 ２ 所示。 风
电场和各光伏电站均采用恒功率因数控制方式，装
机容量分别均取 １０ ＭＷ、２０ ＭＷ、３０ ＭＷ、４０ ＭＷ 时，
对应新能源渗透率分别为 １５．３８％、３０．７７％、４６．１５％
和 ６１．５４％。

风电场风速 ｌ 的 ＰＤＦ ｆ（ ｌ）近似服从双参数的
Ｗｅｉｂｕｌｌ 分布：

ｆ（ ｌ）＝ ｗ
ｃ

ｌ
ｃ

æ

è
ç

ö

ø
÷

ｗ－１

ｅ － ｌ
ｃ( ) ｗ （２３）

其中，ｌ、ｗ、ｃ 分别为风速、Ｗｅｉｂｕｌｌ 分布的尺度参数和

图 １ ＳＵ⁃ＰＬＦ⁃ＣＭ 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Ｕ⁃ＰＬＦ⁃ＣＭ

图 ２ ＩＥＥＥ １４ 节点系统接线图

Ｆｉｇ．２ Ｗｉｒ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ＩＥＥＥ １４⁃ｂ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形状参数。
风电场有功出力 风速（Ｐｗ － ｌ）模型由式（２４）

表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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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 ＝

０ ｌ ≤ｌｃｉ
ｋ１ ｌ＋ｋ２ ｌｃｉ＜ｌ≤ｌｒ
Ｐｒ ｌｒ＜ｌ≤ｌｃｏ
０ ｌ＞ｌｃｏ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２４）

其中，ｌｃｉ、ｌｒ、ｌｃｏ分别为风电场的切入风速、额定风速
以及切出风速；Ｐｒ 为风电场的额定输出功率；ｋ１ ＝
Ｐｒ ／ （ ｌｒ－ｌｃｉ）；ｋ２ ＝ －ｋ１ ｌｃｉ。

光伏电站有功出力 Ｐｐｖ的 ＰＤＦ ｆ（Ｐｐｖ）近似服从

Ｂｅｔａ 分布［８］：

　 　 ｆ（Ｐｐｖ）＝
Γ（υ＋β）

Γ（υ）Γ（β）
Ｐｐｖ

Ｐ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υ－１

１－
Ｐｐｖ

Ｐ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β－１

（２５）

其中，υ、β 为 Ｂｅｔａ 分布的形状参数；Ｐｍａｘ为光伏电站
的最大有功出力。

本算例中，取 ｄ＝１４．１１７ ８，ｃ＝２．０１７ ８，ｌｃｉ ＝ ３ ｍ ／ ｓ，
ｌｒ ＝ １６ ｍ ／ ｓ，ｌｃｏ ＝ ２５ ｍ ／ ｓ，υ＝ ２．０６，β＝ ２．５０。

设风电场及光伏电站有功出力相关系数矩阵
ρＷ 为：

ρＷ ＝

１ ０．２ ０．３ ０．８
０．２ １ ０．２ ０．４
０．３ ０．２ １ ０．８
０．８ ０．４ ０．８ １

é

ë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ú

（２６）

式（２６）是一个非正定矩阵。
系统所有负荷服从期望为稳态值、标准差为期

望值 １０％的正态分布，且区域 １ 中节点 ９—１４ 的有
功负荷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矩阵 ρＬ 为：

ρＬ ＝

１ ０．３ ０．２ ０．４ ０．１ ０．５
０．３ １ ０．７ ０．１ ０．２ ０．８
０．２ ０．７ １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４ ０．１ ０．５ １ ０．６ ０．２
０．１ ０．２ ０．４ ０．６ １ ０．２
０．５ ０．８ ０．３ ０．２ ０．２ 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２７）

式（２７）是一个正定矩阵。
系统输入随机变量 Ｘ 包括风电场、光伏电站有

功出力和负荷，综合式（２６）和式（２７）知 ρＸ（见附录
１）为非正定矩阵。 如果采用常用的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
将无法生成样本，本文用 ＳＶＤ 取代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
４．２　 采样方法测试

利用 ＬＨＳ 生成独立均匀分布样本，再借助 Ｎａｔａｆ
变换生成满足指定分布的相关性样本，这是一种常
用的采样方法［１９］，记为方法 １。 本文第 １ 节中引入
ＵＤＳ 替代 ＬＨＳ 对上述方法进行改进得到的方法，记
为方法 ２。

设方法 １ 采样规模分别为 １０４ 次和 １０３ 次，方法
２ 采样规模为 １０３ 次，图 ３ 比较了根据 ３ 种样本空间
拟合得到的输入变量概率密度曲线。 可见，方法 ２
采样 １０３ 次得到的曲线与方法 １ 采样 １０４ 次得到的
曲线（基准曲线）高度吻合，而方法 １ 采样 １０３ 次得

到的曲线误差偏大。 这表明 ＵＤＳ 通过较少的样本
数据即可反映随机变量总体的分布信息，与文献
［１０］的结论相符，本文引入 ＵＤＳ 提高了采样效率。

图 ３ 采样方法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３　 ＰＬＦ⁃ＣＭ 计算精度和适应性验证

蒙特卡洛模拟法 ＭＣＳＭ（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精度高，常作为基准衡量其他 ＰＬＦ 方法的
准确性［９］。 以下利用本文提出的采样方法（即方法
２）生成的 １０３ 次样本，分别以 ＭＣＳＭ 和 ＰＬＦ⁃ＣＭ 进
行 ＰＬＦ 计算，并对结果进行比较验证 ＰＬＦ⁃ＣＭ 的有
效性和快速性。

在 ＰＬＦ⁃ＣＭ 研究中，当所考虑的 ρＸ 为正定矩阵

时，文献［７⁃８］以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处理 ρＸ，由 ρＸ ＝ＨＨＴ

求得矩阵 Ｈ，再根据式（５）可将具有相关性的输入
变量 Ｘ 表示成不相关向量 Ｙ 的组合，该做法其实有
偏差，由此生成的向量 Ｙ 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 ρＹ 并
不是单位阵。 如果用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处理输入变量的
协方差矩阵 ＣＸ，由 ＣＸ ＝ ＨＨＴ 求得矩阵 Ｈ，再由式
（５）求得 Ｙ，则得到的 ρＹ 为单位阵，可类似式（６）进
行证明。 附录 ２ 中给出了算例。

本文所提出的 ρＸ 正定 ／非正定时的 ＰＬＦ⁃ＣＭ 计
算方法，与现有 ＰＬＦ⁃ＣＭ 的区别仅在于用 ＳＶＤ 替代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分解。 虽然分解方法不同，但 ＳＶＤ 和 Ｃｈｏ⁃
ｌｅｓｋｙ 分解都满足 １．２ 节所述性质，它们在样本形成
和输出变量半不变量的计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
相同的。 因此，下文将对用 ＳＶＤ 处理 ρＸ 和用 ＳＶＤ
处理 ＣＸ 时 ＰＬＦ⁃ＣＭ 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进一步验
证后种做法的正确性。

定义式（２８）所示输出变量期望值和标准差的
相对误差指标 εγ

ζ 来衡量计算结果的精度。

εγ
ζ ＝ （εγ

ＣＭ－εγ
ＭＣ） ／ εγ

ＭＣ ×１００％ （２８）
其中，γ  表示输出变量的类型，包括电压幅值 Ｕ、相
角 θ 和支路有功 Ｐ、无功 Ｑ；ζ 表示输出变量的数字
特征，包括期望 μ 和标准差 σ；εγ

ＣＭ、εγ
ＭＣ分别为 ＰＬＦ⁃

ＣＭ 和 ＭＣＳＭ 得到的输出变量结果值。
表 １ 给出渗透率为 １５．３８％时，各输出变量误差指

标 εγ
ζ 的平均值 εγ

ζ，ｍｅａｎ、最小值 εγ
ζ，ｍｉｎ和最大值 εγ

ζ，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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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渗透率为 １５．３８％时输出变量的相对误差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ｈｅｎ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１５．３８％

方法
输出
变量

εγ
ζ，ｍｅａｎ ／ ％ εγ

ζ，ｍｉｎ ／ ％ εγ
ζ，ｍａｘ ／ ％

μ σ μ σ μ σ

分解
ＣＸ

Ｕ ０．００３ ０．８３９ ０．００１ ２．１７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１
θ ０．０３８ ０．５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８ １．３０７
Ｐ ０．０３７ １．３５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２５ ４．３６３
Ｑ ０．６３３ ４．０６１ ０．０１１ ０．６０９ ３．６１３ ６．７８１

分解 ρＸ

Ｕ ０．００２ ７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２ １３．６６ ０．００５ １７５．４
θ ０．０８４ １６．６８ ０．０５５ ０．５３８ ０．１６７ ４８．６２
Ｐ ０．１３２ ４２．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５８８ ０．８３３ １５６．５
Ｑ ０．５１７ １３０．８ ０．０２７ １１．３５ ３．７３ ４１０．３

　 　 可见，采用 ＳＶＤ 处理 ＣＸ 时，ＰＬＦ⁃ＣＭ 求得各输

出变量的 εγ
ζ，ｍｅａｎ均小于 ４．１％，εγ

ζ，ｍａｘ均小于 ６．８％，精
度较高。 采用 ＳＶＤ 处理 ρＸ 时，εγ

ζ，ｍｅａｎ的最大值达到

１３０．８％，εγ
ζ，ｍａｘ的最大值达到 ４１０．３％，误差较大的原

因在于用 ＳＶＤ 处理 ρＸ 求得的 Ｙ 仍然具有相关性，
在式（２１）的计算中引入了误差。

为评估 ＰＬＦ⁃ＣＭ 对新能源接入比例的适应性，
表 ２ 给出不同渗透率下各输出变量的相对误差平均
值 εγ

ζ，ｍｅａｎ。 可见，采用 ＳＶＤ 处理 ρＸ 时，计算结果不
准确，而采用 ＳＶＤ 处理 ＣＸ 时，ＰＬＦ⁃ＣＭ 始终保持较

高的计算精度，εγ
ζ，ｍｅａｎ最大值不超过 ４．９％，ＰＬＦ⁃ＣＭ

能适应高比例新能源并网的 ＰＬＦ 分析。
表 ２ 不同新能源渗透率下相对误差平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ｒｒ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方法 指标
指标值 ／ ％

１５．３８％ ３０．７７％ ４６．１５％ ６１．５４％

分解 ＣＸ

εＵ
μ，ｍｅａｎ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εＵ
σ，ｍｅａｎ ０．８３９ ２．１２４ ０．６５０ ０．９２０

εθ
μ，ｍｅａｎ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５ ０．１４４ ０．２５４

εθ
σ，ｍｅａｎ ０．５２０ １．３４３ ０．３４９ ０．３５７

εＰ
μ，ｍｅａｎ ０．０３７ ０．１４４ ０．３６１ ０．６１８

εＰ
σ，ｍｅａｎ １．３５１ １．４５８ ０．５４９ ０．６８０

εＱ
μ，ｍｅａｎ ０．６３３ １．６３０ １．７８３ ３．１６９

εＱ
σ，ｍｅａｎ ４．０６１ ４．８７５ ４．１６４ ３．９８２

分解 ρＸ

εＵ
μ，ｍｅａｎ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εＵ
σ，ｍｅａｎ ７０．４６ ９０．１１ １３０．９７ １１３．６０

εθ
μ，ｍｅａｎ ０．０８４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９ ０．２７５

εθ
σ，ｍｅａｎ １６．６８ １４．８４ １３．６１ １６．９１

εＰ
μ，ｍｅａｎ ０．１３２ ０．２８５ ０．３４５ ３．６２９

εＰ
σ，ｍｅａｎ ４２．２８ ４１．８２ ４３．２１ ３３．１３

εＱ
μ，ｍｅａｎ ０．５１７ １．７４５ ５．７３３ ３．０４８

εＱ
σ，ｍｅａｎ １３０．８０ １９０．０８ ２２８．５５ １９０．２０

　 　 注：表头中数据为渗透率。

表 ３ 给出不同新能源渗透率下 ＰＬＦ⁃ＣＭ 和
ＭＣＳＭ 的耗时比较。 可见，ＰＬＦ⁃ＣＭ 一直保持着很高
的加速比。 图 ４ 和图 ５ 比较了 ＰＬＦ⁃ＣＭ 和 ＭＣＳＭ 在
新能源渗透率为 ６１．５４％时计算得到的节点 １０ 电压
幅值、节点 １４ 电压相角、支路 １３－１４ 有功、支路 ４－９
无功的概率密度曲线和累积分布曲线（图中电压均
为标幺值）。 虽然节点 １０、１４ 及支路 １３－１４、４－９ 距

离新能源发电并网点较近，概率分布特性受新能源
出力影响较大，ＰＬＦ⁃ＣＭ 依然较准确地进行了评估。

表 ３ 不同新能源渗透率下算法耗时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ｉ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渗透率 ／ ％
耗时 ／ ｓ

ＭＣＳＭ ＰＬＦ⁃ＣＭ
１５．３８ １１．１４０ ５ ０．２５８ ９
３０．７７ １２．８１４ ３ ０．２５９ ９
４６．１５ １２．２９３ ５ ０．２８７ ４
６１．５４ １１．５０４ ６ ０．２６６ ３

图 ４ 输出变量的概率密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图 ５ 输出变量的累积分布曲线

Ｆｉｇ．５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 ＳＶＤ 结合 ＵＤＳ 的 ＰＬＦ⁃ＣＭ 计算
方法，其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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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通过 ＵＤＳ 生成初始样本，采用 ＳＶＤ 处理输入
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ρＸ（正定或非正定），结合 Ｎａｔａｆ
变换，产生服从指定分布且相关系数矩阵满足给定
条件的输入随机变量样本，提高采样效率，拓展
ＰＬＦ⁃ＣＭ 的应用范围；

ｂ． 当输入变量 Ｘ 具有相关性时，利用 ＳＶＤ 处理
Ｘ 的协方差矩阵 ＣＸ，将具有相关性的输入变量表示
成不相关变量的组合，可准确计算输出变量的半不
变量及概率统计特性；

ｃ． ＰＬＦ⁃ＣＭ 计算效率高，能适用于新能源高渗
透率电力系统的 ＰＬＦ 计算，精度满足工程应用要
求，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ｐａｅ．ｃｎ）。

参考文献：

［ １ ］ ＢＯＲＫＯＷＳＫＡ Ｂ．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７４，ＰＡＳ⁃９３（３）：７５２⁃７５９．

［ ２ ］ 方斯顿，程浩忠，徐国栋，等． 基于 Ｎａｔａｆ 变换含相关性的扩展准

蒙特卡洛随机潮流方法 ［ Ｊ］ ． 电工技术学报，２０１７，３２ （ ２）：
２５５⁃２６３．
ＦＡＮＧ Ｓｉｄｕｎ，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ＸＵ Ｇｕｏ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Ｎａｔａｆ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ｑｕａｓｉ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７，
３２（２）：２５５⁃２６３．

［ ３ ］ 徐潇源，严正，冯冬涵，等． 基于输入变量秩相关系数的概率潮

流计算方法［Ｊ］ ．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４，３８（１２）：５４⁃６１．
ＸＵ Ｘｉａｏｙｕａｎ，ＹＡＮ Ｚ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Ｄｏｎｇｈａｎ，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ｒａｎｄｏｍ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
３８（１２）：５４⁃６１．

［ ４ ］ 徐青山，黄煜，刘建坤，等． 采用混合高斯模型及边缘变换技术

的蒙特卡洛随机潮流方法 ［ Ｊ］ ． 电力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６， ４０
（１６）：２３⁃３０．
ＸＵ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ＨＵＡＮＧ Ｙｕ，ＬＩＵ Ｊｉａｎｋｕｎ，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４０（１６）：２３⁃３０．

［ ５ ］ 吴晨曦，文福拴，陈勇，等． 含有风电与光伏发电以及电动汽车

的电力系统概率潮流［ 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３，３３ （ １０）：
８⁃１５．
ＷＵ Ｃｈｅｎｘｉ，ＷＥＮ Ｆｕｓｈｕａｎ，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ＷＦｓ，ＰＶｓ ａｎｄ ＰＥＶｓ［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１０）：８⁃１５．

［ ６ ］ ＵＳＡＯＬＡ Ｊ．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８０（５）：５２８⁃
５３６．　

［ ７ ］ 石东源，蔡德福，陈金富，等． 计及输入变量相关性的半不变量

法概率潮流计算 ［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２ （ ２８）：
１０４⁃１１３．
ＳＨＩ Ｄｏｎｇｙｕａｎ，ＣＡＩ Ｄｅｆｕ，ＣＨＥＮ Ｊｉｎｆｕ，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ｉｎ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Ｊ］．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２０１２，３２（２８）：
１０４⁃１１３．

［ ８ ］ 黄煜，徐青山，卞海红，等． 基于拉丁超立方采样技术的半不变

量法随机潮流计算 ［ 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 ２０１６， ３６ （ １１）：
１１２⁃１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ＢＩＡＮ Ｈａｉ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ｆｌｏｗ［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３６（１１）：
１１２⁃１１９．

［ ９ ］ 刘宇，高山，杨胜春，等． 电力系统概率潮流算法综述［ Ｊ］ ． 电力

系统自动化，２０１４，３８（２３）：１２７⁃１３５．
ＬＩＵ Ｙｕ，ＧＡＯ Ｓｈａｎ，Ｙ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４，３８（２３）：１２７⁃１３５．

［１０］ 张润楚，王兆军． 均匀设计抽样及其优良性质［ Ｊ］ ． 应用概率统

计，１９９６（４）：３３７⁃３４７．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ｎｃｈｕ，ＷＡＮＧ Ｚｈａｏｊｕｎ．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９６（４）：３３７⁃３４７．

［１１］ 方斯顿，程浩忠，徐国栋，等． 基于 Ｎａｔａｆ 变换和准蒙特卡洛模拟

的随机潮流方法［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５，３５（５）：３８⁃４４．
ＦＡＮＧ Ｓｉｄｕｎ，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ｚｈｏｎｇ，ＸＵ Ｇｕｏｄ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ａ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ｓｉ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
３５（５）：３８⁃４４．

［１２］ ＨＹＶÄＲＩＮＥ Ａ，ＯＩＡ 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２０００，１３（４⁃５）：４１１⁃４３０．

［１３］ ＸＩＡＯ 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ａ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７（４）：１⁃６．

［１４］ 刘苏琴． 考虑风电机模型的电力系统随机潮流计算［Ｄ］． 南京：
东南大学，２００７．
ＬＩＵ Ｓｕｑｉｎ．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ｓ［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１５］ 刘立士． 半不变量的概率组合性质［Ｄ］． 沈阳：东北大学，２００６．
ＬＩＵ Ｌｉｓｈ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ｏｒ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ｓ［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

［１６］ 郭效军，蔡德福． 不同级数展开的半不变量法概率潮流计算比

较分析［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８５⁃９０．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ｊｕｎ，ＣＡＩ Ｄｅｆ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ｓ
［Ｊ］．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３３（１２）：８５⁃９０．

［１７］ 胡泽春，王锡凡． 基于半不变量法的随机潮流误差分析［ Ｊ］ ． 电

网技术，２００９，３３（１８）：３２⁃３７．
ＨＵ Ｚｅｃｈｕｎ，ＷＡＮＧ Ｘｉｆａｎ． Ｅｒｒ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３３（１８）：３２⁃３７．

［１８］ 张里，刘俊勇，刘友波，等． 计及风速相关性的电网静态安全风

险评估［Ｊ］ ． 电力自动化设备，２０１５，３５（４）：８４⁃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ＬＩＵ Ｊｕｎｙｏｎｇ，ＬＩＵ Ｙｏｕｂｏ，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５（４）：８４⁃８９．

［１９］ ＣＨＥＮ Ｙａｎ，ＷＥＮ Ｊｉｎｙｕ，ＣＨＥＮＧ Ｓｈｉｊｉ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ａ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ｉｎ ｈｙｐｅｒｃｕｂ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３，４（２）：２９４⁃３０１．

［２０］ ＧＡＬＩＣＩＡ 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ｌｉｃｉａｎ ｗｉｎｄ
ｆａｒｍ［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０１７⁃０５⁃２０］．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ｔａｖｅｎｔ⁃
ｏｇａｌｉｃｉａ．ｃｏｍ ／ ｅｎ ／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ｄａｔａ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作者简介：

毛晓明

　 　 毛晓明（１９７１—），女，湖北武汉人，副

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分析

与计算（Ｅ⁃ｍａｉｌ：ｍｘｍｓｕｎｎｙ＠１６３．ｃｏｍ）；
叶嘉俊（１９９３—），男，广东韶关人，硕

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随机

分析。
（下转第 １７２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ｏｎ ｐａｇｅ １７２）



　　 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第 ３９ 卷

Ｐｏｗｅ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７（１１）：１３８⁃１４４．
［２３］ 谢红玲，律方成． 基于信息融合的变压器状态评估方法研究

［Ｊ］ ．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１１．
ＸＩＥ 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ＬÜ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６（２）：８⁃１１．

［２４］ 陈法法，汤宝平，姚金宝． 基于 ＤＳｍＴ 与小波网络的齿轮箱早期

故障融合诊断［Ｊ］ ． 振动与冲击，２０１３，３２（９）：４０⁃４５．
ＣＨＥＮ Ｆａｆａ，ＴＡＮＧ Ｂａｏｐｉｎｇ，ＹＡＯ Ｊｉｎｂａｏ． Ｇｅａｒｂｏｘ 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 ｆａｕｌｔ
ｆｕｓ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ＳｍＴ ａｎｄ ｗａｖｅｌｅｔ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ｃｋ，２０１３，３２（９）：４０⁃４５．

作者简介：

刘云鹏

　 　 刘云鹏（１９７６—），男，安徽六安人，教

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特高压输电技术

以及电气设备在线检测和外绝缘（Ｅ⁃ｍａｉｌ：
ｌｉｕｙｕｎｐｅｎｇ＠ｎｃｅｐｕ．ｅｄｕ．ｃｎ）；

付浩川（１９９３—），男，河北沧州人，硕

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电气设备故障

预警及健康管理（Ｅ⁃ｍａｉｌ： ｆｈｃ＿ｎｃｅｐｕ＠１６３．
ｃｏ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ＲＢ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ＤＳｍＴ
ＬＩＵ Ｙｕｎｐｅｎｇ１，２，ＦＵ 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１，ＸＵ Ｚｉｑｉａｎｇ１，ＬＩ Ｇａｎｇ３，ＧＡＯ Ｓｈｕｇｕｏ４，ＤＯＮＧ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１

（１．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４． Ｓｔａｔｅ Ｇｒｉｄ Ｈｅｂｅ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ＲＢ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ｎｄ ＤＳｍＴ（Ｄｅｚｅｒｔ⁃Ｓｍａｒａｎｄａ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ｇａｓ ｉｎ ｏｉｌ，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ｐａｃｅ．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ＢＦ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ＲＢＦ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ＢＢＡ（Ｂａｓ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ｆａｕｌｔ ｒ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ＤＳｍＴ ｔｏ ｆｕｓｅ ｔｈｅ ＢＢＡ，ｗｈｉｃｈ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１０ ｋ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ｈａｓ 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ｄａＢｏｏｓｔ⁃ＲＢＦ；ＤＳｍＴ；ｂａｓｉｃ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ｆｕｓｉｏｎ；ｈｉｇｈ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上接第 １６５ 页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ｇｅ １６５）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ＡＯ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ＹＥ Ｊｉａｊ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ＬＦ⁃ＣＭ（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ｓ ｎ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Ａ ＰＬＦ⁃ＣＭ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Ｖ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ＤＳ（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ａｎ⁃
ｄｏｍ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ＶＤ，ＵＤ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ａ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ｉｎ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ｈａｒｄｌｙ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ＶＤ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ｉｎ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ｕ⁃
ｒａｔｅｌ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ｒｎ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ＥＥＥ １４⁃ｂｕｓ ｔｅ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ｆｌｏｗ；ｃｕｍｕｌａ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附录 1： 

1 0.2 0.3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 1 0.2 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 0.2 1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8 0.4 0.8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X ρ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3 0.2 0.4 0.1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 1 0.7 0.1 0.2 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 0.7 1 0.5 0.4 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4 0.1 0.5 1 0.6 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 0.2 0.4 0.6 1 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 0.8 0.3 0.2 0.2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附录 2： 

以西班牙某风电场每十分钟实测风速数据 Xw（共 4032 组）[20]为例，计算得到风电场间

风速的相关系数矩阵 ρw 和协方差矩阵 Cw 分别为： 

                    

w

1 0.0331 0.0699 0.1132

0.0331 1 0.3884 0.1752

0.0699 0.3884 1 0.3629

0.1132 0.1752 0.3629 1

 
 
 
 
 
 

                     （1） 

                   

w

7.5561 0.2971 0.9509 1.1288

0.2971 10.6543 6.2712 2.0747

0.9509 6.2712 24.4662 6.5122

1.1288 2.0747 6.5122 13.1652

 
 
 
 
 
 

C                    （2） 

如对 ρw 进行 Cholesky 分解，即 ρw=H1
T

1H ，分解后得到下三角矩阵： 

1

1 0 0 0

0.0331 1 0 0

0.0699 0.3863 1 0

0.1132 0.1715 0.3139 1

 
 
 
 
 
 

H                        （3） 

根据 Yw1= 1

1


H Xw，可求得 Yw1，Yw1 的相关系数矩阵 ρw1 为： 

w1

1 0.0052 0.0320 0.0137

0.0052 1 0.1415 0.0469

0.0320 0.1415 1 0.1268

0.0137 0.0469 0.1268 1

 
 


 
 
 

  

                     （4） 

可见，Yw1 中各变量仍然具有相关性。 

如果对实测风速数据 Xw 的协方差矩阵 Cw 进行 Cholesky 分解，即 Cw=H2
T

2H ，分解后得

到下三角矩阵： 

2

2.7488 0 0 0

0.1081 3.2623 0 0

0.3459 1.9109 4.5492 0

0.4106 0.6223 1.1389 3.3634

 
 
 
 
 
 

H                       （5） 

再根据 Yw2= 1

2


H Xw，可求得 Yw2，Yw2 的相关系数矩阵 ρw2 为： 

17 17 16

17 16 17

w2 17 16 16

16 17 16

1 1.7847e 2.8413e 1.0145e

1.7847e 1 -2.0129e -2.0546e

2.8413e -2.0129e 1 1.5267e

1.0145e -2.0546e 1.5267e 1

  

  

  

  

 
 
 
 
 
  



                

（6） 

ρw2 为单位矩阵。 

本文还重复了文献[7]中 5.1 与 5.2 节的算例。该算例中，对输入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进行

Cholesky 分解求得的 Y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为: 
4 5

5 4

1 4 5 4

5 4 4

1 -0.0012 -4.34e 7.67e

-0.0012 1 4.49e 3.27e

-4.34e 4.49e 1 7.03e

7.67e 3.27e 7.03e 1

 

 

  

  

 
 
 
 
 
  

                     （7）

 



对输入变量协方差矩阵进行 Cholesky 分解求得的 Y对应的相关系数矩阵为: 
15 16 16

15 16 16

2 16 16 16

16 16 16

1 -1.22e 1.89e -2.53e

-1.22e 1 6.92e -2.65e

1.89e 6.92e 1 -3.27e

-2.53e -2.65e -3.27e 1

  

  

  

  

 
 

 
 
 
  

                   （8）

 
可见，该算例中，式（8）为单位矩阵，但式（7）近似为单位矩阵，因此用 Cholesky

分解处理相关系数矩阵这一有误做法也得到了精度不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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