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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输电线路故障诊断模型的可迁移性，根据迁移学习理论将输电线路分为源线路和目标线路，提

出一种基于深度-迁移学习的输电线路故障类型识别方法。通过组合不同故障条件，生成输电线路故障期间

的时序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预处理，得到面向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样本；利用源域数据对初始卷积神

经网络进行预训练，获取适用于源线路故障类型识别的预训练模型；采用最大均值差异法对源线路和目标线

路进行相似性检验，筛选出待迁移的源域预训练模型；利用目标域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迁移训练，获

取最终的目标域故障诊断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利用源域数据量5%的目标域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迁

移训练，得到的目标域模型对目标线路故障诊断的准确率达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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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输电线路故障类型识别是故障分析及处理的前

提，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1］。传统

故障类型识别方法主要基于发生故障时的电气量，

分为暂态量选相方法、稳态量选相方法以及前两者

相结合的选相方法 3种。基于电气量的选相方法实

现较为简单，但容易受负荷电流、系统运行方式、故

障位置、过渡电阻及故障相角等因素的限制，且不同

类型的故障需要使用不同类型的选相元件［2］。
电网数据采集系统和故障信息系统的建立，可

以提供故障期间的事件信息和录波数据，为人工

智能算法的应用奠定了数据基础。已有学者提出将

传统人工智能算法，例如支持向量机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s）［3 ⁃4］、人工神经网络［5⁃6］、模糊推理［7］

等应用到故障类型识别。然而，上述传统浅层学习

算法均包含特征参数提取环节和分类识别环节两

部分，其识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工设计的特征

参数提取环节，特征参数选择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整

个模型的识别效果。深度学习不依赖于人工设计的

特征提取环节，通过海量数据训练，构建深层神经

网络，自动提取输入数据特征并进行归纳分类，在

故障类型识别方面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目前，已

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将深度学习应用到输电线路的故

障类型识别，文献［8］基于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模型实现了输电线

路的故障类型识别和区内外故障判断，证明了深度

学习在电力系统中应用的可行性和优势；文献［9］改

进了CNN的输入数据格式，显著提高了CNN在复杂

系统故障诊断方面的正确率；文献［10］利用栈式稀

疏自编码器提取线路故障深层特征，并利用 SVM进

行分类，实现了线路跳闸故障检测；文献［11］考虑了

实际电网的负荷波动，基于 CNN构建深度学习模

型，故障类型识别正确率高达 99.99%。上述研究均

证明了深度学习在故障类型识别方面的应用效果。

然而，深度学习模型构建过程需要海量训练数

据，若存在数据量不足或数据缺失等问题，模型的识

别率将严重下降；此外，采用深度学习训练出的模型

只适用于产生数据的特定线路，若将模型应用于参

数不同的其他线路的故障诊断，诊断准确率将严重

降低，需要重新生成用于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模型

构建复杂耗时。近年来，迁移学习（Transfer Lear-
ning）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迁移学习能

够对深度学习无法直接应用的历史数据、残缺数据

进行充分提取，将其作为辅助数据，利用辅助数据预

先训练深度学习模型，然后将预训练模型的特征迁

移应用到新的目标模型，可以解决数据量少、标注缺

失等问题。文献［12］基于经过训练的CNN模型，对

其隐含层进行迁移应用，在图像识别领域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文献［13］基于迁移学习，对液压泵实验过

程中的历史数据加以应用，提高了液压泵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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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评估的准确率。实际电网中不同输电线路之间

存在相似性，线路长度、电气参数等差异不大，在发

生同类型故障时电气量具有相似特征。

因此，本文基于迁移学习和深度学习提出一种

输电线路故障类型识别方法，利用目标域数据对预

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进行微调迁移训练，将单一线路

深度学习模型迁移至其他线路，实现了深度学习模

型的迁移应用，提高了深度学习模型的泛化能力。

仿真实验结果显示：利用少量（源域数据的 5%）目标

域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迁移微调训练，即可得到

适用于目标域线路的迁移深度学习模型，从而解决

了深度学习训练面临的数据缺失、数据量少等问题。

1 面向CNN的数据样本生成

1.1 时序数据生成

输电线路发生不同类型的故障期间，线路两端

的电压和电流包含对应的特征，据此可实现对线路

故障类型的识别［14］。本文通过构建输电线路故障仿

真模型生成模型训练所需的大量故障数据样本。

本文研究的单回输电线路模型如图 1所示。图

中，l1和 l2为故障点距线路两端母线的长度，线路总

长为 L；线路两端等值为发电机；变压器接线方式为

Yg-△；负荷采用数值可变的有功负荷。图 1中各元

件参数值见附录A中的表A1。

考虑到输电线路等值方式对本文的故障类型识

别方法影响较大，对于单回输电线路，主要等值模型

有一字型等值模型、π形等值模型和分布参数模型。

分布参数模型虽然能准确反映输电线路的实际情

况，但会影响仿真速度，且分布参数线路需要考虑波

的传播过程，故障点的距离设置应满足式（1），无法

模拟采样点附近发生故障的场景；π形等值模型不

存在上述劣势，且与一字型等值模型相比考虑了导

纳参数，更接近实际场景，因此本文中输电线路采用

π形等值模型。

x> v/fs （1）
其中，x为故障点到采样点的距离；v为波速；fs 为采

样频率。

时序数据的生成过程如图2所示，步骤如下。

（1）在Simulink中构建图1所示的单回输电线路

故障仿真模型。
（2）结合实际输电线路参数波动设置参数遍历

取值范围如表 1所示，表中，fN、SN、Rs分别为仿真模
型的额定频率、额定负荷和接地故障最大过渡电阻；
ABC、AB、ABG、AG分别表示三相短路故障、AB两相
短路故障、AB相接地故障、A相接地故障，其他依此
类推；电压为标幺值。根据表 1对不同参数下故障
期间的电气量进行遍历采集。

（3）调节输电线路长度、单位长度阻抗和感抗，
分别模拟目标线路和其他辅助源域线路，从而分别
产生目标域和源域时序数据。

（4）采集各线路两端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共
12个电气量的时序数据，构成如式（2）所示的 12维
电气量向量，得到满足预训练、微调训练和测试要求
的时序数据。
X12 =[ u1a u1b u1c u2a u2b u2c ]i1a i1b i1c i2a i2b i2c （2）
1.2 数据预处理

仿真模型生成的故障时序数据量很大，且由于
各电气量单位不同，数值大小差异很大。因此，需对
时序数据进行等间隔采样和归一化处理，并组合成
二维矩阵，以生成面向CNN的数据样本。

（1）等间隔采样。
模型的仿真步长为 50 ms，即数据获取的采样频

率为 2 000 Hz，在此采样频率下，故障发生前后的 3
个周期内包含上百个数据点，如果直接用于模型训
练，将导致计算量过大、训练时间很长。由于线路的
故障特征主要体现在电气量幅值的变化情况，所以
获取测量数据后，进一步对数据进行采样，每间隔

图1 线路故障仿真模型拓扑图

Fig.1 Topology diagram of simulation model of

line fault

表1 遍历参数取值范围

Table 1 Range of traversing parameter

参数

电压

频率

故障位置

负荷

过渡电阻

故障类型

参数取值范围

0.9~1.1
0.98 fN~1.02 fN

0~L
0.8SN~1.2SN

0~Rs
ABC，AB，AC，BC，ABG，ACG，BCG，AG，BG，CG

图2 时序数据生成步骤

Fig.2 Generation steps of tim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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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点取 1个点，在故障点前、后进行等间隔采样
后，获取的数据点仍包含线路故障特征。

为突出电气量的幅值变化特征，首先将采集的
电气量变换为有效值；然后对故障发生前 1个周期
到发生后 2个周期内的时序数据进行等间隔采样，
在 3个周期内采集 12个数据点，每个电气量均由 12
个数据点组成，从而构成12×12维的二维数据矩阵。

（2）归一化处理。
由于量纲和取值范围的差异，故障仿真模型生

成的 12个电气量数据的各数值之间差异很大，故障
特征分布不均匀，导致数值较小的电气量包含的特
征难以提取。因此，对 12个电气量分别进行归一化
处理，使故障特征在样本矩阵中均匀分布。

利用式（3）对各组电气量分别执行归一化处理，
将各电气量的幅值变化量规范至 0 ~ 1之间，从而在
归一化数据的同时，将故障特征最大化。

x̄ ij =[ xij -min (X j ) ] / [ max (X j )- min (X j ) ] （3）
其中，xij为式（2）所示电气量矩阵中的数据点，Xj为
该数据点所在的列向量；x̄ ij 为归一化处理后的数
据点。

2 基于CNN的模型预训练

2.1 典型CNN结构及训练方法

作为深度学习的一种，CNN具有局部连接、权值
共享和空间相关等特性以及强鲁棒性和容错能力，
适用于深层数据特征提取。经典 CNN模型结构如
附录A中的图A1所示，其包含输入层、隐含层、全连
接层、输出层，其中隐含层由卷积层和降采样层交替
构成，是CNN提取输入数据深层特征的关键结构。

CNN的输入层是一组二维数据样本矩阵（n× n
维），由卷积核（k1 × k1）与样本矩阵进行卷积运算，滑
动步长为 s，并经过激活函数，得到一层特征面（m ×
m），利用不同的卷积核得到多个特征面，构成 CNN
的卷积层，卷积运算过程如式（4）所示。

M lout =F (M l- 1in ⊗K lcore ) （4）
其中，l为网络层序；M lout为第 l层网络输出的特征面；
M l- 1in 为第 l - 1层网络输出的特征面；K lcore为第 l层卷
积核矩阵；F（·）表示激活函数；⊗表示CNN中的滑
步卷积过程。

降采样层紧邻卷积层，同样由多个特征面（s× s）
构成，与卷积层的特征面一一对应，卷积层的特征面
通过降采样核（k2 × k2）进行降分辨率采样作为二次
特征提取过程，均值降采样的运算过程如式（5）所
示；最后的降采样层与全连接层相连，整合由卷积层
和降采样层提取出的特征信息，输入 Softmax层进行
逻辑回归分类。

M l+ 1out =M lin⊗ 1
k2

（5）

根据式（4）和式（5）的运算过程，输入层矩阵阶
数 n、卷积层特征面阶数m和降采样层特征面阶数 s
满足式（6），式中各变量均为正整数。

{m= n- k1 + 1s=m/k2 （6）
CNN的有监督学习训练过程通过BP算法进行，

与传统人工神经网络类似，包含前向传播和反向传
播过程。

（1）初始化网络：训练前，根据式（7）对核参数进
行随机初始化，从而使网络获得学习能力。

Xij = frand ( [ -1，1]) （7）
其中，frand（·）为随机函数。

（2）前向传播：以一组样本矩阵N1作为输入层，
根据式（8）逐层经过卷积层、降采样层、全连接层，得
到实际的输出Or。

O r = fS2 ( fC2 ( fS1 ( fC1 (N1 )) ) ) （8）
其中，fC1和 fC2表示卷积层运算过程；fS1和 fS2表示

降采样层运算过程。
（3）反向传播：通过比较实际输出与训练数据标

签之间的误差并反向传播至降采样层和卷积层，将
核参数向降低误差的方向调整。

X′ij =Xij + fBp (αE1 ) （9）
其中，X′ij为调整后的核参数；E1为实际输出与数据标
签之间的误差，通常表示为二者的方差；fBp ( ⋅ )表示

反向传播的运算过程；α为学习率，用于改变核参数
的调整幅度。

CNN的训练过程即将训练数据输入网络并与标
签值对比，从而调整核参数的过程。CNN利用隐含
层中的卷积层和降采样层学习训练数据的深层特
征，使网络具备特征提取能力，但是为了使CNN得到
充分训练并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需要大量带标签的
训练样本数据，这也是制约CNN应用的因素之一［16］。
2.2 模型预训练

如上所述，CNN在挖掘数据深层特征方面具有
很大优势，然而，模型的训练需要海量数据，且会面
临数据缺失等问题。本文将迁移学习引入线路故障
类型识别 CNN模型，迁移学习可以对历史数据、类
似数据进行迁移应用，能够解决深度学习面临的数
据量少、数据缺失等问题。

首先，利用大量源域数据得到预训练模型，作为
迁移的基础。本文的预训练模型采用经典 CNN模
型，其结构为输入层、隐含层、全连接层和输出层，其
中隐含层由卷积层和降采样层交替构成，是CNN提
取输入数据深层特征的关键结构［16］。针对故障选相
问题，本文中CNN的输入层为经过预处理的线路故
障样本，每个故障样本用一个12 × 12维的矩阵表示；
CNN的输出层为一个 1× 10维的矩阵，10个元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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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表示样本属于 10种故障类型的概率大小，数值越
大则表示样本属于该故障类型的可能性越高，CNN
将选取概率值最大的故障类型作为样本的故障类
型。CNN的层数、特征面数量、卷积核大小、降采样
核大小以及训练过程均会影响最终识别的效果，因
此本文采用由结构到网络参数再到训练参数的逐层
训练步骤，首先根据输入样本的维度，确定 CNN的
层数和特征面数目并固定；随后利用控制变量法，逐
层确定卷积核及降采样核的大小；最后根据识别率
和训练时间调整迭代次数、批训练数量和学习效率。
最终确定效果较优的 CNN结构参数如附录 A中的
表A2所示。

预训练过程原理如附录A中的图A2所示。预
训练过程以初始CNN为基础，输入大量的源域标签
数据对CNN进行有监督训练，根据式（9），训练过程
中卷积核内部权重会逐步适应源域数据，经过若干
次迭代，得到的预训练模型可以准确地对源域测试
数据进行故障类型识别，但由于源域与目标域数据
的差异性，预训练模型对目标域数据的识别率很低。

3 基于迁移卷积神经网络的模型迁移训练

3.1 迁移卷积神经网络理论框架

本文将经过迁移训练的 CNN定义为迁移卷积
神经网络 T-CNN（Transfer-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T-CNN的训练流程如附录 A中的图 A3所
示，具体步骤为：

（1）基于第 1节所述的数据生成及处理方法，分
别构建源线路和目标线路故障模型，产生大量面向
CNN的源域数据样本和少量的目标域数据样本；

（2）利用源域数据对 CNN进行预训练，获取适
用于源线路的预训练模型；

（3）将预训练模型的网络结构迁移到目标域模
型，输入少量目标域数据对卷积核进行微调训练，获
取目标域模型。

相对于传统的 CNN，T-CNN的优势在于在目标
线路故障数据不足或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利用具备
类似特征的源线路故障数据获取预训练模型，对预
训练模型网络结构进行迁移应用，仅需少量目标域
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即可构建适用于目标
线路的深度模型。
3.2 源域与目标域相似性检验

与目标域相似性强的源域数据有助于迁移学
习，相似性弱的源域数据可能会造成负迁移，因此，
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相似性检验十分必要。本文利
用最大均值差异［17］（MMD）对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
据进行相似性检验，选取相似性较大的源域数据对
应的预训练模型进行迁移。

MMD的原理为：2组样本分别分布于 p和 q，计

算其样本空间上的连续函数 f：X→R随机映射，再

计算投影的均值，将 2组样本分别对应的均值作差，

得到两分布对应于函数 f的均值差异，当某个 f对应

的均值差异最大时，即取得MMD。将MMD作为检

验统计量，可以衡量两分布的相似性。

VMMD (F，p，q ) = sup
f ∈F

(Ex [ f ( x ) ]-Ey [ f ( y ) ]) （10）
其中，VMMD为MMD值；sup

f ∈F
(⋅)表示集合的上确界，F

为样本数据集X映射到实数集R的函数集合，f为F
中的一个映射关系；Ex和Ey表示求取映射均值的过

程；x∈ p；y ∈ q。
设源域和目标域分别对应分布 p和分布 q，X和

Y分别为从上述分布中得到的 2个数据集，大小分别

为m、n，则其MMD经验估计值V′MMD为：

V′MMD (X，Y ) =








1
n∑i= 1

n

f (x i )- 1m∑j = 1
m

f (y j ) （11）
MMD越小，表明两分布越相似；MMD为 0时表

示两分布相同。本文假设有多条源线路可以使用，

利用MMD判断各源线路与目标线路的相似性，选取

和目标线路相似性最高的一条源线路的故障数据用
于CNN预训练，以降低负迁移的可能性。

3.3 模型微调训练

预训练模型具备正确识别源域数据的能力，但

不能直接用于识别目标域数据。根据迁移学习的思

想，当源域数据与目标域数据具有类似的结构特征

时，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少量目标域数据对

其进行微调训练，就能够得到效果较好的目标域深

度学习模型。

T-CNN微调迁移训练原理如附录 A中的图 A4
所示。设 CNN初始状态为 a，利用源域数据对其进

行预训练，CNN参数经过多次自我更新后达到状态

b。保留预训练模型隐含层的网络结构及卷积核权

重、降采样核权重等参数，迁移至目标域模型网络结

构，然后利用少量目标域数据对网络进行微调迁移

训练，根据式（9），在反向传播过程中，卷积核权重和

降采样核权重等参数会自我更新以逐渐适应目标

域，最终达到状态 b+。深度学习模型的直接训练相

当于 a→b+的过程，基于迁移学习，只需利用现有的

状态 b模型进行迁移微调训练就可以快速得到状态

b+的目标域模型。

4 仿真与实验

4.1 源域与目标域数据样本生成

在 Simulink中按照图 1搭建 220 kV单回输电线

路故障仿真模型。考虑电网实际运行情况，电网电

压、频率、输电线路故障位置、负荷大小及故障过渡

电阻取值需覆盖一定范围，因此，制定参数遍历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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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中的表 B1所示。遍历所有可变参数的各个
取值，提取故障期间的电气量时序数据。为分别产
生大量源域数据和少量目标域数据，通过改变线路
长度和电气参数分别模拟源线路和目标线路。本文
中假设有 4条源线路和 1条目标线路，其线路参数存
在一定差异，如附录B中的表B2所示。

在上述仿真条件下，采集故障期间线路两端的
三相电压和电流。每条源线路产生 26250组故障数
据，目标线路产生 2500组故障数据。由于源线路与
目标线路存在一定差异性，为了使迁移学习的效果
最好，需要选取与目标线路最为相似的 1条源线路，
在该条源线路的深度学习模型的基础上进行迁移。
因此，依据第 3节所述相似性检验方法，针对上述 4
条源线路和 1条目标线路，在 10种故障类型中各选
取一组故障数据用于求取MMD，每条线路可对应计
算出 10个MMD值，根据 10种故障类型的MMD均
值，来判定4条源线路与目标线路的相似性。

根据MMD均值，选取与目标线路相似性最高的
源线路，选取该源线路产生的 26 250组故障数据作
为源域数据，其中 25 000组作为预训练数据，1 250
组作为测试数据；目标线路产生的 2500组目标域数
据中，1 250组作为迁移训练数据，1 250组作为测试
数据。通过仿真产生的源线路故障时序数据经等间
隔采样和归一化处理后如附录B中的图B1所示。

经过等间隔采样和归一化预处理的故障时序数
据无法直接用于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需要进一步
构建二维矩阵，得到源域和目标域二维数据样本，其
中某 2组二维数据样本如图 3所示，二维数据样本即
可作为深度学习模型的输入数据，用于后续的预训
练和迁移训练。

4.2 故障识别率影响因素

深度学习模型的结构参数、训练参数会直接影
响预训练模型的训练时间和对测试数据的识别准确
率，微调率（目标域数据量与源域数据量的比值）会
影响预训练模型迁移到目标域模型的效果，本文分
别研究上述因素对预训练模型和迁移学习模型的
影响。

（1）CNN结构参数的影响。
利用源域数据对初始CNN进行预训练时，CNN

的结构参数对源域测试数据的识别率有很大影响。

设置批训练数量为 50，迭代次数为 12，其他训练

条件均相同，不同CNN结构的训练时间和识别率如

图 4所示。图中，3-2-2-1表示第 1层卷积核大小为

3 × 3、第 1层降采样核大小为 2 × 2、第 2层卷积核大

小为 2 × 2、第 2层降采样核大小为 1 × 1，其他结构依

此类推。可以看出，预训练模型的训练时间和测试数

据的识别率与 CNN的卷积核大小和降采样核大小

有关，其中结构 7-1-3-2对应的识别率高达 100%，

且训练时间较短，后续的迁移微调训练的网络结构

也使用该结构。

（2）微调率的影响。

整个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预训练利用的源域数

据量和微调训练利用的目标域数据量之间的关系

对模型最终的识别率有较大的影响。图 5显示了在

源域数据量为 25 000组、预训练迭代 4次、微调训

练迭代 15次的情况下，模型识别率随微调率的变化

情况。可以看出，当微调率较高时有利于模型的训

练，当微调率达到 5%时，即能够满足训练需要。可

见，迁移深度学习只需要少量目标域数据即可实现

模型的构建，有助于解决数据量少的问题。

4.3 预训练模型和目标域模型测试

（1）预训练模型测试。模型预训练过程中，以

25 000组源域数据作为预训练输入，以 1 250组源域

数据作为预训练模型测试数据。此外，为观测预训

练模型对目标域数据的识别效果，利用 1250组目标

域测试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测试。附录B中的图

B2（a）、（b）展示了利用源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对预

训练模型进行测试的结果。图中，蓝色表示正确识

图3 二维数据样本灰度图

Fig.3 Grayscale of 2D data sample

图4 不同CNN网络结构下的识别率和训练时间

Fig.4 Recognition rate and training time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CNN network structures

图5 T-CNN识别率随微调率的变化情况

Fig.5 Recognition rate of T-CNN varying with

fine-tuning rate





电 力 自 动 化 设 备 第 40卷
别，红色表示错误识别，后同。源域测试数据的测试

结果显示，1 250组测试样本中没有识别错误的样

本，错误率为 0；针对目标域测试数据的测试结果显

示，1250组测试样本中有 870组识别错误，错误率为

69.6%。上述结果表明，经源域数据训练得到的预

训练模型适用于源域数据的识别，但无法直接应用

于目标域数据的识别。

（2）目标域模型测试。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

将 1250组目标域数据作为输入，对模型进行微调迁

移训练，得到目标域模型，利用 1 250组目标域测试

数据对迁移训练得到的目标域模型进行测试。附录

B中的图 B3为经过迁移训练的目标域模型识别率

测试结果。由图可见，1 250组测试样本中，经过微

调训练的模型有 5组识别错误，错误率为 0.4%。上

述结果表明，将预训练模型迁移到目标域后，使用少

量数据对其进行微调训练，识别效果明显优于直接

训练得到的深度学习模型。

4.4 抗谐波干扰性分析

为验证迁移深度学习模型的抗谐波干扰性，在

故障仿真模型中引入幅值为 5% 的 3次谐波，生成

带谐波干扰的测试数据样本。输入经过迁移训练的

目标域模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附录B中的图B4
所示。由图可见，引入幅值为 5% 的 3次谐波的情

况下，迁移深度学习模型的识别率达到 99.6%，具有

较高的抗谐波干扰能力。

4.5 CNN与T-CNN识别率对比

本节研究分别利用 CNN、T-CNN时识别率随迭

代次数的变化情况。除迁移训练步骤外，T-CNN与

CNN的训练条件保持一致，具体训练参数如表 2所
示，识别率测试结果如图 6所示。可以看出，单独利

用少量目标域数据训练的 CNN模型识别率随着迭

代次数的增长而增大，迭代 20次时可以达到 90 %

以上；而基于预训练模型进行微调训练后，T-CNN模
型的识别率在迭代 3次后便达到 90%以上，且随着
迭代次数的增长，识别率维持在 99%以上。由此也
可以看出在数据量较少时深度迁移学习相对于单独
的深度学习具有较大优势。
4.6 实际线路测试

实际中，一条 500 kV线路投切至少需要调度、
检修、电科院和送变电相配合，不可能完全利用实际
线路数据对模型进行迁移。为模拟实际线路的测试
效果，利用实际线路的参数构建仿真模型生成适量
故障数据，并对预训练模型进行迁移训练，得到适用
于实际线路的深度学习模型，再将实际线路的历史
故障录波数据输入模型中进行测试。

以江苏尧阳 2567线为例，根据故障录波记录，
其于 2019年 12月发生B相接地故障，并具有完整的
故障录波数据。尧阳 2567线的参数如附录 B中的
表B3所示。首先基于尧阳 2567线路参数构建仿真
模型，与前文仿真实验类似，生成 1250组故障数据；
由于不同线路之间发生故障后的电气量波形具有相
似性，利用尧阳线生成的 1 250组故障数据对 4.3节
中的源域模型迁移训练，获取适用于尧阳 2567线的
深度学习模型。

为了验证生成的深度迁移学习模型的可用性，
导出尧阳 2567线的实际故障录波数据，包括线路两
端节点的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波形如附录B中的
图B5所示，其中录波采样间隔为 312 μs。进一步对
导出电气量进行有效值转换、采样及归一化处理，形
成一个 12× 12维的测试样本矩阵。将此测试样本
输入迁移训练后的深度学习模型中，导出深度学习
模型全连接层的输出，即针对输入的测试样本，利用
模型计算得到的 10种故障类型概率，输出结果如表
3所示。网络最后的 Softmax层会选取概率最大的类
别作为模型的判别结果，所以针对尧阳 2567线路的
故障录波数据，深度学习模型判别结果为 98.03 %
的概率为B相接地故障，与实际故障类型一致。

2019年江苏省共计发生线路故障 60次，按照相
同的实验过程，对部分故障线路的历史录波数据进行
测试，测试结果如表 4所示。测试结果表明，本文提
出的故障诊断模型能够基于故障录波数据进行故障
选相，且准确度很高。同时也证明，在某条线路故障

表3 CNN全连接层输出结果

Table 3 Output results of CNN fully connected layer

故障类型

AG
BG
CG
AB
BC

输出结果

0.001069
0.980307
7.48×10-7
0.017002
1.26×10-10

故障类型

AC
ABG
BCG
ACG
ABC

输出结果

9.87×10-6
0.000422
2.24×10-5
0.00233
6.29×10-11

表2 CNN和T-CNN训练参数

Table 2 Training parameters of CNN and T-CNN

训练参数

批训练数量

迭代次数

学习率

总数据量

CNN
25
5~15
1

1250

T-CNN
预训练

50
4
1

25000

微调训练

25
5~15
1

1250

图6 CNN和T-CNN识别率随迭代次数变化情况

Fig.6 Recognition rate of CNN and T-CNN varying

with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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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足以直接训练深度学习模型时，利用该线路的
少量故障数据对现有的源域模型进行微调迁移训练，
即可生成适用于该线路的深度学习故障选相模型。

5 结论

本文基于迁移学习和深度学习理论提出了一种
输电线路故障选相方法，并通过仿真模型进行了验
证。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基于CNN模型可以实现对输电线路故障类
型高准确率识别。本文基于 CNN生成预训练模型
的过程中，利用源域测试数据对预训练模型进行了
测试，1 250组测试数据全部识别准确，正确率达到
100%。

（2）当目标域数据源域数据格式类似时，利用源
域数据训练得到的预训练模型可以迁移到目标域模
型。本文利用少量目标域数据（源域数据量的 5%）
对预训练模型进行迁移训练后，生成的目标域模型
可以实现对目标域线路故障类型高准确率识别，且
准确率和迭代次数均优于单独的深度学习模型。

（3）预训练模型迁移到目标域模型的过程中，微
调率对于迁移效果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研究了目标
域模型识别率随微调率的变化情况，当微调率高于
某个阈值（本文中微调率阈值为 5%）时迁移效果较
好，低于该阈值时迁移效果较差。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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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mission line fault phase selection model based on deep-transfer
learning and its transferability

YANG Yi1，FAN Dongchen1，YIN Haoran2，3，HAN Ji2，3，MIAO Shihong2，3
（1. State Grid Jiangsu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Nanjing 211103，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Electromagnetic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3. Hubei Electric Power Security and High Efficiency Key Laborator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nsferability of transmission line fault diagnosis models，the transmission
lines are divided into source lines and target lines based on transfer learning theory，then a method based
on deep-transfer learning for identifying transmission line fault types is proposed. The time series data during
transmission line faults is generated by combining different fault conditions，and the input data samples of
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re obtained by data preprocessing. Then the initial CNN is pre-
trained by using the source domain data to obtain a pre-trained model of the source line fault type identifi⁃
cation. Next，the maximum mean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test the similarity of source and target lines，
and the source domain pre-trained model to be migrated is screened out. The target domain data is used
to fine-tune the migration training to obtain the final target domain fault diagnosis model. The simulative
results show that by using the target domain data of 5% of the source domain data to fine-tune the migra⁃
tion training of the pre-trained model，the target line fault diagnosis accuracy of the target domain model
can reach more than 99%.
Key words：power transmission line；transfer learning；deep learning；fault type identificatio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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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 A1  仿真模型参数表 

Table A1 Simulation model parameter  

元件 元件参数 

G1 18kV，50Hz 

G2 220kV，50Hz 

变压器变比 k 242 kV /18 kV 

线路长度 L 60km 

负荷 100MW 

过渡电阻 0~100Ω 

                             注：发电机和变压器参数取典型值。 

 

图 A1 典型 CNN 结构 

Fig.A1 Typical structure of CNN  

表 A2  CNN 模型结构及参数 

Table A2 Structure and parameters of CNN model  

序号 结构 参数 

1 输入层 12×12 

2 卷积层 卷积核大小 7×7，卷积步长为 1 

3 特征面 6 组，6×6 

4 降采样层 降采样核大小 1×1，采样步长为 2 

5 卷积层 卷积核大小 3×3，卷积步长为 1 

6 特征面 12 组，4×4 

7 降采样层 降采样核大小 2×2，采样步长为 2 

8 Softmax 层 — 

9 输出层 1×10 维概率向量  

 

 

图 A2  预训练过程原理图 

Fig.A2 Principle diagram of pre-train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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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T-CNN 模型训练过程理论框图 

Fig.A3 Theoretical block diagram of T-CNN model training process  

目标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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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4 T-CNN 微调迁移训练原理图 

Fig.A4 Principle diagram of T-CNN fine-tuning transfer training  

  



附录 B 

表 B1 故障仿真模型参数遍历表 

Table B1 Traversal table of fault simulation model parameter  

参数 取值 

电压/kV 198，209，220，231，242 

频率/Hz 49，49.5，50，50.5，51 

故障位置/km 1，0.17l，0.33l，0.67l，0.83l，l-1 

负荷/MW 100，80，120 

过渡电阻/Ω 0.1，1，5，10，100 

故障类型 
ABC，AB，AC，BC，ABG，ACG，BCG，

AG，BG，CG 

 

表 B2 源线路和目标线路参数 

Table B2 Source line and target line parameters 

线路 长度/km （R1，R0）/（Ω·km
-1） （L1，L0）/（H·km

-1） （C1，C0）/（F·km
-1） 

源线路 L1 90 （0.1225，0.403） （1.11×10
-3，3.41×10

-3） （11.33×10
-9，5.01×10

-9） 

源线路 L2 100 （0.12，0.413） （1.05×10
-3，3.25×10

-3） （11.5×10
-9，5.01×10

-9） 

源线路 L3 60 （0.1153，0.413） （1.08×10
-3，3.32×10

-3） （11×10
-9，5.01×10

-9） 

源线路 L4 70 （0.11，0.413） （1×10
-3，3.32×10

-3） （12×10
-9，5.01×10

-9） 

目标线路 L0 80 （0.12，0.413） （1.08×10
-3，3.32×10

-3） （11×10
-9，5.01×10

-9） 

 

 
图 B1 预处理后的时序数据 

Fig.B1 Preprocessed time series data 

 

图 B2 预训练模型测试结果 

Fig.B2 Results of pre-training model test  



 

图 B3 迁移训练模型测试结果 

Fig.B3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nsfer model 

 

图 B4 T-CNN 抗谐波能力测试结果 

Fig.B4 Results of anti-harmonic ability of T-CNN test  

 

表 B3 尧阳 2567 线参数 

Table B3 Parameters of Yaoyang 2567 line  

电压等级 长度 R1/Ω X1/Ω R0/Ω X0/Ω 

220kV 15.952km 0.569 5.403 2.074 11.954 

 
 

 
图 B5  尧阳 2567 线路故障录波数据 

Fig.B5 Wave recording data of Yaoyang 2567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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