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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潮流计算是对电热联合系统进行稳态分析的基础，热电联供机组等耦合元件引起的多能流耦合使得联

合潮流计算复杂化。现有联合潮流计算方法中，整体法存在计算效率不高和病态雅可比矩阵的问题，而对分

解法的相关研究缺乏收敛性质的分析和应对迭代发散的解决方案。为改进上述问题，针对耦合元件存在于

热电平衡节点的联合系统，基于功率守恒原理推导了使用分解法时热网和电网平衡节点功率的迭代式，据此

分析了分解法的收敛性质，并指出了迭代式的不动点即为平衡节点功率的解析解，进而提出了一种求解联合

潮流的新方法。最后，通过设计电热联合系统算例证明了所提方法不但具有快速性与准确性，能够解决分解

法存在的发散问题，而且可以用于热电耦合元件参数可行域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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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综合能源系统（IES）是一种新型能源利用模

式［1⁃3］，其中电热联合系统［4］是典型的综合能源系统。

热电联供机组（CHP）等耦合元件使得电网和热网之

间存在耦合关系，多种能源之间可以互动与转换，从

而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多能流联合潮流（以

下简称为联合潮流）计算是分析综合能源系统的基

础，在综合能源系统规划［5］、稳态运行分析［6］与评

价［7］、多能流静态安全分析［8-9］以及状态估计与检

测［10-11］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联合潮流计

算中，当耦合元件存在于电热平衡节点处时［5］，电热

联合系统运行除了需满足各自网络的功率平衡之

外，还需满足网络之间的耦合关系，这使得热网和电

网潮流无法进行独立求解。如何处理这类耦合关系

成为研究的难点。

解决上述问题的直接思路是采用整体法（inte⁃
grated method）［12⁃14］，即列写整个联合系统的等式约

束方程，并使用如牛顿-拉夫逊法进行求解。整体法

的优点在于思路直观，完整建立了联合系统的模型，

可扩展至运行优化和状态估计等高级应用。但整体

法存在 2个较为突出的问题：①对于大规模联合系

统，雅可比矩阵维度较大和每次迭代均需更新数据，

计算效率不高，且涉及多个系统，矩阵元素数量级的

差异易导致病态矩阵［15］；②整体法无法利用已有的

成熟的潮流计算软件［16］。与之相对应地，分解法

（decomposed method）［15⁃20］的核心思想是独立求解各
子网络的潮流，电热系统之间仅交互耦合元件的功
率。相较于整体法，分解法的优点在于不再需要计
算大规模雅可比矩阵，利用了子网络之间松耦合的
特性，计算速度较快，同时可针对子网络的特性选用
已有的成熟算法进行求解。但分解法自身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文献［17］指出当多种耦合元件位于热电
平衡节点时，联合潮流计算需进行迭代求解。然而，
系统间的交互迭代过程并不一定收敛，对于分解法
收敛性质这一关键问题，现有文献缺乏进一步的研
究。文献［15，18］仅考虑了热网潮流或电网潮流自
身的收敛性质，并未分析整体上的收敛性质；文献
［16，20］虽然针对特定算例给出了联合潮流整体上
的迭代次数，但并未进行理论分析；文献［17，19］比
较了整体法和分解法的收敛速度，但未考虑分解法
迭代可能发散的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沿用分解法的思路，当耦合
元件存在于电热平衡节点时，基于功率守恒原理推
导平衡节点功率的迭代式，据此研究耦合元件参数
对分解法收敛性质的影响；针对现有分解法迭代可
能发散的问题，基于不动点的思想提出新型联合潮
流计算方法；通过实际算例验证本文联合潮流计算
方法在收敛性和快速性方面的优势。

1 电热联合潮流的分解计算方法

1.1 电热联合系统模型

电热联合系统模型如图 1所示，其由电力系统、
热力系统以及CHP、电锅炉等耦合元件组成。

联合潮流计算中，电网、热网节点类型和变量［17］

如表 1所示。表中，P、Q、V和 θ分别为电网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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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无功、电压模值和相角；Ts、Tr、Φ和m分别为热网

节点供给温度、回水温度、热功率和管道流量。本文

主要研究内容为处理电、热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因

此不涉及单独的电网潮流和热网潮流计算方法，具

体电网、热网等式约束方程和求解方法可以参考

文献［4］。

1.2 耦合元件模型

CHP可以分为燃气型和蒸汽型等 2类［21］，其中

燃气型CHP的热电功率比 cCHP，1为常数，见式（1）。

cCHP，1 = ΦCHP
PCHP

（1）
其中，ΦCHP为CHP热功率；PCHP为CHP电功率。

而蒸汽型CHP的热电功率比 cCHP，2满足：

cCHP，2 = ΦCHP
Pcon -PCHP （2）

其中，Pcon为常数。

电锅炉仅输出热功率，其热电功率比 cEB为：

cEB = ΦEB
PEB

（3）
其中，ΦEB为输出热功率；PEB为输入电功率。

上述耦合元件热电功率符合线性关系［19］，下文

统一使用式（2）表示其耦合关系式。

Φ = cP + d （4）
其中，c、d为描述耦合元件关系式的系数。需要说明

的是，耦合元件皆视作供能设备，向系统输出电功率

或热功率。

根据耦合元件是否存在于热电平衡节点，本文

将电热联合系统分为 4类，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
知，1类系统最易求解，电网和热网平衡节点无耦合

元件，因此热网、电网潮流仍可独立求解；对于 2、3
类系统，按合适的顺序先后求解 2类潮流即可［19］，此
时潮流波动将全部由不存在耦合元件的平衡节点抵
消；4类系统的热电耦合最为紧密，计算也最为复
杂，是电热联合潮流计算的难点［15］，这类联合系统也
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1.3 分解法求解联合潮流思路

分解法的核心思想是独立求解电网、热网潮流，

电热系统之间仅交换耦合元件的功率。对于表 2所
示的 4类系统，其求解流程包含闭环迭代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中，当耦合元件 1存在于热网平衡节点 1
时，运行方式为以热定电，ΦH_slack为其热功率，PH_slack
为其耦合的电网节点 1的电功率；当耦合元件 2存在
于电网平衡节点 2时，运行方式为以电定热，PE_slack
为其电功率，ΦE_slack为其耦合的热网节点 2的热

功率。

对于电热联合潮流，上述 4个量皆为待求量。

首先设定ΦE_slack的初值，通过步骤①以ΦE_slack为热网

潮流的边界条件可得ΦH_slack，通过步骤②由耦合元

件 1关系式得到 PH_slack，通过步骤③以 PH_slack为电网

潮流的边界条件可得PE_slack，通过步骤④由耦合元件

2关系式得到Φ∗E_slack。当ΔΦE_slack小于设定值 ε时，电

热联合潮流整体收敛，否则重复步骤①—④进行
迭代。

图1 电热联合系统模型

Fig.1 Model of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

表2 电热联合系统类型

Table 2 Types of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

系统
类型

1
2
3
4

耦合元件位置

热网平衡
节点

√

√

电网平衡
节点

√
√

耦合
程度

低

中

中

高

潮流求解思路

独立求解热网、电网潮流

顺序求解：先求解热网
潮流，再求解电网潮流

顺序求解：先求解电网
潮流，再求解热网潮流

需交替迭代求解电网、
热网潮流

图2 分解法迭代过程

Fig.2 Iterative process of decomposed method

表1 电热联合系统节点类型和变量

Table 1 Node types and variables of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

系统

电网

热网

节点类型

平衡节点

PV节点

PQ节点

平衡节点

ΦTs节点

ΦTr节点

已知量

V、θ
P、V
P、Q
Ts
Φ、Ts
Φ、Tr

未知量

P、Q
Q、θ
V、θ

Φ、Tr、m
Tr、m
T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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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法在迭代过程中既满足了独立网络的潮

流，又满足了耦合元件的关系式。但对于不同的系

统，利用分解法进行求解不一定收敛，或者收敛速度

很慢，为此本文提出了采用功率守恒法解决上述

问题。

2 功率守恒法

2.1 功率守恒原理分析方法

电网、热网的平衡节点满足以下功率守恒方程：

PE_slack +PH_slack +Pex =P load +P loss （5）
ΦH_slack +ΦE_slack +Φex =Φ load +Φ loss （6）

其中，Pload为电负荷总功率；Ploss为电网总损耗；Pex为
除电网节点 1、2外的电源功率之和；Φload为热负荷总

功率；Φloss为热网总损耗；Φex为除热网节点 1、2外的

热源功率之和。

在使用分解法求解电热联合潮流的过程中，每

次迭代进行潮流计算后，实际用到的信息只有平衡

节点的电、热功率。因而可用上述功率守恒方程替

代潮流计算，从而推导分解法的迭代式。

下面以热网平衡节点为例，推导其热功率

ΦH_slack的数学迭代式。需说明的是，应用同样方法

也可得到PH_slack、PE_slack、ΦE_slack的迭代式。

（1）设第n次迭代时热网节点1功率为Φ(n )H_slack。
（2）根据以热定电的耦合元件1的关系式可得：

P(n )H_slack = 1c1 (Φ
(n )H_slack - d1) （7）

（3）应用电网功率守恒方程式（5）可得：

P(n )E_slack = P load + P(n )loss - (P(n )H_slack + Pex ) （8）
（4）根据以电定热的耦合元件2的关系式可得：

Φ(n )E_slack = c2P(n )E_slack + d2 （9）
（5）应用热网功率守恒方程式（6）可得：

Φ(n )H_slack =Φ load +Φ(n )loss -(Φ(n )E_slack +Φex ) （10）
至此完成一次循环，可得ΦH_slack的迭代式为：

Φ(n+ 1)H_slack =Φ load +Φ(n )loss - Φex - d2 -
c2
é

ë
êêP load +P(n )loss - 1c1 (Φ

(n )H_slack - d1)-Pexù
û
úú（11）

因迭代过程中潮流会发生变化，故上式中Φ(n )loss、
P(n )loss不是定值。所以先分别求解一次热网潮流和电

网潮流，以得到的Φ(0)loss、P(0)loss来近似替代式（11）中的

Φ(n )loss、P(n )loss，则迭代式变为：
Φ(n+ 1)H_slack =Φ load +Φ(0)loss - Φex - d2 -

c2
é

ë
êêP load +P(0)loss - 1c1 (Φ

(n )H_slack - d1)-Pexù
û
úú（12）

将上式写为式（13）所示的不动点迭代［22］形式，

则ΦH_slack收敛值为式（13）的不动点。

Φ(n+ 1)H_slack = f (Φ(n )H_slack ) （13）

2.2 分解法的收敛性质分析

由推导式（13）的过程可见，该迭代式模拟了图

2中分解法的系统间的迭代过程。为对此进行验

证，以本文第 3节算例 1为例，比较分解法和迭代式

（13）的收敛过程，结果如图 3所示。由图可见，两者
的收敛趋势基本一致，说明可以基于迭代式（13）来

分析分解法的收敛性质。同时，由于式（13）以Φ(0)loss、
P(0)loss作为损耗的估计值，其收敛值与分解法存在误

差，2.3节将阐述该问题的解决方法。需要说明的

是，本文采用的热功率单位为MWth，电功率单位为
MWe［19］。

忽略迭代过程中热损、电损的变化，对式（13）求

导可得：

γ= f '(Φ(n )H_slack )= c2 /c1 （14）
根据不动点迭代法的收敛性质［22］，可以对分解

法的收敛性质进行快速判断：若 || γ < 1，则式（13）收

敛，且 || γ 越小收敛越快；若 || γ > 1，则式（13）发散，分

解法的计算过程会出现每迭代一次，ΦH_slack反而更

偏离正确解的现象。

对上述判据可用图 4进行直观解释，不动点为

函数 y = f（x）与 y = x的交点。由图 4可见，当 || γ > 1
时，虽然式（13）存在不动点，但却无法通过迭代方

法求得不动点，这就是利用分解法求解可能发散的

原因。

2.3 基于功率守恒原理的联合潮流计算

由于ΦH_slack为式（13）的不动点，则可以不经图 2
的迭代而直接联立方程求得ΦH_slack的解析解：

图3 分解法与迭代式（13）的收敛过程

Fig.3 Convergence process of decomposed method and

iterative Formula（13）

图4 分解法迭代收敛与发散的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iterativ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for decom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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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H_slack = f (ΦH_slack ) （15）
整理后得：

ΦH_slack = c1
c1 - c2 (Φ load +Φ(0)loss -Φex - d2) -
c1c2
c1 - c2 (P load +P(0)loss + d1c1 -Pex) （16）

由图 3可知，将Φ(0)loss、P(0)loss作为损耗的估计值会
导致ΦH_slack存在误差。为此，以最新得到的ΦH_slack作
为初值，再次执行图 2中的步骤②、③、④、①以获得
更准确的热损和电损值。重复上述步骤直至ΦH_slack
收敛。具体过程见附录图A1。

下文将上述方法简称为功率守恒法，与分解法
进行对比。本文直接用式（16）计算ΦH_slack，避免了
不动点迭代过程，从而解决了分解法收敛性不确定
的问题。虽然功率守恒法也存在迭代过程，但迭代
的目标仅是为了更新网损。需注意的是，如果耦合
元件参数 c1、c2选取不合理，则虽然采用本文方法仍
能够收敛，但潮流解并不可行。对此将在第 3节中
结合算例3进行分析。

3 算例分析

3.1 算例系统拓扑

算例系统拓扑见附录图A2，其详细热网、电网
参数见文献［19］。热网共有 32个节点，包含 3个热
源，其中节点 2、32处为燃气型CHP，节点 1根据算例
的不同可选为电锅炉或蒸汽型CHP，热源的出口温
度设定为 70 ℃；电网共有 8个节点，其中节点 2、5将
燃气型 CHP作为电源，节点 1根据算例的不同可选
为电锅炉或者蒸汽型CHP。选取热网节点 1作为热
网的平衡节点，选取电网节点 2作为电网的平衡
节点。

本文采用的仿真软件为MATLAB，仿真计算机
的CPU型号为英特尔 i5-7300HQ，频率为2.5 GHz。
3.2 仿真算例1

本算例中节点 1的耦合元件为蒸汽型 CHP。
CHP1、CHP2的耦合元件系数分别如下：c1 =-1.55，
d1=2；c2=1.20，d2=0。根据式（14）可得 || γ = 0.77。已

知以下条件：热负荷总功率Φload=2.164 MWth，热网节
点 32的功率Φex =0.320 MWth，经一次热网潮流计算
得到Φ(0)loss=0.061 MWth；电负荷总功率Pload=1.600 MWe，
电网节点 5的功率Pex=0.240 MWe，经一次电网潮流
计算得到P(0)loss=0.050 MWe。

设置收敛精度 ε=10-4 MW，详细的潮流计算结
果见附录表A1和表A2。图 5比较了功率守恒法、分
解法和整体法中ΦH_slack和 PE_slack的收敛过程。由图
可知，功率守恒法经 3次迭代收敛，分解法经 31次迭
代收敛，整体法经 5次迭代收敛，且 3种方法收敛于

统一结果。在计算时间上，功率守恒法耗时 0.050 s，
分解法耗时0.472 s，整体法耗时0.623 s。

图 6在 3种收敛精度下比较了 3种方法的迭代
次数。可见随着收敛精度的提高，3种方法下的迭

代次数都会增加。同时图中还仿真比较了 || γ =
0.84与 || γ = 0.77的情况，可见 || γ 越接近于 1分解法

收敛越慢，而功率守恒法和整体法则不受 || γ 影响。

算例 1表明，利用功率守恒法所求结果准确可
靠，且计算速度相较于分解法和整体法更快，收敛速

度也不受 || γ 取值影响。

3.3 仿真算例2
本算例中节点 1的耦合元件为电锅炉。已知以

下条件：热负荷总功率Φload = 2.164 MWth，热网节点
32的功率Φex = 0.320 MWth，经一次热网潮流计算得
到Φ(0)loss =0.062 MWth；除电网节点1之外电负荷总功率
Pload = 1.600 MWe，电网节点 5的功率Pex= 0.240 MWe，
经一次电网潮流计算得到P(0)loss = 0.075 MWe。

取 c1 =-0.77、d1 = 0、c2 = 0.80、d2 = 0。根据式（14）
得到 || γ = 1.04。由于 || γ > 1，分解法将发散，仿真结

果见图7。
由图 7可知，采用本文的功率守恒法可以避免

分解法的发散问题。设置收敛精度 ε=10-4 MW，经

图5 ΦH_slack和PE_slack收敛过程

Fig.5 Convergence process of ΦH_slack and PE_slack

图6 收敛精度与 || γ 对迭代次数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onvergence accuracy and

|| γ on number of it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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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次迭代后联合潮流收敛，解得ΦH_slack=0.351 MWth、
PE_slack=1.787 MWe。

算例 2表明，利用分解法求解联合潮流时可能

会发散，而利用功率守恒法则可以解决该问题，其通

过式（16）直接得到不动点的值，收敛性不受 || γ 取值

影响。

3.4 仿真算例3
在算例 1中，若设 c1=-3.5、c2=2.5，可得到不可行

解ΦH_slack=-0.161 MWth，此时 CHP吸收热功率，显然

不合理。可见耦合元件的参数具有一定的限制，当

其取值不合理时，求得的潮流结果会导致耦合元件

违背自身的物理性质。由式（16）可知，热、电平衡节

点功率可表示为 c1、c2的函数。若使求解联合潮流可

行，需满足以下约束［23］：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约束1：P1，min <PH_slack <P1，max
约束2：P2，min <PE_slack <P2，max
约束3：Φ loadmin <ΦH_slack +ΦE_slack +ΦEX <Φ loadmax
约束4：P loadmin <PE_slack +PH_slack +PEX <P loadmax
约束5：c1，min < c1 < c1，max
约束6：c2，min < c2 < c2，max

（17）

其中，约束 1、2分别为 CHP1、CHP2的电功率约束；

约束 3、4分别为系统热负荷、电负荷的上下限约束；

约束 5、6分别为 c1、c2取值范围约束；变量含义与参

数设置见附录表A3。
可以进一步在可行域中寻找最优耦合参数，例

如使CHP1、CHP2的电功率最接近其额定功率，如式

（18）所示。

min (PH_slack -PN1 )2 +(PE_slack -PN2 )2 （18）
其中，PN1、PN2分别为CHP1、CHP2的额定电功率。

图8利用扫描法给出了（c1，c2）的可行域，同时图

中标注了最优参数（-1.60，1.15）以及上文的不可行

参数（-3.5，2.5）。由图可见，（c1，c2）的可行域小于 c1
和 c2各自取值范围的笛卡尔积。

算例 3表明，当热电负荷需求确定时，利用迭代

式可将热电平衡节点功率表示为耦合元件参数的函

数，进而可以通过约束条件筛选出可行域，为电热联

合系统规划中的设备选型提供参考。

4 结论

本文对电热联合潮流的分解法进行了分析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型潮流计算方法即功率
守恒法，利用算例对功率守恒法、分解法和整体法进
行了比较和验证，得到以下的结论。

（1）现有联合潮流计算方法中，整体法建模完
整，适用于高级应用扩展，但求解大规模系统潮流效
率不高，且存在病态矩阵的问题；分解法利用了子网
络间松耦合的特点，且各子网络可使用已有成熟算
法，计算效率较高，但其交互迭代过程并不一定
收敛。

（2）功率守恒法能获得与整体法和分解法完全
一致的结果，同时计算速度相较于后两者有明显优
势。其不但具有分解法各自网络单独计算的优势，
而且也解决了分解法的发散问题。

（3）不可随意选取耦合元件的参数，并且基于平
衡节点功率的迭代式可以求得耦合元件参数的可
行域。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ep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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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flow calculation method of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 based on power conservation principle

SUN Hongyu1，2，ZHANG Peichao1，2，DU Wei3，LIU Xuezhi1，2，HE Guox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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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2.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3. NARI Technology Co.，Ltd.，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Power flow calculation represents the basis to analyze the steady-state operation of an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 The multi-energy flow coupling caused by CHP（Combined Heat and Power）
and other coupling components results in complicated calculation of combined power flow. Regarding the
existing combined power flow calculation approach，the integrated approach suffers from the issues of huge
computation burden and ill-conditioned Jacobian matrix. However，the decomposed approach is difficult to
proof the algorithm convergence，and its iterative divergence issue cannot be well addressed. Hence，addres-
sing these issues is of interest. For the system in which the slack node is connected with coupling units，
the iterative formula of the slack nodes that respectively belong to heat network and the electricity network
is derived according to the power conservation principle. Based on this，the convergence property of the
decomposed method is analyzed，and the iterative fixed point is considered as an analytical solution of the
slack node. Subsequently，a new method of combined power flow analysis is developed. Finally，simulative
results of 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s prove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efficient and accurate.
It can also be used to solve the divergence problem of decomposition approaches. In addition，the feasible
region of coupling parameters is estimated.
Key words：integrated electricity and heat system；power flow calculation；power conservation principle；fixed
point；convergence

ring power interaction among microgrids［J］. Auto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Systems，2018，42（21）：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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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operative game-based optimal operation method of multiple energy hubs
WEI Chun1，XU Xiangzhi1，WANG Guofeng1，ZHANG Youbing1，PAN Hongwu2，HUANG Xiaoming2

（1. 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3，China；
2. State Grid Huzhou Power Supply Company，Huzhou 313099，China）

Abstract：The EH（Energy Hub） can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operation of different forms of energy carriers
and is the key point to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on key technologies of ubiquitous power internet of things.
A non-cooperative game-based optimal operation method of multiple EHs is proposed. The single park con⁃
taining multi-energy system is abstracted into an EH，and the energy production，conversion and storage
equipment in EH are modeled，so as to establish the EH framework for multi-energy cooperative operation.
On this basis，the non-cooperative game model of multiple EHs based on Nash equilibrium is constructed.
Each EH participates in the game with other EHs with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minimizing daily operation
cost，and the equipment output and load balance in each EH are analyzed. Simulative results based on
MATLAB show that multiple EHs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comple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regional
loads，so that each EH can optimize the individual operation cost and improve the system flexibility.
Key words：energy hub；multi-energy system；non-cooperative game；dynamic optimization；Nash equilib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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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功率守恒法流程图 

Fig.A1 Flowchart of power conserv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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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算例系统拓扑 

Fig.A2 Topology of example system 

 
表 A1 电网计算结果 

Table A1 Results of power network calculation 

电网节点 1 2 3 4 5 6 7 8 

电压模值/p.u. 1.0200 1.0500 1.0351 1.0311 1.0500 1.0141 1.0151 1.0428 

电压相位/(°) 8.0493 0.0000 -0.3793 -0.3216 1.7907 2.9644 4.2287 -0.2120 

 

  



表 A2  热网计算结果 

Table A2  Results of heating network calculation 

热网节点 1 2 3 4 5 6 7 8 

供给温度/(°C) 70.00  70.00  69.35  69.62  69.73  68.63  69.20  68.41  

热网节点 9 10 11 12 13 14 15 16 

供给温度/(°C) 68.73  68.11  69.56  68.98  69.36  69.23  69.10  68.48  

热网节点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供给温度/(°C) 68.38  68.50  69.15  68.42  68.44  68.98  68.34  68.44  

热网节点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供给温度/(°C) 69.75  69.19  69.25  69.88  69.49  69.44  69.79  70.00  

 
表 A3 可行域约束参数 

Table A3 Feasible region constraint parameters 

参数 P1,min P1,max P2,min P2,max Φloadmin Φloadmax Ploadmin Ploadmax c1,min c1,max c2,min c2,max 

数值 0.3MW 1.3 MW 0.2 MW 1.2 MW 1.5MW 3.0MW 1.2MW 2.4MW -5 -0.2 0.2 5 

注：P1,min与 P1,max分别为 CHP1电功率的下限与上限；P2,min与 P2,max分别为 CHP2电功率的下限与上限；Φloadmin与 Φloadmax分别为热负荷功率的下限

与上限；Ploadmin与 Ploadmax分别为电负荷功率的下限与上限；c1,min与 c1,max分别为参数 c1的下限与上限；c2,min与 c2,max分别为参数 c2的下限与

上限；CHP功率上下限选取基于其额定功率；热、电负荷最大值与最小值参考自文献[21]。 

 


	202011008
	202011008_附加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