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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电力系统（或俗称电力网）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
城市的电厂发电（电压约3000V、交流电50Hz），先经变压器升压至1万伏、10万伏甚至50万伏（视输
电距离而定）送至用户点，再根据用户需要，送至工厂可能是1万伏、5万伏，送至家庭用电电压
是380/220V。
这些通过降压变压器即可达到要求。
因此电力系统即由发、输、配、供4个部分组成，技术非常成熟。
但自2003年8月14日加利福尼亚州大面积停电事故后，电力网的安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大面积停电对政治、经济、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电网的安全性首先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
为了避免大面积停电事故的发生，就需要采集和分析电力网的状态，利用高速计算机及时预测大面积
停电事故发生的可能，并在事故发生前切断或隔离受影响的区域。
这就是智能电网的功能之一——电网自愈性。
　　美国经历上述大面积停电事故后开始高度重视智能电网的研究开发。
2009年4月美国政府公布了40亿美元智能电网技术投资计划。
其中34亿美元用于智能电网技术开发项目，6.15亿美元用于示范性项目开发，将人工智能引入电网控
制系统。
2009年6月美国又公布一项“IEEEP2030”智能电网标淮，其目的是推动电力工程、通信工程和信息技
术的互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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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电网技术知识解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表现方式阐述了“智能电网”的兴起、现状及未
来展望。
“智能电网”技术方兴未艾，国际、国内都正在探讨其技术内涵和设计方案。
由于智能电网技术牵涉多学科技术(电力、通信、互联网、计算机)，《智能电网技术知识解读》不可
能一一详细介绍，而只能从目前已初步实现的个案，如：区域能量管理系统(EMS)、新能源入网、智
能电表、电动汽车、储能、超高压输电等作介绍。

　　《智能电网技术知识解读》内容分为2篇：第1篇(第1~5章)为基础篇，重点讲述智能电表、EMS和
智能电网的技术支撑；第2篇(第6~11章)讲述世界各国智能电网发展动向(以欧洲、美国、日本、中国
为主，兼介绍非洲和南美洲)和未来前景。
第11章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智能电网全面实现后，人们生活情景的想象空间，并预测未来将产生一场智
能技术(缩写为ST)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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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5.3 AEMS的特征　　如前所述，作为HCS的内核，AEMS具有事件驱动的特征。
事件驱动的属性必然引出以下几个AEMS所具有的特点。
　　（1）数字化表示　　它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
数字化的表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①电力系统模型的数字化表示，包括电力系统的物理状况（即静态
特性）和运行状态（即动态量测）；②基于事件的控制流程的数字化表示，包括事件、控制命令和操
作指令本身数字化表示和控制过程的数字化表示。
　　（2）数据的全局共享　　数据的全局共享是智能决策得以实现的基础。
为了实现数据的全局共享，需要建立AEMS与外部系统实现数据共享的平台。
同时，针对AEMS各个模块间的数据共享，在系统内部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数据共享机制，即遵
照IEC61970标准，采用标准的信息模型和数据访问接口。
　　（3）全局性智能决策　　这里的全局性，一方面是指决策依据全局化的数字模型来制定，另一
方面则要求决策包含对于全局控制手段的综合利用。
智能性体现在它能部分地替代原来需要调度员执行的工作，它的实现依赖于新的分析和控制理论在电
力系统中的应用。
　　（4）基于混成控制的调控机制　　基于混成控制的调控机制以事件的产生作为智能决策触发的
条件，以事件的消除作为控制的目标，以一个简单的机制涵盖了复杂系统的全方位趋优的需求，既简
化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也保证了用其他方法所难以达到的全方位趋优的效果。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运行方面的特征以外，AEMS对于软件系统的组成和实现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
　　首先是采用模块化的结构。
事实上，对于系统的常规变化（如事件类型的增加、事件判据的变化等），系统的组成框架必须保持
相对稳定，这就要求在框架不变的基础上，便于增加某个功能单元或修改已有功能的具体实现方式。
采用基于组件技术的模块化构造，不但能降低建设和维护的时间及费用，同时为系统功能模块的互通
和互换提供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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