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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配电网重构过程应采用合理、可靠的开关操作顺序以避免对配电网的稳定运行产生冲击。采用改进的

二进制粒子群算法求取配电网重构解集，对迭代过程中的无效粒子进行随机性的坐标修正，提升搜索效率;

提出配电网重构实施过程合环、解环应满足的安全性约束，并应用戴维南等效模型计算合环冲击电流; 提出

用于求解计及过程安全性的配电网重构开关顺序的递归算法，搜索过程遵循贪心策略; 针对递归过程中的无

效中间解，以二进制编码方式记录，避免重复计算。IEEE 33 节点系统、PG＆E 69 节点系统算例结果验证了所

提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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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配电网中包含大量的常闭分段开关和部分常开
联络开关。从图论的角度看，若配电网以辐射状运
行为必要约束条件，其实际可有多种不同的运行结
构，进而就引出了一个择优问题。配电网重构的目
的就是通过改变线路的开关状态改变配电网的网络
结构，以实现某种目标下的最优运行。配电网重构
是降低配电网损耗的有效途径，并且还可均衡负荷、
消除过载以及提高供电电压质量［1］。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针对配电网重构的求解提出
可行算法，包括传统数学优化算法［2-3］、启发式算

法［4-7］以及各类人工智能随机优化算法，如遗传算

法［8-11］、免疫算法［12-15］、粒子群算法［16-18］等，都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目前，大多关于配电网重构求解的
研究仅停滞于获得优化后的重构解，但并非所有优
化后的重构解都可应用于配电网实际运行中，例如
某些配电网重构方案会导致联络开关合环过程中合
环冲击电流越限或重构过程中的节点电压过高，从
而危害配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因此，得到优化的重
构解仅是配电网重构的第一步，如何将配电网从初
始运行状态通过合理的开关顺序安全过渡至最优运
行状态是实现配电网安全重构的关键。

目前对于开关操作顺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
故障恢复场景［19-24］，以最大化恢复系统可用发电容
量或经济效益为目标函数。不同于故障恢复场景，

运行方式规划中配电网重构的目标是提升系统的运
行效率以及供电质量，开关操作顺序也应当以系统

安全、可靠运行为首要目标。实际运行中，配电网调
度部门通常通过合环、解环交替操作实现配电网运
行方式的调整，在合环过程中，若联络开关两端的电
压相量差较大，会产生较大的合环冲击电流，造成电
流保护动作，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而解环过程则无
冲击电流影响［25-27］。因此，需要分别对合环、解环过
程建立安全性约束，进而通过一定的搜索策略获取
安全、可靠的重构开关操作顺序。

综上，在目前已有的配电网重构研究中，很多方
法都能高效、准确地获得最终拓扑的最优解，但均没
有考虑重构实施策略的安全性，无法确保重构结构
的顺利转换。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递归思路
的重构实施策略求解方法，该方法分为 2 步: 首先通
过改进二进制粒子群算法获得配电网重构解集; 然
后建立重构过程合环、解环的安全性约束，遵循贪心
策略［28］，提出一种采用递归思路的搜索算法，依次
求取集合中各解在安全性约束下的开关顺序。针对
递归过程的无效中间解，以一种二进制编码方式进
行记录，避免重复计算。本文所提方法能够保证输
出的重构策略可在实际运行环境中投入使用，避免
因重构策略不当导致配电网重构对配电网运行造成
较大的冲击。

1 考虑过程安全性重构策略的基本思路

配电网运行方式规划中的重构实施应以系统运
行安全性为主要考量，该问题有 2 种解决思路。第
一种是将重构过程的安全性约束加入优化问题描述
中，该方法若遵循贪心策略，则无法保证最后结果是
最优的，若采用遍历手段，则计算复杂性过高，对于
大型网架系统，搜索可能会不收敛。本文提出第二
种思路，分 2 步解决该问题: 第一步，采用改进的二
进制粒子群算法求取配电网重构的最优解集，将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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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过程中更新产生的目标值最小粒子记录于集合
中，并按照优选顺序排序; 第二步，考虑过程安全性，

提出重构过程中合环、解环的约束条件，同时建立合
环冲击电流的戴维南等值计算模型，提出基于递归
思路的开关操作顺序搜索算法，按优选顺序依次对
第一步产生的解求取重构实施策略，遵循贪心策略，

一旦找到可行方案，便停止搜索并输出结果，同时保
证在确认无解前遍历全部可能情况。在第二步中，

若出现当前选取的重构解不能找到可行实施策略的
情况，顺次选取第一步生成集合中的次优解，可以在
确保系统安全可靠的前提下最大化提升配电网的运
行效率。这种方法效率较高且计算稳定，流程图如
图 1 所示。

图 1 本文方法流程图

Fig．1 Flowchart of proposed method

2 基于改进二进制粒子群算法的配电网重
构解集求解

在获取配电网重构的实施策略前，首先需要获
得按优选顺序排序的配电网重构解集。传统的数学
规划方法只能给出最优解，而不能保留次优解，一旦
最优解不能通过校验，就无法进一步考虑应用次优
解的情况。本文采用二进制粒子群算法解决该问
题，将每次新产生的目标值最小粒子添加至解集的
第一位，其余解则往后顺延一位，以获取按优选顺序
排序的解集。对于断开开关数不等于联络开关数的
无效粒子，提出一种类同于遗传算法变异操作的修
正方式，提升粒子的有效率，同时增强算法搜索的随
机性。
2．1 配电网重构数学模型

配电网重构的目标有很多，不失一般性，本文以
网损最小目标为例。采用文献［17］中的配电网重

构建模方式，建立重构解应当满足的潮流约束、节点
电压约束、支路容量约束和网络辐射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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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变量含义见文献［17］。
2．2 二进制粒子群算法

二进制粒子群算法［29-30］具有收敛速度快、计算

稳定等特点。粒子的速度更新公式如式( 6) 所示，

式中各变量含义详见文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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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 制 粒 子 群 算 法 的 位 置 更 新 公 式 采 用
Sigmoid 函数映射粒子的速度值。

S( vt+1id ) = 1 /［1+exp( －vt+1id ) ］ ( 7)

进一步，坐标 xt+1
id 迭代公式如下:

xt+1
id =

1 r3＜S( vt+1id )

0 其他{ ( 8)

其中，r3 为( 0，1) 之间的随机数。
2．3 编码及坐标修正

对于一个含 B 条支路的配电网系统，规定粒子

的维数为 B。粒子每一维的坐标为 0 或者 1，分别表
示对应支路开关的断开、闭合。

对于一个包含 L 个环路的配电系统，根据图论
树的含义，为了保证网络辐射状约束得到满足，每个
粒子的位置均应有 L 个维度的坐标为 0，即对应 L 条
支路的开关断开。而在粒子群算法的迭代过程中，

由于算法的随机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粒子坐
标为 0 的数量不等于 L 的情况。为减少无效粒子的
产生，此时采用一种随机置 0 或 1 的修正方法。设
第 t 次迭代，粒子 i 坐标为 0 的数量为 k( k≤B) ，分

别为第 j1、j2、…、jk 维坐标，对应的坐标集合为 Szero =
{ xt

ij1，x
t
ij2，…，xt

ijk} ; 粒子 i 坐标为 1 的数量为 B－k，分

别为第 l1、l2、…、lB－k 维坐标，对应的坐标集合为 Sone =
{ xt

il1，x
t
il2，…，xt

ilB－k }。当 k＞L 时，从 Szero 中随机选取

k－L个坐标，强制置 1; 当 k＜L 时，从 Sone中随机选取
L－k 个坐标，强制置 0。从而保证满足系统断开支路
数等于环路数这一辐射状运行的必要条件。

上述修正方式类同于遗传算法的变异操作，增
强了算法搜索的随机性，使算法能跳出局部最优解，

从而更大概率地收敛于全局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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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电网重构实施策略生成

在实际工程中，为了保证通电的不中断，配电网
重构 的 转 换 一 般 采 用 合 环、解 环 交 替 的 方 式 进
行［26］。故重构实施策略的本质其实是一组合环、
解环交替进行的开关操作顺序，在满足合环、解环
过程安全性约束的情况下，使网络拓扑逐渐从初始
状态过渡到重构解。其中合环过程因为会产生冲
击电流，需要建立相应的计算模型对冲击电流进行
校验。

对于同一个重构解可能存在多个可行的实施策
略。仅从能否安全实施的角度看，不同的实施策略
是等价的，因此搜索过程只要找到一个可行方案便
可结束。可将搜索问题分解为若干阶段，遵循贪心
策略，每个阶段寻找到一组满足安全性约束的闭合、
断开支路即可停止，然后直接跳至下一阶段进行搜
索，直至完成网络重构。从形式上来看，每个阶段求
解的问题是一致的，即寻找当前网络下可行的闭合、
断开支路组，因而采用递归算法解决该问题。

由于递归算法涉及开关操作的排序遍历，相同
开关操作方案的重复验证会降低算法效率，本文提
出改进手段，采用二进制方式对开关操作过程进行
唯一编码，记录无解拓扑对应的编码，以避免重复
计算。

在实际求解配电网重构实施策略的过程中，可
能会出现最优重构解因不满足约束而不能应用的情
况，此时，应当求取次优解下的配电网重构实施策
略。同理，若次优解也不能生成满足条件的实施策
略，则选用第 3 优解，依此类推。
3．1 合环冲击电流计算

实际运行中，合环冲击电流受系统额定电压、线
路等值阻抗、负荷分布等因素影响，不同位置的合环
操作冲击电流差异较大，而冲击电流上限与馈线最
大供电能力有关。文献［25］推导了合环冲击电流
的暂态过程计算公式，但求解过程过于复杂，不适用
于策略搜索过程的大量合环校验计算。文献［26］
基于戴维南等效模型，得到合环冲击电流的简化计
算公式。文献［27］考虑继电保护动作，进一步推导
出合环应满足的条件。本文参考文献［26］中的合
环冲击电流计算建模方式，推导得到合环冲击电流
的计算公式。

对于即将进行闭合操作的线路，可以对该线路
两端以内的配电网进行戴维南等效，等效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中，a、b 为将要闭合开关的线路两端点; zeq为
等效阻抗; zs 为线路 a－b 的阻抗。在线路 a－b 开关
闭合前，通过对系统进行潮流计算，可以得到 a、b 这
2 点的电势 Ua、Ub，进而可得 a、b 两端以内的等效交
流源 Uab，如式( 9) 所示。

图 2 配电网等效图

Fig．2 Equivalent diagram of distribution system

Uab =Ua－Ub ( 9)

在网络参数已知的情况下，很容易获得网络的
导纳矩阵 Y，对导纳矩阵求逆可以得到网络的阻抗
矩阵 Z。利 用 单 位 电 流 法［31］ 可 得 等 效 阻 抗 如 式
( 10) 所示。

zeq = zaa+ zbb－2zab ( 10)

其中，zaa为节点 a 对应的自阻抗; zbb为节点 b 对应的
自阻抗; zab为节点 a、b 间的互阻抗。合环暂态冲击

电流 IM 和合环稳态电流 Ic 的关系［32］如下:

IM =槡2KMIc =槡2KM

Uab

zeq+ zs
( 11)

其中，KM 为冲击系数，一般取 1．8～2．0。
3．2 配电网重构实施策略的递归求解

所谓递归是指函数通过调用自身来求解问题，

即子问题是改变参量的母问题。将递归算法应用于
重构实施策略的求解，适应搜索过程的阶段相似性，

可以在找到可行解时立刻终止搜索过程，并且保证
程序确认无解前遍历所有可能的情况。
3．2．1 合环、解环的安全性约束

重构实施过程分合环、解环 2 类操作，分别对 2
类操作 建 立 安 全 性 约 束。合 环 操 作 应 满 足 如 下
约束:

a． 在合环过程中，闭合支路产生的冲击电流应
小于保护整定值，避免误动作;

b． 合环操作结束后，配电网系统正常运行需要
满足约束式( 2) —( 4) 。

解环操作应满足如下约束:
a． 解环开关应在合环产生的环中寻找，从而保

证解环后系统满足辐射状结构;
b． 解环操作结束后，配电网依然要满足约束式

( 2) —( 5) 。
3．2．2 递归算法及改进

通过对比配电网的初始网络 gorin和重构解 gfinal，

即可得到需要进行断开操作的支路集 Stoopen 和需要
进行闭合操作的支路集 Stoclose。递归函数的输入参
数为初始网络 gorin、需要断开的支路集 Stoopen和需要
闭合的支路集 Stoclose。在每次递归运算过程中，都
会找一 组 当 前 可 行 的 闭 合、断 开 支 路，然 后 去 除
S toopen、S toclose中的相应元素，更新 gorin，并作为下一次
递归的参量。存在解的情况下，递归函数以 S to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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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oclose为空集作结束情形，即只要找到一个可行方
案，程序就返回结果，停止运行。递归函数的主体
分以下 4 步。

a． 按 Stoclose中的次序对第 i( i 初值为 1) 条支路
开关进行合环校验，若合环冲击电流小于保护整定
值且合环后系统满足约束式( 2) —( 4) ，则进行步骤
b，否则 i 加 1 后重复步骤 a。当 i 大于 Stoclose中元素
的总数时，返回程序无解。

b． 按 Stoopen中的次序对第 j( j 初值为 1) 条支路
开关进行断开校验，若断开该开关后系统满足约束
式( 2) —( 5) ，则进行步骤 c，否则 j 加 1 后重复步骤
b。当 j 大于 Stoopen中元素的总数时，i 加 1 后返回步
骤 a。

c． 去除 Stoopen中第 i 条支路、Stoclose中第 j 条支路，

然后更新网络 gorin。当 Stoopen、Stoclose 均为空集，返回
当前闭合、断开支路组; 否则，进行步骤 d。

d． 用更新后的 Stoopen、Stoclose、gorin 递归调用本函
数，求解相应的子问题。若子问题有解，则将当前闭
合、断开支路组加上子问题的解作为返回结果。若
子问题无解，则 j 加 1 后返回步骤 b。

递归求解过程中涉及开关操作的排序遍历，可
能会出现相同拓扑重复出现的情况。若该拓扑已在
前期的递归运算中被求证为无解，此时无需再对该
拓扑及其后续拓扑进行递归求解，避免重复计算而
导致计算资源浪费。因此，在递归计算过程中，需将
无效拓扑记录在列表中。采用二进制数 A 对开关操
作过程进行编码，每一条待操作的支路对应一个二
进制位 ai，初值为 0，开关动作后置 1。设 Stoclose、
Stoopen包含支路数为 m，Stoclose 中各支路依次对应 a1、
a2、…、am，Stoopen 中各支路依次对应 am+1、am+2、…、
a2m，则:

A= ( a1a2…a2m ) 2 ( 12)

初始时，A 的各二进制位均为 0。开关动作后，

产生的二进制数与当前配电网拓扑唯一对应。改进
的递归函数运算流程如图 3 所示。
3．2．3 简单算例

以图 4 所示简单配电网系统为例进行算法流程
说明。对比图 4 ( a) 、( c) ，得到需要闭合的支路集
Stoclose = { 2－5，4－6} ，需要断开的支路集 Stoopen = { 3－
5，3－4} ，支路 2－5、4－6、3－5、3－4 依次对应二进制
位 a1、a2、a3、a4。在第一次递归运算中，选择支路 2－
5 作为闭合支路不能通过过程安全性校验，记录无
解拓扑对应二进制数( 0001) 2。重新选择支路 4－6
为闭合支路，此时通过过程安全性校验。选择 3－5
为断开支路，显然重构结果不能满足辐射状运行约
束条件，记录无解拓扑对应二进制数( 0110) 2。因此
重新选择 3－4 为断开支路，该操作组合满足所有约
束，则网络重构结果如图 4( b) 所示。去除相应支路

图 3 递归函数运算流程

Fig．3 Flowchart of recursive function calculation

后，2 个集合分别为 Stoclose = { 2－5}、Stoopen = { 3－5}。
第二次递归运算，选取支路 2－5、3－5 为闭合、断开
支路组合，该组合能满足所有约束，则网络重构结果
如图 4( c) 所示，集合 Stoclose、Stoopen 均变为空集，即程
序搜索到了可行的重构实施策略，即闭合支路 4－6，

断开支路 3－4，闭合支路 2－5，断开支路 3－5。



第 5 期 朱嘉麒，等: 计及过程安全性的配电网重构开关顺序优化 ﹦

图 4 简单配电网系统

Fig．4 Simple distribution network

4 算例分析

本文采用 2 个算例进行测试。算例 1 为图 5 所
示 IEEE 33 节点系统，该系统包含 37 条支路，其中
分段支路( 实线) 为 32 条，联络支路( 虚线) 为 5 条。
系统额定电压为 12．66 kV，负荷总有功功率为 3 715
kW，总无功功率为 2 300 kvar。

图 5 IEEE 33 节点系统

Fig．5 IEEE 33-bus system

在二进制粒子群算法迭代过程中，算例 1 共更
新了 7 次全局最优解的取值。相较于重构前，各重
构解均在降损和抬高最低电压上有了可观的改善。
7 个全局最优解可以按照搜索次序进行优选排序。
配电网重构解集合如表 1 所示( 表中最低节点电压
为标幺值) 。其中，最优解与文献［3］算例结果一
致，但文献［3］并没有论证该重构解的可行性。

表 1 配电网重构解集合
Table 1 Solution set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情形 断开支路集合 网损 /kW 最低节点电压

最优解
{ 7－8，9－10，14－15，

25－29，32－33}
136．90 0．938 4

次优解
{ 7－8，10－11，14－15，

25－29，32－33}
137．33 0．938 4

第 3 优解
{ 7－8，11－12，14－15，

28－29，32－33}
138．78 0．941 5

第 4 优解
{ 7－8，9－10，14－15，

27－28，32－33}
140．90 0．940 0

第 5 优解
{ 7－8，9－10，14－15，

18－33，27－28}
143．28 0．936 6

第 6 优解
{ 7－8，11－12，12－13，

18－33，28－29}
147．35 0．938 0

第 7 优解
{ 7－8，9－10，12－13，

16－17，28－29}
150．84 0．929 4

重构前
{ 8－21，9－15，12－22，

18－33，25－29}
197．23 0．915 8

设定系统保护装置的电流整定值，即合环冲击
电流上限为 58 A。首先对最优解进行递归求解。

通过对比重构前和重构后的网络，得到 Stoopen = { 7－
8，9－10，32－33，14－15} ，Stoclose = { 8－21，12－22，9－
15，18－33} ，支路 8－21、12－22、9－15、18－33、7－8、9－
10、32－33、14－15 依次对应二进制位 a1—a8。选取
Stoclose中第 1 条支路 8－21 进行试合闸，计算得到合
环冲击电流为 75．30 A，大于设定上限，未通过校验，

记录 无 解 拓 扑 对 应 二 进 制 数 ( 00000001 ) 2 ; 选 取
Stoclose中第 2 条支路 12－22，计算得到合环冲击电流
为 64．96 A，同理未通过校验，记录无解拓扑对应二
进制数( 00000010) 2 ; 选取 Stoclose 中第 3 条支路 9 －
15，计算得到合环冲击电流为 30．72 A，通过校验。
接下来进行解环操作，搜索得断开支路 9－10 满足约
束式( 2) —( 5) ，然后递归求解参量为 Stoopen = { 7－8，
32－33，14－15} ，Stoclose = { 8－21，12－22，18－33} 以及

更新后的 gorin子问题。第 1 优解的求解全过程如附
录中图 A1 所示，重复出现的拓扑在图中用无解标
注，程序不能找到可行的配电网重构实施策略。最
优解求解过程重复出现的无解开关操作方案如表 2
所示。对解集的次优解进行递归求解，如附录中图
A2 所示。程序找到可行的重构实施策略，即闭合支
路 9－15，断开支路 10－11，闭合支路 12－22，断开支
路 7－8，闭合支路 8－21，断开支路 14－15，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32－33。

表 2 最优解求解过程中重复出现的无解开关操作方案

Table 2 Ｒepeated invalid switch operation schemes in
solving process of best solution

无解开关操作方案 对应二进制数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7－8，
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9－10

( 00111100) 2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7－8，
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14－15

( 10011100) 2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9－10，
闭合支路 9－15

( 01001100) 2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32－33，
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9－10

( 01101100) 2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32－33，
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14－15

( 11001100) 2

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14－15，
闭合支路 9－15

( 10001100) 2

目前，国内配电网自动化尚未全面展开，一些开
关需要运检人员进行现场操作，因此不同的开关顺
序会影响运检人员的行动总路程。本文所提方法可
以通过改变 Stoopen、Stoclose的开关搜索顺序获取不同的
重构实施策略，运检人员则可以根据人员数量、自身
位置等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以简化行程。改变开关
搜索顺序后，次优解还可以得到如下实施策略: ①闭
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10－11，闭合支路 12－22，断开
支路 7－8，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32－33，闭合支
路 8－21，断开支路 14－15;②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
路 10－11，闭合支路 12－22，断开支路 14－15，闭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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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8－21，断开支路 7－8，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路
32－33;③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10－11，闭合支
路 12－22，断开支路 14－15，闭合支路 18－33，断开支
路 32－33，闭合支路 8－21，断开支路 7－8。

根据算例结果可知，同一断开支路在不同的网
络结构下闭合所产生的合环冲击电流值有很大差
异。以次优解求解过程中的支路 8－21 为例，初始网
络结构下支路 8－21 闭合产生的合环冲击电流为
75．30 A，在经过闭合支路 9－15、断开支路 10－11、闭
合支路 12－22、断开支路 7－8 操作后，其闭合产生的
合环冲击电流为 49．03 A，后者仅为前者的 65．1%。
合理地规划开关操作顺序，可以有效规避重构实施
过程的风险，提高系统运行可靠性。

算例 2 是美国 PG＆E 69 节点配电网络，该系统
包含 73 条支路，其中 5 条是联络支路。系统额定电
压为 12．66 kV，负荷总有功功率为 3 802．19 kW，总
无功功率为 2 694．60 kvar。依然设定合环冲击电流
上限值为 58 A。在二进制粒子群算法迭代过程中，

共更新了 9 次全局最优解的取值。在重构实施策略
求解过程中，发现合环冲击电流的幅值普遍较大，大
多超过了 100 A，但程序依然在对第 7 优解的递归求
解中搜索出了可行的重构实施策略，即闭合支路
13－20，断开支路 14－15，闭合支路 15－69，断开支路
9－10，闭合支路 11－66，断开支路 16－17，闭合支路
27－54，断开支路 50－51。系统重构后的网络损耗为
152．03 kW，相较于重构前的 225．00 kW 损耗，在确
保重构过程安全的前提下有 32．4%的降幅。

5 结论

本文针对计及过程安全性的配电网重构开关顺
序优化问题，提出一种求解方法。

a． 根据过程安全性，提出配电网重构实施过程
中合环、解环应满足的约束条件。对于开关闭合过
程中产生的冲击电流，应用相应的戴维南等效模型
和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配电网重构实施策
略的递归求解算法，该算法能快速、有效、可靠地获
取重构实施策略，并保证在确认无解前遍历全部可
能情况。提出一种二进制编码方式记录递归过程的
无效中间解，提升算法运行效率。

b． 采用能够保留备选解的改进粒子群算法求
解配电网重构解集，在最优解无可行的重构实施策
略时，可选用次优解的重构实施策略，从而最大化提
升配电网运行效率。在迭代过程中，对无效粒子进
行随机性的坐标修正，提升了搜索效率。

c． 通过算法搜索顺序的调整，可以输出不同的
重构实施策略，形成备选集合，方便运检人员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选择。

配电网重构对提升系统运行效率有很大的作

用，如何安全、可靠地实现配电网重构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本文所提考虑合环冲击电流的配电网重构
方法，能够求解配电网重构优化解集，并稳定地获取
满足合环约束、解环约束、配电网稳定运行约束的开
关操作顺序，提升了配电网从初始状态过渡至优化
运行状态的过程安全性及配电系统运行操作的可靠
性水平。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 http:∥www．epae．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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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 sequence optimization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considering process security

ZHU Jiaqi1，ZHU Bingquan2，XU Weiwei3，DONG Shufeng1，XU Lizhong2，NI Qiulong2

( 1．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China;

2． State Grid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Hangzhou 310007，China;

3． State Grid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Ｒesearch Institute，Hangzhou 310014，China)

Abstract: Ｒational and reliable switch operation sequence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to avoid impact on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An improved bin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s used to obtain the solution set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and the coordinates of
invalid particles in the iterative process are modified randomly to improve the search efficiency． The safety
constraints should be satisfied during loop closing and unwinding in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are pro-
posed，and Thevenin equivalent model is applied to calculate the surge current due to closing loop． A recursive algo-
rithm is proposed for solving the switch sequence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process safety，and the greedy strategy is followed in the search process． The invalid intermediate solutions in the re-
cursive process are recorded with binary coding to avoid repeated calculation． Case results of IEEE 33-bus and
PG＆E 69-bus systems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Key words: switch sequence of distribution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process safety; binary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surge current due to closing loop; recursive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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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cabl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planning based on
incremental shortest path method
GU Danzhen，DAI Haifeng，ZENG Jian

( 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Shanghai 200090，China)

Abstract: Cabling reconstruction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for urban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power supply． A practical planning method for the backbone network of full-cabl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
work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incremental shortest path method considering the cable channel constraints and urban
planning constraints．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the whole network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cable line planning
of power supply zones and the line connection planning among power supply zones，and the two parts are completed
by the incremental shortest path method and the best matching algorithm respectively． An actual example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the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planning of the full-cabl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Key words: full-cable medium voltage distribution network; incremental shortest path method; cable channel cons-
traints; urban planning; network 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