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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长期以来， 我国电网采取分层分区的管理体

制， 各级调度机构对其管辖范围以内的电网进行

详细建模， 而对于管辖范围以外的电网则进行简

化建模， 例如网省级调度将配电网等值为功率已

知的负荷， 地县级调度则将输电网等值为电压已

知的电源。
这种分散式管理模式使得各级调度系统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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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operation" system proposed by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province-prefecture-county integration trend has gradually formed， the essence of which is the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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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大运行”体系建设的深入， 省地县一体化态势逐渐形成。 省地县一体化的

实质就是实现输电网和配电网的一体化管理和调度。 针对近年来国内外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的新

方案和新进展， 对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的必要性、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面临的困难、 输配网

一体化建模方法、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并重点就建模方法中的主从分裂模型

和区域等值模型以及分析方法中的潮流计算、 运行风险评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 高性能计算的

应用进行评述， 最后结合未来省地县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方法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 输配网一体化； 省地县一体化； 主从分裂模型； 建模与分析； 高性能计算

文章编号： 1007-1881（2019）11-0001-09 DOI: 10.19585/j.zjdl.201911001
中图分类号： TM73 文献标志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1



2019 年
第 38 卷第 11 期

独立， 存在重复建设现象， 系统建设和维护成本

高。 同时， 分散式的管理产生信息孤岛现象， 各

级系统相互之间只能交换有限信息， 致使整个电

网无法实现统一调度、 管理和监控[ 1 ]。 各级调度

系统建模和计算的独立性致使相关高级应用的计

算缺乏同步性， 计算精度相对较低。
在此背 景下， 省 地 县 一 体 化 的 概 念 应 运 而

生。 省地县一体化， 其实质就是实现输电网和配

电网的一体化管理和调度， 近年来受到产业界和

科研界的广泛关注， 一体化调控管理系统的研制

和开发持续推进[ 2-4 ]。 表 1 给出了输配网一体化研

究内容分类， 可以看出， 一些学者对输配网一体

化下调控管理系统的体系建设进行框架设计和完

善[ 1， 5-13 ]； 也有一些学者在输配网一体化背景下对

电 网 进 行 重 新 建 模， 为 潮 流 计 算、 运 行 风 险 评

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等相关高级应用提出

适应一体化环境的分析方法 [ 14-56 ]。 此外， 还有部

分学者对于输配网一体化背景下的实时控制、 规

划问题等进行了研究[ 57-61 ]。

然而， 为了适应新形势与新环境， 进一步保

障未来省地县一体化下输配网的安全、 可靠、 经

济运行， 一些新的输配网一体化问题还有待进一

步探讨和研究。

本文聚焦于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的相关

研究，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

析的新方案和新进展， 对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

析的必要性、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面临的困

难、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方法、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

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并结合未来省地县一

体化的发展趋势对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方法

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1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的必要性

随着电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及运行方式的日趋

复杂， 传统输配网独立进行管理调度、 建模分析

的方式已逐渐不能适应未来电网调度运行业务发

展的需求，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1.1 精确处理输配电网间日益增长的耦合关

系

近年来， 配电网中光伏、 风机、 储能等分布

式电源迅速发展， 配电网的主动性增强。 配电网

中的一些分布式电源不但能够提供有功功率， 也

能提供无功功率， 同时具备调节有功和无功的能

力， 这使得输配电网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相互

渗透， 均可实现双向流动， 大大增强了输电网与

配电网间的耦合关系[ 14 ]。
随着配电网的不断发展以及输配电网间耦合

关系的增强， 配电网对于输电网节点电压的影响

不可忽略， 传统分析计算中输电网三相对称、 配

电网波动不影响输电网等假设不一定成立[ 15 ]。 因

此， 传统的独立模型分析方法将产生不精确的计

算结果。
为了能够恰当处理输配网间日益增长的耦合

关系， 综合输配网模型进行一体化、 精细化的建

模与分析是必要的。
1.2 进一步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传统输电网的安全校核一般将配电网视作输

电网节点的注入负荷进行处理。 这种安全校核方

式计算速度快， 在大多数情形下基本能够满足电

网安全稳定性的判断。
但是， 随着配电网的不断发展， 环网运行方

式增多， 传统输 电网 安全校 核的有 效 性 受 到 削

弱。 因此，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和分析将结合电网

运行中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完善传统的安全校核

方法， 进一步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表 1 输配网一体化研究内容分类

研究方向 内容 相关文献

输配网一体化调控

管理系统的框架设计
系统框架设计 [1]， [5-13]

运行风险评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

拓扑分析

状态估计

[16]， [37]
[28]， [38-45]， [56]

[19-20]， [23-24]， [46-52]
[12]
[53]

输配网一体化的

综合规划
[61]

输配网一体化

实时控制

输配网一体化

实时控制策略
[57-59]

输配网一体化规划

输配网一体化下

的储能规划
[60]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

主从分裂模型

区域等值模型

全局一体化模型

[14-18]， [20-53]
[19]， [54-56]
[10]， [12]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

潮流计算
[14-15]， [17-22]， [25-36]，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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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满足输配网一体化管理和调度的需求

近年来， 输配网一体化下调控管理的体系建

设和系统研发一直得到广泛关注， 而输配网一体

化建模与分析方法正是输配网一体化管理和调度

的基础和保障， 支撑各项高级应用。
具体而 言， 输配 网 一 体 化 管 理 和 调 度 模 式

下， 其高级应用应涵盖实时运行风险评估、 故障

处置等功能[ 12 ]。 而其中， 实时运行风险评估需要

输 配 网 一 体 化 的 拓 扑 分 析、 状 态 估 计、 潮 流 计

算、 安全校验等手段进行支撑， 以把握全网的实

时运行状态； 故障处置则需要输配网一体化的拓

扑分析、 重构与负荷转供、 潮流计算、 安全校验

等手段进行支撑， 以及时把握故障范围， 并在故

障恢复阶段尽快形成安全合理、 优化程度高的供

电恢复策略以供实施。

2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面临的困难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不意味着输电网建

模分析和配电网建模分析的简单叠加， 在建模方

法、 精度、 速度等方面面临着诸多困难， 需要采

取针对性的方法进行应对[ 14-15， 17 ]。
2.1 输配网建模和分析方法差异巨大

输电网、 配电网在网络结构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 输电网一般是三相对称环网状电网， 包含大

量发电机节点； 配电网则一般呈现辐射状， 三相

不对称， 在某些特殊运行方式下可能出现短时的

弱环网运行， 以负荷节点为主， 新能源技术的发

展也使得配电网中出现分布式电源。
2 种网络结构使得输电网、 配电网的建模和

分析方法存在巨大差异。 网络结构和建模方式的

差异使得输配网中的分析方法往往有所不同。 输

配网一体化计算时， 如何将不同的建模方式和分

析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和统一是一个重要课题。
2.2 输配网数据性质存在显著差异

输电网、 配电网的数据性质往往存在显著差

异。 例如， 配电网中的电阻-电抗比显著大于输电

网， 输配网具体的网络参数数值、 支路功率等也

有数量级差异， 这使得输配网一体化分析计算过

程中的有关矩阵（如潮流计算过程中的雅可比矩

阵、 最优潮流求解过程中的海森矩阵等）条件数

差， 病态程度严重， 计算过程中存在数值稳定性

的问题。 因此， 如何有效应对数据性质差异带来

的数值稳定性问题是输配网一体化分析方法的一

个重要研究方向。
2.3 输配网一体化系统规模庞大

输配网一体化使得整个系统的节点和支路数

目大大增加， 计算规模将非常庞大， 常规的硬件

设备和传统的串行计算方法难以在计算效率方面

提供有效支持。 因此， 通过并行、 分布式技术大

幅提高计算效率是输配网一体化相关算法实时性

的重要保障。

3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方法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重点在于如何解决输配网

间的耦合关系， 即真实反映配电网对输电网的扰

动作用。 对输配网一体化这种大规模的数学问题

进行求解， 主流的思路是将一个大规模的问题分

解成多个较小规模的问题来求解。
主从分裂模型和区域等值模型是 2 种常见的

输配网一体化模型， 其思路均是对输配网进行分

区建模。 另一方面， 近年来随着省地县一体化调

控态势的加深， 很多输配网模型拼接或模型共享

的方案被提出[ 10-12 ]， 这使得建立全局的、 统一的

输配网模型成为可能。
3.1 主从分裂模型

主从分裂模型是目前最为常见的用于一体化

输配网的模型， 文献中输配网一体化的相关计算

也主要基于这一模型[ 14-18， 20-53 ]。
3.1.1 建模思路

在主从分裂模型中， 输电网作为主系统， 配

电网作为从系统， 主系统和从系统之间没有直接

相连的支路， 而只是间接地通过边界节点发生联

系， 如图 1 所示。

虽然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基于这一模型， 但

对于输电网、 配电网和边界的具体建模方式是有

所差异的。
（1）输电网建模

输电网一般可以视作三相对称的， 但在输配

图 1 输配网一体化的主从分裂模型

G DG主系统（输电网）

边

界

从系统（配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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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一体化条件下， 若要详细刻画输电网的状态，
则三相不是严格对称的。 在稳态计算时， 配电网

对输电网对称性的影响有限， 因此输电网可以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建立三相 [ 15， 20-21 ]或单相模型 [ 22 ]。
但在暂态仿真等计算中， 输电网一般建立成三相

模型将更加准确[ 20-22 ]。
（2）配电网建模

传统的配电网通常被视作辐射性网络， 有些

元件参数三相不对称， 也有些负荷三相不平衡，
使得整个配电网一般呈现三相不对称。 因此， 配

电网通常使用相分量法建立三相模型[ 15， 20-24 ]。
（3）边界建模

文献[17-18]中， 各边界节点流向配电网的潮

流的复功率矢量被作为中间变量， 以反映配电网

对输电网的扰动作用， 在输配网交替迭代计算的

过程中最终使得中间变量收敛。 文献[22]将输配

电网接口建立为一个 π 型无源网络， 以等值一条

线路或一台变压器。 文献[27]基于输配电网之间

的电气连接关系及其各自网络结构特点， 建立输

配电网边界映射区以处理失配功率， 并相应给出

交替迭代计算中的收敛判据。
3.1.2 模型主要优势及特点

主从分裂模型针对输配网一体化分析面临的

主要困难进行设计， 其主要优势包括[ 17 ]：
（1）支持输配网差异化的建模与分析计算， 即

输电网和配电网可以分别使用适应各自网络特点

的建模和分析计算方法， 灵活性好， 同时可以根

据实际计算需要设定不同的标幺基值和收敛精度。
（2）通过分治思想将一体化输配网划分为输

电网和各配网区域， 分析计算规模减小。 同时，
各配网区域的计算具有自然可并行性， 可以结合

并行计算或分布式计算技术进行加速， 因此基于

主从分裂模型的分析计算效率较高。
3.1.3 模型的局限性

主从分裂模型及基于这一模型的相关分析算

法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主从分裂法虽然能够实现输配网一体化

分 析， 但 其 本 质 上 仍 是 一 种 分 层 的、 近 似 的 模

型， 这可能使得主从分裂模型交替迭代的收敛值

和真实值存在一定偏差。
（2）主从分裂模型及交替迭代算法的核心在

于边界节点的物理量交互， 但这也是这一模型和

算法的潜在弱点。 随着同一配电根节点下馈线数

目的增加， 主从分裂法的收敛性将变差[ 18 ]。
3.2 区域等值模型

区域等值模型是将需要重点研究的区域以外

的网络进行等值， 使得等值后的网络在外部扰动

下的响应与原复杂网络在相同扰动下的响应基本

一致[ 19 ]。
传统的区域等值模型即网省级调度将配电网

等值为功率已知的负荷， 地县级调度则将输电网

等值为电压已知的电源， 这种方法在实际生产实

践中使用得比较普遍， 但其精度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一些文献对区域等值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

研究， 用以解决输配网一体化问题[ 19， 54-56 ]。
文献[19]将基于广域量测的戴维南等值参数

辨识方法用于建立输配网的耦合单端口 等值 模

型。 耦合单端口等值模型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预

估输配电网的交互功率， 以充分反映输电网和配

电网之间的耦合， 从而保证后续计算的精度。
文献[54-55]假设输电网三相平衡， 而配电网

三相不平衡， 分别对输电网、 配电网和两者边界

进行等值处理， 用于分析一体化输配网中特定区

域。
区域等值模型相比于主从分裂模型可以省去

交替迭代计算的过程， 但是仅适用于研究输配网

一体化模型中的输电网或配电网的某一 特定区

域， 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分层的、 近似的模型。
3.3 全局统一模型

全局统一模型是指将输配电网模型不设假设

条件、 不作近似地完全进行拼合， 即将输电网和

配电网中的每一个节点和每一条支路都视作相同

地位进行处理， 是一种全局的、 统一的模型， 能

够精确刻画输配网的耦合关系， 而不仅仅是通过

边界节点的物理量变化进行反映。
但是由于过去在长期的分级管理模式下， 输

配网模型难以共享， 全局统一模型难以在生产中

实际应用， 基于这一模型的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

也比较有限。
随着“大运行”体系的实施和推进， 全局统一

模型的建立成为可能， 但是在使用这一模型时也

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包括输配网数据数量级

差异导致的矩阵严重病态、 算法收敛性差、 计算

规模过于庞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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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方法

类比于传统输电网调度和管理的相关高级应

用， 输配网一体化分析主要包括输配网一体化的

拓扑分析、 状态估计、 潮流计算、 运行风险评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等等。 目前， 主要的研究成

果集中在潮流计算、 运行风险评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 以及高性能计算在上述输配网一体

化分析过程中的应用。
4.1 输配网一体化潮流计算

输配网一体化潮流重点在于考虑两者的耦合

性。 由于需要求解全局的潮流分布， 相关文献的

计算方法一般均以主从分裂为基础模型。
文 献 [14-15， 17-18， 20-22， 25-36]采 用 交

替迭代算法， 即输电网、 配电网分别采用适宜的

算法、 基准值和收敛精度要求交替进行潮流计算，
使得预设的中间变量（如边界节点的注入功率、 边

界节点的电压等）最终收敛。
上述方法有效联立了输配网并能够求解全局

的潮流分布， 其交替迭代的计算方法也能够保证

较好的收敛性能， 对于环网、 分布式电源等情形

也具有较好的适应性。 但是， 由于上述潮流计算

方 法基于 主从分 裂模 型， 故存 在潜在 的 精 度 问

题， 例如当接入的配电网负荷较重， 基于主从分

裂模型计算配电网部分潮流时所隐含的假 设条

件———“配电网的根节点电压恒定”不再成立， 此

时交替迭代计算输配网全局的潮流分布可能存在

较大误差。
4.2 输配网一体化运行风险评估

输配网一体化运行风险评估包含考虑配电网

影响的输电网运行风险评估、 考虑输电网影响的

配电网运行风险评估、 全网运行风险评估等三方

面内容。
对于考虑配电网影响 的输电 网运 行风险 评

估， 文献[16]基于主从分裂的全局潮流计算模型

提出了输电网安全校验算法。 由于系统全校验计

算量大， 计算效率低， 该文献给出 3 种加速方法，
包括筛选输电网故障集、 使用直流输电网模型、
使用配电网等效模型等。 作为第一种加速方法的

延伸， 文献[37]指出， 输配网一体化模型下， 输电

网故障集筛选时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 而要

考虑配电网的影响， 文中给出 2 种算法提高故障

集筛选的准确性。
而对于考虑输电网影响的配电网运行风险评

估、 全网运行风险评估， 以及运行风险评估中除

了安全校验以外的内容如备自投闭锁风险评估、
薄弱运行方式的辨识等， 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有

限。
4.3 输配网一体化优化调度

输配网一体化优化调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

于经济调度的建模与计算。
文献[38-40]建立了输 配网一 体化的 经济 调

度模型， 采用异构分解算法进行求解。 文献[41]建
立了输配网一体化的动态经济调度模型， 并使用

分布式多参数二次规划进行模型的求解。 文献[42]
和文献[56]分别基于电网模型等值、 母线负荷预

测改进， 提出输配网一体化的发电计划优化方法。
关于引入了电压约束和其他运行约束的经济

调度， 即最优潮流方面， 文献[43]基于主从分裂

模型建立了输配网一体化的交流最优潮流模型，
并提出异构分解算法用以求解优化模型。 文献[44]
基于节点边际电价提出一种两阶段直流最优潮流

算法。 文献[28]采用辅助问题原理， 通过构造核函

数， 将一体化优化模型转换为迭代优化模型。
此外， 文献[45]在传统经济调度和安全约束

调度的基础上， 提出一种基于目标级联分析的分

散协调风险调度方法， 输配网调度系统分别构建

优化问题并通过迭代求解。
上述各类求解输配网一体化优化模型的算法

虽然基于的具体模型不同， 但在求解过程中都将

输电网和配电网分开建立优化模型， 并进行交替

迭代的优化计算， 每次交替时将上一步的部分优

化结果作为下一步计算中的约束。 这些交替迭代

的算法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困

境。
4.4 输配网一体化稳定性分析

输电网和配电网的协同暂态仿真是输配网一

体化稳定性分析的基础， 暂态仿真包括机电暂态

仿真和电磁暂态仿真。 现有的成熟软件中， 机电

暂态仿真一般不支持三相模型仿真， 使得一体化

输电网的仿真将产生较大误差。 电磁暂态仿真虽

能够通过三相模型的仿真支持输配一体化电网的

暂态分析， 但对系统规模有所限制， 计算效率也

比较低。 针对输配网一体化协同暂态仿真，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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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取得了初步成果[ 20， 23-24， 46-50 ]。
例如， 文献[46-47]基于主从分裂模型对输配网的

仿真进行解耦， 各自采用现有不同的成熟软件进

行仿真， 通过交替迭代的方法得到最终结果。 文

献[48-50]利用矩阵运算中的舍尔补方法提出分

区仿真算法， 以提高计算效率。
除暂态仿真外， 文献[51]分析了输配网一体

化模型下， 大量光伏的投入对电力系统小干扰稳

定性的影响。 文献[19]定义了负荷阻抗模裕度指

标， 基于输电网戴维南等值模型提出了输配协同

的配电网电压稳定安全态势评估方法。

5 探讨与展望

自 20 世纪末以来，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和分

析方法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技术积累。
但随着省地县一体化态势的加深， 以及输配网格

局的不断变化， 现有的输配网一体化建模和分析

方法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输配网一体化格局所

带来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5.1 高维病态稀疏矩阵预处理和线性方程组

求解方法

输配网一体化下， 各类分析计算往往面临着

大量高维稀疏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同时， 由于输

配网性质的巨大差异， 方程组对应的系数矩阵常

常是严重病态的。 因此， 输配网一体化下的方程

组求解往往面临数值稳定性差、 计算效率低的问

题。
针对上述问题， 可以考虑利用数值计算相关

理论， 结合电力系统计算中产生的矩阵特点， 对

系数 矩阵进 行必要 的预处 理， 以 改善矩 阵条件

数。 同时， 求解大规模线性方程组时， 传统的基

于 LU 分解或 QR 分解的直接法效率低下， 因此

可以考虑将迭代法理论应用到方程组的求解中。
5.2 保证全局最优性的高效输配网一体化优

化调度模型及求解方法

目前， 输配网一体化优化调度模型主要采用

分区、 分阶段、 交替迭代的方法求解， 这一求解

方法往往面临着局部最优的问题， 且计算效率相

对较低， 收敛性难以保证。
针对上述问题， 可考虑建立一体化的优化模

型， 利用凸优化相关理论对模型进行必要的处理

以保证模型的全局最优性。 而对于一些只需要近

优解的场合， 可以考虑应用一些启发式、 机器学

习的计算方法， 通过并行计算技术进行加速求解。
5.3 高效一体化的输配网暂态仿真和稳定性

分析方法

目前， 输配网混合的暂态仿真和稳定性分析

主要基于主从分裂模型分区迭代计算， 输配网的

仿 真和稳 定性分 析往往 被割 裂开， 计 算 效 率 较

低， 实用性不强， 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往往

不适用。
为了提高计算效率， 保证算法的实用性， 需

要建立适用于一体化仿真和稳定性分析的电网模

型。 在仿真和分析过程中， 可对部分区域实施必

要的等值处理， 避免反复迭代计算。 此外， 相关

并行计算技术也可以应用到仿真和分析过程中以

提高计算效率。
5.4 考虑直流配电网的交直混合输配网一体

化建模和分析方法

随着新能源和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 现有交

流配电网在稳定性、 高效性和经济性等方面面临

严峻的挑战[ 62 ]。 近年来， 由于直流配电网具备供

电容量大、 线路损耗小、 无需无功补偿、 电能质

量好、 电源和负载接入适应性强、 电磁辐射小等

诸多优点， 受到广泛关注 [ 63-66 ]。 很多学者对直流

配电网中的系统架构、 控制技术、 保护技术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认为直流配电网将在未来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66 ]。
文献[67]在突显直流配电网技术优势的同时，

介绍了一种直流配电网的建模方法， 首先分析了

含分布式电源的直流配电网典型结构， 研究各组

成部分工作特性； 接着建立直流配电网各单元的

数学模型， 包括永磁直驱变速风电机组模型、 储

能蓄电池模型、 交直流负荷模型、 各类型变流器

模型和电网模型； 最后研究了直流配电网中变流

器的作用及控制方法。
直流配电网的应用将对输配网一体化电网产

生巨大影响。 在省地县一体化的运行 调度 格局

下， 如何针对考虑直流配电网的交直混合的输配

网进行一体化建模和分析将成为重要课题， 具有

高度前瞻性。

6 结语

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输配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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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actions on Smart Grid，2015，6（3）:1484-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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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方法[ J ]．电力系统自动化，2016，40（12）:37-44．
HUANG Q H，VITTAL V．Integrated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power flow and dynamic simulation
using mixed three-sequence/three-phase modeling[J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2017，32（5）:3704-3714．
李窍盛．输电网与配电网全网一体化仿真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2015．

建模与分析的必要性、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与分析

面临的困难、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方法、 输配网一

体化分析方法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1）为了精确处理输配网间的耦合性， 进一

步提高输配网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适应输配

网一体化调度和管理的需求， 开展输配网一体化

建模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输配电网性质的

巨大差异， 在建模方法、 精度、 计算效率等方面

面临诸多困难。 输配网一体化建模和分析实质就

是通过有机统一输配电网的差异， 协调处理两者

间的耦合性。
（2）主从分裂模型和区域等值模型是 2 种常

见的输配网一体化模型， 其思路均是对输配网进

行分区建模。 主从分裂模型计算比较精确， 但需

交替迭代计算， 存在收敛性问题； 区域等值模型

计算量小， 无收敛性问题， 但对等值模型的精确

程度要求高， 传统的等值方法往往不能满足计算

精度的要求。
（3）针对输配网一体化分析， 学者在潮流计

算、 运行风险评估、 优化调度、 稳定性分析等领

域取得了初步成果。 同时， 一些高性能计算技术

也被初步应用到一体化分析计算过程中。
随着智能电网的不断建设和完善， 输电网和

配电网的耦合性将进一步增强， 省地县一体化的

运行调度态势也将逐步形成。 在这样的趋势下，
研究和发展输配网一体化建模和分析方法具有必

要性和紧迫性。 把数值计算、 并行计算、 机器学

习等领域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方法应用到输配

网一体化的计算过程中， 有望满足未来输配网一

体化电网的计算精确度和实时性的需求， 为省地

县一体化运行调度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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