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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介绍了几种常用的负荷预测方法及其特点�并且结合某市电网的实际情况�对电网2008～2012年负荷进
行了预测。预测结果可为某市电网的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力系统；中长期负荷预测；规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ｉｒｓｔ�ｓｅｖ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ｏａ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ｔｈｅｌｏａｄ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ｇｒｉｄｉｎａｃｉｔｙｆｒｏｍ2008ｔｏ2012ｉｓ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ｇｉｖｅａ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ｌｏａ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中图分类号：ＴＭ714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1003－6954（2009）01－0077－02

　　负荷预测是电力系统规划建设的依据�是在满足
一定精度的条件下�依据负荷的过去和现在推测未来
的情况。负荷预测具有不确定性、条件性、时间性及
多方案性�可以分为超短期、短期和中、长期负荷预
测。中、长期负荷预测结果用于确定是否安装新机组
及装机容量的大小�电网的增容和扩建以及电网的发
展趋势�因此其准确程度将直接影响到投资、网络布
局和运行的合理性。常用的负荷预测方法较多�这些
方法各有优缺点和适用范围。通过对某市2000～
2007年的地区发展和用电情况进行分析�选取产值
单耗法、人均电能量法、弹性系数法及灰色预测法等
方法对某市电网2008～2012年及2020年远景负荷
进行预测。

1　预测方法
1．1　产值单耗法

产值单耗法即根据过去某行业单位产值所消耗

的电能量来预测未来该行业的用电能量。常采用综
合电耗法和产业电耗法。综合电耗法利用电能量与
整个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
ＧＤＰ）之间的关系对电能量进行预测�而产业电耗法
根据各产业 （第一、二、三产业 ）及居民生活用电单耗
来预测。
1．2　人均电能量法

根据历史年人均用电能量情况对未来的人均用

电能量进行预测�并结合政府部门对未来人口的增长
情况对总电能量进行预测。年总用电能量＝人口数
×年人均用电能量。
1．3　弹性系数法

弹性系数ｋ是电能量的年均增长率与ＧＤＰ年均

增长率的比值。由于电力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关系�因此�电力弹性系数的变化一般具有
规律性。该方法需要已知 ＧＤＰ的增长情况�因此首
先要根据某市 “十一五 ”规划提供的数据并结合 “十
一五 ”期间该城市的发展情况对ＧＤＰ年增长率进行
预测�然后得到电能量预测值。

Ｗｉ＝Ｗｉ－1（1＋ｋｉｖｉ）　ｉ＝1�2�3……
式中：Ｗｉ为预测的第ｉ年末的电能量；Ｗｉ－1为第ｉ

－1年末的电能量；ｋｉ为预测的第ｉ年电能量弹性系
数；ｖｉ是预测的第ｉ年的ＧＤＰ年增长率。当预测期各
年的ＧＤＰ增长率和电能量弹性系数相等时�则上式变为

Ｗｉ＝Ｗ0（1＋ｋｖ）ｉ　 ｉ＝1�2�3……
预测中Ｗ0则取2007年末的电能量作为基准。

1．4　灰色预测法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通过数生成技术去寻求样

本数据发展规律的预测方法。它能够在只具有较少
样本数据的条件下�发现样本的潜在发展规律�从而
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测。将采用ＧＭ（1�1）模型对电
能量进行预测�该模型是常用的一种灰色模型�它是
由一个只包含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构成的模型�是
作为电力预测的一种有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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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曲线拟合法
该方法是用数学曲线对比较有规律性的样本数

据进行拟合�并通过曲线外推出预测期的值。在一定
条件下�电力负荷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因此该方法
也是电力预测中常用的一种。

2　某市电网电能量预测
对中、长期负荷预测来说�没有哪种单一的预测

方法能够准确地给出预测结果�一般都是通过对历史
数据进行分析后选取几种比较适合的方法做出预测

值�然后再对各种预测方法的结果进行分析、筛选�并
选取合理的综合预测模型得到最终的预测结果。应
该指出�电力负荷预测�尤其中、长期预测不是通过几
个数学方法进行了数学运算就能轻而易举取得的�它
不仅要求预测人员对大量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
还要求预测人员能够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因
为电力的发展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都较大�所以这就要求预测人员对这些方面都要有深
入的了解�才能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首先对某市电网的历史和现状数据进行了详尽

的收集整理�同时亦对某市政府 “十一五 ”规划报告
和地区发展现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国民经济各行
业的历史和现状数据。某市国民经济发展及电网相
关历史数据分别见表1和表2。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分析�对ＧＤＰ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新的预测 （即根据政
府 “十一五 ”规划报告和 “十一五 ”期间的发展情况及
政府近期发展规划对 “十一五 ”规划进行滚动预测 ）�
并得到不计铝厂电能量情况下的电能量弹性系数预测

值及综合电耗和产业电耗预测值。同时也通过曲线拟
合和灰色预测方法�得到不计铝厂情况下电能量的未
来发展趋势。各种方法预测的各年电能量值见表3。

表3中的电能量预测值为不计铝厂时的电能量
预测值。各种方法预测的电能量发展趋势见图1。
结合某市未来发展规划得到的不含铝厂及含铝厂情

况下最终电能量及最大负荷预测值见表4。
表1　2000～2006年某市经济发展主要历史指标

年　份
ＧＤ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产值 （亿元 ） 增长率 （％ ） 产值 （万元 ） 增长率 （％ ） 产值 （万元 ） 增长率 （％ ） 产值 （万元 ） 增长率 （％ ）
2000 124．80 7．50 41．50 2．60 44．90 11．20 38．40 8．40
2001 134．89 8．10 41．30 0．90 49．90 12．40 43．70 10．70
2002 149．50 10．80 43．40 3．50 58．90 17．10 47．20 10．40
2003 174．05 13．60 47．47 4．30 72．83 23．00 53．75 12．80
2004 216．82 14．60 59．18 6．60 96．39 21．50 61．25 12．00
2005 245．07 13．60 64．66 6．80 113．10 21．50 67．30 7．60
2006 280．80 13．60 67．54 3．60 137．09 20．80 76．20 11．20
2007 320

表2　2000～2006年某市行业用电分类统计表
项　　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供电能量 15．48 16．85 19．16 22．59 38．73 45．89 52．94

全社会用电能量 13．79 14．98 17．17 20．80 36．78 43．38 50．94
1．第一产业 1．29 1．09 1．14 1．72 1．27 1．32 0．60
2．第二产业 8．35 8．90 10．63 13．84 29．89 35．80 41．91
其中：铝厂 ／ ／ ／ 1．66 16．48 19．12 19．77
3．第三产业 0．76 0．87 0．93 1．04 1．27 1．48 1．69

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3．39 4．12 4．47 4．21 4．34 4．78 6．74
最大供电负荷 369 399 452 625 782 853 978
其中：铝厂 ／ ／ ／ 140 270 270 270

最大负荷利用小时 4196 4221 4241 3614 4951 5379 5411
表3　2008～2012年某市电能量预测值

预测方法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弹性系数法 38．89 48．02 55．65 68．69 80．25
综合电耗法 40．23 52．32 59．62 71．20 82．12
灰色预测法 40．47 49．56 60．68 74．30 90．97
人均电能量法 39．69 50．12 57．89 70．32 81．21
曲线拟合法 39．03 46．73 55．94 66．97 80．18

（下转第9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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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比较严格�当网关故障时�两套系统可以分开独立
运行�可靠性较高�但是投资也比较高。从长远看�电
力系统监控系统应该采用图2（ｃ）的方案�主要侧重于
ＷＡＭＳ／ＳＥＭＳ系统�而原有系统更多地做为后备系统。

对现有系统的改造方案�需要更为详细的技术经
济比较。从投资上看�如果资金比较充足�则可以先
实现方案 （ｂ）�即先将相对独立的 ＷＡＭＳ／ＳＥＭＳ的框
架搭建出来�将通信通道一步到位组建好�下一步再
将ＲＴＵ接入新建通道�实现底层的融合。如果投资较
小�则可以先选择方案 （ａ）�即先将ＰＭＵ接入原有网
络�逐步过渡�时机成熟时再将ＷＡＭＳ／ＳＥＭＳ单列出
来。

4　结　论
针对 ＳＣＡＤＡ／ＥＭＳ系统与 ＰＭＵ／ＷＡＭＳ系统的

整合问题�在比较两套系统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3
种整合方案并给出两套系统整合的方法与步骤�以提
高电力系统数据处理、信息提取与协调决策能力�达

到提高性能、节省投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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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综合预测结果

预　测　项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08～2012年均增长率 （％ ）
电能量综合预测值 （不含铝厂 ） 39．6 51．2 56．3 71．2 81．6 15．56

铝厂电能量预测值 40 50 80 80 80
总电能量预测值 79．6 101．2 136．3 151．2 161．6 15．21

最大负荷预测值 （不含铝厂 ） 900 1067 1126 1201 1296 7．57
铝厂最大负荷预测值 540 810 1080 1080 1080
最大负荷预测值 1440 1877 2206 2281 2376 10．53

图1　某市电能量预测发展趋势

3　结　论
应用了电力负荷预测研究领域中的多种经典预

测方法对某市2008～2012年的电能量及最大负荷进

行了预测 （未对某市即将新增大的点负荷进行预
测 ）�并结合某市的未来发展规划得到了未来几年的
综合预测值 （如有特殊增加大的点负荷�数据应进行
相应的调整 ）。作为对某市电网规划中负荷预测的滚
动修正�期望能够为某市的未来电网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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