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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牧偏远地区及电气化铁路沿线地区光照资源丰富、空间资源充足ꎬ具有良好的分布式光伏的建设条件ꎬ在
这些地区引入分布式光伏ꎬ不仅能够迎合“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的政策要求ꎬ还能为系统提供一定的能量支撑ꎬ并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系统的灵活性ꎮ 为解决单 / 三相变换、电能质量综合治理、光伏能源就地消纳的问题ꎬ以“传统控制改

进－新型拓扑提出－底层控制研究－协调控制设计”为主线开展研究ꎬ提出了一种计及光伏接入且具有电能质量治理能

力的单 / 三相变换系统ꎬ 并在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中搭建了系统的相关仿真模型ꎮ 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新型单 / 三相变换

系统及其协调控制策略的正确性及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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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对于电气化铁路沿线地区而言ꎬ由于非牵引负

荷从电力贯通线取电时ꎬ存在瞬时性故障概率较高、
须敷设专用线路、末端压降普遍以及用电成本高等

一系列问题ꎬ因此从单相 ２７.５ ｋＶ 牵引母线侧获取

电能成为未来的重要趋势[１]ꎮ 为了保障铁路动力

机械设备的正常用电ꎬ该方案中必然存在将单相转换

为三相的过程ꎮ 另外ꎬ当非牵引负荷从 ２７.５ ｋＶ 牵引

母线侧取电时ꎬ所获取的单相交流电压易受牵引网

电能质量影响ꎬ也将存在电压波动范围大、谐波含量

复杂、电流污染等严重的电能质量问题[１]ꎬ影响所

接负荷的正常运行ꎬ甚至产生通信信号中断、抢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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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 ４７ 卷　 第 ２ 期




度停滞等严重后果[２－３]ꎮ
　 　 目前ꎬ针对单相供电地区存在三相用电需求的

问题ꎬ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１)通过对单相供电台

区进行电力改造ꎬ将单相供电线路改造为三相供电

线路ꎻ２)采用单相变三相变换设备或系统ꎮ 由于地

理环境及经济基础的限制ꎬ在单相供电地区重新架

设三相电网将存在配电网造价高、运行维护成本高

等问题[４]ꎮ 而单相变三相方案的投资较低ꎬ便于运

输ꎬ可实现多用户之间的交替使用ꎬ能够很好地满足

季节性用电需求ꎬ具有较高的经济性和灵活性ꎮ 因

此ꎬ采用单 /三相变换方案成为解决单相供电台区三

相用电问题的有效方案之一ꎮ
下面以“传统控制改进－新型拓扑提出－底层控

制研究－协调控制设计”为主线ꎬ首先ꎬ从混合型单 /
三相变换系统的工作原理出发ꎬ对影响输出电压不

平衡的因素进行分析ꎬ并针对由交直交变换器输出

误差造成的不平衡度较高的问题ꎬ提出了一种改进

控制策略ꎻ然后ꎬ针对电气化铁路沿线地区及偏远地

区网侧存在的电能质量问题ꎬ在混合型单 /三相变换

系统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一种计及光伏的具有电能质

量综合治理能力的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ꎻ最后ꎬ设
计了相应的协调控制策略ꎬ通过控制系统在不同工

况下工作模态的自动切换ꎬ保障单 /三相变换系统的

安全、稳定运行ꎮ

１　 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结构

所提出的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结构如图 １ 所

示ꎬ主要包含串联变换器、并联变换器、光伏单元、储
能单元、串联变压器及两相 /三相变压器ꎮ 由图 １ 可

知 ꎬ光伏阵列通过Ｂｏｏｓｔ变换器并联接入交直交变

换器的直流侧ꎬ由于光伏模块不具有储存能量的功

能ꎬ因此功率只能从光伏模块向中间直流侧单向流

动ꎮ 储能单元经双向 ＤＣ / ＤＣ 变换器与中间直流电

容并联ꎮ 在系统有多余能量时ꎬ储能单元可通过控

制双向 ＤＣ / ＤＣ 变换器吸收多余能量ꎬ实现能量的定

向存储ꎻ在系统存在能量缺额时ꎬ可通过控制双向

ＤＣ / ＤＣ 变换器发出能量ꎬ调节系统的功率平衡ꎬ以
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ꎮ

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的核心就是并联变换器

和串联变换器ꎮ 并联变换器在混合型单 /三相变换

系统的基础上ꎬ与传统光伏并网逆变器结构进行了

组合ꎬ在补偿供电侧谐波及无功电流的同时ꎬ也实现

了光伏并网发电的功能ꎻ串联变换器结合 ＤＶＲ 桥式

结构ꎬ新增了一路输出ꎬ该路输出经串联变压器串联

接入供电侧ꎬ对接入点电压进行补偿ꎬ从而保证后端

负载的端口电压为理想的正弦波ꎮ 此外ꎬ在供电网

发生故障切出时ꎬ光储单元能够对中间直流电容进

行充电ꎬ通过串联变换器向系统提供电压支撑ꎬ起到

不间断电源的功能ꎮ
　 　 图 ２ 为所选用的交直交变换器的拓扑结构ꎬ即
并联侧和移相侧均采用全控 Ｈ 桥结构ꎮ 并联侧和

移相侧背靠背连接ꎬ共用中间直流稳压电容ꎬ并在输

出侧端口分别加入 Ｌ 滤波和 ＬＣ 无源滤波装置ꎬ目
的是为了降低电流纹波及滤除高次谐波ꎮ 其中:ｕｓ 为

网侧电压ꎻｉｓ１为并联侧输入电流ꎻｕｄｃ为中间直流电压ꎻ
ｕβ 和 ｉβ 为向平衡变压器 β 端口输出的电压、电流ꎮ
　 　 变换器并联侧并联接入供电侧ꎬ一方面起稳定

中间直流电压和补偿谐波、无功电流的作用ꎬ一方面

通过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ꎬ控制输出电压ꎬ将单相交

图 １　 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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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交直交变换器主电路

流电压 ｕｓ 变换为稳定的直流电压 ｕｄｃꎮ 移相侧通过

控制开关器件的通断ꎬ将中间直流电压变换为交流

电ꎬ经 ＬＣ 无源滤波器向平衡变压器的 β 端口提供

所需的移相电压ꎮ
当交直交变换器稳态运行时ꎬ中间直流侧电压

维持恒定ꎮ 此时ꎬ在不考虑功率损耗的情况下ꎬ并联

侧从供电侧吸收与负载消耗等额的功率ꎬ保证系统

的功率平衡ꎮ

２　 移相电压误差补偿控制策略研究

２.１　 移相电压误差补偿控制设计

由前述分析可知ꎬ在不考虑网侧电压 ｕｓ 对输出

电压的影响时ꎬ交直交变换器输出电压 ｕβ 的误差与

系统输出电压的三相不平衡度成正比ꎮ 移相变流器

输出电压控制过程如下:１)经锁相环提取网压信号

相位信息后ꎬ分别采用三角函数计算及有源低通滤

波器滤波后得到目标幅值及相位信息ꎬ所得目标幅

值与目标相位的单位正弦分量相乘后作为移相电压

参考信号ｕ∗
β ꎻ２)通过移相侧反馈控制环路对输出电

压参考信号ｕ∗
β 进行跟踪ꎬ即可得到移相变流器输出

电压 ｕβꎮ
在以上控制过程中ꎬ输出电压参考信号 ｕ∗

β 由

网压信号的相位计算而成ꎬ而网压信号 ｕｓ 的相位信

息的提取过程中引入了锁相环ꎮ 锁相环路通过相位

对系统进行无频差跟踪ꎬ实际为相位负反馈系统ꎬ在
锁相环路锁定后ꎬ必定存在一个固定的相位差ꎬ锁相

环路的稳态相位差可表示为

θｅ(¥) ＝ ａｒｃｓｉｎ Δω
Ｋ

(１)

式中:Ｋ 为环路锁定时的环路总增益ꎻΔω 为环路固

有频差ꎮ 由此可知ꎬ锁相环内部环路参数及输入信

号决定了锁相环路的稳态相位差ꎬ当采用不同锁相

环或输入信号发生改变时ꎬ须计算并调整锁相环路

输出信号的相差补偿ꎮ
此外ꎬ由于变换器输出电压经逆变控制反馈环

路对输出电压参考信号进行跟踪ꎬ因此当系统稳定

时必然存在稳态误差ꎮ 根据终值定理ꎬ系统的稳态

误差为

ｅｓｓ ＝ ｌｉｍ
ｓ→０

ｓＲ( ｓ)
１ ＋ Ｇ( ｓ)Ｈ( ｓ)

(２)

式中:ｅｓｓ为系统稳态误差ꎻＲ( ｓ)为输入信号ꎻＧ( ｓ)、
Ｈ( ｓ)为系统开环传递函数ꎮ 可以看出ꎬ反馈回路的

稳态误差与系统输入信号 Ｒ( ｓ)的形式、系统的结构

及参数有关ꎮ 当系统结构或参数发生改变时ꎬ反馈

回路的稳态误差也会随之改变ꎮ
综上所述ꎬ实际应用过程中ꎬ移相侧控制过程中

存在的非理想因素将会在移相电压 ｕβ 中引入误差ꎬ

使得实际输出的移相电压 ｕβ 与参考电压 ｕ∗
β 不能完

全一致ꎮ
２.２　 误差归一化处理

如图 ３ 所示ꎬ移相电压 ｕβ 的输出误差可分解为

幅值和相位的误差ꎬ定义由前述非理想因素引起的

移相电压 ｕβ 的幅值、相位误差分别为 ΔＵ 和 Δθꎮ 易

知ꎬ当移相电压 ｕβ 存在输出误差时ꎬ其不同类型非

理想环节中引起的累积误差可归一化为参考电压

ｕ∗
β 与实际移相电压ｕβ的偏差ꎮ此时ꎬ幅值误差ΔＵ

图 ３　 移相电压 ｕβ 输出误差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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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位误差 Δθ 即为移相侧输出电压 ｕβ 实现完全补

偿时所需的补偿量ꎮ
２.３　 电压误差补偿思路

目前ꎬ对变换器输出误差补偿策略的研究通常

是从单一非理想因素造成的误差出发开展研究ꎬ无
法实现对移相电压误差的全补偿ꎮ 为实现移相电压

误差的完全补偿ꎬ提出一种基于电压重构的误差控

制策略ꎬ其实现步骤如下:
１)采集移相侧输出移相电压 ｕβꎮ
２)引入锁相环ꎬ经锁相环得到 ｕβ 的角频率及相位

信息 θβꎬ并提取移相侧输出移相电压 ｕβ 的幅值 Ｕβꎮ

３)将参考电压 ｕ∗
β 的幅值 Ｕｓ 与移相侧输出移

相电压 ｕβ 的幅值 Ｕβ 做差ꎬ得到幅值误差 ΔＵꎻｕ∗
β 的

相位 θｓ＋π / ２ 与 θβ 做差ꎬ得到相位误差 Δθꎮ
４)反馈所得到的幅值误差 ΔＵ 和相位误差 Δθꎬ

在参考电压 ｕ∗
β 的基础上ꎬ生成重构的参考电压信

号 ｕ∗
ｒβ ꎬ其表达式为

ｕ∗
ｒβ ＝ (Ｕｓ ＋ ΔＵ)ｓｉｎ ωｔ ＋ π

２
＋ Δθæ

è
ç

ö

ø
÷ (３)

上述移相电压重构原理如图 ４ 所示ꎮ

图 ４　 移相参考电压重构原理

　 　 由图 ４ 可知ꎬ上述步骤在原参考移相电压 ｕ∗
β

的基础上ꎬ将各个环节的累积误差信息送入控制回

路ꎬ对参考移相电压进行实时调整ꎬ使得 ｕ∗
ｒβ 与 ｕ∗

β

之间的关系如式(３)所示ꎬ从而实现输出电压误差

的补偿ꎮ
２.４　 电压误差预补偿控制方案设计

根据前述原理ꎬ可设计移相电压误差补偿控制

框图如图 ５ 所示ꎮ 其中ꎬ在重构参考电压 ｕ∗
ｒβ 时所引

入的锁相环(ｐｈａｓｅ￣ｌｏｃｋｅｄ ｌｏｏｐꎬＰＬＬ)与传统方案的

特性相同ꎬ因此在锁相过程中引入的误差也相同ꎮ
由此易知ꎬ通过做差运算即可消除锁相误差对控制

回路的影响ꎮ

　 　 图 ５ 中ꎬ在移相侧利用传统的参考电压提取方

案的基础上ꎬ加入了移相电压 ｕβ的幅值及相位信息

的检测ꎮ 对参考电压信号 ｕ∗
β 与实际移相电压 ｕβ 的

做差ꎬ可得到控制中任意非理想因素所造成的误差

之和ꎮ 将所得到的误差和馈入控制回路ꎬ即可得到

重构后的参考电压 ｕ∗
ｒβ ꎮ 再使移相侧的输出电压跟

随参考电压 ｕ∗
ｒβ ꎬ即可实现输出电压误差的补偿ꎮ

图 ５　 移相电压误差补偿控

３　 仿真结果与分析

为验证所提误差补偿控制策略的有效性ꎬ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仿真平台对该策略在理想网压和含

有谐波网压的工况下分别进行仿真验证ꎬ仿真的基

本参数如表 １ 所示ꎮ 电压基准值按照单相额定电压

２２０ Ｖ 选取ꎮ
表 １　 混合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关键电路

项目 参数

输入单相电压(５０ Ｈｚ) / Ｖ ２２０

输出三相线电压(５０ Ｈｚ) / Ｖ ３８０

中间直流参考电压 / Ｖ ７００

中间直流电容 / μＦ ５０００

并联侧输入电感 / ｍＨ ２

并联侧输入电阻 / Ω ０.２

移相侧滤波电感 / ｍＨ ２

移相侧滤波电容 / μＦ １２０

　 　 首先ꎬ对网侧电压理想情况下ꎬ传统控制及

误差补偿控制策略进行仿真验证ꎬ传统控制及误

差补偿控制下的三相电压波形分别如图 ６(ａ)、(ｂ)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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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系统三相电压输出波形

　 　 对上述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进行分析计算可知:
在理想网侧电压条件下ꎬ变换器采用传统控制时ꎬ系
统输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为 ２.５６０％ꎻ采用误差补

偿控制时ꎬ系统输出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为 ０.０１７％ꎮ
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误差预补偿的控制效果ꎬ

图 ７ 展示了在误差补偿控制下ꎬ变换器输出电压

ｕβ、原参考电压信号 ｕ∗
β 以及重构参考电压信号 ｕ∗

ｒβ

的放大仿真波形ꎮ
由图 ７ 可知ꎬ在系统采用补偿控制时ꎬ重构参考

电压信号 ｕ∗
ｒβ 与原参考电压信号 ｕ∗

β 之间存在误差ꎮ

但由于 ｕ∗
ｒβ 包含了误差补偿信息ꎬ实际输出的移相电

压 ｕβ 与 ｕ∗
β 的波形几乎完全一致ꎬ证明了所提误差

补偿控制策略能实现电压误差的近似全补偿ꎮ

图 ７　 误差补偿控制下参考及实际输出移相电压波形

　 　 当在网侧注入总谐波畸变率( ｔｏｔ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ꎬＴＨＤ) 为 ５％的谐波电压时ꎬ变换器采用

传统控制及误差补偿控制策略时的仿真波形如图 ８
所示ꎮ

图 ８　 单相网侧电压含有谐波时的仿真波形

　 　 对图 ８(ａ)、(ｂ)所示的三相输出电压波形进行

不平衡度分析ꎬ得到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分析

控制策略 网侧电压
三相电压 / Ｖ

有功分量 无功分量
不平衡度 / ％

传统控制
理想 ３０５.０６ ７.８１８ ２.５６３

含谐波 ３０４.９８ ７.８５２ ２.５７５

误差补偿
控制

理想 ３０８.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含谐波 ３０８.８７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８

　 　 由表 ２ 可知ꎬ当变换器移相侧采用传统控制时ꎬ

系统输出三相电压的不平衡度在理想网侧电压和含

谐波网侧电压的条件下分别为 ２.５６３％和 ２.５７５％ꎬ

超过国家标准规定限值 ２％ꎻ而当变换器移相侧采用

所提误差补偿控制时ꎬ输出电压不平衡度在理想网侧

电压和含谐波网侧电压的条件下分别为 ０.０１７％和

０.０２８％ꎬ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ꎮ 由此可证ꎬ

所提误差补偿控制策略能有效降低系统输出电压的

三相不平衡度ꎮ

４　 动态响应功能仿真

为便于分析ꎬ在不考虑储能单元充放电的情况

下对所提系统的动态响应功能进行验证ꎬ主要包含:

单 /三相电压变换功能、串联变换器双输出功能及电

压补偿功能、并联变换器电流补偿及光伏功率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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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ꎮ 仿真设定工作事件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单 /三相变换系统仿真的工作事件

时间 / ｓ 工作事件

０.１ 三相负载侧并入负载 ２ ｋＷ(不可控整流桥ꎬＰＬ≈６.２ ｋＷ)

０.３ 单相电网发生电压跌落(ＲＭＳ ＝ ５０ Ｖ)

　 　 设定仿真时间为 ０.５ ｓꎬ初始阶段系统接入功率

为 ２ ｋＷ 的阻感性负载ꎬ且光伏单元运行于标准工

况(光照强度为 １０００ Ｗ / ｍ２ꎬ工作温度为 ２５ ℃)时

最大输出功率约为 ４.２ ｋＷꎬ仿真结果如图 ９—图 １１
所示ꎮ

图 ９ 展示了单 /三相变换系统电压变换的电压电

流仿真波形及负载电压的三相不平衡度曲线ꎮ 在三

相负载侧并入非线性负载时ꎬ三相负载侧电流的基

波分量和谐波分量均增加ꎬ使得供电网线路中的

电流增加ꎬ进而导致供电网压降增加ꎬ电压跌落

至 ０.８５ ｐｕ 附近ꎬ移相电压在约 ０.０２ ｓ 内恢复正常ꎬ
负载端输出平衡的三相电压ꎻ当供电侧进一步发生

ＲＭＳ ＝ ５０ Ｖ 的电压跌落时ꎬ网侧电压跌落至 ０.６ ｐｕ
附近ꎮ
　 　 系统补偿网侧电压及电流的仿真波形如图１０

(ａ)单相网侧电压、电流波形

(ｂ)网侧电压及移相电压波形

(ｃ)三相负械电压、电流波形

(ｄ)电网电流补偿波形

图 ９　 单 /三相变换系统电压变换仿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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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ꎮ 由图 １０(ａ)可知ꎬ无论网侧电压ｕｓ 是低于还是

高于额定电压ꎬ串联变换器都能迅速输出补偿电压

ｕｄｖｒꎬ使得 α 相端口电压 ｕα 始终维持标称水平ꎬ并且在

ｕｄｖｒ变化过程中ꎬｕβ 始终输出稳定的正弦移相电压ꎮ
　 　 供电侧电流补偿波形如图 １０(ｂ)所示ꎬ在 ０.１ ~
０.５ ｓ 期间系统负载侧接入非线性负载时ꎬ所产生的

非线性电流分量通过逆 ＹＮｖｄ 平衡变压器传递到原

边ꎬ使得原边 α 相电流 ｉα 发生畸变ꎮ 此时并联变换

器在实现系统与供电网之间能量传递的基础上ꎬ同
时向网侧提供了与 ｉα 的非线性分量相等的补偿电

流ꎬ消除了系统接入非线性负载时对供电网造成的

谐波污染ꎬ使得供电侧电流为基本理想的正弦波ꎬ实
现了对网侧电能质量的综合治理ꎮ
　 　 由图 １１ 所示的系统有功功率传递关系表明ꎬ在
仿真过程中ꎬ光伏输出功率始终跟随最大输出点ꎬ约
为 ４.２ ｋＷꎮ 在 ０~０.１ ｓ 期间ꎬ系统接入 ２ ｋＷ 阻感性

负载ꎬ此时 Ｐｐｖ >ＰＬꎬ光伏富余的功率通过并联变换

器反送回供电网ꎬ此时网侧功率为负值ꎻ０.１ ~ ０.５ ｓ
期间ꎬ由于负载侧并入了功率为 ６.２ ｋＷ 的非线性负

载ꎬＰＬ >Ｐｐｖꎬ供电网与光伏单元共同为系统负载供

能ꎮ 在此过程中ꎬ系统能有效消纳光伏单元所发出

功率ꎮ
　 　 通过仿真证明ꎬ所提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能将

单相电变换为理想的三相电ꎮ 在此基础上ꎬ由于所

提系统能对供电侧的电能质量进行综合治理ꎬ使得

原边 α 相电压始终处于标称水平ꎬ并避免系统对网

侧电流造成污染ꎮ 因此ꎬ所提系统能在单相网压偏

离额定值、负载接入以及系统带非线性负载时均能

实现单相电到三相电的变换ꎮ 此外ꎬ该系统还能实

现光伏能源的消纳作用ꎬ在一般情况下ꎬ光伏与供电

网共同为负载供能ꎻ当光伏出力大于负载所需时ꎬ系
统能将富余能量反送回供电网ꎬ实现光伏能源的有

效利用ꎮ

５　 结　 论

上面从新型单 /三相变换系统的拓扑结构及工

作原理出发ꎬ以逆ＹＮｖｄ变压器为例ꎬ针对新型单 / 三

(ａ)网侧电压补偿波形

(ｂ)电网电流补偿波形

图 １０　 系统补偿网侧电压及电流的仿真波形

图 １１　 系统有功功率传递关系　 　 　 　 　 　 　 　 　 (下转第 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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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变换系统输出三相电压不平衡问题ꎬ推导了单 /三
相变换系统在采用不同两相 /三相变压器时的平衡

变换条件ꎬ并分析了变压器绕组误差、移相电压输出

误差及网侧电压波动对系统输出电压的影响ꎮ 然

后ꎬ针对由移相电压输出误差引起的三相不平衡问

题ꎬ提出了一种基于参考电压重构的误差补偿控制

策略ꎮ 仿真结果表明ꎬ所提误差补偿策略能对输出

移相电压进行补偿ꎬ从而有效降低系统输出电压不

平衡度ꎮ

参考文献

[１]　 尤志鹏.文蒙铁路引入蒙自铁路地区方案研究[ Ｊ].交
通与运输ꎬ２０２２ꎬ３８(２):５２－５６.

[２]　 佚名.国家电网扶贫成绩单[ Ｊ] .国家电网ꎬ２０２１(３):
６６－６７.

[３]　 ＺＨＵ Ｙ Ｘꎬ ＺＨＵＯ Ｆꎬ ＳＨＩ Ｈ Ｔ. Ｐｏｗ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ａ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ｈｙｂｒｉ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Ｃ].
２０１３ ＩＥＥＥ ＥＣＣＥ Ａｓｉａ Ｄｏｗｎｕｎｄｅｒꎬ２０１３:８４２－８４８.

[４]　 傅俪 .国外农村典型供电模式及建设运行维护经

验[ Ｊ] .电力与电工ꎬ２０１３ꎬ３３(４):８０－８２.
[５]　 尹刚志.农网台区电能质量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Ｊ].电

工技术ꎬ２０１８(２１):１１８－１２１.
[６]　 郭爱平.用于牵引变电所自用电系统的单相－三相变换

器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ꎬ２０１７.
[７]　 庄岩. 铁路单－三相供电系统设计[Ｄ].成都:西南交通

大学ꎬ２０１１.
[８]　 詹广振.牵引变电所 ２７.５ｋＶ 所用电系统谐波抑制技术

研究[Ｊ].电气化铁道ꎬ２０１９ꎬ３０(５):４６－５０.
[９]　 佚名.增量配电业务新政出台ꎬ鼓励可再生能源就近消

纳[Ｊ].节能与环保ꎬ２０１８(４):３４.
[１０]　 王淑娟ꎬ景芳毅 .从度电成本分析光伏平价的路

径[ Ｊ] .太阳能ꎬ２０１６(８):９－１６.

[１１]　 ＫＨＯＳＲＡＶＩ Ｆꎬ ＡＺＬＩ Ａ Ｎꎬ ＫＡＹＫＨＯＳＲＡＶＩ Ａ.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ｑｕａｓｉ￣ｚ￣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Ｊ]. ＩＥＴ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ꎬ２０１４ꎬ７(３):４８９－４９５.

[１２]　 ＡＬＭＥＩＤＡ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 Ｄꎬ ＲＯＣＨＡ ＮａｄｙꎬＦＡＢＲＩＣＩＤ
Ｅｄｇａｒｄ Ｌ Ｌ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ｐｈａｓｅ ｔｏ 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 ａｃ￣ｄｃ￣ａｃ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ｃａｓｃａｄ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ｅｎｄ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ｔｏｒ[Ｃ]. ２０１９ ＩＥＥＥ １５ｔｈ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５ｔｈ ＩＥＥ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ＢＥＰ / ＳＰＥＣ).
ＩＥＥＥꎬ ２０１９:１－６.

[１３]　 朱永强ꎬ贾利虎ꎬ谢文超ꎬ等.一种用于单相 /三相变换

的新型电力电子变换技术[ Ｊ].电工技术学报ꎬ２０１８ꎬ
３３(７):１４３３－１４３９.

[１４]　 康鹏ꎬ郭伟ꎬ黄伟钢ꎬ等.区域电网电能质量问题及治理

关键技术综述[Ｊ].电测与仪表ꎬ２０２０ꎬ５７(２４):１－１２.
[１５]　 杨明ꎬ鲍靖雯ꎬ高龙将ꎬ等.基于参考电流型光伏发电

系统变功率输出控制策略[Ｊ].电力系统保护与控制ꎬ
２０１９ꎬ４７(２０):１０４－１１１.

[１６]　 ＰＩＬＬＡＩ Ｄ Ｓꎬ ＲＡＭ Ｊ Ｐꎬ ＣＨＩＡＳ Ａ Ｍ Ｙ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ꎬ ｓｈａｄ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ｈｙｂｒｉ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ＰＶ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５ ( ６) :
６５９４－６６０８.

作者简介:
李蓉蓉(１９９４)ꎬ女ꎬ硕士ꎬ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电力储能

系统的经济性分析ꎻ
左　 为(１９８９)ꎬ女ꎬ工程师ꎬ研究方向为营销市场化管

理技术ꎻ
冉念洁(１９９４)ꎬ女ꎬ硕士ꎬ从事电力系统提质增效工作ꎻ
周　 苏(１９９５)ꎬ女ꎬ硕士ꎬ从事电力营销系统分析工作ꎻ
王心仪(１９９７)ꎬ女ꎬ硕士ꎬ研究方向为电力系统单三相

变流器控制技术ꎮ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０８)

１０６　 　 　 　 　 　 　 　 　 　 　 　 　 　 　 　 　 　 　 　 　 　 　 　 　 　 四川电力技术　 　 　 　 　 　 　 　 　 　 　 　 　 　 　 　 　 　 　 　 　 　 　 第 ４７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