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卷第 3期
2019年 3月

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Vol. 36 No. 3
Mar. 2019

“““新新新能能能源源源与与与储储储能能能控控控制制制”””专专专刊刊刊

前前前 言言言

高效、清洁、低碳是当今世界能源发展的主流方向,全球各国竞相加大能源科技研发投入,着力突破

新能源和储能等关键技术,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全球能源变革和经济科技竞争的制

高点. 然而, 具有间歇性、随机性和波动性等固有特性的新能源接入使得当今能源系统特性发生了深

刻复杂的变化,多种规律并存且相互作用,结构与运行机理愈加复杂,呈现出高度随机非线性、强实时

性、分布式、数据不确定性、复杂异构等典型特征,给相关领域的控制理论与关键技术提出了新挑战.为

此,《控制理论与应用》组织专刊,探讨新能源与储能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学科前沿. 专刊共录用论

文17篇,分别从新能源发电系统优化控制、储能系统建模与控制、能源系统优化运行控制等方面探讨了

当前新能源与储能控制领域的研究进展.

在新能源发电系统优化控制方面,杨博等针对部分遮蔽使光伏系统的功率–电压特性曲线出现多个

峰值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改进樽海鞘群算法的光伏系统最大功率跟踪(MPPT)方法,实现部分遮蔽条件下

最大光电能源的快速、稳定获取. 谢敏等引入基于整体最小二乘的递推动态多元线性回归法改进二阶段

带补偿随机优化算法,用于考虑风场出力高维相依性的电网动态经济调度问题求解. 邵辉等将具有变参

数的风力机健康及其故障模型转化为扩张系统模型,提出基于扩张系统进行极点配置实现风力机自适

应故障观测的方法,并分别给出扩张维数为奇、偶阶次的情况下观测器设计的定理. 焦绪国等运用支持

向量回归和自适应控制原理,提出基于有效风速估计与预测的自适应MPPT控制器设计方法,能够较好

应对风电系统未知动态特性和干扰,且可降低传动链载荷.谢泽坤等针对波浪能随机变化特性,在阿基

米德浮子式波浪发电系统的欧拉–拉格朗日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无源性理论的波浪发电最

大功率捕获控制方法. 皇甫宜耿等针对能源间歇性输入、负载随机性扰动、功率流向切换等对系统母线

电压的干扰问题,基于Super-Twisting高阶滑模算法,设计了基于双闭环高阶滑模控制的鲁棒双向变换器.

刘佳等将并行神经网络优化的约束模型预测控制(MPC)应用于PWM整流器控制中,在保证系统单位功

率因数的前提下,负载突变时可快速响应稳定输出直流电压.

在储能系统建模与控制方面,吴肖龙等针对纯氢气和天然气等燃料供应方式,基于机理知识分别建

立了两种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系统结构数学模型,并加入风机和燃料供应管路泄露两类常见故障,对固

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系统故障的检测和设备选型具有指导意义.戚志东等结合分数阶理论和子空间辨识

方法,建立了一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分数阶Hammerstein状态空间模型,可描述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

分数阶和非线性特性. 谢雨岑等提出一种基于变论域模糊增量理论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热管理方法,

用于该类燃料电池温度和电堆出入口温差控制,具有较好的动态响应速度和鲁棒性. 马昕等提出了一种

多级压缩空气储能系统优化运行控制策略,有效解决了其变工况下的系统内部能量调配、运行参数选取

等问题.许元武等通过引入二阶变参数锂电池模型建立扩展卡尔曼滤波估计器,并结合Takagi-Sugeno模

糊模型原理设计了联合估计器,有效改善了锂电池荷电状态(SOC)观测精度.李斐等考虑到微电网运行

目标对混合储能系统容量配置的间接影响,建立了计及微电网经济运行的储能系统全寿命周期成本复

合优化模型,提出了混合储能系统的规划运行一体化配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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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系统优化运行控制方面,董密等针对微电网中分布式能源在传统下垂控制下输出电压和频率

易受负荷变化影响的特点,提出分布式二次电压–频率恢复控制算法,可实现模式的无缝切换,并在通讯

故障极端情况下保障微电网安全和稳定运行. 张立志等以运行成本节约率、一次能源节约率、CO2减排

率综合最优为目标,提出了冷热电联供系统多目标优化运行方法,提高了冷热电联供系统的经济性、节

能性和环保性. 张一等考虑能源互联网中负载随机变化且无驱动能力特性,同时计及能源网络的节点特

征和能控性需求,提出了一种构建能源互联网实际能控的最小控制节点集合方法. 郑宝敏等基于能源

互联网背景建立了一种计及供能成本、碳排放量和净负荷曲线平滑度的电–气互联系统多目标优化模

型,并提出一种基于气电解耦的分布式多目标优化算法,实现电–气互联系统的气电解耦与多目标并行

求解.

总之,本专刊论文系统展示了新能源与储能领域的研究进展,揭示了该领域面临的技术挑战和研究

前景. 我们希望本刊能够对新能源和储能行业的发展及应用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 感谢各位作者分享研

究成果,感谢审稿专家对投稿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控制理论与应用》编辑部成员的工作与付出,多

方共同努力,最终使得本刊顺利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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